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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配：无人平台性能
与有人平台能力的平衡

有人/无人协同作战的目标是，实现

多个不同类型的有人与无人作战平台共

同编组、同步行动，在进行作战功能互补

搭配的同时，各作战平台在作战性能和

战场环境适应能力上应该能够满足共同

编组作战的需要，否则将难以建立起紧

密的作战编队。当前，由于各类无人作

战平台正处在不断发展阶段，无论平台

基础性能，还是作战功能都相对比较弱，

与快节奏、强对抗的战场环境还不相适

应。加之无人系统自成体系发展，在技

术标准和性能上都难以与同类型的有人

作战平台共同编组作战，需要考虑如何

与平台的整体作战能力相适应。

一方面，要使无人作战平台在基础

性能上与有人作战平台相适应，能够与

有人作战平台相匹配，以便更高效地进

行协同配合。比如，地面无人战车不但

要在机动速度上与陆上各类有人驾驶

战斗车辆相匹配，还应具备与任务环境

相匹配的地形适应能力；各类无人机除

了保持航时、航程优势外，还应具有与

不同类型有人驾驶飞机相近的飞行性

能，特别是飞行速度、高度、机动过载

等。同时，在武器载荷及其性能上也要

适应协同作战需要，确保能够作为有力

的“伙伴”和延伸的“臂膀”，与有人作战

平台形成强强组合，发挥有人/无人协

同作战编队整体作战效能。

另一方面，要使无人作战平台在自

主性上与有人作战平台相适应，能够根

据执行任务设定的初始与终止状态及

过程约束条件，自动保持编队机动与作

战队形、自动规避威胁，相对自主地执

行有人作战平台下达的任务指令，以形

成紧密的协同配合。目前，无人作战平

台智能化程度较低，自主性不高，在面

对激烈对抗环境下的高复杂性、强动态

性和不确定性时，如果完全依靠编队内

有人作战平台上人员的控制，将很难适

应快速变化的战场实际，形成有效协同

配合效果。这就需要根据不同的协同

作战等级和协同作战编组类型，提升无

人作战平台与有人作战平台协同作战

相适应的自主能力。

因此，发展有人/无人协同作战，应

根据不同作战场景下协同作战的指挥

控制体系架构，通过对在役有人与无人

作战平台进行智能化改造升级或者重

新研制，增强有人与无人作战平台之间

的适配性，形成更加紧密和有效配合的

协同作战能力。

适度：人工干预程度
与智能系统辅助的平衡

有人/无人协同作战的重要特征是，

参与共同编组作战的有人平台与无人平

台之间实现信息直接交互，并在编队内

有人作战平台统一规划控制下协同配合

作战。信息化智能化战场形势瞬息万

变，负责编队指挥的有人作战平台人员

在操控自身平台的同时，还要根据战场

态势及时、准确地调整并最终确定编队

作战方案、规划分配任务，以及对行动中

的偏差及时调控，是一项复杂、繁重和时

效性极强的工作。如果这一系列活动完

全由人工完成，不仅增加了人的生理、心

理压力和认知负荷，还可能因此导致编

队协同失调、行动失序、任务失败。这就

需要一套智能辅助决策与控制系统嵌入

有人作战平台，辅助完成编队态势感知、

任务规划和行动控制等任务，并能够根

据战场态势变化在有人平台与无人平台

之间进行任务权重的动态分配，从而提

高有人/无人协同作战编队决策与行动

效率。

一方面，应通过智能辅助决策系统，

快速处理战场态势信息、预测态势变化

与评估威胁，并基于智能推理机制自动

生成针对性的行动计划。根据战场威胁

变化进行在线实时任务重新规划，为编

队战术行动提供决策建议，辅助有人/无

人协同作战编队指挥员作出决策、管理

战术执行以及控制引导各作战平台行

动。在指挥员与智能系统之间进行合理

的任务分工，实现人与计算机的优势互

补，不仅可以大大提升编队在动态不确

定战场环境下执行任务的时效性，还可

最大限度地降低编队指挥员的工作负

荷，使其能够集中精力于编队作战的高

层次决策和关键事件确认。

另一方面，应借助智能控制系统，

准 确 识 别 有 人/无 人 协 同 作 战 编 队 指

挥 员 的 指 令 意 图 ，将 指 挥 员 的 意 图 转

化为无人作战平台能够识别的任务指

令 ，同 时 能 够 按 需 分 发 至 相 应 的 无 人

作战平台，减少人-机交互过程中指挥

员 的 负 担 ，从 而 提 高 交 互 效 率 和 编 队

内无人作战平台的控制能力。如外军

发 展 的“无 人 机 控 制 最 佳 角 色 分 配 管

理控制系统”，将人-机互动、自主性和

认知科学领域的最新技术融合到一套

作 战 系 统 中 ，通 过 智 能 无 人 机 自 主 行

为 软 件 和 高 级 交 互 界 面 ，可 使 空 中 任

务 指 挥 官 同 时 管 理 多 架 无 人 机 ，并 在

任务达到关键决策节点时通知任务指

挥 官 确 认 ，能 够 在 不 增 加 其 工 作 负 荷

的情况下，提高有人/无人机协同态势

感知能力和执行任务效果。

因此，提高有人/无人协同作战能

力，应借助智能化作战管理系统，找准

人工干预与系统辅助之间在任务分配

上的平衡，使智能系统承担部分甚至大

部分需要快速反应的繁琐、重复的计算

任务，使编队指挥员专注于更复杂的、

更需要人工作出灵活决策的任务和关

键性行动。

适需：协同模式运用
与实际作战需要的平衡

有人/无人协同作战是一种区别于

传统协同的新型协同作战模式。按照

有人/无人协同作战编组内有人作战力

量与无人系统的互操作水平，从有人作

战力量角度，可分为“直接从无人作战

平台传感器获取信息数据”“具备对无

人作战平台载荷的适时控制”“具备对

无人作战平台载荷及行动的控制”三个

等 级 ，协 同 的 紧 密 程 度 逐 渐 提 高 。 当

前，在传统与新型协同作战模式并存、

新型协同作战模式中多种协同等级并

存的情况下，需要从作战效果出发，根

据实际作战需要，选择相应的协同作战

模式或协同等级。

一方面，应基于实际作战效果，合理

选择协同作战模式。有人/无人协同作

战，具有信息交互直接、协调配合紧密等

特点，但并不适用于所有有人作战力量

与无人系统，不能为了有人/无人协同作

战而去协同，有时为确保作战效果，仍须

采取传统的协同作战模式，即按照任务

计划，在预定时间进入相应战场相对独

立地遂行任务。比如，地面防空预警探

测力量与侦察预警无人机，虽然是相互

配合遂行预警探测任务，但通常不会将

无人机获取的信息直接传输至地面预警

探测力量，因为这将增加地面预警雷达

部队同时处理本专业领域情报和无人机

回传情报的负担，无法专注于雷达空情

分析判断，反而不如由操控站对无人机

实施控制，并对侦察预警情报进行预处

理后再传至联合防空作战信息情报中

心，由其进行多元融合处理更高效。

另一方面，应根据实际作战任务，

灵活选用协同作战等级。有人/无人协

同作战的三个等级，并不是级别越高越

好，而是要针对不同的有人与无人系统

类型，结合不同的任务场景和作战时机

灵活选择运用，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作

战效能。比如，远程侦察监视无人机协

同陆上中远程火力打击单元实施对地

打击时，只需要实现火力打击单元与无

人机之间的直接通信联通和信息交互，

能够无中间环节地直接利用无人机获

取的战场信息，即可很好地满足打击决

策、火力规划、目标引导和毁伤评估等

作战需求，而不必要求对无人机进行飞

行控制，无人机的机动飞行仍由后方操

控站负责，则是效能发挥的最佳协同等

级。如果将无人机的载荷控制甚至是

飞行控制权交由火力打击单元，反而会

增加额外的工作负担，使其不能更加专

注于本专业领域任务的完成，不仅不会

增效，反而可能降效。

因此，组织有人/无人协同作战，应

以遂行共同任务为基本遵循，以能够达

成互补增效为根本目的，根据有人作战

力量类型和实际作战需要及共同编组

的可能性，合理匹配无人系统，灵活采

用最适合的协同作战模式和协同作战

等级。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

院）

●准确把握有人/无人协同作战的平衡点—

叩开无人作战制胜之门
■赵先刚 吕 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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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群 策 集

有人/无人协同作战是当前作战领域发展的一个重要
概念，其目标是实现有人与无人系统混合编组，最大限度
发挥二者互补增效优势，以提高整体作战能力。应该看
到，作为一种新型兵力组合运用方式或协同作战模式，有
人/无人协同作战还处于发展过程中，无论从思维认识层
面，还是从能力生成角度，都需要找到一个最佳平衡点，才
能真正实现其合理发展和高效运用。

引

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建强新型

军事人才培养体系。军事职业教育作

为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的

重要支撑，是素质教育在军事领域的重

要实现途径。近年来，官兵岗位学习强

能的氛围日趋浓厚，呈现出人人皆学、

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良好局面，军事

职业教育对部队战斗力提升发挥了重

要作用。但在实践推进过程中，还存在

各领域各层级发展不够平衡、目标牵引

不够精准、结合融合不够有力、组织管

理不够规范等问题，需引起高度重视，

下大力加以解决。

把准工作指导，由全面发力向重点

突破转变。深化军事职业教育改革创

新，需要抓住主要矛盾、扭住关键环节。

在抓学对象上，破除“一线平推”“全员齐

步走”的误区，由全员推进向关键岗位重

点人员聚焦，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跃

升。在抓学内容上，破除“学两门课、读

两本书”、指令式“一刀切”硬压任务的误

区，将学习内容与日常工作、战训任务、

大项活动结合起来，用需求催生动力，强

化官兵学习自觉性紧迫感。在抓学激励

上，推动军事职业教育与个人成长进步

挂钩，健全主动学、常态学刚性机制，研

究建立入学资格、任职资格、表彰奖励等

激励措施，以正向激励强化官兵学习主

动性积极性。

更新学习理念，由被动功利学向自

觉终身学转变。重视学习、善于学习、终

身学习，是我军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

重要法宝。提升军事职业教育质效水

平，要克服被动学、浅表学、机械学的倾

向，引导官兵真正树立主动学习、终身学

习理念。要靠学习强化本领素质，坚持

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紧盯“任

务”、紧贴“业务”，学提高政治素养的理

论、学提高打仗本领的知识、学提升履职

能力的业务、学实用管用能用的技术。

要靠学习创新实践，通过学习拓宽视野、

打开思路，增强工作前瞻性开创性，提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要靠学习

走向未来，坚持把学习作为一种追求、一

种爱好、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由“学一

阵”向“学一生”转变，通过学习成为担当

强军重任的胜战人才。

明晰学习内容，由自主选学向目标

导学转变。军事职业教育的优势在于

学习资源丰富、自主按需选学、获取知

识快捷，但在实践中不同程度存在“大

水漫灌”“学用脱节”等问题，要坚持以

战领学，由海量资源索引向精准定制指

引深化，增强学习的针对性实效性。一

方面，以履职能力提升为牵引，针对各

级各类人员核心能力需求，按照“梳理

岗位职责-确立能力标准-制订学习清

单-定准学习资源”方法链路，明晰官

兵在岗学习指引和导学清单，为部队精

准抓学、官兵精准选学提供指南。另一

方面，以知识补差拓展为重点，引导各

级各类人员学习备战打仗急需急用、岗

位履职最关键最欠缺的知识技能，如军

士重点围绕装备运用、组训任教、专业

技能和带兵管理开展学研，文职人员重

点围绕军事基本素质、军队基本常识和

岗位专业技术技能开展学研。通过持

续学习，不断固强补弱，有效提高履职

尽责本领。

优化学习管理，由粗放运行向精准

促学转变。建立健全符合实际、务实管

用的学习管理制度，对于提高军事职业

教育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水平具有

重要意义。要加强计划审核，着眼履职

要求、专项任务、晋升转岗、职业发展等

需要，精准审核学习目标是否契合岗

位、学习内容是否支撑目标、预期效果

是否符合实际，把好把准官兵学习第一

道关。要完善评价体系，结合年度军事

训练成绩考核，采取定量与定性、线上

与线下、客观与主观相结合的方式，聚

焦计划完成、课程考核、成果转化，以及

对履职能力提升的贡献率等，对个人学

习成效进行综合评价。要端正学习风

气，纠治刷课挂课、强制定量等不良风

气，解决学用脱节和工学矛盾，不断增

强军事职业教育学习质效。

（作者单位：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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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智能+”时代的到来，人工智

能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物理空间的常

规战争与虚拟空间的认知对抗加速融

合。深度挖掘人工智能潜力为认知对

抗赋能，对提升跨域资源匹配效率，掌

控未来作战主动权具有重要意义。

数据挖潜拓展经验认知边界

数据驱动，知彼知己。随着大数据

相关技术的进步，数据信息已成为认知

攻防弹药，信息优势在战场上变得越来

越重要。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传统

信息加工流程，可强化关联信息分析能

力，通过跨域数据采集、虚假信息甄别，

加 速 信 息 全 域 融 合 ，强 化 动 态 感 知 能

力。人工智能还可助力缓解战场数据

过载，有机整合敌情、我情、战场环境信

息，建设全息智能数据库，为认知对抗

提供良好支撑。

万 物 智 联 ，人 机 协 同 。 现 代 战 争

日渐军民一体、平战界限模糊，技术重

新定义了人与人、人与装备、装备与装

备 的 交 互 方 式 ，战 场 数 据 源 源 不 断 。

通 过 大 数 据 挖 掘 和 跨 域 对 比 分 析 ，可

对图像、音频、视频等非结构化数据去

粗 取 精 、去 伪 存 真 ，拓 展 经 验 认 知 边

界，提升人机协同水平。物联网、大数

据技术的深度运用，推动数据获取、筛

选、流转、加工流程的智能化水平不断

提 升 ，为 实 施 认 知 域 精 准 攻 击 夯 实 基

础。

打通壁垒，深度融合。依靠战场大

数据可有效突破全域融合的壁垒，有助

于联通条块分割的信息孤岛，促进跨域

信息耦合聚合，加快信息无障碍流通，

推动数据融合与信息融合向感知融合

与认知融合转化。智能装备全面渗透

进入指挥体系，能够加速态势感知、态

势预测与态势塑造的深度融合，优化多

维信息筛选与认知对抗布局，推动认知

域作战样式不断迭代升级。

智能算法强化辅助决策效能

加速决策，致敌混乱。认知对抗的

胜负，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指挥员智慧谋

略的博弈。可通过全维跨域信息对抗

与决策博弈，借助智能技术分析并干预

对手认知与行为，最终赢得战场主动。

当前，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战斗力倍增的

催化剂，平时可扮演智能“蓝军”模拟推

演作战方案；战时通过智能辅助决策，

提升“侦、控、打、评、保”循环质量效率，

给敌方制造混乱，促使其体系瘫痪。

自主规划，智能编组。未来智能化

战场上，“面对面”的拼杀将越来越多地

让位于“键对键”的攻防。在认知域作

战 中 ，利 用 智 能 算 法 精 准 甄 别 身 份 信

息、预先研判对手企图、提前扼控关键

要点，能够将信息优势快速转化为决策

优势和行动优势。利用智能算法支撑

认知域作战，还可助力摸清敌方攻防体

系弱点，因“敌”制宜自主规划作战任

务，智能设计作战编组，即时反馈作战

效果，依托数据链、作战云强化智能后

台支撑，在动态组网、虚实互动中强化

作战胜势。

先敌决策，精准攻击。智能算法可

辅助指挥员预判风险，根据对手情况动

态优化作战方案，实施精准认知攻击。

在未来智能化指挥控制中，可利用“云

端大脑”提供算法支撑，结合智能推送

先 敌 一 步 预 判 态 势 ，快 敌 一 招 制 定 决

策，彻底打乱对手思路和行动。应注重

运用智能技术收集整理、深度分析对手

决策和行为偏好，进而专项定制计划，

积极诱导其作出有利于我的决策，瞄准

要害出其不意地对其进行致命一击。

强大算力提升全局运筹水平

谋 势 造 势 ，算 力 压 制 。“ 夫 未 战 而

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

者，得算少也。”认知对抗态势复杂多

变 ，仅 靠 指 挥 员 经 验 和 临 时 判 断 难 以

应 对 ，可 利 用 智 能 工 具 在 战 前 即 对 敌

思 维 认 知 加 强 渗 透 ，积 极 分 化 瓦 解 敌

方 团 队 认 知 力 ，提 升 我 战 场 控 局 能 力

和 作 战 主 动 性 。 同 时 ，应 借 助 强 大 智

能 算 力 ，提 升 灵 活 指 挥 与 全 局 运 筹 能

力，顺势谋势、借势造势，积极占领认

知对抗主阵地。

巧打软攻，算力突袭。人工智能的

飞速发展，推动战争进一步从“硬摧毁”

向“软杀伤”转变，有望彻底颠覆传统战

争范式。如可以利用最新技术理念，深

入洞察敌方体系运行机理，积极熟悉对

手、调动对手。还可利用心理沉锚效应

和网络叠加放大效应，干扰对手认知循

环链路，打乱对手指挥决策，迟滞对手

反应速度。

跨 域 统 筹 ，算 力 支 撑 。 打 赢 认 知

对 抗 主 动 仗 须 全 局 跨 域 统 筹 、多 维 同

向 聚 力 ，利 用 智 能 工 具 自 主 控 制 信 息

的流量流向，实现物理域、信息域和认

知 域 的 一 体 联 动 ，引 领 前 瞻 性 布 势 与

分布式协同，全面展开并行攻势，形成

对敌认知控制。有效开展全域虚实相

生的联合行动，对敌认知、情绪和意志

实施干预，借助强大算力下好先手棋、

打好主动仗。

让人工智能为认知对抗赋能
■陈佳琳 徐 珺 李 山

当机立断，是要求指挥员在作战中

果断抓住战机，从而达到一击制胜的目

的。然而，战争“迷雾”的客观存在、战

场形势的千变万化、技术手段的日新月

异和欺敌诈术的广泛应用，使指挥员判

断战机是否已至的难度不断提高，军事

史上犹豫不决、消极待机陷入被动、战

机不至贸然盲动的教训屡见不鲜。因

此，真正决定“立断”质量与效益的并非

“立断”本身，而在于“立断”之时是否

“当机”。指挥员想做到当机之时能立

断、立断之时恰当机，就应当力争主动、

力避被动、力戒盲动。

勇抓战机争主动。作战中，任何战

机都不可能完美契合己方需要，指挥员

在战机出现时应当勇于承担风险，及时

作出决策并付诸行动。四渡赤水战役，

就是在敌军优势力量围剿和山川地形

阻隔等重大风险下多次果断抓住战机

的典型战例。中央红军能够在敌军集

团缝隙中广泛机动歼敌，不断抓住战

机，最终跳出包围圈，与毛泽东同志敏

于发现更勇于抓住战机的指挥艺术是

分不开的。勇抓战机、敢担风险就是要

在战机出现后，通过高效的指挥、精准

的判断和坚强的执行，争取将一个战机

能带来的综合效益最大化，全力争取战

场主动权，最终达成作战目的。

巧创战机避被动。优秀的指挥员

不仅善于抓战机，更能够积极发挥主观

能动性创造战机。从“OODA”循环的

角度分析，创造战机就是要通过积极的

行动击破敌作战循环链条一个或多个

环节，使其观察失准、判断失误、决策失

效、行动失败。尤其在面对强敌时，主

动创造战机是在局部形成优势从而避

免全局被动的重要方法。马陵之战中，

孙膑通过“增兵减灶”之计，造成魏将庞

涓观察失准，误判齐军军心涣散、逃亡

大半，诱使其作出亲率轻骑脱离主力追

赶的决策，孙膑抓住战机将其击杀，并

趁势展开追击，一举歼灭魏军主力。现

代战争中，技术占优势的一方能通过战

场感知系统获得海量数据，在经过计算

机的定量分析和指挥员的定性思考后

更易于发现和创造战机。因此，在加强

部队信息化建设，提高数据处理质效以

捕捉战机的同时，还应重视运用技术手

段隐真示假，干扰敌战场形势研判和决

策执行，使其无机可乘。

静待战机戒盲动。孙子曰，“先为

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参战双方都

会最大限度地避免己方作战部署出现

漏洞，同时又可能故意释放出假的战机

诱敌上钩，定力不足、轻率盲动的一方

往往受制于人。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

军队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采取了

密集靠拢、稳扎稳打的方式。我军虽然

积极寻求战机，但战果非常有限。对

此，中央军委指示：“敌军密集不好打，

忍耐待机，处置甚妥。”在此指导下，华

野指挥员耐心等待战机，后撤主力，隐

蔽待机。结果敌误判我可能北渡黄河，

由步步为营转为大举进攻的“战机”已

经出现，国民党军整编第 74 师孤军冒

进 ，被 我 立 刻 抓 住 战 机 ，围 歼 于 孟 良

崮。不盲动绝非消极等待，而是在实力

优势不明显、战局态势不明朗、作战条

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密切侦察监视，积

极调整部署，既不授敌以柄，也不为敌

所惑，一旦真正的战机出现便雷霆出

击，一锤定音。

“立断”贵在“当机”
■司粒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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