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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战争无人化已不是科幻，无人化作

战时代已经到来。各型无人化平台相

继走出实验室，脱下科幻外衣，快速进

入军事领域，并在近期武装冲突与局部

战争中大显身手。无人化作战力量已

经成为世界强国军队建设的重要支点，

成为撬动战争形态演变的重要力量。

完善无人化作战力量发展战略。无

人化作战力量建设向哪里走、走到什么

地步、达到什么标准，必须有明确清晰的

指向规划。要有总体目标，为无人化作

战力量建设发展指方向、绘蓝图，这需要

长远发力、久久为功；要有具体目标，清

晰近期干什么、中长期干什么。只有这

样，无人化作战力量方能从愿景变为现

实，驰骋未来战场。要明确建设重点，把

无人化装备、无人化部（分）队组织形态、

无人化作战理论作为建设发展的重点，

通过点上的突破，立起无人化作战力量

的四梁八柱，引领和推动无人化作战力

量快速发展。要明晰发展步骤路径，通

过战略步骤规划，使其建设有清晰的时

间节点，同时要规划发展路径，让无人化

作战力量建设发展在多路径中，快捷高

效实现目标。如美国防部第 7 版《无人

系统综合路线图（2017-2042）》，就提出

聚焦无人系统全域作战，并开始探索“幽

灵舰队”概念，意在将小型无人机蜂群、

水面和水下无人艇蜂群集成到一起，提

升跨域协同作战能力。

搞好无人化作战力量装备研发。无

人化平台、无人化系统，是搏击无人化战

争的物质力量，是未来战场构成的基本

要素。与装备无人化大趋势相一致，无

人化装备在战场上日益发挥重要作用，

加速体系化推进无人化装备研发已刻不

容缓。可运用自主深度学习与类脑计算

技术、自主控制与协同控制技术、脑机接

口与控制技术、大数据与云计算技术等，

研发具有自动规避、自主导航、自主飞行

控制、自动敌我识别、智能决策和武器投

放控制等多种功能的体系化无人装备。

如研发机体隐身化、小型化、微型化和高

空、高速、长航时的全谱型、全能型、可靠

高效的无人机，可使未来空中作战在更

大空间、更多方式展开。研发适宜全天

候、全地形野战条件下作战的无人车，可

使未来地面作战在恶劣的地形和天候条

件下能够安全高效地展开。研发具有智

能感知、智能决策、自主作战多功能机器

人，以突破人体极限完成极高、极远、极

微、极深、极难等作战任务。如俄罗斯研

制的“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水下航行器，

水下最大速度 70节，工作深度超过 1000

米，能够进行洲际间水下不间断航行，可

携带核战斗部，成为具有战略打击能力

的无人化装备。

组织无人化作战力量作战实验。无

人化战争呼唤无人化装备、无人化部

队。无人化部队建设可按照“试验-试

点-推开”的链路同步展开、加速推进，催

化无人化战斗力加速生成。一是加速试

验。无人化部队没有现成答案，也无更

多的经验借鉴。可按照试验装备性能、

试验结构编成、试验运行模式等，将适应

未来战争需要的无人化部队模型打磨出

来。二是加速试点。无人化试验取得基

本成功后，应迅即展开无人分队、无人部

队试点建设。试点可“多点”同步展开无

人机、无人车、无人艇、机器人等混编的

无人化部队试点建设，在最短时间内取

得最大的建设效益。三是加速推开。无

人化试点成功后，应加速部队向无人与

有人结合转型发展，有计划有步骤地叠

加推进。近年来，俄罗斯无人化作战力

量发展就非常迅猛，按照规划，到 2025年

智能机器人装备将占俄军整个武器装备

的 30%以上，无人机数将占到空军战斗

机总数的 40%，2050年前，俄军 70%的现

代化作战装备将植入智能机器人技术。

促进无人化作战力量战力生成。着

眼无人化装备发展趋势，前瞻性创新并

组织实施无人化装备、无人化部队演训

活动，搞好无人化作战力量大练兵。无

人化装备研发、无人化部队建设、无人化

训练是军事变革的前沿领域，技术如何

突破、战斗模块怎样编成、作战如何制胜

等，亟须加速无人化理论创新发展。采

取理技融合的创新方式，推动无人化建

设训练作战理论创新发展。要走实无人

化装备训练路径，通过无人化装备技术

训练、无人化部队战术训练、无人化部队

演习，演练和研讨未来无人战场制胜特

点规律。要以超前的战略视野推进无人

化作战指技培养，前瞻储备与培养无人

化作战领域人才。如在纳卡冲突中，阿

塞拜疆组织无人机引导己方火力打击或

直接打击敌方重要目标，作战效果明

显。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战场上将

会活跃着数不清的无人化力量，形成真

正意义上的“无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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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域 作 战 ”概 念 最 早 由 美 军 提

出。随后，英国、法国以及其他北约成

员国均以不同形式开发“多域作战”概

念。以色列率先将“多域作战”概念运

用于实战。俄军从对手视角创新提出

了自己的“多域作战”理论。当前，“多

域作战”概念已经成为引发外军新一轮

作战方式变革转型的重要概念。

“多域作战”概念是基于
信息时代作战方式变革，由美
陆军率先提出、其他军种协力
推进的新型作战概念

美 军 认 为 ，通 过 所 有 战 争 领 域

（陆、海、空、太空、网络空间）快速且持

续 的 整 合 ，在 特 定 时 间 窗 口 形 成 多 重

优 势 ，迫 使 敌 人 陷 入 困 境 是“ 多 域 作

战”概念的制胜机理。美 陆 军 提 出 以

“ 全 球 一 体 化 作 战 ”思 想 和“ 跨 域 协

同 ”理 念 为 指 导 ，力 求 通 过“ 多 域 作

战 ”方 式 形 成 未 来 战 争 非 对 称 优 势 。

多 域 特 遣 部 队（旅 级）将 是 美 陆 军 实

施 多 域 作 战 的 核 心 作 战 力 量 ，集 炮

兵 、陆 基 战 术 导 弹 、陆 航 、网 络 空 间 、

电 磁 频 谱 、太 空 以 及 防 空 力 量 于 一

身 ，通 过 跨 域 混 合 编 组 形 成 多 域 作 战

能 力 。 美 空 军 积 极 响 应“ 多 域 作 战 ”

概 念 ，着 眼 构 建 联 合 作 战 指 挥 与 控 制

体 系 ，提 出 多 域 指 挥 与 控 制 概 念 ，聚

力 开 发 先 进 作 战 管 理 系 统 ，将 多 域 作

战 向 战 术 级 下 沉 ，以 提 高 未 来 作 战 的

敏捷性和跨域协同能力。美国海军吸

纳“多域作战”概念的核心思想，提出

打造“一体化全域海上军事力量”，重

点开发“分布式杀伤”作战概念，提出

加强全域作战设计与演习。

美国国防部和参联会汇集军种“多

域作战”新型作战概念的思想与机理，

提出了“全域作战”顶层概念，旨在瞄准

形成新一轮非 对 称 优 势 ，牵 引 作 战 方

式变革与军事转型。全域作战概念以

联 合 全 域 指 挥 与 控 制 为 核 心 ，旨 在 将

传统作战域与太空、网络空间、电磁频

谱 、防 空 反 导 和 认 知 领 域 等 能 力 整 合

在 一 起 ，与 全 球 性 竞 争 对 手 在 全 频 谱

的 环 境 中 竞 争 。 据 悉 ，该 概 念 目 前 尚

处于萌芽期，正在进行理论深化、试验

验证、演习评估和条令转化，并通过多

条 工 作 线 ，不 断 丰 富 其 概 念 内 核 。 其

中 美 军 参 联 会 领 导 概 念 向 政 策 、条 令

和 需 求 转 化 ；空 军 通 过 开 发 先 进 作 战

管理系统、陆军通过实施“融合项目”、

海军通过启动“超越项目”共同推动该

概念走向成熟。美战区通过兵棋推演、

项目演示和联合演习等形式支持多域

作战概念和多域作战模式开发。

英国等北约国家基于借
鉴和融入视角，积极参与美军
“多域作战”概念的开发与试
验，并结合实际修订作战概念

英国国防部提出了“多域融合”概

念，与美军“多域作战”概念机理相一

致，着重于整合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的

作战，为 2030 年及以后发展一支联合

部队、保持竞争优势做准备。英国国防

部指出，“通过信息系统整合不同领域

和不同层级的能力，创造和利用协同效

应，以获得相对优势，是多域融合概念

的制胜机理。”该概念强调夺取信息优

势、塑造战略态势、构设多域作战环境、

创造和利用协同效应。该概念提出 4

个具体问题：如何通过“多域融合”为

2030 年 及 以 后 提 供 超 越 对 手 的 优 势 ；

如何实现国防部与盟友、政府和民事部

门合作的跨域融合；如何解决“多域融

合”概念涉及的政策问题；如何促进国

防概念、能力和战争发展方面的研究。

以此为抓手，英军开启了多方面、分步

骤、体系化的军事转型。

其他北约国家也正在不同程度联

合开发和创新运用“多域作战”概念，并

以联合演习、盟国协作等形式推动“多

域作战”概念转化落地。2019 年美陆军

领导开展的、旨在评估印太司令部多域

特 遣 部 队 作 战 能 力 的“联 合 作 战 评 估

（2019）”演习中，法国、加拿大、澳大利

亚、新西兰等国部队组成多国任务组织

参与其中，评估了 2025-2028 年作战环

境 下 的 多 域 作 战 概 念 、编 组 、能 力 。

2019 年 10 月，北约联合空中力量竞争

中心召开了“塑造北约未来的多域作战

态势”会议，为塑造北约未来多域作战

态势，从军事思想、多域作战力量、多域

作战行动和训练联合部队等方面进行

了探索和研究。2020 年 6 月，北约指挥

控制卓越中心发布了多域作战指挥控

制演示平台白皮书，旨在通过弥合技术

和作战人员、战术和战役层面、学术界

和军方之间的指挥控制鸿沟，以分散、

数据驱动的综合环境来应对多个作战

域的威胁与挑战。

俄军基于对手视角，一方
面寻求破解之道，另一方面基
于“跨域作战”制胜机理，结合
自身特点创新作战理论

美军提出“多域作战”概念后，俄军

基于自身安全利益考量，积极寻求破解

之道。2020 年 12 月，俄罗斯《空天力量

理论与实践》杂志刊发《论证运用航空

力量打破敌方多域作战中大规模联合

空袭》的文章，认为大规模联合空袭是

北约国家实施多域作战的初始阶段，将

对俄罗斯最为重要的关键设施实施大

规模协同作战，为北约联合武装力量后

续决定性行动创造条件。俄军必须综

合运用战区部队的航空力量组成的侦

察 打 击 系 统 ，给 敌 造 成 无 法 承 受 的 损

失，打破其大规模联合空袭，迫使北约

多域作战初始阶段目标无法实现，致使

北约政治军事领导层放弃继续实施多

域作战的企图。

另 一 方 面 ，俄 军 针 对“ 跨 域 作 战 ”

这种新型作战方式，提出了“军队统一

信息空间”理论，其核心思想是：利用

现代信息技术建立网络化的指挥控制

系统，以实现全军指挥、通信、侦察、火

力、保障等要素的深度融合，进而提升

战 场 态 势 感 知 能 力 与 作 战 指 挥 效 率 。

围 绕 实 现 跨 域 作 战 能 力 ，俄 军 持 续 推

进 理 论 开 发 ：一 是 依 托 军 队 统 一 信 息

空间，建立网络中心指挥模式；二是将

人 工 智 能 引 入 指 挥 控 制 系 统 ，实 现 物

理域与认知域的统一；三是发展网络、

太 空 和 水 下 作 战 力 量 ，争 取 新 兴 作 战

领 域 优 势 ；四 是 建 立 统 一 的 军 事 标 准

体 系 ，提 升 兵 力 兵 器 互 操 作 能 力 。 俄

军 没 有 全 盘 吸 收 西 方“ 多 域 作 战 ”概

念，也没有全盘否定西方“多域作战”

有 益 成 分 ，而 是 结 合 自 身 将“ 多 域 作

战”的一些先进作战思想吸收，充实自

身特色的作战理论。

以色列基于作战需求视
角，率先运用“多域作战”概念
于加沙战场，将多域作战力量
“幽灵”部队作为主要作战力量

以 军 认 为 ，多 域 联 合 作 战 是 未 来

战 争 发 展 的 必 然 趋 势 ，对 于 以 地 面 作

战为主的以色列而言，通过整合陆上、

空中、网络空间、电磁频谱和海上精锐

力 量 ，迅 速 识 别 、追 踪 和 摧 毁 敌 方 目

标 ，能 够 进 一 步 提 高 以 军 的 杀 伤 力 。

这一理念与美陆军提出的“多域作战”

概 念 一 脉 相 承 。 在 这 一 理 念 的 指 导

下，以军组建了“幽灵”部队，并率先在

加沙战场上进行了实战检验。在 2021

年 5 月的巴以冲突中，以色列在对哈马

斯的代号为“城墙卫士”行动中首次运

用“幽灵”战斗营实施了多域作战，被

称为世界上第一场“人工智能战争”。

以军在这场战争中主要依靠机器学习

和 数 据 收 集 ，人 工 智 能 首 次 成 为 作 战

的关键组成部分和力量倍增器。在对

哈 马 斯 地 道 网 的 清 除 行 动 中 ，以 军 通

过大数据融合技术进行预先识别和瞄

准，而后出动战机 160 架次进行精确打

击，极大破坏了哈马斯的地道网，实现

以 空 制 地 ；在 对 哈 马 斯 火 箭 发 射 装 置

的打击中，以军战斗机飞行员、地面情

报部队和海军部队之间使用指挥和控

制 系 统 ，快 速 发 现 目 标 并 进 行 即 时 精

确打击，迅速塑造有利战局。

根据以军的说法，“幽灵”部队在作

战编成、武器配置和作战方式等方面与

传统部队迥然不同。该部队编制暂属

以色列第 98 伞兵师，包括旅侦察营、伞

兵旅的地面部队，装甲旅、工程兵、特种

部队，F-16 中队和阿帕奇直升机，以及

“苍鹭”无人机等多域作战力量，通过使

用多域传感器和精确打击武器，实现跨

域机动与打击，“在极短时间内改变战

场局势”。该营成立于 2019 年 7 月，虽

然是一支地面部队，但它集成了空中打

击、网络侦防、精确火力、电子对抗、情

报互联以及海上突击等多域作战力量，

是具备师旅级作战能力的营级作战单

元。该部队组建以后，不断通过演习提

升多域融合和跨域打击能力，并在新开

发的人工智能技术平台的支撑下迅速

发挥两大功能：一是在战场上作为精兵

利器，以非对称方式作战；二是作为试

验 部 队 ，不 断 创 新 和 发 展 新 型 作 战 概

念、作战理论和技术装备，随时将成功

经验推广到其他部队。

“多域作战”的外军视角
■褚 睿 刘玮琦

当 前 ，人 工 智 能 技 术 对 社 会 生 产

生 活 影 响 逐 步 加 深 ，同 时 加 速 向 军 事

领域渗透。这场因人工智能技术而引

发 的 战 争 形 态 、作 战 样 式 等 深 刻 变 革

必将触发作战保障体系建设的革命性

变 化 ，作 战 保 障 将 呈 现 出 异 于 传 统 保

障 的 时 代 特 征 ，以 崭 新 模 式 实 现 战 场

态势智能感知、指挥决策智能辅助、作

战行动智能保障。

无人自主式保障

无 人 化 作 战 将 是 智 能 化 战 争 的

典 型 作 战 样 式 ，需 要 依 靠 各 种 智 能 化

无 人 装 备 自 主 保 障 。 无 人 自 主 式 保

障，就是依托地面、空中、水域等无人

平 台 ，搭 载 智 能 化 、多 能 化 的 任 务 载

荷 ，使 其 在 复 杂 恶 劣 和 高 危 战 场 环 境

下 替 代 有 人 操 作 ，遂 行 各 种 危 险 性 高

的 作 战 保 障 任 务 。 如 敌 后 特 种 侦 察 、

战 场 通 信 中 继 、集 群 精 确 破 障 、空 中

区 域 勘 测 、海 防 定 点 巡 逻 等 特 定 场 景

下 的 任 务 匹 配 。 构 建 无 人 自 主 作 战

保 障 装 备 体 系 ，形 成 无 人 自 主 保 障 能

力 ，逐 步 突 破 技 术 限 制 ，使 无 人 作 战

保 障 系 统 具 备 对 抗 条 件 下 行 为 识 别 、

自 主 学 习 进 化 和 知 识 迁 移 能 力 ，能 够

依 据 简 单 指 令 实 现 复 杂 非 合 作 环 境

下 的 自 主 作 业 ，形 成 一 键 式 的 自 主 保

障作业能力。

人机混合式保障

智能化战争不是作战效能的逐步

释放和作战效果的线性叠加，而是非线

性、涌现性、自适应性、自组织性等多种

系 统 效 应 的 聚 合 。 智 能 化 作 战 中 ，感

知、机动、打击能力空前提高，信息获

取、传输、处理速度明显加快，预警、指

控、打击、综合保障等有机铰链，战场态

势瞬息万变，作战对抗异常激烈，多种

信息交汇融合形成海量数据，有人/无

人协同作战保障将会始终伴随战争的

演进。神经网络计算机、光计算机、生

物计算机等新概念计算机的出现和运

用，语音识别和文字、图形识别等人工

智能技术支持，使得指挥信息系统人机

接口高度智能化，指挥艺术和军事谋略

深度融入人机交互系统、专家知识库系

统和武器智能制导系统，多学科知识库

所支持的专家系统使人机交换界面更

为方便、灵活和有效，人机交互有利于

快速、准确地分析和预判战局发展。

动态聚合式保障

作战保障力量灵活机动、智能调控

的全域分散部署，即动态聚合式保障。

这要求打破传统隶属关系，将各种作战

保障力量，以及生产、制造、维修、保障等

能力分层整合，构建局域的动态资源云

池，并根据作战保障任务及对抗动态过

程变化，对资源云进行访问。基于智能

的作战保障指挥控制系统平台，聚合作

战保障力量，实现对广域分散的各类作

战保障力量和保障资源进行统一协调控

制，实行自主共享、能用尽用、就近就便，

克服系统分隔、条块分割、地域限制等弊

端，实现力量集中管、统一用，发挥综合

保障效能，提供动态智能弹性网络、综合

可视态势信息、前后联动保障体系，实现

作战保障力量动态聚合灵活运用。

隐形预置式保障

智能化战争将突破陆、海、空、天、

网、电等作战域，逐步向赛博空间、深

海、太空、智能等领域发展，智能化作战

保障必须紧贴作战需求，适应快节奏、

高频率、多变化的保障要求，立足未来

超前配置，提供隐形预置式保障。依据

国家战略方针政策，提前预测需求、科

学分类定量，平时预置与临战预置相结

合，在物理空间、虚拟空间及认知空间，

以智能平台、新概念武器和新型弹药为

重点，提前预储预置、临时启动使用，即

平时休眠式存在、战时唤醒式保障，确

保体系完整、反应灵敏、迅捷高效、处置

有力。同时，利用智能监控平台监测预

储预置资源状态，确保资源装备的完整

性、可用性。

直达快递式保障

智能化战争更加强调在精准的时

间，将精准数量的装备物资，精准送达

保障对象，这就需要直达快递式保障。

依托强大、稳定、功能齐全的作战保障

指挥网络，运用先进的运输投送平台,

智能响应保障态势，快速匹配保障需求

与保障资源配置情况，动态优化保障流

程为“从补给点到部队就近筹措补给”，

智能规划保障路径，缩减逐级供应、远

距离运输等环节，实现无死角、无遗漏、

无缝隙的跨层次投送保障。投送过程

中，通过卫星导航定位系统、智能监控

平台，实时掌握物资投送动态，并根据

部队的需求变化，随时向运输平台发出

调整指令，自主抉择、规避风险，直接将

物资投送给作战部队。

远程支援式保障

未来智能化作战是立体、全维、多

域 作 战 ，战 争 空 间 将 从 传 统 的 空 间 领

域，向极地、深海、太空等极限拓展，特

别是向认知域、信息域渗透并贯穿其他

领域，远程支援式保障将成为未来作战

保障不可缺少的选项。智慧兵器依托

于人工智能、信息网络等高新技术，保

障的重点将向智力、知识、信息、网络、

软件等方面倾斜，软件设计、网络控制、

信息资源、装备维修等技术保障力量空

前增加。战时，远程支援式技术保障不

仅要突出技术预储预置，还要依托感知

与反应技术，将整个战场空间的感知系

统、控制系统、计算机和用户终端联为

一体，构成互联互通、一体化的技术保

障 网 络 ，实 时 获 取 智 慧 兵 器 的 运 行 状

态，及时发现其技术故障和保障需求，

实时更新保障方案，向保障单位分发技

术保障需求，后方技术保障力量通过网

络对前端智慧兵器进行“会诊”，实施远

程功能恢复及技术信息支援。

前瞻作战保障模式创新发展
■梁海民

“兵以诈立，多谋者胜”。诡诈制敌，

是指战役谋划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通过隐蔽己方真实意图，欺骗、引诱敌

人，造成敌方认识混乱、判断错误和决策

失误，创造出利于己而不利于敌的形势，

进而达成小战或巧战而屈人之兵。

深度伪装“隐”。克劳塞维茨说，诡

诈是以隐蔽自己的企图作为前提的。

指挥员实施诡诈之术，首先要做到的就

是让自己“无形”，令对手“看不清”“识

不破”，达成“形人而我无形”的目标。

而这其中的关键就是要整体设计、全局

协调，巧妙地将“显形”和“隐形”相结

合，实现以深度伪装隐真示假。据外媒

称，在介入叙利亚的行动中，俄军战机

通过尾随大型民用飞机组成密集编队，

伪装成民用目标，成功地规避他国雷达

探测，悄无声息地抵达叙利亚。随着信

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战争中伪装发生了

质的变化，传统单一的电磁干扰、兵力

佯动、虚假目标等都极易被识破，在物

理伪装的基础上，更多的是电子、光学、

虚拟现实、网络等技术伪装，唯有充分

运用并不断拓展“深度伪装”技术，实现

在海量级的迭代变化中隐匿真意，方可

使敌始终处于混沌与迷雾之中。

顺应敌意“诱”。无论诡诈方式是

示假、佯动或欺骗，其目的都是迷惑对

方，引导其作出错误的判断。然而，敌

指挥员是具有洞察、逻辑和经验的个

体，采取一厢情愿、机械生硬、强加于人

的方法，很容易被识破。只有准确瞄准

对方的企图和心理预期，“投其所好”，

给对方造成一种逻辑上的合理性，使其

对自己的错误判断感到顺理成章，相信

我方的“假招数”，进而顺着意图去构

想，才能达成诱敌上钩的目的。正如

《兵经百篇》中提到：“敌欲进，羸柔示弱

以致之进；敌欲退，解散开生以纵之退；

敌倚强，远锋固守以观其骄；敌仗威，虚

恭图实以俟其惰。”未来作战，进程极大

缩短，节奏明显加快，环境高度紧张，指

挥决策愈发强调时效性，极易引发指挥

员“急于求成”的心理状态，如能精准料

敌，显形布势，实施诡诈，就可实现“牵

着敌人的鼻子走”，夺得战场主动权。

反向示意“骗”。《孙子兵法》中讲到，

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

之，亲而离之，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此

兵法之胜，不可先传也。对立的两极，反

差最为明显，如：虚实、强弱、动静、进退、

攻守、远近、智愚等，而人的思维方式习

惯于对两极对立的问题“较为轻率地”

作直线式思考。因此，在用诈示形时，

应充分利用反向效应，将与自身真实意

图相反的信息在敌意向的关键点上示

之以形，达成隐形、欺骗之效，造成敌方

指挥员误判，实现致人而不致于人。未

来作战，空间更加一体、战场更加透明、

力量更加多元、手段更加灵活，传统单

一的急缓、强弱、远近等反示方法极易

被敌所识破，更加强调依靠多法并举、

体系联动、整体配合来增强复杂度、隐

匿度，实现己方出其不意的作战意图。

善“诈”者胜
■姚小锴 王凤春

挑灯看剑

群 策 集

阅
读
提
示

每一个作战域的开辟，必将引发新一轮作战方式的变
革。在以智能、泛在、融合为特点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革命的加速推动下，太空、网络空间、电磁频谱、认知空间等
新兴作战域对未来作战影响日益增大，通过与传统陆、海、
空作战域跨域协同实现优势互补、体系增效的“多域作战”
概念应运而生，正成为适应战争形态演进的新型作战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