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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

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

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因此，科学

认识战争矛盾运动过程，分析作战的

有利不利条件，把握战场胜负的转换

开关，找准用兵施策的重点难点，才能

抢占主动权。

作战体系的强弱矛盾转换。作战

是对抗双方作战体系的综合较量，是

诸多要素的集中表现，是绝对性和相

对性的统一。作战体系强的一方并不

是一切皆强，而是强中有弱；作战体系

弱的一方也并非一切皆弱，而是弱中

有强。如此，强弱转化才存在可能，也

才会有以弱胜强。用好自己的优势，

找准敌人脆弱处，破坏敌人的优势，才

能实现优劣转化。

作战力量的分合矛盾转换。作战

力量在作战时空中呈现分散与集中两

种对立结构分布，既包括作战力量实体

要素的分合，也包括精神要素和效能指

标的分合，它们相互依存、相互转化。

分合之法关键在于适情、适时、适度，审

时度势，适时的分散与集中是灵活用兵

的关键，也是夺取胜利的必由之路。

作战方法的奇正矛盾转换。“凡战

者，以正合，以奇胜”。“正”是用兵的常

法，指某一时代背景下的一般作战原

则和常规作战方法，“奇”是用兵的变

法，指某一时代背景下的特殊作战原

则和非常规作战方法。“战势不过奇

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

是作战方法的辩证体现。用好奇正之

法重在出敌不意，灵活变换“奇”“正”，

才能时时掌握主动。

作战行动的虚实矛盾转换。“实”

多指作战部署和行动的真实性，“虚”

多指作战部署和行动的伪装性，两者

在作战行动中是天然矛盾体，既包括

外在形的虚实亦包括内在体的虚实。

在作战运用中，要通过虚实灵活转换，

让敌产生错觉，造成敌误判、误定、误

处，进而影响敌方指挥员，控制敌方行

动向有利于我方态势发展。

作战装备的优劣矛盾转换。武器

装备是构成战斗力最直接的物质基

础。武器装备落后，人的能动作用在战

争中就很难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当

然，“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武器装备的

优劣是相对的，并且强弱是可以相互转

化的。运用非对称思路发展武器装备

就是一种有效应对方式。要瞄着敌方

武器装备，找准其“阿喀琉斯之踵”，集

中力量与资源发展“撒手锏”装备，在非

对称制衡中重新赢得优势，才能达到

“一剑封喉”之效果。

辩证把握战场矛盾转换
■高 凯 袁 怿

从战场客观实际出发，还是从主观

愿望出发，是设计战争的一个根本性问

题，事关战争准备成效和战争胜负。纵

观我军战史，正是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

革命家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立足客观

实际，主动设计战争、创新战略战术，才

使我军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未来战

争形势错综复杂、变幻莫测，我们必须

搞透自己、对手和未来战场环境的客观

实际，方能制定出高明的战争设计、胜

敌一筹的战略战术。

吃透我情，基于能力设计战争。

构想战争、设计战略战术必须把基点

建立在自身现有或可能拥有的技术与

力量基础上，防止盲目攀高，否则就成

为“空中楼阁”“无本之木”。我军胜战

史上许多战略战术不仅切实可行，而

且独具一格，胜利的关键正是因为能

立足客观实际，着眼我军现实情况而

定。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根据我军

兵力少、装备差，敌我军力对比悬殊的

现实条件，红军摒弃大兵团正规作战、

打阵地战的原则，确立与运用带游击

性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

敌退我追”战略战术，打破了国民党军

的四次“围剿”。因此，设计战争开发

战争构想时，既不能从兵书里照搬照

抄，也不能从外军那直接“拿来”；既不

能消极等靠，也不能主观臆想凭空捏

造，必须依据我军客观实际，如战备

训练、武器装备等，弄清自身作战能

力 长 短 优 劣 ，着 眼 发 挥 自 身 武 器 装

备、作战力量最佳效能和整体作战能

力，着眼运用现有作战要素和作战系

统形成相互支援、相互配合、相互增强

的效能，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注重发挥我军武器装备长处、瞄准强

敌弱点，以我之长击敌之短，以此确

定 战 争 样 式 、择 优 组 织 作 战 方 式 方

法，方能克敌制胜。

吃透敌情，有的放矢设计战争。

战争史上，从来没有一套适合所有作

战对手的战法，任何战法都是针对特

定的作战对象。正如孙子兵法所云：

“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在

我军丰富的战争实践中，许多战法设

计都是随着作战对手的变化而变化

的，而不是面对新的作战对象时机械

地套用过去的战法。土地革命战争时

期，面对重兵压境的“围剿”之敌，我军

主要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抗日战争

时期，面对气焰嚣张的日军，我军主要

是以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

的外线作战，实施独立自主的游击战

为主；解放战争初期，面对悍然发动全

面内战的国民党军，我军以歼灭敌人

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的大规模运动战

为主；抗美援朝战争时期，面对“武装

到牙齿”的美军，我军采取“零敲牛皮

糖”战术，大量消耗敌人。设计未来战

争，料敌而动的战法设计才具有生命

力。应始终着眼作战对手实际，因敌

而设、因敌而变，在对作战对手作战思

想、作战原则、兵力规模、武器装备精

准掌握的基础上，针对不同作战对手

的特点制定针对性措施，利而诱之、怒

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

之，尤其是要针对作战对手的强中之

弱、优中之劣，找准突破口，有的放矢

地创新战争样式与战法，才能增强战

争设计的针对性。

吃透地情，因地制宜设计战争。

任何战争都是在特定环境中爆发的，

只有把战争所处的战略环境、自然环

境、社会环境、信息环境搞透，才能在

战争设计时趋利避害。我军战争设

计历来强调“在哪山唱哪山歌”，什么

地形环境打什么仗。抗日战争期间，

我军针对华北平原地形，采取了平原

游击战形式，创造了“地道战”等战术

战法；针对晋察冀的山地地形，采取

了以伏击为主的山地游击战。解放

战争期间，我军针对旷野和山地地形

运用运动战形式，创造了“耍龙灯战

术”“蘑菇战术”等。抗美援朝战争第

二阶段，我军针对朝鲜北部多山的地

理特点，采用阵地防御样式，创造了

山地坑道战战术。因此，设计战争，

必须充分考虑特定战场环境因素，既

要 搞 清 地 理 环 境 ，又 要 搞 清 社 会 环

境、信息环境；既要搞清有形战场环

境，还要搞清无形战场环境。综合考

量时空、自然环境、电磁环境、信息环

境、社会因素、认知领域等对指挥、通

信、机动、打击、防护、保障等方面的

影响，最大化利用各类环境对我作战

有利的方面，规避其对武器装备、作

战行动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趋利避

害，使战争设计中的战略战术因地制

宜，发挥出应有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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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取和保持高地优势是最古老的

作战法则之一。如今，太空是国家安全

的高边疆，是大国战略竞争博弈的制高

点。根据外军构想，在未来战争中，太

空是最先介入作战的领域，将全面支撑

陆海空网电等各域的作战行动，又将作

为独立作战域遂行攻防任务。因此，夺

取和保持制天权对维护国家安全、掌握

战 略 主 动 、取 得 战 争 胜 利 具 有 重 要 意

义。

瞰制全局的战略高地

“形势之地，争得则胜。”占据高地能

为部队提供高远通彻的战场视野，可时

时侦察监视敌方部署，持续俯瞰洞悉敌

方行动，保护己方部队免遭敌突袭。外

军认为，太空是未来战争必争之地，夺取

制天权成为实施全球战略打击和力量投

射的先决条件，可对强敌实施有效战略

制衡。目前，外军着眼太空制权争夺，正

加紧将空间技术优势转化为太空作战优

势。美军强调制天权与其他制权同等重

要，将决定战争胜败。俄军强调取得制

天权是赢得未来战争的决定因素。未来

战争，利用卫星实施战略预警、侦察、通

信等将成为联合作战的主要作战保障手

段。现今，战略预警卫星能在极短时间

内对弹道导弹来袭发出告警信号，为反

导拦截作战提供目标指引，同时为战略

反击决策提供高时效性的情报支撑。侦

察卫星不受地理疆域因素影响，能够合

法、不受限制地飞越全球任何地域，组网

星座更能对全球实施不间断监视。实践

证明，谁失去了制天权，谁就会失去战略

行动的主动权。

联合作战的信息高地

信息是信息化战争的命脉。陆海空

基武器系统需要依靠外部信息源才能发

挥强大战力，达到快速反应、行动敏捷和

准确命中的作战效果。未来战争将首先

围绕获取信息的源头、传输信息的管道、

处理信息的节点展开，并贯穿于战争始

终。外军认为，对于诸领域获取信息的

能力来说，天基体系信息支援保障的能

力十分关键，太空将成为汇聚战场信息

的制高点，能否为联合部队提供全天时、

全天候、全方位的近实时态势信息，是杀

伤链的有效联接基础，也是主战武器装

备的效能倍增器。多轨道组合、多载荷

搭配构成的侦察预警体系，能够进行战

场监视、目标侦察、打击效果评估以及导

弹预警等。导航定位卫星可为导弹、火

炮、舰船、战机等武器平台提供高精度时

间位置信息。通信卫星可在联合跨域、

远海远域等作战行动中发挥连贯一体的

关键作用。在伊拉克战争等近些年美军

发起的局部战争中，天基信息支援作用

表现突出。

对抗制衡的科技高地

航天科技是人类科技前沿所在。从

20 世纪 50 年代人类打开通向宇宙大门

伊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就提出，太空

的成就等同于科学、军事、工业技术领域

的领导地位，以及总的领导地位。具备

以航天技术为主体的高精尖科技成为推

动国家太空活动的首要前提，也成为大

国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美西方国

家一直以来都在积极抢占太空优势，太

空领域的科技竞争将成为大国博弈斗争

的基本内容，制天权的争夺本质上是交

战双方科技水平和综合实力的较量。当

前，美国及其盟国正在持续发力攻关核

心技术，加大新技术在太空军事领域的

运用，加快太空军事装备研发部署。未

来太空战场将呈现新的趋势。一是太空

网络化。星间链路技术广泛运用，天地

一体化网络初具规模，航天器将有可能

以“星网”模态出现在太空战场。二是太

空智能化。这会极大地提高太空领域认

知水平，增强太空态势感知能力，加速指

挥控制决策，构建起太空智能战场。三

是太空数字化。2021 年美太空军发布

《数字军种愿景》，提出基于云计算技术

的数字工程生态系统，提出要打造太空

数字孪生系统；利用数据驱动决策技术，

推动建立数字决策中心；利用互联的基

础设施和武器平台，推进联合全域数字

作战等。

战略威慑的行动高地

制天权不仅能为陆权、海权、空权

的争夺提供辅助支撑，还可以为国家决

策层提供独立军事选项，实现国家战略

目标。外军认为，太空威慑行动通过显

示 太 空 力 量 、展 示 使 用 太 空 力 量 的 决

心，将有助于迫使敌方妥协、退让或不

敢升级对抗烈度，能够给敌心理、决策

产生巨大震慑作用，是继常规威慑、核

威慑之后的又一种威慑形式，具有全球

性、敏捷性和高效性等特点，是高端战

争战略威慑的主要手段。随着航天技

术的发展，特别是美国加速推动太空军

事 化 进 程 ，着 眼 积 极 应 对 未 来 太 空 挑

战，除采取制定国际太空行为准则、推

动太空国际合作等政治、法理措施外，

作为奉行防御战略的国家，还要强化反

威慑能力建设，实施积极防御。一方面

要主动展示实力，适时开展演练试验，

展现己方先进多样的反击手段，表明不

惧对手升级斗争态势的战略决心，从而

起到反制反威慑的战略目的。另一方

面 要 注 重 太 空 防 御 ，采 取 主 动 防 护 措

施 ，以 弹 性 化 低 成 本 方 式 部 署 太 空 力

量，抵消敌方威慑效果。

太空制高点“高”在哪里
■梁 敏 高 菲

当 前 ，随 着 军 事 技 术 与 武 器 装 备

不 断 迭 代 发 展 ，世 界 军 事 强 国 空 防 体

系配置、空天防御能力不断提升，给传

统 空 袭 与 制 空 作 战 带 来 了 极 大 挑 战 。

穿 透 性 制 空 作 战 ，着 眼 大 国 之 间 空 中

作战、争夺战场制空权，强调在强对抗

和 高 威 胁 的 复 杂 空 战 环 境 下 ，协 同 运

用多领域、多方向、多类型的精锐空中

作 战 力 量 ，穿 透 敌 方 严 密 设 防 的 防 空

体 系 ，在 敌 纵 深 对 其 重 点 目 标 群 实 施

有 效 侦 察 和 平 行 打 击 ，以 有 效 夺 取 所

在 区 域 的 制 空 权 ，确 保 联 合 作 战 行 动

成 功 。 这 一 概 念 的 提 出 ，一 定 程 度 上

反映了智能化空中作战发展的一个新

趋势。

基于先进平台支撑，
以实体摧毁释能制胜

以强打弱、以强胜弱是普遍性的战

争制胜机理，高性能的先进武器装备是

达成穿透性制空作战的物质基础。这

样的作战平台应具有全向全频谱隐身

和信息承载优势，可穿透对手的空天防

御系统，精准高效输出“武力”，使对手

面对短时间、高强度的激烈对抗难以喘

息和回旋，从而达到“一锤定音”的突防

打击效果。

随着航空技术发展和空中战争形

态演变，空战制胜机理从能量制胜向信

息制胜，再向决策制胜不断跃升。自始

至终，高性能的先进空中平台拥有的能

量优势、信息优势、智能优势，都是赢得

空中作战胜利不可或缺的砝码。穿透

性制空作战的装备体系，通常由多种任

务类型的先进制空作战平台组成，具有

一体化、网络化、隐身化特点，兼具远航

程、高载弹量等先进性能；构建穿透制

空作战能力，要打破传统制空装备发展

思路，运用体系思维打造新一代空中优

势装备“系统簇”。这其中，具有强大穿

透性制空能力的先进作战平台处在核

心地位。在新型穿透性制空作战平台

形成作战能力之前，可以靠现役最先进

的隐身平台充当遂行穿透作战任务的

组织者和先行者角色。

未 来 穿 透 性 制 空 作 战 中 ，要 运 用

高性能制空作战平台和远程精确攻击

弹 药 持 续 穿 透 突 防 、实 施 纵 深 打 击 。

各 型 作 战 装 备 通 过 协 同 编 组 、高 低 搭

配 和 有 序 出 击 ，在 指 挥 控 制 、信 息 传

输 与 火 力 打 击 之 间 形 成 跨 域 协 同 作

战 ，迅 速 穿 透 对 方 严 密 的 防 空 体 系 ，

及时为防区内外其他武器提供目标指

引 信 息 ，同 时 实 施 快 速 、有 效 的 火 力

打 击 ，开 辟 防 空 通 道 ，为 后 继 作 战 掌

控制空权。

基于信息优势支撑，
以态势感知集优制胜

信 息 是 现 代 战 争 的 命 脉 ，空 中 优

势竞争更多地体现在对复杂战场态势

感 知 能 力 的 竞 争 上 ，建 立 战 场 信 息 优

势成为实施穿透性制空作战的基本要

求。现实作战中要求依托空中分散的

穿 透 节 点 ，构 建 起 广 域 的 信 息 感 知 网

络 ，以 迅 速 实 现“ 远 中 近 、空 天 地 ”全

方 位 多 源 信 息 获 取 ，并 形 成 作 战 态 势

“ 一 张 图 ”，实 现 战 场 信 息 实 时 共 享 ，

达 成 物 理 域 、信 息 域 和 认 知 域 的 高 度

统 一 ，从 而 提 升 指 挥 控 制 效 率 和 联 合

作战能力。

信息支撑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既

要让自己耳聪目明，洞悉战场的一切，

适时出击；又要让对手闭目塞听，成为

“瞎子”和“聋子”，坐以待毙。战场态势

感知力是战斗值输出的转换阀，能将作

战闭环链路中的各节点作战单元组成

作战网络，共同感知战场态势、协调行

动。置身复杂电磁环境下，穿透性制空

作战态势瞬息万变、错综复杂，对手防

空火力的伪装隐蔽、灵活机动，己方作

战链路的跨区远距离、多维大空域，都

对战场态势感知的及时性、准确性提出

了更高要求。要形成多维跨域态势感

知能力，必须完善优化作战链路中重要

的感知、通信、打击要素，通过网络赋能

和智能自主等途径，才能将分布不同领

域的各类优质作战资源与能力实现跨

域聚合、即时集优。

未来穿透性制空作战中，要充分利

用装备体系信息优势，由执行穿透性制

空作战的有人/无人作战飞机、突防导

弹等所有空中作战平台充当多源态势

感知节点，构建起一体化实时战场态势

感知网络，确保己方信息感知在持续穿

透组网同时，干扰破坏掉对方的信息传

输和链路，阻断对手战场感知与通信，

为后续穿透性制空作战行动营造有利

的战场态势。

基于弹性体系支撑，
以杀伤网络聚能制胜

如 果 说 单 平 台 夺 取 制 空 优 势 是

“狗斗”制胜，那么穿透性制空作战的

体系对抗、整体联动特征则更加明显，

是基于体系支撑的整体聚能制胜。这

就要求穿透性制空作战体系在无人自

主 和 群 体 智 能 等 技 术 支 撑 推 动 下,由

传统线性杀伤链升级为动态联通的杀

伤 网 ，全 域 空 间 内 的 作 战 资 源 将 同 步

进 入 同 一 作 战 体 系 ，实 现 整 体 作 战 能

力跃升。

从 杀 伤 链 到 杀 伤 网 的 升 级 ，推 动

不同节点进入作战链路的平台实现灵

活搭配。进入作战体系的可选资源越

多，杀伤链路上的可选节点就越多，体

系的韧性、弹性、应激性就越强。体系

对 抗 条 件 下 ，给 对 手 呈 现 出 的 是 一 种

随 机 网 络 式 的 复 杂 景 象 ，而 自 身 却 能

够 按 作 战 任 务 需 求 ，采 取 类 似“ 网 约

车”模式实现资源高效动态分配，形成

全 要 素 入 网 的 战 场 态 势 ，每 一 个 作 战

平台都可以“全维”抽取关键信息，“全

域”拼接作战场景、“全程”协调打击行

动 ，从 而 达 成 体 系 对 抗 优 势 。 置 身 高

威胁、强对抗的作战环境下，穿透性制

空 作 战 可 通 过 智 能 网 络 架 构 ，高 效 处

理 分 发 高 度 整 合 的 战 场 信 息 资 源 ，覆

盖侦察、指控、打击、评估等各环节，从

而 形 成 认 知 优 势 ；通 过 整 合 多 域 作 战

力量、多种作战平台快速聚链成网，从

而形成自适应体系作战能力。

未来穿透性制空作战中，要围绕增

强作战体系弹性和灵活性，将杀伤链条

上的各个执行单元分散在小型化、无人

化、在线化的作战平台上，从而组成此

断彼通的杀伤网，以实现有人/无人组

合、战略/战术打击兼顾，打破对手的大

区域、一体化的联合防空体系，完成高

效侦察、有效打击任务，最大限度地夺

取 并 保 持 空 中 优 势 ，协 同 完 成 统 一 作

战。

基于创新战法支撑，
以多变行动敏捷制胜

穿透性制空作战具有鲜明的进攻

属性，强调的是以攻为守，通过强点的

打击突破影响全局局势；战术打法与力

量运用是否灵活，对迅速获取制空优势

至关重要。实战中，充分挖掘空中力量

的远程、快速、精确、灵活和实时等优

势，在力量运用上突出向敌防区内“渗

透”与在敌防区外“精打”相结合，在机

理上强调信息火力于一体，在方法上实

施“速度+精度”穿透打击，则显得尤为

重要。

当前，在人工智能、自主系统、无人

系统以及高超声速等技术应用推动下，

智能化战争形态发展逐步呈现出作战

体系分布式部署、网络化链接、扁平化

结构、无人化集群、模块化组合和自适

应重构等特点，以指挥协同技术实现更

多领域协同作战，以人工智能技术提升

复杂战场适应能力和响应速度，以低成

本 实 现 更 大 规 模 、更 为 灵 巧 化 集 群 对

抗。智能化穿透性制空作战，凭借空天

力 量 天 然 瞰 制 的 优 势 属 性 ，不 仅 能 以

“高”打“低”，而且能以“智”打“拙”。在

外军多场景穿透性制空作战能力推演

中，通过不同作战平台在广域空间的分

布部署与灵敏作战运用相结合，具备先

进隐身突防能力的战斗机和轰炸机在

无人机配合下，能够深入对方防区内作

战，毁伤高价值目标，并为己方作战体

系中的其他单元提供情报信息支援。

未来穿透性制空作战中，多平台跨

域分布式协同、有人/无人协同、高超声

速作战、超隐平台突防等正逐步成为现

实，穿透作战将兼顾“软穿”和“硬穿”，

愈发强调作战平台灵活编组，以“高端

有人机+无人机蜂群”模式，或以各型弹

药 与 隐 身 飞 机 协 同 组 网 模 式 ，形 成 高

效、低风险穿透打击编队，以灵活多变

的战法释放智能化穿透性制空作战能

力，从而实现态势感知与目标打击的双

重任务。

穿透性制空：空中作战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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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透性制空作战中，要运用高性能制空平台和远程

精确弹药持续穿透突防、实施纵深打击。

●穿透性制空作战中，要充分利用装备体系信息优势，

构建起一体化的实时战场态势感知网络。

●穿透性制空作战中，要围绕增强作战体系弹性和灵

活性，形成此断彼通的弹性高效杀伤网。

●穿透性制空作战中，要兼顾“软穿”和“硬穿”，以灵活

多变的创新战法释放多任务作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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