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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条件下军队指挥自动化发展现状分析 
洪军，王琰，朱林 

（63886 部队，河南洛阳，471003） 

摘要：文章从信息化与指挥自动化的关系入手，进而说明指挥自动化在我军信息化建设中的龙头地位，并通过相关概念的引

入，对指挥自动化的发展演变过程进行了阐述，最后指出了新形势下我军指挥自动化建设应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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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新军事变革的不断推进导致了新的战争形态，由此推动了各国军队建设由机械

化向信息化转型，而信息技术的发展在军队作战建设上最突出，最集中的体现，就是指挥自动化的发展，

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已经成为摆在我军面前一项而艰巨的任务，在全军上下铆足干劲进行信

息化建设的同时，必须要廓清信息化与指挥自动化、指挥自动化与指挥自动化系统、C4ISR 与指挥自动化，

指挥自动化与数据链之间的关系与联系，进而把握指挥自动化的发展演变过程，然后才会有清晰的思路，

在该领域进行信息化建设或改造，从而达到提高我军信息化建设水平的目的。 

1 信息化与指挥自动化 

1.1 信息化  

信息化是指信息和信息技术对军事、社会发展产生的广泛性、深刻性、结构性影响和所达到的程度。

信息化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五化”，即数字化、网络化、自动化、智能化、一体化。军队信息化的是新

军事变革的本质和核心所在，是打赢未来信息化战争的基础，军队信息化不仅涉及信息技术，与信息化战

争相关的前沿理论和军队编制体制也密切相关。 

1.2 指挥自动化 

指挥自动化是指在军队指挥体系中建立和运用指挥自动化系统辅助指挥员和指挥机关实现科学、高效

的指挥控制与管理的活动。指挥自动化是信息化战争中的“兵力倍增器”、“中枢神经”和“粘接剂”，是实

现信息化作战的基本前提和促进新军事变革的催化剂。 

1.3 指挥自动化在军队信息化建设中的定位 

信息化不等同于指挥自动化，指挥自动化是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军队信息化建设的内容可以概括

为“两个基础，四个领域”。两个基础是指信息基础设施和基础数据。四个领域指的是指挥自动化领域、武

器装备信息化领域、信息作战领域和军队业务工作信息化领域。其中，指挥自动化领域涵盖信息化战争中

的认知域，对应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情报、监视和侦察，还可以包括其他如导航定位、敌我识别等

认知要素，是军队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美军的 C
4
ISR 相对应。因此，在信息化战争中，指挥自动

化在军队信息化建设中占有龙头和主体地位，但信息化并不仅仅指指挥自动化。 

2 指挥自动化与指挥自动化系统 

指挥自动化反映的是信息化条件下指挥技术手段不断演进的过程，同时又是实现指挥手段现代化的奋

斗目标和努力方向。指挥自动化系统则是实现指挥自动化的平台和技术基础，是各种实实在在的，以计算

机和软件为核心，以网络为依托，以战场信息的流动和加工为生命的军事信息系统。指挥自动化主要是通

过指挥自动化系统来具体实现的，实现指挥自动化是建设指挥自动化系统的根本目的。 

指挥自动化系统把指挥、控制、通信、计算、监视、侦察以及信息作战这些能力综合在一起，形成整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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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这就形成了指挥自动化系统在军队作战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只有通过指挥自动化系统，各个作战要素，

各类作战资源和各种武器系统才能连接成一个有机整体，指挥员才能对众多作战力量实施有效的指挥控制，

才能对众多作战要素和作战资源实现最佳配置和最佳组合，充分发挥作战体系的总体效能，实现既达成作

战目标又获得最佳作战效能的双重目的，才能使作战行动更有效，使作战力量得到倍增。可见，指挥自动

化系统是信息化战争军队作战体系的核心，是赢得战争胜利的重要基础。 

3 指挥自动化发展演变 

3.1 指挥自动化要素构成 

在我军信息化建设中占据龙头地位的指挥自动化等同于美军的C4ISR及其发展方向，这已经形成了共识。

从 C2、C3I、C4I、C4ISR，指挥自动化发展的历史反映了指挥自动化要素不断增加、内涵不断扩大、功能不断

完善的过程。美军 C4ISR 即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情报、监视和侦察，在指挥自动组成的诸要素中，指

挥控制是龙头，通信和计算机网络是依托，情报、监视和侦察是战场感知。因此，可以认为指挥自动化系

统由指挥控制系统、通信和计算机网络，以及情报监视侦察系统组成。其指挥控制流程是：由情报监视侦

察系统中雷达、预警机等传感器网络获取和感知战场点位信息，并经过数据融合与情报整合，去粗取精，

去伪存真，形成精要情报信息，通过通信和计算机网络进行信息传输和分发至指挥控制系统，经过指挥控

制系统分析与处理，通过系统软件形成战场汇合态势，并加以开发利用，协助指挥员做出准确的指挥决策。 

3.2 指挥自动化与作战行动的统一 

C4ISR 仅仅涵盖了信息空间中的认知活动，而没有涉及物理空间中的作战行动。美军为了使 C4ISR 系统

的各个要素与主战武器的杀伤过程更紧密地结合，实现最佳作战效果，美国防部先期研究计划局于 2001 年

提出了 C4ISR 的创新概念，C4ISR 概念的提出是指挥自动化的重大发展，其实质更加紧密地铰链 C4ISR 系统和

武器系统，即将杀伤、摧毁能力嵌入到 C4ISR 系统中，通过各种传感器、指挥中心和武器平台集成为一体化

网络，从分散的平台到网络，这是从机械化战争到信息化战争的根本转变。C4ISR 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指挥

自动化已经不仅仅是指挥手段的重大变革，指挥自动化系统功能也不仅仅局限于信息的获取与感知、传输

与分发、分析与处理以及开发和利用，打击和杀伤将成为其新的重要作战能力。指挥自动化的内涵与外延

已经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导致了信息化战争基本形态和作战样式的改变，未来的指挥自动化系统不仅要实

现指挥、控制、通信、情报、监视、侦察等认知活动的一体化，而且要实现认知和行动的一体化。 

3.3 指挥自动化与数据链的融合 

 

 
 

 

图 1  C4ISR 相关作战单元关系示意图 

在信息化战争中，指挥控制系统、情报侦察系统和武器系统变得越来越复杂，各军兵种之间的作战分

队、舰船、飞机之间，需要传送巨量信息、交战指令，各级指战员需要共享战场态势，单靠传统的有线通

信网络系统很难实现 C4ISR 设想，数据链无线通信系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数据链通信系统链接了 C4ISR

系统与武器平台，是指挥系统与武器系统无缝隙连接的重要“纽带”，是 C4ISR 系统功能和延伸和优势和体

现，是将信息优势转化为战斗力的关键装备和有效手段。数据链的应用可以形成传感器----指控----射手（武

器）的一体化，使发现即摧毁成为可能。图 1 为 C4ISR 系统相关作战单元关系示意图，图 2 为 C4ISR 应用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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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图 2  C4ISR 系统应用模型 

4 我军指挥自动化应关注的问题 

指挥自动化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30 年来，我军指挥自动化的发展史，就是指挥自动化涵盖的要素

不断增加的历史，人们对它的认识也在不断更新。我军指挥自动化建设自 1978 年开始起步，经历正式列编、

调整精简、巩固发展和全面融合几个阶段，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随着军队面临着建设模式的根本转

型导致战争形态的根本转变，信息化战争对指挥自动化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必须不断创新发展，指挥自

动化才能跟上时代步伐，与时俱进，在信息化战争中指挥自动化这个龙头地位才能站得稳。 

与快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和获取战场信息优势的强烈需求相比，我军指挥自动化建设必须要转变机械化

战争时期的思想观念，加强自主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思想观念的转变是最根本的转变，没有思想观念

的更新，就没有指挥自动化建设的大发展。观念的超前与过时、先进与落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实践活

动的成败。当前，如果我们按部就班地、亦步亦趋地、仅仅从本部门、本专业去考虑指挥自动化建设，就

难以摆脱落后局面。要真正转变思维模式，努力从封闭的、守摊子等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中解放出来，确

立与建设信息化军队相适应的思维模式，强化前瞻意识，搞好顶层规划，致力于跨越式发展。如果不首先

更新观念，因为认识上的分歧而导致行动上的迟缓，我们将可能耽搁军事变革带来的历史机遇。我们既要

学习研究军事强国指挥自动化方面取得的成就，也要研究发现他们弱点和薄弱环节，尤其研究他们在信息

空间认知和物理空间行动链上的薄弱环节。同时要加强创新意识，没有创新就没有大发展，只能跟在别人

后面走，而且差距会越来越大，永远实现不了跨越。我们既要强调技术创新，也要强调机制创新，只有这

样才能大大加速我军指挥自动化装备的研制进度。 

5 结束语 

着眼长远，学习借鉴美军 C4ISR 建设成果，从我军未来的主要作战任务出发，建设适合我军实际需求的

指挥自动化系统，以此作为指挥自动化发展的主线，同时面对军事斗争准备的重点方向和面临的威胁，选

择不同阶段的建设重点。既要充分考虑未来战争形势和我军需具备的作战能力对指挥自动化的要求，又要

充分考虑指挥自动化的发展如何提高我军现实的联合作战和信息作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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