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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深入开展智能化作战研究，需要着眼战争形态演变总
体趋势，聚焦备战打仗，前瞻设计战场态势，合理预想作战
情况，逼真构设战斗场景。为此，需要准确认识三者概念
内涵，科学把握相互关系，不断增强智能化作战战场态势
研究的层次感，提升作战情况构想的预见性，细化战斗场
景设计的颗粒度。

“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自核武器诞生以来，全球战略稳定

主要建立在核大国“确保相互摧毁”的核

平衡法则，以及以此为基础建立的战略

信任措施之上。进入新世纪，人工智能

迎来新一轮发展浪潮，军事智能化应用

更加广泛深入，建立在核平衡法则和战

略互信基础之上的全球战略稳定也因此

日益受到冲击，需要引起世界高度关注。

人工智能推动核军备升级可能冲击

战略稳定。新一代人工智能作为一项战

略性前沿技术，其在核武器领域的应用

不可避免地推动核军备升级，并引发核

力量运用方式深刻变化。当前，美、俄

等核大国正在着手实施新一轮核武器

现代化计划。美国计划更换或升级“三

位一体”核武器系统，包括“哥伦比亚”

级战略核潜艇、B-21战略轰炸机和新一

代陆基洲际弹道导弹，重点就是运用人

工智能提高这些武器系统的自主性和

突防力。美国还通过机器学习应用和

深度学习算法，提高核爆炸过程的数值

模拟能力，确保其核威慑可靠性。俄罗

斯确认正在研制“海神”核动力无人潜

航器。该无人潜航器是一种智能化的大

潜深、长航时、超高速、超大型多用途水

下机器人，直指美国导弹防御系统无法

触及的“盲点”和反潜作战体系的“软

肋”。瑞典国际和平研究所等智库的专

家认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特别是机器

学习方法不断发展成熟，新一代人工智

能可能在侦察和预警系统、指挥和控制

系统、核武器运载系统等领域，对核威慑

与战略稳定产生深刻复杂影响。

人工智能增强常规武器性能可能冲

击战略稳定。人工智能尽管在技术上还

不成熟，但无人机、无人艇的“蜂群化”使

用在概念上很适合对敌方核与非核机动

导弹发射装置、弹道导弹核潜艇及其附

属设施（如侦察、监视和预警系统等）实

施先发制人攻击，显著降低对手的二次

核反击能力，助推形成“单方面确保摧

毁”的局面。人工智能与高超声速武器

相结合则可能使情况更加复杂——高速

度与自主化将使攻击速度和战争节奏产

生质的飞跃，对手在无法确定攻击路径

和攻击目标的情况下可能会采取最坏的

反制措施，即遂行“攻击即发射”的核报

复战略，这将大大降低核武器的使用门

槛。同时，智能化高超声速武器也将填

补核武器攻击能力的部分空白，取得战

略性效用。美国《战略研究季刊》题为

《人工智能——战略稳定的威胁》的文章

认为，人工智能与一系列先进常规武器

之间存在多方面交集，能够大幅增强常

规武器的能力，进而放大先进常规武器

对战略稳定的破坏性影响。

人工智能分析预测失真可能冲击

战略稳定。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数

据挖掘、数据融合、情报分析，并在此基

础上进行综合预测，将大幅提升情报获

取和战略态势感知能力，有利于透过战

争迷雾掌握战略主动。但这种分析预

测要求所涉及数据与算法必须安全、准

确、可控，如果算法规则被泄露，就可能

被对手加以利用。弱人工智能条件下，

人工智能系统的“创造力”和“能动性”

对 应 用 环 境 的 稳 定 性 、规 则 性 要 求 较

高。战场环境中，面对数据急剧增加、

环境迅速变化的情况，人工智能系统将

难以理解、适应，其“思考”结果有可能

不是最优解甚至可能是导致失败的错

误方案。此外，有研究发现，即使一些

先进的算法也可以被蒙骗，人工智能系

统无法分辨甚至用肉眼都很容易辨别

的目标。如果对手故意暴露或隐藏某

些对分析预测权重影响较大的信息，通

过设计“人工智能伪装”，暴露“深度伪

造”数据来欺骗人工智能，就能够破坏

人工智能系统的战略态势感知信息流，

导致其得出错误的战略态势感知结论。

人工智能强化进攻战略可能冲击

战略稳定。人工智能作为一项基础性

赋能技术，其渗透应用具有全领域、全

流程和全要素的特性，这将深刻影响核

大国对国家利益、国家行为、国家实力、

国家间竞争的认知和判断，加剧各国在

政治、军事、经济、安全等领域的竞争，

促使国家间竞争性因素上升，建立战略

互信的难度越来越高，一些国家尤其是

大国对国际制度、国际规则的认同感下

降。一方面，人工智能极大拓展了国家

安全的时空领域，算法安全、数据安全

等新的安全空间不断涌现，国家安全受

到系统性、全局性威胁的可能性上升。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不断加快未来战争

“OODA”循环，使得“初战即终战”的趋

势更加明显，“即时优势”的争夺将使国

家 间 攻 防 态 势 发 生 改 变 ，进 攻 愈 加 容

易，防守愈加困难。这可能鼓励有的国

家采取更加激进战略，更倾向于先发制

人。可以预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不断

发展，国家自身的“安全感”将不断减

弱，进攻性战略会受到更多关注。

人工智能错误指挥决策可能冲击

战略稳定。现代战争的“海量”数据和

“秒杀”节奏正在逼近人类决策的“奇

点”，人工智能介入战争决策是大势所

趋。有专家乐观地估计，到 2040 年人

工智能系统在战争中将发挥出超越人

类的能力。但考虑到常规战争决策与

核战争决策之间的差异，这种潜在的、

未被证实的信任，即把战略武器的控制

权完全或大部分交给人工智能系统，可

能会带来新的更大风险。首先，当前人

工智能技术的智能特性依然有赖于数

据的堆叠和算力的进步，数据的量级和

质量将决定智能的程度，单纯建立在模

拟仿真模型和战争推演数据基础之上

的人工智能系统，远未达到指挥“末日

武器”的水平。其次，完全依赖人工智

能技术的“人在回路外”的战争决策模

式，极有可能触发人工智能对错误预警

的即时反击，使人类爆发核战争的风险

大幅增加。不论是 1980 年美军计算机

芯片故障事件，还是 1983 年苏联导弹

预警系统“虚警”事件，都充分暴露了

“人在回路外”的核战争决策模式的极

端危险性。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其对

人类生理、心理等不稳定因素的抵消和

速度、精度上的优势，决定了人工智能

与人类之间围绕自主与可控的博弈将

持续存在。

人工智能：全球战略稳定重要变量
■徐 林 卢柄池 凡华锋

准确认识战场态势、
作战情况和战斗场景的
本质内涵

战场态势、作战情况和战斗场景是

开展智能化作战研究使用频次高、出现

时机多、内涵差异大的基本概念术语。

实际工作中，混淆概念、误用套用和随

意 混 用 的 情 况 还 较 为 常 见 ，容 易 造 成

“会错意”“翻烧饼”“走弯路”，有必要辨

清概念、廓清认识。

战场态势是战场的整体状态和总

体形势。主要包括交战双方的总体背

景、体系构成、力量部署和作战行动等，

可区分为总体态势和局部态势，具有较

强的宏观性、概括性和抽象性。涉及范

围通常上升到国际格局、周边形势和联

合作战层面，往往超出本级作战的领域

范畴。智能化作战是一场全方位、全天

时、多层次的综合对抗，涉及领域之广、

内容之多、轴线之长，均超出以往。战

场态势的构想设计，需要基于国家利益

拓展和核心军事挑战，综合考虑战争形

态、制胜机理、体系构成和环境社会等，

需要运用大格局、大视野、大思路推理

演绎。

作战情况是作战的基本情形和主

要状况。主要包括交战双方的局部力

量状态、作战部署和战法行动等，具有

一定的系统性、概括性和描述性。涉及

范围往往聚焦于本层级的战场焦点，以

及与本层级有直接联系或关联性较大

的局部态势、战场情况和作战行动等。

智能化战场上作战情况的预想构设，需

要跟踪透视世界局部战争发展的新思

维、新特点和新规律，掌握战争形态发

展速率的快慢变化和加速趋向，辨清人

机互动、智能攻防、跨域联动等方面的

发展路径和演变趋势，预判作战方式演

进的渐变和突变。

战斗场景是交战的具体场面和直

观景象。主要包括交战双方具体战斗

场面的编组状态、目标分布、平台数量

和末端动作等，具有较强的直观性、描

述性和现场感。涉及范围常常相对有

限，有的是打击距离，有的是作战半径，

甚至是“面对面”的情景。智能化作战

战斗场景的构画，需要紧跟先进军事科

技转化应用前沿趋势和关键技术突破，

预研新技术、新装备、新战法，综合把握

军事技术、组织形态、主观能动和内外

环境等影响因素，敏锐洞悉军事科技颠

覆性作用的端倪，紧紧扭住军事科技应

用和战斗场景设计的契合点、结合部和

作用集。

科学把握战场态势、
作战情况和战斗场景的
相互关系

智能化作战中战场态势、作战情况

和战斗场景是一个由宏观到具体的过

程，顺次构成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共

同形成一个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有机

整体。研究设计智能化作战，需要科学

把握三者之间关系。

把握宏观总体与局部具体之间的

内 在 逻 辑 。 战 场 态 势 、作 战 情 况 和 战

斗场景，都是战场情况的客观体现，总

体上是由整体到局部、宏观到具体、大

领域到小空间的层次关系。通常情况

下 ，战 场 态 势 对 作 战 情 况 和 战 斗 场 景

具 有 总 体 指 导 作 用 。 前 瞻 性 强 、实 际

吻 合 度 高 的 战 场 态 势 设 想 ，能 够 为 作

战 情 况 和 战 斗 场 景 的 设 计 ，提 供 有 针

对 性 的 作 战 背 景 、局 势 塑 造 、体 系 运

行 、力 量 投 入 和 战 场 环 境 等 情 况 。 我

军“四渡赤水”“塔山阻击”“三所里穿

插”等经典战例，展现的就是党中央、

中 央 军 委 对 战 场 态 势 的 深 刻 洞 察 ，对

作 战 情 况 的 准 确 预 判 ，对 战 斗 场 景 的

成竹在胸。

把握量变积累到质变爆发演变的

时 空 拐 点 。 战 场 态 势 、作 战 情 况 和 战

斗场景，都是战争形态的时空呈现，三

者 之 间 形 态 相 符 、机 理 相 通 。 战 斗 场

景 量 变 发 展 到 一 定 程 度 ，往 往 会 直 接

造 成 作 战 情 况 发 生 跳 变 ，甚 至 引 发 战

场态势产生质变。19 世纪 30 年代，坦

克飞机的规模制造和无线电通信的普

及应用，催生了立体突破、纵深作战的

新情况，开创了机械化战争集群作战、

陆 空 协 同 的 新 场 景 ，打 破 了 道 带 式 部

署 、线 性 攻 防 的 固 有 战 场 态 势 。 进 入

智能时代，随着 AI 指挥控制系统的发

展成熟，“马赛克式”的多域联合网状

杀 伤 将 会 成 为 新 的 常 见 作 战 情 况 ，战

斗 场 景 的 描 绘 将 成 为“超 强 算 法 的 较

量”“最强大脑的比拼”，生成的战场态

势 需 要 基 于 人 机 思 维 的 结 合 才 能“看

得懂”“搞得透”。

把握新型力量与新质能力生成的

颠覆效果。战场态势、作战情况和战斗

场景，也都是力量形态、能力对抗的现

实 反 应 ，相 互 之 间 机 制 统 一 、逻 辑 一

致。先进系统平台的增加将促使新型

力量逐渐成形，新质能力与之俱增。战

斗场景的颠覆性变化必将触动作战情

况的“多米诺”连锁反应。网络信息体

系的快速发展使得最初的 C2、C3I 演变

成为 C4I、C4KISR，多要素跨域精确杀伤

已经成为真实的战斗场景。现如今，无

人平台规模数量的增加必将推动无人

集群、无人蜂群和多模态无人力量快速

增长，高超声速打击、新概念毁伤、心理

认知对抗，再加上基于 AI 的新质能力，

必将使得战斗场景更加戏剧多变，作战

情况充满神秘“黑箱”，战场态势更为扑

朔迷离。

深入开展战场态势、
作战情况和战斗场景的
研究运用

不同层级、不同单位和不同团队开

展 智 能 化 作 战 研 究 时 ，应 辨 清 战 场 态

势、作战情况和战斗场景的特性要求，

着眼研究目标，结合研究重点，找准时

空参考，深入开展针对性研究。

战 场 态 势 是 体 系 对 抗 的 呈 现 ，是

备战打仗研究的关注点。重点是搞透

打 什 么 仗 、在 哪 打 、怎 么 打 等 问 题 。

着 眼 智 能 化 作 战 演 变 趋 势 ，深 刻 透 析

内 在 机 理 ，敏 锐 察 觉 趋 势 变 化 ，综 合

考 虑 不 同 战 略 方 向 、未 来 战 场 环 境 、

主 要 作 战 对 手 和 要 素 跨 域 联 动 等 情

况 ，区 分 规 模 等 级 和 对 抗 强 度 ，深 入

分 析 推 演 过 程 ，探 索 形 成 基 于 制 胜 机

理 、符 合 时 代 要 求 和 自 身 特 色 鲜 明 的

基本方略。采用算法推演和系统生成

等 方 法 手 段 ，推 理 演 绎 空 间 领 域 塑 造

效 果 、作 战 要 素 作 用 结 果 、作 战 力 量

毁伤效能和装备体系发展形态等相关

条 件 ，有 效 牵 引 作 战 方 案 完 善 、战 法

深 化 研 究 和 作 战 概 念 开 发 ，不 断 加 速

理 论 研 究 、组 织 形 态 、人 员 队 伍 和 装

备体系转型重塑。

作战情况是行动对抗的表现，是作

战问题研究的发力点。重点是弄清体

系怎么转、情况怎么办、力量怎么用等

问题。紧密跟踪研究新样式新行动新

情况。结合不同作战领域的具体使命

任务，着眼新型作战力量的功效发挥与

常规作战单元模块的功能互补前瞻设

计。综合采用定性定量评估方法，掌握

具体作战能力指标差距和分领域作战

能力水平，有效带动脑机结合指挥、人

机混合编组和智能自主协同研究，深化

细化指挥控制流程、人机协同方式、情

况处置方法和具体战法行动等方面的

程序方法和操作步骤。

战 斗 场 景 是 力 量 对 抗 的 展 现 ，是

末端状态研究的落脚点。重点是描绘

平台什么样、技术怎么用、编组如何动

等问题。及时掌握世界军事强国新技

术、新平台、新概念、新试验前沿动态

和最新进展。重点基于“互联网+”思

维 开 展 算 法 设 计 、算 法 控 制 、算 法 对

抗，区分“人在回路中”“人在回路上”

“人在回路外”智能程度和应用水平，

生成可用语言文字、图形矩阵、虚拟沉

浸 和 模 拟 演 示 等 形 式 展 现 的 不 同 场

景 。 聚 焦 主 要 能 力 短 板 和 矛 盾 问 题 ，

结 合 军 事 科 技 发 展 应 用 ，探 索 形 成 解

决方案和发展路径。创新智能算法运

用 和 数 据 挖 掘 分 析 ，支 撑 要 素 跨 域 铰

链、装备技术研发、无人蜂群对抗和群

组 战 术 行 动 等 ，确 保 场 景 设 计 有 演 绎

推理，能力提升有技术支撑。

把准智能化作战研究着力点
—兼析战场态势、作战情况和战斗场景的异与同

■刘海江

战略决策是一个不断设定问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其中，

设定问题是前提。因此，应运用逻辑

思维、底线思维、发散思维等，全面

充分预判战争对抗中战略形势、战略

对 手 、 战 场 环 境 可 能 出 现 的 矛 盾 问

题，预测各种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

为进行战略决策、设计我方行动、谋

求战略主动提供条件。

运用逻辑思维，推理最大可能情

况 。 战 略 筹 划 决 策 的 起 点 通 常 是 基

于 战 争 对 抗 最 大 可 能 情 况 。 因 此 ，

要 运 用 逻 辑 思 维 ， 结 合 长 期 跟 踪 掌

握 和 最 新 获 取 的 情 报 信 息 ， 通 过 概

念 、 判 断 、 推 理 等 方 式 ， 得 出 对 战

略 形 势 、 战 略 对 手 和 战 略 环 境 最 大

可 能 的 判 断 ， 依 此 进 行 战 略 决 策 。

要 以 掌 握 的 作 战 对 手 政 略 战 略 、 作

战 思 想 、 战 争 或 演 习 实 践 、 战 略 决

策 者 个 性 等 为 基 础 ， 预 判 对 手 最 有

可 能 采 取 行 动 的 影 响 ； 结 合 世 界 主

要 国 家 、 国 际 组 织 等 一 贯 以 来 的 立

场 态 度 ， 分 析 其 在 战 争 中 的 最 大 可

能 反 应 、 方 式 和 影 响 ； 结 合 长 期 以

来 对 预 定 作 战 区 域 地 形 、 天 候 气

象 、 海 空 域 、 民 社 情 等 的 跟 踪 研

究 ， 推 理 战 场 环 境 的 最 大 可 能 情 况

及 对 作 战 行 动 影 响 。 依 此 ， 筹 划 决

策形成战略对抗的“基本案”。

运用底线思维，预测最坏极端情

况 。 凡 事 预 则 立 ， 不 预 则 废 。 进 行

战 略 决 策 ， 还 应 坚 持 底 线 思 维 ， 增

强 忧 患 意 识 ， 充 分 预 想 战 略 形 势 、

战 略 对 手 、 战 场 环 境 可 能 出 现 的 极

端 情 况 ， 以 此 进 行 针 对 性 谋 划 应

对 。 设 想 敌 方 使 用 极 端 手 段 或 极 端

作 战 方 式 、 己 方 要 害 目 标 遭 受 突 袭

导 致 重 大 损 失 、 作 战 力 量 体 系 遭 毁

瘫 、 军 事 行 动 失 调 或 受 挫 等 极 端 不

利 情 况 ； 设 想 冰 冻 、 地 震 、 海 啸 等

重 大 自 然 灾 害 导 致 的 战 场 环 境 极 端

恶 劣 情 况 。 通 过 对 最 坏 极 端 情 况 及

对 战 争 行 动 的 影 响 分 析 预 测 ， 提 出

趋 利 避 害 的 措 施 办 法 ， 筹 划 决 策 形

成战略对抗的“最难案”。

运用发散思维，设想最小可能情

况 。 瞬 息 万 变 的 信 息 化 战 场 “ 小 概

率”事件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甚至

成为影响战场走势的“拐点”、决定成

败的“变量”。因此，进行战略决策，

应注重运用发散思维，大胆设想、充

分想象，尽量全面预测战略形势、战

略对手、战场环境等最小可能情况甚

至最不可能出现的情况，从而防微杜

渐，制订相应策略，力争减少战争对

抗中“小概率”事件引发战争结果巨

变的“蝴蝶效应”。要设想对手可能打

破常规、险中出招，使用意想不到的

方式、打击己方未重点关注的地域、

运用禁止使用的武器装备等猝不及防

情况；设想人为因素或事故意外引发

战场环境突变情况。在预判预想诸多

最小可能情况基础上，形成战略对抗

的多种“备选案”。

预判思维的“三要素”
■刘媛媛

作战中，寻找对方“阿喀琉斯之踵”，

是快速制胜之道，更是谋略运用与指挥艺

术的深刻体现。尤其是信息化战争中，作

战力量基于信息系统形成完备的体系，强

点难打，弱点难寻，更需要指挥员缜密推

敲、慎重筛选、精准实施，方能“四两拨千

斤”，在作战中收奇效、得胜利。

从作战体系的连接点中寻。信息

时代，在网络信息系统的支撑下，诸军

兵种作战单元资源共享、跨域协同、一

体聚合，实现了整体作战。然而，基于

信息系统的作战体系并非“无隙可寻”，

看似紧密的连接处隐藏着出乎意料的

短板弱项，信息交互链路等各域连接点

接合处就是瓦解作战体系的“要穴”，一

旦连接不同域不同军种作战力量的信

息传输链路被切断，将直接威胁到作战

体系的聚合途径，使其陷入“各自为战”

的境地，整体作战能力就无从谈起。伊

拉克战争中，美机步第 3 师 2 旅指挥所

“信息支援中心”被伊军炮火击中后，致

使这支部队出现“黑暗的 24 小时”，处

于通联断绝的瘫痪状态，直至系统修

复，才重新组织战斗。因此，未来作战，

可从对手作战体系的连接点中入手寻

找打击目标，通过打击连接各领域各军

兵种的信息传输交互、信息共享的平台

系统，割断其联通的桥梁纽带，可达成

“毁点断链瘫局”，致对手整体作战功能

崩塌，进而实现作战目的。

从作战体系的支撑点中寻。作战体

系中各要素各节点互相联系唇齿相依，

其中有些关键节点起着生成与发挥整体

作战效能的支撑作用。作战中，摧毁消

灭这个关键节点将带来“唇亡齿寒”的连

锁反应，限制其整体作战能力的生成与

运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综合

分析德国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间的关

系，发现滚珠轴承工业这个看起来不起

眼的工业部门正是使战争机器正常运转

的“润滑剂”。随即，盟军对施魏因富特

的轴承生产中心进行了轰炸，使得德国

其他兵工厂因缺少滚珠轴承无法制造新

的飞机、坦克、大炮，导致前线德军因缺

少补给而在战场上陷入被动。因此，未

来作战，应系统分析、综合考量对手战争

体系各部门各要素之间的互相联系相互

制约关系，找到对手“牵一发而动全身”

“秤砣虽小却压千斤”的关键节点，如指

挥控制系统、侦察预警系统、后勤保障系

统、交通运输系统、战争潜力目标等，对

其实施致命一击，往往能达成“釜底抽

薪”作用，加快作战进程，达成作战目的。

从作战体系的薄弱点中寻。无论

多强大的对手，由于主客观等方面原

因，部署行动上都无法做到面面俱到，

即使是作战能力极大提升的信息化武

器装备系统，也不可能做到所有要素和

环节都“坚不可摧”，必然有薄弱部位可

资利用。对这些薄弱部位的攻击往往

能达成小战即胜的效果。1947年春，解

放战争中，毛泽东指挥刘邓大军从国民

党“状如哑铃”的作战体系中发现其战

略软肋，千里跃进大别山，将战略进攻

的方向选择在敌两个重兵集团之间，一

举扭转战局，迫敌转入战略防御。1982

年贝卡谷地空战中，以色列首先打击叙

利亚先进防空系统中的雷达系统，取得

较好效果，大大加快了作战进程。因

此，未来作战中，应善于辩证分析对手

作战体系、武器装备的整体构成与运行

机理，寻找其防护防卫较弱、又关联核

心能力的体系“软肋”，以此设计作战行

动序列，先打敌短板弱项，达到使对手

由强变弱、成为好打之敌的效果。

从作战体系的疏漏点中寻。对手

的“百密一疏”之处往往就是改变战局

的良机。1973年埃以“十月战争”中，美

国卫星侦察监视发现了埃军二、三军团

的接合部德维斯瓦一带约 40 公里的间

隙几乎没有配置兵力，告知以军后，以

军便迅速从这一防御“空白”处突入埃

军后方，包围了苏伊士城，扭转了战场

的被动局面。信息时代，武器装备的性

能得到极大提高和完善，但无论多先进

的武器装备，都不可能“天衣无缝”，都

有使用规则与限制条件，这为作战提供

了可乘之机。2019年，也门胡塞武装袭

击沙特边境城市奈季兰机场的作战中，

胡塞武装抓住沙特“爱国者”反导系统

在作战规则设计上过滤了“低慢小”目

标这一漏洞，使用 QaseF－2 无人机突

防，轻易摧毁了沙特武装的 3 架武装直

升机。因此，未来作战，应充分研判对

手作战体系整体架构、武器装备系统性

能指标，从分析对手战役战术布势的疏

漏之处、武器装备的规则限制与漏洞

中，寻找相应制敌之策，达成一击即中、

出奇制胜的作战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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