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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江泽民主席在十六大报告中要求全军：“适应世界军事变革的趋势，实施科技强军战略，加强质
量建设。
”在其他场合，江主席也多次阐述过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并明确指出要开展有中
国特色的军事变革，走军队信息化和机械化建设同时并举的复合式发展道路。
江主席关于世界新军事变革和军队信息化建设的精辟论述，内涵极为丰富，思想极为深刻，具有鲜明
的时代性、创新性和指导性，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军事领域的扩展和延伸。
2003年5月，胡锦涛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听取军事科学院关于世界新军事变革问题的汇报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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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信息时代大踏步向我们走来的今天，在社会信息化、网络化迅猛发展的当今世界，深入研究、全
面认识、准确把握方兴未艾的世界新军事变革显然十分重要。
 　　世界新军事变革是人类文明有史以来影响最广泛、最深刻的一次军事变革。
它首先发生发展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尔后逐渐扩展到全世界。
 　　当前，世界新军事变革已由初始展开阶段进入深入发展阶段。
目前的基本状况是:各国军队都在积极采用民用信息技术和大力开发军用信息技术，并在某些方面有重
大突破；各国武器装备的信息化建设全面启动，某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武器装备体系正大举实现信息化
；军事理论创新层出不穷，提出了信息化军事战略、信息战争、第6代战争、信息行动、信息斗争、
网络中心战等战争和作战新概念；军事组织体制革命尚未全面展开，机械化军队的体制编制基本没有
触动，但也提出了一些变革设想，组建了少量试验部队；一些国家开始培养信息战和信息技术专家等
新型军事人才，但军事人才生成机制的根本性改革尚未启动；各国开始探索信息时代进行军队建设的
途径，并初步摸索出一些建设信息化军队的基本思路与方法；个别国家军队启动了后勤革命，开始建
设信息化后勤。
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发展趋势是:在军事技术方面，正由军事工程革命走向军事信息革命；在武器装备发
展方面，正由机械化武器装备体系全面向信息化武器装备体系过渡；在军事组织体制方面，正朝着“
便于信息快速流动与使用”的方向发展；在军事人才生成方面，正积极培养信息时代的知识型军人；
在战争形态方面，机械化战争正在经过高技术战争阶段向信息化战争转变。
 　　研究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根本目的是，把握规律，参考借鉴，推动有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顺利展开
和高效运行。
为此必须在借鉴外军的基础上，运用信息化军事思维方式，根据国情军情，进行深度军事理论创新。
 　　本书内容分为五大部分。
一是论述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动因与条件、实质与内涵、基本内容与特征。
二是介绍21世纪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新发展，如信息战理论的新突破、加强信息优势的新举措、数字化
部队建设的新进展以及世界主要国家陆军的转型等。
三是阐述新军事变革的核心问题———军队信息化建设的理论、内容、方法。
四是用当代活生生的战争实例说明新军事变革的现实存在和鲜明特点。
五是对我国应对世界军事变革挑战的战略思考与建议。
 　　本书是作者近年来研究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最新成果。
值得读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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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信息化军事形态的产生与发展　　信息化军事是信息社会或信息时代的典型军事形态，它
是在机械化军事形态进入成熟期并走到尽头的情况下，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而逐渐形成的。
信息社会最早起源于20地纪50年代的美国，其主要表现有三：一是尽管当时美国的大部分工业部门仍
然欣欣向荣，但某些传统工业的产值，不是在日益减少，就是增长速度放慢，这说明传统工业开始成
为“夕阳产业”。
二是1956年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从事技术、管理和服务的白领人员在数量上超过蓝领工人。
这表明美国的工业社会不久将让位于一个“大多数人处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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