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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关于“实战化”的认知与定位 
◆高  鲁  刘  彬  于同刚  郑丽珍 

（陆军工程大学石家庄校区  石家庄  050003） 

 
摘要：通过分析部队在实战方面差距、战争发展规律及部队使命任务，

阐释了坚持“实战化”的时代背景。从全系统、全过程、全方位角度，

提出了关于“实战化”的认知逻辑和科学定位，进一步揭示了“实战化”

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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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战化，对军队而言，不仅仅是军队使命任务的要求，更是
军队职能所系，不仅仅是现实的要求，更是长远所系，不仅仅是
一点的要求，更是全面所系，全面研究实战化、不断推进实战化、
全方位贴近实战化，将是军队一个永恒的主题和话题。科学认识
“实战化”的内涵，是进行“实战化”建设，推进“实战化”进
程，提高“实战化”程度和水平的前提和基础。 

1、坚持“实战化”的时代背景 
实战化是军事训练的永恒主题。在和平环境下，或者是非战

争状态下，提升部队战斗力，瞄准“能打仗打胜仗”目标需要，
就必须突出实战化，不断提升实战化能力。在当前环境下，着力
突出实战化、强化实战化，更有着特殊的需求和意义。 

1.1 实战的差距 
我军建军以来，经历了若干次大大小小的战争的洗礼和检

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使我军在实战中不断成长壮大，练就
了强大的战斗力和战斗精神，培养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
意志，建国后，抗美援朝、抗美援越、对印自卫反击作战、对越
自卫反击作战，使我军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得到了锻炼，保持了
传统战争样式的战术素养。但是，自 1979 年以来，基本上没有
发生大的武装冲突，部队实战熏陶和检验基本上处于“0”的状
态，尤其是随着信息化武器装备登上战争的舞台，战争形态由机
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转变，作战样式不断变化发展，信息化武
器装备如何运用、信息化局部战争如何实施、信息化部队如何打
胜仗，都对我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更严峻的考验。 

我军在实战方面的差距主要体现在缺少实战的经历、缺少实
战的经验、缺少实战的体会。经历、经验与体会，是由表及里、
由此及彼的一个过程，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是一个由浅入深
的过程，更是说明了我军当前实战的差距所在，正是存在的实战
的差距，才使得我们的“实战化”的提出具有了现实与深远的意
义。 

1.2 战争的发展 
随着信息技术，特别是电子信息、预警系统、自动化指挥控

制、远程杀伤及精确制导、人工智能、隐形等高技术在军事领域
的广泛运用，现代战争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战争的深入变化与发
展，对我军适应战争的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是战争形态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力地推动着人类
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的巨大变革，把战争形态推向新的发展阶
段。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军事领域的运用，是战争轨迹演变的
技术支撑。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深入的运用，信息化战争作为一
种新的战争形态登上了战争历史的舞台，并成为主导战争形态。
二是作战形式的变化。随着战争的发展，线式状态将逐渐消失，
阵地的概念也将发生变化，战场指挥员必须建立全方位的思维方
式，确立全方位的战场概念。只有全方位的判断情况，全方位的
拟制方案，全方位的使用力量，全方位的实施保障，才能适应这
种全方位交战的需要。三是武器装备的进步。现代战争表明，信
息化武器装备已成为高技术局部战争特别是信息化局部战争中
夺取信息优势的主战装备，也是夺取未来信息化局部战争制高点
——信息优势的重要法宝。目前，世界各国特别是军事强国不惜
投入大量人力和财力，秘密研制各种信息化武器装备，如计算机
病毒武器、高功率微波武器、光电干扰与激光制盲武器、信息对
抗侦察装备、电磁脉冲武器等。对于我军而言，面对信息化局部
战争，如何科学运用好信息化武器装备，是一项十分现实而紧迫

的任务。 
武器装备不断发展、作战形式丰富多样、战争形态历史嬗变，

都是我们无法逃避必须面对的大势，要“能打仗打胜仗”，必须
跨过这个坎，通过强化实战，提升应对能力。 

1.3 使命的召唤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

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
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随着国家的发展，我军所面临的形
势更加多样、任务更加复杂、要求更加苛刻，对实战能力的召唤
更加突出。 

一是国家安全统一的需要。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仍然
面临多元复杂的安全威胁，遇到的外部阻力和挑战逐步增多，生
存安全问题和发展安全问题、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
互交织，维护国家统一、维护领土完整、维护发展利益的任务艰
巨繁重。二是多样化军事任务的需要。随着国家利益不断拓展，
国际和地区局势动荡、恐怖主义、海盗活动、重大自然灾害和疾
病疫情等都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海外能源资源、战略通道
安全以及海外机构、人员和资产安全等海外利益安全问题凸显。
这些问题对我军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仅要求我们能够打
赢信息化局部战争，还要求我们能够适应非战争军事行动需要，
能够完成多种样式的军事任务，能够有效应对各种现实的和潜在
的挑战。三是中国梦强军梦的需要。强军才能卫国，强国必须强
军。如何始终坚持把战斗力作为唯一的根本的标准，把我军建设
成为不断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
优良的人民军队，是历史性的使命任务。站在世界新军事革命的
潮头，如何按照信息化战争的需求规律来打造我们的军队，使我
军适应新的战争形态、新的作战形式、新的作战节奏，既是实现
中国梦的有力保证，更是实现强军梦的核心要义。 

我军使命任务所系，要求我军必须认清实战，勇于应对实战
要求，按照实战锤炼自我，提升能力，切实提升履职尽责能力，
切实有力托举我军的强军梦，切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提供支撑。 

2、关于“实战化”的认知逻辑 
“实战化”其起源于实战，正因为一般情况下都不愿意发起

战争，在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的大势下，我军
已经很久没有实战的经历，由于实战的缺乏，才迫切需要我们能
够适应实战、认识实战、按实战要求进行建设、训练与发展。因
此，我们才提出了“实战化”的问题，通俗讲，就是如何使部队
的全面发展更符合实战需要，更适应实战规律与特点，切实能够
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这就是提出“实战化”
的普通逻辑，也是“实战化”存在的历史必然。 

从目前对“实战化”相关研究看，大家研究“实战化”自身
的问题相对较少，或者是基本上没有单纯研究“实战化”这个词
的，而多冠以“实战化训练”、“实战化教学”等相应的后缀，实
际上反映了大家迫切将“训练”和“教学”向“实战化”发展的
愿望和想法。但事实上，这导致我们人为地将“实战化”的范畴
进行了限制，对部队而言，要实现“能打仗、打胜仗”的目标，
仅仅落在“实战化训练”或“实战化教学”这些方面上，还远远
满足不了要求，甚至是使我们所强化的“实战化”陷入“死胡同”，
找不到科学有效的“突破口”或“出路”，要解决好“能打仗、
打胜仗”问题，绝不能仅仅就“实战化训练”或“实战化教学”
而就事论事，必须全过程、全领域的来科学定位“实战化”。换
言之，实战化决不仅仅在于训练，而应该是一种全系统、全过程、
全方位，只有这样，才是系统解决实战化的问题，才不是头痛医
头，脚痛医脚，才能保证效果，才能使实战化落到实处。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关于“实战化”的认识，可以区分为“本
原”和“运用”两个层面来理解，“本原”就是怎么去理解和把
握“实战化”，“运用”就是在哪些个方面要求实现“实战化”或
者是用“实战化”的标准去落实，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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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实战化”的逻辑认知 
由图 1 知，对于“实战化”的认识和把握，必须站在全系统

的角度，从静态组成上应具备“实战化”属性，主要解决“实战
化”对建设的要求；站在全过程的角度，从动态实施上应具备“实
战化”特征，主要解决“实战化”对运用的要求。无论是从全系
统考虑，还是从全过程考虑，两者必须做到有机衔接，互为耦合，
相辅相成，才能保证“实战化”的质量和效果。“运用”实际上
体现出的是“全过程”的一个环节，也是体现出是否实现“实战
化”的关键环节。也就是说“全过程”的每个环节，都是围绕这
个最关键环节来展开的，从而保证部队能够形成实战所需要的能
力。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认识“实战化”，实际上可以将其区分
成两部分，即“实战”和“化”，“实战”从字面意思理解，即是
实际作战，通俗说就是“真刀真枪”的干，而“化”从字面理解，
指的是一种倾向性，体现出发展变化的指向，或者是靠拢的意思。
将这两者组合起来理解，就是向着实际作战靠拢和发展。而这种
靠拢和发展是有限度的，我们的目标是跟实战一样，但在没有战
争发生的情况下，我们所提的“实战化”永远是无限靠拢的状态，
即永远朝着实战的目标前进，体现出一种“程度”。 

结合上面的剖析，本文给出“实战化”的内涵：所谓“实战
化”，是指从内在构成到外在实践活动等全系统、全方位、全过
程与“实战”相一致的程度。基于此认识，“实战化训练”，则可
以直译为“训练与实战相一致的程度”，“实战化教学”则可以直
译为“教学与实战相一致的程度”。无论训练还是教学，虽然朝
着实战方向在努力，但如果不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那永远
会与“实战”有一定的差距，训练与教学的目标就是努力缩小这
个“差距”，也就是我们所追求的“实战化训练”和“实战化教
学”的过程。 

3、关于“实战化”的科学定位 
在认识了“实战化”的时代背景和认知逻辑后，本文给出“实

战化”的科学定位，主要体现着五个方面，如图 2 所示。其中，
“要求”是牵引，“思想”是指导，“设计”是基础，“标准”是
依据，“状态”是目标，五者之间互相制约，又相互协调，必须
做到符合要求、贯彻思想、精心设计、严格标准、保持状态。 

 
 
 
 
 
 
 
 
 
 
 
 
 

图 2 “实战化”的认识把握 
3.1“实战化”是一种要求 
无论是训练，还是教学，“实战化”都是一个必须努力达到

的要求，这种要求是培养“能打仗、打胜仗”人才的要求，也是
体现部队职能使命的要求。在新时期强军目标指导下，部队能否
按照“能打仗、打胜仗”的要求形成与提升能力，确保召之即来、
来之能战、战之必胜，则遵从“实战化”要求是一个必然。符合
“实战化”要求，就必须为战、学战、研战、教战、练战，始终
瞄准“实战”，一切从“实战”出发，一切落于“实战”。 

3.2“实战化”是一种思想 
“实战化”是训练或教学的指导思想，是一种指向，是落实

“实战化”要求的根本所在，只有将“实战化”作为一种思想而

发自于内，才能有效践行于外，落实于行。因此，在训练或教学
中必须无条件地、充分的、彻底的、全方位的贯彻这种思想，时
时处处体现这种思想，让这种思想融入血液和骨髓，做到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每时每刻都体现了“实战化”，都源于“实战化”，
也都落于“实战化”。 

3.3“实战化”是一种设计 
“实战化”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

不断研究、深化和探索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因为
和平环境下，无论是对于实战的研究、实战的认识、实战的理解
及实战的体验，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除非是亲自进行过实战，
才能全方位从身体和心理上掌握实战，但此实战非彼实战，今时
的实战，亦非彼时的实战，此地的实战，亦非彼地的实战，此实
战的对象，亦非彼实战的对象，都使得实战像雾中花、水中月，
必须深入研究探索、从战例中学习战争，并先导性的设计战争，
使“实战化”成为一种符合实战要求的先导设计，按照这种设计
引导教学与训练，才能贴近实战。 

3.4“实战化”是一种标准 
“实战化”是要求教学、训练都能够按照“实战”来落实，

这个“化”的“度”越接近，则越能体现出贴近实战的能力。因
此，无论是教学，还是训练，必须将“实战化”作为一种标准，
将“实战化”作为追求的目标和贴近实战的途径指向。事实上，
“实战化”指明了发展的方向，其作为标准，也是一个逐渐发展
的标准，是一个在“度”上不断变化的标准，必须适应这个“标
准”的要求，使其不断发展、深化，使其与“实战”更加一致。 

3.5“实战化”是一种状态 
对于部队的教学与训练，根据部队的使命任务所在，“实战”

既是其存在的必然，也是其最佳的状态，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在
没有实战的情况下，最大程度的做到“实战化”，就是部队的一
种最优状态，也是履行使命任务所需要的状态。而要达成这种状
态，更对教学与训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学与训练作为人才培
养的主阵地和主渠道，必须将“实战化”作为一种追求，并努力
使其成为一种常态。 

结束语 
本文在分析了“实战化”的时代背景基础上，对“实战化”

的我认知逻辑进行了重新理清，并从要求、思想、设计、标准和
状态五个角度对“实战化”进行了科学定位。“实战化”作为一
种要求，就必须不折不扣的落实，作为一种思想，就必须作为基
本遵循，作为一种设计，就必须科学合理，作为一种标准，就必
须有效达成，作为一种状态，就必须经常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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