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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新概念武器及应用前景展望
一、定向能武器
（一）激光武器
（二）微波武器
（三）粒子束武器
二、动能武器
（一）动能拦截弹
（二）电磁炮
（三）群射火箭
三、军用机器人
第八章 战略武器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一、战略进攻武器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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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略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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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突击武器向地空结合和适应大纵深作战发展
（二）防御武器强调远、中、近和轻重结合向着立体、全向和高精度发展
（三）压制武器的发展方向是强化火力 提高射程和自行化程度
（四）工程装备将形成高 中 低档相结合的装备体系
四、海军武器装备的发展趋势
（一）水面舰艇向着大吨位 远续航力和综合作战能力发展
（二）潜艇的发展重点是核动力化和提高多栖打击能力，向着低噪音、大潜深、大吨位多武器装备发
展
（三）舰载武器主要发展各种用途的导弹，向着远程高速垂直发射和强抗干扰方向发展
（四）航空兵武器装备列为优先项目 将获得迅速发展
五、空军武器装备的发展趋势
（一）飞机将加快更新换代，全面提高和增加技术战术性能 可执行更多的作战任务
（二）机载武器装备朝着自动化 智能化 多能化和强火力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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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防空武器装备将发展一批新手段 明显提高作战效果
六、战役战术核、生、化武器的新发展
（一）战役战术核武器的新发展
（二）生物、化学武器的新发展
第十章 作战模拟技术的现状与未来
一、作战模拟技术的基本概念 特点和方法
（一）基本概念
（二）基本特点
（三）基本方法――模型方法
二、当前作战模拟技术的发展水平
（一）通用的物理模拟技术的发展水平
（二）计算机作战模拟技术的发展水平
三、作战模拟技术的军事应用
（一）战略分析与战略规划
（二）战争研究
（三）军事演习
（四）军事训练
（五）作战指挥
（六）后勤保障
四、作战模拟技术的前景展望
（一）与国家军事长期发展规划和决策过程密切相关的作战模拟技术与方法 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二）提高各级军官决策水平的计算机辅助教学手段将飞速发展
（三）战区级作战模拟技术 将上一个新的台阶
（四）具有层次结构的作战模型系列将逐步形成
（五）为作战模拟技术服务的支撑技术将有较大的突破
（六）采用人工智能和专家系统技术
（七）重视作战模拟数据库的建设 并强调用历史数据对模型进行验证
（八）在高层次决策活动中，定性与定量分析相
结合的、讨论式的对抗模拟和军事政治模
拟方法与手段 将得到长足进展
第二篇 高技术对作战的影响
第一章 高技术条件下的战场特点
一、战场的空间空前扩大
（一）战场向大纵深发展
（二）战场向高立体发展
（三）战场的前后方区别淡化
（四）树立大空间作战观念
二、战场的时效空前提高
（一）作战行动将具有更高的速度
（二）将可以实施全天候、全时辰的连续作战
（三）强化作战的时效观念
三、常规武器对战场的综合破坏效应增大
（一）作战威力与小型核武器相比拟的高技术常规武器在增加
（二）武器的精确制导化大大提高毁伤效能
（三）高技术武器将对战场产生重大影响
（四）强化常规威慑观念
四、战场处于广阔的电磁环境中
（一）作战的信息技术手段发生质的飞跃
（二）信息在作战中的地位作用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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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强化作战的信息观念
五、战场向多维化发展
（一）现代战争将是陆、海 空 天 电磁“五维一体”的联合作战
（二）战役战斗将是多元一体化的合同作战
（三）树立多元一体化的大系统作战观念
六、战场消耗巨大，对后勤保障提出更高的要求
（一）战场具有高投入、高消耗的特点
（二）战场对后勤保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强化作战的后勤保障观念
七、战争将在核生化武器的威慑环境中进行
（一）核生化武器的威慑还存在
（二）继续保持核生化威慑观念
第二章 高技术对军队机动的影响
一、高技术条件下，军队机动能力的提高
（一）兵力机动的手段与能力不断增强
（二）火力机动的范围和效果日益扩大
（三）软杀伤力机动成为现代化军队机动的重要形式
二、高技术条件下 军队机动功能的增强
（一）提高了军队的作战效能
（二）改进了集中兵力的形成
（三）增加了战役战斗的突然性
（四）改善了夺取战场主动权的方式
三、高技术条件下 军队机动与反机动的斗争更为激烈
（一）部队机动中日益突出的制空权争夺
（二）军队机动中日益突出的制电磁权争夺
（三）部队机动中日益突出的火力机动与反火力机动
四、高技术条件下 军队机动中将更加重视欺骗手段的运用
（一）更加重视高层次的统筹谋划
（二）军队机动中更加重视谋略的运用
（三）更加重视使用电子欺骗手段
五、高技术条件下提高我军机动与反机动作战能力的措施
（一）大力加强应急机动作战部队的建设
（二）建立能适应不同作战环境与任务要求的部队编制
（三）有重点地搞好战场建设
第三章 高技术条件下作战样式的变化
一、高技术武器装备的发展导致作战样式更加多样化
（一）武器装备发生质的飞跃
（二）作战样式更加多样化
二、最可能发生的将是核威慑条件下的中 小规模常规战争
（一）爆发大规模战争和核战争的可能性变小
（二）核威慑下的局部常规战争将是最可能发生的战争
三、作战样式转换频繁
（一）作战样式的选择更为灵活
（二）作战样式转换迅速
四、电子战将贯穿于战争的全过程
（一）电子战成为重要的作战手段
（二）电子战的基本作战任务和战术运用
（三）电磁优势是现代战争双方争夺的“制高点”
五、战略空袭与反空袭已可构成独立的战争阶段

Page 6



《高科技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及对作战》

（一）空袭武器装备已发生质的飞跃
（二）战略空袭成为作用突出的作战样式
（三）反空袭武器装备也将发生质的飞跃
（四）空袭和反空袭将成为现代战争斗争的一个焦点
六、将可能开始发生初级太空战
（一）外层空间的争夺与军事化
（二）太空战已经拉开序幕
（三）今后20年可能发生的太空战
七、高技术条件下提高我军作战能力的主要措施
（一）加强高技术条件下作战理论研究
（二）加速发展高技术武器装备
（三）加强教育训练，提高部队素质
第四章 高技术条件下的夜战
一、高技术装备对夜战的影响
（一）高技术装备使夜战的地位更为重要
（二）高技术装备使夜战的能力空前提高
（三）高技术装备使夜战的战法有所发展
二、高技术装备对我军传统夜战的冲击
（一）实施夜战能否“看得清”的问题将更加突出
（二）实施夜战能否“靠得近”的问题将更加困难
（三）实施夜战能否“藏得住”的问题将更加复杂
三、与敌夜视器材作斗争的基本方法
（一）充分利用各种自然条件
（二）灵活运用各种战术动作
（三）巧妙利用各种伪装方法
（四）综合采取各种干扰措施
（五）有效利用火力摧毁手段
四、高技术条件下提高我军的夜战能力的措施
（一）加速研制先进的夜视器材 尽快改善部队的夜视装备
（二）积极运用现有的夜视器材 充分发挥它们的作战效能
（三）坚持人民战争，争取夜战的主动权
（四）加强夜间训练，提高部队夜战能力
第五章 高技术条件下的军队后勤保障
一、高技术使国防投入大大增加
（一）武器装备研制、采购 维护费用剧增
（二）人员的培训费用增加
（三）战争的消耗巨大
二、高技术既增加了后勤保障的难度 但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一）增加了后勤保障的难度
（二）提高了后勤保障的能力
三、高技术使后勤保障更易受到敌人的破坏但也为后勤保障提供更先进的防御手段
（一）后勤保障系统极易遭受破坏
（二）后勤保障系统的防御手段日趋先进
四、高技术将引发后勤保障的变革
（一）保障方式更适于现代战争
（二）保障日趋科学化、自动化
（三）后勤保障结构更趋合理
五、高技术条件下提高我军后勤保障能力的措施
（一）加强高技术条件下后勤理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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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抓紧后勤队伍的建设
（三）发展先进的后勤装备
（四）提高战略运输力量
（五）建立适当规模的后勤应急机动保障力量
（六）实现后勤指挥管理自动化
第六章 高技术条件下的军队指挥
一、高技术条件下，军队指挥活动的焦点将是夺取战场信息控制权
（一）夺取战场信息优势的斗争成为作战指挥活动的首要任务
（二）先进的情报保障手段是军队夺取情报优势的有利条件
（三）自动化指挥系统的完善 为指挥活动提供了良好的技术环境
二、高技术条件下 军队指挥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生存与稳定
（一）武器系统的打击能力使指挥控制系统生存与稳定面临从未有过的严重威胁
（二）电子战对指挥控制系统的生存能力和指挥的稳定性产生巨大影响
（三）日益增强的特种作战部队对军队指挥控制系统的生存稳定构成直接威胁
三、高技术条件下提高我军指挥稳定性的措施
（一）完善指挥配系
（二）优化组织结构
（三）强化通信保障
（四）改善电子装备
（五）提高指挥素质
第七章 高技术条件下人民战争新特点
一、人民战争的实施环境发生变化
（一）现代战争的科技含量日益增高
（二）现代战争更多地依赖经济力量
（三）现代战争的政治斗争更为复杂
二、人民群众参加、支援战争的形式发生变化
（一）人民群众由直接参战转向间接参战
（二）参战力量主要来自经过训练的后备力量
（三）由突出物质支援转为重视技术支援
三、战争准备的形式和内容发生变化
（一）战争动员突出快速反应
（二）国防力量建设突出后备军与常备军的衔接
（三）和平时期国防建设更加注重威慑性
四、人民战争的作战方式发生变化
（一）人民战争面临立体、全方位攻防战
（二）继承和发展传统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三）研究 探索和创造新型的人民战争战略战术
第八章 高技术的进步与作战理论的发展
一、高技术的猛烈冲击已经导致传统作战理论的变革
（一）转变观念
（二）更新思路
（三）改进方法
（四）探寻新的作战样式
（五）创新战法
二、作战理论的超前发展将更有力地牵动军事高技术的进步
（一）军事高技术的进步需要作战理论的牵动
（二）牵动军事高技术进步的作战理论必须具有超前性
（三）牵动军事高技术进步的主要方面
三、高技术的进步与战略作战理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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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战略作战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二）跨世纪高技术常规战略武器装备的发展趋势
（三）战略作战理论的新发展
四、高技术的进步与战役作战理论的发展
（一）战役作战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二）跨世纪高技术战役武器装备的发展趋势
（三）战役作战理论的新发展
五、高技术的进步与战术作战理论的发展
（一）现代战术作战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二）战术作战理论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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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XN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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