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陆军作为联合部队中与其它伙伴

相互依存的一部分，继续在世界各

地参与全频谱作战行动。纵观全球趋势 — 

比如一些国家正在或已经衰败、资源需求加

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 — 未来几十年

很可能呈现持续冲突的特征。那些越来越依

赖暴力手段实现政治和意识形态目的的国家、

非国家及个人行为体之间无疑将沉陷在长期

对抗之中。我们陆军无论是应对自然灾害还

是打击武装敌人，都将继续在复杂的、变化

不已的、不确定的作战环境中开展行动。 

作战经验和教训、军事转型带来的变化，

以及最近对联合作战准则及陆军作战准则的

修改，都要求现在对野战手册 FM 5-0《作战

过程》进行重大修订。自 2001 年开始的战

争为我们带来了许多经验教训，其中重要的

一条是：我们需要提高指挥与控制中的“思考”

能力。2 2010 年版 FM 5-0 强调指挥与控制

中的认知能力，体现了陆军作战准则的一个

重大发展。 

新版 FM 5-0 描述了在开展全频谱作战

行动中指挥官应如何 — 在参谋部、下级指

挥官及其他伙伴的支持下 — 行使指挥与控

制。在行动中，指挥官面对的是不断思考和

适变的敌人、经常变化的民众看法，和作战

区域内各种组织的不同侧重。指挥官预测敌

人的行动、民众的反应，或事态的发展，都

不可能做到精确无误。在实施作战行动中，

指挥者必须不断预测、不断学习和调整，以

应对不断变化的形势和不断适变的对手。为

了达到最好的结果，指挥者必须全面了解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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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辨识问题、构思出解决或控制问题的方

案。立足于这种理解，指挥者便能制定出简

洁而灵活的作战计划，在计划中着重关注希

望达成的结果，从而将自己的设想和意图有

效传递给各方。指挥官必须鼓励各部队之间

在整个行动过程中保持合作，从而更好地了

解形势，及时调整计划或重新辨识问题。

修改过程

FM 5-0《作战过程》的修订与 FM 3-0《作

战行动》的修订在 2006 年同步开始。在修订 

FM 3-0 的过程中，合成兵种条令编写处

（CADD）向军队和民间许多组织的广大关注

人士发送了一系列询答文件，旨在激发争论，

从而在陆军作战准则的总纲文件的总体方向

上取得共识。讨论议题涉及的范围从陆军的

全频谱行动作战概念到作战职能（情报、调

动与机动、火力、保护、后勤支持、指挥与

控制）的构成。从这些询答的反馈中我们发

现了一些缺陷，其中包括 ：作战准则对作战

评估没有给出充分说明 ；需要更好地说明如

何把维稳行动纳入全频谱作战行动 ；需要就

指挥所的组织与运作给出指导 ；以及需要阐

明陆军对所谓“效基作战”的立场。3 为了

解决这些不足，陆军编写了 2006 年颁布的

过渡版野战手册 FMI 5-0.1《作战过程》。这

部过渡版文件弥补了作战准则中的一个严重

缺陷，一直使用到 FM 3-0 和 FM 5-0 中的观

点得到充分审视、评价和正式发布。FMI 5-0.1 

为 FM 3-0 的指挥与控制章节提供了依据，

也为 FM 5-0 的修订奠定了基础。

在这段时间，陆军还审察了一些概念，

帮助指挥官理解那些复杂且结构错乱的问题，

并给出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的直观设想方

法。训练和条令司令部（TRADOC）的陆军

概念整合中心、高级军事研究学院（SAMS）

和陆军战争学院等几个统称为“设计班子”

的组织，探索了如何把设计的理论和原理与

军事行动的实际应用相结合。在 2008 年元

月，TRADOC 发行小宣传册 525-5-500《指

挥官的理解与作战设计》，解说如何通过设计

来强化指挥与控制的最新观点。与此同时，

SAMS 也编写并开始讲授自己的“作战设计

艺术”课程，内容包括设计的理论基础，和

通过三个正式练习掌握将设计应用于实际作

战的过程。TRADOC 的小册子和 SAMS 的努

力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指导我们将作战设计

融合到陆军关于指挥与控制的作战准则中。4

在过去三年的重大合作努力中，陆军配

备人力编写了三份 FM 5-0 草案，呈送联合

参谋部、各作战司令部、相关的跨机构组织（包

括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等机构审阅。

合成兵种条令编写处召开了三次上校级行动

执行军官会议，目的是汇总与融合各方面对

三份草案提出的 3000 多条意见，以尽量吸

收专家的见解、思想和经验。会议组织了专

题论坛，旨在促进争论、达成共识、并赶在 

2009 年 12 月举行 TRADOC 指挥官审批会议

之前议决来自评审机构的关键而重要的意见。    

主要修改及理由

读者将注意到新版 FM 5-0 的一个首要

变化是标题，原名“陆军计划制定和命令生成”

（Army Planning and Orders Production） 被 改

为“作战过程”（The Operations Process）。新

的标题意味着 FM 5-0 在内容上也有重大修

改。新版 FM 5-0 保留了有关计划制定与计

划成果的细节，同时扩大了这部文件的范围，

纳入了关于在整个作战过程中行使指挥与控

制的作战准则。这一变化的目的是想更好地

说明作战过程中所有活动 — 不只是计划制

定 — 之间的动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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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中描述的作战过程是一个典型的部

队学习过程模式，它包含行动期间实施的主

要指挥与控制活动 ：作战计划、准备、执行、

连续评估。指挥官通过战斗指挥驱动作战过

程。作战过程的活动可以顺序开展，特别是

在整个行动过程的起始阶段。然而行动一旦

开始，指挥部常常把各项活动的某些部分同

时进行，并根据形势需要在作战过程中不断

循环。

作战过程的概念（计划、准备、执行、

评估）虽然简单，但其执行却是动态的。指

挥官与参谋人员使用作战过程来整合众多的

活动，其中包括整个司令部执行的数百项任

务。指挥官必须组织和训练参谋人员运用批

判和创新思维，同时开展作战的计划制定、

准备和实施，并持续评估进展情况。

陆军这种通过作战过程行使指挥与控制

的模式并不是新创造。2001 年版 FM 3-0 和 

2003 年版 FM 6-0 都对战斗指挥和作战过程

作了详细论述，2005 年版 FM 5-0 也描述了

如何把作战计划的制定融入作战过程。然而，

新版文件的不同之处在于更着重强调指挥官

在作战实施中的作用，更详细说明了在行使

指挥与控制期间指挥官、参谋班子、下级指

挥官，以及其它伙伴之间的互动关系。新版 

FM 5-0 把作战过程视为一个整体，专辟一章

论述作战设计，再各辟一章论述作战过程中

的每项活动，通过附录阐述组织司令部实施

作战的战术、技巧和规程，包括如何运用军

事决策制定程序（MDMP）、执行部队领导程

序和编写作战计划与命令。

立足于全频谱作战

2005 年版 FM 5-0 中的示例和重点都集

中在进攻和防御作战上，而新版 FM 5-0 通

篇贯穿全频谱作战这一核心思想，是以强调

对全频谱作战的关注。这部新文件要求指挥

官理解作战环境中的民众因素，注重这些因

素对使命 、敌人、地形与天气、部队与可用

支援，以及时机等的影响。FM 5-0 强调的基

本原则是 ：在整个行动过程中，指挥官要始

终关注如何在行动的计划制定和执行中把针

对民众的维稳任务与针对敌人的进攻及防御

任务结合起来。它描述了运用各种尝试线制

定全频谱行动计划的方法，并修改了陆军的

作战命令，以更好纳入对民众的考虑和维稳

任务或民政支援任务。

有关执行行动的一章描述指挥官如何使

用部队和其它资源在关键地点和时间实现集

结性效果，解说指挥官如何争夺并保持主动

权，如何建立并维持强势，以及如何充分利

用行动成果。另外，有关使命型指挥（Mission 

command）方式的指挥与控制原理以及允许

合理风险的原则在这一章中和新版 FM 5-0 

通篇中都有详尽说明。

把作战设计纳入陆军作战准则  

失败之常因，不在未能解决问题，而在

未能发现问题的要害。

—罗素·L·阿科夫（Russell L. 

Ackoff）5

全频谱作战行动如果在民众集聚区域中

展开，指挥官必须以这些民众为背景思考问

题，才有望取得成功。作战设计，就是在了

解背景之后，确定如何、是否、以及何时行动，

这也是指挥艺术的内在部分。新版 FM 5-0 

描述了贯穿作战过程的设计做法。

作战设计是运用批判性与创造性思维来

理解、设想和描述复杂而结构混乱的问题，

并制定出解决方案。设计是为作战过程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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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战斗指挥提供依据，指导如何反复并常常

循环性地运用理解 / 设想 / 描述过程。设计有

助于澄清计划制定中的概念问题，包括了解

作战环境和辨识问题，设想期望达到的终局

状态，就解决或控制问题形势的全局作战方

式形成概念。指挥官在设计概念中说明自己

的理解和设想，并由此制定出更详细的计划。

在整个作战过程中应不断开展设计。指挥官

一边实施一面学习，从而不断更新理解和修

改设想，并描述这些设想以修正计划。在某

些情况下，指挥官也许不只是修改基本计划，

而可能决定重新辨识问题，制定新的作战方

式，结果得出一个全新的作战计划。

新版 FM 5-0 专门有一章论述作战设计，

描述设计的基本原则，提供设计的全套方法。

而在介绍作战过程、计划制定、行动执行和

行动评估等基本做法的章节中，也都涉及到

作战设计。另外，新版文件的附录在介绍军

事决策制定程序时也描述了如何将设计与军

事决策制定程序衔接。

其它修改

新版 FM5-0 除了扩大论述范围即涵盖作

战过程中的一切活动及纳入作战设计这个概

念之外，还做了以下重大修改 ：

• 把基于“战场作战系统”的指挥与控制技

巧和成果改为“作战职能”。此修改影响

到好几个领域，包括组织参谋开展作战和

调整战斗命令及其附件的格式。

• 强调并说明指挥官如何运用五项“陆军信

息任务”来营造作战环境。

• 描述指挥官如何把参谋部组编为指挥所、

指挥站、工作组、操作台来实施作战过程。

• 更新 MDMP 和战斗命令格式，以更好地

说明设计、全频谱作战、作战职能 ，以

及五项陆军信息任务。

作战过程的基本原则 

除了 FM 3-0 阐述的作战原则之外，FM 

5-0 规定的作战准则进一步建立在六项基本

原则上 ：

• 指挥官通过战斗指挥驱动作战过程。

• 形势理解是有效指挥与控制的基础。

• 批判与创新思维有助于整个作战过程中的

理解和决策制定。

• 指挥官不断思考并把针对民众的任务（维

稳或民政支援行动）与针对敌方部队的任

务（进攻或防御作战）结合起来。

• 使命型指挥是行使指挥与控制的首选方

法。

• 持续评估能够使部队在整个作战过程中不

断学习和适变。

指挥官通过战斗指挥驱动作战过程。新

版 FM 5-0 的一个关键主题是指挥官在作战

过程中的中心作用。参谋人员履行扩大作战

效能的基本职能，但指挥官通过战斗指挥在

作战过程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战斗指挥是

艺术和科学的结合，需要理解、设想、阐述、

指导、引领和评估行动，领导部队完成使命。

战斗指挥的各项活动和作战过程的各项

活动相互之间的关系是动态的。战斗指挥的

所有活动发生在计划、准备、执行和评估期间，

但在作战实施全过程中各阶段呈现不同的侧

重点。比如，在计划制定期间，指挥官把活

动集中在理解、设想和描述方面。而在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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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执行期间，指挥官则常常把重心放在指

导、引领和评估方面，同时提高对相关形势

的理解并修改设想。

陆军战斗指挥模式的重大改变之一，是

在 2008 版 FM 3-0 里增加了“理解”这项活

动。6 新版 FM 5-0 强调在整个作战过程中加

强和保持理解的重要性。指挥官与上级、友邻、

下级指挥官、以及作战区内的其它军民组织

相互合作和对话，以建立和保持自己的理解

力。指挥官也尽量经常地巡视自己管辖的整

个作战区域，亲自观察行动的进展，同时与

下级指挥官、战士和其他军方及民间组织成

员进行交谈。指挥官随着行动的进展不断更

新自己的理解并根据需要调整自己的设想 ；

进一步，指挥官根据自己随时理解的情况，

以及参谋和下级指挥官随时理解的情况，来

帮助下属调整理解和设想。

形势理解是有效指挥与控制的基础。在

整个作战过程中，指挥官（在参谋人员、下

级指挥官和其他伙伴的支持下）努力建立并

保持对形势的理解 — 而理解是通过对相关

信息与知识的分析和判断取得的结果 — 来

帮助自己做出决定。形势理解是基础，指挥

官在此基础上建立形势背景、制定有效计划、

评估作战行动，并在行动实施过程中做出优

质决定。指挥官与参谋人员必须始终努力保

持形势理解，在形势出现变化而导致理解度

降低时必须能挺住及克服。

指挥官在发展自己对形势的理解时，会

看到作战环境中有一些规律性现象出现、消

失和再现，这有助于指挥官根据其它友军部

队与伙伴、敌人、地形和民众的情况来指挥

自己部队的行动。完全的形势理解固然对制

定计划和决策最为理想，但这种理想的情况

很少发生。指挥官必须面对现实，常常不得

不在对形势的理解还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开始

行动。

合作与对话有助于建立学习的组织环境，

形成对形势的统一理解。在整个行动中，指

挥官、下级指挥官、参谋人员，以及其他伙

伴都积极合作与对话，分享并辩论信息、看

法和观点，从而更好地理解形势和制定决策。

合作是指两个或更多的人或组织分享知识，

建立共识，为了共同的目标而携手工作 。对

话是合作的一种方式 ，它涉及到参与者各方

坦率地交流思想或意见，鼓励对分歧进行坦

诚的讨论。有效的合作与对话能增进对形势

的理解，包括对面对的问题的理解。

批判与创新思维有助于整个作战过程中

的理解和决策制定。为了帮助指挥官理解形

势和制定决策，指挥官和参谋班子在整个作

战过程中需要运用批判和创新思维技巧。

批判思维是指带有目的、不断反思和自

我调节的判断过程，是以确定所观察或所表

示之事物的意义和重要性，它也涉及到以某

种推断或论证为基础来确定接受某种结论的

理由是否充分。批判性思维是理解形势、辨

识问题、发现原因、得出合理结论、制定优

质计划，并评估作战进展的关键。

创新思维是指构思出新颖的有独创性的

想法。指挥者常常遇到不熟悉的问题，或是

需要新对策的老问题。创新思维可引发新的

见解、新的方法、新的视角，以及理解和构

想事情的新途径。指挥者通过比较不同的选

项来解决问题。创新思维包括运用适变法（吸

收以往类似经验）或创新法（产生全新想法）。

批判与创新思维是理解作战环境、辨识

问题、制定解决或控制问题的行动方案的根

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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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官不断思考并把针对民众的任务（维

稳或民政支援行动）与针对敌方部队的任务

（进攻或防御作战）结合起来。军事行动涉及

的不只是武装对手之间的战斗。赢得战斗与

冲突的胜利固然重要，但还不足以保证成功。

营造民间形势对长期的成功也同样重要。因

为这个原因，指挥官在计划和执行期间要不

断思考，并把针对民众的维稳任务与针对敌

人的进攻和防御性任务结合起来。为了国土

安全，指挥官把行动重点放在民政支援上。 

使命型指挥是行使指挥与控制的首选方

法。因为作战行动的复杂、无常、变幻不定

的特征，使命型指挥和细节型指挥（Detailed 

command）相比，应是行使指挥与控制的更

好方式。使命型指挥是以使命指令为基础，

通过分散执行来展开军事行动。成功的使命

型指挥要求各层下级带兵者在纪律约束下发

挥主观能动性，在指挥官意图范围内大胆而

独立地行动。使命型指挥取得良好效果的前

提是 ：运用使命指令 ；全面熟悉使命要求、

指挥官意图和作战行动的概念 ；以及指挥官

与下级之间相互信任和理解。FM 5-0 阐述的

使命型指挥的原理适用于作战过程中的一切

活动。 

持续评估能够使部队在整个作战过程中

不断学习和适变。评估是作战过程的一个连

续性活动，也是指挥部作为一个整体不断学

习和适变的主要反馈机制。评估同时还是一

项战斗指挥的活动。作战计划是根据不全面

了解和指挥官对形势发展的合理假设而制定

的。有时候，结果达不到预期，或者形势发

展超出预料，包括意外的成功。在这些情况下，

指挥官要判断原因，查明究竟是由于计划的

实施（执行）中出现失误，还是作战计划本

身和其基本逻辑有缺陷。持续评估帮助指挥

官认识到计划中的不足和形势的变化。有时，

评估能暴露出现实情况和指挥官的设想之间

的细小差异，指挥官可以相应调整作战计划。

如果评估结果显示实际情况与指挥官的最初

设想有重大差异，指挥官就需要重新辨识问

题，并根据需要制定出全新的作战计划。

今后贯彻与落实

为了推动整个陆军学习和掌握 FM 5-0 

作战准则，合成兵种中心成立了一个作战准

则教育及训练工作组。该工作组的目标，是

确保作战准则颁布之后尽快在生成部队及作

战部队中落实和使用。指挥参谋学院主导教

育方面的努力，以保证 FM 5-0 的要旨在军

官和士官这两个教育系统中都得到充分关

注。合成兵种中心则主导训练方面的努力，

确保对战斗训练中心的训练进行更新，以在

训练中纳入 FM 5-0 的要点。合成兵种条令

编写处正在编写 FM 5-0 学习材料并制成互

动媒体分发下去，以帮助官兵自习这部文件

描述的作战过程。除此之外，合成兵种中心

还组织一个流动训练小组，在陆军各部队进

行有关作战过程的作战准则宣传教育。

新版 FM 5-0 是陆军各部大力合作的智

慧结晶。这部新版文件为陆军领导人提供了

开展作战中行使指挥与控制的起点，为陆军

领导人建立了在制定计划、准备行动、执行

行动和评估效果所使用的统一参照框架和认

知工具。通过建立用于指挥与控制的统一方

式和语言，这部作战准则促进相互理解并提

高效力。新版作战准则重在指导，而不鼓励

墨守成规 ；它为指挥官提供权威指导，同时

要求他们根据形势创新应用和适时调整。杰

出的指挥官在作战行动中，总能洞观形势，

及时察觉在何时及何地不可机械地套用作战

准则、训练套路，或者以往经验，并相应做

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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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构想 ], 6 October 2009. 在该备忘录里，马蒂斯将军指出 ：改进联合作战准则、训练和联合专业军事教育，需要
运用批判和创新思维，尤其是这种思维方式关系到作战计划的制定。 

3.  美国陆军过渡性野战手册 FMI 5-0.1《作战过程》和 FM 3-0《作战行动》都清楚指出：陆军不会采纳效基作战（EBO）
的联合作战概念。虽然 EBO 概念的某些方面（比如评估技术和分析作战环境的方法）强化了陆军作战准则，但陆
军关于指挥与控制的作战准则是以使命型指挥的原则为基础的。

4.  Stefan Banach, “Educating by Design: Preparing Leaders for a Complex World” [ 通过设计进行教育 ：培养领导人应对复杂
世界 ], Military Review (March-April 2009) 和 Brigadier General Huba Wass de Czege, “Systemic Operation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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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Jamshid Gharajedaghi, Systems Thinking: Managing Chaos and Complexity, [系统思考：驾驭混乱和复杂], 2d ed. (Burlington, 
MS: Elsevier Inc., 2006), 126. 作者在讨论如何界定问题时，把这条摘录的出处归于最早提出系统思考的 Russel 
Ackoff。

6.  2001 年版 FM 3-0 和 2003 年版 FM 6-0 把形势理解作为指挥官的设想能力的一部分来讨论。2008 年版 FM 3-0 把
“理解”作为一项活动纳入了陆军的战斗指挥模式，以强调整个行动过程中这项活动的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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