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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战争是人类诅咒的恶魔。
人类希望消灭战争，或以战止战，或消极避战，结果都事与愿违。
战争不但没有止步，反而频频光顾全球各个角落。
作战样式不仅越来越现代化，而且破坏程度越来越猛烈。
仅在20世纪上半叶，人类就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涂炭。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33个国家15亿人口卷入战争，战火遍及欧洲、非洲和亚洲。
交战双方共动员兵力7000余万人，亡l000万人，伤2000余万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波及各大洲、大洋，正式宣战的国家60余个，直接或间接卷入战争的国家80余个，被
卷入战争的人口约17亿，占世界总人口的80％以上。
在这场战争中，军民伤亡1亿多人、死亡6000多万人，消耗军费13000亿美元，物资损失高达42700亿美
元。
让战争远离现代文明、让世界永保和平，是两次世界大战留下的深刻启示。
但是，现实无法代替理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类经历冷战和后冷战时代，局部战争此起彼伏
。
因领土、宗教、民族、经济等问题引发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从来没有停止过。
地球南北之间的贫富差距继续拉大，越来越多的国家拥有核武器，强权政治在国际舞台上肆虐，恐怖
主义活动猖獗，人们渴望和平，但不得不准备战争。
　　从人类有史以来，军备成为任何一个国家、民族为谋求安全与发展而必须考虑的问题。
历史上，无论是称雄千年的庞大帝国还是势薄力单的孱弱小国，都希望通过军事变革创造奇迹。
在当代，无论称霸世界的超级大国，还是渴望生存的发展中国家，都不敢放松军事发展。
然而，军事的强弱体现的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只有依托国家的整体发展，军事变革和军事改革才
能有持续而强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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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抢占制高点：世界部分国家新军事变革情况追踪》详细论述了世界军事变革的基本概念、判断
标准和历史分期；完整回顾了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孕育过程；透彻分析了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启动原因；
分别介绍了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印度、中国实行新军事变革的方法步骤和经验
教训；准确概括了世界新军事变革的主要特点，并科学预测了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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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就海上作战战法而言，掌握海洋环境参数及其变化与掌握敌情态势同等重要，是在作战准备和临
战对抗行动中取得主动权所不可或缺的条件。
只有准确了解战区水面、水下和海空的敌情及环境态势信息，并对其进行整合，才能制定科学的作战
方案；才能作好对空、对海、对港或对岸的战斗部署；也才能对威胁目标迅速跟踪、识别瞄准并提高
远距离精确打击能力；与此同时，还需掌握港口、基地、航道及附近海区的敌情和环境信息。
因此，使海上官兵了解并利用环境因素以取得军事优势，是现代高技术条件下作战的一个主要方面。
　　军事海洋技术的提出和发展，使海军装备技术和海军军事能力的发展面临新的历史转折点，其意
义和作用非常重大。
世界主要海洋国家，在经济和军事需求的牵引下，都在大力发展海洋高技术，各自制定了21世纪的发
展战略和规划。
其中，军用和军民两用技术占很大比重。
关注的热点有：武器系统的海洋环境技术；无人智慧潜水器技术；海洋水声环境和目标探测技术；海
洋信息观测、接收、处理、传输和网络技术等。
　　武器系统的海洋环境技术。
从1991年起，美国国防部逐年编制的《国防科学技术战略》和《国防关键技术计划》中，新增加1项被
认为是对美国武器系统的长期质量优势有很大贡献的“武器系统环境技术”，或称“环境效应技术”
。
其基本内容包括对海洋和大气空间环境要素及其变化的探测、表征、预测、建模与仿真，以及武器系
统与其工作媒体和人为现象的相互作用的研究。
近年来，美国又进一步强调海洋作战空间环境知识对联合作战计划的重要性，把对海洋作战环境的空
间、时间易变性的预测和仿真，把准环境效应综合到传感器、平台、结构、海军系统的设计和使用，
当作棘手的挑战；计划还要求为海上官兵提供一个清晰的战术画面，赋予其战术决策工具，以便透过
利用环境易变性取得对敌作战优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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