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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在军事领域中的广泛应用，对战争具有巨大的影响，

使得战争的样式、面貌、观念和部队编制体制等不断地演化、更新。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迅

猛发展，航空航天技术、电子信息技术以及激光等科学技术成果，广泛运用于军事领域，使

军队的武器装备、军队编制体制、作战方式的变革等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关键词] 科学技术；  军事变革  

   

  早在 100 多年前，马克思就指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 、

“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作为生产力要素中最活跃的因素，科学技术对

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起着最终推动作用，而其成就往往优先用于军事领域。  

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战争中的广泛应用，使得战争的样式、面貌、观念和部队编制体制等

不断地演化、更新。特别是由于现代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出现了高技术局部战争、新军事革

命等新的军事理念。科学技术不仅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军事变革的第一推动力量。  

  一、科学技术决定武器装备的发展水平并引发军事变革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航空航天技术、电子信息技术以及激光等科学技术成果，

广泛运用于军事领域，使军队的武器装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可以说科学技术决定武器装

备的发展水平，并引发了一次又一次军事变革。  

  第一次军事变革[1]——金属化军事变革，此次军事变革历时漫长，萌芽于公元前 3500

年前后，在人类纪元前后得到较大的发展，到中国汉、唐时期被推向高峰。这次军事变革源

于金属的发现和金属冶炼业的发展。在这次军事变革中，金属兵器取代木石兵器成为主战兵

器，诞生了与之相适应的步兵、车兵、骑兵等军兵种，职业化军队初步建立。  

  第二次军事变革[1]——火药化军事变革，公元 10 世纪前后在中国萌芽，到 19 世纪后

半叶普法战争时期达到高峰。这次军事变革是以火药的发明和运用为标志的技术革命的产

物。变革的结果是线膛枪、线膛炮等枪械取代了长矛、大刀成为军队的主要武器。武器装备

的更新又带来了军事领域的一系列变革：炮兵作为新的兵种脱颖而出，随后出现了由步兵、

骑兵和炮兵三个兵种组成的作战师，以及军一级的编制；近代海军作为独立的军种出现等。  

  第三次军事变革[1]——机械化军事变革，始于 19 世纪末，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到 20

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历时近 100 年。这次军事变革是以机器工业的蓬勃发展和电力的发明、

运用为标志的技术革命的产物。在这不到 100 年的时间里，坦克、飞机、航空母舰和原子武

器等陆续登上战争舞台；出现了空军和装甲兵等新的军兵种；大国军队的数量多达数百万人，

各军种均由若干兵种组成，编制体制更加正规。  

  第四次军事变革[1][3]——信息化军事变革，发端于 20 世纪 70年代，预计到本世纪中

叶才能结束。在这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世界高科技蓬勃发展，电子计算机、激光、核技术

和航空航天等高科技，给武器装备的发展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以计算机为代表的电子信息

技术，成为现代武器装备发展的重要基础；以导弹和军事卫星为代表的航天技术，开辟了天

战的新领域；隐身技术、激光技术、精确制导技术等高技术的应用，使战争更趋复杂、残酷。

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局部战争充分证明第四次军事革命是迄今人类历史上影响最深刻

最广泛的军事革命，它正以波澜壮阔的趋势刷新和冲击着整个军事领域。  

  四次军事变革的事实表明，武器装备的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技术的进步。

科学技术状况不仅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众多层面，而且直接影响着军事领域，战争既是



敌对双方活力的抗争，也是双方科学技术水平的较量。 

二、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军队编制体制的变革  

  军队编制体制是指保障军队最有利的编成、各种武器和各军兵种最适宜的结合、高度的

战斗准备和胜利实施战斗行动的军队编制单位的序列。军队编制体制的发展变化受到多方面

因素的制约，其中决定性因素是科学技术。而武器装备作为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武器装备决定了军队的编制体制。武器装备的演变通常促使人们对编

制体制加以改进和调整。当前，在军事技术的推动下，武器装备飞速发展，各国军队编制体

制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2][3]：  

  一是军队规模小型化。不同的战争形态需要不同组织结构的军队。在信息化战争时代，

军队的数量、质量与战斗力之间的关系将发生根本性变化，数量退居次要地位，质量跃居主

导地位。以高技术武器装备为基础的小规模部队不仅能完成过去千军万马完成的战斗任务，

而且可以大大减轻经济负担。于是，缩小军队规模，发展精干的军事力量成为各国未来军队

发展的首选。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裁减军队规模，提高军队信息化程度”已蔚然成风。  

  二是力量结构集成化。一些大国在缩小军队规模的同时，不是单纯地减少军队员额，而

是强调优化军队的内部结构。  

组建新型部队。许多国家重视提高军队的技术含量，在适当缩小陆军比例的同时，增大海空

军比例，大力加强航天部队、导弹部队等技术密集型军兵种的建设。如美国组建了“机器人

士兵”操作部队，并已用于阿富汗“反恐”行动中，准备未来打一场“机器人战争”。  

  提高合成化程度。为了使军队能够综合运用各种作战力量和作战手段，提高应付不同强

度战争以及非战争军事行动的能力，军队编成逐步向“模块化、一体化”方向演变。据美国海

军退役上将欧文斯设想，美军将组建一支陆海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结合在一起的军队，使所有

的军种联合编组、作战。预计在 21世纪中叶，美军将建成一支无军兵种界限的一体化军队。  

  三是指挥体制扁平化。发达国家军队为克服传统体制信息流程长、横向沟通差、抗毁能

力弱等弊端，正将以垂直指挥关系为主的“树”状结构，改变为横宽纵短的扁平“网”状结构，

以减少层次，简化环节，实现信息传输快、保密性能好、生存能力强的目标。为建成扁平式

领导指挥体制，外军致力于减少指挥层次。如法军已取消军、师两级建制，组建若干个作战

旅。  

  四是后勤保障社会化。随着高技术的发展，军队高技术装备保障日益增多，军队活动领

域日益扩大，单靠军队自身的装备保障和后勤保障已难以有效地胜任所担负的保障任务。近

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对传统的武器采办体制和后勤保障体制进行改革，实现社会化后勤

保障体制。在 1991年海湾战争中，美、英、法等国军队的许多先进武器系统就是由私人承

包商来维修的。  

  三、科学技术的发展决定了作战方式的变革  

  科学技术、武器装备的发展决定作战方式的变革，是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是马克思主

义军事学说的基本观点之一。所谓作战方式[2]，是指武装力量在战争中为歼灭敌人所采取

的作战形式和方法的总和。作战方式的变革是以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决定的武器装备为物质基

础的，每一个时期总有某一种技术兵器占统治地位，也必然有与之相适应的作战方式。  

  在现代条件下，新技术日新月异并大量用于军事，各种新技术群以及日趋复杂的武器系

统经过各种不同的科学组合，形成各种各样的作战手段，这种情况已经使作战样式呈现出多

样化发展的总趋势。如网络中心战[4]，所谓“网络中心战”就是利用通信系统和计算机系统，

把地理上散布在战场各处的各个作战单元网络化、一体化地连接起来，使分散配置的部队同

时掌握和了解战场态势，把信息优势转变为作战行动优势，实现先敌行动和部队自我同步协

调，发挥联合作战的最大效能。1997年 4月，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约翰逊首次提出“网络中心

战”的概念。2002年 8月，美国防部向国会和总统提交的 2003财年《国防报告中》，第一次



以政府国防政策报告的形式提出了“网络中心战”理念，这标志着“网络中心战”已经成为美军

未来的主要作战样式。在伊拉克战争中，当美军士兵手持直接与指挥中心连接的 GPS定位

装置，背负装有以巴格达市为原型的 3D 模拟软件的笔记本电脑冲进巴格达市中心时，“网

络中心战”的理念正在他们的脚下被一步步地实践着。  

  总之，科学技术已经渗透到战斗力诸要素之中，对战斗力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在现代

军事斗争和现代军队建设中，科学技术已成为提高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甚至是决定战争

胜负的关键因素。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高新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未来的军事

对抗将主要表现为科学技术领域的对抗，表现为争夺科学技术优势的对抗。“科学技术是生

产力也是战斗力，科技强则军力强”，将愈来愈被现代军事斗争的实践证明是一条真理。  

  因此，我国新时期的国防建设必须充分认识科学技术的作用，充分认识科学技术的军事

意义，充分依靠科学技术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从而促进我国的国防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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