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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当代复杂战争形态对炮兵部队提出的新要求 ,借鉴美军基于效果作战思想 ,从我军作战思想、支持炮

兵进行基于效果作战的条件和炮兵部队自身的优势着手 ,对炮兵部队应对基于效果作战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和

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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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化条件下的作战行动 ,突出作战体系对抗 ,强调

作战力量集约 ,追求作战效果最优. 炮兵作为未来联合作

战体系中的重要组成 ,被现代战争赋予了新的作战任务.

但它能否适应现代战争作战原则逐步由集中兵力转向集

中效能 ,作战方式逐步由基于消耗转向基于效果的需求 ,

需要我们进行必要的分析和论证.

1 　基于效果作战的基本思想

　　基于效果作战与传统的消耗战和歼灭战理论产生了

猛烈冲击 ,对现存的许多作战思想、作战原则提出了严峻

挑战. 其基本要义是 ,综合运用军事力量和国家力量的其

他手段 ,在对方无法进行对抗的方向和维度上对敌实施非

对称攻击 ,快速、高强度、集中地攻击那些对敌方领导层的

抵抗意志有决定影响的战略和战役薄弱环节 ,削弱敌人凝

聚力 ,摧垮敌人抵抗意志 ,从而确定作战行动的形式和节

奏 ,迫使敌方领导层服从我方意志、满足我方要求 ,在不实

施持久战或大规模集结兵力的情况下 ,击败敌人或使敌人

屈服 ,达成战争的战略目的[1 ] .

2 　基于效果作战思想应用于我军炮兵作战
理论的可行性

2. 1 　基于效果作战思想的萌芽与发展在军事历史上源远

流长

基于效果作战思想是时代发展的产物 ,是科学技术发

展与武器装备更新、军队编制体制改革与作战力量发展以

及军事家对系统科学认识和运用等诸多因素孕育而成的 ,

它并不是美军的独有创造 ,而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 2000

多年前 ,孙武在《孙子兵法》中提出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 ,

得算多也 ;未战而庙算不胜者 ,得算少也. 多算胜 ,少算不

胜 ,而况于无算乎 ![2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也指出 :

“每一次战争从一开始就必须看作是一个整体 ,统帅向前

迈出第一步时就必须要明确一个目标 ,使一切行动都指向

它[3 ] . ”这 2 个例子表明 ,无论是古代的中国还是近代的西

方国家 ,都注重在战争的开始前明确所要达成的预期效

果 ,并围绕追求的预期效果展开作战行动 ,是基于效果作

战思想发展的源头 . 所以 ,我炮兵部队开展基于效果作战

的思想并不是凭空主观臆断 ,而是与我军历史上的作战思

想一脉相承 ,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

2. 2 　基于效果作战理论与我军作战原则具有思维同构性

“整体作战 ,重点打击”是我军当前作战的基本指导思

想.其基本含义是 :“整体作战”即充分发挥人民战争优势 ,

综合运用一切作战条件 ,形成作战整体合力 ,从破坏敌人

作战体系的整体性入手 ,协调一致的遂行作战 ;“重点打

击”即集中力量 ,形成拳头 ,着重打敌之重心、作战体系和

武器装备系统的关节点 ,将瘫痪敌作战体系 ,作为实施作

战的重心和致胜的主要途经 . ”从以上定义和内容上看 ,我

们完全可以说 ,“基于效果作战”理论是我军“整体作战 ,重

点打击”基本作战指导思想在信息化条件下作战中的另一

种表述 ,“基于效果作战”的致胜基础和致胜途径基本符合

我军“整体作战 ,重点打击”原则的要求 ;从本质上说 ,“基

于效果作战”理论与我军“整体作战 ,重点打击”原则作为

两种不同的概念 ,虽然在内涵、外延上有所区别的 ,但它们

都重视作战力量的内聚融合与集中运用 ,谋求作战系统整

体合力的涌现 ,强调对敌体系结构的瘫痪 ,从而具有军事

思维的同构相似性. 这充分表明我炮兵部队开展基于效果

作战的思想有着坚实的理论依据 ,并不脱离我军发展的客

观实际 .

3 　军事科技发展为炮兵实施基于效果作战
提供支撑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军事现代化改革的稳步推进 ,目前

我军在信息技术、网络平台、精确打击、快速机动等方面取

得了长足的进步 ,已具备了支持炮兵部队进行基于效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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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的支持条件.

3. 1 　综合信息系统优势

目前我国在信息系统的研发方面进步明显. 在外太空

建立起了自己的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北斗”导航定位系统 ,

并参与了欧洲的“伽俐略”计划 ,打破了美国在外太空的长

期垄断地位 ;在中低空我们也陆续研发并装备到部队了一

批性能先进的预警机 (如 :空警 - 2000 ,运 —8“平衡木”等) ;

在陆地和海上更是建立了网络化的雷达、通讯及声纳系

统.组成了陆、海、空、天一体的情报网络 ,能实时提供精

确、全面的情报信息 ,为炮兵部队开展基于效果作战提供

了信息保障.

3. 2 　高技术装备优势

目前炮兵武器装备主要向自行化和自动化方向发展 ,

这使炮兵部队开展高技术条件下的基于效果作战成为可

能. (如 :某型轮式自行迫榴炮 ,质量轻、速度快、行程远 ,并

适合两栖登陆作战和空运或空投 ,其射程从 500 m 到

9 500 m ,可根据目标类型的不同 ,既可利用远射程的低伸

弹道重点压制纵深目标 ,又可以利用其近射程的弯曲弹道

重点打击反斜面重兵集团和迫击炮阵地等目标等) . 具有

火力反应快、自动化程度高、弹药毁伤威力大、战役战术机

动性强等显著特点 ,可担负广泛的战场机动作战任务 ,能

够很好地满足炮兵参加联合作战综合火力突击、遂行独立

或联合火力战、提供全程火力支援的需求 ,提高了炮兵部

队在山地、丛林、城市等复杂地形条件下的作战能力.

3. 3 　远程精确火力打击优势

炮兵火力一直被认为是主要遂行压制射击的打击力

量.过去由于装备技术的限制以及侦察定位、指挥控制等

装备的性能落后 ,炮兵无法准确、及时地发现和打击目标 ,

而且射程近、精度低 ,难以实施远程精确打击 . 然而近些年

来 ,随着雷达、红外、激光和复合制导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炮

兵中的应用 ,使炮兵武器射程和精度都大大提高. (如 :某

型激光末制导炮弹对目标的命中概率可达到 80 %～90 % ,

对点状目标可达到很高的毁伤概率 ;远程多管火箭炮武器

系统配用杀伤破甲双用途子母弹主要对面积目标实施精

确打击 ,其毁伤概率可达到 80 %以上 ;地战役战术导弹武

器系统配用多种战斗部 ,既能对点状目标实施精确打击 ,

又能打击面状目标 ,其毁伤概率可达到 50 %以上) . 因此 ,

可以认为炮兵已经具备了远程精确打击的能力 ,这也是炮

兵部队开展基于效果作战的最关键因素.

4 　炮兵自身优势有利于实施基于效果作战

　　现代联合作战中 ,炮兵包括陆军的压制炮兵、反坦克

炮兵、战役战术导弹部队 ,还包括其他军兵种所属的炮兵 ,

如海军岸防兵炮兵、空军空降兵炮兵、民兵预备役炮兵等

部 (分)队. 它具有数量大、武器弹药种类多、反应速度快等

优点外 ,还有许多突出的特性 ,这有利于炮兵实施基于效

果作战 .

4. 1 　可获得性

海军舰船一旦遭遇潜艇威胁 (甚至只是可能的警告) ,

就不得不机动规避 ,而无法为陆上战场提供持续火力支

援 ;空军飞机可能因执行重要战略打击任务而被突然召

回 ,而且空地协同需要复杂的联络和执行程序. 但是对于

炮兵部队而言 ,火力支援是他们最主要、最核心的任务 ,现

代火炮系统可在 2～5 min 内做出反应 ,无需预约即能提供

持续不断的火力支援 ;同时 ,一定数量的火炮能在瞬间打

击数百个目标 ,覆盖相当广泛的战场 ;与普通炮弹相比 ,尽

管制导炮弹价格不菲 ,但相对于其他平台和作战系统 ,火

炮仍然代表着一种相对低廉的打击手段 ;另外在机会成本

方面 ,火炮可能是打击 30 km 范围内目标最廉价也是最有

效的手段.

4. 2 　持久性

炮兵部队可在一定范围内持续部署 (分散、隐藏配置)

长达数月之久 ,这是海军舰艇和空军战机难以做到的. 装

备 3 门火炮的炮兵排每门炮每 10 s 可发射 3 发炮弹 ,每

5 min执行一项射击任务 ,每小时可打击 12 个目标 ,一个炮

兵营 (6 个排)每小时可打击 72 个目标 ,并可持久或连续的

实施打击. 火炮在执行完一次射击任务后 ,可迅速重新部

署 ,迅速实施准确的火力打击.

4. 3 　存在性

地面炮兵火力支援拥有极高的灵敏性和机动性 ,可以

跟随部队前进 ,不像飞机一定要有机场才能行动 ,而且部

队前出到了飞机作战半径以外就无法实施火力支援 . 因

此 ,火炮一旦部署即是一种可用且可见的威胁 ,可以对敌

军产生压迫和威慑.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 ,基于效果作战思想与我军历史的作战思想

一脉相承 ,并与现阶段我军作战原则具有同构性 ,而且 ,从

我国的综合国力、炮兵部队的自身特点以及炮兵部队的发

展现状来看 ,炮兵已完全具备了应对基于效果作战的可行

性. 但同时也指出 ,借鉴“基于效果作战”理论不是照搬西

方军事思维 ,也不是唯美军论 ,而是“基于效果作战”思想

在客观上代表了当代发达国家先进的军事思维 ,对炮兵部

队进行基于效果作战的可行性进行分析论证 ,能有效为炮

兵部队的发展方向把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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