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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战结束后的几场高技术局部战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以较小的代

价赢得军事上的胜利，就在于他们率先启动世界新军事革命，积极推进以信息化为核心的军

队转型。正是看到军队转型所带来的巨大效益，美军即便是在强化保障本土安全、满足“持

久自由”行动的需要、推动全球反恐战争、准备并发起伊拉克战争等重大事件接连发生的情

况下，军队转型依然是布什政府最优先考虑的事情之一。[2]在这种背景下，世界各国纷纷

调整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发展高技术武器装备，创新军事理论，相继踏上了军队转型

之路。从某种意义上说，“‘转型’已经成为未来一个时期军队‘质量建设’的代名词，具

有很强的时代特点。”[3]  

  军队转型是人类社会形态演变的必然产物，是军事领域矛盾运动的结果，它涵盖了军事

技术、武器装备、军事理论、编制体制和教育训练等军事领域的所有要素，是对整个军事体

系的改造和更新。目前，我国军事学界所讨论的“军队转型”，特指我军建设由机械化半机

械化向信息化的整体转型，它是“把机械化军事形态改造成信息化军事形态的过程，其主体

是把工业时代适于打机械化战争的机械化军队，建设成为信息时代适于打信息化战争的信息

化军队。”[4]军队转型涉及军事观念的转变和军事理论的创新、军事科技的发展和武器装

备的跨越、人才知识结构的更新和人才培养机制的完善、编制体制的结构性调整，等等。在

由这些要素构成的军队转型的大系统中，只有建立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机制，才能使转型

的各个方面保持动态平衡，最终实现转型目标。  

  一、领导机制：为转型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军队转型是以新的军事形态取代旧的军事形态的一次根本性变革。在这场变革中，必然

伴生着很大的风险和代价，存在着诸多困难和障碍，这就要求建立科学的领导机制，为转型

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证。美军在《高级领导与指挥条令》和西点军校的“组织领导课”教材

中指出，领导者必须具备三种素质：精神素质，即有正确的伦理观和价值观，有不怕困难和

牺牲的胆魄，有完成任何任务的决心；知识素质，即胜任本职工作，具备完成相应一级任务

所需要的一切技术、战术知识和技能；行动素质，即善于和勇于将自己的计划和决心付诸行

动，不放过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去实施领导的任何机会。[5]美国军事转型之所以能够在较

短时间内全面展开和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高层领导的大力推动。强有力的领导机制，不仅

可以对军队转型的大政方针及时进行决策，而且有利于冲破各种阻力和藩篱。因此，建立科

学而强有力的领导机制，是实现我军转型的重要前提。  

  二、规划机制：注重顶层设计和整体推进  

  军队转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从整体上进行宏观谋划，搞好顶层设计。在进行

转型的顶层设计时，首先必须明确我军转型的目标。要根据国际战略形势的变化、国家安全

战略和军事战略的要求，结合我军建设的实际，确定转型的目标，全面整合人力、财力、物

力资源，抓住重点，全面推进。军队转型的根本目标是把机械化军队建设成为信息化军队，

努力实现我军战斗力水平的整体跃升。对我军转型进行顶层设计，必须紧紧围绕这一目标。  

  在确立军队转型目标的基础上，必须按照统一的规划和标准，制定一体化的系统建设的

具体方案，防止出现各自为政的现象。海湾战争前，美军围绕着转型，海军提出“由海到陆”，

空军提出“全球参与”，各军种的转型方案并不完全符合美军转型的总体目标。随着信息化

建设经验的不断积累，美军通过制定一系列的转型路线图和计划指南，开始进行自上而下的

整体顶层设计，着力于纠正各军种在转型中各自为政的现象。当前，在我军转型的过程中，



也出现了一些各自为政、自成系统的现象，甚至在某些领域“信息孤岛”问题还比较突出。

有鉴于此，在进行我军转型的顶层设计时，必须加大“统”的力度。要通过贯彻统一的思想、

制订统一的规划、实行统一的管理、加强统一的指挥、开展统一的训练和各种标准规范化、

横向技术一体化的“五统两化” 措施，切实把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整合到有利于从整

体上推进转型的统一的方向和目标上来。  

  军队转型的顶层设计要遵循科学发展观，注重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全面性主要

是指对我军转型的设计，要面向国家和军队的全局，要兼顾军队转型的各个组成要素，加强

战略筹划，分步推进，确保军队建设各个方面的整体推进和全面发展，而不能只从某一局部

利益和需要出发；协调性是指要善于运用辩证的思维方法，统筹解决转型中的各种矛盾，正

确认识和处理转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既包括国防建设与国家经济建设的关系，也包括国防

建设、军队建设内部的各种关系，如各军兵种之间的关系、“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之

间的关系、战争实力建设与战争潜力建设之间的关系等等，做到在协调中保持适度，在发展

中把握平衡；可持续性是指设计要着眼于军队的连续性发展，谋求军队转型的长期主动性，

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这就要求顶层设计必须是滚动式的，

善于根据转型的进程适时进行新一轮的顶层设计，从而不断推动转型向更高层次发展。  

  三、转化机制：在边研边建中生成战斗力  

军队转型的实现，是以理论创新为支撑的。目前，我国对军事理论创新十分重视，取得的了

一系列的成果，但能够及时转化为现实、尤其是转化为战斗力的并不多。“军事理论特别是

作战理论与军事技术装备相结合，是提升部队战斗力的症结所在。”[6]要保障解放军转型

的顺利实现，大幅提升战斗力，就必须构建顺畅的科研成果转化机制，使各种理论创新成果

能够快速地同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相结合，转化为现实的战斗力。一方面，要坚持科研先行，

注重理论研究的前瞻性。为此，必须及时跟踪世界各国军队转型的最新走向和前沿信息，结

合解放军转型的实际，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另一方面，要建立军事理论创新成果的转化渠道，

把阶段性的理论成果及时运用到转型的实践中，形成“边研边转边建”的良性循环，使之及

时转化为战斗力。 

四、评估机制：及时纠正转型过程中的偏差  

  军队转型和战斗力的生成是一种系统行为，各要素、各环节相互制约，任何一个要素、

环节出了问题，都将影响整体转型的效果。为此，需要加强上下级之间的纵向监控，各层次

之间的横向监控，以及各岗位上的自我监控。只有通过实时监控，及时准确地处理各种反馈

信息，才能保证转型的各项工作按照预定的设计顺畅、协调地运行，保证人力、物力、财力

向着有利于转型的方向流动。     

  为了保障军队转型达到预期的效果，必须建立健全相对独立的评估机制。首先要确立评

估的指标体系，将转型的目标具体化为可执行的任务，层层分解到各军种、部门和单位，同

时设定相应的绩效指标，并尽可能对绩效指标进行细化和量化，切忌把转型当口号。其次，

通过对绩效指标进行追踪，把结果与设定的标准进行比较分析，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出对

策。最后，评估的结果应直接与单位和个人的绩效考核挂钩，使转型的任务真正落在实处。  

  五、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广大官兵参与转型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人才是建军治军兴军之本，军事领域的一切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人是实现机械化

与信息化有机整合的“黏合剂”，离开了人的主体作用的发挥，军队转型就无从谈起。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官兵的实际收入与地方一些公民的收

入差距拉大，物质需求的失落感影响了军人  ‘从军光荣’的信念”，“官兵不安心服役的现

象明显增多，绝大多数官兵对第二次就业有强烈的危机感，对将来的‘后路’和‘前途’深感忧

虑。”[7]而从目前我军人才队伍建设来看，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一是人才培养机制不健全，

还难以为广大官兵的成才提供充分的机会和条件，这也是当前我军建设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



题。二是人才的流动、使用、奖惩、待遇等环节不完善，很难吸引大量人才、留住优秀人才。

三是存在“论资排辈”的现象，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人才浪费。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

势必会影响广大官兵参与转型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成为制约军队建设的“瓶颈”。为此，在军

队转型过程中，尊重官兵的主体地位，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构建激励机制显得尤为

重要。要切实维护军人的合法权益，公平公正地处理涉及官兵切身利益的敏感问题，建立法

制化的权益保障机制；促进官兵的全面发展，积极为军人成才创造有利条件，营造军营的和

谐氛围，努力形成一种有利于发挥军人聪明才智和创新精神的环境，最大限度地激发军人开

发和释放自身的潜能，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六、法规机制：加强转型的法制化建设   

  军队转型离不开法律法规的保障。依法治军，推进军队转型的法制化是新时期军队建设

和发展的必然要求。为了有效解决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必须综合运用各

种成功的治军经验和方式，其中最重要的是依法治军。军队转型的法制化，可以通过法定程

序把我军建设的成功经验规范化、制度化，切实把转型纳入到法制的轨道，防止因人为因素

而使转型的政策和措施出现朝令夕改的现象。  

  坚持依法治军，实现军队转型的法制化，前提是一定要有法可依，要高度重视我军转型

的立法工作。要从我军转型的实际出发，建立和完善与国家法律制度相适应，符合军队转型

需要的军事法规体系。通过制定和颁布转型的法律、法规，调整军队转型过程中组织编制、

教育训练、行政管理、后勤保障、军队院校建设等各个方面的关系，包括军队内部各总部、

各军种、各军区、集团军的职能、职责和权限；各总部与下属机关在政治、军事、后勤装备

等方面的上下级隶属关系；各军兵种、集团军为完成各项转型任务而发生的协同配合关系；

军人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奖惩制度，等等。[8]要根据形势的发展或情况的变化，对已有的法

律、法规要适时加以修订，从而为我军转型提供有力的法规保障和法律依据。  

  其次，要严格落实法律法规，大力加强法制教育。在转型过程中，各级领导机关和全体

官兵都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办事。如果法律、法规被束之高阁，有法不依，即使转型的法律

再完备，也只能是形同虚设。为此，必须大力加强法制教育，增强官兵的法制观念，提高官

兵的法律素质，做到依法办事、令行禁止。军人只有具备很强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才能

增强自我控制力，自觉地用法规来要求自己，把行使法规的权利和履行法规的义务当作自己

的神圣职责，自觉地维护法律尊严。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要知法、懂法、守法，坚决反对在

执行法规制度上的随意性，彻底纠正和杜绝以言代法、任意变通以及搞“土政策”、“土章法”

的错误倾向，以保证军队转型在法制化的轨道上运行。  

  总之，军队转型不仅是一个系统工程，而且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为了有效地整合转

型中的各种要素，正确处理转型中的各种矛盾，必须以十七大精神为指导，把各方面的战略

资源凝聚到我军转型的目标和重点方向上来，从而为我军转型提供强大的动力，推进我军转

型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不断适应新形势、肩负新使命、完成新任务、实现新进步。 

参考文献：  

[1] 胡锦涛.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N]. 人

民日报，2007-10-16  

[2] 参 Transformation, Military Review, No.3, May-June2002  

[3] 聂送来、李效东主编.《世界军事发展年度报告》[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  

[4] 王保存. 世界主要国家军事转型透析[J]. 外国军事学术，2004（5）  

[5] 王保存. 外军军事管理与领导理论概述[J]. 外国军事学术，2005（8）  

[6] 刘继贤、张幼明. 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军队信息化建设[N]. 解放军报，2005-04-09  

[7] 郭政、彭波. 论军队政治工作创新的重点走向[J]. 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04（2） 

[8] 郭其侨、姚延进主编. 军队建设学[M]. 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1  



 

张琳琳，（1982- ），女，吉林长春人，南京政治学院军队政治理论教育一系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