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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群 策 集

挑灯看剑

谈兵论道

战斗力的生成释放，是多种因素综

合作用的结果，反映军事理论、军事科

技 、军 事 人 才 、军 事 管 理 等 的 建 设 水

准。进入信息时代，作战理论、作战样

式深刻改变，战斗力生成释放的内部条

件和外部环境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打

赢未来战争必须要紧盯科技之变、战争

之变、对手之变，探究信息时代战斗力

生成释放特点规律，寻求战斗力生成释

放科学路径。

坚持理技结合，让作
战能力稳步提升

信息时代思想风雷激荡、知识海洋

浩瀚无边，新理论不断涌现，军事技术持

续创新。而在理论与技术之间，技术以理

论为基础，理论靠技术去实践，两者日益

表现出相互促进的关系。众所周知，每一

次重大科技进步都会引发战争形态和作

战方式的深刻变革。但技术一旦脱离理

论指导，亦将走向“死胡同”。如同坦克这

一曾经的新型武器，德军因为有了“闪击

战”理论支撑而使得其大放异彩，而率先

将其用于实战的英军因为没有先进作战

理论指导却乏善可陈。

作为军事理论的核心，作战理论无

疑也是一种战斗力。作战理论要发挥

好对军事技术的牵引作用，就必须把准

时代脉搏，始终挺立潮头，为战斗力生

成释放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指导。当前

首要的是正视作战理论与实践的反差，

破除长期机械化、半机械化条件下作战

理论造成的惯性思维，深刻感悟信息化

战争制胜机理的发展变化，不断深化新

型作战样式和战法研究，在创新作战概

念、作战理论的同时密切关注其与军事

技术的契合点，强化作战理论的基础作

用，发挥作战理论对战斗力生成释放的

前瞻引领作用。

要有机融合两者优势，既不能过分

夸大理论的作用，也不能武断认为技术决

定一切。科学的态度是要在理论和技术

之间求得一种平衡，围绕指挥体制、武器

装备、作战人才等搭建起贴近战争实际、

适应作战样式的作战体系，实现两者螺旋

式互促式发展，推进作战能力稳步提升。

坚持人装结合，让作
战能量充分激发

能否抢占未来战争制高点，“人”是

其中的关键因素，而“人”作用发挥的大

小，某种程度又取决于能否做好“人装

合一”。海湾战争中，伊拉克军队迅速

落败，虽然有其作战理念、作战方法滞

后于时代的因素，但伊军人员整体素质

偏弱、训练不足，不能发挥武器装备最

大效能的因素同样不容否认。

纵观世界军事发展进程，人装结合

历来是克敌制胜的基础性要素，要适应

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发展，就必须培养

一支能够熟练驾驭技术和装备的军事

人才队伍。信息时代科技飞速发展，知

识更新越来越快，战斗力生成释放越趋

复杂，相应地军事人才的培塑往往要经

过一个较长的周期。“一万小时定律”，

说的是一万小时的锤炼是一个人从普

通走向优秀的必要条件。军事人才尤

其 是 军 官 培 养 ，则 更 是 艰 巨 的 战 争 准

备。可以说，各类军事人才只有经过严

格的专业训练、艰辛的实践历练，才能

具备过硬综合能力，才能应对未来战争

严峻挑战。

信 息 技 术 发 展 越 成 熟 、运 用 越 广

泛，武器装备科技含量越高，对作战人

员的标准要求就越严。既要有忠诚的

政治品格、强烈的联合意识、顽强的战

斗精神，还要具备建立在熟练驾驭现代

武器装备基础上的良好信息素养、过硬

作战素养。唯有如此，才能实现作战资

源、力量的全面整合，才能为战斗力的

生成释放提供可靠支持。唯有把握信

息时代战斗力生成释放要素多样、过程

复杂的特性，进一步突出军事人才的专

业化训练，全力加强岗位实践历练，培

养和提升其综合素养、尚武精神，方能

不断适应未来战争对人才的要求。

坚持平战结合，让作
战训练有机耦合

未来仗怎么打，今天兵就怎么练，

只有坚持把战与训当成一个有机整体

统 筹 把 握 ，作 战 能 力 建 设 才 能 稳 步 推

进 。 坚 持 平 战 结 合 ，构 建 新 时 代 战 训

耦 合 新 格 局 ，涉 及 多 方 因 素 ，首 要 的

是完成理念的转换。要清醒认识平战

结 合 、战 训 耦 合 促 进 战 训 深 度 铰 链 、

高 度 关 联 的 重 要 意 义 ，坚 持 用 战 的 观

念 谋 划 训 练 、以 战 的 模 式 组 织 训 练 、

用 战 的 标 准 检 验 训 练 ，以 此 破 解 军 事

训 练 领 域 的 顽 瘴 痼 疾 ，真 正 实 现 以 战

领 训 、以 训 促 战 。 只 有 坚 持 作 战 和 训

练 一 体 化 ，搭 起“ 战 ”“ 建 ”互 通 的 桥

梁 ，在 高 频 率 敌 情 处 置 、高 强 度 应 对

行 动 、常 态 化 博 弈 较 量 中 ，实 现 训 练

能 力 向 战 场 能 力 转 变 提 升 ，确 保 部 队

始 终 处 于 战 备 状 态 ，才 能 随 时 应 对 突

发情况。

要 全 面 推 进 军 事 训 练 转 型 升 级 ，

紧 密 对 标 对 表 与 作 战 环 境 的 契 合 度 、

对 作 战 需 求 的 支 撑 度 。 坚 持 用 打 仗

牵引、用打仗倒逼、用打仗检验、用打

仗 促 进 ，为 提 高 训 练 质 量 和 效 益 提 供

有 力 保 证 ，在 训 练 实 践 中 有 效 提 升 遂

行 使 命 任 务 的 能 力 。 要 恪 守 科 学 规

律 ，遵 循“ 使 命 任 务 — 作 战 能 力 — 军

事 训 练 ”的 逻 辑 链 路 ，按 照 使 命 任 务

确 定 训 练 课 题 ，按 照 作 战 行 动 确 定 训

练 内 容 ，按 照 作 战 编 组 确 定 训 练 编

组 ，按 照 战 场 环 境 确 定 训 练 环 境 ，按

照 指 挥 方 式 确 定 训 练 模 式 ，按 照 作 战

能 力 确 定 训 练 标 准 ，以 作 战 需 求 牵 引

军 事 训 练 ，最 大 限 度 缩 小 训 练 与 实 战

的差距。

坚持软硬结合，让作
战力量充分融合

工 业 时 代 ，战 斗 力 强 弱 往 往 通 过

机动、火力、防护等参数来反映。从一

定角度看，军队的机动力、火力和防护

力 越 强 ，战 斗 力 水 平 往 往 越 高 。 信 息

时 代 ，基 于 信 息 及 信 息 技 术 衍 生 出 的

信 息 力 ，以 指 数 级 方 式 改 变 着 战 斗 力

的 衡 量 标 准 ，信 息 力 作 为 战 斗 力 倍 增

器 的 功 能 凸 显 。 当 前 ，工 业 时 代 的 相

关 指 标 虽 然 仍 具 有 重 要 意 义 ，但 战 争

资源和战斗力生成释放方式的深刻变

化 ，强 制 性 地 把 信 息 力 推 上 了 信 息 化

战 场 舞 台 中 心 ，使 之 成 为 衡 量 战 斗 力

的 核 心 指 标 。 但 是 ，我 们 绝 不 能 据 此

认为单凭信息力就可以包打天下。信

息 时 代 ，固 然 要 强 调 深 度 开 发 信 息 技

术进一步提升信息力，谋取信息优势、

抢 占 信 息 空 间 ，同 样 应 当 引 起 高 度 关

注的是，传统“看家本领”不仅不能丢

还 应 进 一 步 加 强 ，要 通 过 相 关 技 术 的

创 新 突 破 不 断 增 强 部 队 的 机 动 力 、火

力、防护力等。

坚持软硬结合，实现力量融合、科

学 布 势 是 赢 得 现 代 战 争 的 关 键 环 节 。

信息时代，信息技术催生的网络信息体

系深刻影响着战斗力生成释放样式，信

息技术的广泛介入也使得战场态势日

益透明、物资保障运行有序，“看得清、

联得上、打得准”已经成为获得战场主

动的重要标志。战斗力效能的发挥不

再是各要素单元效能的简单叠加，而是

在信息力的链接下各要素单元相互作

用 、有 机 融 合 、优 势 互 补 上 的 整 体 发

力。可以说，“软硬”力量的结合度决定

了作战指挥系统、情报侦察系统、火力

打 击 系 统 、综 合 保 障 系 统 等 的 融 合 水

平，关乎战斗力生成释放效能和战局根

本走向。

坚持军地结合，让作
战潜力集约释放

透析近年来几场局部战争，不难看

出现代战争不仅呈现高消耗、高技术、

高依赖的鲜明特点，更是战略博弈错综

复杂、多手段混合运用、新质新域综合

斗争的体系对抗，小打大备、小行动大

动员、小战争大保障已得到广泛认同。

对抗看似直接表现于军事上，实则以国

家整体实力为后盾。从这个角度说，只

有以国家整体资源为依托，军民密切协

作，军队才能获得成本最经济、来源最

稳定和最具可持续性的物质力量，才能

最大限度地提升体系作战能力，制胜未

来战场。

实践业已表明，军民协作、军地协

同在武器研制、人才培养、后装保障等

方 面 地 位 显 著 ，在 战 斗 力 生 成 释 放 上

具 有 无 可 替 代 的 重 要 作 用 。 信 息 时

代，军队作战能力的生成释放，涉及的

资 源 几 乎 覆 盖 国 家 各 方 战 略 资 源 ，军

与 民 之 间 、军 事 装 备 与 民 用 产 品 之 间

的 界 限 越 来 越 模 糊 、交 集 越 来 越 多 。

尤其是大数据、纳米技术、无人智能、

激 光 动 能 等 颠 覆 性 技 术 的 发 展 ，更 对

武器装备、作战理念、作战样式等带来

巨 大 冲 击 。 军 民 技 术 上 的 渗 透 性 、产

品上的互通性、需求上的兼容性、标准

上 的 通 用 性 ，使 军 民 两 大 领 域 相 互 依

存 、相 互 促 进 的 关 系 愈 加 明 显 。 从 这

个 角 度 看 ，只 有 以 更 加 宽 广 开 放 的 战

略视野，军地携手，汇集军事专家、系

统工程专家、技术专家、软件专家和作

战人员的智慧，才能把准战争脉搏、占

据作战主动。

●未来战场上的角逐，本质是敌我双方战斗力的生成释放角逐—

探寻战斗力生成释放科学路径
■吴思亮 赵士夯

任何一种先进军事理论，既要顺应世

界大势，又要符合本国国情。因此，它必须

同时符合两种基本属性——世界性和民族

性。这两个基本属性构成一个辩证的矛盾

统一体。如果脱离本国的民族属性，而一味

地追求立于世界潮头，那么再先进的军事理

论也会遭遇水土不服，甚至夭折；相反，如果

对世界发展大势视而不见，军事理论就会落

后于人，陷入被动挨打。

认知作战理论的时代科技性。一支军

队要跟上时代步伐，就要积极适应战争形态

演变。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辩证法告诉我

们，战争形态根本上是由社会生产力决定

的，科学技术又是现代社会生产力的最活跃

因素，并且通常首先运用于战争。这就产生

了一种现象：某一历史时期的作战理论在很

大程度上是由这一时期的科学技术及由此

发明的先进武器装备决定的。例如，第一次

世界大战末期，随着坦克这种“陆战之王”的

出现，再加上新出现的飞机开辟了天空这一

战争的“第三维度”，那种利于防守的战争样

态很快被彻底打破，大范围迂回包抄的歼灭

战成为各方追求的主要作战方式，出现了机

械化作战理论。当前信息化技术和智能化

技术加速发展，战争形态也加速向信息化智

能化战争转型，信息化智能化作战理论成为

军事理论前沿。

看到作战理论的内在趋同性。军事

理论属于一门科学，而科学是客观的、没有

国界的。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军事

理论的发展演化主要是由物质技术基础决

定的，因而同时代作战理论在本质上不应

有太大区别。固然同一历史时期不同军队

可以根据自身的物质技术基础选择不同的

战略战术，但是在现代技术条件下，任何一

个主权国家如果不着眼于运用先进国防科

技构建本国的军事体系和军事理论，那么

它在一旦发生的战争中便会落入强敌的降

维打击之下。以机械化战争形态为例，“装

甲战理论”“大纵深战役理论”“闪电战理

论”以及“空地一体战理论”等，尽管叫法不

一样，但本质内涵都是关于如何最大限度

地发挥以飞机、坦克为主的机械化兵力兵

器的作战效能的军事理论。基于同样的物

质基础和历史时空，这种追求作战效能最

大化的“最优解”一定是趋同的。这就决定

了作战理论的趋同性。同样的道理，也适

用于信息化、无人化、智能化战争形态。

抓好作战理论的辩证融合性。在世

界军事革命中，先进作战理论往往会与某

个国家长久形成的军事传统表现出极不适

应的错位现象。如何实现世界先进作战理

论同本国军事传统的成功嫁接？显然，这

就需要兼顾世界性和民族性，把时代的“科

技之光”与传统的“活的灵魂”相融合。一

方面要紧跟世界新军事革命的步伐，加快

推进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另

一方面要坚持本国军事传统，注重结合国

情军情。这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相辅

相成、互促互进、相得益彰才能立于不败之

地。当然，如何实现世界先进军事理论同

本国军事传统之间的成功嫁接，不只是一

个认识问题、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

问题，需要对世界一切先进军事理论持一

种开放态度，正视它、解剖它、研究它、吸收

它，才能赢得主动。

透视作战理论世界性
■杜燕波

●作战概念是针对某一
特定作战问题进行的理性思考
和前瞻设计。提高作战概念的
可行性、可靠性和先进性，有
力推动战略构想落实落地，才
能赢得未来战场主动权

作战概念是针对某一特定作战问

题进行的理性思考和前瞻设计。作战概

念创新必须跟着问题走、奔着问题去。

哪里存在作战问题，作战概念创新的关

注点就应瞄向哪里；哪里作战问题最紧

迫、最突出、最严重，作战概念创新的

重点就应放在哪里。唯如此才能提高作

战概念的可行性、可靠性和先进性，有

力推动战略构想落实落地。

充分预想敌方威胁。作战概念创新

源于敌方威胁。对敌方威胁预想越充

分、越全面、越深入，提出的作战问题

才能越有分量、越有价值。要认清国际

战略博弈、战略摩擦的长期性、复杂

性、艰巨性，充分预想敌方可能采取的

战略手段；要把握当前战争形态向智能

化加速演进的趋势，充分预想敌方可能

采取的颠覆性作战样式；要把握联合作

战新特点新规律，充分预想可能遇到的

异常艰难困境。

准确提出关键问题。关键问题是主

要矛盾的集中体现，对作战进程和结局具

有决定性意义。抓住了关键问题，就牵住

了作战概念创新的“牛鼻子”，一旦解决

就能产生“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

效果。要立足战略全局综合考量关键问

题，着眼形势发展科学预见关键问题；要

抓住战略枢纽提出战役关键问题，抓住战

役枢纽提出战斗关键问题。辽沈战役前，

毛泽东同志就曾敏锐地发现锦州是战役关

键所在。果然，锦州一解放，长春和沈阳

两问题便“迎刃而解”。

创新谋划制胜策略。从整体看个

体、从功能看结构、从关联看节点、从影

响看价值，深入剖析敌方软肋要害，深度

挖掘自身潜力优势，前瞻构想“理技融

合、战技结合、奇正结合”的最优化制胜

策略集、作战场景图和基本战法库。敏锐

捕捉对手防御漏洞，多路径、多领域、多

区域隐蔽穿透，变战略内线作战为战略外

线作战；精确预判对手进攻顶点，抓住其

漏洞及时打击；紧紧围绕对手体系关键枢

纽，实施多元一体融合攻击。

具象设计行动要点。行动要点是制

胜策略的具象描述，也是将作战概念推

向部队的纽带和抓手。只有善于运用准

确严谨、简明扼要、形象鲜活的语言加

以凝练，才能易于广大官兵理解消化，

才能产生巨大的群众效应。着眼开局、

控局和收局无缝衔接，贯通设计作战阶

段行动要点。着眼主要作战区、协同作

战区等区域相互联动配合，关联设计作

战空间行动要点。着眼物理域、信息

域、认知域等作战域互补增益，融合设

计作战领域和要素行动要点。

精细开发关键能力。作战实践是

一 项 系 统 工 程 。 越 是 大 规 模 、 高 烈

度、技术复杂的作战行动，越是需要

运用工程化思维进行精细化的开发设

计。以实现作战体系“功能涌现”为

目标，以锻造颠覆性、战略性、基础

性作战能力为重心，坚持作战牵引与

技术推动相结合、未来期望与现实条

件相结合、自上而下设计与自下而上

实现相结合、宏观定性描述与具体定

量分析相结合，统筹设计主要作战方

向和次要作战方向能力需求、主导性

作战与支援性作战能力需求、新型领

域作战与传统领域作战能力需求，按

照“重塑能力架构—优化能力量纲—

集成能力条目—细化能力清单”的基

本 思 路 ， 精 细 开 发 模 块 化 、 规 范 化 、

标准化的作战能力组件库，清晰绘制

作战能力谱系图。

配套提供建设举措。坚持“作战需

求牵引规划、规划主导资源配置”的基本

原则，构建“能力—项目”的映射关系和

需求矩阵。可以按照“聚焦体系、统分结

合、协同展开、梯次接续、压茬推进”的

开发理念，一体统筹、同步提出武器装

备、战场设施、教育训练、综合保障等领

域推进路线图、时间表、任务书和项目

库，最大程度提高作战概念科学性、完整

性和先进性，最大限度缩短作战概念转化

周期、成熟周期和迭代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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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战不联”“无联
不胜”的现代战争中，只有
把准步兵融入联合作战的任
务定位，才能校准融入的目
标和方向，把握问题基点，
从而使步兵在联合作战战场
上释放更大潜能

步兵融入联合作战，指在联合作

战体系架构下，以指挥信息系统为平

台，根据联合作战需求和步兵作战任

务，及时对接指挥关系，合理区分作

战行动和保障路径，以实现步兵作战

与联合作战之间的无缝对接。步兵作

为陆军主战兵种，其使命任务通常既

包含作战任务，又包含非战争军事行

动任务；既包含在联合作战背景下遂

行任务，又包含在军种内或单兵种独

立遂行任务。根据联合作战需求及其

兵种固有特质，步兵在联合作战中通

常 可 担 负 歼 敌 、 夺 地 、 破 体 、 控 要 、

牵敌、塑势等作战任务。

近战歼敌有生力量，即歼敌。联

合作战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可采取

火 力 打 、 兵 力 杀 ， 远 程 击 、 近 程 歼 ，

空中炸、地面围等手段，由于步兵持

有轻武器，善于近战歼敌，并且机动

灵活，适应性强，是直达战场、一线

冲锋的优选力量。因此，近战歼灭敌

人有生力量是步兵在联合作战体系内

的首要任务。即在其他军兵种力量的

支援配合下，发挥夜战、近战和灵活

机 动 的 特 长 ， 歼 灭 或 击 杀 据 守 之 敌 ；

歼灭或驱逐入侵进犯之敌；歼灭或围

捕渗透、空 （机） 降之敌等。

夺控指定地区与目标，即夺地。

夺地是达成联合作战目的的关键。从

各军兵种的作战特点可知，步兵是实

现对某一地区或重要目标实施占领控

制的不可替代力量，也是其在联合作

战中的重要任务。一方面，要根据各

个战略方向需要和联合作战目的，适

时创造和抓住有利战机，灵活运用迂

回 、 穿 插 、 分 割 、 袭 击 、 牵 制 、 阻

滞、反击等战法，对预定夺占的重要

地区或目标实施快速、猛烈的兵力攻

击；另一方面，要以兵力、火力、阵

地 和 障 碍 物 相 结 合 ， 采 取 区 域 控 制 、

要 点 坚 守 、 反 空 （机） 降 、 反 突

（冲） 击 等 作 战 样 式 ， 阻 止 敌 人 反 击

和进攻，大量消耗敌作战资源，控守

已夺地区或目标。

破击敌人战斗体系，即破体。未

来 联 合 作 战 ，“ 体 系 破 击 ” 已 成 为 联

合 制 胜 的 基 本 途 径 。 即 在 陆 、 海 、

空、天、电、网、认知等领域找准敌

之要害，发动一系列强有力的联合作

战行动瘫体毁能。当前，在联合作战

体系下，步兵的使命任务正呈现出由

集中兵力打“堂堂之战”向大体系支

撑 下 的 精 兵 作 战 转 变 ，“ 点 穴 ”“ 破

体”成为步兵在联合作战中的任务之

一。其中包括在其他参战军兵种的支

援配合下，搭乘直升机及其他输送工

具，实施机降战斗、特种战斗或穿插

迂回战斗，在关键的时间、地点和重

要方向，以快速精确的机动能力、侦

打 一 体 的 破 袭 能 力 ， 袭 击 重 要 目 标 ，

夺控要点要域，打击关键节点，迅速

达成作战目的等。

防卫重要目标和地区，即控要。

联合作战主要包括联合侦察监视、火

力打击、兵力突击、网电作战、特种

作 战 、 防 卫 作 战 、 反 无 人 作 战 等 行

动。其中，联合防卫作战行动，是运

用 多 种 作 战 力 量 和 手 段 ， 抵 御 敌 袭

击、袭扰、破坏，保卫重要地区、重

要目标安全的行动。而步兵是遂行联

合防卫作战行动任务的重要兵种。任

务包括在联合作战编成内，警戒防卫

重要城市、指挥机构、交通枢纽、保

障基地等战略战役要地和目标，综合

运用多种战术、技术措施，有效打击

恐怖破坏活动，防敌空中打击、地面

特种袭击、水面水下袭扰、网络信息

攻击等，掩护联合作战部署安全，粉

碎敌作战企图，为保障联合作战顺利

实施创造条件。

策应保障主要行动，即牵敌。由

于 联 合 作 战 的 力 量 多 元 、 空 间 多 维 、

行动多样、环境多变，在不同作战方

向、作战阶段 （时节） 和作战领域将

由 不 同 的 军 兵 种 担 任 “ 主 角 ”， 而 且

主次转换频繁。步兵作为联合作战力

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应随时准备当好

“配角”。具体包括当处于次要方向、

位于次要领域、担负次要力量时，需

要以主要作战方向、力量和行动为核

心，组织实施兵力机动、突击、阻击

和反击，牵制敌作战力量和行动，策

应其他主要作战方向的行动，保障后

续力量及其他军兵种展开与打击；当

处于联合作战的后方部署时，组织实

施服务性活动，担负目标警卫、物资

运输、抢救抢修等支前保障任务。

参 与 塑 造 战 场 态 势 ， 即 塑 势 。

综 合 运 用 各 种 力 量 和 灵 活 机 动 的 战

略 战 术 塑 造 有 利 战 场 态 势 ， 是 联 合

作 战 的 首 要 目 标 。 而 步 兵 “ 轻 便 灵

活 、 反 应 快 速 ， 全 域 适 应 、 多 能 高

效 ” 等 鲜 明 特 质 ， 在 塑 造 态 势 方 面

具 有 无 可 替 代 的 优 势 。 因 此 ， 参 与

塑 造 战 场 态 势 是 步 兵 的 重 要 任 务 之

一 。 这 包 括 在 联 合 作 战 体 系 内 ， 以

网 络 化 信 息 系 统 为 纽 带 ， 达 成 作 战

效 能 适 时 精 确 聚 合 ， 遂 行 军 事 威

慑 、 机 动 造 势 、 快 速 布 势 、 封 锁 监

控 、 佯 动 欺 骗 等 任 务 ， 积 极 创 造 和

捕 捉 战 机 ， 为 塑 造 有 利 态 势 、 取 得

联合作战主动权提供行动支撑。

把准步兵融入联合作战的任务定位
■许东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