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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形态变化下培养堪当智能化战争重任的新型军

事人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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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古以来，战争一直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预计仍将是未来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际中，战争与社会、技术、经济、环
境、政治和价值观的变化同步发展，不断变化的环境不可避免地通过其动机、形式和规模影响战争的特征。通过引入新的军事概念和技

术，军队适应了战争的这些不断变化的特征。基于对军事技术和概念作为对不断变化的条件的响应的演变的概述，本研究的目的是在战争

形态变化下，培养堪当智能化战争重任的新型军事人才。为此，文章首先分析智能化战争对军事人才提出的新要求；其次阐述战争形态变

化下新型军事人才的特征；最后提出战争形态变化下新型军事人才的培养，例如军队组织结构的转变、新技能和能力要求、军事教育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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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used for intelligent war tasks under the changing war 
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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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r has been a part of human history since ancient times and is expected to remain an important part of human society in the future. In 
practice, war evolves in tandem with social, technological, economic, environmental, political and value changes, and changing circumstances inevitably 
influence the character of war through its motives, form and scale. By introducing new military concepts and technologies, the military has adapted to 
these changing characteristics of warfare. Based on an overview of the evolution of military technology and concepts as a response to changing conditions,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develop a new type of military talent capable of intelligent warfare tasks in the face of changing warfare patterns. To this end, 
the article first analyzes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intelligent war on military talents; Secondly, it expound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w military talents under 
the change of war form.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the training of new military talents under the change of war pattern, such as the transformation of army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new skill and ability requirements, military educ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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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毋庸置疑，军事智能化的步伐和技术创新带来的新能力的出

现，将对战争的性质和军事行动的实施方式产生重大影响，包括作
战人员在战争中的基本作用在内，都将发生历史性的变化。在此背
景下，为了应对当今国防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变化，必须集中精力为
最有可能打的战争、非常规战争做准备，包括认识到战争形态变化
下军事人才培养面临的新挑战和新特征。在这方面，面对人民军队
最高统帅的“胜战之问”“价值叩问”“本领拷问”，务必要创新军
事人才的培养，推动人民军队向信息化部队的转变，最终将人民军
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并在未来的智能化战争中，为我党取得最终
的军事胜利。[1]

一、智能化战争对军事人才提出的新要求
（一）政治素质需求显著提升
从徒手搏斗到冷兵器战争 ；从热兵器战争到机械化战争 ；从

信息化战争到智能战争，从古至今，战争的外在表现形式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战争的本质始终没有改变，即，战争是政治
斗争的继续。从根本上来说，战争与政治，是一体两面，互相影响。
尤其是在进入智能化战争后，战争的政治本质日趋明显。究其原因，
智能技术扩大了战争的作战范围、缩短了战争的作战实践、丰富了
站着的作战手段，这些变化反映到战争的本质上，表现为作战界限
的模糊。在智能化战争中，对阵地的攻防夺取，将从物理意义上的
空间，进一步拓展到电子信息领域、认知领域和社会心理领域。在
智能化战争中，作战人员将面临全方位的思想、心理和认知的侵蚀
和攻防。为此，智能化战争要求作战人员必须具备更加坚定的政治
信仰、更加忠诚的使命担当、更加顽强的战斗精神、更加稳固的意

志心理等政治素质，以便更好地作出军事决定和认知防御。
（二）科技素质需求成为核心
众所周知，现代作战人员能力整合的步伐，取决于先进技术

的发展以及接受、吸收和实施尖端技术所需的时间。迄今为止，包
括数字技术、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生物科技技术等，都对军
事行动的实施，产生中度、高度或革命性的影响，导致旧的武器、
战术和作战方法过时。例如，智能化战争将应用无人设备各种任务，
包括持续监视、消防、关键时刻打击、部队保护、反简易爆炸装置、
路线清关和近距离空中支援等作战项目。可以想象，用于军事服务
的机器人系统将变得更加复杂，从而能够执行越来越多的任务和职
责，例如自主后勤补给。在降低作战人员战斗风险的同时，也为智
能化战争中的军事人才，提出了新的能力要求。即，具有高度的科
技素质。更具体的说，包括可穿戴系统在内的新型智能化军事设备
的使用，作战人员将在身体和认知上得到增强，只有掌握了数据分
析、机器人技术、增强现实技术、网络技术、模式识别技术等智能
化技术方面的专业知识，才能与各种形式的机器人彼此互动和协作。

（三）专业素质需求趋向综合
智能化战争时代，随着技术的不断融合和协同作用，战争的

主体将由更少的人类战斗人员组成，例如，决策制定的自动化辅助
可能允许更快地做出选择，从而减少认知工作量并增强指挥和控制。
此外，无人系统以及人机团队（包括人机界面）可能会对前线作战
的性能要求产生深远影响。事实上，此时的战斗人员，由于智能化

“外脑”的加持，已经超脱人的智力限制成为真正的“智者”。[2] 因此，
作战使用人员必须经过高强度的知识学习和高频次的操作训练，才
能熟练掌握相关技能。同时，由于智能化技术是在信息化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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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发展起来的，本身带有知识结构维度多、学习难度大、更新迭代
快的特点，使得训练人员以往“一训用终身”“一招鲜”等情况一
去不复返。因此，智能化战争对新型军事人才专业素质的综合性需
求，客观上对培养造就堪当智能化战争重任的强军接班人提出了极
大挑战。

二、战争形态变化下新型军事人才的特征
（一）智能化使作战人员筹谋水平更高
如前所述，在传统战争中，虽然战争本质上可以归类为以政

治为主，但在军事任务中，战斗人员的身体属性仍然是成功完成战
场任务和职责的关键推动因素。然而，技术进步正在迫使战斗人员
的筹谋 - 身体的需求平衡发生变化，最显着的是在战略、作战和
战术层面的筹谋 - 身体的需求平衡方面。例如，2002 年，战斗人
员在战略、作战和战术执行中的身体属性占比，分别是 15%、25%
和 75% ；到了 2022 年，战斗人员在战略、作战和战术执行中的身
体属性占比，分别是 5%、25% 和 50% ；预计 2042 年，战斗人员
在战略、作战和战术执行中的身体属性占比，分别是 0.5%、0.5%
和 25%。与之相对，战斗人员在战略、作战和战术执行中的筹谋属
性占比，上升到 99.5%、99.5% 和 75%。[3] 究其原因，包括括神经
形态计算机、云机器人以及各种其他人工智能辅助分析工具，使得
作战人员认知更全面，政治水平更高，将改变所有战场角色和任务。

（二）智能化使作战人员指控能力更强
在做出相对长期（2-5 年）的高层决策时，新兴技术几乎完全

将人从决策循环中移除。在智能化战争中，作战人员将根据智能技
术得出的建议采取行动。当然，人类在智能化战争中的作用不可能
只是制定战略决策。这主要是由于再高的技术也无法准确复制人类
决策的认知过程。但是，智能化技术为作战人员在战场之外实现对
战场要素和作战行动的精准指挥控制，从而使作战人员变身成为战
场棋盘之外的“棋手”的功能，是毋庸置疑的。具体来说，在操作
层面，人工智能辅助分析、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的进步正在催生全
新的指控能力。这样的工具将允许从无人驾驶机载系统远程捕获的
图像中自动提取和分类特征。因此，作战人员可以非接触、低风险
地实施作战行动 ；在战术层面，由于战略和作战活动而做出快速决
策，智能化战争可能会进一步以人机团队为特征。可以想象，智能
化战争中，近战小队可能会从一个 8-10 人战术单位转变为一个三
人单位，每个人负责三个远程武器系统。[4] 因此，智能化技术能显
著降低作战人员的生命成本，提高作战人员的安全性，又能更快捷
更精准地达成作战目的。可以说，智能化战争使人几乎可以不进入
作战区域。

（三）智能化使作战人员慑打威力更大
军事技术发展的目的是提高士兵的作战效能。俗话说，“核武

威力最大的时候就是没有发生的时候”，超强的毁伤威力才是军事
武器的基本要求和首要特征。从石头和长矛开始，到今天的常规炸
弹和电磁脉冲，虽然军事武器的复杂程度在不断上升，但是由人类
来使用这些武器并对其负责，始终没有变化。在这方面，现代人机
协作和越来越多地使用先进技术来增强军事行动中的人类表现能
力。这些技术将有助于减轻士兵的负荷并扩大小型单位的感知和行
动范围，同时增加对作战人员的神经生理学要求。新兴技术可能会
极大地扩展士兵的能力，军人成为现实版的“超人”，使武器装备
系统的体系效能得以充分释放。随着新兴技术继续渗透到未来战场，
人类战斗员的作用，尤其是在战术层面，将必然发生变化，大大提
高自身慑战止战的有效性，以确保充分利用尖端技术来实现能力优
势。

三、战争形态变化下新型军事人才的培养
（一）以智能化升级军事人才培养理念
为了应对当今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变化，习主席强调，“惟改革

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5] 一方面，在军事人才培
养中尝试不同的思维方式，特别是应用军事设计思维打破传统的军
事人才培养方法。这种军事设计思维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借鉴了《孙
子兵法》中的战争艺术，是基于智慧化战争的复杂性所提出的，针
对智能化战争对军事人才提出的新要求的培养理念。具体来说，这
需要将战争概念化为一个开放的系统，进而提供一个不同的培养视
角。这种反身性鼓励克服阻碍创新战争方法发展的文化、意识形态
或教条的确定性，以前瞻视野超前规划智能化军事人才队伍建设发

展蓝图。另一方面，从整体角度理解当前冲突环境，想象理想的冲
突后环境，并以反直觉的军事和非军事手段实现它的能力。这就要
求军队主管机关加强军事人才队伍建设的顶层设计，重设军事人才
培养目标规格，创造各种有利环境和条件。

（二）以智能化升级军事人才训练路径
根据我军智能化武器装备发展状况，加快部队训练实践路径

转型升级应当在两个方面下功夫。一方面，要在掌握和运用智能化
武器装备上下功夫。现阶段部队列装的智能化或准智能化武器装备
虽然不多，但也不鲜见，比如无人飞机、无人船艇以及作战指挥决
策的辅助系统等。然而，目前这些新质作战手段和作战力量的开发
利用水平，还远远不能满足实战需要。因此，必须下大力气围绕这
些新质作战手段和作战力量的运用。另一方面，要打通机械化和信
息化战位向智能化兼容升级的路径。机械化和信息化是智能化的基
础，智能化是机械化和信息化的深化。要牢固树立机械化、信息化
和智能化融合发展的理念，立足现有岗位资源，在实战化、实案化
训练中适度加入智能化作战要素。

（三）以智能化升级军事人才教育内容
在教育内容资源建设方面，设计能够以创造性的方式融合军

事艺术和科学，以收获组织的军事天才，努力管理和解决当今军事
从业者面临的复杂问题。根据对现有条件和期望的最终状态条件的
理解，通过利用想象力、洞察力和新颖的想法来促进军事人才教育
内容创新，塑造后续的详细培养计划、执行和评估。通过规划统筹，
依托军校和军队科研机构升级军事人才教育内容，提高军事人才培
养的敏捷性和创新水平。针对现阶段部队练兵备战重点不够的问题，
依据“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总原则，在现有军事人
才教育内容和教学体系中，有机添加智能化战争相关课程，包括智
能化军事技术、智能化战争政治表现、智能化战争要求等，进一步
实现军事人才教育内容的转变和创新，以期符合未来智能化战争的
发展需要。为此，各地战区和机关部门，要在统一的规划下，遵循
既定的教育培养流程，协同地方军事院校，充分发挥军地双方的教
育资源和教学优势，争取在智能化战争时代到来前，解决现阶段军
人人才培养渠道窄、资源少和实效差的问题，以期达到提升军事人
才专业水平的目标。

结语
综上所述，机器人、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快速发展

和融合，将继续对未来战场产生革命性影响。在新的战争形态变化
下，随着与新能力的运用和使用相关的认知需求的增加，与这些技
术相关的破坏将在战术层面上被作战人员深刻地体验到。为此，新
的研究重点将是培养堪当智能化战争重任的新型军事人才，包括人
机团队的增强性能、基于运动神经生物学发现的增强认知和免疫弹
性，以及在现实但安全的合成训练环境中发展的心理生理压力耐受
性。本文概述了一些关键建议，根据未来的需要和要求，对当今的
军事人才培养活动进行优先排序，以帮助军事人才培养人员，调整
他们的实践，以适应日益加快的军事现代化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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