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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兵论道

挑灯看剑

无论是新质生产力，还是新质战斗力，其突出特点都在
于“新”。数千年文明演化、战争演进，共同见证大量求新用
新者赢的例证，打造新质战斗力增长极，强制性要求军事组
织秉持追求创新、探索新知精神，以最灵触角、最快速度、最
佳方式，捕捉、甄别并吸纳新技术和新理论，以技术前沿为
基线、理论创新为助推，引导军事理论、新兴技术、战法训
法、人员装备等系统要素资源，向发展新质战斗力顺畅流
动，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整体效能。

引

言

“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融入+再造——
以导向性作用发挥

引领发展方向

新质战斗力的要素构成与能力生

成，大多从技术维域发端，用新的认知

力、结构力、创造力变革升级，全面向各

功能领域渗透，通过融入体系来改造体

系，促使其结构演化、重塑再造。推进

新质战斗力建设，不同于传统力量建设

的单向优势比拼，不是各领域作战力量

的简单叠加、平均用力、并行推进，而是

更加注重结构要素整体性变革产生的

体系导向性作用效应。

人 类 战 争 史 上 ，火 药 的 发 明 和 应

用，立即颠覆以“人力”为战斗力主体的

结构要素，通过与兵力、武器装备和战

术战法融合共生，使得战争的活动范围

和规模扩大，引导战斗力生成重心从近

身搏斗转变为远程攻击。当前，世界军

事强国纷纷在人工智能、生物交叉、先

进计算、高超声速等方向加大投入，并

将融合交叉作为培育新质战斗力的有

效途径，成为新原理、新机理新质战斗

力生成的增长极。以无人化作战为典

型代表，无人力量的异军突起，以其卓

越的性能特质和独特的作战优势，通过

出 动 规 模 不 断 攀 升 、运 用 样 式 持 续 创

新 ，迅 速 突 破 传 统 军 事 力 量 的 诸 多 限

制，遍布整个战场、深入多域空间、贯通

“OODA”作战循环。基于战场作战实

际需求出发，俄军于今年年初提出组建

新型无人化合成旅具体构想，围绕无人

作战运用中心，体系化编配各类无人装

备和传统作战力量，通过灵活编组、能

力融合，既能独立遂行侦察打击各类作

战任务，又可加强与其他兵种部队协同

运用，探索新质力量建设运用新模式。

面对未来强对抗、高威胁智能化战场环

境，无人系统通过自主、快速、实时的网

络链接，将大幅增强作战体系的韧性、

弹性和应激性，可实现不同类型作战要

素跨域融合、一体联动。

新 质 战 斗 力 建 设 运 用 ，对 力 量 组

成、结构编成等作战要素具有空间集聚

性，依赖于各要素资源的深度挖掘和优

化整合，要勇于跳出过时、陈旧思维的

窠臼，确立基于体系作战能力生成的主

基调，注重统筹用力、方向引领。新兴

领域具有前沿性先进性属性，为新质战

斗力生成和创新发展提供广阔空间，激

发强大内生力和驱动力，要结合多域作

战力量的特点特性，前瞻探索新兴领域

力量建设运用的新样式、新模态，发挥

最大聚合效能。

●迭代+涌现——
以科技赋能增强作

战使用效能

新质战斗力是科技创新成果在军

事领域的物化，具有高科技、新机理、强

功能特征，对技术迭代和涌现的敏感度

更高、响应性更强，主要体现在作战空

间的新拓展、制胜机理的新变化、军事

科技的新突变。推进新质战斗力建设，

必须高度关注新兴技术的发展突破，强

化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

及时转化应用，不断增强高新科技爆发

性赋能质效。

从冷兵器到热兵器，从机械化到机

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战斗力跃

升呈现出空前变革性与颠覆性，本质上

是新兴科技在军事领域应用形成的跨

代优势能力。历史和实践证明，“新型

技术装备出现—部队结构变革—作战

能力跃升”，是新质战斗力生成发展的

基本脉络。今天，一大批具有前瞻性、

引领性、颠覆性的技术正走入军事开发

视野，一旦物化成武器装备，就能形成

具有新原理、新机理的新质战斗力。无

人机与人工智能识别技术深度融合，已

经出现“千里追杀”的震慑效果；火力打

击与网电攻击有序配合，打造出软硬一

体、全域覆盖的进攻体系。空天作战领

域，高超、无人、定向能、网电武器等新

质力量的加盟，有望加快杀伤链闭合速

度，能够对战场高威胁的时敏目标，实

施去功能打击和持续反重构压制，最终

达成从杀伤有生力量、破坏军事设施、

摧毁武器装备到全维多域毁瘫对手作

战体系。随着颠覆性技术拐点的加速

到来，军事领域将可能迎来高新技术的

群体迸发期，战场要素瞬时集聚，多域

融合联动成为常态。

新 质 战 斗 力 建 设 运 用 ，技 术 、装

备、机理创新溢出效应强，要提升科技

敏锐度和认知力，推进空天网、无人智

能 、深 海 极 地 等 新 兴 领 域 技 术 孵 化 转

化，升级现有作战武器，开发新概念装

备，推动新兴科技快速进入云、端、库、

链 ，加 速 新 质 战 斗 力 的 体 系 化 涌 现 性

生 成 。 重 视 开 发 和 积 蓄 新 兴 领 域 资

源 ，加 强 关 键 核 心 技 术 攻 关 和 核 心 装

备 研 发 ，支 撑 新 质 战 斗 力 生 成 的 核 心

要素和作用机理，更好赋能决策链、指

挥链和战斗力生成链。

●快响+淬炼——
以战法训法创新催

化形成实战能力

新质战斗力建设成效如何，实战是

检验的最根本标准。新质战斗力同新

兴领域、新型产业关联紧密，打造链接

新型力量建设与实际作战能力生成的

桥梁，最有效途径就是不断创新实践战

法 训 法 ，激 发 潜 在 战 斗 力 演 化 能 级 跃

升。推进新质战斗力建设，应加强训练

模式机制创新，打通先进要素资源池与

现有转化渠道接口，让作战要素的活力

竞相迸发，高效响应、快速催化新质战

斗力形成。

军事理论家杜黑有句名言，在战争

样 式 迅 速 变 化 的 时 代 ，谁 敢 于 先 走 新

路，谁就能获得用新战争手段克服旧战

争手段带来的无可估量的利益。新质

作战力量，涉及领域新、涵盖范围广、囊

括要素多，是被寄予厚望的“游戏规则

改 变 者 ”，深 刻 影 响 作 战 运 用 方 式 变

革。随着人工智能军事化应用加速，作

战双方大量使用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深

度伪造、社交机器人等新方法新手段，

发起海量、多元、精准全域攻防作战将

成为现实。基于训用实践助推 AI 技术

运用融入体系，世界军事强国纷纷打造

全方位 AI 系统，不断加速 AI 军事赋能

试验验证，拓展在情报分析、网络作战

等领域转化应用，通过构建虚拟场景、

创新战法训法研练，匹配任务流程、开

展模型训练、增强人装自主协同，探索

解 决 AI 系 统 实 战 运 用 面 临 的 新 题 难

题。如同锻造工艺中的钢铁器具打制，

需要历经反复的锤打淬炼一样，最大限

度释放新质战斗力潜能，就是要通过实

训实用的“淬火池”，增强新质力量的

“强”度和“硬”度。

新质战斗力建设运用效能，与技术

敏捷响应度、潜能快速转化率紧密相关，

要不断创新训练模式，始终瞄准打赢未

来战争，打造与使命任务相匹配的典型

作战场景，创新“科技+”“网络+”等训练

方法，力求在训练中取得最广战场适用

范围、最佳力量编成方式和最大对抗能

力效应；要紧盯“打得赢”目标实现，着眼

战术与技术、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充分

运用“重大演训+”“专项任务+”等平台

淬炼，系统推进新质战斗力生成。

●前瞻+集优——
以锻造新型人才队

伍赢得军事竞争主动

作为军事活动的组织者和实践者，

人才是引领新质战斗力发展的重要资

源和推手，视野开阔、思维前瞻的新型

人才队伍，决定着新质战斗力建设成效

和使用效益。加快推进新质战斗力建

设，要精准对接备战打仗需求侧，以能

打赢明确指向、以全链路规划路径，用

超前思维、超常举措强化创新探索，前

瞻预置、集优锻造、任务淬炼，加速新型

人才队伍建设。

战争是涉及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相

互联系的巨系统，但人与武器始终是最

基本的要素构成。现代战争形态的快

速演变，尤其是前沿性、颠覆性技术群

的发展突破与军事应用，使得战争对人

的因素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从历史

范畴看，每一次军事变革，无不以新型

作战力量兴起为发轫，以新型人才队伍

建设为突破；各国抢占新军事革命制高

点的争夺，本质上是人才的竞争。充分

解放和发展新质战斗力，对新型人才的

需求体量大、选拔起点高、培养周期长，

具有知识储备的复合性、观察视野的战

略性、思维方式的创造性、专业工作的

实践性等鲜明特点，需要超前筹划、前

瞻布局，围绕人才引进、培养、使用、保

留全周期管理进行体系设计，推进人才

建设链与作战能力生成链深度耦合。

进入大国战略博弈和军事竞争关

键 期 ，世 界 军 事 强 国 加 紧 调 整 军 事 战

略、塑造新型军事体系，面对日趋激烈

的竞争态势和愈发迫切的发展需求，加

速新型人才队伍建设，要贯彻全链路抓

建理念，整体规划路径、接续跟踪培养，

把新质战斗力标准和实战化要求贯穿

人才队伍建设全过程。深化“项目+人

才”培育模式，发挥平台和任务吸引人、

培养人、塑造人的优势，利用重大任务

和重要项目把优秀人才集聚在一起，在

实践中锻造人，形成人才群体效应。

把握新质战斗力建设的着力点
■马 权

聚 焦 新 质 战 斗 力

纵观古今中外战争，战局控制始终

是有效驾驭战争，应对战争不确定性，夺

取并保持战场主动权，达成最终作战目

的的重要手段。我军在历次军事斗争

中，总是善于运筹战争、控制战局、制胜

战场。时至今日，这些控局艺术和指挥

谋略，仍然是我们设计战争、把握战争主

动、制胜未来战场的重要智慧源泉。

创设态势善布局。善战者胜于未

战。我军在历次军事斗争中，之所以能

牢牢把握斗争主动权，很重要的就在于

注重综合谋篇布局、打好战前之战，确

保开局有利并能有效推动战局向有利

于己的方向发展。抗战胜利前后，为制

止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内战，党中央一方

面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内战的阴谋，

争取舆论主动；一方面指示我军迅速占

领中小城市、广大乡村、交通要道，扩大

解放区、创建新的根据地，尤其是指挥

我军部分力量直接进军东北的战略布

局 ，更 是 取 得 解 放 战 争 胜 利 的 关 键 一

步。信息化智能化时代作战，布局是否

有利、能否占尽先机，对于取得作战胜

利仍具有重要作用。应着眼军事与政

治、外交、舆论等领域相互交织的特点，

注重法理斗争和动员宣传，抢占政治、

道 义 和 法 理 制 高 点 ；注 重 前 瞻 预 置 兵

力、抢占战略战役要点要域，形成“决积

水于千仞之溪”的作战布势；注重实施

威慑震慑，瓦解、弱化对手军心士气，不

断改善战略态势。

首战必胜谋开局。首战具有决定

性影响。纵观历次军事斗争，我军始终

把慎重初战作为关系作战全局胜败的

一项重要原则，一贯主张首战必胜。抗

美 援 朝 战 争 伊 始 ，志 愿 军 充 分 发 挥 优

长，慎选目标，首战两水洞，歼灭南朝鲜

军第 6 师一部，激战云山城，首次与美军

交锋，就击败美骑兵第 1 师，打击了美军

及南朝鲜军的嚣张气焰，为第一次战役

后续战斗奠定了基础。信息化智能化

时代作战，首战更加成为关键之战，应

通盘考虑对手实力、战略环境、自身战

略能力等因素，确定何时打、打哪里、怎

么打；把对战争战役进程有重大影响、

最有利于打开局面和实现战略战役目

的的作战方向和地域作为首战方向和

地域，统筹运用多种打击手段，攻其不

备，以快打慢，达成首战必胜。

因势利导推战局。战局转换是胜

负 易 位 的 枢 纽 。 在 我 军 军 事 斗 争 史

上，为实现战略战役总目标，党中央总

是依据战场情况变化，顺势而为，推动

战 局 转 换 ，实 现 战 争 战 役 进 程 发 展 质

的 飞 跃 。 解 放 战 争 进 行 到 1947 年 6

月，战争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敌我兵

力 对 比 实 现 此 消 彼 长 ，我 军 武 器 装 备

不断改善。党中央立即指挥刘邓大军

千里跃进大别山、陈谢兵团挺进豫西、

陈 粟 大 军 挺 进 豫 皖 苏 ，兵 锋 直 指 既 是

要 害 又 是 薄 弱 环 节 的 中 原 地 区 ，推 动

我军由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转变。信

息化智能化时代作战，适时、准确、顺

利 地 实 施 战 局 转 换 ，是 顺 利 推 动 战 争

战役进程的关键环节。这就要求战争

战役指导者要准确预见战争战役发展

趋势，前瞻确定每个阶段作战重心；充

分准备，一旦时机有利，迅速定下新的

决 心 ，而 后 围 绕 新 的 作 战 重 心 快 速 调

整战争战役力量编组结构、空间位置、

行动方式，迅速隐蔽实施转换；要注重

周 密 协 调 前 后 衔 接 ，充 分 利 用 前 期 作

战成果，顺势转换战局，保证战争战役

作战体系效能持续释放。

灵活用兵破险局。战争历来具有

高风险性。在重要军事斗争中，党中央

灵活用兵，以高超的指挥艺术和谋略水

平，总能克危局、破僵局，险中求胜。遵

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面临被国民党军重

兵包围的极端险恶形势，毛泽东同志灵

活运用战略战术，指挥红军忽南忽北，

声东击西，四渡赤水，把中央红军引向

胜利的坦途，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围

歼中央红军于川黔滇边境地区的狂妄

计划。信息化智能化时代作战，战场逆

境中能否险中任势、险中夺机、险中用

术，对于取得最终胜利具有重要作用。

这些都要求指挥员在面对险局时，能客

观分析敌我强弱优劣的问题，树立敢打

必胜信心；要善于寻敌之隙，出精兵奇

兵击敌“命脉”，实现强弱转化、化危为

机；要善用谋略，通过快速机动、示形欺

骗、心战震慑等，调动对手、影响对手，

创造与寻找战机；要沉着果敢、指挥若

定，合理冒险、快速决策，实现化险为

夷、绝处逢生。

慎终若始稳收局。战争最终是为

了 和 平 。 我 军 历 来 重 视 打 好 终 战 ，每

到 战 争 战 役 尾 声 ，或“ 宜 将 剩 勇 追 穷

寇”，犹如秋风扫落叶般乘胜追击，彻

底歼灭敌人，防止功败垂成；或着眼政

治 斗 争 适 时 收 局 、掌 握 主 动 。 抗 美 援

朝 战 争 后 期 ，我 军 慎 重 决 策 ，严 密 部

署，选择金城以南作为主要攻击目标，

集 中 兵 力 重 创 南 朝 鲜 军 四 个 师 ，其 他

地 段 的 部 队 也 与 敌 反 复 争 夺 ，大 量 歼

敌 ，有 力 地 促 成 板 门 店 停 战 协 定 的 签

订 ，对 停 战 后 朝 鲜 半 岛 局 势 的 稳 定 起

到了重要作用。信息化智能化时代作

战 ，收 局 之 战 关 系 到 战 争 目 的 能 否 实

现、战后局势的形成与发展，指挥员要

紧紧围绕政治目的，有理、有利、有节

地打好终战。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好前

一 阶 段 的 作 战 成 果 ，或 集 中 力 量 打 歼

灭战，彻底击垮对手，使之丧失斗志和

抵抗能力；或周密组织作战布势调整，

快 速 组 织 攻 防 行 动 转 换 ，巩 固 前 期 成

果，建立攻势防御布势，给对方强大的

军事压力，以慑控战、以慑止战，促进

战争目的顺利实现。

从我军战史中汲取控局智慧
■刘媛媛

“夫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

焉。”避实击虚、避强击弱，是战争制胜

的基本法则。重视研敌“弱”、善于寻

敌“弱”、有效击敌“弱”，才能做到高效

制敌。

解构敌作战体系判弱点。现代战

场，作战体系是能量聚放的基本依托，

破击体系成为对抗双方首选制胜途径，

应选准并打击支撑敌体系运行的关键

弱点：一是分析体系结构看关联度。作

战体系的关键点是对体系结构起重要

联接作用的要素、目标或部位，而现代

作战体系构成要素由过去的军事系统

向社会系统拓展，是一个多元融合、广

域分布、依网运行的复杂巨系统。这一

系统关联的任一构成要素以及网络节

点，都可能是敌潜在“弱点”。二是分析

体系功能看关键性。作战体系的关键

点是对体系功能起关键支撑作用的要

素、目标或部位，而现代作战体系是一

个向内自成体系、向外层层嵌套的功能

组合体。可按作战体系中各部分的功

能作用来确定其“关键性”定位，进而找

到高价值的“弱点”。

研析敌作战机理找弱点。作战机

理是打仗的规律和原理。研究作战机

理找弱点，就是要分析对手作战所依赖

的条件，找到弱点破坏之，进而制敌胜

敌。一要分析技术机理找薄弱点。分

析对手武器装备的性能指标、作用原理

等，挖掘其中的技战术缺陷，从技术或

战术层面设计对抗措施。20世纪 60年

代，我军深入分析敌入侵侦察机技术特

点，采取“近快战法”和电子对抗措施，

成功击落包括 U-2在内的多架敌侦察

机。二要分析战法机理找反制点。分

析对手战法运用的行动场景、时空条

件、体系支撑、能力需求等，挖掘其潜在

风险，设计反制措施，进而抑制其战法

的决胜点、扩大风险点。抗日战争初

期，毛泽东同志看到日寇“三个月灭亡

中国”狂妄图谋背后是难以持久的巨大

战略弱点，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方

针，指引中国人民赢得了最终胜利。

调动敌盲目行动露弱点。作战强

弱点不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动

态的、发展变化的，在特定条件下可以

相互转化，应主动设计调动敌方行动，

创造其由强向弱的转化条件。一是顺

敌意图构设陷阱。采取兵力佯动、信息

欺骗等手段，故意制造利于敌实现作战

意图的态势假象，诱使其掉入决策陷

阱。抗美援朝战争初期，志愿军利用

“联合国军”的“会师鸭绿江，在圣诞节

前夕结束战争”企图，采取诱敌深入方

针，在其必经之地设下罗网，大量歼其

有生力量，迫其大溃败。二是诱敌响应

暴露要害。采取无人压制、有人偷袭等

攻击手段，故意制造向敌进逼之势，诱

使其提前启动作战系统，进而暴露要

害。贝卡谷地之战，以军用无人机实施

佯攻，诱骗叙军“萨姆”导弹制导雷达开

机，获取了其频率，而后在 6 分钟内就

摧毁了“萨姆”导弹防空网。

善寻敌作战弱点
■侯 峰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

上强调，把将才培养作为战略任务来

抓。三军之重，莫过于将；千军万马，

首看指挥。战争不仅是前台人员与装

备硬碰硬的对抗，更是后端指挥员判

断力、决策力、控制力、应变力、意志力

等指挥能力的比拼。军队能不能打

仗、能不能打胜仗，指挥是一个决定性

因素。指挥力是部队战斗力快速生成

和高效释放的主导因素，是军队战斗

力的重要标志。

清 晰 判 断 确 保 作 战 效 能 精 准 发

力。综合判断是对战场态势的精确分

析和精准预测，是决策和控制协调的

前提，也是作战力量运用的依据。通

过对敌情、我情、战场环境等的全面科

学的分析判断，初步决定作战力量将

往何处用、何时用最为合适。作战中，

要抽丝剥茧、去伪存真，透过变幻莫

测、扑朔迷离的现象，全面客观分析战

局真实状态。要明晰对手真实企图、

行动征候和作战部署等情况，把握己

方作战力量能力水平、重要武器装备

部署态势、部队战斗精神等状态，辨析

战场危与机、真与假、明与暗、强与弱、

众与寡等矛盾形式，把准敌方的强与

弱、己方的优与劣、战场环境的利与

弊，为作战力量组合运用、作战目标选

择、作战任务区分、战场环境利用提供

基础，确保作战效能能够精准发力。

科 学 决 策 确 保 作 战 效 能 优 化 生

成。决策是指挥员对力量运用、打击

目标、行动方法等的安排和决定。具

体体现在打哪里、用什么打、什么时候

打、如何行动等，本质是通过优化组合

作战力量、精准选择目标和科学使用

作战手段，形成最优作战方案，生成最

优作战能力。作战中，指挥员必须通

过周密审慎的思考，确立作战方针、指

导思想和作战原则；围绕作战效果最

大化，精确选择敌关节点、易毁点、脆

弱点、瓶颈点等打击目标；根据作战意

图、作战对手和作战目标等，结合各作

战力量的优长，科学组合作战力量、精

准配置作战地域、优化力量运用方法

与程序；一体设计谋略运用和战法手

段、行动样式等。由此，才能实现作战

力量与作战目标的精准匹配、行动方

法与战场环境的有机融合，实现作战

效能最优化、作战效益最大化。

控 制 协 调 确 保 作 战 效 能 整 体 释

放。控制协调是为消解战场矛盾，对

作战力量和作战行动进行的优化调

控，目的是确保各作战单元的作战效

能有机衔接、动态聚合和高效释放。

作战中，指挥员必须通过宏观的运筹、

计划组织和实时指导，根据多维战场、

多域力量、多种行动的互融互动关系，

统筹与协调好诸军兵种力量作战行

动，关注各领域各军兵种作战效果的

互相利用与衔接，使之形成整体合力，

协调一致作战；统筹好与协调好各阶

段作战行动，使前一阶段行动为下一

阶段行动创造条件，后一阶段行动沿

用前一阶段行动效果，各阶段作战行

动联动实施、无缝链接、效果叠加；统

筹与协调好战略战役层级信息作战、

火力打击、特种作战与战术行动，形成

上下联动、有机融合、一体释放的高效

作战能力。

灵 活 应 变 确 保 作 战 效 能 高 效 运

维。指挥应变是指挥员根据战场局

势变化，因时因地因势对作战行动进

行临机处置，本质是对战场局势的快

速反应，对作战行动的创造性指挥，

使作战效能高效释放。战场始终充

满不确定性和多变性，信息化智能化

战争更是扑朔迷离、波谲云诡，各种

意想不到、预料之外成为常态。指挥

员必须准确识变，以敏锐的视角，察

觉敌我态势的微妙变化，识别影响作

战效能发挥的危与机；精准预变，关

注战局的细微变化，立足最小可能、

最大可能和最坏极端，精准预测战争

“ 拐 点 ”，找 准 作 战 效 能 释 放 的“ 支

点”；灵活控变，敢于创新、打破常规，

灵活调整作战计划和行动方案，快速

对各作战要素进行重组，实现作战效

能精准释放、高效释放。

意 志 品 质 确 保 战 斗 效 能 持 续 充

盈。指挥员的意志品质包括果断性、

坚韧性、自觉性和自制力等，具有激发

作战潜能和增强作战效能的作用，关

系到作战决心的贯彻落实和作战目的

的实现。气为兵神，勇为兵本。作战

中，指挥员一往无前、敢打必胜的血性

胆气和英雄气概，可有效激发部队的

战斗士气，使部队始终充盈“狭路相逢

勇者胜”的胆识和勇气，确保部队拖不

垮、打不烂，坚决完成既定目标；同时，

面对难局、危局、险局、困局时，指挥员

敢于担当，临危不乱、处变不惊，可有

效稳定军心，通过指挥若定、当机立

断，快速调整部队行动，可力挽狂澜、

扭转逆境、稳局控局，确保作战效能平

稳持续释放，实现最终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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