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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 10 月 13 日，全军科技练兵成果汇报演示暨“砺

剑-2000”演习，在四地同时展开。这场“世纪大演兵”应用计

算机网络技术、侦察传感技术、电子对抗技术、仿真模拟技术

等高新技术手段，演练和检验新的作战思想、武器装备和训

练方法，交流全军部队科技练兵的最新成果。在当时，这是

1964年“大比武”以来，我军组织实施的演练层次最高、运用

技术最新、涉及范围最广的全军性军事训练成果交流活动，

展示了人民军队科技强军、质量建军的崭新风貌。

图①：特种作战士兵使用数字化装备进行“敌”后破袭

作战。

图②：利用综合对抗系统对重要目标进行防护。

图③：驱逐舰发射对空导弹拦截“敌”巡航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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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是力量的对抗，也是科技的较量。

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成功下水，“巨浪-2”

潜射导弹首次公开亮相，“东风-17”导弹完成

试射……在已经圆满收官的“十三五”规划实

施期间，我国国防科技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

的成就，人民军队的战斗力得到显著提升。

今年两会期间，“科技创新”再次成为代表

们热议的话题。多位代表围绕如何加速推进

科技创新、提升部队核心战斗力提出了很好的

意见建议。的确，从当前和未来看，科技从来

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国家安全和军事战

略全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我军建

设发展。在国际军事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

谁拥有科技优势，谁就能掌握军事主动、赢得

制胜先机；谁忽视了科技进步，谁就会陷入落

后挨打的被动局面。因此，必须坚持向科技创

新要战斗力、要制胜力。

20 世纪 90 年代，我军开展“科技大练兵”

活动，其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力度之大、成果

之 丰 ，堪 称 一 场 波 澜 壮 阔 的 军 事 训 练 革 命 ；

2016 年 1 月，中央军委科学技术委员会成立，

标志着“科技创新，正在成为中国军队问鼎世

界一流军队的重要战略选择”；进入新时代，

习主席站在全新的历史起点和时代方位，提出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对科技强军作出一系列重

要指示，吹响了科技制胜的时代号角，为人民

军队超越强敌、战胜对手、打赢战争提供了根

本遵循，规划了发展蓝图。科技创新已成为人

民军队阔步前行的磅礴动力。

唯创新者进，唯创新者强，唯创新者胜。

今天的中国和中国军队，正处在由大向强的

“关键一跃”。由“大”到“强”，是一条布满荆棘

的奋进之路，也是一条充满博弈的竞进之路。

目前，我军发展还面临一些科技瓶颈，比如，自

主创新能力不足、科研成果转化运用不够等。

如果我们不识变、不应变、不求变，就可能陷入

战略被动，错失发展机遇，甚至错过整整一个

时代。唯有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加紧在一些

战略必争领域形成独特优势，不断提高训练的

科技含量，科技优势才能不断转化为能力优

势、制胜优势。

当下，顺利实施我军建设“十四五”规划、

推进新时代强军事业、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

标，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

方案，都更加需要创新这个第一动力。只有在

关键技术、核心技术上搞出自己的东西来，才

能摆脱束缚，免受牵制，从而赢得未来军事竞

争博弈的战略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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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 4 月，中国军队向联合国停

战监督组织派遣 5 名军事观察员，开启中

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序幕。

★1997 年 9 月，党的十五大宣布，中

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裁减军队员额 100 万

的基础上，将在 3 年内再裁减军队员额

50 万。

★1997 年 12 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

会议，提出“打得赢”“不变质”两个历史性

课题。

★1998 年 7 月，中共中央作出决定，

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一律不再从事

经商活动。

★1999 年 11 月，中国第一艘载人航

天试验飞船“神舟”号发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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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类社会即将踏入 21 世纪的“门槛”时，一场

由 信 息 技 术 革 命 引 发 的 浪 潮 ，向 军 事 领 域 席 卷 而

来。一时间，战争形态、战场环境、作战样式、指挥手

段等皆发生革命性变革，我军也迎来了训练史上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场深刻革命——向科技要战斗

力，走科技兴训发展道路，以赢得未来高技术战场上

的主动权。

从“三两招”到“大热潮”

——科技练兵发轫于基层创新

这 是 5 张 泛 黄 的《解 放 军 报》。 从 1998 年 5 月

23 日起，其头版连续刊发了这样的报道：《点燃信

心之火》《群众中蕴藏着无穷伟力》《高擎科技强军

旗 帜》《让“ 三 两 招 ”之 树 常 青》《新 招 法 引 来 新 变

革》……

这些报道介绍了原沈阳军区某集团军立足现有

武器装备，通过学习运用现代科技知识，开展“以劣

胜优三两招”活动的实践。据作者回忆，这些稿件发

表后，受到全军广泛关注，一些部队自发派人到这个

集团军学习参观。

之所以会引起如此轰动，是因为该集团军的探

索，为当时全军部队思考解决“高技术条件下如何与

强敌作战、打赢战争的招法在哪里”等问题，提供了

新的思路。

1991 年海湾战争爆发，高技术局部战争登上历

史 舞 台 ，战 争 形 态 由 机 械 化 战 争 向 信 息 化 战 争 转

变 。 这 场 新 军 事 变 革 引 起 中 央 军 委 的 高 度 关 注 。

江泽民同志三次参加关于海湾战争的座谈会，提出

要看清国际形势的变化，研究将来的战争究竟怎样

打，要下大气力发展国防科技，在武器装备上要有

“杀手锏”。

1993 年 1 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制定了新时期

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提出把军事斗争准备的

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

战争上。1995 年 12 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九

五”期间军队建设计划纲要》，明确提出科技强军战

略和“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战略思想，即在军事斗争

准备上，由准备应付一般条件下局部战争向准备打

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转变；在

军队建设上，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

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996 年冬，原沈阳军

区某集团军“钢铁七连”用制式和简易材料，对阵地

上的掩体、交通壕和武器装备进行综合伪装，成功骗

过了“蓝军”的立体侦察。这引起了该集团军的注

意。

如何把来自基层官兵的新理念新实践，形成推

动整个部队训练质量跃升的原动力抑或新模式？在

原总部的支持和指导下，该集团军作出关于开展群

众性科技大练兵的决定，提出“学科学、科学练”口

号，由此拉开了“以劣胜优三两招”练兵活动的帷幕。

原总参谋部一位领导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

当“三两招”“小点子”“小建议”在部队全面普及后，

作为部队领导在想着一个更大的问题：怎样把这种

群众性的练兵热情升华到理性。

1998 年 9 月，原总参谋部在原沈阳军区某集团

军举办“辽阳集训”，系统总结了全军运用高科技知

识普及深化训练改革成果基本经验。在中央军委的

推动下，全军迅速兴起“科技大练兵、一切为打赢”的

群众性练兵热潮。

从“抓训练”到“强装备”

——依靠科技进步推动部队转型

京郊燕山脚下精兵云集，渤海海域战舰巡弋，内

蒙古草原铁甲疾驰，东北密林导弹矗立……2000 年

10 月，全军科技练兵成果汇报演示在四地同时展开，

来自天南地北的万余名官兵，面貌一新地出现在千

里沙场。这次汇报演示昭示着，科技进步，正在成

为推动训练转型的强大引擎。

从世纪之交回溯，正是在科技大练兵热潮中，明

确提出了军事训练面向新世纪发展的科技兴训战略

思路，决定把科技素质训练作为军事训练的核心要

素，把基地训练、模拟训练等先进手段作为军事训练

的基本模式，把增强官兵综合素质和部队整体作战

能力作为根本目的，把学习运用高科技知识贯穿训

练全过程，使科学技术真正成为推动训练发展和提

高打赢能力的主导力量。

转变！转变！2001 年，在广泛吸取全军训练改

革成果和科技练兵经验的基础上，原总参谋部颁布

了新的《军事训练与考核大纲》，首次对全军各军兵

种训练内容进行了规范，为实行“联战、联训”奠定了

基础。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向科技要战斗力，同

样在装备领域开花结果。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我军各军兵种认真贯

彻科技强军、质量建军方针，加快国防科技和武器装

备发展，在航空、航天、船舶、兵器、军用电子、工程物

理等方面取得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在微电子、

信息、传感、通信技术等方面实现重大进展，特别是

一批尖端武器的突破，为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

奠定了新的重要技术基础。

从“单一型”到“复合型”

——部队官兵整体素质显著提高

“当你看到外军指挥系统一秒钟处理几万个数

据，指挥战争效率成倍增长，而我军指挥员们还用铅

笔在地图上点点时，作为一个中国军人，你不着急

吗？当你看到外军炮兵采用一个不同方法，就能用

100 发炮弹打出 200 发的效果时，作为炮兵指挥员能

不奋发进取吗？”

这是世界军事发展初露信息化端倪时，原沈阳

军区某团参谋长、“献身国防现代化的模范干部”苏

宁在日记里写下的一段话。他的一连串问号，直击

当时我军指挥员的“能力之痛”。

有这样一组数据：1980 年以前，我军具有大专

学历的干部不足 10％，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末，大专

以 上 学 历 的 干 部 占 到 42.3％ ，能 力 素 质 单 一 是 通

病。当时，从打仗的角度看，高中级干部最欠缺的

是两个方面的东西，一是高技术知识，二是联合作

战指挥能力。

科技大练兵，搅动我军人才建设的“一池春水”。

——上到顶层设计，中央军委、原总部下发《军

队院校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关于加强参谋人才培

养的意见》等文件，对新型军事人才的培养使用进行

规划和部署。高级指挥干部培养向诸军兵种联合战

役指挥教学转变，中级指挥干部培养向联合战役背

景下的军种合成指挥教学方向发展，军兵种知识交

叉轮训、网上首长机关对抗演习、网上参谋“六会”作

业在全军范围内如火如荼展开……

——下到部队实践，在科技强军战略召唤下，座

座军营学习高科技知识蔚然成风，涌现出一大批学

科技用科技、勇于迎接新技术革命挑战的复合型人

才。截至 2000 年，全军已有博士、硕士 2.6 万名，硕

士团长、博士舰长、博士师政委、硕士副军长等相继

出现。

科技之光照耀打赢征途
■孙海强 本报记者 胡 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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