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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形态向“智慧感

知、智谋决策、智算控制”

演进

随着战争形态智能化的演进发展，
战场态势正发生巨大变化。一是战场态
势智慧感知。态势感知是指在特定的环
境中对战场态势要素的察觉、理解和预
测。未来智能化战场态势的瞬息万变催
生了智慧感知需求，通过对各类侦察手
段的智能组网，全方位、多维度捕获战场
态势信息，进而构建战场态势大数据库；
运用人工智能手段分析比对数据进行战
场态势融合，实时响应指挥员决策“关键
信息需求”，从而获取更快、更全、更准、
更深的战场态势认知结果。二是作战筹
划智谋决策。人工智能系统深度介入作
战筹划全程，制智权成为战场综合控制
权的核心，作战筹划方式由指挥系统辅
助决策向人机混合决策演进。智谋决策
是通过多维同步战场态势信息，将战略、
战役及战术三级战场态势关联，利用网
络化智能辅助决策系统，实现战略、战役
及战术决策三级之间的指令传递及决策
效果反馈，精准锁定战机优势窗口，果断
有效决策，快速传递作战指令，调控战局
发展。三是作战行动智算控制。当前人
工智能呈现出群智开放、深度学习、人机
协同、跨界融合、自主操控等新特征，具
备开放性、自学习进化能力的人工智能
系统，可辅助甚至部分替代人指挥控制
战术级甚至战役级作战力量，形成“人在
回路”的新型智算控制模式，确保有效应
对复杂多变的战场情况，确保指挥员决
心意图得以贯彻和实现。

作战体系向“智能自

主、跨域聚能、灵活制胜”

升级

随着战争形态智能化的演进发
展，作战体系正发生深刻变化。一是

作战平台智能自主。无人作战平台
大量运用，无人与有人作战单元混合
编组，无人作战平台将成建制规模化
运用。风靡网络的人工智能杀人蜂
视频，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未来智能
化、自主化作战的某些特点，预示了
作战平台“战场态势感知自主精准、
作战设计自主高效、任务规划自主科
学、作战行动自主灵活、效果评估自
主快捷”等智能自主趋势。二是作战
要素跨域聚能。智能化系统、数据
链、作战云的支撑，使作战体系由以
往的相对固定性向快速重构性转变，
各作战要素根据作战需要进行自适
应组合，实现广域精确聚能释能。体
系分布多域拓展，在广阔的空间进行
非线式、不规则、广域疏散部署；体系
运行跨域聚能，能够根据作战需要，
快速灵活调整，实现在物理域、信息
域、认知域深度跨域聚能；体系作战
效能向非线式、涌现性、自适应、自组
织性等各系统效应融合转变。三是
作战运用灵活高效。随着智能化技
术的不断成熟，作战平台的构建成本
越来越低，低风险、低成本、低门槛交
战成为作战运用的主要特征。作战
手段更加多样，交战方法更加灵活，
各种作战力量能力末端实现精细化
融合，在多个领域和整个战场纵深创
造临时性的优势窗口，通过链式反应
累积，形成更多的临机相对优势窗
口，进而形成蝴蝶效应，通过更快的
作战速度、更高的作战效能，快速达
成作战目的。

力量编成向“小型新

质、集群自主、军地一体”

转型

随着战争形态智能化的演进发
展，军队组织形态将重构，根据战场
需要临机组合生成不同的功能实体，
增强作战灵活性和适应性，迅速适应
战场情况的变化。一是军队规模结
构“小型联合、新质主导”。未来军、

师的编制将可能最终消亡，旅、营或
更低级别的战术单位将成为主要的
作战单元，并可能出现按作战职能编
成的小型联合体。太空、网络、电磁
和智能弹药等新质无人作战力量将
直接参与未来战争，实现从战略战役
到战术的无缝链接，形成多维一体、
全域攻防、快速突击的整体合力。二
是军队编成模式“联合集群、自主适
应”。智能化军队的编成模式将高度
联合集群化，构建成群结队的智能机
器人联合集群，编组更加灵活、富有
弹性，具备自主适应能力。基于特定
环境、特定任务或特定威胁采取灵活
的编组方式，以“小而精、小而全、小
而强”的联合特遣部队遂行各类作战
任务。智能化无人作战系统是未来
战争装备发展新趋势。其核心在于
瞄准未来战争“零伤亡”“全覆盖”“快
响应”等要求，规模化打造新型智能
无人之师，实现无人作战系统的体系
化协同作战。三是智能化军队力量
构成“军民兼融、军地一体”。战争制
胜机理和武器装备内涵的深刻变化，
催生了军民技术兼容、产品互通、标
准共用时代的到来，经济建设和国防
建设已经成为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
命运共同体。

作战方式向“分散部

署、广域机动、精准释能”

转化

随着战争形态智能化的演进发
展，参战力量的部署更加分散，机动
更加快捷，反应更加灵敏，联系更加
紧密，如美军强调采取网络化分布式
作战方式，将分散部署于不同作战方
向、不同作战领域、不同空间位置的
力量实体，实时组合，科学编配，共同
发力。分散部署、广域机动、动态协
调、精准释能，成为显著特征，即：依
托先进的网络化信息系统，将分散部
署在广阔空间、各个领域的作战力量
和手段联结为一个有机整体，采取广
域机动、动态协调的方式，实现各部
队作战效能的有效集中，以实现联合
作战整体效能的统一释放。特别是
武器装备将通过“自主协同、跨域多
能、模块灵巧”式发展，实现自主跨域
快速精准释能。一是自主协同。是
指武器不依赖于庞大、复杂的保障，
实现自主感知、自主发射、自主飞行、
自主打击、自主完成作战使命，也就
是导弹具备智能化能力，可以从不同

方向不同层次攻击目标，提高对目标
打击的成功概率。二是跨域多能。
是指武器可跨越不同介质，如水下、
低空稠密大气层、高空稀薄大气层
等，具有良好飞行品质，能在不同域
实施作战，并且能对多类多域目标实
施打击毁伤、适应多样化使命任务，
“一弹多能”“一弹多用”。三是模块
灵巧。是指武器系统均模块化，可适
应于装载不同的发射平台、执行不同
的作战使命，能根据实际作战需求，
灵活、有针对性地随机选取模块、组
装武器，实现特定作战目的。

制胜机理向“算法主

导、流程重塑、智能决策”

转变

随着战争形态智能化的演进发
展，战争制胜机理出现深刻变化，将呈
现出具有典型时代特征的制胜机理。
一是智能算法是主导智能化战争的关
键。智能化战争的对抗方式将从“体
系对抗”向“算法博弈”转变，算法优势
主导战争优势。算法是求解问题的策
略机制、是战争效能跃升的核心，未来
战争掌握算法优势的一方，能快速准
确预测战场态势，创新最优作战方法，
形成认知优势、速度优势、决策优势，
实现“未战而先胜”的战争目的。二是
智能武器重塑作战流程。智能化战争
的作战要素将从“信息主导”向“机器
主战”转变，机器主战重塑作战流程。
智能化武器装备将重塑“从传感器到
射手”的作战流程，进行智能化“侦、
控、打”的作战行动。“侦”，即智能化情
报侦察，智慧感知战场态势；“控”，即
智能化指挥控制，人机混编智谋决策；
“打”，即智能化自主地协同攻防作
战。三是智能决策优化作战行动。智
能化战争的决策方式将从“人脑决策”
向“智能决策”转变，智能决策优化作
战行动。随着智能辅助决策技术和
“云端大脑”“数字参谋”“虚拟仓储”的
出现，战争决策由单纯的人脑决策发
展为：人机混合决策中的人与机器的
合理分工与交互，这是探索解决问题
的最优方案；云脑智能决策在未来智
能化战争中，将有一个“大脑”的隐喻
中心，分布式的作战单元将通过云大
脑链接；未来的神经网络决策具有超
强自我进化和战略决策能力，将实现
“人在回路外”的作战循环。作战样式
从“断链破体”向“极限作战”转变，极
限作战颠覆传统作战手段。

深刻把握战争形态智能化演进特点
■李诗华 贾俊明 卢柄池

战争形态的演变历程，告诉我们每一次科学技术的重大
进步，都会推动战争形态的重大变革。以智能化技术为核心
的高新技术群正加速进入军事领域，必将深刻改变人类认知、
作战思维与作战方式，再一次引起战争形态的重大变革。只
有把握智能化战争演进脉搏，预判智能化战争的图景特征，透
析智能化战争的内在本质，探索智能化战争的制胜机理，才能
驾驭正在到来的智能化战争。

引

言

《六韬金鼓》中有云：“三军以戒为
固，以怠为败。”怠者，心态疲沓，主要表
现为：怠荒，松弛荒废；怠惰，懈怠懒惰；
怠忽，松懈疏忽；怠傲，怠慢骄傲。不怠
者，遇事多思考、多预谋、多筹划，干事
不推托、不拖延、不应付。当今世界并
不太平，只有保持“不怠”状态，积极备
战、研战、训战，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备战不怠。忘战必危，怠战必败，
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北宋时期，重文
轻武，虽富甲天下，但“忘战却兵”，京师
“武备皆废”，结果导致“靖康之耻”。军
人最大的危险是看不到危险，最大的懈
怠是战备上的懈怠。备战不怠，就是要
求居安思危，常备不懈。平时军队不能
有半点懈怠，军人不能有半点麻痹，要
充分认清国家安全环境面临的严峻形
势和肩负的重大使命，做到心中始终有
忧患，眼睛里始终有敌情，脑子里始终
有任务，肩膀上始终有责任，胸膛里始
终有激情，时刻绷紧备战打仗之弦，时
刻保持临战打仗姿态，彻底破除和平积
弊，毫不松懈推进军事斗争准备。

研战不怠。随着科学技术迅猛发
展，战争转型加速演进。任何一个国家
或者军队缺乏主动进取精神，都必然丧
失发展机遇。军事上的落后一旦形成，

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将是致命的。研战
不怠，就是要求紧紧抓住战略机遇期，
着眼战争形态演变研判战争走势，研析
战争规律，着眼战争实践研习经典战
例，着眼转型变革研创作战理论，着眼
信息主导研制新型装备，走开理技融合
路子，下好战争设计先手棋，积极夺取
未来战争主动权。

训战不怠。守不忘战，将之任也；
训练有备，兵之事也。军队因战而生，
军人为战而练。训练的成效直接决定
着未来作战的成败。“事辍者无功，耕
怠者无获。”训战不怠，就是要求坚持
训战一致原则，大力加强实战化军事
训练。通过真枪实弹、真训实练、真考
实评，在艰苦条件下培育打仗精神，在
复杂情况中磨砺作战本领，在恶劣环
境中激发求胜欲望，真正做到今天的
训练与明天的战争接轨，练就精兵劲
旅，提高打赢能力。

胜战不怠。成功者如果不能正确对
待胜利，往往容易骄傲，继而产生怠惰，
从而放松警惕，必然转胜为败。在欣喜
“过五关”时，更要警惕“走麦城”，不要躺
在功劳簿上，防止“胜利病”。胜战不怠，
就是要求在胜利后，一方面做到诚如兵
法所说的“既胜若否”，戒骄戒躁，加强防
备；另一方面，要始终盯着下一场战争，
敢于自我否定，从上一场战争胜利中找
问题，勇于自我超越，为下一次胜利做准
备，做到先人一步、快人一着。

不怠者胜
■汪乐乐

随着智能化战争的悄然来到，智能
化装备也大量出现在战争中，而无人机
集群作战作为智能作战的重要形式，正
在崭露头角。未来无人机作战将成为
两军交战的“急先锋”，在未来战场上，
无人机集群可能会成为各级指挥员手
中的“胜利之刃”。

无人机集群作战的突出优势。无
人机集群作战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许
多与常规作战相比的突出优势。（一）自
主性更强。无人机集群可灵活编队，适
应不同环境，具备不同功能，执行不同
任务。集群内的无人机通过在感知、计
算、机动、火力等方面的优势与多样化
的功能用途，进行有机结合，自主识别，
拓展行动范围，有效提升集群内部无人
机的自主协调控制能力。（二）功能性更
多。在给无人机配备不同作战模块后，
一支无人机集群编队可以同时具备侦
察监视、软硬打击、作战评估等多重功
能。小型无人机还可充当诱饵消耗对
方高价值攻击武器。（三）时效性更快。
无人机集群作战能够快速传递战场信
息，准确实现指挥人员的行动意图。前
方个体无人机对敌方进行目标侦察并
分析后立即传回集群母机，个体无人机

在得到集群母机的指令后，立即展开行
动，并适时地反馈信息，进行再次打击，
极大地节省时间。（四）抗毁性更强。个
体无人机具有目标小、抗冲击过载能力
强、行驶保持静默状态、战场隐蔽效果
好等优点。无人机群体在作战过程中，
个体无人机被干扰阻截时，其它无人机
能继续执行任务，且相互不冲突，安全
性高。（五）经济性更好。无人机集群在
作战中，摆脱了有人机的限制，无须安
装复杂的保护人员的安全系统、防护设
施来保护安全，在作战过程前，无需同
人一样进行系统的培训才能形成战斗
力，这些均可节约不少经费。（六）依赖
性更小。在无人机集群作战过程中，个
体无人机对后装保障依赖度低，只需加
注燃油和维护保养，且可以长时间在高
温、高湿、高寒等恶劣条件下行动。无
人机集群作战中，能提升整体持续行动
能力，依赖性小。

无人机集群作战的主要样式。无
人机集群作战是紧跟智能化脚步出现
的，智能化程度越高，其作战样式就会
越新。（一）实施全域攻击。全域攻击的
基本方式就是利用无人机集群平台搭
载大量个体无人机，作战时通过平台发
射或部署为战斗集群，实现数据共享、
飞行控制、态势感知和智能决策，使之
灵活应对战场突发情况，进行集群式侦
察、对抗和攻击等各项作战任务。集群

装备的攻击空间将是陆、海、空、天、电
磁、网络等全域空间，攻击行动将覆盖
侦察、控制、打击、通信、导航、电磁和网
络攻防等全方位，攻击的方式和手段也
将呈现出机器辅助攻击、人机协同攻
击、装备自主攻击等多种样式并存，且
无人机集群可以携带不同类型弹药，同
时对敌方陆地、海上、空中和网络等多
个作战域实施全方位、多样式的攻击，
从而破坏敌方的跨域联合能力，以较小
的代价实现作战目的。（二）进行战术骗
扰。无人机集群在战术上进行干扰，对
己方形成保护。一是充当诱饵。在没
有充分了解对方战场环境的情况下，可
以充分利用无人机群成本低廉的特质，
将大量无人机投入敌方空域充当诱饵，
诱使敌雷达和防空火力作出反应，进而
暴露其阵地。在作战中，为了有效避开
敌方首波集火攻击，可以先部署无人机
群来吸引首波集火攻击，或将对方注意
力从重要目标上转移开，减少己方伤亡
和损耗。二是充当掩护。无人机集群
还可组成电子战编队，对对手的预警雷
达、制导武器进行电子干扰、压制、欺骗
等，使对手武器系统、指挥控制失灵，为
后续作战力量开辟安全通道，并提供安
全可靠的掩护。（三）侦察探测敌情。利
用无人机的空中优势、速度优势，通过
装备不同任务载荷的多种型号无人机，
依托无人机集群前往飞行区域执行侦

察监视、电子干扰、通信中继等任务，以
保障作战行动的顺利实施。无人机一
般都具有很强的隐身性，能够较易突破
敌方防空雷达的侦测。利用这一特性，
可以在无人机上挂载各种侦察探测设
备，潜入对方防护严密的区域进行侦
察，并通过集群间的数据链，将情报中
继传回，进而为作战提供可靠的敌情保
障。（四）智能协同联合。其基本方式是
有人平台与无人平台混合编组，无人机
率先担负战场侦察、消除目标，二者相
互协同，实现优势互补。一是人机联
合。无人机集群作战，也不能完全脱离
人的操控。为了战场的生存率和使用
的经济性，可运用大量经济成本相对较
低的无人机携带大量各种类型的作战
任务模块，组成前沿作战编队，而有人
平台则从后方对集群无人机进行指挥
控制，引导其对复杂、高风险区域的目
标进行打击；或者由有人驾驶飞机控制
无人机僚机编队作战，并掩护有人驾驶
飞机安全。二是机群联合。无人机集
群可根据任务需要，在集群内灵活配置
侦察探测、信息处理、导弹火力等模块，
形成一个具备侦察、干扰和打击能力的
复合编队；或者由若干个无人机集群分
别配置侦察、火力模块，再组成一个大
型突击编队，深入敌方纵深，对关键目
标或高危目标进行实时的侦察打击，以
达成战略性的作战目的。

无人机集群作战的主要样式
■徐伟伟 李 欢

观点争鸣

“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挑灯看剑

部队管理是军事管理革命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军队改革、发展和稳定中发挥

关键支撑作用。当前部队处于备战任务

繁重的调整期、体制编制落实的适应期、

政策制度改革的推进期，新情况新问题

新矛盾并存。部队管理应紧跟改革形

势、紧扣改革任务、紧盯改革关键，勇于

自我革命，主动发挥作用，为释放改革效

能、推进军队建设提供服务保障。

为释放改革效能提供秩序保障。改

革打破我军长期实行的总部体制、大军

区体制、大陆军体制，军队精干化、一体

化、小型化、模块化、多能化特征凸显。

从机关到基层正规运行秩序，顺畅运行

关系，提高运行效率，对改革效能释放意

义重大。在优化流程上下功夫。以联合

作战指挥流程为牵引，以战略管理、军事

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装备管理、服

务保障、监督制约、组织编制管理等为重

点，构建“信息流牵动指挥流、指挥流牵

动建设管理流”总体框架体系，依据条令

条例和法规制度梳理各部门、各层级工

作流程，形成流程图，保证建设和工作按

制度办、按流程走。在建立标准上下功

夫。构建横向上区分平时、非战争军事

行动、战时等门类，纵向上区分全军、战

区和军兵种等层次，涉及军事、政治、后

勤、装备等领域，涵盖基础标准、技术标

准、管理标准、经费标准等内容的全军业

务标准体系，发挥标准的主导、调节、约

束、控制功能，保证各项建设和工作落实

不走样、评估有硬杠杠。在健全机制上

下功夫。适应战建体制新模式、部队编

成新特点、作战部署新情况，理清管理网

络脉络和关节点，完善部队管理空白领

域、模糊领域、交叉领域制度机制，建立

上下衔接、平行调控、高效融合的管理运

行机制，在打通卡点、扫除盲点、疏通堵

点中持续激发改革效能。在转变方式上

下功夫。建立与体制编制调整相适应的

管理模式、与政策制度改革相适应的运

行模式、与“三个根本性转变”要求相适

应的工作模式，推动建设和工作由注重

平时向重视战时、由注重静态向动静结

合、由有形空间向无形空间、由粗放型向

精准化发展，让改革效能在部队各领域

开花结果。

为释放改革效能提供纪律保障。改

革把监督链与指挥链、建设链、管理链并

列设计，旨在加强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

要贯彻全面从严治军要求，坚持纪律更加

严明、执行更加严肃、问责更加严厉，为改

革营造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氛围，确保改

革效能不折不扣释放。扭住依法从严。

把法规贯彻到战备、训练、工作、生活等全

领域，体现到筹划、组织、指导、考评等全

过程，坚持严字当头、一严到底，严之有

据、严在法内、严得科学，防止严下不严

上、严兵不严官、严基层不严机关，形成党

委依法决策、机关依法指导、部队依法行

动、官兵依法履职良好局面。扭住赏罚并

举。“赏”坚持公平公正公开，严格标准条

件，杜绝迁就照顾，确保先进性、权威性、

严肃性；“罚”坚持实事求是，依法追责问

责，决不得擅自提高处罚等级或扩大追责

范围，防止同错不同罚、宽严失据。扭住

全程监督。区分层级建立内外部结合、主

客体协调、自他律统一监督体系，把党内

监督、层次监督、专门监督和群众监督紧

密结合；把握可比性，确保监督结果能够

横向、纵向比较；把握重点性，选择反馈信

息多、最能恰当反映特点的指标；把握动

态性，既看静态又看动态，既看显绩更看

潜绩，既看当前更看长远，以部队管理全

过程控局保证改革效能充分释放。

为释放改革效能提供作风保障。

改革旨在解决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

盾、政策性问题，个个都是难啃的硬骨

头，非作风过硬不可为。要把锤炼过硬

作风作为重中之重，管出促进改革效能

释放的好作风。靠日常养成培塑。严

格落实军队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从穿

衣戴帽抓起，从日常言行严起，及时发

现和纠正倾向性问题，充分发挥警备纠

察功能作用，推动从机关到基层、从将

军到士兵全面遵守条令，以官兵一日生

活条令化促进过硬作风的思想自觉和

行动自觉，为改革效能释放创造条件。

靠军事训练磨砺。“一不怕苦、二不怕

死”是打仗必备作风，也是改革必需作

风。通过艰苦严格的军事训练特别是

执行急难险重任务，把练技术、练战术

与练作风结合起来，坚持规定的训练强

度、力度和难度，让官兵在苦与累、血与

火、生与死的考验中锤炼，防止平时养

成与战时要求脱节。靠融洽关系涵

养。针对官兵思想活跃、价值多元、诉

求各异特点，统筹经常性管理、经常性

教育、经常性心理工作，坚决杜绝干部

对战士“不打不骂也不爱、战士对干部

不听不信也不服”现象，推动建立团结

友爱和谐纯洁的革命情谊，增强官兵对

军队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汇聚团结

共谋释放改革效能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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