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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论兵

当前，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
工智能和 5G移动通信等先进技术迅猛
发展，通过科技赋能、智能驱动、模式创
新，正推动现代物流业发生日新月异的
变化。紧跟新技术发展步伐，加快推进
现代军事物流建设，已成为提升保障打
赢能力的当务之急。为此，应通过资源
重组、力量重构、流程再造重塑物资保
障模式，构建与新时代、新使命、新体制
相适应的现代军事物流体系。

调整优化网络化布局

网络化是现代军事物流高效运转
的关键所在。当前，随着军队后勤力量
改革深入推进，旧的储备布局正在打
破，构建现代军事物流网络化布局势在
必行。应突出重点方向前沿存在与常
态部署，通过战略基地布点、机动力量
连线、动员力量补充，强化保障重心、前
推保障部署、优化保障布局。

明确军事物流网络化布局总体目

标。按照平时和战时物资保障层级和
空间关系，依托国家物流骨干网络，构
建形成贯穿战略腹地、战役纵深、战役
前沿，覆盖国土全域、通达海上方向、辐
射海外远域的军事物流网络布局。

以战略任务牵引军事物流枢纽布

局。针对战区不同使命任务，结合地理
环境特点、物流资源基础，统筹规划、突
出重点，建设一批大型化、综合化、智能
化的新型物流枢纽基地，适时推进海外
物流基地建设，形成物流通路顺畅、枢
纽节点衔接的国际国内骨干物流网络。

优化军事物流运输投送布局。加
强部队机动道路和战备码头建设，增加
机场军事功能，扩大军交运输装备配备
范围，持续加强远距离重型战略运输装
备研发，加快战略投送配套设施建设进
度，努力打造“铁公水空管”多式联运、
快速投送、精准保障的现代军事物流
“生命线”。

持续强化智能化支撑

智能化是推动现代军事物流发展
的强劲引擎。2019 年 10 月 31 日,我国

5G商用正式启动，到年底将开通 13万
个 5G基站，真正进入全民商用时代并
充分赋能物流行业。现代军事物流建
设，应树立科技赋能、智能驱动的理念，
加大推广应用自动识别技术、数据挖掘
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为现代军事物
流提供科技支撑。

统筹规划军事物流信息系统建

设。抓好顶层设计，统筹规划现代军事
物流网络信息体系建设，统一整合基础
设施资源，统一组织信息系统集成，统
一研发军事物流综合信息平台，统一建
设军事物流云，使军事物流信息融入作
战指挥信息体系，无缝链接、一体联动、
高效保障。

高度重视军事物流智能化设施装

备研发。按照科学论证、系统设计、军
地一体、重点突破的原则，充分发挥民
用智能化物流技术的优势，围绕战场
需求感知、智能分仓调配、智能分拣包
装、自动装卸搬运、快速远程投送、适
时精准配送等能力，高起点研发应用
军事物流智能化设施装备，实现跨越
式发展。

积极推动军事物流智能化保障模

式创新。积极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云
计算、5G移动通信等先进技术，通过开
发物流决策、数据分析、模拟仿真等军
事物流智能决策和实验验证系统，大
胆探索基于实时感知的战场同步物流
保障、基于信息系统的全供应链联动
保障和小型无人机“蜂群式”前沿保
障、远程大载荷无人机越级保障等新
模式，推动现代军事物流保障模式不
断创新。

始终坚持一体化推进

一体化是推进现代军事物流建设

的基本要求。从本质上讲，现代军事物
流是在信息技术支撑下，应用系统论运
筹学，将物资采购、运输、仓储、配送等
环节连接为一个有机整体，统筹计划、
综合集成、优化流程、一体联动，实现物
资精准高效保障。因此，推进现代军事
物流建设，应打破专业壁垒、建制界限，
改变条块分割、自成体系的弊端，坚持
一体设计、科学统筹。

贯通物资保障链。按照综合集成的
思路，从国家层面规划军事物流建设，对
各专业勤务物资采购、运输、仓储、配送
等职能机构进行科学调整、归并与重组，
统一归口管理，统一规划建设，统一组织
行动，贯通物资保障全链路。

推进全链条协同。建立一个全维
覆盖、端到端、具备物流供应链全程可
视可控能力的信息系统，从纵向和横向
把物流各功能环节、任务和组织连接起
来，提高对保障需求的预见性、对物流
全程的可视性、对物流活动的可控性，
切实增强物资保障的同步性、持续性和
精确性。

实现全流程联动。围绕运输、储存、
装卸、搬运、包装、配送以及物流信息处
理等物流活动，统一制定技术标准，统一
规范业务流程，实现现代军事物流各环
节、全要素紧密衔接、整体联动。

切实打牢标准化基础

标准化是推进现代军事物流建设
的基础，也是有效融通物流各环节的黏
合剂。没有标准化，现代军事物流就无
从谈起。当前，应加强顶层设计、系统
论证，加大现代军事物流标准体系的制
定、修订力度。

打牢数据共享基础。规划建设战
略、战役、战术三级军事物流数据中心，

全面开展军地通用物资编目标准和数
据库建设，健全物资编目工作机制，统
一规范各类物资编目信息。

加大软件推广力度。在全军统一
规划下，积极开发和部署军用物资编目
软件系统，并积极推广应用，确保各军
种各专业各类物资编码规范、精准管
理。

加快通用标准制定。借鉴现代物
流业把可运输性作为通用物流基础的
标准做法，积极研究制定军用物资包装
标准、军用物资铁公水空运输标准，既
要充分考虑与国家标准接轨，与国际物
流标准衔接，又要考虑军队需求的特殊
性，确保军事物流在国内乃至域外畅通
运行。

注重国际化发展方向

国际化是现代军事物流的发展方
向。目前，我国国际快递物流 70%左右
的份额被美欧巨头占据，本土物流企业
在国际快递市场份额小，海外物流服务
网络尚未完全建立，国际空运、海运能
力相对较弱，缺乏国际物流服务标准制
定的话语权。因此，推进现代军事物流
建设，应按照“以社会物流力量为基础，
以军队物流基地为骨干，以友军物流保
障为补充”的思路，构建海外军事物流
保障体系。

鼓励社会物流国际化发展。国家
应从政策、税收等方面，鼓励大型社会
物流企业“走出去”，拓展海外物流布
局，构建海外物流服务网络，参与国际
物流标准规范制定，切实提升国际物流
海运、空运能力和影响力。

加强海外物流关节点建设。积极
协调和争取战略合作伙伴的大力支持，
在重要国际物流通道、交通枢纽地域，
通过投资建设、合作开发等方式，适时
拓展布局，加强海外物流基地建设，为
海外物流服务提供骨干支撑。

促进中外物流全方位协作。按照
“不为所有，但为所用”的思路，加强与
友好国家在物流领域的合作，通过签
订战略协议，建立健全多边物流服务
协作机制，共享物流信息技术，共用物
流设施设备，共育国际物流人才，为军
队提供灵活便捷的物流保障。

让军事物流建设紧扣时代脉搏
■刘晓宝 邓海龙 蒋 宁

军队越是现代化，越是信息化，

越是要法治化。随着国防和军队改革

的不断深化，省军区系统国防动员工

作面临许多新挑战，应对这些新情况

新问题，关键是坚决贯彻依法治军思

想，坚持依法决策、依法抓建、依法

管理、依法解难，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凝聚力，推动国防动员工作不断创新

发展。

以依法决策推进从严治军。贯彻

落实依法治军、从严治军，首要的是

各级党委依法决策、科学决策。为

此，首先应注重提升“关键少数”的

法治思维能力。各级党委一班人应带

头学习法律、遵守法律，带头依法办

事，养成运用法治理念思考问题的习

惯，把法规制度作为履职的依据和准

则。坚持把工作思路放在法律框架内

进行谋划，不断培养坚定的法治定力

和依法决策能力。其次，探索构建重

大问题决策的法治审查制度。建立专

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等重

大决策审查制度，确保党委决策于法

有据。再次，落实决策执行的责任追

究制度。党委班子成员要带头落实责

任制和责任追究制，重大事项均提交

党委常委会讨论，经党委常委会议定

事项按照分工不折不扣落实，对没有

落实的进行通报问责，责令整改，努

力形成决策、落实、反馈的闭合回

路，做到决策权与决策责任相统一。

以依法管理规范基本秩序。规范

化管理水平是依法治军落实的直接体

现。针对调整改革后职能使命有新拓

展、各类人员思想活跃、规章制度废

改立相对滞后等实际，各级党委应始

终坚持以条令条例和各项规章制度为

准绳，狠抓部队规范化管理和正规化

建设。首先，牢记“制度决定职责”，

严格落实基本制度。切实把谋事遵

法、遇事找法、办事依法、事事守法

作为行为准则，通过严格落实基本制

度，确保部队正规有序。其次，坚持

“规矩决定方圆”，严格规范基本秩

序。紧紧盯住战备、训练、工作、生

活等基本秩序，全面破除“土政策”

“土规定”，严格依据《纲要》抓建，

严格按照条令抓管理。始终坚持常抓

常管，做到频道不换、一抓到底，通

过秩序正规确保管理规范。再次，遵

循“程序决定成效”，严格履行基本程

序。坚持按职责权限办事，该是哪一

级负责的就让哪一级负责，决策指示

逐级下达、逐级汇报、逐级反馈，不

能一竿子插到底。坚持按规定程序办

事，各级领导不能插手、干扰机关重

要敏感事项，确保在提高工作效率的

同时，杜绝违规违纪问题。

以依法协调促进齐抓共管。抓好

新时代国防动员工作，应紧盯依法协

调军地这个根本，依靠地方、借助地

方力量推进工作落实。首先，健全用

好“国动委”这个平台。及时健全调

整国动委领导机构和办公室组成，坚

持每年召开国动委全会，研究解决国

防动员的重点工作，通过制度落实促

进国动委成员单位履职尽责，努力形

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其次，全力

聚焦“新两兵”这个重头。做好新体

制下的民兵工作和征兵工作是省军区

系统的主要职责。各级党委应主动向

地方党委政府汇报，使地方领导充分

认清民兵工作、征兵工作的责任主体

在地方。重点研究解决在军地协调落

实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

题，军地合力高标准完成民兵调整改

革任务；坚持一季征兵、全年准备，

军地无缝对接、一体联动，确保每年

高质量完成新兵征集任务。再次，选

准配强“武常委”这个关键。各级党

委应选准配强所属各人武部“武常

委”。各级“武常委”应积极当好军地

沟通协调的“纽带”，主导推进落实

“议军会”“军事日”、党管武装述职等

制度，努力在提升新时代国防动员工

作中发挥积极作用。

（作者单位：云南省丽江军分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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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桥战役是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对国

民党顽固派进行的一次反击。1940年7

月，为执行独立自主开辟苏北、发展华中敌

后抗战的战略任务，新四军江南主力由镇

江与扬中之间渡江北上，与先期到达江北

的挺进纵队、苏皖支队在扬州以东之大桥

镇、郭村地区会合。7月下旬，新四军苏北

部队奉命向黄桥地区开进。10月4日，国

民党苏鲁战区副司令韩德勤派遣第89军

等主力1.5万余人进抵黄桥外围，对黄桥发

起攻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决定以第3纵

队在黄桥正面阻击敌人，以第1、第2纵队埋

伏于高桥至黄桥间伺机出击。下午，国民

党军独立第6旅由高桥出动，攻击黄桥，翼

侧暴露，新四军第1纵队当即从该旅两侧突

然出击，将其切成数段，分割包围，经3小时

激战，全歼该旅。接着，新四军第1、第2纵

队迅速南下，分别插至韩军主力侧后，切断

韩军退路，在第3纵队协同下，将敌第89军

军部及33师等部，全部包围在黄桥以北地

区，将其全歼。敌余部逃向海安，新四军

乘胜追击，歼其大半，并占领海安。黄

桥战役的胜利，奠定了苏北抗日根据地

的基础，打开了华中抗战新局面。

黄桥战役后，指挥员粟裕用“打仗
就是数学”来揭秘制胜之道。原来，这
场战役中，新四军指挥员在作战筹划、

定下决心的过程中求解了 3道特殊的数
学题。战前，在不利条件下看到师出有
名、群众支持的有利因素，算出新四军
7000 兵力抵得过 1.5 万余敌军主力；战
中，精确计算行军速度，充分利用地形，
在高桥至黄桥的 7.5公里之间，采取“黄
鼠狼吃蛇”的战法，打了一场运动歼灭
战；战后，复盘反思部队 5天行进 100公
里，赶不上过去 1天 90公里的原因，总
结经验教训。透过这几道数学题不难
发现，黄桥战役的胜利，蕴含着深刻的
制胜机理——善“算”。

善“算”是古今中外兵家普遍认同

的重要制胜法则。众所周知，任何军事
行动都是一定数量的物质在一定时间
和空间中的运动，因而可以借数字形式
进行描述，用数学方法进行分析。早在
2000多年前，孙子就曾说，“夫未战而庙
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
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
无算乎。”明代刘伯温也在《百战奇略·
计战》中写道，“凡用兵之道，以计为
首”。西方军队同样重“算”，“除了上
帝，任何人都必须用数据说话”是一句
广泛流传的谚语。从近几场局部战争
看，不论是阿富汗战争空中精确打击与
地面特种作战的联合行动，还是伊拉克
战争的“斩首行动”“震慑行动”等，掌握
作战主动权、作战制胜优势的背后，都
离不开善“算”优势。

确立精算理念是掌握现代战场制

胜权的重要前提。精算既是设计战争
和指挥作战的逻辑起点，也是分析战
争态势和筹划指挥作战的基本手段。

信息化条件下，战场空间边界模糊，作
战力量高度联合，武器装备智能物联，
战争设计和作战指挥将更加依赖精算
能力，战争胜负将越来越取决于战略、
战役、战术各层次的精算融通。通过
战略上的精算，从国家政治、经济、外
交等战略高度谋划设计战争，做到师
出有名，谋定后动；通过战役上的精
算，洞悉战场布局、对抗态势、作战力
量对比等，精准分合力量，谋势布局，
营造有利的交战格局；通过战术上的
精算，精准聚合与释放作战系统效能，
创新战法，赢得战场胜势。当前，基于
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构建的“精算平
台”，如兵棋推演、作战实验等，成为世
界各国军队评估验证武器装备性能与
战法行动，实验并优化作战预案的主
要手段。近年来，美军在几场局部战
争中的作战行动，均与其作战实验室
精算运筹作战预案和演训方案密切相
关。2017 年 4 月，美国防部成立“算法
战跨职能小组”，目的就是优化升级复
杂算法，从精算实力上实现对潜在作
战对手的优势。
“秒算”主导战场态势是未来战争

的必然趋势。随着战争进入发现即摧
毁的“秒杀”时代，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的
作战指挥为善“算”赋予更多新内涵。

善“算”，不仅要未战先算，还要算得准、
算得细、算得精，更要算得快。从近几
场局部战争看，由超级计算主导生成的
“秒算”武器的作战能效，正从幕后走向
前台，其威力远远超越常规炮弹。千百
年来两军对垒搏杀的战争场景将被在
“0”与“1”之间运行的逻辑“秒算”取
代。由“秒算”主导的作战方式——精
确“秒杀”战，运用智能化控制的超高声
速武器、动能武器、激光武器、小型无人
机等，对重要设施、重要目标、重要人物
进行远距离“秒杀”，快速达成作战目
的，已成为各国军队优先发展使用的制
胜战法。可以预见，随着智能化技术的
高度发达，由智能化作战系统主导的新
质作战力，让瞬间交战、“秒杀”制敌成
为现实可能。夺取绝对“制时间权”，在
未来智能化战场必将愈演愈烈，谁掌握
“秒算”绝对优势，谁拥有绝对“制时间
权”，谁就能牢牢掌握战场主动权和制
胜权。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而善“算”却
是一条历久弥新的制胜之道。深刻把
握这一制胜规律，因时而算、因地而算、
因势而算，才能在未来战争中打得准、
打得好、打得赢。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

工作研究院）

解好战场制胜数学题
——浅析黄桥战役之“算”

■张 奇 尚 伟

“师其意不泥其迹。”语出明代抗倭

名将戚继光的《练兵实纪·练将》，意为

学习前人的作战方法，要学习它的基本

精神，而不能拘泥于它的具体做法。当

前，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并广泛应

用于军事领域，战争形态、作战方式得

以加速转型和变革，各种战法如雨后春

笋般涌现出来。但不得不说，少数同志

在研究筹划作战时还存在机械照搬照

抄传统战法理论、简单嫁接移植外军经

验做法的现象，战法不真、不活、不实的

问题依然存在。

毋庸置疑，行军打仗不存在“万能

攻略”，战法创新更不可能有“全能模

板”。战国时期，齐国大将田单为破敌

阵，巧设“火牛阵”，将牛集中起来，犄角

捆上刀子、尾巴绑上油棉，点火后牛负

痛狂奔，于敌营中横冲直撞，齐国将士

尾随其后，结果大获全胜。而民国年

间，山东军阀韩复榘率部攻打天津，因

城防坚固，久攻不下，一筹莫展之际，韩

命人四处收集近三百只羊，效法田单大

摆“火羊阵”，却在对方一阵枪炮乱射之

后，成为天津守军一顿免费的全羊宴，

传为笑谈。于此，我们应当看到，学习

借鉴不等同于简单照搬。如果只“借”

不“鉴”，抑或是只“泥其迹”而不“师其

意”，只能是跟随他人步伐，亦步亦趋，

无法把准战局走势的“脉搏”，更加谈不

上因势利导、出奇制胜。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他人

战法，要善于发掘并抓住其本质、规

律，并因情、因时、因地加以运用。战

国时期，齐魏交战，齐国孙膑利用魏军

轻敌、庞涓自大的特点，主动后撤，每

日减少军灶数量，制造士兵逃亡的假

象，从而麻痹魏军，使庞涓轻敌冒进，

最终中伏战败。无独有偶，东汉名将

虞诩在抵抗羌族入侵中却反其道而行

之，每天行军百里，命官兵每人各作两

个灶，并逐日增加一倍，以增灶之计震

慑羌人，最终以少胜多。所以，我们应

该明白，唯有在借鉴过程中把握好继

承和创新的关系，老战法才能焕发出

新生命，新战法也就不会成为无源之

水、无本之木。

战法的运用之妙在于达权知变，战

法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孙子曰：

“围师必阙，穷寇勿追，此用兵之法也。”

解放战争时期，老一辈革命家在实际指

挥战斗过程中，能够针对当时具体情况

而创造性地运用这一法则。在泊儿镇

战役、鲁南战役的六营集战斗、莱芜战

役中均不同程度地运用“围三阙一，三

面围攻，网开一面，虚留生路”的战法，

逼敌离开阵地，在敌必经之路暗设伏

兵，歼敌于运动之中。

古代经典军事思想理论和著名战

史战例，为我们创新战法提供了丰沃土

壤；在血与火的革命战争实践中我军总

结出的传统战法和看家法宝，是我们克

敌制胜的宝贵财富；西方军事强国在军

事理论和军事技术等方面的研究探索，

为我们创新战法提供了时代借鉴。为

此，各级指挥员在指挥打仗、作战筹划

中必须深知，战法创新应“师其意”而非

“泥其迹”，“拿来”“借鉴”只是第一道工

序，在熟谙本质、掌握规律的基础上，还

要经过创新这道深加工，才能真正创造

出一剑封喉的新战法。

“师其意”而非“泥其迹”
■曹绪程 艾正松

挑灯看剑

●网络化是现代军事物流高效运转的关键所在；智能
化是推动现代军事物流发展的强劲引擎。

●现代军事物流建设，应树立科技赋能、智能驱动的理
念，加大推广应用自动识别技术、数据挖掘技术、人工智能
技术等，为现代军事物流提供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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