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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指挥效能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李　涛
（解放军炮兵学院　５系４３队，合肥　２３００３１）

摘要：为适应信息化条件下作战指挥的新特点和新要求，依据作战指挥效能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在分析了作

战指挥效能评估指标体系的各种因素的基础上，构建了作战指挥效能的评估指标体系，为指挥者进行评估决策提供

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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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握战争》一书中，对作战指挥效能的定义是：“作战
指挥变量的效应所达到的程度。”作者认为，指挥效能能够把

“战斗力倍增器”或“兵力倍增器”从一个模糊的概念变成各

级指挥员制定作战计划的实用参考工具。他认为，一个指挥

员如果熟悉自己的战斗力量，并且知悉敌方的兵力和作战能

力，那么就能测算出敌人地形、防御态势、气候、机动性，以及

其他类似的因素等对成功达成任务的种种可能性影响。

《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指出：“作战指挥效能是指

挥员和指挥机关组织指挥所属部队作战的效果和功能。”并

指出：“军队指挥系统由指挥员和指挥机关、指挥对象、指挥

手段构成。”这一表述实质上与《军队指挥学》的定义大体相

同，都是将军队指挥看作是由指挥者、被指挥者和联结两者

的指挥手段（又称为指挥媒介）构成。

综上所述，对于作战指挥效能的定义，各种解释在本质

上并无大的差别，都认为是某一军队指挥系统实施作战指挥

活动中发挥作用的有效程度，或对部队战斗力发挥的影响程

度。这里应进一步指出的是，指挥效能的发挥主要体现在指

挥的正确性、及时性及对部队发挥战斗力所产生的影响

上［１－３］。换句话说，有效的指挥应当是这样的：正确及时地

认识（判断）作战客观情况，正确及时地定下决心和周密地组

织计划作战；正确及时地下达作战指令并保证顺利实施，有

效地指导部队不失时机地充分发挥战斗力，积极夺取作战的

胜利。

１　作战指挥效能评估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
及过程

１．１　作战指挥效能评估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１．１．１　完整性原则

完整的指标体系是全面、正确地认识指挥效能的基础。

建立的指标体系不应遗漏任何一个重要指标。依据不全的

指标体系，必然产生对事物的片面认识。然而，指标体系的

完整性是相对的。实际评估时，为了提高评估效率，有意识

地省去一些虽有影响但属次要的指标，也是允许的。但指标

的取舍，要根据指标在系统中的权重来确定。

１．１．２　针对性原则
海防炮兵作战指挥效能的指标多种多样，而复杂电磁环

境下海防炮兵作战指挥效能的指标体系，要针对炮兵信息作

战提出指标体系，要体现海防炮兵作战特色。

１．１．３　完备性原则
海防炮兵作战指挥效能指标体系中，各指标不能重复出

现，且任何一个显著影响海防炮兵作战指挥效能的指标都应

出现在指标属性集中，选择的指标应能覆盖海防炮兵作战指

挥效能所涉及的范围。

１．１．４　独立性原则
海防炮兵作战指挥效能评估所选择的指标应尽可能地

相互独立，而不能相互包含。

１．１．５　层次性原则
在多指标评估指标体系中，不同的指标关系密切，构成

一个指标类。所以，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把指标进行分类，构

成不同层次，由评估总指标到下层指标，逐渐分解到下层子

指标。一个指标进行分解，是为了得到更具体的指标，以便

进行量化，分解到一般可以计算的子指标时，分解停止。在

评估中，从不同的评估视角出发，有不同的分类结果，但都必

须可形成一个递阶结构。

１．１．６　稳定性原则
指标必须反映指挥活动的共同属性，以适应不同类型、

不同时间、不同环境条件下的作战指挥评估的需要。通常，

可把历次作战中形成的一般经验和数据作为中介，规定某些

共同的因素衡量指标。同时，应保持评估指标体系的权威

性，评估指标不宜多变，如需变动，面也不宜过大，更不能变

得过于频繁，否则将会导致指挥活动的混乱，影响指挥效果。

１．２　作战指挥效能评估指标体系构建过程
指标体系一般都具有层次结构，层次结构是源于系统科

学中的层次性原理，在大系统理论中称为分解协调原理。一

个复杂的系统，通过层次分解，可以分解成若干个简单的



系统。

指标体系的构建过程实际是运用系统层次思想分析问

题的过程，其过程如图所示，它是一个从上层到下层，从抽象

到具体的思维过程，如图１所示，其步骤包括：
１）明确评估目标。评估目标是指按决策者的需要，关

于研究对象所处状态的一般陈述。

２）研究对象属性。属性是关于目标的框架结构，是对
研究对象本质特征的概括。

３）选取评估目标的各个属性的具体评估指标，完成指
标体系的构建。指标是关于评估目标的属性的测度，是评估

目标属性的具体化。

图１　评估指标构建流程

　　指标体系构造是一个“具体———抽象———具体”的辩证
逻辑思维过程，是人们对现象总体数量特征的认识逐步深

化、逐步求精、逐步完善、逐步系统化的过程。一般来说，这

个过程可大致分为以下４个环节：理论准备、指标体系初选、
指标体系检验完善和指标体系应用。

１）理论准备
首先指标体系的设计者应该对该领域的有关基础理论

要有一定深度和广度，应该全面掌握该领域描述性指标体系

的基本情况。其次，指标体系的设计者还应具有一定的系统

理论与方法素养。

２）指标体系初建
在具备了一定的理论与方法素养之后，设计者可以采用

一定的方法———主要是系统分析法来构造评估指标体系的

框架。这是一个认识逐步深入的过程，是一个先粗后细、逐

步求精的过程。

３）指标体系检验完善
作为指标体系，有许多要求，初建的指标体系并不一定

是合理的或必要的，可能有重复，也可能有遗漏甚至错误。

因此要对初选指标进行筛选，使之完善和优化。

４）指标体系使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指标体系设计的最终

目的。指标体系需要在实践中逐步完善。通过实例计算，分

析评估结果的合理性。

２　作战指挥效能评估指标体系的影响因素

２．１　指挥员
指挥员是作战指挥的核心，掌握作战指挥权力，是军队

作战行动的决策者、发号施令者和决策实施的主要监督指导

者，对作战胜负负有完全的责任。指挥员负有作战指挥责任

的人员，是作战行动的决策者和执行决策的监督者。对指挥

员而言，在指挥活动中，起重要作用的是指挥员的素质。指

挥员的素质主要表现为：政治素质、知识结构、能力结构、气

质修养等方面。

２．２　指挥机构
指挥机构，是作战指挥组织的结构形式，是作战指挥系

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战争的实践表明，部队要有效地遂行作

战任务，达成既定的作战目标，必须有一个组织严密、结构合

理、关系顺畅、运转灵活、精干高效的作战指挥机构。作战指

挥机构的功能的发挥对指挥效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主要

体现在：指挥机构的效率、指挥机构的优化程度、指挥机构的

生存能力及指挥机构的稳定程度。

２．３　指挥对象
指挥对象是是作战指挥的客体，是指接受指挥者指挥的

所属部（分）队，它包括下级指挥员、指挥机关及其所属部

（分）队。它是指挥者组织领导、控制的对象，是作战命令、指

示、计划的执行者、传递者和实践者，是作战指挥效能的最终

体现者，在作战指挥中起重要作用。对指挥效能的影响主要

体现在：指挥对象的作战态度、服从意识和理解能力

２．４　指挥手段
　　指挥手段是指挥活动中所运用的指挥工具及其使用方法
的统称。指挥手段主要包括指挥器材、指挥自动化系统及其

相应的操作程序与方法。指挥手段主要分为两种：即传统的

指挥手段和现代指挥手段。对指挥效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辅助决策能力、指挥手段的稳定程度和指挥手段的再生能力。

２．５　指挥方式
作战指挥方式，是指挥者实施作战指挥活动时所采取的

方法和形式。实施指挥的方法与形式，分为集中指挥和分散

指挥（外军称为命令式指挥和委托式指挥）两种基本形式。

同时，按指挥跨越的层次可分为按级指挥和越级指挥，以及

跨建制指挥；按指挥机构的位置可分为地面指挥、空中指挥、

海上指挥；按指挥位置是否固定可分为移动指挥和定点指

挥；按使用的指挥手段可分为传统指挥和自动化指挥等。对

指挥效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与作战任务相适应程度、与作

战条件相符合程度和与指挥者相适应程度。

２．６　指挥保障
作战指挥保障，是指为保障顺利遂行作战指挥任务所采

取的各种保障措施。高技术条件下，作战指挥对各种信息的

依赖性大，对指挥时效性要求高，而作战指挥环境却随着指

挥系统成为敌人重点打击的目标而变得更加恶劣而复杂。

如何保障作战指挥迅速、准确、稳定、高效地实施，就成了作

战指挥实践与理论必须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对指挥效能的

影响主要体现在：指挥信息保障程度、指挥通信保障程度、指

挥自动化保障程度和指挥机构安全程度。

２．７　指挥环境
作战指挥环境，是指影响作战指挥活动的各种情况和条

件的统称。主要包括我方情况、作战对象情况、自然条件、社

会条件、时间因素和电磁环境等。

３　作战指挥效能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影响指挥作战指挥效能的各种因素很多，结合部队实际

作战训练和使用情况并向有关专家咨询，建立评估指标体

系。如图２所示。

３３１李　涛：作战指挥效能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图２　作战指挥效能评估指标体系

（下转第１４０页）

４３１ 四 川 兵 工 学 报 ｈｔｔｐ：／／ｓｃｂｇ．ｊｏｕｒｓｅｒｖ．ｃｏ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