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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灯看剑

“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群 策 集

理论是科技创新的导航，科技是理论创新的翅膀。现代
军事科学研究日益呈现出科技渗透、实践牵引、体系支撑等
显著特征，对正确路径和科学方法的依赖更加凸显。探索理
论和科技融合内容、机制和手段，坚持理技融合研究设计战
争，已经成为突破传统战争研究窠臼的新视窗，成为推进战
争设计的必由之路。

孙子曰：“善战者，求之于势。”谋

势，贯穿于整个作战过程，是敌对双方

通过各自力量聚合和发力位置的改变

而获取的一种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形

态。成功的谋势具有“一谋定乾坤”的

功效。

综合分析度势。度势，是谋势、定

下正确作战决心的客观依据和先决条

件。谋势，就要善于对作战环境、作战

时间、作战力量等要素进行综合分析

判断，做到客观与主观、合意与合理、

有利与可行的有机统一，以谋取作战

最佳态势。信息化条件下作战，诱发

因素多样，战场环境复杂，参战力量多

元，战场态势瞬息万变，度势的要求

高。必须以先知为基点，以先算为重

点，以先备为要点，实现“未战先胜”。

为此，要充分发挥“人机共谋”的优势，

围绕战略企图度“形势”；围绕全维空

间度“态势”；围绕力量体系度“力势”；

围绕把握战机度“时势”；围绕精神意

志度“气势”。增强度势的科学性和合

理性，预先把握优势，有效规避劣势。

施计用谋造势。造势，是谋势、争

取战场主动的重要内容和有效手段。

谋势，就要围绕作战目的，运用谋略，创

造条件，趋利避害，形成有利于我而不

利于敌的空间位置和力量格局。古往

今来，成功的经典战例，多是通过调动

一切积极因素，广泛施计用谋，从而创

造力量对比上的优势，兵力部署上的强

势，士气心理上的攻势，把造势艺术运

用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未来作战，战场

环境透明，作战部署灵活，战术手段多

样，战场空间多维，造势的难度大。必

须从谋求体系作战效能优势出发，综合

考虑力量、时间、空间因素，虚实相辅，

奇正相合，多法并举。造“隐”势，以“隐

真”达成突然之势；造“乱”势，以“动敌”

达成惑敌之势；造“显”势，以“示行”达

成慑敌之势；造“气”势，以“攻心”达成

震敌之势。进而达成整体对局部、协调

对混乱、均衡对失衡的胜势。

着眼全局控势。控势，是谋势、实

现作战决心的关键环节和重要保证。

谋势，就要着眼全局，围绕实现作战决

心，密切关注作战进程，根据敌我态势

的动态发展，对作战进程与行动进行

适时控制，以局部的聚优克劣达成全

局优势，以全局优势弥补局部劣势，牵

着敌人的“鼻子”走，灵活夺势控势，始

终致敌于劣势，护己于优势。未来作

战，作战样式多、节奏快、空间广，对控

势提出了新挑战。必须着眼局势的发

展变化，牢牢把握作战重心，快速反

应，灵活调控。围绕作战全局、预测态

势发展，调控作战范围；围绕作战效

能、优化力量配比，调控力量运用；围

绕作战目的、活用调控方法，调控作战

行动；围绕作战重心、突出信火效果，

调控作战节奏，积极寻求、创造有利于

己而不利于敌的战场态势。

谋势者胜
■张自廉 李红伟

“量敌用兵”是一条重要的战争法

则。信息化战争中，面对装备精良、训

练有素的强敌，更要加强对作战对象的

研析判断，从更广、更深的角度上去分

析敌人、掌握敌情，在快速适时准确量

敌的基础上，确立用兵的战略战术，才

能争取主动，立于不败之地。

全面系统量，确保量的广度。知己

知彼方能百战百胜。作战中，判断敌情

是定下决心的前提和基础，敌情包括方

方面面的内容，敌方的任何一个细节均

可能对作战行动产生影响。因此，“知

彼”的范围和内容是十分广泛的，量敌

就是要对敌方作战力量，包括物质力量

和精神力量的所有要素进行全面的分

析。具体地讲，量敌既要涵盖兵力编成

及部署、作战企图、武器装备、火力配系

等主战要素，又要涵盖工事阵地、障碍

设置、物资储备等保障要素；既要分析

敌战斗部署、兵器配置等静态要素，又

要研判敌可能采取的作战方向、作战样

式与作战行动等动态要素，确保研判敌

情的广度，做到“事无巨细”，避免“百密

一疏”，才能确保正确定下决心。

客观准确量，力求量的精度。战场

总是虚实相间的，战场上获取的情报信

息总是“若明若暗”甚至“泥沙俱下”真

假难辨的。这就要求量敌应注重把握

客观准确，确保精度，才能避免作战决

策“差之毫厘，谬以千里”。量敌的精

度，既包括获取敌情的准确性、客观性，

也包括对敌情的量化分析、精确研判，

这样才能真正做到“量敌用兵”，做到既

不多打、也不少打，更不会错打。因此，

既要运用多种情报获取渠道综合获取

敌情，并进行综合分析、多源对比分析，

去伪存真，剔除水分，掌握客观真实的

敌情；又要在获取敌情准确数据基础

上，运用数学方法，对敌兵力数质量、武

器装备作战效能、工事抗毁能力、机动

能力、火力打击能力、保障能力等要素，

能量化的尽量进行量化分析，获取精准

数据，才能使作战决策符合战争规律和

战场实际。

由表及里量，注重量的深度。敌

情研判的目的在于量敌战斗能力，战

斗能力包括物质与精神、数量与质量

等要素。物质因素与精神因素互相影

响，数量与质量不可分割。量敌不仅

要掌握兵力兵器数量、阵地工事数量

等基础数据，获知敌战斗力外在表现

情况，更重要的是要透过事物的表面

现象看本质，通过由表及里、由此及

彼、由浅入深的分析，掌握敌战斗能

力的真实状况、整体水平，确保量敌

有深度。具体来说，要透过平时掌握

和战时搜集的基础数据，分析研判敌

作战思想、战技术水平及强点弱点、

重点目标、指挥员指挥能力与性格、

人心向背、战斗士气等深层次因素。

只有这样，才能“量”出正确结果，

“量”出对方的真面目，才可能产生正

确的作战指导。

持续不断量，保持量的鲜度。信息

化战场情况瞬息万变，敌情始终处于动

态变化之中，敌情信息需要“保鲜”和实

时，这就要求量敌要贯穿作战全过程，

持续不间断研判敌情。既重视战前综

合分析研判敌情，更需要重视作战过程

中持续不间断地研判敌情，以获取最新

敌情。因此，应运用多维立体侦察手

段，对作战地区内敌情变化持续实施侦

察监控，重点对敌兵力机动调动、重要

武器装备配置位置变化、作战手段变

换、战斗士气变化、作战行动方向、大规

模杀伤性武器使用动向等进行不间断

跟踪侦察，全过程持续掌握敌情变化，

依据最新敌情动向，滚动修正完善敌情

研判结论，敌变我变，依据适时情报信

息，快速调整作战决心、指挥控制部队

行动。

人机结合量，提高量的速度。信

息化战争，战机稍纵即逝，这就要求

量敌要快速高效，快速研判敌情，快

速定下决心。随着计算机技术、仿真

技术、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

的发展，“作战净评估”“系统集成分

析”“云计算”等技术和方法大量运用

于战场，为研判敌情打下了物质基

础。正是有了人工智能系统的辅助，

指挥员可以快速精确分析与实时处理

军事信息。作战中，应在平时积累

“大数据”的基础上，结合战场动态变

化情况，采取指挥员主导、参谋机构

辅助、计算机辅助决策系统辅助相结

合的方法，按需分析研判敌情、人机

结合研判敌情、多媒体可视化直观呈

现敌情，使决策主体快速直观准确了

解掌握敌情，快速定下决心、快速指

挥战斗行动，超越对手“OODA”循

环，从而获取作战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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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争鸣

纵观近几场局部战争就会发现，攻
城略地容易，攻心夺志不易，仗打好兵
难撤，赢得了战场却赢不了谈判桌，已
经成为现代战争新的特点。其中一个
重要原因，就是对战役结束问题的理论
研究和实践运用不够重视。

将战役结束作为实现全胜的关键

点。现代条件下，一场战争有时表现为
一次战役，由于战争目的有限、规模手
段受限，军事政治仗的特征十分明显，
必须慎终若始，先胜后战。军事实力强
的一方可以凭借力量上的不对称优势
赢得战场胜势，但往往不能将其如期转
化为政治上的胜利，战场上的“势如破
竹”和作战行动结束后深陷战争泥潭的
“无计可施”形成鲜明对比。有人在评
价伊拉克战争时指出，美军在伊拉克战
后重建行动中遭受重大挫折，付出沉重
代价，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没有做好从作
战行动结束向战后重建过渡的相应准
备，想当然地认为仗打完了，问题就解
决了，战役结束导致战争结束是水到渠
成的事。编筐编篓，重在收口。如何使
战役结束阶段成为达成战争政治目的
的“点睛之笔”，使军事打击效果最大限
度地为政治目的服务，成为摆在各国军
队面前的一个现实课题。美军联合作

战条令指出，如果仓促结束作战行动，
或对结束作战行动筹划不周，就有可能
带来某种争端，进而导致更多的冲突；
要在期望早日赢得胜利和在真正有利
条件下结束作战之间取得平衡。看来，
迷信技术制胜的美军也意识到，炮火能
夺地，却未必能夺志；打击能收土，却未
必能收心。句号画不好，一切等于零。

将战役结束作为作战筹划的起始

点。传统战争习惯于“先战后胜”的正
向思维，注重以实力取胜，战役的结束
状态通常只是战役发起和战役进程的
自然延续，是对交战双方胜负结果的
客观认定。信息化局部战争战役发
起、实施和结束的时间跨度大大缩短，
相互联系更加紧密，不容许战争指导
者和战役指挥员“打着看”“看着办”，
而必须前移战略指导重心，未雨绸缪、
知变在先。应按照逆向思维来筹划战
役，即以明确的战役目的为逻辑起点，
通过分析和预测战役行动的可能结果，
设定预期的战役终止状态，进而明确战
役结束时应具备的标准和条件，并将这
些标准和条件量化为作战指标，以此为
依据，回答什么时候打、打什么目标、用
什么打、怎么打、打到什么程度、打完之
后怎么办等一系列问题。可见，清晰明
确的战役结束状态，是筹划和组织战役
的逻辑起点。美军数版《联合作战纲
要》都将“作战行动的终止”作为专题内
容进行详细阐述。在 2017 年 1月版联

合出版物 JP3-30《联合作战纲要》中，
美军指出，根据总统的战略目标，受援
战区指挥官制定并提出联合行动的终
止标准；这些终止标准有助于确定所期
望的军事最终状态。实现了这种状态，
则意味着随后的活动将由军事行动向
民事活动过渡。

将战役结束作为练兵备战的重难

点。战役结束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战
役筹划阶段，更体现在战役实施阶段。
信息化战争开局容易收局难，如何做到
在对我有利的条件下结束作战，使军事
最大限度服务于政治，将成为战略指导
的难点。这就需要我们对打到什么程
度再结束、什么时候结束、怎样结束、结
束之后怎么办，尤其是对如何努力打成
胜局，力避打成僵局，防止打成危局甚
至败局等一系列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深
入思考，并在军事训练等战争预实践中
评估检验。我军当前联合作战训练，无
论是计算机模拟、兵棋推演还是实兵对
抗，都把训练课目重点放在练程序、练
方法、练指挥上，对作战谋局、开局和控
局想得比较多、练得比较实，对作战收
局很少涉及。应加大战役结束问题的
训练难度和强度，将战役结束阶段设计
和筹划好，将收局的准备工作完成好，
将战役结束的时机和方式把握好，将结
束行动与战后重建和民事支援等其他
行动衔接好，将军事行动与政治外交领
域的斗争配合好，始终做到着眼战略需

求，牢牢占据主动，在战场态势有利时
适可而止、见好就收，在战场态势不利
时降低损失、摆脱被动。

将战役结束作为理论研究的创新

点。我军传统作战理论通常将战役分
为战役准备和战役实施两个阶段，而
将战役结束阶段作为战役实施阶段的
一部分，对仗怎么打研究较多，对仗怎
么收研究较少。实际上，战役结束阶
段是战役行动的最后阶段，前与战役
准备阶段和战役实施阶段紧密相连，
后与战后局势息息相关，是战役能否
达成预期目的、能否获得最大战果、能
否谋求最大政治效益的决定性环节，
对战役结束问题的研究，是我军新时
代战役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美
军认为，典型的联合作战行动模式，可
按进程分为塑造战场环境、威慑行动、
夺取主动权、制敌、稳定行动、民事当
局支援六个阶段，其中最后两个阶段
均与作战结束有关。经历了战场上血
与火的洗礼之后，当前美军非常重视
对这两个阶段的研究，理论成果在其
作战概念、作战构想和纲要条令中都
得以体现。相比之下，我军虽然也开
始重视战役结束问题研究，但对战役
结束问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远远不
够，特别是对战役结束的时机和方式，
战役结束阶段的筹划计划、指挥控制、
协同保障以及与后续行动的有机衔接
等问题，还有很大研究空间。

高度重视战役结束问题
■汪洪友

理技融合研究设计

战争的重大意义

研究设计战争既要有先进军事思
想，也要有对先进技术的把握运用，方
法之一是两者有机融合、综合集成再创
新。
（一）坚持理技融合是探寻战争制

胜机理的重要举措。战争制胜机理是
战争制胜的规律、路径以及方式方法
等，是隐藏在“战争迷雾”中的获胜之
道，反映了战争的运行规则和基本原
理。探寻战争制胜机理，最重要的是
要找到因情因势因敌而变的制胜规
律，这是研究设计战争的基本逻辑起
点，也是引领军队建设和发展的目标
方向。坚持理技融合思想，为我们探
寻战争制胜机理提供科学的思维路径
和方法手段。通过理技融合，从定性
上找到克敌制胜的基本方法、主要途
径和原则要求；运用技术手段验证，为
定量分析制胜机理在决定战争胜负中
作用奠定了可靠基础，两者有机融合、
双轮驱动创新，必将为认清战争本质、
把握胜战规律、探寻制胜机理洞开一
扇新视窗。
（二）坚持理技融合是开发核心作

战概念的重要保证。核心作战概念是
对作战思想和作战方式进行的总体性
定义和描述，在研究设计战争中占有重
要地位。开发核心作战概念，既是由被
动适应战争向主动设计战争转变的前
提，实质上就是打造涵盖战略指导、作
战构想、技术支撑的一整套战争设计，
也是牵引部队战斗力建设发展的重要
指导。开发具有我军特色的核心作战
概念，就要坚持理技融合思想，大胆设
想、小心求证，通过军事理论研究创新，
提出核心作战概念的特征表象、本质内
涵、力量运用、主体内容等；通过技术手
段运用验证，进一步推演、检验、评估核
心作战概念的科学性、合理性，真正使
核心作战概念既有充分的理论支撑，又

有可靠的科学依据。
（三）坚持理技融合是有效创新战

法手段的重要途径。战法是组织与实
施作战行动的方法，是研究设计战争
的基本落脚点。创新战法手段基本要
求是，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贯
彻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善于运用战
争的矛盾法则，搞清敌人优势在哪里、
软肋在哪里，我们强在哪里、弱在哪
里，瞄准敌人软肋和死穴打，着眼发挥
我们优势打，以能击不能。坚持理技
融合，就是通过理论研究，找到敌人的
软肋死穴、要害目标、关键节点等，探
寻破坏敌体系结构、降低敌作战效能
的基本方法、主要手段；同时通过技术
手段运用验证，计算打击敌目标过程
模拟、方式方法、效费比对、先后程序
等，在众多方案中衡量比较、择优选定
最佳方案，为最终确定克敌制胜的战
法手段提供参考依据。

理技融合研究设计

战争的路径方法

坚持面向战场、面向部队、面向未
来，把战争设计与备战打仗结合起来，
把战争设计创新链与作战指挥链、建设
管理链高效对接、融合起来。
（一）理论思辨法。就是基于对战

史战例的研究，运用传统研究方法，推
导预测未来战争的发展趋势、基本走
向，可能采取的作战样式、方式方法等，
提出认识战争、适应战争、打赢战争的
基本理念和主要观点。《孙子兵法》等经
典著作，都是科学论证、理论思辨产生
的具有时代性特征的创新理论成果。
我们立足新时代、适应新要求研究设计
未来战争，就要把过去战争、现代战争
和未来战争结合起来研究，从而把握战
争发展的基本规律，充分认清大数据、
云计算、人工智能、量子通信技术等在
军事领域的运用前景、带来的革命性变
革，通过广泛研讨、概括提炼、理论推
演，把未来战争是什么样、怎么打、如何

打赢等问题理清楚，形成一流的军事理
论成果，牵引战争准备和军队建设。
（二）仿真实验法。发达国家军队

大都按“提出构想——作战实验——
实兵演习——实战检验”逻辑链路，
研究设计未来战争，开发新的作战概
念、提出新的作战理论、验证新的作
战方法。适应未来战争科学化、精细
化要求，要把仿真实验方法用好用
足。应高度重视作战实验室建设，运
用仿真手段开发理论创新战法，大力
推进作战实验室 （中心） 建设，基于
作战理论、作战构想，通过计算机建
模、兵棋推演、实验验证等方法，检
验战争样式、作战概念、基本战法
等，并设置近似实战环境进行定量分
析、模拟验证，强化精算深算细算，
构建起精确型战争研究设计方式，提
高战争设计科学性可行性。
（三）演训实践法。战争设计好

不好，离不开实战化训练检验。演
训实践法就是采取实兵实装实弹方
式进行战略、战役、战术演习，这
是和平时期研究设计战争的最高形
式，也是最接近实战检验的研究设计
方法。一是基于现行编制装备研究设
计。坚持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以
遂行作战任务为牵引，全过程设置
复 杂 战 场 情 况 ， 设 全 各 类 作 战 要
素，设强模拟作战对手，设实典型
作战行动，练指挥练谋略练协同练战
法，验证作战思想先进性、制胜机理
合理性、战法手段创新性，校正研究
成果的层次质量。二是基于未来编制
装备研究设计。着力推动试验训练基
地功能由以往装备试验向作战实验转
型，充分利用新型作战力量、研发新
式武器装备，创新作战理论、开发作
战概念，助推战争研究设计。
（四）迭代优化法。战争设计包括

对敌我双方（未来）实力的判断、双方采
用建设策略和战争策略判断以及对战
争结局的预期，既要实现多领域专家智
慧的有机集成，又要实现专家智慧与以
计算机为基础的信息系统集成，这需要
通过多次迭代、逐步优化。迭代优化
法，就是在坚持理技融合研究设计战争
中，把定性分析与定量验证结合起来，
把专家群体、支撑数据、各种信息与计
算机技术结合起来，把学科理论与经验
知识结合起来，把基于当前技术认知战
争情况与着眼未来发展预测战争走向
结合起来，跟踪研究作战对手的作战构
想、作战概念、作战样式、作战行动及对
我方的影响，适时搞清楚敌人的优势和
软肋、强点和弱点，滚动创新克敌制胜
的战法手段。

融合研究设计战争

应注意的问题

理技融合研究设计战争自身也是
个复杂巨系统，在创新发展中有些关键
环节需要重点加以关注。
（一）搞准目标需求。打赢具有智

能化特征的信息化战争，是新时代军事
战略方针确立的新基点，是研究设计未
来战争的逻辑起点。必须把握这个基
点起点，认清未来智能化战争本质属
性、制胜机理等，研究设计无人化智能
化战争构想；应把握设计武器装备就是
设计未来战争的重要思想，攻克关键核
心技术，探索武器装备发展新理念，成
体系成系列研发无人化智能化装备，用
“以能击不能”武器打赢战争。

（二）把准重点内容。研究设计战
争，坚持理技融合，应着眼扬长避短、以
优胜劣、以强击弱，创新战略指导和作战
思想。做到理念观念融合，破除因循守
旧思想，从学习战争向研究战争、从总结
经验向前瞻设计、从被动跟随应对向主
动超前设计转变；聚焦制胜目标，从不同
经纬、不同层次、不同角度勾画未来战争
基本特征，研究创新样式手段；联合统
配、统筹使用理论和科技研究力量，不仅
军事理论研究要运用创新理念、颠覆性
技术，技术支撑验证同样要体现先进思
想、新型技术和创新方法。
（三）完善制度机制。制度机制是

战争设计活动常态运行和滚动发展的
基本保证。理技融合研究设计战争，应
把握“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
总原则，打通从作战概念到转化为部队
战斗力的各个环节，建立从提出作战概
念到成立试验部队、评估论证、演习检
验、形成实案、专项训练的战斗力生成
机制，形成统分结合、螺旋上升的制度
机制，推动战争设计成果进入战争准备
和军事训练实践并接受实践检验，形成
理技合一战争研究新结构新布局。
（四）开发系统平台。先进的兵棋

推演系统、方案评估系统等作战实验模
拟手段，是理技融合思想研究设计战争
的重要基础。应着眼未来战争的新形
态新样式新手段，综合运用大数据、云
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构建能客
观反映战争本质特征的能力指标体系、
军事行动模型、作战行动规则等，建立
数字化、标准化、通用化军事语言体系，
建好联合作战实验环境，通过人机结
合、人装结合、虚实结合等手段，发挥作
战实验室的战争预实践功能。

坚持理技融合研究设计战争
■吕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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