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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6月

6日，以色列对

黎巴嫩境内的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叙利亚驻军发起突

然袭击，第五次中东战争爆发。6月9

日凌晨，在叙向贝卡谷地增派部队和以

军东路部队进攻受挫的情况下，以军定

下决心立即摧毁黎境内的叙军“萨

姆”导弹。13时30分左右，以“鹰眼”预

警机和波音707电子战飞机首先升空监

视叙军飞机动向；特种部队摧毁了贾拜

尔巴拉克山顶的叙军雷达站；同时地面

部队进入攻击位置并迅速展开。接着，

以军出动经过特别改装“侦察兵”等无

人机模拟以战机雷达信号，诱使叙军制

导雷达开机和导弹开火，以军电子战飞

机捕获电磁信号后迅即协同陆基电子

干扰设备对叙军雷达进行干扰，以军战

机同时投掷干扰箔条开辟空间安全通

道。在以军强电子压制下，叙军的警戒

雷达、引导雷达、无线电指挥通讯系统

完全失灵。14时12分，以军出动各类

战机96架，在地对地导弹和地面炮兵的

配合下，使用反雷达导弹、集束炸弹和

普通炸弹等，分3波次突击，彻底摧毁叙

军17个“萨姆”导弹连。叙军仓促间出

动60余架米格-21PF、米格-23BM飞机

迎战，因受以军电子干扰，起飞后与地

面失去联络，防空导弹发射后也失去控

制，损失惨重。10日，以军又出动92架

飞机，击落叙军 25架战机和 5架直升

机，摧毁叙军在贝卡谷地残存的2个地

空导弹连，并协助地面部队重创贝卡谷

地的叙军坦克部队，最终迫使叙军于11

日12时起停火。

贝卡谷地
之战，充分显
示了电子战在

战争中的巨大作用，标志着战争已进
入高技术时代。以军采取电子先行、
先机致盲、多方协同、由点到面的战
术，以极小代价达成了作战目的，给我
们许多启示。

要有精心的态度充分备战。“兵可
千日不用，不可一日不备。”第四次中东
战争中，以色列遭埃叙突袭，最终失去
刚到手的 6万多平方公里的西奈半岛，
尤其是以空军蒙受自创建以来最大损
失。以举国上下，苦心孤诣地备战。一
是将总兵力由 30万扩至 67万，不断提
高军队人员的军事素质；二是大量引进
国外先进武器装备，同时加强研制和改
进自己的装备；三是扩大战争物资储

备，增强后勤保障能力；四是改善预备
动员体制，使在第五次中东战争中，预
备役官兵从接收征召命令到抵达前线
作战，由原先的 24 小时缩短至 10 小
时。尤其针对“萨姆 6”导弹阵地，多次
派无人机进行侦察，查明其工作方式及
叙军雷达性能，同时在近似黎巴嫩丘陵
地形的内格夫沙漠中组织数次模拟演
习，按照 1982 年 1月拟定的“加利利和
平行动”作战计划，重点演练了空中对
抗、电子干扰、对地攻击等技战术问题，
做好了作战准备。以军在贝卡谷地之
战的做法启示我们，战备意识的强弱、
战备水平的高低、临战准备的好坏，同
战争胜败、国家安危和民族兴衰息息相
关，直接决定着战场胜负得失。

要用发展的观点指导作战。事物
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复杂多变的战争更
是如此。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埃及叙利
亚根据以色列空军发展情况，相应调整
了自己的防空体系，并秘密增设了“萨
姆 6”导弹。而以军却对埃叙军力发展
不甚了解，仍沿用对付“萨姆 2”“萨姆 3”
的办法，结果开战不到一周的时间，埃
叙军队就使用“萨姆 6”导弹击落以军战
机 78架，使以军损失惨重。相反，第五
次中东战争中，叙利亚却重蹈了以军的
覆辙，满足于第四次中东战争中“萨姆
6”导弹的良好表现，没有研究以军的新
发展，不加改进地将“萨姆 6”搬上战
场。而以军却详细掌握了“萨姆 6”的战
斗性能和装备情况，据此拿出有效的对
付办法。两次战争都有力地证明了，以

创新对保守，自然保守者失利。“兵无常
势，水无常形”。当前，世界新军事革命
迅猛发展，战争形态加速向信息化演
变，智能化已初现端倪，着眼战争形态
和作战样式演进步伐，准确预判未来战
争的发展趋势，正确把握其制胜机理，
科学设计战争，才能真正驾驭和打赢未
来战争。

要用科技的力量革新战法。科学
技术是核心战斗力，是军事发展中最活
跃、最具革命性的因素。以军一向重视
新技术、新战术的实战运用。第四次中
东战争后，以军将信息技术广泛运用于
军事领域，建立了新的作战通信系统，
提高了作战指挥效率。以军积极引进
美制 F15、F16 先进战斗机和“鹰眼”预
警机，自主改进先进的“野鼬鼠”电子系
统和研制“侦察兵”等无人机，列装大量
新式精确制导弹药。引进美国配送系
统进行改进，使以空军受损飞机恢复战
备的时间由以前的以日计算到此次战
争中以小时甚至以分钟计算。而反观
叙军，十年之内未对“萨姆 6”导弹做任
何改进，叙飞行员完全照搬苏联模式训
练，武器装备陈旧笨重，以致遭到突然
打击，束手无策。实践告诉我们，科技
是现代战争的核心战斗力。先进的科
技与装备的完美结合，有力推动着战争
形态发生深刻变革，催生新的作战样
式，形成新的战法；打赢战争就要加强
前瞻性、颠覆性技术研究，努力在一些
领域形成独特优势，加快形成技术领
先、手段多样的慑战止战胜战体系。

贝卡谷地之战：电子战制胜的经典之作
■张 辉 谢 菲

时间价值升值，精确、全

时域、可折叠成为信息化战争

时间利用新方法

信息化战争中作战要素间耦合度
好，从体系内部战力的聚合到外部能量
的释放都比对方更快，单位时间内创造
的作战效益更高。

精准用时观。时间是组织协同，聚
力合力的基础。用时精准度越高，协同
越密切，聚力越及时，合力越大。信息化
之前的战争虽也强调精准用时，但受科
技水平所限，用时粗放，协同效果、聚力
效能难以做到精准可控。随着授时技术
的极大发展，时间精度以量级跃升，当前
达到飞秒级别。信息以这样高精度时间
流动，能最大发挥效能。当信息技术融
入到作战体系中，作战系统就能借助信
息实时快速响应，大大提高探测精度、定
位精度、打击精度，实现精确作战。所
以，精确作战的基础是时间精准。信息
化战争中应树立精准用时观，不断提高
授时的精确性，在各系统、单元、要素耦
合响应时间上注重时间的精准性，尤其
在打击时敏目标、机动目标和确定各系
统聚能、释能时刻要充分考虑到各系统
间运行时间的耗差。

全时作战观。时间是物质的存在形
式，与物质状态密切相关。战争时间尤为
明显，战争时间既反映作战力量的实时状
态，也反映战场环境的实时状态。在传统
战争中，受技术水平所限，作战行动容易
受到不同时间下力量状态和战场环境的
影响，导致战争时间有禁区。信息化时
代，在先进技术的辅助下，作战行动受时
间制约的影响越来越小，战争时间已向全
时拓展，战争没有禁区时间和必停时间，
任何时间都可能成为战争时间。因此，应
摒弃传统战争时间间歇观念，在准备战争
中充分利用先进技术，克服不良天候和时
节的影响；在作战筹划中，多利用敌意想
不到的时间，出敌不意，发动突然袭击；在

战备中要枕戈待旦，不能有时刻松懈，保
持警惕，随时准备作战。

时间折叠观。自然时间是一维、不
可逆的。在信息化战争之前，战争时间
结构有必然的顺承关系，作战顺序和流
程，严格按照时间的一维性流动，各阶段
无法并行和跨越。信息化时代，由于信
息技术的参与，作战体系实现了整体联
动，战争时间表现出了明显的同步和共
性特征。作战行动可并行推进，传统意
义上的作战流程顺序被打破，出现了作
战实施阶段与战前准备阶段同步展开，
甚至前移的折叠现象。这就要求组织信
息化作战时要破除传统的时序窠臼，充
分利用战争时间的可折叠性和同步性，
统筹考虑作战目的与行动方法之间的关
联，尽可能围绕作战目标同步展开多重
作战行动，达到短时高效的作战目的。

作战空间范围扩大，多域

融合、跨域作战成为信息化战

场空间利用新趋势

信息化战争中，作战空间范围扩大，
交战空间逐步狭小，但支撑体系却跨域
融合空间巨大。

全域战场观。传统战争的作战空间
主要是陆、海、空、天四维自然空间，这类
空间有形有界，可以度量。随着信息技
术的发展，造就出了电磁空间、网络空间
和认知空间等技术空间。信息化战争的
作战空间就包含了自然空间和技术空
间，信息化作战力量在各型空间中驰骋
纵横，相互作用，共同发力。当前，自然
作战空间不断向极微、极深、极高处拓
展，深地、深空、深海成为了新的自然作
战空间；同时，技术空间的频域也在不断
拓展和弥合，实现了全谱覆盖。所以，在
信息化作战空间中，需要树立全域战场
观念，统筹兼顾各域态势，合力各域力
量，实施多域作战；需要树立广域制权观
念，紧盯不同作战域特性，开发制衡手
段，夺取全域综合制权；需要树立拓域制

衡观念，抢占新型领域制高点，利用新空
间新手段制衡破敌。

多域融合观。传统中，陆、海、空战
场泾渭分明，不同军种在各自空间对抗
厮杀。信息化战争中作战系统的大发
展、大融合，为多域融合创造了条件。
侦、控、打、评作战链路中所需系统分散
于不同空间，“信火一体”“网电一体”又
把不同域间作战力量融合使用，“依陆向
海”“由海向陆”“空海一体”“空地一体”
“全域作战”等作战理念已经把域间界限
模糊化，信息化战争空间多域融合已是
大势所趋。针对多域融合的信息化战
争，必须要有一体化联合作战观念，破除
军种利益思想，不能妄想依靠某一军种
包打天下；必须要有全域聚力观念，在作
战运用中积极引入不同域间力量聚力合
力，增强作战效能；必须要有开放式作战
体系建设理念，在力量结构整合、作战武
器研发中要兼顾不同域间能力、冗余功
能接口，确保不同域间功能自由组合，自
如融合；必须要注重点面一体，树立分布
式杀伤、精打要害理念，依托大空间体系
支撑，采用远程打击的方式，在广袤空间
发动全向多域攻击，在小窗口上实施体
系破击，使敌防不胜防。

跨域对抗观。跨域，是指在一个域
的作战行动，在其他域产生效果。它既
是一种行动方法，也是一种作战理念。
跨域作战其实在军事史上早已有之，空
对地、地对空、陆对海、海对陆都可视为
跨域作战。只是由于传统的跨域大多是
自然域，联合火力效能涌现有限，且各军
种更专注于己域的作战理论研究，对跨
域作战效能、作用认识不深不透。信息
化战争中，作战空间多型多域交织，各域
力量共同作用，彼此影响，力量协作密
切，作战效能涌现突出。正因此，各军种
跨域作战意识大大加强，理论研究成为
了自觉行动，跨域作战水平出现了螺旋
式上升。未来，跨域作战将成为常态。
为此，需要树立跨域作战理念，主动谋求
跨域作战能力，主动实施跨域作战；需要
树立跨域协作理念，加强域间协作研究，
提高协同水平；需要树立跨域对抗的非
对称作战思想，通过升维、降维、异位对
抗、错位打击等手段，实施非对称作战，
以一域优势谋取全域胜势。

时空分离特征突出，“时

间消灭空间”“多维换时”成为

新的时空转换方式

信息化战争中时间和空间特性变化

需要以全新的视角看待和运用时间和空
间要素。

时空分离观。时空理论认为，时空
是一致的，没有无时间的空间，也没有无
空间的时间。在传统战争中，作战活动
与时空相互对应，时间、空间能实现相互
转换，“以时间换空间”或“以空间换时
间”。信息化时代，信息以自身属性剥离
了时空对应，使时空出现了分离。信息
技术拓展出新型领域，使时空结构发生
了改变，空间分域的出现，导致不同域中
相同时间内物质运动的空间不尽相同，
时与空分层。表现在作战中就是远程感
知、远程控制、远程攻击和并行联动。因
而，在信息化战争当中应当树立时空分
离理念，注重加强时空协同，依据不同域
中作战力量的运动特性，协同域间时间，
使不同域间力量功能匹配，对作战目标
实现效能聚合。

以时压空观。时间消灭空间是信
息时代出现的一种时空转换方式。传
统战争由于时空的一致性，时间不能
压缩空间。信息化时代，信息的高速
流动，空间被急剧压缩，一地一域的行
动，同步影响到千里之外，空间范围淹
没在时间的高速流动下，表现出“时间
消灭空间”的现象。信息化战争中，侦
察监视系统把千里之外的信息同步收
集传递、高超声速武器一小时打遍全
球，空间范围在超高速的挤压下“尺
缩”明显，甚至忽略不计。所以，在信
息化作战中“快”的意义尤为重要。应
当树立以时压空理念，通过提高己方
火力机动速度来压缩地理空间距离、
通过提高己方 OODA速度来压缩对方
认知空间、通过快速控制网电空间使
敌降维，从而实现以时间压缩对方作
战空间的目的。

多维换时观。多维换时，是指充分
利用不同域间活动争取时间。多维换
时在传统战争中就已存在，比如空地一
体战。但由于传统战争空间维度有限，
换时手段也就被限制。信息化战争，作
战空间空前拓展，域间力量极大丰富，
为多维换时提供了良好条件。在信息
化战争中，应树立多维换时理念，依托
电磁空间，制造复杂电磁环境，压制对
方信息流动速度来延长敌方体系运行
时间为己方争取时间；利用网络空间，
对敌方实施网络作战，分散敌人精力、
延时敌人行动，为己方争取时间；干扰
敌方通信、导航、定位系统，迫其高超声
速武器不能精准导航定位，为己方争取
抗击时间。
（延伸阅读：本版9月24日《信息化

战争应有怎样的作战观》）

信息化战争应有怎样的时空观
■柴 山 马 权

“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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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力久，即一支军队只有具备一

定的实力才能在战场上与敌保持长期

对峙，这是气多者胜的物质基础。辩

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决定精神，精神

对物质具有反作用，精神只有在一定

物质基础之上，才能发挥其巨大的反

作用。现代战争说到底是敌对双方综

合实力的较量，离开一定的综合实力

做基础，转而去寻求各种制胜途径只

能是雾里看花，水中捞月。因此，打赢

现代战争首先必须着眼战争体系的不

断完善，着眼战斗力的全面提升，在加

强综合实力上下功夫，从而为各种制

胜途径提供物质基础。

以气胜，即重视在与敌方较量中顽

强战斗意志和不屈战斗精神的巨大作

用。在敌我双方实力悬殊不大的情况

下，顽强战斗意志和不屈战斗精神就会

成为决定性因素。对此，克劳塞维茨有

句名言：“物质的原因和结果不过是刀

柄”。顽强战斗意志和不屈战斗精神是

一支军队战胜对手的“刀锋”。孙子兵

法云，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毛泽

东说，志愿军打败美国佬，靠的是一股

气，美军不行，钢多气少。这个“气”就

是顽强战斗意志和不屈战斗精神。战

争年代，人民军队之所以由小到大，由

弱到强，始终以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

气概，前仆后继，一往无前，从胜利走

向胜利，靠的就是顽强战斗意志和不

屈战斗精神。这说明，顽强战斗意志

和不屈战斗精神无论在什么战争形态

下，都处于诸制胜因素的核心地位，是

生成和保持战斗力的保证。

气多者胜，追求的不仅是军事硬

实力对抗优势，更是军事软实力的对

抗优势，特别是军心士气的较量优势，

顽强的战斗意志和不屈战斗精神不可

或缺。然而，一支军队其顽强战斗意

志和不屈战斗精神不是与生俱来，而

是表现在战时，培育在平时，需要经过

一个不断磨练、不断强化的过程。战

斗意志和战斗精神既要有共性要求，

也要有特殊要求，对其培育要在符合

时代要求的前提下，重在实践锤炼，重

在强化教育。当前，战斗意志和战斗

精神培育应把握好三个结合。结合集

中和经常性教育培育战斗精神。把战

斗精神培育贯穿到重大主题教育以及

战备、法纪、时事政策教育等各项经常

性教育之中。结合重大军事训练实践

活动培育战斗精神。从难从严从实战

需要出发磨练摔打部队，坚持训战一

致，本身就是培养战斗精神的有效途

径。结合学习掌握高新技术装备培育

战斗精神。打赢现代战争，需要具备

良好的高科技素养。提高了科技素

养，掌握了新武器、新战法，无形中会

增加打赢高科技战争的底气和勇气。

气多者胜
■李继斌

创新是军事领域的永恒主题,大

力推动改革创新是军队保持生机活力

的不竭源泉。军事力量的较量说到底

是创新能力的较量，作战能力的落差

实质是创新能力的落差。没有创新，

不但不能提高部队战斗力，而且会在

世界军事竞争中形成新落差，必须以

创新驱动战斗力实现质的跃升。

以观念更新引领战斗力。观念引

领思想，思想决定行动。观念一变天

地宽。思想领域的创新突破能够促进

战斗力新增长点的产生，要以抢抓机

遇、夺占先机的前瞻眼光，抢占制高

点、突破障碍点、找准着力点，切实打

破制约束缚战斗力提升的思想桎梏，

以新思想新观念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战

斗力。一要抢占支撑打赢的思维高

地。实现战斗力的突破，必须积极推

进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努力打造战

斗力提升的新平台。站在理论研究的

最前沿，深刻理解和把握现代战争特

点规律和制胜机理，大胆探索新的作

战理论和样式，为战斗力提升打开新

的机遇窗口。二要突破制约打赢的思

想桎梏。思想观念的滞后，影响的不

仅是整个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方向，也

会削弱战斗力建设，甚至陷入落后挨

打的境地。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勇于

改变机械化战争的思维定势，树立信

息化智能化战争的思想观念；改变维

护传统安全的思维定势，树立维护国

家综合安全和战略利益拓展的思想观

念；改变单一军种作战的思维定势，树

立一体化联合作战的思想观念，形成

有利于战斗力提升的新指向、新路

径。三要确立着眼打赢的胜战思维。

军事领域是竞争和对抗最激烈的领

域，也是最具创新活力、最需创新精神

的领域。不创新就会落后，创新慢了

也会落后。思维的创新要时刻紧盯能

打仗、打胜仗，以时不我待的精神营造

胜战的优势。推进战斗力提升，必须

以创新思维打造新质战斗力。确立体

系化思维，以作战需求牵引战斗力体

系建设，建立健全具有我军特色的作

战需求生成机制，深化作战统筹，形成

聚焦战斗力提升的需求导向和整体合

力。确立非对称思维，盯着对手的优

势灵活应变，研制和用好“杀手锏”，以

非对称作战手段以长制短、以能击不

能。确立精确化思维，对战斗力建设

进行精确运筹，打造质量效能主导的

战斗力生成模式。善于利用我方优势

以长制短、以能击不能。

以机制创新改造结构力。结构力

关系战斗力，要构建科学的组织形态，

让一切战斗力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

让一切战斗力建设的源泉充分涌流。

一要打破体制性障碍。以敢破敢立的

创新勇气，坚持战斗力标准，打造运转

顺畅、反应快捷的各级联合作战指挥

机构，以及联合训练和联合保障体制，

破解战斗力提升的体制障碍。面对新

旧装备并存的实际，通过发挥主观能

动性，让新旧装备能够形成科学组合，

形成1+1﹥2的效果。二要化解结构

性矛盾。优化规模结构和部队编成，

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把

部队变得更加精干、编成更加科学，形

成战斗力的“黄金组合”。着眼于打造

精锐作战力量，强化充实配备新型作

战力量，锻造战斗力的“刀尖子”。三

要解决政策性问题。创新军事人力资

源政策制度，构建三位一体的新型军

事人才培养体系，构建服务保障战斗

力提升的政策制度体系，把人这个战

斗力主体的活力充分激发出来，让人

的能动性成为减少结构内耗、提升运

转效能的强大驱动力。

以素质迭代提升竞争力。作为战

斗力建设的主体，人永远是未来作战

的决定因素。备战打仗必须牵住“牛

鼻子”，紧紧扭住官兵素质提升这个核

心持续用力，不换装备换“脑子”，不变

载体强主体，充分释放创新发展的活

力。把增强官兵的信息化素养突出出

来，提高熟悉了解和运用信息化武器

装备的能力，做到“用好自己的、掌握

对手的”，从中发掘战斗力新的潜力值

和增长点。以提升官兵实战化本领为

牵引，培育战斗力增长的新源泉。强

化官兵的非对称作战思维，强化“你打

你的、我打我的”作战理念，引领官兵

把手中武器装备用到极致。结合对抗

演练，尤其在面对面、背靠背的实战演

练中，让新老装备科学布局走上一线，

在真刀真枪的对抗中探求克敌制胜的

方法本领。培育国际化视野，通过参

加远洋护航、中外联演和战备巡逻等

重大任务，建立跨军兵种交流代职常

态机制，引领官兵学习借鉴友军、外军

先进的训练管理、作战指挥经验，在交

流对比中推动战斗力建设创新发展。

向
创
新
驱
动
要
战
斗
力

■
唐

云

群 策 集

时间和空间是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战争作为一种社
会历史现象，各种军事力量必定存在于一定的时空范围内，
并受时空影响。正因此，古往今来的战争都把时空要素作
为运筹的重点对象。信息化时代，由于信息因素的深度参
与，战争的时空特性发生了巨大变化，使时空运用展现出新
的方式和特点。

引

言

挑灯看剑

讲评析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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