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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疲劳”是如何
产生的

人们逛街购物时，在看过琳琅满目

的商品、反复权衡不同商品的优缺点之

后，往往会变得无所适从，不知道该如

何 选 择 。 我 们 形 象 地 称 之 为“ 挑 花

眼”。其实，这就是最常见的“决策疲

劳”现象。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美国著

名社会心理学家罗伊·鲍迈斯特曾做过

一个实验。实验中，两组受试者面对很

多礼物，但每个人只能带走一样。第一

组受试者被实验人员不停地问：你要铅

笔还是蜡烛？你要哪种蜡烛？你要这

个蜡烛还是衬衣？你要黑色衬衣还是

白色的……不停地让他们作选择；而另

一组受试者花费同样的时间，只需要对

每个物品评分，并报告最近半年内对每

样物品的使用频率，即只评估和回忆，

不作选择。之后，所有受试者都接受自

控力测试：把手放在冰水里，待的时间

越长越好。结果，第一组受试者明显比

第二组更早将手拿出。

自控需要意志力。这个实验表明，

作选择会降低人的自控能力，或者更进

一步说，作选择会损耗意志力。很多人

认为意志力是一种美德，应该通过教育

的方式来培养。然而实验证明，意志力

其实是一种生理机能。任何决策过程

都会消耗我们的意志力，它就像肌肉力

量，是一种可以被耗尽的精神能量。当

意志力被大量消耗后，大脑会出现“选

择困难症”，后续的每个决策都会变得

越来越困难。这就是“决策疲劳”背后

的生理学机制。

当 出 现“ 决 策 疲 劳 ”时 ，大 脑 会 寻

求 捷 径 ，以 降 低 决 策 难 度 。 一 条 捷 径

是“鲁莽决策”，就是本能地采取行动，

不 充 分 考 虑 后 果 。 1948 年 辽 沈 战 役

中，国民党军第 9 兵团被我东北野战军

分 割 包 围 ，陷 入 各 自 为 战 的 混 乱 状

态。由于加密通信联络中断，第 9 兵团

司令廖耀湘居然用无线报话机明语命

令所部：“部队到二道岗子集合！”结果

所有参战东北野战军都直接开赴二道

岗子。经过 3 天激战，廖耀湘部 5 个军

12 个师，共计 10 万精锐部队被我东北

野 战 军 全 部 歼 灭 。 作 为 兵 团 司 令 ，廖

耀 湘 不 可 能 不 知 道 明 语 通 信 的 后 果 。

那 么 唯 一 可 能 的 解 释 就 是 ，在 犬 牙 交

错 的 战 场 态 势 中 ，廖 耀 湘 疲 于 指 挥 决

策，意志力已经处于崩溃边缘，但又不

能放弃指挥，于是索性无所顾忌、鲁莽

行事。

另一条捷径是“消极决策”，就是拖

延时间或保守决策，以缓解决策带来的

精神压力。1940 年 5 月 13 日，德军对色

当地区的法军实施了数千架次的轰炸，

尽管收效不大，却迅速压垮了法军的心

理防线。当日与次日，德军 3 个装甲师

相继渡过色当地区的天然屏障——马

斯河。法国驻守色当地区的第 55 步兵

师指挥官皮埃尔·拉方丹，先是花费数

小时对战场局势进行侦察，接着又浪费

大 量 时 间 在 进 攻 或 撤 退 之 间 犹 豫 不

决。在他的混乱指挥下，大量旅团级别

的 指 挥 人 员 也 陷 入 混 乱 与 迷 茫 之 中 。

相互矛盾的命令、四处扩散的谣言，让

部队的崩溃无法遏制，法军在仅仅遭受

56 人伤亡的情况下就逃跑了。而拉方

丹本人，也把自己的指挥部由可以压制

马斯河畔的马菲高地，撤退到色当以南

11 公里的布尔逊。这些错误使得德军

长驱直入，快速完成了对英法联军的战

略包围。拉方丹作为步兵师指挥官，理

应具备基本的军事决断能力，却在关键

时刻毫无作为，基本没有作出任何有效

应对，简直匪夷所思。唯一可能的解释

就是，在德国人的强大攻势面前，拉方

丹意志力已经处于崩溃边缘，于是干脆

拖延时间、消极决策，以缓解难以承受

的精神压力。

指挥员如何规避“决
策疲劳”

当意志力被大量消耗，人的决策能

力会同步下降。但比这更可怕的是，指

挥员可以感受到身体的疲惫，却难以察

觉意志力的薄弱。于是，错误的决策依

然会被充满信心地贯彻和执行，直至出

现严重的后果。因此，指挥员应充分认

清“决策疲劳”的危害性，并掌握科学规

避“决策疲劳”的方法和技巧。

规避“决策疲劳”最基本的方法是

增强意志力。心理学家指出，意志力像

肌肉一样，过度使用就会疲劳，长期锻

炼就会增强。正如经常锻炼可以增强

肌肉力量一样，经常有意识地控制自我

行为也可以增强意志力。这些自控行

为包括自我反省、控制冲动、培养好习

惯、突破“舒适区”等。历史上，优秀的

指挥员一般都具有自控力强的特点。

在增强意志力的同时，还要避免意

志力的无谓消耗。就像拳击手在擂台

上要学会保存体力一样，指挥员在战场

上也要学会节约意志力。可从以下几

点入手：其一，只作重要决策。一个人

的意志力相当于精神能量，其总量是有

限的。如果在鸡毛蒜皮的问题上耗费

过多精力，就难以在关键问题上正确决

策。作为指挥员，应学会抓大放小、适

度放权。其二，“单线程”思考。所谓

“单线程”思考，就是心无旁骛，一次只

思考一件事，因为“多线程”思考问题会

更快地消耗意志力，导致决策质量快速

下降。其三，规避“蔡氏效应”。所谓

“蔡氏效应”，就是当任务未完成、目标

未实现时，注意力就会分散在上面，进

而消耗意志力。此时应该把任务相关

的时间、地点、事项都罗列和记录下来，

潜意识就会放松，从而减少意志力的消

耗。其四，远离诱惑。抵抗诱惑需要意

志力，而远离诱惑就是防止意志力被损

耗的最佳方式。其五，合理作息。人在

疲惫情况下，要不停地对抗身体想要休

息的冲动，这同样会消耗意志力。所以

合理作息，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节约和

补充意志力的方法。

如何在战争中建立
“决策优势”

指挥员规避“决策疲劳”，并不意味

着能够对敌建立“决策优势”。因为这

只是单方面的做法，对方很可能也会采

取有效措施来规避“决策疲劳”。那么，

如何才能在战争中建立决策的相对优

势呢？

一种方法是，迫使对方加快意志力

的消耗速度。20 世纪 70 年代，约翰·博

伊德提出著名的“OODA”循环理论，也

叫决策周期论。这一理论在 1991 年海

湾战争后受到推崇，1996 年被写入美军

联合指挥控制条令，2003 年在伊拉克战

争中得到全面运用。时任美国参联会

主席迈尔斯称，伊拉克战争打的就是决

策周期论。从“决策疲劳”理论的视角

来看，决策周期论的本质就是意志力的

对抗。即：在大量且快速的决策中，运

用各种方式，快速消耗对方的意志力，

当 对 方 意 志 薄 弱 时 ，决 策 就 会 出 现 失

误，此时对己有利的战机就会出现，从

而有利于己方夺取战场主动权。

要对抗“OODA”环，可以采取以下

措施。其一，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你决

策很快，那我就比你更快。当然，这需

要 强 大 高 效 的 指 挥 信 息 系 统 的 支 撑 。

其二，以不变应万变。有时对方的决策

不过是“虚晃一招”，目的是消耗我的意

志 力 ，那 么 我 就 不 能 被 对 方 牵 着 鼻 子

走，应该侧重于侦察和评估，不到关键

时刻绝不出手。其三，你打你的、我打

我的。按照自身的作战节奏来，不要被

对手的节奏“带偏”，必要时甚至可以牺

牲局部利益，以换取核心战场或决胜时

刻的主动权。

对于指挥员来说，某种程度上，决

策力等于意志力。因为战争中的对抗，

是激烈且持续一定时间的过程，其最终

结果往往并非取决于某一方有多高明，

而取决于另一方是否会犯错。当然，没

有人会永远不犯错，因此更准确地说，

战争胜负往往取决于谁犯错更少。意

志 力 更 强 者 ，显 然 决 策 失 误 的 概 率 更

低 。 作 为 指 挥 员 ，要 全 面 提 高 指 挥 素

养，不能只关注管理、训练、战术等问

题，还应关注意志力的培养和强化，因

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意志力就是决策力

的源泉。

●生死角逐、浴火拼杀，战机稍纵即逝，“战争迷雾”扑朔迷离—

指挥员如何应对战场“决策疲劳”
■毛炜豪 汪宿旺

全纵深攻击，是指对敌防御全纵深

同时展开的攻击。目的是以更多的兵

力兵器同时打击敌方，增强攻击强度，

迅速破坏敌作战体系，加快进攻作战进

程。研究探讨全纵深攻击的过去、现状

与未来，能够更好地理解全纵深攻击的

演变历程，进而更好地把握战术变革的

发展方向。

全纵深攻击的昨天：在敌战术纵深

内，以秘密渗透、纵深突贯、穿插迂回等

兵力突击方式为主，重点打击敌预备队

和纵深第二梯队，目的是割裂敌防御部

署，迟滞敌纵深机动，为前沿聚歼行动

创造局部兵力优势。

现代纵深攻击理论起源于一战时

期德军的“渗透战术”，又称“胡蒂尔战

术”。该战术的核心是：在炮兵徐进弹

幕射击掩护下，突击群队利用敌防御间

隙和结合部，渗透到敌防御纵深，打击

敌纵深要害目标，割裂敌防御部署，为

正面攻击创造条件。20 世纪 30 年代，

苏军正式提出大纵深战役理论，强调以

杀伤性兵器同时压制敌整个防御纵深，

战术突破后快速向纵深扩大战果，必要

时实施空降，迅速将战术胜利拓展为战

役胜利。

该阶段，由于远程侦察和打击能力

不 足 ，纵 深 攻 击 多 以 兵 力 突 击 方 式 为

主，攻击时空范围较为有限，其目的更

多是为了分割、迟滞、打乱敌后续梯队，

形成局部兵力优势，以服务于前沿的攻

击行动。正如 1981 年美陆军训练与条

令司令部司令唐·斯塔里在《美军大纵

深作战原则及其运用》一文中所讲：“大

纵深作战最好能在敌军进入近距离战

斗前就制止敌军的进攻，但从现有和未

来的作战能力来看，还只能起到迟滞敌

前进、扰乱敌军、消耗敌军一部分兵力

的作用。因此，大纵深作战的真正目的

在于为前沿战斗行动创造有利时机。”

全纵深攻击的今天：在敌防御战役

纵深内，以远火打击、空中遮断、网电攻

击等信火突击方式为主，重点打击敌纵

深要害价值目标，目的是瘫痪敌防御体

系，削弱敌防御力量，为纵深歼敌和形

成有利战役态势创造条件。

20 世纪 80 年代初至 90 年代初的短

短 十 年 ，是 纵 深 攻 击 理 论 发 展 的 飞 跃

期。1982 年，美国陆军在新版《作战纲

要》中提出“空地一体战”理论，明确了

纵深作战原则，强调协调各方力量打击

敌纵深部队和后续梯队。1993 年，美国

陆军新版《作战纲要》又把纵深战斗发

展为全纵深同时攻击，强调纵深作战与

近距离作战都可能是主战场。

20 世纪 80 年代初，由于纵深攻击

的强度和精度均较为有限，只能影响战

场走势，并不能决定战场成败，所以此

时前沿战斗的地位仍高于纵深战斗，纵

深攻击只是作为作战行动的重要组成

部分。海湾战争的作战实践，改变了人

们对纵深攻击的看法。海湾战争中，美

军通过空中遮断、纵深空降、战役迂回、

电子攻击等手段广泛实施纵深作战，展

现 了 现 代 大 规 模 纵 深 立 体 进 攻 的 特

点。纵深作战从战场取胜的必要手段、

服务近战的次要战场，发展为决定胜负

的关键行动、赢得胜利的主要战场。

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空天侦察、

远火打击、空中突击、网电攻击等能力

的提升，远程瘫体毁能成为可能，信火

突击开始取代兵力突击成为纵深攻击

的主要方式。全纵深同时攻击也从理

论走向了实践，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

战争、纳卡冲突中均有所体现。当前，

近战地位在下降，但依然发挥着不可替

代的重要作用，远程瘫体、近战夺控成

为战争主要模式，纵深攻击能够达成歼

敌目的，但尚不能完全主宰战场。

全纵深攻击的明天：在战争相关区

域内，形成全域覆盖的“网罩式”攻击部

署，以智能精确打击、多域灵敏突击、无

人“蜂群”攻击等方式为主，对敌战略战

役目标实施全时、全维、全覆盖打击，目

的是制敌于未动，初战即迅猛制敌，直

接达成战略战役目的。

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不断

发展，作战力量运用的时空约束正在加

速消除，全域侦察、全域指挥、全域突

击、全域保障成为可能，全纵深攻击将

真 正 发 端 于 战 争 初 始 、贯 穿 于 作 战 全

程。

由地理纵深向全域纵深转变。未

来战场，作战力量动态编组、全域分布、

灵敏部署，作战目标高度分散。传统以

地理空间区分为主的战场界线正在弱

化，纵深攻击将不局限于地理纵深的范

畴，而是拓展到空间纵深、网电纵深、认

知纵深等各个领域，纵深攻击既要远程

“致盲瘫体”，也要深层“攻心夺志”。

由 前 沿 用 兵 向 深 远 后 方 用 兵 转

变。传统条件下，先期交战的重心在前

沿，往往需要打开突破口后，才能向纵

深发展进攻，前沿用兵、梯次摆兵的特

征十分明显。未来作战中，战场取胜的

关键在纵深，前沿成为无人区，纵深成

为主战场，纵深用兵、全域布兵的趋势

日益显现。因此，应充分利用空天侦察

监视装备、智能无人突击“蜂群”、远程

精确打击手段等，建立全域覆盖的侦察

网、指挥网、打击网和保障网，形成“网

罩式”攻击部署，在全域空间布兵、向敌

深远后方用兵，对敌纵深高价值目标实

施全覆盖同时打击。

由纵深歼敌向纵深制敌转变。随

着 人 工 智 能 技 术 的 快 速 发 展 ，利 用 渗

透、潜伏、隐身、伪装等手段，地面“狼

群”“蚁群”、空中“蜂群”、水中“鱼群”可

以悄无声息地深入敌后方，蛰伏于“密

林区”，游弋于“深海区”，隐身于“闹市

区”，这为隐蔽接敌、迅猛制敌创造了条

件。纵深攻击不再局限于歼敌目的，而

是 可 以 直 接 达 成 战 略 目 的 ，慑 敌 于 未

动，制敌于初始。

全纵深攻击的昨天、今天与明天
■许正忠

“凡行兵之法，斥候为先。”打仗，一

时一刻也离不开战场“耳目”。作战中，

通信联络不通不畅，则无异于“瞎子”

“聋子”，是不可能取得战场胜利的。二

战时期，德军入侵苏联伊始，就把摧毁

对方通信联络作为先期目标，预先派出

大批特务渗入苏境，于进攻发起前破坏

了众多苏军部队的通信设施。进攻发

起后，苏联西部地区 3 个方面军和各军

区的通信线路几乎全部被毁，无线通信

也遭到严重破坏，通信中心完全不能使

用。苏军最高统帅部搞不清方面军司

令员的指挥位置，方面军司令员不知道

自己的部队在哪里，部队找不到上级在

何处，一时陷入一片混乱，德军轻而易

举地插入苏军防御纵深。

无独有偶。美军也在太平洋战争

中 吃 过 通 信 不 畅 的 苦 头 。 1941 年 12

月，日军在偷袭珍珠港前 12 小时向舰

队发出的作战命令，被美军情报机构

截获破译，并迅速报告统帅部。美军

统帅部于日军突袭前两小时，用无线

电向夏威夷驻军发出警报。然而，由

于通信环节出了问题，直至日军偷袭

成功 7 小时之后，夏威夷美军指挥官才

看到这份令人啼笑皆非的电报。而与

此相反，中途岛战役中，由于美军及时

侦获并快速传递日军欲袭击中途岛的

秘密情报，提前做好了迎击准备，一举

歼灭了日海军主力。

现代战争，随着信息和网络技术的

迅猛发展以及高新技术武器装备的广

泛使用，战场“耳目”变得越来越灵敏。

除常规通信手段外，还有侦察预警系

统、指挥控制系统、打击防护系统、效果

评估系统等，构成了一个密集而庞大的

战场“耳目”体系。这个体系中的各个

系统既能独立运行，又能融为一体，可

将战场各种情况置于己方监控之下，为

作战行动提供全要素、全方位、全过程

的决策和指挥服务。在这种战场条件

下，基于网络信息系统的联合作战体系

各要素、各区域、各作战模块和单元之

间联系更紧、交互功能要求更高，倘若

在其互联互通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

题，就会造成“耳目”失灵、神经瘫痪，招

致无法预测的不利后果。

正因为战场“耳目”如此重要，许多

国家军队尤其是发达国家军队，大力推

进信息化建设，并在实战中加以运用。

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广泛使用卫星侦

察、航空侦察、地面侦察、水面侦察、水

下侦察等多种侦察力量和手段，构建

陆、海、空、天“四位一体”和传感器、发

生器、处理器、数据链“三器一链”的侦

察监视体系。仅在太空层级，美军就动

用数十颗卫星、数万人实施战场情报信

息的全面搜集、综合分析、分类传输、辅

助决策等“耳目”行动，为战场作战提供

了有力支撑。

值得指出的是，自 20 世纪 80 年代

开始，民用和商业遥感卫星也被广泛运

用和服务于包括战场侦察、武器制导、

毒剂侦测、气象观测等在内的国防和军

事领域。与军事专用卫星相比，民用和

商业卫星具有成本低、星座布点多、覆

盖面广、系统弹性强等特点，使目标侦

察、情报获取、打击效果评估、战场气象

保障等具备了更多方法手段。例如，海

湾战争中，美军利用“陆地卫星-4 号”

拍摄和处理伊拉克地区的高清遥感图

像，并结合军用卫星图像数据，制订空

袭行动计划和火力打击路径，为美军作

战起到了有效支撑作用。民用和商业

卫星等非军事专用设施参与战事、辅助

作战，既为现代战争提供了更多获取精

准情报信息的渠道，也对未来战场提出

了更加严峻复杂的挑战。

如果说，机械化战争更多地注重武

器功能和人的体能的作用，那么信息化

智能化战争则更加突出战场感控效能

和人工智能的优势。这一转变，大幅提

升了对战场态势的精确感知、对作战行

动的精确控制和对攻击目标的精确打

击能力，形成了独特的制胜机理，并以

各种新奇而多变的作战形式呈现在人

们面前。对此，需要持续高度关注，深

入跟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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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战，是战争开始或战争某一阶段

首先进行的作战。随着现代战争体系

化、速决性特征愈发明显，对首战要求

越来越高。加之，高精尖武器装备层出

不穷、多能灵敏新质力量广泛运用、联

合作战体系支撑作用增强，首战“决胜

型”特征日趋突显。打好首战，需要指

挥员和指挥机关从全局高度精细筹划、

密切协调、精心组织，确保达成预期作

战效果。

站在全局高度设计首战。作为一

场战争的序幕，首战顺利与否，效果达

成好坏，将直接关系到整个战争的进程

和后续行动实施。为确保首战达成预

期的“决胜”目的，应从战争全局高度筹

划和设计首战。借助计算机推演、战效

数据评估等手段，精确设定首战所要达

成的预期“决胜”效果。首战目标的选

择，应从分析达成“决胜”效果的充分必

要条件出发，将对敌作战体系支撑作用

最强、对己后续行动威胁最高的关键节

点，作为首战目标。首战力量的精选，

应突出能够一招制敌、具有较大非对称

优势的联合精锐力量，特别突出对网

络、电抗、精打、特战等新质力量的匹配

组合。首战时空的设定，应当力争主

动、避免被动，尽可能选择以我为主的

优势时空领域，选敌心理惧怕的时空进

行交战。

精准协调控制首战行动。首战行

动通常由一系列紧密联动、复合高效

的“组合拳”行动构成。其中，情报侦

察行动，应综合运用卫星侦察、无人侦

察、特种侦察等手段，先行精确获取首

战目标情报信息。网电和精确打击行

动，应力求运用绝对网电压制、全维精

确打击等手段，对首战之敌实施全时

致盲、封锁和孤立，切断其内外联络，

并对首战关键目标实施点穴式、瘫痪

式 和 失 能 性 精 确 打 击 。 超 越 夺 控 行

动，应发挥首战力量快速、多能、直达

等优势，在网电和精确打击的同时或

稍后，突然发起对首战目标的超越立

体夺控，一举夺占和控制敌核心要害

和关键要域。

接续巩固扩大首战效果。要确保战

争最终目的顺利达成，应当在首战行动

展开后，接续组织快速、精准和强有力的

后续行动，持续巩固和扩大首战效果。

在时间接续上，战争后续行动应与首战

行动一体设计、连续实施，确保形成时序

上铰链衔接。在空间拓展上，应以首战

空间范围为支点，迅速巩固和扩大战场

范围，将作战领域延伸至敌全域。在作

战目标上，由首战控制的核心目标和部

位，向控制重要和一般目标拓展，彻底剥

夺对方进行战争的潜能。在后续力量

上，统筹使用重兵、规模化军事和非军事

力量，快速完成占领和控制敌方，并适时

展开稳定行动，最终战胜对手。

首战“决胜型”特征突显
■许世勇 洪泽平

“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所谓“决策疲劳”，是指指挥员在战场大量连续决策
过程中，决策能力下降的现象。“决策疲劳”与身体疲劳
有所不同，决策者常常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累了，但心智
上的能力却已经开始下降。面对错综复杂的战场局势，
各级指挥员需要连续快速作出精准决策，极易产生“决
策疲劳”问题。因此，对这一现象的观察与研究，有助于
我们洞察其内在原因，寻求解决方法并合理规避，不断
提升指挥员的指挥素养和决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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