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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变迁和战争形态演变，人

民战争战略战术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

式不断发生变化，但其内在的本质属性

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并决定着人民战

争战略战术内在的规定性。发展人民

战争战略战术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的明确要求。未来战场呼唤新的战略

战术，须在快速变化发展的世界大势和

实践样态中，把内在不变的规律性特征

与外在变化的现实性特征统一起来，牢

牢把握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本质要求

和价值取向，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

避免落入同质作战陷阱，确保人民战争

战略战术的科学性、特色性和有效性。

以积极防御为根本要义的正义

性。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根据政治目的

不同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现代战争也

不例外。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是谋求

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正义之

战的策略和方法，在总体上坚持防御性

的根本原则，不以称王称霸和侵略欺压

他人为目的，因此也赢得了最广大人民

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毛泽东同志曾深

刻指出，“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

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任何反人民的军

队都不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积极

防御是人民战争的产物，也是我们将战

争的正义性有效落实的根本要求。坚

持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有利于我们占据

道义制高点、掌握政治和外交主动。新

时代条件下发展人民战争战略战术，必

须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人若犯

我，我必犯人”，善于从政治高度出发观

察和分析问题，善于从地区和全球视角

来思考和运用策略，夯实人民战争制胜

的政治基础。

依靠人民动员人民的群众性。决

定 战 争 胜 负 的 主 要 因 素 是 人 而 不 是

物。人民战争战略战术，是以毛泽东同

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靠人民群

众坚持武装斗争，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历

史进程中，逐步产生并形成的一整套具

有中国特色的战略战术。人民是构成

这一制胜法宝的主体，人民战争战略战

术将人民群众作为最可依靠的对象、最

强大的力量来源。离开了人民的广泛

参与，人民战争就失去了根基，更谈不

上战略战术。新时代条件下发展人民

战争战略战术，必须坚持群众史观和兵

民是胜利之本的根本要求，把人民战争

的传统谋略优势和群众路线结合起来，

拓展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源头活水，从

人民群众中汲取战略智慧和策略方法，

形成新时代人民战争的智力优势。

灵活机动非对称制衡的自主性。

人民战争战略战术是高度灵活机动的

战略战术，最本质的要求是坚持以我为

主，致人而不致于人，根据敌我双方的

实际情况，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对什

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

么 时 间 地 点 的 仗 ，找 准 敌 之 弱 点 和 软

肋，发扬我之长处和优势，以能击不能，

始终掌握战场主动权。灵活机动的战

略战术是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

敌的制胜法宝，即使在处于优势地位的

情况下也应遵循这一作战制胜法则，这

样有利于将对敌的态势优势转化为真

正的制胜优势。新时代条件下发展人

民战争战略战术，必须把握非对称制衡

的 方 法 论 要 求 ，以 作 战 概 念 创 新 为 抓

手，遵循现代战争制胜机理，不断推出

实用管用的克敌制胜招法。

统筹运用多种力量和斗争方式的

整体性。人 民 战 争 是 总 体 战 ，其 战 略

战术要求整体动员政治、经济、文化、

外交、军事等多方面的力量资源，综合

运 用 多 种 斗 争 形 式 和 作 战 方 式 ，以 整

体 合 力 弥 补 局 部 的 不 足 和 劣 势 ，从 而

战胜强大对手。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

整体性，强调在力量配置上兵民一体，

在寓军于民中形成最广泛的对敌统一

战线；在斗争形式上，军事与非军事手

段相互配合，把政治、经济、外交、舆论

和 军 事 斗 争 等 多 种 形 式 结 合 起 来 ，综

合施策 ；在作战指导和方式上，战略、

战役、战术一体筹划，着眼战略全局把

握 战 役 枢 纽 ，根 据 战 役 全 局 关 照 战 术

重 点 ，并 灵 活 运 用 多 种 作 战 方 式 和 战

法去赢得胜利。新时代条件下发展人

民 战 争 战 略 战 术 ，必 须 确 立 大 体 系 思

维模式，以国家战略体系为依托，以联

合 作 战 体 系 为 支 撑 ，探 索 人 民 战 争 战

略 战 术 的 实 现 形 式 ，打 赢 新 时 代 人 民

战争总体战。

注重在矛盾运动中把握规律的辩

证性。在人民战争战略战术产生和发

展的历史过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

的中国共产党人将战争看作是一个充

满矛盾的、有规律的运动过程，成功地

将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运用于军事领

域，阐明了战争指导过程中的诸多矛盾

关系。“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背后，蕴

含着多个辩证关系，比如消灭敌人与保

存自己、进攻与防御、内线与外线、速决

与持久、全局与局部、战略与战术、集中

与分散等等，体现了高超的战争指导艺

术。应该看到，虽然战争领域的矛盾运

动表现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处理上

述关系的方法论依然适用，这些辩证关

系仍是确定作战指导和作战方法时需

要重点考察和解决的内容。新时代条

件下发展人民战争战略战术，必须坚持

矛盾分析法，辩证考察战争诸因素的变

化及其内在联系，通过揭示战争特点及

其运动发展过程的规律性，确保战略战

术的科学性。

紧密联系实际进行动态调整的实

践性。人民战争战略战术产生于革命

战争实践并在指导战争的过程中得到

进 一 步 检 验 和 升 华 ，体 现 了 从 实 践 到

认识、由认识到实践，再由实践到认识

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即使在相

对和平的时代，战争实践虽然少了，也

要 根 据 战 争 形 态 的 不 断 改 变 、国 家 面

临 的 安 全 威 胁 、军 事 斗 争 准 备 实 际 等

情况，与时俱进加强军事战略指导、调

整 和 完 善 军 事 战 略 方 针 、优 化 作 战 体

系、创新作战方式和战法，在理论联系

实 际 中 保 持 战 略 战 术 的 先 进 性 ，体 现

人 民 战 争 战 略 战 术 与 时 俱 进 的 开 放

性。新时代条件下发展人民战争战略

战 术 ，必 须 坚 持 理 论 联 系 实 际 的 基 本

要 求 ，既 要 根 据 形 势 发 展 和 现 实 斗 争

需 要 不 断 创 新 战 略 战 术 的 内 容 ，也 要

及 时 推 进 战 略 战 术 向 实 践 的 转 化 应

用，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完善。

准确把握人民战争战略战术内在要求
■夏成效 张红梅

●混合战争是一个非线性、难
以预测的复杂开放系统，从容应对混
合战争，要善于将看似对立、实则辩
证统一的思维方式混合在一起，构建
多维立体的“混合思维”。

混合战争是一个非线性、难以精准

预测的复杂开放巨系统，综合运用政治、

经济、军事、外交、舆论、法律等手段，界

限更加模糊、力量更加多元、样式更加融

合、调控更加灵活、目标更加隐蔽，具有

复杂性、系统性、多维性等特性，其底层

逻辑是多重思维的混合对抗，思维更具

张力和弹性，是对战争思维品质的综合

考验。因此，传统单一线性思维方式已

难以适应未来作战要求，要善于将看似

对立、实则辩证统一的思维方式混合在

一起，构建多维立体的“混合思维”，方能

科学判断、从容应对、灵活处置。

刚性思维和柔性思维刚柔并济。

刚性思维强调直击矛盾问题和对手敌

人，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是军人思维的

标签，是取得胜利的基石。而柔性思维

更具韧性和灵活性，是以柔克刚、以退

为进的智慧谋略。文武之道，一张一

弛，在战争中刚性思维和柔性思维相互

联系、不可分割、缺一不可。战争对抗

既是决心意志的较量，也是思维能力的

对决，越是激烈的对抗，越是要有钢铁

意志，同时也应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

术。应对混合战争，既要有敢于斗争、

敢于胜利的刚性思维，又要有以柔克刚

的柔性思维，在不同领域、不同战线，该

刚则刚、该柔则柔，刚柔互补，才能在混

合战争博弈中应对裕如。

惯性思维和逆向思维奇正结合。

惯性思维是心理上的“定向趋势”，具有

趋向性、常规性和程序性；逆向思维是

“反其道而思之”，从相反的、对立的角度

去思考与运用作战原则。惯性思维是

常规惯例，逆向思维是突破创新。在战

争对抗中，在充分遵循战争规律的基础

上，善于运用逆向思维，打破思维惯性的

束缚，对一些习以为常的原则反其道而

行之，常常能收获令人意想不到的效

果。应对混合战争，战争准备工作多是

例行性工作，应采取惯性思维依程序惯

例办事，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在战斗打

响之后，特别是应对危急情况，则不能完

全按套路“出牌”，须在逆向思维中求创

新求突破，出其不意以奇制胜。

模糊思维和精确思维收放自如。

模糊思维是认识复杂巨系统的一种非

精确性思维，精确思维则要求对对象类

属边界和性态进行清晰确定，两者相互

区别关联渗透，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

转化。战争运动本来就具有双重属性，

既需要在模糊思维帮助下概略瞄准，又

需要在精确思维支撑下精细运筹。应

对混合战争，就是要战略上藐视、战术

上重视，注重在千头万绪错综复杂的局

势下进行统筹分析，不过多纠缠细枝末

节，看清本质、掌控大势、直抵要害。同

时，把行动方案想细想实，用好智能化

辅助系统强化战术行动精确化精细化，

以此应对混合战争的盖然性、模糊性、

随机性等多重不确定因素。

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形神兼具。

形象思维是用表象来进行分析、综合、

抽象、概括的思维，抽象思维是运用获

取事物内在本质和规律的思维方式。

简言之，两者是根据视觉“看得见”和

“看不见”来进行区分。抽象思维可从

战争哲学层面探究胜负的本质，总结

归纳战争制胜规律，形象思维可以构

想战场图景把握作战全局。形象思维

总结归纳战争实践中的成败得失，抽

象思维提炼升华出其中的机理和规

律 ，凝 结 成 战 争 规 律 和 战 争 指 导 规

律。应对混合战争，应善于发挥抽象

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各自优势，利用形

象思维在脑海中进行全过程作战推

演，对整个战场景况、作战进程完整把

握。通过抽象思维对各种信息进行综

合比对、逻辑推理，在纷繁复杂的信息

中拨开迷雾、去伪存真，让零散碎片化

的信息“说话”，形成对战场态势的总

体综合抽象认知。与此同时，利用以

往战争中抽象提炼出的战争规律和战

争指导规律，来指导形象思维构建作

战全过程，推动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

的全方位融合，才能实现浚源清流、形

神兼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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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战场上谁辨不
清信息情报的真假，谁就可能落
入敌人设计的圈套，甚至贻误战
机败走麦城。

有人曾形象地说，现代战争打的

是“信息”、是“数据”。在信息时代，直

面信息庞杂的战场，有没有去伪存真

的信息识别力、能不能快速准确地辨

清对手的真实底数，往往影响战斗的

进程，决定战争的胜败。应把高超的

去伪存真信息识别力，作为制胜未来

战场的“入场券”来培养和砥砺。

惯用技术手段识别战场信息。在

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战场，官兵用肉眼

发现不了的敌情，借助热成像夜视仪

观察，就能尽收眼底。不懂不会现代

战争高新科学技术，上了战场将会变

成“聋子”“瞎子”甚至被动挨打的靶

子。正是由于充分利用先进的信息侦

察手段，美军在短时间内掌握了本∙拉
登住所的详细信息，才使“海神之矛”

行动得以成功实施。面对科技手段在

现代战场日益广泛应用，我们要特别

注意提高科技素养，加紧学习掌握高

新科技知识，熟悉利用各种技术手段

获取信息的原理，全面掌握运用智能

感知装备获取敌情的方法，以过硬的

技术支撑，做好战场信息监视、搜索、

鉴别、存储、管理等一系列处理工作，

为科学、快速、准确决策提供依据。

善用客观规律辨析战场信息。了

解掌握和分析现代战争的海量信息，

说到底是一个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

认识，从把握事物的现象上升到认识

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过程。二战期间，

一支德军先遣部队悄悄潜伏在苏军阵

地前的一片灌木丛中，企图对苏军阵

地进行一次突袭。然而令德军意想不

到的是，苏军侦察员发现前沿阵地前

一棵小树的弯曲方向竟然与风向恰好

相反。据此，侦察员引导炮兵对前方

可疑区域进行轰炸，德军整个袭击计

划因此遭到破坏。事后查明是一名德

军士兵把武器挂在树上，造成树梢与

风向反方向弯曲。面对鱼龙混杂的各

类战场信息，我们要善于运用战争发

展的普遍规律进行分析梳理，采取联

想、比较、累积、交换、反复等多种方

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

表及里，透过现象看本质，找到精准有

效应对强敌对手的办法，为未来战场

制胜争取主动。

巧用逻辑推理预判战场信息。真

正做到有智慧、善谋略，不但要会识

别、分析战场信息，还要能巧用逻辑推

理预判战场信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

间，在法德两军对峙的战场，法军阵地

上出现一只晒太阳的名贵波斯猫。德

军参谋人员据此推断附近可能有敌地

下掩蔽部，于是集中炮火对波斯猫出

没地实施猛烈轰炸，成功摧毁了法军

一个指挥所。实践表明，科学合理的

逻辑推理，往往能分析预判和推断出

重要信息。在处理战场信息时，一定

要有强烈的逻辑思维意识，善于见微

知著、一叶知秋，以有效的信息预判争

取战场更多胜算。

强化信息识别力
■唐继光

用最合适力量遂行
最恰当任务，达到作战效
能最佳释放，历来是战争
指导的最高境界

翻 开 人 类 战 争 史 的 画 卷 ，耦 合 释

能 与 战 争 发 展 相 生 相 伴 、与 指 挥 协 同

紧密关联。变化的是耦合组织形式——从

“他耦合”向“自耦合”演进；不变的是

耦合价值追求——追求作战效能最佳

释放，寻求最佳作战效益。

冷 兵 器 时 代 作 战 ，双 方 摆 成 简 单

队形，展开面对面厮杀，战争指导者往

往 依 靠 自 身 的 表 率 作 用 或 简 单 的 组

织，来实现不同的作战力量、作战行动

的 有 效 配 合 ，从 而 最 大 限 度 地 释 放 作

战 能 量 。 从 这 种 意 义 上 看 ，冷 兵 器 时

代作战，主要是通过将帅的发号施令，

即“他耦合”来组织能量释放。

热 兵 器 时 代 ，随 着 打 击 距 离 的 增

大，火炮、飞机、坦克、舰艇等武器装备

相继出现，作战行动更加复杂，相互配

合 更 加 重 要 ，必 须 由 指 挥 员 及 其 指 挥

机关进行周密战前筹划，依靠有线/无

线 通 信 实 施 战 中 调 控 。 作 战 效 能 释

放，主要依靠指挥员确定的力量编组、

任 务 分 配 、行 动 时 序 、支 援 保 障 来 实

现 ，即 仍 然 没 有 摆 脱“ 他 耦 合 ”束 缚 。

但 由 于 战 场 态 势 的 快 速 变 化 ，战 前 筹

划组织已经难以适应实战需求。因应

战 场 不 确 定 性 ，着 眼 发 挥 任 务 部 队 主

观能动性，分散指挥、委托式指挥、任

务式指挥等指挥方式相继出现。从能

量 释 放 角 度 看 ，这 些 指 挥 方 式 可 以 作

为基于指挥授权实施的自耦合作战。

现代联合作战，无人力量崭露头角，

远程精打成为新锐，隐身高速渐成主力，

多维战场全纵深布势，多元力量混合发

力，多域行动协同增效，虽然作战效能释

放还依靠“他耦合”，但更加注重“自耦

合”。近年外军提出的“马赛克战”概念，

旨在强调通过技术构架使已有系统灵活

组网并快速配置，在指挥官指定时间与

地点提供期望的作战能力。近年来，局

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中，有的国家军队基

于网络信息体系，重构杀伤链路，依网发

布任务，作战单元实施“接单式”打击，已

经初现自耦合作战端倪。

信息化智能化技术
为作战效能最佳释放提
供了手段支撑，强制性要
求向自耦合作战迁移

随 着 大 数 据 、云 计 算 、人 工 智 能 、

量 子 通 信 等 新 技 术 的 广 泛 运 用 ，使 作

战力量全维分布、异质同构，作战资源

极限运用、按需释放成为可能，强制推

动作战方式向自耦合作战转变。

战场态势即时感知为自耦合作战

提供了“慧眼”。在信息网络技术支撑

下，天基监控、空中预警、海上探测、水

下 侦 监 、地 面 感 知 等 多 域 多 维 多 元 预

警侦察手段，实时获取战场情报信息，

高 效 处 理 融 合 各 类 信 息 ，使 得 分 布 于

各 领 域 、全 纵 深 的 作 战 单 元 可 以 获 得

完整、精准、实时的战场态势，使整个

作 战 体 系 可 以 清 晰 感 知 潜 在 威 胁 、准

确 判 断 打 击 目 标 ，为 其 自 主 实 施 作 战

行动提供了“千里眼”。

跨域行动实时打击为自耦合作战

提供了“臂膀”。外军提出的“多域战”

概念，其实质是集多域之所长克他域之

所短。近几场局部战争中，外军实践的

跨代融合、体系抗击、以分抗散，以无人

集群打有人高价值目标等大都体现了

多域作战的这一非对称制衡理念。智

能技术发展将进一步改变这种作战方

式，各类作战单元“感知—决策—打击—

评估”链路将实现从“传感器到射手”的

瞬间传递，打击准备实现“零预热”，“发

现即摧毁”得以真正实现。这种跨域行

动“零反应”，为实施自耦合作战提供了

“拳头”。

高度智能决策系统为自耦合作战

提 供 了“ 大 脑 ”。 随 着 人 工 智 能 的 演

进，参谋人员的辅助决策、指挥控制和

评估推演等“外脑”功能，将更多地被

人工智能“智脑”所取代，泛在的“智能

参 谋 ”将 取 代 庞 大 的 参 谋 人 员 群 体 。

在 智 能 化 加 持 下 ，力 量 编 配 将 向 基 于

任 务 的 实 时 组 合 转 变 ，力 量 选 用 将 向

并域聚优、体系选优、按需择优转变，

作战行动将向即时反应、同步协作、精

准 释 能 转 变 ，指 挥 体 系 将 重 塑 为 星 点

分布、权限不同的指挥架构，指挥方式

向任务下达、节点把控转变，打击力、

信息力、防护力将在最需要的时机、以

最 恰 当 的 方 式 释 放 于 最 合 适 的 目 标

上，以实现作战潜力的最大转化。

网络信息体系为自耦合作战提供

了“经络”。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

信息体系的网聚功能较之以往任何时

代都更加强大，分散配置的作战力量、

作战单元、武器装备基于各种信息链路

成为地位平等网络信息节点，可无差别

获取和使用信息。正如人体的经络一

样，网络信息体系这一特性，不仅为指

挥机构下达指令、调控行动提供便利，

也为作战单元输送血液、提供养分。基

于网络信息体系，联合作战指挥机构不

仅可以云端发布任务，真正实现“去中

心化”，也可监控战场态势、感知行动效

果、调配力量资源；作战单元可以进行

“接单式”任务选择，基于网络智脑进行

自 主 式 行 动 ，最 大 限 度 地 降 低 力 量 内

耗，形成局部最优作战能力。

努力探索战略战役
上“他耦合”为主导、战术
上“自耦合”为主体的作
战行动之道

胜利总是向那些能预见战争特性

变 化 的 人 微 笑 。 因 应 科 技 之 变 、战 争

之变、对手之变，必须立足当前部队实

际、前瞻未来作战发展，加紧推动观念

更新、训练转型、条件建设，向着实战

贴近再贴近。

积极推动作战理念更新。当前，智

能无人作战力量已经大量运用于现代

战场，联合作战正向内聚式融合快速发

展。应突破掌控平台利器观念束缚向

体 系 聚 优 转 变 ，突 出 战 中 快 速 组 合 力

量、规划行动，打造模块化韧性强的作

战体系；应突破传统作战资源多少观念

束缚向微群多能转变，打造高度智能化

作战群，推动作战体系向自适应、系统

涌现功能转变；应突破传统统揽统管观

念束缚向任务指挥转变，基于态势定任

务、定目标、定力量，推动上级卡点指

挥、多级并行实施的行动方式；应突破

传统协同观念束缚向自主作战转变，基

于任务编配，基于规则配合，基于态势

协作，推动作战能量最佳释放。

加紧完善作战规则体系。推动实

现自耦合作战，离不开对体系内部各作

战力量统一行动、互相融合、协调配合

的规则约束。这些规则，既是智能化辅

助决策系统的必备前提，也是避免行动

随意、协同失调的关键。应建立效能优

先 规 则 ，即 根 据 多 域 作 战 单 元 作 战 能

力、打击效果，以瘫体失能成效为力量

选用标准，为不同域、不同质作战力量

融合提供依据；应建立力量主导规则，

即明确不同力量间协同关系，按任务、

分目标、逐领域建立力量主导规则，为

并域行动时序、配合提供依据；应建立

授权性规则，即作战单元根据指挥员授

权履行某一领域、某一方向或某一行动

指挥权责，为响应战场、指挥下沉提供

依据；应建立调控性规则，明确指挥员

调控时机、调控方式、调控权限，确保作

战始终按指挥员意图实施。

着力建强信息支撑网系。云联支

撑的联合作战体系，是实现体系对抗、

体系聚优的前提基础。应着眼信息高

速流转，打造贯通军种壁垒、共享情报

信息、衔接作战单元的云态战场网链，

为作战力量分散部署、依网重组、跨域

融合提供支撑；应瞄准智能决策，加速

研 发 信 息 快 速 处 理 、方 案 快 速 生 成 的

智能辅助模型，为任务云端发布、接单

智 能 匹 配 提 供 支 撑 ；应 健 全 数 据 资 源

池，区分敌我作战目标、平台装备、作

战单元、作战群，建设数据新鲜保真、

动 态 更 新 的 资 源 池 ，为 任 务 行 动 提 供

客观支撑。

自耦合作战：未来联合作战新趋势
■彭 海 刘孝良 张付林

挑灯看剑

“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面对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传统战争中形成的
固定编组、任务衡定、树形指挥的作战模式将难以适应战场
需要，亟需转变观念，创新实施自耦合作战。所谓自耦合作
战，是指依托大数据、云计算、智能化的网络信息体系支撑，
参战力量围绕指挥员意图，基于任务目标与作战需求，打破
地域、建制和领域限制，即时感知态势、快速动态组群、自主
匹配任务，聚合体系优势，最大限度地释放体系作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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