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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准推进智能化作
战的切入点

智能化作战是人类社会的特定时

代产物，其孕育过程涉及领域广，产生

发展影响因素多，是军事对抗集团的综

合较量。面对蓬勃兴起的智能化作战，

需要借助社会发展的长宽视角，科学把

握智能化作战的本质属性，找准推进智

能化作战的切入点。

基于社会生产辨识发展方向。恩格

斯曾深刻指出，人类以什么样的方式进

行社会生产，就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

战争。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科技革命通

常是产业革命的先导，进而推动经济快

速增长，引发社会重大转型。军事革命

则是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战争需求共

同作用的结果。机械化时代，工业化大

生产的繁荣使得飞机、大炮等机动平台

快速量产，以装甲集群突击为代表的“闪

击战”应运而生。智能化时代，无人平

台、人工智脑等智能科技带动下的产业

革命，必将推动智能化作战向“智能决

策+自组织无人集群”的方向发展。

通过预先实践探索胜战要诀。战

争是人类社会实践的具体体现。红军

时期的“十六字诀”，抗日战争期间的

游击战，抗美援朝中的“零敲牛皮糖”

等都是战争实践的智慧升华。但智能

化作战冲击力大、爆发力强、试错成本

高，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不但需要

紧 跟 深 研 最 新 武 装 冲 突 、军 事 演 习 和

非战行动，更要善用先进技术开展“预

实践”。借助数字孪生、平行推演和自

主 学 习 等 方 式 积 累 数 据 方 案 ，结 合 演

训 实 践 、真 实 案 例 和 危 机 处 理 来 增 加

实践经验，通过“场景模拟—情况试验

— 态 势 检 验 ”的 良 性 循 环 提 前 找 到 胜

战要诀。

紧盯对抗焦点拓展方法路子。战

争是交战双方综合实力的真实较量，鲜

明的对抗性是其本质属性。冷兵器战

争展现的是骑兵分队与步兵阵列的冲

杀，热兵器战争讲究的是火力发射与防

护抗击的比拼，机械化战争强调的是机

动突击与纵深防御的较量，信息化战争

突出的是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的精确作

战。智能化作战则追求“棋高一着”“智

高一筹”，对抗焦点在于智能决策与智

能行动，需要通过演训通链路、强要素，

通过赛事提技能、强专项，通过项目攻

算法、强技术，通过课程培养人、强队

伍，通过对抗促融合、强体系。

抓住智能化制胜机
理的关键点

智能化作战区别于传统作战最大

的变化就在于制胜机理。深化智能化

作战研究实践，需要紧紧抓住“智能”这

一时代特征和关键要素，通过多领域、

多维度、多视角地考量解析，准确把握

智能化作战制胜机理，开启练兵备战的

智能化通道。

审视体系整体涌现的程度。主要

看智能化作战体系是否具有新的或大

于子系统的功能组合而产生的“1+1>

2”效应。传统的歼灭战奉行“有效杀伤

敌有生力量”，通过“打单元”“打要素”

的叠加累积来破坏敌整个系统。特别

是信息化战争以来，作战体系的整体涌

现 程 度 已 成 为 体 系 对 抗 的 核 心 关 键 。

在先进科技作用下，智能化感知与信息

处理、智能化指挥控制与辅助决策、多

功能无人化作战等系统平台大量运用，

虚拟空间与现实维度交叉互动，人工智

能与先进算法相互激发，机器自主与人

机融合互为补充，有效促使作战体系的

整体功能大量涌现。

关注智能要素嵌入的深度。主要看

“智能+”“+智能”对作战体系作用的效

果。信息化战争的指挥控制，突出的是

大量信息的网络快速传输，作战双方拼

的是速度、比的是精度。智能化作战的

指挥控制更加注重系统智能灵敏、人机

高效协同和灵活自主作战。当前，智能

化作战正由单平台遥控作战向多平台集

群自主方向发展，形成“指挥员+作战集

群”的简易指挥链。在先进科技作用下，

指挥控制借助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

能，由“以人的经验为中心”向“以数据和

模型为中心”的智能化决策转变。

比较人机协同覆盖的广度。主要

看有人平台和无人集群等作战力量的

多 域 耦 合 程 度 ，实 施 多 域 行 动 的 覆 盖

面，开展跨域攻防的灵活度。信息化战

争强调同步行动、网聚增效。智能化作

战注重多域高机动分布式打击，突出的

是认知优越、以小博大和精准灵活。在

先进科技作用下，作战武器平台的智能

程度和认知能力大幅提升，低成本无人

集群能够针对瞬息万变的战场态势和

不同作战目标实施自主协同作战，开展

分布式杀伤与饱和式攻击。作战体系

将表现为高度智能化的“机器+人+网

络”，作战行动将以“人脑+智能系统”的

方式协作进行。

衡量心智导控作用的力度。主要

看心智深度导控的手段运用和作用程

度。智能化作战武器的类人化和作战

人员的武器化界线将更加模糊，针对人

员本身的控制将成为焦点。基于对人

脑和意识认知实施控制为目标的“认知

控制战”可能演化为重要作战样式。基

于读脑、控脑技术，运用心智导控手段，

可实时掌握敌方指挥员战略意图、作战

企图、作战方法等，甚至直接作用于敌

方人员大脑，或将己方意识以脑电编码

形式“注入”，干扰或控制其意识、思维

和心理，实现对作战人员的深度控制，

达成扰敌指挥决策、破敌作战力量、乱

敌士气军心的效果。

查测消耗损伤补充的速度。主要

看智能化作战体系实施快速智能保障、

自主补充消耗、确保持续稳定的水平。

在先进科技作用下，作战武器平台智能

程度大幅提升，可通过遥控操作或自主

运作运行的方式，在高温、高压、高辐射

等极限条件下遂行任务。无人集群、智

能班组、AI军师等智能群体使得战场博

弈 从 肉 体 杀 伤 过 渡 到 智 能 化 机 器 搏

斗。基于“互联网+物联网+知联网”一

体的智能化复杂网络自主修复补给、相

互拆解组合，将会降低参战人员的伤亡

概率和保障资源的投入消耗。

扭住战场智能化博
弈的发力点

深入推进智能化作战研究实践，需

要紧跟制胜规律重心的转移，聚焦备战

打仗扎实推进。

增强智能比拼能力。智能化作战对

抗，网络体系是支撑，先进算法是核心，

数据链路是关键，这也是提升智能化作

战水平的着力点。具体包括基于“互联

网+”思维开展算法设计、算法控制、算法

对抗，探索“人脑+智脑”运行模式和程序

方法。推进智能决策系统研发和演训实

践检验，研判交战双方作战体系结构组

成、要素分布和节点链路，系统梳理作战

体系中重点目标和强点弱项，拟制干扰

破坏方式，预设隐蔽防护方法，丰富体系

对抗手段。深研敌方算法漏洞、模型缺

陷和数据误差，利用其“机器依赖”和思

维定势，巧妙设局迫敌就范。

提升多域联动水平。智能化作战

通常涉及物理域、信息域和认知域等多

个领域，多域聚优、广域联动、跨域聚能

是实施智能化作战的关键要求。2021

年，俄军曾通过配发“战场-21”电子战

装备、升级“铠甲-SM”防空系统和演习

检验等方式，给对手无人机布下“死亡

阵”。做好多域联动，具体需要分析交

战双方多领域对抗手段，精准评估多要

素作用效能，突出重点环节配套反制策

略和行动战法。体系部署战略、战役和

战术力量，扩展优化模式成熟、定向承

接、链路简洁的“杀伤链”，创新升级智

能组合、增效匹配、灵活多变的“杀伤

网”。综合运用实体摧毁、节点毁瘫等

手段，形成全方位全时空控制战场、直

接威逼敌重心的主动态势，有效锁定最

终胜局。

升级抗毁韧度标准。智能化作战

的 体 系 对 抗 仍 需 要 物 资 、能 量 和 人 员

作 为 基 本 支 撑 ，借 助 智 能 系 统 终 端 和

方法手段，提升体系抗毁能力、韧性标

准和修复效率尤为必要。需要准确把

握 国 家 安 全 和 军 事 斗 争 形 势 变 化 ，紧

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根

据 不 同 战 场 环 境 特 点 和 对 方 行 动 规

律 ，打 破 传 统 作 战 体 系 中 要 素 运 用 的

固定模式和性质约束，通过技术集成、

异 质 铰 链 和 数 据 转 换 实 现 功 能 再 开

发 、要 素 再 利 用 。 需 要 借 助 系 统 自 组

织 优 化 和 冗 余 节 点 补 充 ，开 展 自 主 修

复、智能保障，抗敌破击瘫痪。尤其需

要 突 出 人 的 综 合 素 质 培 塑 ，砥 砺 意 志

品质，顽强战斗作风，从实战需要出发

从 难 从 严 摔 打 部 队 ，才 能 有 效 生 成 智

能化作战新质能力。

把握智能化作战研究的要津
■刘海江

相传，古波斯的戈蒂亚斯王系了

一个结，名叫“戈蒂恩结”。他声称，谁

能解开此结，便有能力统治整个小亚

细亚。当时许多人跃跃欲试，可谁也

未能解开。后来，亚历山大大帝看到

此结，他略一观察和思索，便拔出佩

剑，将这个结一斩两段。长久困扰人

们的难解之结，就这样被“解”开了。

用剑砍结，易如反掌，可偏偏大家都没

有想到。亚历山大的可贵之处，就在

于他不像常人那样用手“死解”，而是

独辟蹊径、反常思维，跳出人们思考和

解决问题的常规，创造性地去解决矛

盾问题。

反常思维，即不按惯性思维、常规

思路考虑问题，而是通过逆向或灵活

变换角度思考和处理问题的一种思维

方式。因其“反常”，往往可以取得不

同寻常、别开生面的效果，故而在创新

中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纵观历史，

许多新观念的萌生、新技术的发明和

新产品的问世，大都来源于反常思维

的策动。从战争史看，以奇制胜一直

是杰出军事家和优秀指挥员孜孜以求

的目标，也是战场上夺取胜利屡试不

爽的重要原因。

战争是兵力 、武器的拼杀，更是

智慧、计谋的较量。《孙子兵法·虚实

篇》曰：“因形而措胜于众，众不能知；

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

制胜之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

无穷。”第三次土俄战争期间，俄军元

帅库图佐夫见土军按兵不动，便令俄

军 撤 退 ，诱 敌 出 巢 。 土 军 见 俄 军 后

撤，便离开要塞实施追击，俄军以逸

待劳，将土军一举打败。打了胜仗，

本应扩大战果、乘胜追击，可俄军却

炸毁自己的炮台和工事，继续后退。

土军不知是计，又增兵追击俄军，结

果 被 俄 军 包 围 ，惨 败 而 终 。 无 独 有

偶。抗日战争时期，刘伯承熟谙日军

心理，在一次作战中指挥八路军一部

于 山 西 平 定 县 七 亘 村 设 伏 ，重 创 日

军。接着，他一边派出部分兵力佯装

退去，一边又在七亘村设伏，使日军

再次上当，受到重创。战后，国民党

军将领卫立煌对刘伯承敬佩不已，称

赞其“重叠的待伏”是个奇迹，是一次

大胆而巧妙的反常用兵。上述两个

战例，一个是重复撤退诱敌，一个是

重复设伏歼敌，看似都犯了兵家“大

忌”，实则是以反常思维出奇制胜的

高招妙策。这种重复用兵，正是反常

的“战胜不复”，它恰好适应了敌人心

态的变化——第一次用计时，敌不知

此计；第二次重复用计时，敌又料定

必不重复此计。其成功之处就在于

因敌制变、反常制敌，表面上的“复”

恰恰是实质上的“不复”。

未来战争中，人工智能武器 、新

概念武器等高新技术武器将被大量

运用于战场，对军事高科技、高新技

术武器及其战术战法的研发与运用

提 出 了 越 来 越 高 、越 来 越 紧 迫 的 要

求 。 通 常 情 况 下 ，这 些 高 新 技 术 武

器 被 运 用 于 战 场 时 ，往 往 只 能 按 照

其固有逻辑程序和内在技术战术性

能 发 挥 作 用 ，不 会 逾 越 既 设 程 序 指

令和规定技术战术要领进行自主超

限 发 挥 ，“ 严 谨 ”而“ 死 板 ”是 其 最 为

显 著 的 特 点 ，也 是 其 最 为 致 命 的 弱

点。这些武器系统即使被设计得再

机警灵敏、睿智聪慧，也不可能与人

的自主决策智能和灵活运用技能相

提并论。倘若指战员能恰到好处地

进 行 反 常 思 维 ，敢 逆 常 规 、善 出 奇

招 ，就 完 全 可 以 击 其 软 肋 、破 其 要

害 ，取 得 用 常 规 战 法 所 无 法 达 到 的

效果。其实，无论是历史、现在还是

未来，都在昭示这样一个道理：走出

某 些 习 惯 思 维 的 泥 潭 ，常 常 能 找 到

一 块 充 满 生 机 与 活 力 的 芳 草 地 ；打

破 某 些 常 规 思 路 的 束 缚 ，往 往 能 开

辟 一 个 别 有 洞 天 的 新 天 地 —— 经

济 、科 技 、文 化 等 领 域 如 此 ，军 事 科

技和战争领域更是如此。

综上所述，要创新军事科技和战

术战法，需要在思维方式上进行经常

性的自我革命，从积淀着习惯思维的

“板结层”中挣脱出来，从探寻军事实

践的传统缺陷中获得创新发展的灵

感，从突破作战行动的常规套路中生

长以奇制胜的智谋，研究创造出人无

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高、人高我奇、

人奇我绝的高新技术武器及其战术战

法。只有这样，才能在严酷激烈的军

事变革中掌握主动，在风谲云诡的未

来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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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略 管 理 是 最 高 层 次 的 管 理 ，是

着 眼 全 局 的 综 合 性 管 理 ，是 面 向 未 来

的长远性管理。加强战略管理是推进

军 事 管 理 革 命 的 枢 纽 ，是 推 动 军 队 高

质量发展的关键。军队战略管理作用

机 理 是 军 队 战 略 管 理 结 构 中 各 要 素 、

各环节在军事管理的内在工作方式及

相互作用的原理。深入探究新时代军

队 战 略 管 理 作 用 机 理 ，既 是 践 行 战 略

管 理 时 代 主 题 的 重 要 内 容 和 具 体 体

现 ，也 是 聚 焦 战 略 管 理 效 能 的 现 实 需

要和紧迫任务。

以“ 统 ”为 要 ，调 配 战 略 资 源 。 战

略 管 理 处 于 军 事 管 理 的 顶 端 ，需 要 重

点关注顶层目标方向和相应政策制度

是否正确恰当，以及战略任务分解、各

类 资 源 配 置 是 否 与 顶 层 目 标 一 致 匹

配 。 强 化 军 队 战 略 管 理 ，要 统 一 思 想

认 知 ，确 立 与 新 时 代 发 展 相 适 应 的 新

理念，树立战略思维观念，扩宽战略视

野 ，站 在 军 事 斗 争 准 备 和 军 队 建 设 全

局 上 筹 划 战 略 问 题 ，发 挥 战 略 管 理 的

统揽作用；树立整体筹划观念，强化对

军 队 建 设 的 顶 层 设 计 和 统 筹 协 调 ，以

顶层设计统全局，以统筹协调促发展；

创新战略管理理念，运用战略需求、战

略规划、战略执行、战略评估指导战略

管 理 活 动 。 要 统 筹 战 略 资 源 ，搞 好 军

事 、政 治 、后 勤 、装 备 等 各 领 域 以 及 各

军兵种、各战略方向的建设，整体运筹

国 家 战 略 和 军 事 战 略 ，统 一 配 置 国 家

资 源 和 军 队 资 源 ，搞 好 国 防 和 军 队 建

设 总 体 设 计 ，优 化 管 理 机 构 和 管 理 流

程 ，提 高 战 略 管 理 质 量 效 益 。 要 统 合

重大项目，对军事力量体系建设、备战

打仗及国防建设的全过程、全方位、全

要 素 、全 领 域 进 行 全 局 统 筹 、科 学 设

计 ，强 化 军 队 建 设 重 大 资 源 要 素 的 战

略 统 管 ，用 好 增 量 资 源 、整 合 存 量 资

源、盘活闲置资源，从而实现军队建设

发展的集约高效。

以“ 精 ”为 标 ，强 化 战 略 执 行 。 军

队 建 设 发 展 要 做 到 精 准 谋 划 、精 准 规

划 、精 准 部 署 、精 准 落 实 、精 准 检 验 。

构 建 以 精 准 为 导 向 的 战 略 管 理 体 系 ，

不 断 提 高 国 防 和 军 队 发 展 的 精 准 度 。

强化战略执行，贯彻精准原则，要确立

精准导向，以提高管理效率为目标，把

战略需求贯彻到国防和军队建设各方

面 和 全 过 程 ，将 战 略 规 划 与 战 略 执 行

有 效 衔 接 ，运 用 战 略 评 估 对 战 略 规 划

的 科 学 性 、可 行 性 和 战 略 执 行 质 量 效

益 进 行 综 合 性 评 价 ，进 一 步 优 化 战 略

需 求 、调 整 战 略 规 划 和 执 行 。 要 聚 焦

精 确 管 理 ，做 到 权 责 清 晰 、目 标 明 确 、

措 施 具 体 ，强 化 军 委 机 关 和 军 种 机 关

的战略管理职能。要提升精细化管理

水 平 ，推 进 以 效 能 为 核 心 的 战 略 管 理

革命，通过构建战略管理体系、优化战

略管理流程、加强战略管理调控，对战

略 管 理 对 象 实 施 精 确 有 效 的 战 略 管

控，进一步强化战略执行能力。

以“ 融 ”为 重 ，打 通 战 略 壁 垒 。 所

谓“ 融 ”，就 是“ 融 为 一 体 、合 而 为

一 ”。 战 略 管 理 是 完 善 新 一 轮 国 防 和

军 队 改 革 的 重 要 举 措 ，也 是 顺 畅 新 体

制 运 行 的 战 略 枢 纽 ，既 要 加 强 体 系 建

设，综合统筹各项资源，更要融合各方

面 力 量 ，调 和 矛 盾 冲 突 ，权 衡 利 益 分

配。运用战略管理，打通战略壁垒，要

注重军内融合，重点破除协同障碍，完

善 军 队 各 部 门 之 间 、各 单 位 之 间 的 协

调 机 制 ，实 现 军 事 资 源 的 合 理 配 置 和

高 效 利 用 。 要 坚 持 富 国 与 强 军 相 统

一 ，搞 好 军 地 需 求 对 接 、规 划 对 接 、任

务 对 接 ，促 进 社 会 生 产 力 、军 队 战 斗

力 、国 家 竞 争 力 紧 密 耦 合 ，形 成 全 要

素、多领域、高效益的深度融合发展格

局 ，构 建 一 体 化 的 国 家 战 略 体 系 和 能

力。要处理当前建设与长远发展的关

系，把握好未来目标、可用资源与方法

手 段 三 者 之 间 的 平 衡 ，当 前 部 队 与 未

来 部 队 的 平 衡 ，利 用 现 有 装 备 与 发 展

未来装备的平衡。要加快机械化信息

化 智 能 化 融 合 发 展 ，推 进 新 时 代 备 战

打仗，着眼打赢信息化战争、智能化战

争的新要求，洞悉新的战争制胜机理，

对 接 未 来 战 场 需 求 ，推 进 我 军 战 斗 力

建 设 加 快 转 型 、整 体 重 塑 、跨 越 发 展 ，

确保能够在未来的智能化战争中得心

应手、攻防自如。

以“ 量 ”为 法 ，创 新 战 略 手 段 。 战

略评估是战略管理的重要环节。要加

强 专 业 化 评 估 ，加 强 督 导 的 针 对 性 和

刚性约束。准确实施战略管理不能仅

仅依靠定性分析，还要与时俱进，善于

借 助 科 学 技 术 ，运 用 战 略 管 理 工 具 开

展 管 理 工 作 。 一 方 面 ，要 实 施 定 量 化

管理，树立量化管理思维，将战略管理

各 项 指 标 进 行 量 化 处 理 ，更 好 地 评 估

管理效果，客观公正地评估管理绩效，

既 是 检 验 战 略 管 理 成 果 的 参 考 标 准 ，

也 是 调 整 战 略 管 理 方 式 的 重 要 依 据 。

另一方面，要注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善于运用辩证思维处理战略管理相关

问题，将定量管理与定性管理相结合，

有 助 于 提 高 战 略 管 理 质 效 、降 低 战 略

管 理 风 险 。 进 入 21 世 纪 以 来 ，战 略 管

理领域产生了一系列新型战略管理工

具 ，明 显 提 高 了 战 略 管 理 效 能 。 战 略

管 理 工 具 的 运 用 ，是 当 代 战 略 管 理 的

重 要 特 征 ，是 战 略 管 理 从 传 统 到 现 代

的 重 要 标 志 ，要 注 重 运 用 规 划 工 具 勾

画 军 队 组 织 形 态 建 设 蓝 图 ，运 用 成 本

分 析 工 具 降 低 军 队 建 设 成 本 ，运 用 绩

效管理工具提高军队建设效益。

深刻认识军队战略管理作用机理
■侯占宇 王宇宁

“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高度

优势在军事上的作用历来没有人敢小

视。随着无人机集群大量运用于战

场，夺取低空制权成为地面作战力量

进入未来战场的“入场券”，也是遂行

地面作战行动的“保护伞”。

体系化战场布势“无定法”。随着

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以无人机为代表

的新型空中力量不断推陈出新，整体

向小微化、隐身化、智能化方向发展。

大量具有“低空超低空飞行、飞行速度

较慢、雷达反射面积小”等特征的低慢

小飞行器运用于战争中，使得局部战

争“空中化”、空中行动“低空化”的趋

势明显。这些低慢小空袭兵器充斥着

陆战场的“头顶空域”，起到战术打击

产生战略效果的作用，直接影响陆战

场作战的成败。

全天候侦察监视“无死角”。新型

低空小微型空中武器装备可通过加载

可见光、红外、微波以及电子侦察等设

备，能够对区域目标实施侦察监视、捕

捉锁定来获取各种图像信息，与传统

中高空大中型武器装备形成完整的

高、中、低空侦察配系，以有效弥补传

统中高空大中型武器装备在侦察监视

中存在的“空档”“盲区”。

多模态隐秘机动“无禁区”。新型

微型空中武器装备具有“尺寸小可以

紧贴地面进行超低空飞行，机身大量

采用非金属材料不易被雷达发现，可

通过低速飞行甚至悬停的方式，有效

躲避敌方探测”等特征，通过借助运载

工具空中抛撒、自身飞行等方式，在利

用复杂战场环境作掩护的背景下，容

易达成“瞒天过海”之奇效，能够不被

察觉地渗透至敌防备森严的“禁区”，

让对手防不胜防。

蜂群式自主攻击“无敌手”。新型

低空小微型空中武器装备具有成本低

不惧伤亡、作战样式灵活、智能化程度

高等优点，在战场上密集现身，衍生出

各类新型战法和许多颠覆性的作战样

式。蜂群式自主协同攻击是其典型的

作战样式。利用新型低空小微型空中

武器对传统地面作战力量实施智能化

集群式自主协同攻击，在数量、成本、能

力等方面具有压倒性优势，常常使地面

防护力量防不住、防不起、防不了。

可以预见，未来作战很可能是少

数人员指挥控制数量庞大的无人集群

的一体化联合作战，低空制权对战争

的胜负将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应对

新型低空威胁，要高度重视反低慢小

集群目标的作战体系建设，跟踪掌握

新型低空武器装备的发展新动态，着

力加强侦察预警、探测监视、干扰拦阻

以及打击摧毁等战法研究与训练，探

索创新反制的技战术手段，赢得对低

空超低空作战主动权。

重视低空制权
■陆 锋 刘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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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化时代已经来临，智能化作战作为一种新型作战样式
开始登上战争舞台。目前，世界军事强国争相在智能化作战概
念创新、智能化技术研发应用、无人集群系统升级和人机力量多
域融合等方面加速研究实践。大势面前，只有找准推进智能化
作战的切入点、抓住智能化制胜机理的关键点、扭住战场智能化
博弈的发力点，才能更好地推动智能化作战研究不断深入，赢得
未来战场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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