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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灯看剑

群 策 集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不断深入，知识多层面覆盖，
学科多领域融合，技术多相位链接，成果多路径涌现，科学
技术研究的综合性、复杂性日益增强，对传统的科研组织
形式和实现方式提出了全新挑战。如何通过组织模式创
新，有效整合和利用各种科研资源，激发科研主体的创新
活力，提高科学技术研究的整体效益，成为当今科研尤其
是联合科研必须面临和解决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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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联合科研组织模式创新的根
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建立新的联合科
研组织模式，着力构建新型科研组织
体系，从而加强科研创新资源的统筹
和运行的管理，有效破解科研创新中
资源不足、运行不畅、效率不高等突出
问题，有效发动利用好科研创新引擎，
不断提高国家和军队的科研创新能力
和水平。

认清联合科研组织

模式创新的现实意义

联合科研组织模式创新对于深入
贯彻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加快创新型国
家和创新型军队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
现实意义。

构建新型联合科研方式，完善国家

科研创新体系。通过联合科研组织模
式创新，可以将不同的科研创新主体和
要素更加有效地联合起来，形成交织融
合、相互耦合的现代联合科研组织形
态，从而有效打通原始创新、集成创新、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之间的创新链路，
构建新型的联合科研创新体制，进一步
推动和促进国家科研创新体系的发展
和完善。

融合多方科研创新力量，提高整体

科研创新能力。通过联合科研组织模式
创新，可以构建起以科研创新资源共享为
核心，以核心科研创新主体为依托的联合
科研创新平台，从而打破制约科研集成创
新的组织壁垒，整合优化科研创新资源配
置，为集中力量进行重大科研创新创造条
件，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提供过硬的核心
关键技术创新与供给能力。

推进军民科研联合，实现军民科研

协同创新。通过联合科研组织模式创
新，构建军民各领域有机结合的新型科
研创新体系，可以实现军民科研力量的
相互整合，军民科研资源的优势互补，
军民科研成果的共享共用，从而进一步
加快军民科研融合发展的进程和步伐。

明确联合科研组织

模式创新的基本要求

为了实现科研创新目标，联合科研
组织模式创新须满足 6个“有利于”的基
本要求。

有利于科研目标统合。目标统一
是联合科研的重要前提。联合科研组
织模式创新，应有利于将各个不同的科
研主体或要素整合起来，并使之相互配
合、相互协调，朝着共同的科研创新目
标不懈努力，直至完成共同的科研创新
任务。

有利于科研优势互补。优势互补
是联合科研的客观要求。联合科研组
织模式创新，应有利于各个科研创新主
体或要素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并有效
实现优势互补，从而降低科研创新成
本，提高科研创新绩效。

有利于科研资源整合。资源整合
是联合科研的基本条件。联合科研组
织模式创新，应有利于将各个科研创
新主体或要素所具有的人力资源、物
力资源、财力资源和信息资源等创新
资源有机地整合起来，形成新的整体
创新资源优势。

有利于科研行动同步。行动同步
是联合科研的主要体现。联合科研组
织模式创新，应有利于各个科研主体和
要素的创新活动实现高度协调，始终保
持步调一致，整体行动，有效发挥其协
同创新的整体功能。

有利于创新体系构建。构建体系
是联合科研的核心内容。联合科研组
织模式创新，不仅要有利于各个科研
主体或要素能高度匹配、协调行动，
共同实现整体科研创新功能，而且要
有利于各个不同的联合科研系统能整
体匹配、相互协调，形成联合科研创
新体系。

有利于科研成果共享。成果共享
是联合科研的重要目的。联合科研组

织模式创新，要有利于各个科研创新主
体或要素相互开放、相互作用，实现联
合科研创新相关领域的知识共用、成果
共享。

积极探索新时代联

合科研组织的全新模式

在联合科研的组织模式创新过程
中，必须根据不同的科研创新的目标、任
务和特点，针对不同的联合科研的主体
和要素，探索和选择恰当的组织模式。

任务牵引下的大兵团作战组织模

式。任务牵引下的大兵团作战联合科
研组织模式，是以满足国家战略和军
事战略需求的重大科研任务为牵引，
由中央、地方政府或军队为主导，通
过成立强有力的组织机构，用行政管
理的手段，以技术聚优的方式，将完
成重大科研任务所需要的所有相关科
研力量，特别是相关领域最具优势和
核心竞争能力的科研主体和要素整合
起来，形成跨越原有组织边界的集中
科研攻关联合体，保证相应重大科研
任务的完成。任务牵引下的大兵团作
战联合科研组织模式，是世界主要国
家常用的联合科研组织形式。美国的
“曼哈顿计划”“阿波罗计划”等重大
科研工程，以及我国的“两弹一星”
工程等，就曾采取这种联合科研组织
模式。这种大兵团联合科研组织模
式，具有集中度强、过程管控强、战
略导向强的特点，可以在多学科综
合、多领域交叉、多专业融合的重大
科研攻关工程中，形成强大的整合效
应、协同效应、辐射效应和放大效
应，有助于实现重大核心关键技术突
破、战略性重大技术创新和前沿性重
大基础研究发展。

龙头带动下的集群化攻关组织模

式。龙头带动下的集群化攻关组织模
式，是为完成重大科研攻关任务，或
为实现某一领域重大技术突破，以这
一行业领域占主导地位并具有核心技
术优势的一个或几个科研单位为龙
头，联合相关领域或行业的其他科研
力量，形成行业联合科研攻关集群。
在这一集群中，行业科研巨头作为主
导力量，对科研集群具有一定科研决
策权、管理权，可以对集群的科研资
金、技术、人才、信息、设备等科研
资源进行相对聚集和统筹规划，形成
相应的科研创新链条，从而实现联合
科研集群内部科研资源的优化调度与

利用。与任务牵引下的大兵团作战组
织模式相比，尽管龙头带动下的集群
化攻关组织模式在组织结构上要松散
一些，在联合效率上可能低效一些，
但也是世界通用的重要联合科研组织
模式。欧盟的“欧洲战斗机计划”，美
国的“第四代战斗机计划”等，就是
以欧洲战斗机公司、洛克西德·马丁
公司等行业科研巨头为主导，联合其他
航空科研领域的科研力量，形成联合科
研集群，通过集体攻关而实现的。这种
集群化联合科研组织模式，具有技术优
势明显、管理调控快捷、层次结构稳定
等优点，可以在同一行业领域的关键性
重大科研攻关中，迅速形成强大的科研
力量聚集、资源整合、链路融合效应，实
现重大关键技术项目、重大科技创新领
域和引领性关键技术的重大突破。

专业引领下的网络化协同组织模

式。专业引领下的网络化协同组织模
式，是在某一专业领域，围绕某一重
大专业性问题的研究与攻关，由该专
业领域有共同探索兴趣的科研单位和
个人，在自愿、平等、共赢的基础上
形成的网络化“专业精英”协同科研
形式。这种科研伙伴关系，以增加该
专业长远科研能力为牵引，以实现联
合科研攻关为目标导向，在需求生
成、技术突破、项目研究等方面，可
以充分发挥各个科研单位和个人的聪
明才智，汇集优质科研力量。在保持
其自身科研独立顺畅运转的同时，为
科研联盟贡献相应的科研资源、知
识、技术等。与前两种联合科研组织
模式相比，专业引领下的网络化协同
组织模式虽然组织结构松散、稳定程
度较低，但它既突破了科研创新所特
有的灵感瞬时性、方式自由性和路径
多样性等不确定性，而且还保留了各
个科研单位和个人的创新活力，有利
于一些前沿性、基础性的新技术、新
理论、新方法等从无到有的创新研
究。在这种较为自由、宽松、包容的
科研环境中，通过科学家或科研团队
各种思想火花的碰撞、奇思妙想的交
锋、多种学术背景的多元融合，创造
出差异化的创新思路和开拓性的创新
理念，从而产生新的科技成果和技术
路线。由于这种组织结构的相对松散
性，必须由国家、军队或地方科研管
理部门对此进行适当引导、协调，以
保持其组织结构的稳定性、攻关目标
的一致性、成果分享的公平性。美国
国防部高级计划研究局在引导这种相
对松散的基础性、前沿性联合科研的
过程中，就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加强联合科研组织模式创新
■周碧松 何智颖 傅俊翔

极限化是指竭力实现极限目标。
实战化训练作为未来战争的预演，虽
无法抵达真正的战场，但应贯彻极限
化理念，穷尽可能创造实战场景，力求
无限靠近未来战场，最大程度摔打磨
练部队。

极限化效能发挥是未来战场比拼

的硬核。未来作战，呈现传统力与新
质力叠加、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交融
的特征。高新技术兵器唱“主角”，智
能化装备“登堂入室”，作战空间广
阔，交战距离拉长，前方后方模糊，
人机混合行动，战场瞬息万变，对称
抗衡与非对称制衡交织，体系对抗与
节点破击并举，主动进攻与能动抗守
兼具，作战样式随着控局走向和交战
态势灵活转换。针对复杂形势、多元
信息，谁能看得更清、判得更明、决策
更准、反应更快，谁就能争取主动抢占
先机；针对有形无形的目标，谁能查得
更细、打得更远、隐得更深、防得更严，
谁就能迅速消灭敌人、有效保护自己；
针对信息主导算法制胜，谁的信息通联
更顺畅、网络链接更紧密、数据储备更
丰富、智能计算更精细、决策指挥更迅
捷，谁就能以我为主精确作战精准控
制；针对开局即要控局、首战影响决战
的速决式特点，谁在最短时间内精确化
聚能极限化释能，谁就能以快吃慢、以
活制僵；针对作战强度烈度几何级增

长，谁的意志更坚韧心理更稳健，谁就
能保持战力挺到最后。综合起来，就是
围绕联合制胜一体行动，谁能以最快速
度，深度集合人力物力，综合集成信息
力数据力，极限化发挥己方作战效能，
极限化影响敌方效能释放，谁就能占据
优势取得胜果。

极限化训练实践是锻造能征善战之

师的关键。当前，部队开展极限训练已
成常态。其训练指向和重心通常包括两
个方面：一是武器装备技术性能发挥到
极限；二是受训者的生理和心理承受到
极限。针对未来作战的新特点新要求，
深入推进实战化训练，应进一步丰富极
限训练内涵，拓宽范畴界定，综合考虑
战场上所有主客观因素，从最大化发挥
作战体系整体效能的角度出发确定训练
目的，全方位全要素统筹设计训练内
容、方法手段和环境条件，在无限接近
实战的背景下锤炼部队打仗能力。主要
包括：情况极限设置，立足应对最大安
全威胁，直面主要作战对手，拟制最复
杂情况下的作战预案，赋予变幻多端的
背景条件，划定战争准则和交战规则边
界，最大化训练指挥员的战略思维和运
筹决策能力。装备极限运用，输送平台
以最快速度机动，武器实施最远有效距
离射击，弹药进行单位时间内最大量消

耗，最大化发挥装备的作战效能、锤炼
战斗员的战斗技能。信息极限处理，建
立足量够用、即用即有的作战数据库和
信息资源库，运用灵活多样的技战术手
段，构设多元混杂真假难辨的战场景
况，官兵按战位操作指挥信息系统，在
野战机动、复杂电磁环境下快速收集和
处理信息，最大化训练信息通联和攻防
对抗能力。体系极限联动，联合作战体
系各个节点横向连接纵向贯通，各模块
要素接口铰合效能聚合，大强度快节奏
连贯式高效运行聚能释能，最大化训练
协同行动和自适应力。智能极限发挥，
用好用足智能化辅助决策系统，极大丰
富数字仓储，缜密开展作战计算，深
化融合人机交互，随机应变灵活指
挥。条件极限创设，基于灵活多能全
域作战，开展最远距离机动、陌生地
域行动、迥异地形转换、恶劣天候适
应、极端环境作业等训练，在生理极
限消耗、心理极限受压条件下，最大
化训练官兵战场适应力和生存力。

统筹设计、逐级递进是极限化能

力生成的实践路径。极限化训练，是
实战化训练的高级阶段，是部队战斗
力达到峰值的实践路径。开展极限化
训练，不是盲目的，而是科学的；不
是跳跃式的，而是渐进式的；不是割

裂的，而是融合的；不是突击的，而
是常态的；不是短期一蹴而就的，而
是长期积累沉淀的。只有经过长年累
月滚动发展的极限化训练，部队才能
生成极限化能力，才能在战场上最大
程度地发挥作战效能。坚持体系化规
范设计，结合部队类型、作战任务和
训练周期，合理划分训练阶段，精细
设置极限化训练课目，融入军事训练
大纲、装备操作教程，明确训练时
间、组织形式及应达到的标准要求。
坚持升级式融合训练，基础训练重在
单个人员体能技能心理和单装单平台
技术性能发挥的极限化，专业训练重
在武器装备体系、指挥信息系统及各
作战要素效能发挥的极限化，战役战
术训练重在指挥员筹划决策、应变指
挥和各作战模块协同行动、攻防兼备
的极限化，体系训练重在各个节点融
合链接、精准聚能释能、全维抗毁防
护的极限化，前后顺承、分步细训，
全程渗透于实战化训练始终，由低到
高、由专到合、阶梯上升，逐级递进
提升战斗力指数。坚持专业化持久培
塑，突出官兵在作战中的主体主导主
角地位，针对不同战位岗位，分类制
定“订单式”“配餐式”科目清单和指
标化数据化质量标准，把极限化训练
贯穿军事职业生涯，动态更新，接续
培养，尤其是不间断强化各级指挥员
的信息素养、算力运用、谋略思维和
指挥艺术，“水涨船高”提升核心智
能，以极限化智能发挥，打赢未来智
能化战争。

实战化训练需要激活极限化理念
■李计勇

微创介入治疗是指在影像引导下，

以最小的创伤将器具或药物置入到病

变组织，对其进行物理、机械或化学治

疗的微创技术。该疗法“微创性、精确

性”的特点与特种作战行动要求某种程

度上相契合，因而研究微创介入可以帮

助我们打开特种作战思路。

精编力量，淡化行动痕迹。借鉴

微创介入创口极小的特点，特种作战

应精干编组力量，力求淡化行动痕

迹。一是小编成、大支撑。特种作战

是大体系支撑下的精兵作战。小编成

的作战力量是隐蔽行动、灵活机动、快

速反应的重要前提，大体系的保障力

量是精确指挥、精准行动、精控态势的

有力支撑。二是多专长、少短板。特

战队员除基本作战技能过硬外，还应

掌握爆破、救护等专长。跨境执行任

务时，特种兵还需掌握当地的语言等，

以便融入周围环境，降低被对手察觉

的概率。三是精装备、强技术。所携

带的装备应更精良、更专业，能够实现

先进技术、精湛技能和灵活战术的有

机融合，使特种部队执行作战任务时

更迅速、更隐蔽、更精确，战场存活率

和杀伤力都得到提高。

精择目标，直击体系要害。微创

手术实施前，常需运用检验手段找准

病灶。有鉴于此，特种作战需精选目

标，以达成毁点瘫体之效。一是准确

理解意图，为目标筹划提供理论依

据。作战目的，重在搞清期望达到什

么效果；作战价值，重在搞清本级任务

在全局中的地位；作战红线，重在搞清

打到什么程度为止，适时结束战斗。

二是精准的情报保障是支撑。高效的

情报保障，为目标筹划提供信息支

持。要基于具体目标特殊性和行动效

果确定情报需求，弄清目标特征、功

能、强弱点等。三是科学周密的目标

筹划是关键。目标筹划是以作战目的

为统领，以作战红线为约束条件，精选

关系敌体系运行的要害目标、影响目

标功能的关键部位，从而有效实现作

战意图。

精选手段，注重打击效果。微创

手术制订方案时需根据患者自身因

素综合考量确定，确保达到预期效果

最优。有鉴于此，特种作战应优选行

动手段，力求打击效果最佳。一是简

化流程。简单是特种作战最重要的

原则。特种作战行动流程越繁琐，不

确定因素和突发情况越多，需要协同

的关键环节也就越多，行动风险和指

挥控制难度就越大。因此，特种作战

行动手段必须缩减行动流程、简化作

战方案。二是加快节奏。成功的特

种作战，大多数都是在极短时间内夺

取非对称优势，快打快撤完成任务。

随着作战时间的推移，特种部队拥有

的力量、心理优势将逐步减弱。因

此，特种作战行动手段必须强调加快

作战进程、快速达成目的。三是降低

成本。要立足以最少的时间、力量等

资源成本追求最优作战效果，立足以

最小的附带毁伤等风险成本追求最

小负面影响。

精控态势，实时调整行动。微创

手术实施中注重根据患者生命指征，

及时调控纠偏。有鉴于此，特种作战

应全程关注战场态势，精确控制行

动。一是实时关注特战分队动态，包

括地理位置、作战节奏、作战行动，

必要时给予指导干预；实时关注远程

打击、情报侦察等作战保障力量动

态，及时互通信息，确保密切协同；

实时跟踪目标变化状态，以便及时做

出响应。二是按需更新协调措施。特

种部队应统筹任务区内空域、频域资

源的使用，兵力机动和火力打击的协

调，根据作战需要更新并发布相应的

协调措施，及时化解矛盾冲突。在狭

小的战场空间，实现兵力、火力和信

息力的最佳结合，有限作战资源的最

大利用。三是准确评估行动效果。效

果评估是对预定目标实施打击后，对

目标破坏程度、恢复能力及现存战斗

力等情况的综合评判，是掌控态势的

重要环节，是指挥决策后续行动的重

要依据。衡量评价打击效果如何，须

全面及时搜集目标信息才能做出科学

评估。

特
种
作
战
与
﹃
微
创
介
入
﹄

■
董

伟

张
全
礼

数据是进行各种统计、计算、科

学研究或技术设计等所依据的数值，

它是对客观世界的抽象和量化。数

据优势已成为推进军队建设、打赢未

来战争的重要优势。

强化数据意识。数据是信息化战

争中重要的资源。当前，大数据、神经

网络算法等技术迅猛发展，政治、经

济、文化、军事各个领域海量数据相互

关联渗透。对数据的分析、处理、理

解，关乎训练、演习、作战，甚至决定战

争胜败。在未来战场，谁掌握了充分

的数据，谁就拥有战争的主动权。无

论战争准备还是战争实施，谁忽视数

据，失去对数据的敏感，就失去了前进

方向。提高对数据的捕捉、分析理解

和运用能力，已然成为现代战争制胜

规律的逻辑起点和内在要求。

积累数据优势。数据搜集是一项

长期任务，只有平时积累大量而丰富准

确的数据，才能夺取与保持数据优势。

一方面，树立广义数据观，一切与提升

战斗力相关的信息载体都是数据，政

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数据都是

重要的数据；不仅要注重采集各种具

有显性价值的常见常用数据，还要注

意采集各种具有潜在价值的其他数

据。另一方面，用好新型设备采集数

据。微型传感计算设备和网络结合，

可以实现无处不在的数据自动采集、

传递和计算，为数据采集提供了极大地

便利，增强了人们数据采集的能力。

保障数据安全。未来作战可能会

首先从数据攻击开始，无数事实证明，

信息化程度越高，对信息安全的管理依

赖性就越强，作为信息载体的数据安全

问题也就越突出。数据安全既是全员

工程和系统工程，更是信息时代现实的

战斗力。建立完善的数据安全法规制

度，突出数据安全技术标准，系统规范

地进行数据安全立法，并建立相应的数

据安全监督、检查、奖惩制度，对数据安

全体系进行依法管理；建立自主可控的

数据安全体系，发展数据安全技术和研

制数据安全设备，坚持自主创新，整体

规划，重点突破，系统配套，通过多种方

式，引进优秀成果，形成技术先进、体系

健全、自主可控的数据体系。我们要强

化数据安全意识，不断提高数据防护技

能，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守护数据。

做好数据分析。数据的价值就像漂

浮在海洋中的冰山，第一眼只能看到冰

山一角，而绝大部分隐藏在表面之下。

海量数据不仅仅代表“真实的事实”，还

蕴藏着事物的发展规律。数据分析就是

要通过对数据的计算对比，特别是关注

数据分析中的常量值和异常值，往往能

够揭示数据之间隐藏的关系、模式和趋

势。数据的组合挖掘研究相较于军事实

践活动具有快速、便捷、经济的特点，随

着数据的累积增多，可以做的分析和对

比也越来越多。通过整合分析，数据背

后更多的“秩序”“关联”或“规律”将浮出

水面。数据分析和数据挖掘的能力正成

为作战双方的重要竞争力。基于数据的

分析的竞争将成为一种斗争常态。

切实打造数据优势
■郭留英 王俊杰

●从最大化发挥作战体系整体效能的角度出发确定训练目的，在无限接
近实战的背景下锤炼部队打仗能力。●只有经过长年累月滚动发展的极限
化训练，部队才能生成极限化能力，才能在战场上最大程度地发挥作战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