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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军事科技发展史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明确军事科技的温义、

地位及其一般特征，掌握《军事科技发展史》的研究对象和主要

内容，初步了解军事科技发展的历史概要，并懂得研究军事科技

史的重要意义，是学好这门课程的基础。

第一节 军事科技与《军事科技发展史》

学习和研究军事科技发展史，必须明确什么是军事科技，它

的主要特征及其在军事领域中所处的位置，并初步了解军事科技

发展史所涉及的内容如军事科技发震的一般规律。

一、军事科技及其特征

军事科技是指人们在武装斗争领域中，根据战争的特殊需

要，运用自然规律创造的军事物质手段和有关知识、经验、技能

的总和。它包括人们在社会实践中认识自然规律新形成的与军事

斗争有关的理论、经验和技能，及运用这些知识与技能所形成的

军事装备、军事工程设计方案和技术措施，也包括人们将军事科

技知识物化雨形成的军事物质设施和物鼓手段。

军事科技是自然科学技术的组成部分。自然科学技术以学科

划分，可大致分为基础学科(天、地、生、数、理、化)和应用

学科(工、农、医、军) ;以层次划分，可分为理论自然科学、

技术科学和工程技术 e 军事科技从学科上说属于自然科学技术的

应用类学科，从崖次上说属于技术科学和工程技术。军事科技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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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自然科学技术的门类一样，以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为根本途

径，以改造客观世界为根本目的。但是，军事与战争是人类社会

的一种特殊班象，它的发生和发展与自然界发生的现象存在着一

定的差异， !N l比战争的规律是军事科技特别需要认识和利用的。

同时，军事科技用于人与人的斗争，它与一般自然科学技术用于

人与自然的斗争也是不同的，有其自身的特点。

军事科技也是军事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科学是关于战

争性质、战争规律、武装力量和居家的战争准备以及战争进行的

方法的知识体系。其中包捂军事学术(战略学、战役学、战术

学)理论，军事建设(兵员、兵辑、技术装备、军队的动员与补

充)理论，军事丑11练与教育〈培养具有优秀思想品德、相应的军

事知识与能熟练掌握和运房兵器的指挥员、战斗员〉理论，军事

经济与后勤保障〈发展军工生产、筹主自军费来源、保障物质器

材〉理论等等。睡着军事斗争的发展，军事科学与其地社会学科

及自然科学技术各学科之前的联系且益紧密.由此派生出一些专

门的学科，如军事地理学、军事心理学、军事科技学等等。军事

科技特指"军事技术科学"和"军事工理挂术"。

军事科技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以其物质成果的功能

分类，有困种类型 z 第一，具有直接毁伤敌方人员设备功能的兵

器制备技术。其中又可分为常规武器与非常规武器的制备技术;

冷兵器与热兵器的制备技术;民兵器与短兵器的制备技术;固定

武器与活动武器的制备技术;菇军武器、空军武器、海军武器与

特种兵武器的制备技术等等。第二，具有保护己方人员和设备功

能的军事工程技术。包括筑域技术、野战 I~事技本、排障与设障

技术、伪装技术、舟桥技术等等。第三，具有控制部队与战斗进

程功能的情报、通信和指挥技术，包插军事镇察技术、军事通信

技术等等。第四，具有满足部队军需供应功能的后勤保障技术，

包捂物盾保障技术、军疗保障技术、交通保障技术等等。军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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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以颈定的目的分类，可以分为三类 z 一是纯粹为了战争和军事

需要商产生的，如各种兵器始制备技术;二是兼及军事和其他需

要雨产生或先用于军事后向民用转化的，如通信技术、核能技

术、舰空航天技术等等;三是为了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需要而

产生而后移植到军事领域的，如建筑技术、医疗技术、交通运输

技术等等。军事科技以产生的年代划分，可以分为古代军事科

技，近代军事科技和当代〈或现代)军事科技。

军事科技是梅或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是衡量虽家军事实

力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条件。随着军事科技

的发展，它在战争中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窍，特别在现代战争

中军事科技在军事领域的各个环节上都显示出巨大的成力。邓小

平同志指出，科学技术是第←·生产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军事科

技就是战斗力 e 当然，战争是交战政方军力、经济力、人力和人

心的全面较量， 1圭何军事科技与武器装备都要靠人来掌握。因

此，在战争中人的因素是起决定作用的。只有依靠高素质的人，

才能有效地发挥军事科技的作用。

军事科技的主要特点是 z 第一，具有明确的吕的性。军事科

技产生和发展的最终 5标就是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无论萤定目

的是否直接用于军事和战争，柜关的科学技术一旦进入军事科技

范嚣，其白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在武装斗争中取得主动权并最

终赢得胜利。第二，具有一定的整体性。军事科技是客观物质因

素与主观精神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在军事科技中，客观的物质

菌素〈军事设鹿和兵器〉和主观精神因素〈知识、经验和技能〉

是统一的奋既不能克军事科技仅仅理解为一种物质手段而忽略了

人的知识、经验和技能，也不能提军事科技看做纯粹的精神嚣素

市忽视了它的客观物质医素。同时，军事科技各部分在内容和结

构上也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不可分割的。第三，具有相应的

综合性。军事科技是反映和利题自然规律和军事规律的结果。军

.3. 



事科技从总体来说，是对自然界各种物贡属性的认识和运蜀，一

般自然科学技术的内容均能够为军事科技所采纳。但是，由于军

事和战争有其特殊的规律，诸如攻与防、战略战役战术中的规

律，以及与军事主体裙关的生理、必理等等因素，军事科技必须

进行综合撞研究。第匹，具有突出的实践性。军事科技既是军事

实践的产物，也在军事实践中表现出来。就某→项军事科技来

看，一毅都是提据军事和战争的需要，应用相关的自然科学和军

事科学的知识形成军事技术原理，然后经过规娃、设计、生产，

制造出合用的军事装备，并在实践中进一步改进。实践贯穿于军

事科技发展的全过程。第五，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军事科技与高

素盾的军事主体相结合，与先进的军事思想、科学的军队编成、

严格的军事训练、正确的军事指挥和可靠的后勤保障相配合，能

够在战争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二、《军事科技发展史》的研究对象和主要内赛

军事科技发展史是关于军事科技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科

学。它着重研究在生产实践和军事实践的基础上将→般自然科学

技术运用于武装斗争，并形成自身独特研究领域与科技成果的历

史。人类社会自从有了战争、军队以后，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

人们除了研究和探讨战争的规律、制胜的谋略之外，还特别重视

和j层和借助于自然力以取得主动地位。人们在长期的军事实践

中，不断地积祟着相关的经验和技能，又不断地用这些经验和技

能改进军事装备，并且运用理论自然科学和民居技术来加以创

造、丰富和完善。经验和技能不断积累的过程，→般自然科学技

术不断吁i进"的过程，军事装备不断的改进过程也就梅成了军

事科技发展的历史。

在把一门学科都在于研究其内在规律。军事科技作为一种社

会现象，在发展过程中与社会的各个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渗

透，梧互作用，表现出一定的规律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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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军事科技与军事、战争诸要素之间的联系。首先，军

事需要是撞动军事科技发展的动力。在阶级存在的社会中，国家

安全是很重要的事情。因此，国防和军事的需要往往是撞动和激

崩军事科技发展的一个最有力的因素。军情如火，迫使人们在与

军事相关的科研上舍得大量投资，组织大规模的科研，集中人

力、物力、财力进行攻关，由此加速了军事科技的发展。英国的

科技史学家贝尔纳说"科学与战争一直是极其密切地联系着的:

实际上，踪了 19 世纪的某一段期间，我1fJ可以公正地说，大部

分重要的技术和科学的进展是海陆军的需要所直接促成的。吨，

其次，军事科技的发展，受军事思想和战略、哉术的指导。一般

说来，军事哉略思想、军事学术的变化，能够影响战争的时空形

式、战略战术和作战样式以及军队编成，这就不可避免地对军事

科技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而锥动了军事科技的发展。同时，军事

科技也对军事患想、战略战术乃至军队建设产生重大影响。恩格

斯曾指出"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它们费立刻

就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员的意志茹引起作战方式上

的改变甚至变革。"②"撞着新式武器即火器的发明，军队的全部

内部组织就必然改变。"③军事科技推动了武器装备的更新，推

动了军队结构、编成的不断完善，推动了作战样式的不断更薪，

推动了军事效能的不断提高。

第二，军事科技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军事科技的发展

受到军事、战争诸因素的帮约，但是归根结底取决于国家的经济

发展水平， ep受生产力的制约。患格斯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曾

经指出"增长了的生产力是拿破仑作战方法的前提;新的生产

① 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第 241 页。

② 《弓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第 187 页。

③ 《毛主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s 卷.第 476 页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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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iß同样是作战方法上每次藉的改进的前提。铁路和电报现在在

政圳战争中一定会给一位有才子的将军或陆军部长采取薪的方法

的祝会。"①军事科技的发展之所以受制于社会生产，是因为社

会的物质生产为军事科技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生产实践又是

军事科技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掠泉之一。与此离时，军事科技对社

会生产又具有反作用。一方噩，军事科技的发黑使战争的规模和

破坏力不断增强，这是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运用最薪的科技成

果于战争将对生命财产造成更大的提失;另一方面，军事科技又

可以转化为民用技术，大大地提高社会物质生产的能力。

第三，军事科技与一般科学技术的关系。人类早期的科学技

术没有严格的区分，奴隶社会以后科学逐渐与技术分离了，本世

纪以来科学技术在分化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综合，一体化趋势越

来越明显。在这一体系中，理论自然科学是基础，技术科学是中

介和桥梁，工程技术是科学的应用。军事科技必须依赖于理论自

然科学的成果，一般说来自然科学前最薪成就往往首先用于军

事，引起军事科技的变革。军事科技又要依托于民用技术，没有

员用技术的支撑，军事科主主就难以实现和发挥自己的作用。但

是，军事科技对一般自然科学技术也具有反作用。 一方面，军事

科技的发晨，向理论自然科学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并提供了薪的

实践内容，这就便进了理论自然科学的发展;另一方面，民用技

术可以转化为军事科技，市军事科技也丐以转化为民黑技术，军

事科技与民用技术招辅相成，互相番透，共同发展。军事科技通

过战争有破坏科研环境、毁坏科技设备等阻碍科学芸术发展的消

极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

第四，军事科技内部诸因素的关系。军事科技还有着自身的

矛盾运动，战争和军事科技的发展本身就充满着辩证法。有矛必

①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军事文选》第 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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