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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当前国际体系深度调整,世界新军事革命加速发展,军队战斗

力始终是国家或战略集团之间实力博弈的最后底牌。在人类历史

长河中,凡是丢掉这张“底牌”的军队,无一例外地成了亡国之军、辱

国之军,沦为历史笑谈和警示典型。西罗马亡于日耳曼人,宋王朝

败在国富而兵不强上;甲午之殇、南京大屠杀之殇,痛在兵多而力不

强。新的历史时期,习主席号召全军要“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

的根本的标准”,强调“军队建设各项工作,如果离开战斗力标准,就

失去其根本意义和根本价值”。“战斗力标准”是确保我军“能打仗、

打胜仗”的重大战略要求,对于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确保国家

安全与发展,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

史意义。

如何才能提升军队战斗力、锻造强军利剑? 习主席强调,要

从实战需要出发从难从严训练部队,着力提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

平。如今的战争模式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开战即决战”“发现

即摧毁”……从根本上改变着战争意志的表达方式。我们必须做

好军事斗争准备,视训练场如战场。

军事训练是军队和平时期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也是一种重要

的治军方式和管理方式。军事训练领域的每一次变革,都必将对

军队全面建设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带动思想观念、作战准备、技

战术革新等各方面的发展。走进如火如荼的训练“试验田”,一系



列创新实践像“倍增器”有力推动了战斗力的跃升。在漫长的人

类军事斗争史上,大量真实的战例都在向我们证明一条“训练出

战斗力”的硬道理!

为了让广大军事院校学生、军训学员以及军事爱好者了解军事

训练对提升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意义,我们编写了这本书。全书共分

为六章,分别从“训练是夺取战场制权高地的根本保证”“训练是推

动作战理论创新的实践源泉”“训练是检验战争方案设计的试验平

台”“训练是促进体制编制优化的长效动力”“训练是牵引武器装备

发展的重要推进器”“训练是锻造战斗精神的重要课堂”等六大方面

来进行探讨。

本书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本书系统总结了

军事训练对提升战斗力的多方面、多层次的作用,视野开阔、论述较

为全面。其次,本书主要采用案例编写方式,引用古往今来人类军

事斗争史上大量案例,用事实说话,以史为鉴,凝结了无数智慧的结

晶,也总结了前人的教训。行文生动活泼,故事引人入胜,具有较强

的可读性和说服力。最后,参与编写的人员均来自长期从事军事训

练和军事理论研究的专业教学团队,具有较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广博

的知识积累,对案例的点评不乏真知灼见。

当然,由于我们在编写过程中受人员、资料、研究水平和时间等

方面的限制,加之经验不足,纰漏在所难免,衷心地恳请专家和广大

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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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训练是夺取战场制权高地的根本保证

【导读】

  军队的战斗力不可能只通过实战进行检验和提高,还要依靠平

时严格的军事训练来形成和加强。如果说军人的任务有平时和战

时之分的话,那么平时的任务就是训练,战时的任务就是作战,平时

训练的目的就是为了战时作战。战场上残酷的事实告诉我们,只有

像打仗一样训练,方可达到像训练一样打仗的境界。必须瞄准战争

目标,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训练,不搞花架子、不玩假大空,

严格训练、严格要求。然而,历史上不严格训练的例子比比皆是。

国防大学马骏教授《晚清时期中国军队为什么没有战斗力》一文中

关于清军训练的描述,可谓是道出了清军不堪一击的真正原因。

清朝时期,军队的演习叫“会操”,朝廷每年都要举行会操,对军

队的训练进行定期考核与检查,各部队也要进行规模大小不等的会

操,如果检阅者对会操不满意,军官的晋升就成了问题。于是,各级

军官为了通过会操取悦检阅者,想着法地让会操变得好玩、好看、刺

激。如此一来,演习便变成了“演戏”。鸦片战争前,清军水师的船

只本来就落后,且长期积疾不修。等到要会操时,军官们便临时抱



训练出战斗力

佛脚,让画工在船上涂饰颜色,远远望去,整齐划一,非常好看。可

是,这种舰船根本经不住海上的风浪,更难在海上与敌交锋。所以,

当时人们嘲讽清军水师 “有水师之名,无水师之实”!

殷鉴不远,振聋发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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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训练是夺取战场制权高地的根本保证　

案例一 一江山岛作战的胜利

一江山岛,位于浙东沿海,主要由南一江、北一江两个岛屿组

成,面积约为1.7平方千米。发生在1955年1月的一江山岛战役,

是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在此进行的一场战役。此次战役规模虽

然不大,但却是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十分成功的海陆空三军联合渡海

登陆作战,其胜利与严密的战前训练及演练分不开。

一江山岛战役参战的军兵种有17个,考虑到陆地、海上、空中

的战场情况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作战行动协调困难,组织指挥复

杂,为了统一指挥各军兵种的作战行动,1954年8月,中央军委批

准成立华东军区浙东前线指挥部(简称浙东前指),任命张爱萍为司

令员兼政治委员。出于对政治、外交全局的考虑,中央军委要求参

战部队充分准备,确有把握后再发起攻击。为此,浙东前指组织参

战部队在研究具体战法、组织战前训练、统筹登陆器材、隐蔽作战企

图等方面进一步细化、完善作战方案,落实各项准备工作。张爱萍

特别要求 “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并指导参战部队从思想到战

术,从单一动作到海陆空的协调统一,从难从严进行苦练精练,为登

陆作战取得胜利打下坚实基础。

在登陆部队缺乏联合作战经验的情况下,战前演练是十分重要

的。张爱萍进行了周密细致的安排,并带领机关人员深入机场、码

头、舰艇、海岛等地探讨解决登陆作战的难题。1954年8月底,浙

东前指成立后不久,根据张爱萍的要求,拟制了三军训练计划,下发

参战部队执行分练任务。从8月至12月上旬,各参战部队组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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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出战斗力

施了军种分训分练。在这一过程中,步兵、炮兵、工程兵等部(分)队

由第60师组织实施训练。该师第178团、第180团与海军温台水

警区和浙江军区海防第1大队的56艘舰船,先在椒江口内河组织

演练,包括各分队编队、装载航渡、对岸射击等课目。因海门来往船

只太多不利保密,后转移至温州乐清湾清江渡附近,以营、连为单位

进行登陆训练,主要训练步、炮兵之间的协同。此时,南方正值多雨

和台风多发季节,部队演练时困难很大,如:因条件所限,搭乘登陆

艇的分队只是少数部队,大部分要乘坐帆船,战士们负重几十斤摸

爬滚打,登陆时要跳到齐腰深的海水中冲击。但各参战部队克服各

种困难,经过一个月的勤学苦练,初步树立了协同作战思想,掌握了

登陆作战所必需的技能知识,增强了合同作战意识。

1954年10月中旬至1955年1月上半月为三军合练阶段。为演

练和研究陆海空三军联合渡海登陆作战的组织指挥和协同动作,张爱

萍主持浙东前指两级指挥机关,按三军联合渡海登陆作战方案和协同

计划,对每个协同动作的步骤、时间做了精确计算,制订了切实可行的

作战协同计划表,要求各参战部队据此实施训练。从12月18日起,

参战部队在穿山半岛举行了3次模拟一江山岛守军防御阵地的联合

登陆演习,主要进行连和加强营的登船、航渡、登陆突破与纵深战术演

练,并组织火炮、舰船、轰炸机三者联合作战的组织指挥和协同动作。

这次实兵演习,按照预定计划,假设大小猫山为一江山岛之北一江、

南一江,从步兵营集结、上船到编队航渡都由海军指挥,登陆突破后

归陆军指挥。在登陆时,空军强击机群对敌之地堡、火力点等实施

俯冲扫射,炮兵和舰炮火力同时实施火力支援配合。张爱萍在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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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训练是夺取战场制权高地的根本保证　

场发现乘坐机帆船的部队距滩头几百米就跳下齐腰深的海水,在沙

滩涉水前进时,沙子进入鞋内影响战斗动作,当即指示战勤部门研

究解决。通过这三次实兵合练,参演部队从战役指导思想到战术技

术,从总体协调到关键细节动作,都逐一进行了反复研究、计算、演

练。这不仅提高了三军协同作战水平,也检验和完善了前指拟订的

作战方案和协同计划,为后来登陆作战的实施提供了科学依据。

1955年1月13日,登陆指挥所组织战前最后1次大规模演习。

演习开始后,4个登陆运输大队组成两路纵队向大、小猫山航渡,两

侧由舰艇中队进行警戒护航,在登陆运输大队之先头两翼实施火力

支援、压制和摧毁。2艘护航舰进行抵近射击,摧毁守军地堡,轰炸

机群、强击机群对守军火力点、防御阵地实施轰炸、扫射。随后,强

击机进行俯冲扫射,直接支援步兵冲击。在各方协同配合下,登陆

部队上岸速度与规定时间只差1分钟。登陆部队登陆后奋勇冲击,

很快占领守军第一、第二道堑壕,以无后坐力炮、喷火器向守军火力

点实施攻击,并迅即占领大猫山制高点。演习结束后,张爱萍说:

“今天看了你们联合演习,跟在突击连后面认真观察,登陆艇大队和

营指挥员组织得好,符合实战要求。通过合练,达到了解除顾虑、互

相信任的目的,为三军联合登陆作战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与此同时,张爱萍组织指挥参战的海空军部队,通过袭击、海上

封锁、空中突击等一系列作战行动,夺取了作战海区的制空权、制海

权。在张爱萍精心组织指挥下,参战部队群策群力,战前各项准备工

作进展顺利,真正做到了有备而战。

1955年1月18日,一江山岛战役正式打响。在华东军区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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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出战斗力

张爱萍的统一指挥下,华东军区出动舰艇188艘,航空兵22个大队共

184架作战飞机,并以地面炮兵4个营又12个连、高射炮兵6个营担

负火力支援和对空掩护,陆军则以第20军第60师第178团及第

180团第2营的兵力,乘登陆艇在一江山岛强行登陆。至1月20日

下午5时30分,经过三天战斗,人民解放军共击毙国民党军519人,

俘虏567人,至此一江山岛战役结束。由于华东军区战前已经取得了

战区制空权与制海权,国民党军的海空军当天未敢出动。在登陆前的

火力准备过程中,华东军区海陆空军的火力有效地进行了协调衔接,

在航渡期间更是有效地压制了大陈岛国民党军队的火力,从而保证了

登陆部队的顺利上岛。

战役的结果表明,人民解放军实行现代化战争的作战能力大为

提高,更为重要的是,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诸军兵种联合渡海登陆作

战的宝贵经验。

【案例评析】

“雄师易统,戎机难觅;陆海空直捣金汤,锐难当。”这是张爱萍

将军指挥一江山岛战役取得胜利之后写下的诗句,气势雄浑,慷慨

激昂。一江山岛战役是人民解放军首次陆海空联合作战,在我军历

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为诸军兵种联合渡海登陆作战积累了宝

贵经验。张爱萍将军通过从难从严的战前陆海空联合登陆作战训

练,在一江山岛战役中迅速夺取了预定战区的制空权、制海权,为战

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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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 恶劣天候练精兵

朔风怒吼,大雪飞舞,一股铁流在崇山峻岭之间蜿蜒穿梭。这

是某机械化师在严寒条件下利用恶劣天气组织坦克(装甲)部(分)

队进行冬季带战术背景的连行军训练。

几天前,该师所属坦克(装甲)部(分)队就接到了副师长带领机

关组织坦克(装甲)部队进行连行军训练的通知,官兵们群情振奋,

斗志昂扬,迅速做好各项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发。可已经过了三

天,还迟迟没有收到开进的命令。“不知机关咋搞的,是不是下错指

示了,还是因其他原因取消了这次训练。”“不会吧,谁有胆量敢开这

么大的玩笑! 况且是副师长亲自组织。”一些分队干部等得有些不

耐烦了,禁不住私下议论。

谁能想到程副师长正在导演一出“巧借天候,加强适应性训练”

的好戏。为搞好这次训练,副师长一段时间以来天天注意电视、广

播中的气象预报,时时关注天气变化情况,并责成机关人员与当地

气象部门取得联系,及时了解掌握当地的气象变化情况。尽管他已

经获悉所属坦克(装甲)部(分)队都早已做好充分准备,但由于近来

天气状况一直良好,所以始终没有下达出发命令。他在等待所需要

的“理想”天候。

这天终于等来了。刺骨的北风夹裹着棉团似的雪花铺天盖地,

气温骤降至零下28℃。很多同志都以为这次训练肯定是泡汤了。

一些同志埋怨:前几天那么好的天气,磨磨蹭蹭不搞,错过了大好机

会。这大雪纷飞的坏天气还能搞? 除非有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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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出战斗力

副师长望着漫天飞舞的大雪,自言自语道:“是时候了。”于是,

立即指示机关迅速向全师所属坦克(装甲)部(分)队下达“按预定方

案开进”的命令。霎时间,铁流滚滚,震天动地,副师长导演的“好

戏”开演了。

很多人对此感到纳闷:组织坦克(装甲)部(分)队的驾驶技能训

练利用平时好天气搞就行了,非得选这么恶劣的天气干啥? 万一弄

出点事故,岂不是自找麻烦! 何苦呢? 明摆着的道理,难道副师长

会不明白?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他更懂得什么是严格要求,什么

是严格训练,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的深刻内涵。

面对疑问,亲临一线组织指导这次训练的副师长没有正面回

答,只是给大家讲了这样一个战例: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冬季

到来后,德国法西斯军队除遭到苏联红军的坚决抵抗外,还遭受

到冰雪严寒等恶劣天候的威胁,陷于十分被动困难的境地,以致

最终落得“在大雪覆盖的平原上,德军的尸体比比皆是”的悲惨下

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德军战前对严寒条件下的适应性

训练重视不够,使得他们的“坦克经常在冰雪路上打滑,或从斜坡

上翻下去;火炮被冻住无法开动,或常常打不开炮门”,因而无法

适应在严寒条件下的作战。相比之下,苏军的处境要好得多。因

为他们在战前很长一段时间内,就普遍进行了严寒条件下的适应

性训练,所以士兵具有较强的耐寒能力和作战适应能力。特别是

经过严格训练的雪车炮兵部队、暗轮雪车部队和摩托化雪车步

兵,均能适应在冬季恶劣天候条件下的作战。这就使得苏军可以

比较顺利地袭击敌人的指挥机关和其他重要目标,截断敌人的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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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和交通线,最终夺取战争的胜利。

坦克“闪击战”理论的创造者德国名将古德里安在总结冬季作

战经验时着重强调:“冬季作战比任何其他季节作战都更需要周密

而长时间的准备。”因为,冬季的天候气象比较复杂,无论什么样的

恶劣天气都可能遇到。这个战例使大家明白了副师长的良苦用心,

都自觉地投入训练中去。

经过这次恶劣天候条件下的适应性训练之后,全师坦克(装甲)

部(分)队的驾驶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官兵们深有感触地说:“初次

在这种冰天雪地的严寒条件下进行驾驶训练,加之山路崎岖,有时

又是在夜间驾驶,真是有点害怕。一旦有了这样的训练经历,以后

不管遇到多么复杂的恶劣天候我们都不怕了! 假如没有搞过这样

的训练,一旦遇到类似的天气,恐怕我们就真的无所适从了。”

【案例评析】

“练为比、演为看”,还是“练为战、演为战”? 这是端正训风演风

的分水岭。该师副师长打破常规,巧借天候严格组训,不是避开恶

劣气候保安全,而是刻意等待不良天候组织练兵,这是贴近实战环

境,加强适应性训练,提高广大官兵的适应能力,提高部队战斗力的

有效途径。

案例三 神枪手四连

这是解放军陆军中一支有着传奇色彩的连队。朝鲜战场上,该

连队官兵创造了“单兵捉飞机”的经典战例;大比武赛场上,他们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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