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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灯看剑

群 策 集“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习主席强调，要坚持勤俭建军，科学配置国防资源投向

投量，提高经费使用精准度和效费比。当前，世界百年变局

加速演进，新军事革命迅猛发展，安全形势严峻复杂。建设

巩固国防和强大人民军队，必须着眼国防领域的重大关切，

聚力破解规划执行中的堵点卡点，科学配置国防资源投向

投量，以高水平治理推动高质量发展。

引

言

认清科学配置国防资
源投向投量的现实要求

国防资源是对可用于国防的人力、

物力、财力及信息等资源的统称。随着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国防资源涵盖的领域范围不断扩大，种

类数量日益增多，属性分类不断丰富。

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需要基于

国家战略形势要求科学配置国防资源

投向投量。

大国混合博弈需要国防资源配置

多域拓展。当前，国际形势波谲云诡，

世界大国借用各种名义发起制裁与反

制 裁 ，借 助 各 类 组 织 展 开 遏 制 与 反 遏

制，借重各种机制实施控制与反控制，

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科技和认知

等领域展开全方位的竞合博弈，展现出

诸多混合博弈的新形态、新方式和新手

段。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人民军队必

须着眼大国混合博弈需要，强化总体国

家安全观，基于多域威胁挑战，科学划

分国防资源体系结构和要素组成。打

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推

动我军战略能力加速生成，应基于混合

博弈策略，与时俱进推动国防资源多域

拓展和多样配置。

高端战争准备推动国防资源配置

迈向高端。近年来，高端战争再次成为

大国对抗的热点焦点。其形式上表现

为具有智能化特征的信息化局部战争，

本 质 上 是 深 度 联 合 作 战 的 高 级 阶 段 。

2023 年 5 月，美参联会发布《国家军事

战略》，持续渲染大国安全对抗环境，强

调通过综合威慑、塑造态势和建立优势

等方法，不断优化战争设计，推进高端

战争备战进程。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

人民军队必须瞄准高端战争、聚焦“三

个之变”，透析战争制胜机理，基于破解

联盟对抗、化解代理战争等需要，推动

国防资源配置突破传统模式、加速交叉

融 合 ，不 断 向 高 端 领 域 、尖 端 产 业 演

进。基于对冲技术代差、构设降维打击

等需要，推动国防资源配置突出集成创

新、加强综合应用，推动新质生产力同

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

非对称制衡策略要求国防资源配

置突出重点。近期世界局部战争显示，

随着太空、深海、极地等新空间快速拓

展，智能科技、生物医药、先进通信等新

领域加速融入，战争的时空特性和攻防

模式正 在 发 生 深 刻 改 变 ，战 场 秒 杀 与

战争持久正同时成为重要特征。为有

效 避 免 战 争 风 险 外 溢 ，降 低 爆 发 全 面

战 争 的 概 率 ，非 对 称 制 衡 已 成 为 世 界

大国对抗强敌对手的基本方略。建设

巩固国防和强大人民军队必须着眼非

对称制衡策略运用，瞄准强敌对手、紧

贴战争需要、结合现实基础，强化资源

配置主导。突出“以能击不能”，推动

国 防 资 源 配 置 向 特 色 领 域 倾 斜 ，着 眼

“击敌弱处、击敌之短”，推动国防资源

配置向重点方向聚拢。

找准科学配置国防资
源投向投量的目标靶向

国防资源是巩固国防实力、提升国

防能力和储备国防潜力的重要物质基

础。科学配置国防资源投向投量对整

个国防体系架构、国防布局结构和国防

建设成效等具有直接影响。全面推进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需要着眼支撑领域

功能作用，找准科学配置国防资源投向

投量的目标靶向。

着眼厚植夯实国防根基的重大领

域。重大基础领域对于稳固国防基础、

保护国防安全和发掘战争潜力等具有至

关重要作用。一方面，随着社会形态发

展和战争形态演进，重大国防基础领域

的涉及范畴正由传统物理域不断向信息

域、社会域等快速延展。另一方面，随着

战争混合化手段的丰富，重大国防基础

领域面临的新威胁不断变化、新挑战不

断增加。科学配置国防资源投向投量需

要依据国防发展战略，承接国防科技和

军事发展战略安排，强化建设资源配置

的针对性、资源投向的靶向性、资源投量

的指向性。深入实施科技强军战略，关

注重大基础领域拓展的新方向、新趋势，

及时填补领域空白，有效弥补短板弱项，

不断厚植夯实国防根基。

聚焦深刻影响国防命脉的重点领

域。国防重点领域是提升国防综合实

力 、扩 大 区 域 影 响 和 参 与 全 球 治 理 的

重 要 支 撑 ，关 系 着 国 防 支 柱 命 脉 和 重

要 利 益 关 切 。 开 发 、争 夺 和 控 制 重 点

国 防 资 源 ，已 受 到 世 界 各 国 的 普 遍 重

视。当前，我军建设“十五五”规划谋

划编制在即，具有覆盖面广、投向多、

投量大等特点。科学配置国防资源投

向投量，需要突出主要战略方向、重点

作 战 对 手 和 主 体 军 事 力 量 ，优 先 打 仗

急用、部队急盼的建设需求，梳理国防

资源配置与建设任务之间支撑关联和

投射关系，区分轻重缓急，安排衔接顺

序 。 要 加 强 风 险 防 范 ，做 好 在 建 项 目

避险和新建项目抗险等工作。统筹国

防资源利用，优化区域布局，改善国防

经济体系结构，推动形成多点突破、群

体迸发的生动局面。

紧盯拓展提升国防能力的高新领

域。国防高新领域具有改变战争规则、

颠覆战争艺术和提升综合国力等关键

作用，是大国博弈和高端战争对抗的关

键领域。高新领域国防资源的大力投

入深刻改变着现代战争，战场核心制权

正由传统物理空间制权向制信息权、制

智权转变，作战体系结构正由固化增强

向弹性拓扑适变转换，对抗制胜焦点正

由单域要素叠加向多域混合博弈降维

转移。科学配置国防资源投向投量，需

要统筹国防建设需求和国家供应能力，

形成“大体系支撑、小体系聚优、子体系

赋能”的资源配置策略。突出“你打你

的、我打我的”，将资源向新型作战力量

建设侧重，向新质战斗力生成集中，向

无人智能、高超声速和量子通信等前沿

领域用力，抓好新兴领域战略能力建设

有关战略和规划落实。

把握科学配置国防资
源投向投量的内在统一

科学配置国防资源投向投量是一

项系统性强、质效要求高的实践工作，

需要坚持守正创新，准确把握内在关系

统一，需要运用科技手段，提高经费使

用 精 准 度 和 效 费 比 ，需 要 做 好 接 续 发

展，确保国防资源投入的转化质效和预

期成效。

阶 段 攻 坚 与 长 远 发 展 的 统 筹 整

合。科学配置国防资源投向投量涉及

领域广、包含内容多，不同于单个项目、

单一领域的建设投放，需要统筹整合阶

段攻坚与长远发展，做到长线准备和短

线促进相结合。主动适应多域混合、跨

域融合的战争新常态，紧贴备战打仗紧

迫需求，区分主次先后、轻重缓急等关

系，综合运用并行展开、接续推进、交叉

融合等方式，整体设计施工图，系统布

局支撑版块，分段部署抓手工程。构建

智能化国防资源配置分析系统，开发优

化资源投入与国防能力、战斗力提升的

关联模型，结合地缘政治、强敌威胁、新

兴技术和非传统安全等因素变化，动态

调整资源配置优先等级。主动开发供

应来源，积极探寻替代资源，通过丰富

国防资源种类数量，增加国防资源规模

体量，实现社会经济、国防和军队建设

的可持续发展。

质 量 标 准 与 速 度 效 益 的 有 机 结

合。科学配置国防资源投向投量讲究

质量效益、兼顾进度时效，既不能为了

强调质量而延缓工期，也不能为了追赶

进度而忽视标准要求。需要强化成本

控制理念，加强全流程监管，建立资源

使用效率量化指标体系，健全国防资源

配置绩效考评机制。使用动态大数据

开展实时预警监督，利用算法模型实施

辅 助 量 化 评 估 ，增 强 监 督 体 系 的 协 调

性、资源配置的规范性和督导问责的及

时性，减少资源浪费，杜绝腐败滋生。

预判查摆可能的难点瘀点堵点，深化协

同 创 新 ，克 服 路 径 依 赖 ，打 破 科 技 霸

凌。开放合作研发，用活增量资源，激

活存量资源，盘活闲置资源，降低分摊

成本，共享共用成果，推动国防科技与

民用技术双向转化。

定 性 分 析 与 定 量 评 估 的 科 学 组

合。科学配置国防资源投向投量需要

做 到 定 性 与 定 量 相 结 合 ，科 学 运 用 大

数 据 、大 模 型 和 先 进 智 能 系 统 等 新 技

术 新 手 段 ，实 施 精 准 分 析 和 精 确 评

估。在国防建设战略规划与资源配置

领域引入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先

进理论，对照打赢高端战争的支撑度、

面对“三个之变”的适应度和履行使命

任 务 的 匹 配 度 ，提 高 国 防 资 源 配 置 方

案 的 科 学 水 平 和 决 策 活 动 的 理 性 程

度。搭建国防资源配置决策分析系统

平 台 ，建 立 高 性 价 比 项 目 优 先 调 整 制

度 ，基 于 数 据 分 析 提 高 优 化 配 置 科 技

含 量 ，基 于 模 型 计 算 开 展 效 益 评 估 辅

助决策，运用平行推演、虚拟镜像等系

统预先生成国防资源配置运作的过程

展示、成效演示和轨迹趋势。

把握科学配置国防资源投向投量内在要求
■刘海江 张 闽

孙子曰：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

先战而后求胜。历史和实践反复证

明，“先胜”思想对于取得全胜至关重

要，军事领域的“先胜”不仅仅是战略

目标，也是制胜哲学。故要深刻剖析

“先胜”的底层逻辑，探寻“先胜”的制

胜密码。

“先胜”源于“心胜”，强化内驱潜

能。“心胜则兴，心败则衰”，所谓“心

胜”即先在内心战胜对手，这是深植内

心的强大信念，也是对胜利的笃定。

有了“心胜”，在打仗一开始就在精神

和信念上占据优势，官兵就能以昂扬

的斗志投入作战，便能充分发挥手中

武器装备的作战效能，机智勇敢顽强

战斗，为胜利奠定基础。此外，“心胜”

还可体现为攻心夺志，达到瓦解敌军、

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一支军队能

做到“心胜”，就有了战胜一切的精神

力量，便可所向披靡、无坚不摧。最好

的例证便是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始终

心怀必胜信念，战胜艰难险阻，创造了

人类战争史上的伟大奇迹。未来作

战，无论遇到何种情形，“心胜”培育都

要摆在至关重要的位置，这需要平时

扎实有效的训练、长期浸润式的培育，

也要在血与火的实战中加钢淬火。要

将“心胜”培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深

入学习党史、军史知识，从历史中汲取

“心胜”养料，铸牢政治忠诚，坚定胜战

决心。要模拟复杂逼真的战场环境，

借助多样化心理训练手段，加强心理

应激训练，在高压对抗中强化心理韧

性，提升应对困难、保持冷静、坚定信

念的能力。

“先胜”蕴于“谋胜”，精研筹谋布

局。“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

对战场谋划越深，胜算越大。“谋胜”是

对全局的深度洞察，需对多方资源和

因素进行综合考量，通过深入分析、精

心谋划、巧妙布局，制定出具有前瞻

性、针对性、灵活性的战略战术。只有

在谋略上胜敌一筹，才能在行动上先

敌一步，为胜利奠定基础。通过对作

战进行谋划和计算，对各种因素进行

深度分析，预测敌方动向，制定切实可

行的作战方案，这是打胜仗的前提和

保证。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中，志愿

军精细谋划作战方案，实施双层迂回

战术，从而赢得战役胜利。未来作战

要想在谋略上“胜敌一筹”，首先就要

全面收集情报信息，对海量信息进行

筛选分析，在此基础上精心谋划布局、

精细安排实施方略，对突发情况制定

预案。其次还要善于运用智能辅助决

策手段，不断加强战法创新，汇集广大

官兵的智慧力量，有效提升驾驭战场

不确定性的能力。

“先胜”成于“势胜”，力塑制敌胜

势。“故善战者，求之于势”，指挥作战

要善于谋求胜势，才能实现“势胜”，即

通过敌我双方各自力量聚合博弈，获

取有利于己而不利于敌的空间位置和

力量格局。作战应关注“势”的积聚过

程，注重将各方小“势”汇聚成磅礴大

“势”。对敌要善于整体优化布局、灵

活高效指挥，合理排兵布阵、积极调配

和运用各种作战力量，进而形成对敌

整体优势。辽沈战役中，东北野战军

通过巧妙兵力部署和战术运用，在锦

州方向形成“关门打狗”态势，成功塑

造了制敌胜势。未来作战是基于信息

系统的体系作战，其联合性、整体性、

系统性更加突出，应注重整体把控、科

学部署、精准协同，搞好关键区域的作

战力量预置，加快战略投送和机动能

力发展，构建综合立体的战略部署体

系。善于调动军地各方优势，大力发

展有形之势、无形之势、科技之势、智

能之势等诸多类型的“势”，运筹整体

的“势胜”。根据态势发展，对作战进

程和行动进行实时把控，做到出其不

意、攻其不备，短时间内将积蓄的势能

释放，并借助碾压之势，实施连续作

战，继续扩大战果。

“先胜”基于“备胜”，紧抓备战实

训。“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打仗前

要做好充分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认

清备战对取胜的基础性作用，在作战

中必须提前做好全面、细致、周到的作

战准备工作。通过充分备战积累“先

胜”的硬实力，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避

免在实战中陷入被动，从而增加获胜

概率。“备胜”就要备全、备实、备细，由

此占据先发优势，更有信心、底气去应

对复杂挑战，这本身就是一种力量、一

种威慑。未来作战要具备强烈的忧患

意识，将“先胜”中的“备胜”思想融入

备战打仗之中，认清“备胜”是“先胜”

的基础，没有“备胜”的“先胜”就是空

中楼阁。要坚持以目标任务为牵引，

打造“预置优势”，细化各阶段任务，扎

实、全面、有效地做好备战工作，为胜

利奠定坚实物质基础和能力支撑；还

要把战备预案搞精细、把战备训练搞

扎实，提前抓好情报收集、军事演练、

物资调配等准备工作，确保遇到突发

情况，能够快速行动、迅即反应。

解
锁
﹃
先
胜
﹄
的
底
层
逻
辑

■
陆

锋

周

文

随着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以人

工智能为代表的颠覆性技术正深刻

改变未来战争形态，对各级指挥员的

智能化军事准备、智能化应对能力提

出了更高要求。指挥员在未来战争

中肩负领兵作战重任，必须适应智能

化战争新特点，提高包括智能知识素

养、智能运用素养在内的智能素养，

从而有效提升未来作战的指挥效能。

提高智能知识素养。在智能化

军事变革的洪流中，智能知识是穿透

战争“迷雾”的指南针。为适应智能

化战争要求，应该率先从理论灌注着

手，提升指挥员的智能认知力。首

先，要围绕人才建设急需和部队实际

需要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建设无人

机作战、网络空间安全等急需专业，

集中资源发展军事人工智能、智能指

挥系统等重点专业，培育具有军种特

色的新型作战领域专业，完善军事智

能理论、军事智能技术、军事智能作

战运用等专业于一体的学科体系，谋

划近期快速补齐急需专业短板、中期

形成特色专业优势、远期布局前沿技

术领域的发展方向。其次，要围绕智

能化战争特点创新教学内容。将智

能化技术知识与建设、管理、作战、指

挥、保障等岗位需求深度融合，系统

讲授智能化技术原理、装备操作使用

及战略战术应用。通过提升理论学

习的含“智”量，指挥员能够深入掌握

智能化战争核心要义，有效提升智能

认知水平，为打赢智能化战争提供坚

实智能知识素养支撑。

提高智能运用素养。在智能化

战争对抗中，理论基础是基石，但实

战应用才是最终目的。指挥员提升

智能素养应坚持向战为战原则，着力

提升智能运用素养，增强新域新质作

战指挥能力。一是完善智能化教育

训练平台。建立完善智能模拟训练

中心、智能化作战实验室，搭建虚实

结合的联训平台，运用兵棋推演系

统、虚拟现实技术创设逼真的智能化

作战场景，使指挥员在近似实战环境

中熟练掌握智能装备操作、战术算法

应用等新域作战关键技能。二是深

化院校部队联教联训机制创新。应

充分整合院校的理论研究优势和部

队的实战经验优势，建立常态化联合

教研机制，组织院校专家与部队指挥

员共同开发智能化作战相关课程，筹

划部队演训活动，完善训练效果动态

评估反馈回路，形成“教研—训练—

评估”的一体化培养体系。通过联教

共育机制，精准对接院校育才与战场

用才，为制胜智能化战争锻造过硬实

战能力。

提升指挥员智能素养
■刘加宝

集中兵力，是古今中外作战制胜的重

要法则，强调在局部战场集中使用兵力，

甚至在关键区域集中数倍于敌的兵力，以

增大作战取胜的把握。然而，随着军队战

场机动能力、精确打击能力、无人作战能

力等大幅提升，在变革作战方式方法的同

时，也使集中兵力的内涵和外延发生根本

性的变化。传统平面式、静态式、常规式、

数量式集中使用兵力，已难以适应信息化

智能化作战，兵力使用向着立体、动中、新

质、效能聚优方向发展。只有因时、因地、

因情灵活聚优使用兵力，才能争取战场主

动权，主导战局发展。

由平面集兵向立体聚优转变。传统

作战，由于武器装备、作战手段等相对单

一，作战力量主要以地面力量为主体，在集

中兵力时，通常呈现出平面集中兵力的特

点，即便作战中有少数机降力量使用，但仍

改变不了平面集中兵力的总体形态。未来

作战，地面力量比例在下降，空中支援、机

降作战等立体作战手段将大量运用，作战

呈现出立体聚优的趋势。实现立体聚优，

一要立体部署力量。在作战部署上，应科

学设计作战空间，优先部署空中、机降、地

面火力等作战力量，以便形成空中力量部

署优势，在此基础上再部署地面及其他领

域作战力量，使作战力量体系结构向空中

拓展。二要强化立体运用。作战中，应坚

持空中力量、火力手段优先原则，做到优先

在空中形成对敌局部优势，抢占空中制权，

再以空中支援、机降突击等行动为主线，同

步设计地面夺控、穿插迂回等行动，实现空

中与地面力量立体综合运用，发挥空地立

体优势。三要空地聚优联动。空中力量应

发挥机动速度快、作战效益高、行动隐蔽突

然等优势，快速在敌纵深打开“突破口”；地

面精干力量充分利用空中力量作战效果，

实施联合夺要控域、强力反击等行动，接续

巩固和扩大整体战果，直至达成作战目的。

由静态集兵向动中聚优转变。传统

作战，为了达成大量歼敌、防守重要区域

或目标的目的，往往需要围绕歼敌地区、

重要目标等预先静态集中部署兵力兵

器，以形成对敌作战优势。未来作战，双

方机动能力、侦察能力等得到极大提升，

预先静态集中兵力将面临被发现被打击

风险，更多强调通过动中不断创造和捕

捉战机，适时动中聚集优势兵力，快速战

胜对方。实现动中聚优，一要动态部署

力量。应在广域战场空间，着眼发挥各

作战力量特长和优势，围绕作战关键区

域或目标，依托网信体系支撑，点状、立

体、不规则、动态化部署兵力兵器，最大

限度减少受敌火力杀伤，提高战场生存

能力。二要动中形成重点。应根据作战

进程、敌作战能力、战场环境等实际，科

学预判可能作战重心；在敌情不明了、攻

击受挫、后续不继等情况下，还应发挥战

术技术优势，积极创造和捕捉作战重心，

动中调整作战部署，快速聚集优势力量

形成作战重心。三要聚优快速精打。作

战中，一旦发现敌作战体系节点、薄弱部

位等，应首先发挥远程炮兵、航空兵、无

人力量等优势，对敌要害目标实施快速

精确打击，毁瘫敌技术装备和作战潜能，

再快速集中机降、特战等突击兵力，大量

围歼敌有生力量，夺控重要区域和目标。

由常规集兵向新质聚优转变。传统

作战，由于军事技术和军兵种发展制约，

作战力量主要以步兵、装甲兵等常规兵

种为主，作战中集中兵力往往是常规兵

种的集中运用。未来作战，随着军兵种

建设和无人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新

域新质作战力量的规模成倍增长，作战

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更加强调新域新质

力量的聚优使用，以便发挥其最大作战

潜能。实现新质聚优，首先要全程重用

新 质 力 量 。 应 把 新 质 力 量 作 为“ 打 头

阵”、贯全程、破关键的主战力量使用，精

细设计规划新质力量的运用时间、方法、

空间、频域、协同等内容，最大限度发挥

新质力量的作战效能，真正实现以高制

低的特殊作战效果。其次要动中聚集新

质效能。在作战关键阶段、重点歼击目

标、双方对抗焦点上，应优先使用新质力

量，力争快速在局部战场形成新质力量

用兵重点，形成对敌新质力量非对称作

战优势，争取作战主动权。再次要加强

新质力量保障。针对新质力量运用在目

标、空域、气象、导航等保障需求，应精细

设计、专项规划、实时更新、直达保障。

特殊条件下，还可运用环境、物理、网电

等技术手段，积极为新质力量效能最大

化发挥创造有利条件。

由数量集兵向效能聚优转变。传统

作战，主要通过集中数倍于敌的兵力达成

最终战胜对方的目的，基本遵循的是典型

的以多胜少的制胜机理。未来作战，单纯

依靠数量优势取胜的概率越来越小，战场

上更多强调在关键时间、关键目标上聚优

释放作战效能，才能达成最终作战目的。

实现效能聚优，一要精确使用力量。应精

确计算达成歼敌、夺地、控制等作战效果

所需作战力量的种类、规模、持续时间等，

精细设计各作战力量的行动路线、攻击目

标、进入或退出方向等，实现精确用兵，以

确保各作战力量和行动以最低消耗、最小

战损迅速达成作战目的。二要精确释放

效能。应实时掌握战场态势，紧盯作战重

心和发展变化，抓住最有利战机，果断将

信息、火力、兵力等作战效能精确释放到

敌要害目标和关键部位上，迅速瘫痪敌作

战体系，歼灭敌重兵集团，摧毁敌高价值

目标，推动战局向有利于己的方向发展。

三要控制关键时空。应充分预想各作战

阶段战场态势，围绕双方可能作战重心，

精心设计信息、火力、兵力等关键时空行

动，以确保在关键时间、空域、陆域等能够

快速聚集和释放作战效能，夺取关键时空

综合制权，提高作战效费比。

实现作战制胜由“集兵”向“聚优”转变
■许世勇 江晨锋

谈兵论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