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引言

在由信息化以及非传统安全等因素驱动

的军事变革时代， 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特

别是快速发展中国家的军队，正在加紧完成

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双重历史任务，提高以

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能力为核心的完

成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 1

然而，如何在机械化落后的情况下，提

高军队信息作战水平，因而提高整体作战能

力？信息化程度的提高，将给军队的装备与

作战体制方面带来哪些变革？在传统安全威

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全频谱作战

时代，怎样用有限的资源遂行无限可能的作

战样式？特别是，信息化与机械化的关系到

底是什么？在信息化时代，相对于机械化，

信息化的主导地位又如何体现？怎样避免将

信息化与机械化割裂开来？这一连串问题，

需要我们认真、深刻、系统地思考。

当前，新的军事理论纷纷涌现，例如 ：

中国军事学者乔良和王湘穗率先提出的“超

限战”理论研究了非军事战争形态，以及非

对称、超限组合等战法 ；美国军事学者托马

斯· 里 德 和 马 克· 埃 克（Thomas Rid and 

Marc Hecker）在其“战争 2.0 ：信息时代非

常规战争”一书中研究了作为特殊信息化手

段的社交媒体在反抗行动中的运用 ；中国军

事学者彭呈仓提出的“精确作战”理论强调

了从被攻击目标精选、精打的角度提高作战

效 能 ；而 广 被 研 究 的“ 网 络 中 心 战 ”

（network-centric operations，NCO）理论主张

用极可靠的网络连接在空间上隔开的部队，

以大大提高作战行动的效率。笔者在本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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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分析机械化战争的生存危机及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出发，揭示了信息化战争与
机械化战争的深刻联系，针对信息化时代、非传统安全、国家综合安全等多样化的作战使命，

将社会一般意义的信息化研究成果（包括交易成本理论、长尾理论等）以及其它成果（包

括模块理论、经济学理论、成本控制理论等）引入军事领域，特别是借鉴了反映信息化时

代需求与供给可精确匹配的“长尾理论”，提出了“长尾战”（即由信息化组合的模块化战争）

理论，以期探索在信息化环境下，信息化战争与机械化战争融合的、以信息化战争为主导的、

提高作战效能的道路。其主要结论是：在信息化时代，产生于工业化时代的大规模的单一

军兵种战略 / 战役重兵集团、乃至大中型军事作战平台，其主导地位将迅速式微，其使命

必将由以信息系统为主导和纽带而组织起来的各种军事模块（作战单元）以及任务式委托

指挥模式所取代。该结论对传统的军队编制体制、军事指挥机关（含战时指挥所）布局与

指挥模式、陆军的装甲（含武装直升机）装备、海军航空母舰的霸主地位、空军预警（指挥）

机的核心作用，均提出了质疑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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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尾战——由信息化组合的模块化战争

出的“长尾战”（即由信息化组合的模块化战

争）理论，则是对以信息化战争与机械化战

争融合为基点，以信息化战争为主导，提高

作战效能道路的探索。

2. 机械化战争的困境

2.1. 指挥机关面临的威胁——点穴、斩首

指挥体系是军队的大脑与神经系统，其

面临的点穴、斩首都是致命的威胁。

威胁之一：点穴。从军事角度来看，第

二次世界大战（含朝鲜战争）以后，经过以

陆航战为特征的越南战争的过渡，以海湾战

争（1990 年 8 月 2 日至 1991 年 2 月 28 日）

为新起点，演进到了当代战争。其标志性的

事件是 ：1991 年 1 月 17 日，美国 F － 117A

隐形战斗机向巴格达电话电报大楼准确地投

下一颗重达 1 吨的激光制导炸弹。其标志性

在于揭示了 ：现代战争以信息战为先导。战

争优先攻击的是敌方战略性的敏感、脆弱、

关键节点，更多的是“控制敌人”，而不是“消

灭敌人”，2 具有快速、高效的特点，也可以

说是“蛇打七寸”的战法。

威胁之二：斩首。即战争的首要目标是

对敌方统帅部进行精确打击，消灭其最高指

挥官和首脑机关，使敌方迅速丧失指挥能力，

并在敌方形成极大的震撼效果。也就是“擒

贼先擒王”。在传统战争中，不乏有斩首的案

例。而当代战争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战例是伊

拉克战争开始时空袭萨达姆的“斩首行动”：

巴格达时间 2003 年 3 月 20 日凌晨，从美国

第 5 舰队发射约 40 枚战斧导弹，击中了巴格

达南郊的一个综合建筑（据称萨达姆在里面

开会），以及巴格达城中几座政府大楼。此为

伊拉克战争开战的第一个战术行动。斩首行

动的特殊意义在于 ：一旦行动成功，则战争

的开始可能就意味着战争的结束。

2.2. 陆军面临的威胁

威胁之一：非接触——无短兵相接的机

会。近战、夜战（本质上也属于近战）是一

些国家陆军的传统优势。著名的中国电影《南

征北战》中那位胖步兵曾自豪地对路过的炮

兵战友说 ：“大炮不能上刺刀，解决战斗还要

靠我们步兵！”然而在现代战争中，特别是

在现代化的国际性和地区性冲突中，我们将

很少有这样的近战机会了。朝鲜战争之后，

经历了越战的陆军升空（陆军航空兵）等实

战探索以及理论创新，1990 年初出现在海湾

战争的美国军队，面貌已全然一新。空军已

实实在在成了能遂行战略任务的独立军种。

美国空军的这种对内（战略性）、对外（三非

作战）的独立性，在科索沃战争中，达到了

极致 ：北约空军几乎完全控制了制空权，在

电力网等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之后，南联盟即不能承受战争的压力——其

隐蔽在丛林中的陆军劲旅虽完好无损，却只

能在几乎一枪未发的情况下，举国投降了。

难以想象 ：任何一个城镇化率过半甚至超过

70% 的国家 ，当其城市的水、电、路、气、

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后，该国的国

民如何生存。3

威胁之二：瞎子、聋子——无信息化生

存保障的坦克部队成为活棺材。以伊拉克战

争为例，2003 年 3 月 28 日，英国皇家陆军“龙

骑士”（Dragoon Guards）战队的 14 辆“挑战

者 2”坦克在伊拉克南部巴士拉城外遭遇伊

军 14 辆 T55 坦克，双方坦克数量相等，即

14:14 ；但战果却是 ：英方坦克完好无损，伊

方坦克全被击毁，即 14:0。4 这场所谓的战斗，

实际成了屠杀。伊方坦克全部成了活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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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原因，众说纷纭，很多评论认为最根本

的原因是伊拉克的坦克制式太落后。但是落

后在哪里？机动力？防护力？突击力（火

力）？实际上，伊拉克主要是落后在信息力上：

观察、态势感知共享、瞄准、控制……，无

一不与信息力有关。英军坦克指挥员表示，

很多坦克兵喜欢玩电脑作战游戏，他们对那

种运动战非常熟悉，而“挑战者 2”内部的

信息系统正合他们的胃口。而伊拉克的一辆

辆坦克均是瞎子、聋子、孤子，最后当然难

免活棺材的命运。及至更近期的利比亚战争，

卡扎菲的政府军坦克和其它兵车，也几乎无

一例外地成了法、英等国战斗机的实战靶标。

威胁之三：武装直升机辉煌不再。起源

于二战以后、发展于越战的武装直升机，在

1991 年的海湾战争中达到顶峰，但在阿富汗

和伊拉克战争中，可能成为绝响。武装直升

机（特别是攻击直升机）被认为是“坦克杀手”，

与坦克的作战交换比曾一度达到 1:20。一个

装备 24 架飞机的攻击直升机营，可以使一个

重型坦克师丧失作战能力。1991 年的海湾战

争，在短短 100 小时的地面战阶段内，上千

个目标在 AH-64A“阿帕奇”面前灰飞烟灭，

其中包括约 500 辆伊拉克主战坦克。攻击直

升机可谓在这场战争中达到了辉煌的顶点。

但却在本世纪的阿富汗战争以及伊拉克战争

中，屡屡被肩扛式防空导弹、火箭弹，甚至

机枪等低技术兵器击中。以至于在 2004 年 2

月，美国军方中止了总金额为 390 亿美元的

陆军 RAH-66“科曼奇”（Comanche）侦察攻

击隐身直升机研发计划，这是美国陆军历史

上中途下马的最大宗武器研发计划。5 武装

直升机在这两场中低强度的冲突中虽然继续

强悍，但已现强弩之末相，在未来更高科技、

更高强度的冲突中，显然难有作为。

困惑：特战队的专业化与多样性要求的

内在矛盾。陆军感到了这些威胁，陷入了困惑，

也试图找到解惑之途。于是立志改革，其中

重要的（甚至最重要的）内容是陆军的特战

化。但是特战化如果不与信息化联系在一起，

则难以解决问题。即特战化要求其作战单元

（如突击队），既有专业性，又有多样性，而

这是有内在矛盾的，其人员的甄选以及训练

有极大的难度，而且往往顾此失彼，必须靠“信

息化 + 模块化”才可能解决。

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还拥有着庞大

的陆军（中国大陆的陆军经过多次精简仍达

85 万人） 。6 然而，兵员数量在机械化战争中，

就已经失去了主导意义。更何况在高度城市

化与信息化的当代。面对立体化、高速机械化、

特别是信息化的战争，谈国家的人均兵员数

量、地均兵员数量都没有什么意义。其原因

就在于 ：由于信息化装备的边际成本趋近于

零，故其作战效能远远超过机械化装备。

2.3. 航空母舰还能维持海上霸主地位吗？ 

航空母舰是综合国力的代表。笔者在另

一篇文章“信息化时代航母主导地位的式微”

中对航母的前景做了更详尽的分析。7 简略

而言，航母是一种战略性武器平台，对国家

安全的重要性接近于核武器。强大的航母编

队集防空、反舰、反潜以及对岸攻击的作战

能力为一体，使海战从平面走向立体，是当

今海战场上强大的力量。航母诞生于一战，

辉煌于二战。二战之后，并继续在迄今为止

的诸场局部的、中低强度的有限战争中，发

挥了重大、或者主导的作用。

然而，航母身躯过于庞大，目标显赫，

既是其优势，也是其足以致命的弱点，因为

战端一开，其便成众矢之的。航母首先是舰

载机的平台，相对于其巨大的目标，其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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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防护能力较弱，除舰载机、防空导弹、近

程弹幕火炮对其自身防护外，更需要水面舰

艇、潜艇和辅助船等为其防护和补给，构成

庞大的特混编队。在以导弹战、信息战为主

的未来战争中，航母必然是敌方各种信息与

兵器指向的向心“圆心”! 更准确的说法是

向心“球心”，即致命威胁来自各种维度和空

间，网空、太空、天空、水面、水下，还有

陆地，都有动能和非动能兵器锁定航母。

在包括导弹战在内的信息化战争时代，

航母编队的庞大成本，以及在战场上所承担

的风险（在高强度战争中，这种风险尤其巨

大），决定了航母的作战效费比已经变得极

低。众所周知，航母的建造成本昂贵无比，

通常在几十至几百亿美元之间，而航母的数

量限制决定了其固定成本不可能摊薄，其全

生命周期的维护成本一般又会超过其建造成

本，加之其舰载机以及全部特混舰队的舰、艇、

船，以及 1x3 的编制系数（即要始终保证一

艘航母具有战斗力，考虑到船体建造与维修、

装备更新、舰员训练等因素，至少需要有三

艘航母的编制 ），航母的费用的确不菲。而

具有信息化综合能力的、成本只有航母约千

分之一的导弹、鱼雷，可以与航母“同归于

尽”。1982 年的英阿马岛战役，阿根廷一枚

价值仅二十万美元的“飞鱼”导弹，轻易地

对冲了身价二亿美元的英“谢菲尔德”号驱

逐舰 ，交换比为 1:1000。可谓开创了现代海

战的先河。另根据美国军事学者的计算 ：一

枚可以击沉美国航母的中国东风 -21D 导弹的

成本不到未来美国任何航母的 1/1300。8

除了航母，其它大中型舰艇平台（如驱

逐舰、护卫舰），均面临着类似的威胁。我们

需知晓，现代海战被导弹击沉的，首先是驱

逐舰，而航母一定会步其后尘。

2.4. 预警机——是空中帅府？还是靶机？

预警机，也称空中指挥预警机，起源于

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人率先把原本设置在

陆地的旋转雷达装到了轰炸机上，随即美国

海军也在 1944 年启动了机载雷达研发计划，

距今已有约 70 年的历史。这种技术是将远程

警戒雷达系统放置在飞机上，利用飞机的飞

行高度，克服雷达受到地球曲率限制的低高

度目标搜索盲区，同时减轻地形的干扰，扩

大探测距离，搜索、监视空中或海上目标，

指挥并可引导己方飞机执行作战任务。一般

远离战线，纵深部署，有乘员几人至几十人，

堪称“空中指挥所”，中国学者曹晨索性称其

为“空中帅府”。

和航母一样，预警机也有其致命弱点 ：

有一定活动规律，活动区域和飞行诸元相对

稳定，活动高度一般在 8000 到 10000 米 ；

飞机体型较大，雷达反射截面积大，行迹容

易暴露，易受敌方雷达（特别是导弹制导雷达）

发现和跟踪 ；机动幅度小，其机载雷达只有

在飞机转弯坡度小于 10 度的条件下，才能保

证对空的正常搜索，且下视能力弱于上视能

力 ；巡航速度慢，机上没有攻击武器，自卫

能力弱，执勤时须有歼击机掩护 ；电子防护

能力弱，工作功率较大，极易被对方探测，

并易受电子干扰和反辐射导弹攻击。

因此，作为空中战术、战役的指挥中心，

预警机面临着与航空母舰相似的威胁。虽然

二战以后，航空母舰与预警机几乎没有被击

沉（毁）的战例，究其原因，二战以后几乎

所有的冲突基本都是体现为中低强度或非对

称性质，即航母和预警机未遇到实质性的强

硬对手。但过去未发生，不等于未来不会发生。

如果将航母、预警机、坦克、武装直升

机等分别看成是战役、战术指挥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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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由于它们分别处于各自战场环境的核心环，

故均可以理解为是某种被斩首的目标。

3. 信息化战争的继往开来

3.1. 信息化战争不能与机械化战争割裂——

关于信息化与机械化关系的两种错误观点

机械化战争困境的根源，在于信息化战

争的迅猛发展。但是，在理解信息化战争与

机械化战争关系问题上，却存在两种极端的

观点。一种可谓是“阶段派”或“有无派”，

即认为信息化应建立在机械化的基础上，应

当先机械化，后信息化，即使是机械化本身，

他们也主张先解决“有无”问题，再解决“好

坏”问题。但实际上这种观点是极为保守甚

至危险的。因为其至少包含如下的错误 ：(1) 

认为机械化的完成，有一个既定不变的标准。

要说明这种认识的可笑，我们只需想象一下，

我们周围先进的机械产品（如汽车），其折旧

率有多高就可以了 ；(2) 十分短见。耗费巨额

的国力民力，却得不到应有的军事效益。既

不利于面对当前的强敌，也不利于军队的长

远建设 ；(3) 更致命的是，将使我们失去新一

轮技术革命（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

跨越式发展的机会，这种跨越式发展机会，

不是我们要不要选择的问题，而是战略形势

倒逼我们，是想不想打胜仗，要不要生存的

问题。对“阶段派”或“有无派”的观点绝

不可等闲视之，如果任由此类思想蔓延，则

军队将成为“温水煮的青蛙”，像南联盟、伊

拉克、利比亚等国军队一样，在未来战争中，

会遭受“突然”的失败。因为在战场上，决

没有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先进和落后之分，

只有胜负之分。

另一种极端的观点，可谓是“扬弃派”，

即认为网络社会，一切均可以通过信息战（含

网络战）解决问题。也许在未来，信息化高

度发达时，机械化战争的手段会逐步退出历

史舞台，但至少在当今，单纯的信息化手段

决不是唯一的战争手段。例如，美军在对付

城镇化、信息化程度很低的塔利班、ISIS 等

军事组织时，就必须始终是机械化和信息化

相结合，甚至需要利用传统手段（如真人间

谍跟踪），以取得精确打击、重点斩首的战果。

上述两种观点的共同错误，是将信息化

战争与机械化战争割裂开来。事实上，如果

我们把信息化战争的定义中的“使用信息化

武器装备及其相应作战方法”扩展成“使用

所有与信息有关的物品与方法”，则可以认为：

信息化战争的历史与机械化战争一样悠久。

3.2. 信息优势可以战胜硬实力优势

战斗力的构成是 ：突击力（火力）、生存

力、防护力、机动力、信息力。其中，除信

息力以外的战斗力成分可以看成是硬实力。

小至一名士兵，大到航空母舰，乃至整个武

装集团，其战斗力均包含信息力的成分。只

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信息力占战斗力的成

分越来越大。

掌握信息优势（即信息力优势）的一方，

可以战胜硬实力优势明显但信息力处于劣势

的一方，中国古代著名的“田忌赛马”的故

事就是经典例证。许多传统的、机械化的战争，

其实多少都有信息化的成分。打仗讲究营造、

利用有利的态势，而这种“势”，在很大程度

上，指的就是信息优势。

例如，陆军有个常识，作战总要占领制

高点。原因是：(1) 占领制高点可以俯瞰敌人，

掌握敌人的动向，从而相应地调整自己的兵

力配置 ；(2) 在相对高的地方可以更好地发挥

武器的射程 ；(3) 在冲锋时，有从上向下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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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能力优势。其中，掌握信息优势应是首要

考虑因素。占领制高点的作战方法在双方的

侦察能力都较为低级时尤为突出。而航空、

航天则是占领制高点的延续。最早的军用飞

机是用于侦察的，最早的卫星则也仅具有侦

察的军事功能。

3.3. 以信息化战争为主导的机械化战争

以色列的贝卡谷地之战、英阿马岛之战，

以及其后至今的许多战例，揭示了随着信息

社会的发展，信息力逐渐从保障作用，发展

成一种核心作用。例如，美国空军现任参谋

长威尔什上将为本军种规定了五项核心使命：

空天优势、情监侦（ISR）、快速全球机动、

全球打击、指挥控制。9 这五大核心功能中，

不仅 ISR 直接就是信息作战，指挥控制也完

全靠信息作战能力支撑，其他三项功能若离

开信息作战能力，也便无从谈起。由此可见，

信息化战争正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现代化坦克、军舰、飞机、导弹、鱼雷

等看似机械化的装备，其背后在很大程度上

也存在信息化。大型兵器、军事平台中电子

设备所占平均成本的比例，坦克是 20%，舰

艇是 22%，飞机是 33%，导弹是 45%，估计

航天器的比例会大于这个数字。10 随着信息

技术的发展，这个比例一定还会提升 。11 现

在甚至已经出现了具有制导功能的子弹。

在以音速 / 超音速 / 高超音速 / 光速计的

作战环境下，战争哲学是快吃慢，而非大吃小，

在这其中，机动力特别是信息力将发挥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

4. 信息化时代的“长尾”特征

“长尾理论”是统计学中的一个概念，其

一项重要的运用是论证销售策略中必须重视

看似无足轻重的大量小商品和大量小额消费

者。比如，许多企业出于对成本的考虑，只

关注高端消费的大额客户（少量客户的巨大

购买量构成正态分布曲线中粗大的短头部

分），很少顾及普通消费者（曲线中渐趋扁平

的长长的尾巴）。同样是出于成本考虑，产业

界总是倾向于把资源的绝大部分（长尾）用

于生产销售量最大和利润最高的极少“拳头

产品”（短头）。但是，对长尾理论做出重大

贡献的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指出，

只要存在充分的储存和流通等客观条件（特

别是交易成本趋近于零），原本需求不旺或销

量不大的商品共同占据的市场份额就可能和

那些占据着曲线粗头部分的数量有限的商品

所占据的市场份额相当（细长尾部分的整体

面积等于粗短头部分的整体面积），甚至更

大。12 （参见图 1）

也就是说，在工业化时代，由于高昂的

交易成本，企业的生产者不得不遵从二八法

则：让 20% 的产品种类带来 80% 的销量（或

让 20% 的资源带来 80% 的利润等），即不得

不 追 逐 生 产 具 有 规 模 经 济（Economies of 

Scale）效应的“短头”，放弃长尾。而信息化

时代则不同，由于信息搜索成本的降低，生

产者可以逆二八法则而动 ：追求多品种生产

的“长尾”，即可追求范围经济（Economies 

of Scope）效应。甚至“头”和“尾”的差别

逐渐趋近，极端的情况就是，每个消费者的

需求都能得到满足，这是信息网络充分发展

的结果。13 即在信息社会，可能“品种越多

成本越低”。

在信息时代，无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

都可以以越来越低廉的成本宣传或选购商品，

于是，“长尾”中品种繁多的大量商品被需求

各异的大量消费者以小额购买，其累积而成

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大，进一步验证了“长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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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近两年中阿里巴巴集团的网售业绩，

尤其是“光棍节”的销售业绩，或许就是明证。

然而，“长尾理论”和军事有何相干呢？

军事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应决定于经济基础。

武器、武器平台的发展，是社会生产力的缩影，

具有鲜明的历史时代特征。二战之前，大炮

巨舰、航空母舰、预警机产生的年代是工业

化时代。它们曾经希望是万能的综合性武器

平台，占据了军事发展的大部分资源，成本

非常高昂，品种数量又极其有限，在机械化

战争时代因为可以睥睨一切，所向无敌，倒

也取得了成本效益。但是进入信息化战争时

代，其面对的风险越来越高，其霸主地位越

来越脆弱，其被一弹摧毁的命运指日可待。

那么，按照长尾理论，在信息化时代，我们

应认真思考放弃昂贵的、风险高的“高富帅”

平台发展思路，把平台按功能拆分为品种多

样的成本低、可拆分和无限组合的功能模块，

就是说，摸索出一条在功能模块化的基础上，

利用信息系统，根据任务需要，进行组合式

作战的发展思路。沿此思路，我们是否应进

一步考虑逐步放弃发展重兵集团、依托大平

台的惯性思维，代之以发展小型化、专门化、

模块化的作战单元 ?

5. 长尾战——用作战单元的信息化组
合遂行各项作战使命

5.1. 长尾战概念的提出

在用长尾理论证明在信息时代把大平台

大兵团按功能或作战使命拆分成小型、专门、

模块化作战单元的必要性之后，笔者提出“长

尾战”这个概念，其含义就是用作战单元的

信息化组合遂行各项作战使命。具体而言：(1) 

将传统部队、作战平台的作战使命，包括现

有部队和平台目前没有但未来可能需要的作

战使命尽可能细分，以便能够使用尽可能少

的资源遂行、完成这些使命，这种使命可以

是战略层面的，也可以是战役、战术层面的；

(2) 将作战部队、人员（含单兵）、平台、装

备尽可能小型化、专业化、模块化，形成功

能各异的作战单元，以便根据作战使命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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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选择与组合使用 ；14 (3) 利用信息系统（指

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跟

踪与侦察，简称“C4ISTAR”），充分发挥作

战单元组合系统的效能。该思想简言之就是：

“作战使命与作战单元两头细分、中间用信息

系统组合，以提高军事力量的作战效能。” 

虽然上述作战单元组合的想法和做法早

已有之，如对遂行任务部队的兵力兵器的增

强（如临时配属的加强连、加强团等）、合成

作战等，但是，全面的、广泛的，涉及各级

部队、武器平台、装备、人员的作战单元的

模块化组合，只有在以信息化为主导的战争

中，才能提出并满足需求。

长尾战最显著的优点是其经济性和可适

应性，即可用有限的资源，遂行无限可能的

作战样式。在农业时代、工业化时代，更多

地可能是装备决定着仗怎么打 ；而在信息化

时代，作战的需求牵引相对于装备的技术驱

动，远比工业化时代重要得多。其重要的原因，

就在于作战模式的多样性以及非传统安全威

胁的非预见性，均可以、也必须由作战单元

信息组合的方式来解决。

以拉姆斯菲尔德为首的美国军方改革派

人士主张美军由“平台中心战”向“网络中

心战”的转型，即认为把握未来战争的最关

键点就是能够随时随地从各种探测系统中获

取最精确的情报，再通过强大的通信网络近

乎实时地发送到所有相关部门，把信息优势

转化为作战优势，最大限度地发挥武器系统

的作战效能。依此构想，美军已要求将传统

的国防装备发展的优先权，从平台→情报探

测系统→通信系统，调整为情报探测系统→

通信系统→平台。而长尾战的概念突出的正

是信息系统（即 C4ISTAR 系统）的主导作用，

加之作战单元模块化的核心理念。

5.2. 作战使命的分解

5.2.1. 指挥机构作战使命的分解

按照长尾战的理论，军队全系统（特别

是作战系统）均应进行作战使命的分解，当

然也包括指挥机构。这种分解，包括按层级（战

略、战役、战术）、按军兵种、按任务等的分

解。

指挥机构作战使命分解的难点在于 ：把

握集中指挥与分散指挥的关系。一般来说，

随着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可以在提高组织体

系扁平化水平的基础上，加强集中指挥。但是，

信息化也是一把双刃剑，信息化水平的提高，

也意味着遭受信息攻击时的损失也大。故“权

利与责任下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等

原则在信息化时代，特别在现代战争中突发

性变数（uncertainties）大量增加的情况下更

加必要。一直引领军事革命的美军正围绕如

何在新形势下调整指挥与控制的关系开展热

烈讨论，例如《空天力量杂志》等美军专业

刊物近期刊登有这方面的大量文章。

指挥机构作战使命的分解必须达到一定

的颗粒度和独立程度，否则难以达到长尾战

应能达到的作战效能。例如，作为空中指挥

所的预警机，其核心功能是观察 + 指挥，如

果将“观察”使命交给无人机去完成，则可

避免该类指挥机构的指挥与参谋人员被敌导

弹击中而一锅端的命运。

5.2.2. 陆军作战使命的分解

如上所述，在信息化时代，陆军的作战

使命必将有所调整，其中，与非传统安全相

关的作战使命，应是重点梳理的部分。

以美军为例，根据 1999 年 10 月美国《陆

军愿景》（The Army Vision），美国拟建立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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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部署要求的、灵敏的、具有多样化作战能

力的，有高度杀伤力、生存力及持久作战能

力的，而又是财政能够承担得起的、能够改

变人员状况并能完成决定性战斗任务的陆

军。2001 年“9.11”事件之后，美国发现了

新的敌人，认为新的非对称威胁取代了过去

高强度作战的冷战威胁，开始将反恐战争列

为首要任务。

必须注意的是，应小心使用“多样化作

战能力”的作战使命概念。战略、战役层次

的作战使命本身应该是多样化的，但是战术

层面的多样化往往是不成立的，特别是针对

陆军的特战队，专业化与多样化是矛盾的。

多样化恰恰是要通过多个作战单元（哪怕该

单元是一套装备、一个士兵）的长尾式组合

达成的。

5.2.3.  海军作战使命的分解

海军作战使命的分解，可以航母的作战

使命分解为例。笔者在前文“信息化时代航

母主导地位的式微”中对航母作战使命的拆

分已有论述，因和本文相关，再录如下 ：

关于航母编队的使命，有专家归纳成五

点：(1) 树立大国形象；(2) 加大防御

纵深；(3) 维护海洋（含海岛）权益；(4) 

保护海上通道安全；(5) 履行国际主义

（如国际救援）义务。尽管这种使命归纳

似乎忘记了航母是作为大炮巨舰的克星、

并将其取而代之出现的，其使命实际只

有一个：控制制海权，维护国家的海洋

权益。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继承这些使命

的提法。

为推出航母的长尾战替代战略，我们需

要对上述航母使命做适当梳理 ：(1) “树立大

国形象”——可以不予理会，如果和平时期

的航母只是一种象征，则这种象征性的摆设

是不需要的。一旦发生战争，国家的形象是

要靠胜利来树立的，战败的航母大国只能更

增添耻辱 ；(2) “加大防御纵深”、(3) “维护海

洋（含海岛）权益”、(4) “保护海上通道安全”

等，或更多的使命——可以分解成 ：“防空作

战”、“反潜作战”、“打击航母编队作战”、“登

陆作战”、“岛礁攻击战”、“护航作战”、……

等一系列作战使命 ；(5) “履行国际主义义

务”—— 即应对大型国际突发事件，如

2011 年美国航母编队支援日本福岛特大地震

救灾等。此使命不一定需要军舰完成，故可

暂略不研究。

还有专家认为，航母作为一个战役级的

指挥控制平台，或许是不可缺少的。姑且将

此也列入航母的使命之一。我们可以论证，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深化发展，上述航母的作

战使命将可以、也应该由不同的作战单元组

合完成。15

其它军种（空军、战略导弹等）的作战

使命分解，可以参照上述的原则、方法进行。

除上述分解外，C4ISTAR 本身也需要作相应

的使命分解。

5.3. 作战单元的模块化

模块是分层次的，包括部队模块分层和

装备模块分层。模块化的过程就是作专业化

划分，使每个模块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并尽

量减小模块的颗粒度，以便灵活组装。

5.3.1. 作战部队的模块化

即将烟囱式的军兵种、地域性的部队，

改造成模块化的机动部队。这种模块化分解

的最大难点在于必须突破军兵种等部门利益

的藩篱。我们可以参考一下美军带有过渡性

质的模块化改革的做法 ：美国陆军基本作战

部队（基本模块）的规模，已经从师（每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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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左右）降到了约 70 个旅（每旅约 3 千人

左右）。旅有三类 ：作战旅（亦称旅战斗队）、

支援旅、职能旅 ；美国海军兵种层面的作战

模块有 ：航母打击大队、远征打击大队、导

弹防御水面作战大队、巡航导弹潜艇打击大

队 ；美国空军兵种层面的的基本作战模块有 ：

航空航天远征部队，每个部队由三部分组成：

战斗部队、机动部队、以及所谓的“低密度 /

高需求”部队。16

5.3.2.  装备的模块化

减少武器平台。装备的模块化应注重将

武器平台（特别是大中型武器平台，包括航母、

预警机）的功能进一步分散、模块化，即尽

可能减少武器平台种类，以降低昂贵的武器

平台的战场风险。隐蔽性、作战半径大的潜

艇应是一种例外。

重点发展远程、快速、精确制导、隐形、

无人的小微型武器平台、民用平台（包括准

军用）以及相应的武器等作战单元。根据未

来战争的需要，应重点发展的作战单元包括：

具有精确制导和隐身能力的导弹、鱼雷、制

导炸弹 ；根据任务需求而短缺的模块 ：如无

人值守观察设备、可放置并应招发射导弹或

鱼雷的海上无人值守的升降浮筒平台、可代

替航母飞机起降功能的“浮岛”组件、长续

航能力的无人机、遥驾飞机等 ；改装、训练

民用平台 ：如民用船只，以适用于超限战、

非对称战争的场景。

模块化之后的组合，其难点在于接口，

而信息化最善于处理标准化的接口问题，故

信息化系统应可以保证各种模块根据任务需

要，组合成各种战斗力拳头。

加强装备的通用化。模块化本身就是在

于追求作战单元的核心功能和通用性。故通

用化是模块化的应有之义，也是目的。通用

化的例子有 ：将对海攻击武器装在空军的飞

机上。通用化的好处是可以降低装备的成本，

提高其可靠性。由于通用，故能形成规模经

济性，因而可以极大地降低成本。多一种装

备型号，就会多一份研发、试验、培训、后

勤管理等一系列的费用。其复杂度（或综合

管理成本）随着装备型号的增加，会呈现非

线性的、指数型的增长。以手机为例，苹果

公司曾一度只有两个型号（黑手机、白手机），

因只是壳的颜色不同，故也可以说只有一个

型号。对比诺基亚公司“无数”个型号，苹

果公司一度攫取手机市场利润的 90% 就不足

为奇了。17 通用装备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比

较方便地进行质量控制。质量控制的水平，

是与产品生命周期的循环次数相关的，次数

越多，质量控制的循环越多，流程中可发现

的瑕疵越多，最终可使产品的质量越来越高。

6. 结束语

“长尾战”作为一种军事思想，突出的是

信息系统的枢纽作用、部队各层次编成的灵

活性，以及指挥的联合性，同时从经济角度

注重提高费效比，更合理地运用有限的国防

资源。其对装备建设的建议主要是 ：应逐步

减少大中型武器平台（包括航母、预警机等），

代之以远程、快速、精确制导、隐形、无人

的小微型武器平台及民用平台 ；在信息化时

代，应更突出军事需求的牵引作用，而非技

术的驱动作用 ；装备建设应从着重于装备的

战术针对性，到着重于其模块性（即作为作

战单元的核心功能和通用性），根据装备模块

化、通用化的思想，变“多型号研发、少批

量生产”为“加强模块组合，减少型号研发”，

以大幅度提高军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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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而考虑到军事电子装备的抗恶劣环境要求，其成本比例不应低于民用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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