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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灯看剑

“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引

言

优胜劣败是战争的普遍规律。形成和保持军事上的优势，是打赢战
争的不二法门。人们在军事实践中形成的对于赢得军事对抗优势的根
本看法，是人们在军事斗争准备和战争实践活动中的一种思维取向，它
引领着现代军事实践活动的目标方向。能否确立正确的军事优势观，直
接影响着人们为求胜而做出的各种理解、认知、判断、抉择等活动。现代
军事优势观主要通过军事理论、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等方面综
合体现。

在军事理论上求优

闪电总是在雷鸣之前，理论总是实
践之先导。军事理论处于劣势必然导
致被动挨打，已成为一条铁律。形成和
保持军事理论强势，灵活制定符合自身
实际的战略战术，有利于牢牢把握战争
主动权，有利于克服战争的不确定性，
从而正确牵引军事斗争准备和作战实
践的发展方向。军事理论优势观，实质
是对作战理论和建设理论是否来源于
军事实践并正确指导军事实践这一现
象的根本看法，其内涵主要体现在：一
是指导实践有力。军事理论能够成体
系化形成，能够拨开层层战争迷雾，透
过茫茫黑暗中的内在微光，从逻辑上阐
释清楚战争制胜机理的来龙去脉。能
够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
视角，对军队领导管理和作战指挥实践
中遇到的不同层次的热点、难点、焦点
问题，作出科学合理解释，并提出解决
方案和指导原则，为备战打仗实践指明
方向。二是生成机制科学。适应现代
战争体系复杂的特点，理论的生成与军
事科技融合发展，能够将传统的经验
式、定性化、借鉴式的研究方法与科技
支撑的模拟化、定量化、实证式研究方
法有机结合，形成“需求研究—提出概
念—模拟推演—实兵演练—检验评估
—反复迭代—转化应用”的闭环创新模
式，确保理论实用管用好用，经得起历
史和战争实践考验。三是成果转化及
时。先进的军事理论成果能够快速生
成，及时进入“滚动更新、活页组装”的
作战条令和训练大纲，适时体现在指导
部队作战和实战化训练上。军事理论
发挥思想引领作用，在长效机制保证
下，通过提高其正确性、及时性、科学
性，促进依法治军、依法施训等实践活
动达到现代化水平。

在组织形态上求优

军队组织形态是军队组织结构和

组织活动的表现形式与运行状态，决定
着军队能量的大小及其释放形式与效
果。形成和保持军队组织形态强势，有
利于实现人与武器装备的最佳结合，有
利于军队战斗力的快速形成和高效发
挥。组织形态优势观，实质是人们对军
队组织形态是否科学合理、是否有利于
战斗力提升的根本看法，其内涵主要体
现在军队组织体制编制、组织行为、法
规政策等具体内容上。一是组织体制
编制科学。军队整体组织结构科学合
理、军队各级职权划分清晰明确、作战
部队与非作战部队比例合理、军队官兵
比例合理、“奇正”作战力量比例合理。
军队的领导管理和作战指挥体制健全
完善、相互耦合，兵力编制和作战编组
充实、合成、灵活、高效。二是组织行为
规范合理。军队各级组织的规章制度、
组织结构设计、管理工作流程、成员行
为准则和各类技术操作规程等一系列
标准规范符合实际、便于执行。作战指
挥体系与领导管理体系、各军兵种之间
协调机制顺畅高效，能够快速形成联合
作战合力。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高、战
时管理科学、指挥作业快速准确、综合
保障适时适地适量。三是组织法规政
策完善。组织法规制度是组织形态的
理性存在方式和决定性因素，应健全完
善、层次衔接、体系发展，能够及时反映
中国特色军事革命特别是军队组织形
态现代化建设成果。官兵对法规制度
满意度高、军队法律工作人员比例合
理、军事法规教育水平高。

在军事人员上求优

恩格斯指出，“赢得战斗胜利的是
人而不是枪”。军事人员是军事实践活
动的主体，是最具主观能动性的活的因
素，是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核心和动
力。形成和保持军事人员强势，为强军
实践提供智力支撑，有利于为部队战斗
力提供不竭动力。军事人员优势观，实
质是人们对军事人才在竞争中占得先
机和强于对手的根本看法，其内涵主要
表现在：一是打仗能力强。战略指挥员

具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开阔的国际视
野、深邃的谋略素养、辩证的战略思维、
较强的科技素养和高超的战略筹划能
力，战役战术指挥员能够精准分析判断
形势、准确理解上级意图、果断定下作
战决心、灵活排兵布阵、临机处置突发
情况。参谋人员具有扎实而娴熟的业
务技能，达到基础知识深厚、相关知识
熟悉、专业知识精通，具有较强的沟通
协调、辅助决策、创新思维等能力。各
级战斗员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有很强
的战术素养和熟练的武器装备操作技
能。二是队伍建设水平高。“三位一体”
的人才培养体系健全完善，院校教育
“孵化箱”、部队训练“磨刀石”、军事职
业教育“助推器”的作用功能发挥明显，
达成人才培养供给侧紧密对接战场需
求侧的良好状态。各级各类军事人员
成长路径明晰，方向明确，主观能动性
强。干部选拔具有科学性、准确性、公
信度，具有一支对党忠诚、善谋打仗、敢
于担当、实绩突出、清正廉洁的领导干
部队伍，具有一支规模适度的由复合型
指挥人才、智能型参谋人才、专家型技
术人才、创新型军事理论人才和精英型
作战人才组成的高水平专业人才队
伍。三是成长环境氛围良好。人才培
养体制机制科学、完备、高效，既熏陶人
也激励人，各类人才具有干事业的积极
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形成创造活力竞
相迸发、创新才智充分涌流的生动局
面，“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良好氛
围和“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的良性环境。

在武器装备上求优

习主席指出，武器装备是军队现代
化的重要标志，是国家安全和民族复兴
的重要支撑。形成和保持武器装备强
势，在军事手段上高敌一筹，是在国际
战略博弈中的重要砝码，集中反映了军
队建设的高水平。武器装备优势观，实
质是人们对先进军事技术物化到装备
性能的看法，其内涵主要体现在武器装
备需求生成机制、体系结构、质量水平
等方面。一是需求生成机制科学。具
有我军特色的作战需求生成机制科学
高效，可以顺畅地转化为论证标准、设
计规范、生产标准、管理准则、保障方
案，并贯穿于装备全寿命周期，能有力
牵引装备建设发展方向。装备发展在
需求牵引和技术推动双重驱动下，具有
科学性、针对性、前瞻性，能够兼顾质量
和效益，正确处理好基于威胁与基于能
力的关系，从而满足不同方向、不同战

场、不同地域的作战需要。二是装备体
系结构优化。装备顶层设计科学，发展
规划体系科学完备。以对作战体系的
贡献率为标准，各军兵种装备发展协
调，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水平高。装
备体系没有空白和短板弱项，基于网络
信息体系、智能化、无人化的特征明
显。三是武器装备质量过硬。质量就
是生命、质量就是胜算的理念深入人
心。“民参军”和“军转民”机制顺畅，军
民融合深度发展。试验鉴定体系完善，
装备实战适用性高。装备可靠性、维修
性、保障性、测试性、安全性等质量特性
优异，能满足打胜仗的要求。不论是比
拼单个平台性能，还是比较装备体系能
力，均能胜敌在先。

在辩证思维上求优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是一个以
军事理论为先导、以军队组织形态为保
证、以军事人员为核心、以武器装备为
基础构成的复杂系统工程。军事理论、
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作为军
事综合实力的“局部”，表现为军事力量
及其运用的部分化，各“局部”强势的体
现最终作为综合实力强势的有机组成
部分体现价值和发挥作用。我们必须
正确处理各个局部与整体之间的关系，
以及各个局部之间的关系，还要善于从
体系贡献率的角度审视各个要素的强
势，善于把静态强势和动态强势综合来
看，把物质因素强势和精神因素强势综
合来看，把战争潜力强势和现实战力强
势综合来看。通过持续加强军事体系
整体建设，达成不仅“指头硬”，而且“拳
头硬”的效果，力争实现军事全局上的
强势，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我
们也必须看清强势和弱势的转化关系，
从而自觉在研究和指导现代战争实践
中加以运用。强胜弱败虽是不以人的
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是力量弱者
在战争指导上可以主动地利用这一规
律，结合实际，创造出战争奇迹。运用
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可以把敌方整体
优势转变为多个局部的劣势，再通过一
个个的局部的以强击弱，积小胜为大
胜，量变引起质变，最终赢得战略全局
上的胜利，这也体现了对强弱矛盾转化
的正确把握和高超运用。实践证明，战
争规律是可以利用的，气势汹汹的庞然
大物不是无懈可击、不可战胜的。只要
敢于亮剑，敢于胜利，实现以能击不能，
也能赢得战争胜利。

(延伸阅读：本版8月20日《信息化

战争应有怎样的力量观》)

信息化战争应有怎样的优势观
■王荣辉

从战争史可以看出，军事力量的触

角延伸到哪里，哪里就成为人类新的战

场。随着科技发展，对同一空间内的作

战目标实施攻击，有了越来越多的替代

手段。“穿越”作战空间的边界实施跨域

作战，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常态。跨域非

对称作战相对于同域非对称作战而言，

主要指打破作战领域或交战空间的局

限，以不对等武器装备或主导性方法手

段击敌要害的作战。跨域非对称作战，

不仅有望避开自己的弱势领域，实现以

优胜劣，还可以通过率先获得一域的作

战效果，为其他域的行动“开辟通路”。

跨域非对称作战的机理是势差制

胜。传统的同域对称作战追求以大搏

小、以快击慢、以强制弱，注重力量对比

上的积累优势形成“量差”，以求得“泰

山压顶”之势；而跨域非对称作战则充

分利用交战空间的不对等性，注重以对

抗机制上的相生相克形成“势差”，以求

得“四两拨千斤”之巧。回顾战场空间

控制权迭代演进的历史不难发现，随着

有形空间向极高、极深、极远拓展，无形

空间向网络、电磁、认知领域延伸，后出

现的作战空间总是对之前的作战空间

具有天然的控制优势，这也是当前制信

息权处于战场综合控制权核心地位的

根本原因。不同空间的作战效费比具

有明显差异性。假如单域对抗的作战

效费比为1，那么跨域的非对称作战效

费比可能为4，“多域对一域”的非对称

作战效费比更可能为10。这就要求指

挥员不仅善于从全域对抗中找到己方

主导性空间，还要善于跨域编组力量，

跨域实施行动。战略空袭的“以空制

地”，地基反卫武器的“以地制天”，未来

空天兵器可能实施的垂直贯顶式“以天

制地”，网络攻击的“以虚击实”，都可视

为典型的跨域非对称作战。

跨域非对称作战的前提是体系支

撑。信息化联合作战在全域多维空间

进行，无论是陆海空天还是网电心理，

没有哪一个战场空间能置身事外。实

施跨域非对称作战，具有“一域用、多域

动”“多域用、全域动”的突出特点，必须

充分发挥网络信息体系的渗透和融合

作用，实现力量跨域编组、行动跨域联

合，通过作战体系构建的确定性，支撑

跨域攻击手段对敌制造不确定性。一

方面，要将己方作战体系建精建强，在

弥补体系的短板和弱项，使体系成为

“铁板一块”的同时，还要打造跨域破敌

的长板，确立“敌无我有、敌有我优”的

思路，大力发展管用实在的非对称手

段，在关键时刻快速准确聚焦于敌体系

弱点释放能量。另一方面，使跨域攻击

的链条形成完整的闭环，无论是侦察情

报链、指挥控制链、信火打击链还是作

战保障链、效果评估链，都能在态势互

享、信息互传、效果互用的前提下稳定

高效地正常运转，防止因“看不到”导致

“打不了”，因“评不准”导致“毁不掉”。

跨域非对称作战的目标是高效费

比。效费比在经济领域指投资回报率，

即投入费用和产出效益的比值。运用

于军事领域，则是代价、效益和风险三

者权衡的结果。跨域非对称作战，看似

体现了力量联合向空间融合的发展变

化，实则彰显了对作战效能的最终追

求。对同一空间作战目标实施打击的

手段多样性，造成了不同打击方案的可

比拟性，增加了跨域攻击的突然性，所

以，能在最短时间内、以最小代价达成

最佳作战效果的作战方式，往往是跨域

作战而不是同域对抗。从这个道理可

以看出，跨域非对称作战不仅可能是弱

势一方以弱胜强的“法宝”，以强击弱也

同样适用。这便是负向非对称作战和

正向非对称作战。

跨域非对称作战的重心在战役层

级。“域”是一个多义字，既可以指政治、

经济、军事、文化、舆论、宗教等领域，也

可以指物理域、信息域、认知域、社会

域，还可以指陆海空天网电等作战空

间。广义的跨域非对称作战，侧重于打

击敌战争体系的弱势领域，如通过经济

施压，逐步拖垮对方，为伺机实施军事

打击创造条件，或以外交斡旋、经济封

锁、军事威慑多管齐下、综合施策，直接

达成让对手屈服的目的。这与当前流

行的“混合战争”理论是一致的。而狭

义的跨域非对称作战则聚焦于战役层

级，侧重于打击敌作战体系的薄弱环

节，其实质是作战行动从信息域发起，

通过物理域、认知域的持续作战，达成

使对手在社会域最终屈服的目的。可

见，战役层级的跨域非对称作战更具灵

活性、可靠性和可操作性。

打
好
跨
域
非
对
称
作
战

■
汪
洪
友

兵法云：“善将者，必因机而立

胜。”所谓“机”，即有利于我，不利于

敌的作战时机。战争实践告诉我们：

战机把握得好，就能赢得战场主动，稳

操胜券；战机把握得不好，就会陷入被

动，丧失赢得胜利的机会。战机虽然

不是战斗力，却是战斗力得以充分发

挥的倍增器。

利用战机：利用敌之空隙、弱点及

其所犯的错误，乘虚而入，出其不意地

给予打击。对我最为有利的敌之

“隙”、“虚”，往往是敌无防之时或不备

之机，对其果断出招，攻其不备，击其

要害，可以小利获大利。1935年4月，

红一方面军南渡乌江，红军九军团奉

命担任掩护。任务完成后，黔军七个

团尾追不舍。当时黔军的兵力、装备

虽优于红军，但这支黔军从军官到士

兵几乎人人都离不开鸦片烟。九军团

乘敌烟瘾发作之机，突然杀了个“回马

枪”，一举将尾追之敌歼灭。

持重待机：战机尚未出现时，不动

声色、不露痕迹，冷静观察，以待有利

战机的出现。避敌锐气，待机破敌，后

发制人等，都属于待机、寻机的范畴。

静观事物的发展，不动声色，必要时先

让一步，寻找对手的破绽和弱点，然后

再出其不意地给予还击，是伺机的重

要环节。纵观战史，不管是土地革命

战争、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时期，

我军都是在面对强敌，原本无从下手，

甚至不易下手的情况下，伺机歼敌，取

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像青化砭伏击

战、羊马河伏击战、蟠龙战役等寻机歼

敌的典范，不胜枚举。

创造战机：应用各种手段，通过示

形造势，让敌人暴露出弱点，从而达成

有利于己的态势或造成为自己所利用

的有利时机。如诱敌深入、声东击西、

虚于周旋、釜底抽薪等，都是创造战机

的方法。长征中，毛泽东指挥红军“四

渡赤水”，大范围的迂回，忽南忽北，声

东击西，搞得敌军晕头转向，疲于奔命，

使3万余人的红军摆脱了国民党40万

大军的围追堵截，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

迹。实践表明，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可以创造战机，变不利为有利，从被动

中争取主动，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

把握战机：选择和捕捉有利的作

战时机，适时有力地打击敌人。主要

包括战机的选择、捕捉和有效适时的

把握，关键在于掌握“火候”，不早不

迟，既不能轻率地去“击”，又不能消极

地“等”。只有善于审时度势，紧紧抓

住有利时机果断出击，才能收到最佳

效果。有效利用战机，能在某种程度

上弥补武器装备的不足；可以摆脱被

动，争取主动，变劣势为优势；可以使

战斗力成倍地增加。未来战争中，指

挥员必须善于发现、果断捕捉、科学利

用和主动创造战机，牢牢掌握作战主

动权。

因机者胜
■张自廉

1947年 3月，

国民党军在对解

放区全面进攻被

打破后，被迫改为集中兵力对陕北和山

东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企图以钳形攻

势聚歼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于华北

冀晋地区。在山东战场，国民党军集重

兵45万余，由顾祝同坐阵徐州指挥，分

别由汤恩伯、王敬久、欧震组成3大机动

兵团采取密集靠拢、加强维系、稳扎稳

打、逐步推进的所谓“硬核桃加烂葡萄”

战术，成纵深梯次配置，做弧形一线式

推进，进犯我山东解放区。华东野战军

在陈毅、粟裕的指挥下采取“耍龙灯”的

战法，以机动灵活的运动战去调动、分

散敌军，以创造各个歼敌的战机，最终

在孟良崮地区歼灭敌王牌部队整编第

74师，并沉痛打击了敌人的增援部队，

粉碎了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战略企图，

扭转了华东地区的战局。

孟良崮战役
是我军在解放战
争期间进行的一

次大规模运动战和阵地战相结合的重大
战役，开创了在敌重兵密集并进的态势
下，从敌阵线中央割歼其进攻主力的范
例，被陈毅誉为“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

积极创造并敏锐捕捉战机。创造和
捕捉战机，实质是形成和选择有利于我
而不利于敌的条件和机会。粟裕曾指出
创造战机最主要的“就是制造敌人的混
乱，制造敌人的疑虑和错觉，制造敌人的
缺点、弱点、使敌人犯错误”。孟良崮战
役发起前，国民党军实行以集中对集中，

重兵密阵，齐头并进，妄图进一步加强兵
力密度、成纵深梯次部署，作弧形一线推
进，使我军对其无法分割和各个击破。
华东野战军首长曾五次定下歼敌决心，
都未能达到歼敌目的。根据中央军委
“忍耐待机”的指示，华东野战军以极大
的耐心、示弱的行动，用高度机动的方法
同敌人“耍龙灯”，使敌军往返行军里程
达 1000公里以上。同时放开正面，纵敌
前进。这一招果然吸引、调动、疲惫、迷
惑了敌人，造成了敌人判断失误，将齐头
并进转变为贸然轻进。我军则抓住敌整
编第 74师态势稍为突出的有利战机，把
第 74师从敌人的重兵集群之中剜了出
来，以迅雷之势，将其一举歼灭。未来作
战，指挥员必须善于从错综复杂的战场
环境中，全面而又审慎地观察战场形势
的细微变化，寻找敌人可能被我利用的
弱点，能动地创造有利战机并准确果断
把握住。

着眼力量强弱转化择歼强敌。以奇
制胜一直是古今中外军事家在作战中不
懈追求的目标。孟良崮战役中，华东野
战军首长打破常规，攻其不备，收获奇
效。事实上，我军之所以敢承担一定风
险，寻歼第 74师，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
在指挥员从战场实际出发，正确分析评
估敌我强弱对比基础上的。华东野战军
首长认为，第 74师虽是敌人精锐之师，

但由于其态势突出，两翼出现空隙，利于
我军分割围歼；敌人所处地形不利，山地
地形对其机动性及重型武器威力发挥有
较大限制；第 74师指挥官张灵甫一向骄
横跋扈，与左右邻军互有矛盾，难以得到
有力的支援；敌人对我军情况不明，难以
做出正确判断和反应。同时，我军已在
第 74师周边隐蔽集结了 9个纵队，在局
部对敌形成 5∶1的绝对优势。据此，陈
毅和粟裕毅然选择歼灭敌人“王牌”之
师。现代作战条件下，指挥员要辩证看
待敌我双方的强和弱，善于发现敌人特
别是强敌的致命弱点，力求在敌人意想
不到的时间和空间，运用敌人意想不到
的力量、方式和手段打击敌人。

根据战场实际灵活运用兵力和战

法。灵活运用兵力和战法是夺取战场主
动权的重要手段和客观要求。在孟良崮
战役中，华东野战军首长依据战场实际，
选择和运用最有利于实现作战目的的兵
力配置和战法。在作战目标选择上，改
变以往我军先打弱敌、后打强敌的惯例，
出敌不意地把国民党军精锐整编第 74
师作为歼灭对象；在作战方向上，改变先
打孤立或侧翼之敌的惯常做法，大胆以
“中央突破”对“中央突破”，攻击方向直
指敌人战线中央；在作战地域上，采取多
种手段将第 74师逼上孟良崮山区，利于
我合围。这次战役，华东野战军采取“正

面反击，分割两翼，断敌退路”的战法，粉
碎了敌人妄想利用第 74师拖住我军，对
我进行反包围，内外夹击我军的企图。
正是采取了这些符合战场实际的战法，
使得我军在战役中始终掌握着战场上的
主动权。未来作战，战场环境越发透明，
指挥员更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因时、
因地、因敌创造性地活用战法，谋求以
“非对称优势”夺取战场主动权。

激发起同仇敌忾的战斗意志和精

神。“凡战，以力久，以气胜。”气多者胜，
是指在战争中拥有顽强战斗意志和不
屈战斗精神的一方，能够在战场中发挥
人的主观能动性，变不能为可能，从而
取得胜利。在整个孟良崮战役过程中，
作为华东野战军首长的陈毅、粟裕坚定
的决心和意志，对整个战局的走向起到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各部队迅速传达
华东野战军首长的决心，指战员们士气
高涨，立下“攻上孟良崮，活捉张灵甫”
的誓言。战役进入到分秒必争的阶段，
我军一度看似将陷入敌反包围中，更是
险象环生。为防止被敌人包了饺子，华
东野战军首长当即命令各阻援部队，坚
决阻住强大的援敌，主攻部队加速猛
攻，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把孟良崮拿下。
而此时，国民党军队虽然声势浩大，看
似兵强马壮，但实际上各部之间相互猜
忌，“多存观望，难得合作，同床异梦”。
未来作战，指挥员要充分发挥政治工作
在练兵备战中的服务保证作用，加强光
荣传统教育和战斗精神培育，锻造“一
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血性胆魄，强化官
兵敢打必胜的坚定信念。

孟良崮战役：“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
■车军辉 王东南 王珂珂

战役简况

讲评析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