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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加强作战概念创新、推动作战指导革新，历来是世界各国军队培塑军事
优势的重要途径。近年来，美军先后提出“赛博战”“马赛克战”等前沿作战理论，以期实现作战模
式这一“生产关系”能够更加适应作战能力这一“生产力”的发展。通过对比分析这两种作战理
论，世人可以一窥美军作战能力建设思路的变化，特别是认清“马赛克战”的制胜机理，从而有的
放矢，找到有效制衡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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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无人作战是军事理论研究的

热点之一。各种无人作战理论、各类无

人作战装备、各国无人作战发展构想层

出不穷，给人一种“乱花渐欲迷人眼”的

感觉。在一些研究中，更是言必称“无

人”，文必讲“智能”，出现了“无人作战可

以包打一切”“未来联合作战就是无人作

战”的论调，部分内容过于标新立异，背

离了战争形态演变和军队建设发展的实

际。面对这种情况，一定要保持清醒头

脑，理性思考无人作战的发展。

理性把握无人作战定位。近年来，

无人作战力量在几场局部战争中崭露

头角、表现不俗，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

头。但受困于装备数量、体系融合、技

术壁垒等因素，目前无人作战力量执行

的多是战术层级的任务，战略战役层面

的运用还处在探索阶段，难以独立决定

战争胜负。采取的控制模式也是人在

回路中参与、人在回路上监控，还不具

备人在回路外完全自主遂行任务的能

力 ，远 达 不 到“ 包 打 一 切 ”的 程 度 。 而

且，当前不同作战域的无人装备发展还

不均衡，融合技术还不成熟，协同理论

还不完备。无人作战更多是配合有人

作战遂行任务，是有人作战力量的补充

和加强，主要承担某些有人作战力量完

成不了的任务，但还不是联合作战的主

力，对此应有清醒认识。

理性辨析无人作战优劣。人工智

能、虚拟仿真等技术的发展，赋予无人作

战新的内涵，使它具备了续航时间长、空

间多维、作战效能高、行动精确等特点。

但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在具备有人

作战无法比拟优势的同时，无人作战也

存在一些明显劣势，比如指挥控制手段

要求高、容易受到电磁干扰等。根据美

国布鲁金斯学会估算，美军在阿富汗战

争中使用无人机实施的打击行动，造成

平民与武装分子的伤亡比例高达 10∶1。

这种平民伤亡比例远远超出传统战争伦

理的界限。虽然无人作战力量运算能力

强、反应速度快，但更多只是“冷冰冰”地

机械式执行，缺乏人类特有的逻辑判断

能力，是否能担负未来联合作战的主力，

还有待商榷。

理性规划无人作战发展。从战争实

践和作战理论发展看，无人作战无疑是

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前沿问题。但是在

规划无人作战发展时，应当看到，发展无

人作战需要巨额财力和先进技术手段作

为支撑，不能过于标新立异，脱离实际搞

建设。规划时，既要考虑当前，又要着眼

长远。应结合有人力量的现实情况和发

展趋势，与有人作战一体规划、一体设

计、一体推进，科学制订时间表和路线

图。要加强顶层设计，细化流程管控，将

作战理论、武器装备、人才培养、实践操

作统筹谋划。注重创造性地发展无人作

战概念和协同理论，将有限的财力和资

源投入关键作战领域的武器研发，加强

人才梯队培养，加强问题研判和实战化

演练，真正实现跨越式发展。

马克思主义战争观认为：武器是战

争的重要因素，但决定战争胜负的始终

是人。对待无人作战，要多一些理性思

考，多一些发展的眼光和思辨的观点。

要明白无人并不是要完全替代人，无人

的背后依然是人，是人在决定什么时候

是有人、什么时候是无人，人始终是战争

的主体和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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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争鸣

血性，是流淌在军人血脉的制胜

基因，是打胜仗的力量支撑，是勇往直

前、不惧生死的战斗激情。不论是热

血男儿，还是铿锵玫瑰，是军人就要有

血性。没有血性的人不配做军人，没

有血性的军队就没有战斗力。南宋岳

飞的军队英勇善战，无坚不摧，其帐下

的将士就非常有血性。从岳飞吟诵的

诗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

血”可见一斑。

作为军人，如果缺少血性，犹如精

神缺钙，思想缺魂，没有战斗意志，丧

失打赢信心。清朝“八旗兵”入关时，

也是骁勇善战。然而，在经历了刀枪

入库、马放南山的歌舞升平后，虎狼之

气沾染了娇气，铁骑雄兵变成了不堪

一击的“老爷兵”。正是他们丧失了自

己应有的血性，才有了百万清兵惨败

于英法联军的教训，才有了丧权辱国

的奇耻大辱。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守望和平，

是军人职业最高的精神境界，但军人

生来是要打仗的。面对生死考验，军

人就应有“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

几人回”的气魄和“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血性。血性是战

斗精神、血性胆气，核心是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正是这种气势与豪迈才铸

就了中国军人敢打必胜、勇往直前的

雄心壮志，才有了无论在任何艰难困

苦环境下，只要还有一个人，就要继续

战斗下去的豪迈气概。

血 性 是 军 人 战 斗 意 志 的 原 始 支

撑。澎湃的血性迸发的是敢打必胜的

顽强作风。有血性，肩膀上就会有责

任，胸膛里就会有激情。哪怕是在血

肉横飞、枪林弹雨的战场，也会勇往直

前，血战疆场。

和平时期的今天，军人的血性依

然沸腾。“时代楷模”杜富国，被誉为

“征服死亡地带”的“雷神”，在雷场上

一次次以“让我来”的英勇壮举感动了

中国。即便在失去双手双眼的情况

下，依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如果再

有一次机会，我还会选择雷场！”

对于军人来说，苦与乐、生与死的

矛盾是最直接、最现实的考验；而对待

苦与乐、生与死的态度和选择，直接决

定了军人的革命精神、信念意志。血

性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源于对理想信

念的坚定执着。只有真正明白“为谁

当兵、为谁打仗”的深刻道理，才能夯

实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战

斗决心，才会面对流血甘于燃烧自己

的生命。

血性赢得战争，安逸销蚀斗志。

信息化战争，虽然少了短兵相见，但

刺 刀 见 红 的 血 性 不 能 丢 、威 猛 凌 云

的 虎 气 不 能 少 。 要 想 维 护 和 平 ，军

人 就 不 能 耽 于 安 逸 ，沾 染 娇 气 。 要

时刻用“军人生来为打仗”的思想和

敢 打 必 胜 的 血 性 苦 练 精 兵 ，在 近 似

实战的严酷环境中砥砺勇于流血牺

牲 的 战 斗 意 志 ，培 养 敢 于 刺 刀 见 红

的 战 斗 精 神 ，真 正 把 自 己 锻 造 成 虎

虎生威、勇于亮剑、敢打必胜的钢铁

战 士 ，切 实 肩 负 起 党 和 人 民 赋 予 的

神圣使命。

军人就要有血性
■孙现富

●看“天”打仗，一个看似古
老的话题，却蕴含着深奥而崭新
的学问，应该对其悉心钻研、砥砺
求索。

1944 年 6 月 4 日，盟军集中数十个

师、1 万多架飞机、几千艘舰船，准备实

施诺曼底登陆作战。此时，在大西洋

上巡弋的盟军气象船和气象飞机传来

消息说，今后 3 天英吉利海峡将在低压

槽控制之下，舰船出航十分危险。就

在指挥官们心急如焚而又一筹莫展之

际 ，有 位 气 象 学 家 提 出 一 份 分 析 报

告。他认为有一个冷锋正向英吉利海

峡移动，而在冷锋和低压槽之间的 6 月

6 日 ，可能有满足登陆基本条件的天

气。于是，盟军统帅部决定在此日实

施登陆作战，将它定为“D”日。一次对

天气条件的有效利用，为盟军顺利展

开行动奠定了基础。

天 气 ，历 来 与 战 争 有 着 不 解 之

缘。孙子云：“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

计 ，而 索 其 情 ：一 曰 道 ，二 曰 天 ，三 曰

地，四曰将，五曰法……天者，阴阳、寒

暑、时制也”“知天知地，胜乃不穷”“知

战 之 地 ，知 战 之 日 ，则 可 千 里 而 会

战”。战争经验表明，天气对作战行动

的影响是显而易见而又至关重要的。

狂风呼啸会影响枪炮射击的精度和舰

船航行的速度，大雨滂沱会妨碍部队

行 军 和 装 备 物 资 投 送 的 速 度 和 安 全

性，迷雾会降低武器运用尤其是火力

打击的效率和准确率，积云会制约航

空兵起飞、降落和空中机动，等等。中

国古代打仗，就十分讲究“天时、地利、

人和”，而“天时”则位居其首。元朝末

年鄱阳湖之战，朱元璋巧妙利用大风，

先是顺风放炮，后又乘风放火，毁敌数

百艘战船并歼其主力而赢得胜利。郑

成功熟谙海洋气象，针对潮汐变化特

点规律，选择最佳时机扬帆起航成功

登陆，而后又突破敌军岸防，一举收复

台湾……这样的战例举不胜举。

如果说，过去战争中军队只能被

动地适应天气、最多也只能积极地利

用 气 象 因 素 为 作 战 行 动 提 供 有 利 条

件。那么，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武

器装备的发展，军队则可以更多地主

动作为，通过改善和改变气象条件而

掌握战争主动权。二战期间，英军就

曾运用加热消雾装备在机场消雾，保

障战机的起飞和降落；美军曾在意大

利沃尔图诺河上空人工造雾，掩护部

队 完 成 渡 河 行 动 。 在 未 来 信 息 化 智

能化战争中，更能够依托运用高新技

术 武 器 及 其 先 进 科 技 手 段 来 控 制 天

气、改变气象条件。譬如外军在研的

气 象 武 器 ，就 可 以 人 为 地 制 造 地 震 、

海 啸 、暴 雨 、山 洪 、雪 崩 、热 高 温 等 自

然灾害。通过改造和重塑战场环境，

达 到 为 己 所 用 、于 己 有 利 的 作 战 目

的 。 由 于 气 象 武 器 不 是 通 过 能 量 转

换实现破坏和毁伤，而是通过释放较

少能量、激发自然界气象变化所蕴藏

的 巨 大 能 量 ，形 成“ 蝴 蝶 效 应 ”，实 现

“催化”和“倍增”式超强释放，因而比

传统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效力更大、危

害 更 烈 。 气 象 武 器 等 高 新 技 术 武 器

的问世，将给看“天”打仗带来更大不

确定性，给在复杂气象条件下作战带

来更多威胁，也给抵御和消弭其破坏

毁伤作用造成更大困难。

既然天气对作战行动有着严重影

响 ，那 么 ，对 天 气 的 利 用 和 驾 驭 、对

“天时”的把控和争夺，也就成了战争

制 胜 链 条 中 的 重 要 环 节 。 为 了 掌 握

作 战 主 动 、赢 得 战 争 胜 利 ，指 战 员 都

应该学会看“天”打仗。首先，要学会

见“ 天 ”行 事 。 凭 借 丰 富 的 气 象 知 识

和 经 验 ，运 用 先 进 的 专 业 装 备 和 设

施，搜集获取作战区域内精确、实时、

全 覆 盖 、全 过 程 的 气 象 情 报 资 料 ，并

在 此 基 础 上 进 行 精 准 而 缜 密 的 分 析

和研判，为及时掌握和有效利用气象

条 件 做 好 基 础 性 、技 术 性 保 障 ，进 而

为 作 战 行 动 提 供 有 力 的 气 象 辅 助 决

策。其次，要善于趋利避害。准确区

分 气 象 条 件 中 哪 些 是 对 己 方 作 战 行

动 有 利 的 ，哪 些 是 无 利 甚 至 是 有 害

的 ，从 而 区 别 情 况 、科 学 决 断 。 面 对

良 好 的 气 象 条 件 ，应 当 抓 住 机 遇 、迅

即 行 动 ，不 让 天 赐 良 机 失 之 交 臂 ；面

对 不 良 的 气 象 因 素 ，应 当 审 时 度 势 、

择 机 而 行 ，最 大 限 度 地 变 被 动 为 主

动 、化 不 利 为 有 利 。 再 次 ，要 勇 于 主

动作为。一方面，要主动利用适当的

气象条件，不失时机地组织相关作战

行 动 ，在 看“ 天 ”打 仗 上 洞 察 先 机 、先

发 制 人 ；另 一 方 面 ，要 采 取 各 种 先 进

手 段 ，主 动 改 善 和 有 效 驾 驭 气 象 条

件 ，善 于 在 看“ 天 ”打 仗 上 别 出 心 裁 、

出奇制胜。尤为重要的是，针对敌人

可 能 使 用 的 气 象 武 器 等 高 新 技 术 武

器装备，要有切实管用的应对手段和

战术战法，敢于针锋相对、后发制人，

善 于 化 险 为 夷 、化 危 为 机 ，让“ 天 时 ”

能够为我所用。

善于看“天”打仗
■胡建新

●从威胁应对到战争设计——

主动塑造，牵引作战
能力提升

“基于威胁”或“基于能力”是军队

作战能力建设的两条基本途径。“基于

威胁”体现需求牵引，聚焦解决近中期

现实问题，是军队作战能力建设应遵循

的基本规律；“基于能力”体现目标牵

引，瞄准未来战略使命，以新作战理论

支撑战略构想，是军队作战能力创新超

越的必由之路。从“赛博战”向“马赛克

战”的发展，体现了上述两种途径内在

规律的差异和演进，也反映出美军近年

来推进作战能力建设思路理念的变化。

概念发端新变化。网络空间，最初

为解决人类的通信需求而生，后来逐渐

演变为一个独立于陆、海、空、天之外的

新作战域，由此衍生出以争夺网络空间

制权为核心的“赛博战”。与之相比，

“马赛克战”是美军为继续保持战略优

势地位，直接瞄准竞争对手而主动开发

设计的新作战概念，其形成过程体现了

需求牵引与能力牵引的融合，战略性、

主动性、牵引性更加突显。

技术运用新思路。“赛博战”强调，

通过研发新一代技术支撑作战概念转

化落地。“马赛克战”则跳出这一模式，不

过分强调研发新一代装备技术，更加关

注对军民通用技术的快速转化，对成熟

技术的增量迭代。其基本思路是立足

现有装备，按照类似网约车、众筹开发等

服务类平台的运用理念，通过模块升级

和智能化改造，将各类作战系统单元“马

赛克化”为功能单一、灵活拼装、便于替

换的“积木”或“像素”，构建形成动态协

调、高度自主、无缝融合的作战体系，体

现了新的技术驱动思路。

路径发展新设计。“赛博战”作为网

电空间的伴生概念，网电空间发展到哪

里，“赛博战”就跟进到哪里，总体上先考

虑“客观”的物质条件，再进行“主观”的

概念设计，在路径发展上具有较强的依

附性。“马赛克战”则先由“主观”再到“客

观”，通过开发可动态调整功能结构的兵

力设计模型，使其能够适应不同作战需

求及战场环境变化。

由此可见，“马赛克战”相比“赛博

战”等以往作战概念，其目标更加明确、

技术更加成熟、路径更加可靠，体现出

美军主动塑造的思路转变。

●从网络中心到决策中心——

群体智能，实现体系
最优释能

人工智能技术是信息时代的关键

变量，也是“马赛克战”体系发展的核

心 增 量 。“ 赛 博 战 ”强 调“ 网 络 中 心 ”，

“马赛克战”则紧紧扭住人工智能技术

这一核心，将制胜关键从“网络中心”

调整为“决策中心”，将作战体系架构

由系统级、平台级联合转变为功能级、

要素级融合，谋求在网络充分聚能的

前提下，以群体性智能技术实现体系

最优释能，为智能化时代的战争制胜

机理赋予新的内涵。

以“快”制“慢”，夺取认知先手。未

来战争，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时间要素

的权重不断上升，“快”对“慢”可以形成

近似降维的作战打击效果。“马赛克战”

通过运用数据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技

术，提升己方“OODA”环的单环决策速

度，拓展并行决策广度，降低组环决策

粒度，加快体系作战进度，在整体上塑

造始终快人一步的“先手棋”态势，旨在

牢牢控制战场认知决策的主导权。

以“低”制“高”，积累成本优势。与

追求高端武器平台的传统作战理念不

同，“马赛克战”注重利用人工智能技术

对现有武器平台及作战资源的挖潜增

效。通过在众多中低端武器平台上加

载运行智能算法和特定功能模块，使其

达到媲美高端武器平台的作战性能，整

体上提高了武器平台投入产出的效费

比，进而积累形成成本优势。

以“散”制“聚”，谋求持续生存。“马

赛克战”强调采用化整为零的去中心化

思路和非对称制衡理念，使用开放系统

架构，在各类有人/无人平台上分散配

置侦察、定位、通信、打击等各类功能，

实现力量的分布式部署。同时，依托智

能算法提升各平台的自组织、自协同、

自主攻击能力，实现形散神聚、火力集

中。当部分作战平台被消灭、干扰或剥

离后，整个作战体系仍然能正常运转，

从而增强兵力集群的战场持续生存能

力。

以“动”制“静”，提升体系弹性。“马

赛克战”强调进一步突破各作战域壁

垒。通过把不同作战域中固定的“杀伤

链 ”变 成 可 动 态 重 构 的“ 杀 伤 网 ”，将

“OODA”大环拆解为小环，单环分化为

多环。根据作战进程和作战需求的变

化，依托智能组网实现作战力量的动中

拆分、动中调用、动中组合。如此，一方

面可增强作战体系的灵活性、适应性；

另一方面还可对冲抵消复杂网络的节

点聚集效应，使对手难以找到破击己方

体系的关键节点。

“马赛克战”为智能化作战提供了

一种可借鉴的参考原型。但同时，作为

一种理想化的兵力设计和运用框架，

“马赛克战”还需要与之紧密相关的技

术、条令、政策等配套支持，距离完全实

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与传统作战体系

共存的局面将长期存在。

●从要素集成到体系重组——

动态结构，增强作战
体系弹性

结构和关系往往决定着功能和性

质。“赛博战”与“马赛克战”建构于信

息时代共同的物质基础，遵循相同的

演进范式，但体系构建的原理和效果

有所不同。“赛博战”形成的体系结构

静态可解构，而“马赛克战”则按照一

定构建规则动态组合功能单元，形成

具有自组织、自适应特征的弹性体系

结 构 ，类 似 一 种“ 动 态 黑 箱 ”，常 规 手

段难以跟踪预测。而这一弹性结构常

常会“涌现”出新的能力，为作战体系

赋能增效。

网云融合发展，使作战时空更加

动态可塑。网和云是信息化作战体系

运行的基础环境，重塑了传统作战中

情报、指控、打击、保障的流程要素，同

时衍生出新的作战时空。“赛博战”主

要聚焦网电空间，其作战时空相对静

态。“马赛克战”则不局限于单一作战

空间，在信息基础设施网随云动、云网

一体的发展趋势下，可进一步深度铰

链有形无形空间，作战时空边界更有

弹性，作战资源配置更加灵活，作战体

系结构更具动态。

数据跨域流转，使作战控制更加无

缝协同。在指挥控制环节，“赛博战”关

注的重点是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对作战

单元的指挥控制，数据跨域交换流转主

要集中在战区战场。“马赛克战”则进一

步将联合作战的层级下沉至战术末端，

通过数据在战术层面的自主跨域交换

和无缝流转，实现各类数据孤岛按需集

聚为数据集群，进而产生显著的“溢出”

效应，让作战指挥控制环路动态、离散、

敏捷、并行的特征更为明显，更加有利

于实现各作战单元按需敏捷衔接、高效

协同行动。

算法全维渗透，使体系运行更加

自主高效。算法是人的意识在网络空

间的映射，形成了由意图转化的编译

代码和由知识转化的神经网络两种基

本形态。在“赛博战”中，编译代码大

量应用，神经网络只在局部应用。在

“马赛克战”中，算法又扩展出塑造规

则、提供引擎两项关键职能，运用的广

度深度更加突出。塑造规则以编译代

码为主，辅以神经网络，构造“马赛克

战”体系的流程框架和运行逻辑，为其

不确定性、适应性和能力“涌现”性奠

定结构基础；提供引擎则主要将智能

算法模型分发至边端要素运行，形成

知识扩散效应，从而全面提升“马赛克

战”体系的智能自主作战能力。

边端自主释能，使作战样式更加灵

活多态。边端是各类有人/无人作战功

能单元的抽象模型，也是体系能力“涌

现”的直接来源。“赛博战”体系中，边端

要素与上下级指控流程紧密耦合，处于

精确受控状态。“马赛克战”体系中，边

端要素的感知、交互、推理、决策能力大

大提升，其“OODA”环不必回链至上级

指挥机构，有利于支撑形成高低搭配、

有人/无人结合的去中心化作战集群形

态，可以赋予边端要素更多自组织权

限，明显增强了战场对抗优势。

可见，如果称“赛博战”为精密的

战争机器，“马赛克战”则可以视为一

种 能 够 激 发 作 战 能 力 动 态 生 长 的 复

杂“ 生 态 ”，网 云 、数 据 、算 法 、边 端 所

产生的新变化，促进形成了动态复杂

的“ 体 系 结 构 ”。 这 一 结 构 又 反 向 调

控 着 要 素 、平 台 和 系 统 ，不 断 涌 现 出

新 的 能 力 ，为 作 战 体 系 增 能 、演 进 发

挥着重要作用。

●从体系破击到复合对抗——

辨析优劣，寻求有效
制衡之策

“马赛克战”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未

来联合作战形态发展的可能方向。应

当充分研析把握“马赛克战”的制胜机

理，将信息通信领域作为打破传统战

争时空界限的新质新域加以塑造，打

造网云赋能作战新概念，建强国防信

息基础设施支撑保障能力，突出军事

信息网络安全防御能力，增强战略战

役指挥机构运行的保底支撑能力，不

断完善网络信息体系。

另一方面，“马赛克战”理论的出

现，使得打击夺控有限目标节点的传

统作战手段，难以达成毁点断链的体

系破击效果。但应当看到，任何体系

都有其固有矛盾，“马赛克战”看似“无

懈可击”的去中心化结构，仍可以找到

有效破解的方法路径。比如，把握其

体系复杂性特征，利用其关联关系依

赖性，突出针对通信网络的功能抑制，

构建网电复合攻击路径，实现对作战

体系各单元的拆解孤立；把握其结构

耗散性特征，利用其外部信息依赖性，

突出针对信息数据的伪装误导，促使

作战体系向信息封闭、信息过载等非

正常状态转化；把握其群体自主性特

征，利用其关键技术依赖性，突出针对

智能算法的对抗降效，抑制各作战单

元的智能内驱力；把握其功能非线性

特征，利用其未知脆弱性，突出战场差

异化打击评估，以更高的效率和更快

的速度试探、发现作战体系失衡点，寻

找体系破击的关键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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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赛博战”到“马赛克战”
■杨存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