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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网络中心战的指挥保障

口阮 飞 【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 郑州 450002]

[摘要]指挥保障是夺取战争胜利的核o。“网络中。战”使得战场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

变化。作战区域更为广阉；战场态势更加“透明”；作战单元高效协同；作战方式更具是活性；作战节

奏明显加快；作战中心由传统平台转向网络。所有这些都对我军指挥保障体制提出新挑战。如何

适应“网络中心战”的需要，保持信息优势，并进而转化为战斗力是指挥保障体制面临的重大考验，

也是亟待解决的课题。本文从指挥控制保障方面思考“网络中心战”对军队建设与发展所带来的重

太彩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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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中心战”是美国海军为适应信息技术发展

和由此引发的新军事革命要求。借用商业上成功网络

中心计算经验，由海军作战部长杰伊·约翰逊上将于

1997年4月率先提出的新型作战概念。这一概念一

经提出备受各方面的青睐和关注。2001年7月27

日，美国国防部(DOD)向国会正式提交了《网络中心

战》(Network—cemic wadare)及其附录，第一次全面、

公开地阐述了美军基于网络的未来信息作战体系，网

络中心战从设想开始走向现实。

“网络中心战”的问世，已经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

重视。继美国之后，英国、法国、俄罗斯、德国、西班

牙、瑞典和南非等国也在研究网络中心战所带来的影

响，积极发展各自的网络中心战体系。

一、“网络中心战”的概念与特点

“网络中心战”是指，利用计算机、通信和网络等

技术，将分布在整个战场的所有情报、侦察、监视

(IsR)系统、指挥控制系统和武器系统联结成一个“无

缝隙”的信息网络体系，完成“情报搜集——处理——

传输——目标打击”的垒过程，提高对战场态势感知

的共享程度，加快决策指挥速度，增强协同作战能力，

把信息优势变为作战行动优势，最大限度地发挥部队

整体作战效能。这样一种作战样式，被称之为“以网

络为中心的战争”——“网络中心战”。

“网络中心战”是相对于传统的“平台中心战”而

言的，与“平台中心战”相比，“网络中心战”具有以下

特点：

第一、实现了战场信息的实时共享。实施“网络

中心战”，能使部队共享态势感知，对战场情况一目了

然，并对指挥官的意图一清二楚，大大增强了部队的

信息共享能力。

第二、实现了完全意义的联合作战。实施“网络

中心战”，使各种作战平台连为一个整体。分散酣置

的平台既能更有效地协同行动，也能很快地转换作战

模式，适应新的战场情况。

第三、发挥了整体的作战效能。实施“网络中心

战”，使分散配置的部队和平台能够发挥整体优势。

由于传感器作用距离和武器射程增加，信息快速传输

能力增强，部队作战效能将不再受地理条件制约。战

场上不必再集中部队就可达到集中战斗力的效果，使

部队战斗力大大增强。

二、网络中心战的指挥保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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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中心战”的指挥控制以信息网络基础1瑷施

为依托，通过战场信息态势实时融合形成共享战场态

势图，将信息优势转换为决策优势，实现快速、高效、

准确的联合作战指挥控制体系。

鉴于此，为使各级指挥员能及时、全面地掌握战

场态势，为使作战部队能先敌采取行动，实施精确打

击和联合作战，指挥保障体制应满足如下保障要求：

(一)更大范围的信息共享

未来战场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未知性。传统指

挥控制系统都是由各军兵种独立或单独建设的“烟囱

式”系统，相互之间不能互通、更不能互操作，无法实

现信息共享。非常不适台多兵种联合作战。

“网络中心战”的胜利取决于信息有效性和信息

优势。谁拥有较大的态势感知能力——对敌我双方

情况的知晓及相关态势信息，谁就占据了优势。“网

络中心战”的指挥控制以信息网络基础设施为依托，

通过战场信息态势实时融台形成共享战场态势图，将

信息优势转换为决策优势。由于清楚地掌握和了解

战场态势，各作战部队可以实现快速、高效、准确的联

合作战。因此，如何更有效地为指挥人员提供更大范

围内的战场信息，从而增强指挥人员决策和指挥控制

能力，将是“网络中心战”中指挥保障的主要内容。

(=)更为快捷的指挥速度

在“网络中心战”中，以计算机为核心的网络将各

个分散的平台或单兵，组成一个分布式的传感器和打

击节点网络，大大地提高了系统反映速度。指挥员通

过传感器网络和信息网络，可随时随地掌握战场态势

和决策所需的信息，在对敌作战中掌握先机。各级指

挥员能及时领会高级指挥员的作战意图，便于积极发

挥主观能动性，自上而下地组织和协同复杂的战斗行

动，从而使作战部队的作战节奏大大加快，作战效能

大幅度提高。如：美军在海湾战争中从探测目标到打

击的时间为3天；而美军在阿富汗战争中，从传感器

到打击的时间仅为19分钟。因此，“网络中心战”的

指挥系统必须具备快捷反应速度，才能适应瞬息万变

的战场态势，把握稍纵即逝的战机。

(三)更为灵活的指挥机构

在“网络中心战”条件下，作战空间急剧膨胀、战

场分布趋向分散，传统指挥机构遭受破坏的可能性增

加。为更订敢地对战场进行控制和协调，“多元、立

体、机动、止活”的指挥机构设置将成为必然。指挥层

次要能按照不同的约定进行及时的调整变化。前方

指挥员可直接接受高级指挥员指令，对敌实施迅速打

击。联合作战部队所属各级指挥员可迅速或直接获

得相邻其他兵力的有效支援。指挥机构要求具备较

强的机动性和可配置性，而且随着作战时间和区域不

同，指挥体系是动态自适应的，能够有利于各种作战

单元的协同、同步执行，以提高指挥机构的生存能力，

从而保证实施连续有效的指挥。

(四)更为合理的指挥体系

在“网络中心战”条件下，战争的突发性、区域性、

快捷性迸一步加剧。客观地要求整个战场态势以及

指挥信息能够快速传递，实现信息实时共享。整个指

挥体系信息传递应具有三个方面的特性：互通、互操

作、同步。作战系统内各个作战单元能够快速传递和

共享各自作战信息，其信息可以纵向、横向进行传递

和交流，使得作战信息获取与战场态势变化的时问差

大大地缩减，保证信息及时跟随战场态势的变化而更

新。如：海湾战争中，美军各种精确打击武器的参数

需事先装订，无法适应战场态势的变化；而在伊拉克

战争中，美军各种精确打击武器可以在飞行途中随时

装备数据。因此，传统指挥体系已远不能适应这种作

战要求，需要一种更为合理的指挥体系取而代之，这

种体系也为实现快捷指挥和建立灵活的指挥机构提

供了可能。

三、网络中心战的指挥保障重点

“网络中心战”实质是通过信息网络将情报信息

收集与融合系统、指挥控制与通信系统及至火力打击

系统合为一体化，最终使发现目标、形成指令到击毁

目标的时间缩短甚至近实时化。为适应作战从“平台

中心战”到“网络中心战”转变的发展趋势，并与“网络

中心战”体系结构相适应，指挥保障的重点是：

(一)建设适应快速指挥的扁平化组织结构

“网络中心战”的指挥体系除能实现逐级指挥外，

还应具备越级指挥和委托指挥功能，以及当下级得不

到命令时，具有进行独立作战的能力。“网络中心战”

要求作战协同单元之问、上下级之间快速传输情报信

息和指挥命令信息，传统的信息逐级上报和命令下达

传输方式不能满足信息共享和快速指挥决策的需求。

因此，必须改变高度集中的指挥过程，运用扁平化指

挥结构，减少指挥层次，缩短指挥反应周期，实现指挥

的快速传递，使得需多级掌握的指挥信息能够多路传

递、同步共享，克服传统分层传递的弊端。将战略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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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战役级指挥、战术级战斗的指挥体制改成战略

级做出作战方针决策，战役级作出作战方案决策和指

挥，战术级作出具体战斗决策和指挥的指挥体系，从

而实现指挥快捷化。

(=)建设具有战场信息实时共享的指挥基础设

施

传统的指挥基础设施已经不能满足现代化战争

的要求，必须建设具有战场信息实时共享的信息基础

设施。该设施应具有：①安全保密；②可靠的网络化；

③无缝和一致的；④天然的联合和协同；⑤业务革命

和军事革命的最佳配合；⑥利用商业技术；⑦适应未

来发展，等特点。这种信息基础设施将是“一个保密

的、安全可靠网络化的、无缝的和一致的信息基础设

施”。为此，在各军种已经实施许多计划和倡议的基

础上，美国防郡提出，发展全球信息栅格(GIG)，建立

适应网络中心战要求的国防信息基础设施。

在未来的“网络中心战”中，指挥控制基础设施是

利用全球信息栅格实现指挥控制信息收集、处理、分

发和管理。全球信息栅格与指挥控制相关节点组成

逻辑上的、虚拟的指挥控制栅格，这种指挥控制栅格

就是“网络中心战”指挥控制基础设施。

基于信息栅格技术的信息基础设施不仅可以实

时地传送战场态势，而且可以实现互通、互联和互操

作功能。利用该设施实现的指挥控制具有动态性。可

以根据不同作战条件和作战要求动态配置相应的指

挥能力和指挥机构。同时，根据作战模式建立不同级

别指挥策略和指挥机制，并使这些指挥策略和指挥执

行过程信息化，综合形成一体化指挥控制栅格，完成

各种联台作战指挥任务。

(三)建立适应联合作战的指挥体制

建立联合作战指挥的组织结构是实施“网络中心

战”指挥保障的必要条件。建立联合作战的指挥体

系，涉及军队的编制体制和作战思想、作战方式等方

面的重大变革。联合作战指挥的组织结构有集中、分

布、集中，分布相结合等不同组织方式，它们对实现联

合指挥、协同、同步的能力是不同的。目前，世界各国

都在进行此方面的探索。美军在这方面是走在世界

的前列。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美军的联合作战

思想的体现达到了新的境界。

四、网络中心战指挥保障建设的思考

实现“网络中心战”的指挥控制功能是一项艰巨

的任务。“网络中心战”的指挥控制系统将建成一个

分布的指挥控制系统。它们可以共享信息或态势，协

同规划作战行动，自同步作战过程。这样的指挥控制

系统不仅指挥效能大大提高，而且更加机动灵活，生

存能力很强，更好地适应未来“网络中心战”的需要。

实现上述目标，需要做以下三个方面工作。

(一)转变观念，建立适应“网络中。战”的指挥体

系

现行指挥体系是建立在机械化战争的基础上，传

统的信息逐级上报和命令下达传输方式，高度集中的

指挥过程，已经不能满足“网络中心战”信息共享和快

速指挥决策需求。因此，必须改变过去机械化战争的

“树状”结构，建立扁平化网状指挥体系。这种扁平化

网状指挥体系，可使指挥层次减少，指挥协同方便，指

挥效率明显提高，美军已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中得到成功运用。实践表明：扁平化网状指挥体系能

增强指挥实时性、灵活性、高效性，能适应“网络中心

战”流动性、非线性和立体性作战要求。

为适应“网络中心战”的要求，各级指挥员要更新

观念，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努力发展信息化环境中的

新型指挥控制组织机构，适应以作战任务为目的的扁

平化组织结构，因此，应建立跨军种、跨部门的联合指

挥体系，建立“总部级——战区级——前线级”联合作

战指挥中心，制定统一的作战方案，统一指挥诸军兵

种的联合作战。这种指挥体系对我们现行“树状”指

挥体系是一种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转变观念，从

机械化战争的传统指挥圈子里跳出来。真正认识到建

立适应“网络中心战”的扁平化网状指挥体系的必要

性和必然性。

(二)逐步建设适应网络中m战的信息设施

网络中心战指挥体系构成的关键是信息基础网

络。由于作战空间急剧膨胀，信息的容量巨大且信息

内容的真假混杂，以及敌方可能对网络实施的攻击等

等，网络必须具备能快速传递大信息容量的能力，而

且具有较强的抗攻击能力。这一切都依赖于高性能

的信息基础网络的建设。正是通过这些基础的信息

网络才能实现信息的传递与交流，通过网络各个节点

实现作战指挥与管理。

要建立适用于“网络中心战”要求的指挥保障，必

须做好指挥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体化顶层设计和

规划，分布实施，稳步发展。同时，在指挥信息基础设

施的建设过程，要正确处理好新研和在役装备的关

系，改造和提升在役装备的性能。只有这样，才能逐

  万方数据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2帅3年(第5卷l第3期

Journal of UESTC(soclaI sciences editjon)Sep．2003，V01．5，No．3

步建设适应“网络中心战”的指挥信息设施。 适应“网络中心战”的指挥所就是要为指挥员生

(三)积极探索，逐步提高网络中。战的指挥能力

指挥控制模式的改变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要

提高“网络中心战”的指挥能力，必须首先在高级指挥

部门开展顶层需求研究，进行联合作战指挥体系顶层

设计，开展各项指挥概念的先期研究和实验，再逐步

应用到局部进行试验验证．并经过反复修改、完善和

补充，最终实现适应“网络中心战”的指挥控制要求。

为此：

1．开展“网络中心战”联合作战指挥的概念研究

“网络中心战”是由新军事变革产生的新的作战

概念。与传统“平台中心战”相比，其指挥体系结构、

战斗力编成、作战样式和进程等都有巨大差别，联合

作战指挥更有其丰富和全新的内容。因此，总部必须

加强顶层各级联合作战指挥概念研究，研究如何改变

传统指挥控制过程，探索如何充分利用各类共享态势

感知，实现“网络中心战”联合作战指挥的新方法和新

途径。

2．发展适应“网络中心战”的指挥所

成一个面向“网络中心战”的可视化环境，在此环境

中，指挥员可以实时了解整个战场态势、设计作战方

案、指挥部队作战、分析评估作战效能。

适应于网络中心战的指挥所可以是建立在信息

基础设施上虚拟的指挥所，是逻辑上的指挥所，这些

指挥所完成的各种任务是通过分布在战场空问中各

信息节点来完成，它们具有分布性和自冗余性。根据

某种作战任务需要自动组合成作战指挥所，因此，这

种指挥所具有动态性、机动性和灵活组合性。

3．探索实现“网络中心战”指挥保障的技术途径

实现“网络中心战”的指挥保障要求的有效途径

是建立全军的指挥控制栅格，即将现有指挥控制系统

和新建指挥控制系统通过采用信息栅格技术而形成

一体化的通信和信息处理、分布与管理，最终实现“网

络中心战”的指挥保障要求。

总之，“网络中心战”是新军事革命的产物。它的

诞生和发展必将影响到军队指挥体制和编制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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