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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通信指挥，是研究通信指挥理论与应用的科学，是军队指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门内涵丰富，
理论性、应用性和综合性较强的军事学学科。
通信指挥是随着战争和军队的出现而逐渐产生的，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的漫长发展过程。
冷兵器时期，指挥方式是在战阵内直接指挥或派传令官传令进行。
通信主要使用视听信号，或采用步、骑、船等手段进行传递。
近代以后，随着电报、电话等新型通信工具的出现，通信指挥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完善了通信指挥体系，增强了通信指挥机构功能，建立了指挥自动化系统，
改进了组织指挥方法。
随着战争和通信指挥实践活动的不断发展，冬们对.通信指挥活动的认识不断加深，通信指挥理论也逐
步得到发展和完善。
　　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高技术在军事上的广泛应用，不仅使战争形态、作战样式、作战方式方法
发生了变化，而且军队指挥对通信联络不断提出新要求，使通信指挥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其地位、作
用也越来越突出。
在信息时代，军事通信的本质属性发生了巨大变化，军事通信指挥的内涵和外延也随之发展变化。
信息化战争是以信息为中介的网络中心战，主要作战方式为一体化联合作战，与之相适应的军事通信
形态是“信息通信”。
以“网络中心战”为代表的信息化战争对军事通信指挥提出更高需求。
从“需求牵引”角度看，信息化战争要求军事通信从“以通主导”模式向“以信主导”模式转变。
以“栅格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为军事通信指挥提供了新的支撑。
从“技术推动”角度看，现代信息技术将使军事通信指挥更加具备数字化、综合化、智能化和一体化
等特征。
不论战争形态如何演变，军事通信所要解决的仍然是战争主体信息活动时空传递的障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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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包括军事通信指挥概述、军事通信指挥的一般过程、军事通信指挥方式方法、军事通信网系
、军事通信指挥谋略、联合作战通信指挥、信息化作战通信指挥、战役通信指挥与战术通信指挥等。
    本书既可作为军事通信学专业教材，又可作为军事任职教育及相关专业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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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通信指挥是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发展起来的。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通信兵的指挥机构很简单，仅在红军军团以上部队设通信主任或通信科。
在历次反“围剿”斗争中，红军以落后的通信装备为作战指挥提供了保障。
抗日战争时期，通信兵及其指挥机构有了很大发展。
1934年，成立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信联络局，1937年7月军委三局（通信联络局）设3个科，到1941
年6月设5处1科。
八路军总部及下属各师、新四军军部及下属各支队参谋处均设通信科。
晋察冀、山东、晋西北军区和其他战略区相继成立通信科。
　　为适应游击战争的特点，战略、战役通信实施集中统一指挥，战斗通信的组织实施强调主动性、
灵活性。
解放战争时期，通信兵逐渐壮大，指挥体制逐步统一，从军委到团、从军区到军分区基本按局、处、
科、股设置通信部门。
为适应大兵团作战需要，对通信兵的作战指挥更加强调集中统一指挥，不断积累和丰富指挥经验，指
挥理论也得到发展，逐步形成了以无线电通信为主，多种通信手段结合运用；统一计划、统一组织，
确保重点、留有后备；主动配合、密切协作、周密组织通信器材保障等通信指挥的原则和方法。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健全了各级领导机构，扩建了通
信机构和通信部队。
1950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设通信部，各军区、军种、兵种司令部设通信处。
1956年4月，通信部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部，成为独立的兵种。
此后，通信兵的编制体制几经调整，兵种领导机关于1975年改称总参谋部通信部。
各级通信指挥机构在解放中国大陆、抗美援朝战争和边境自卫还击的作战中，实施正确的组织指挥，
保证了作战指挥通信联络顺畅，并取得了指挥诸军种通信兵作战的经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通信兵着眼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特点和发
展规律，通过总结中外军事通信历史经验，开展军事通信理论研究，加强通信指挥建设，参加战备行
动、训练演习等，不断提高通信组织指挥能力。
随着近年来军事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建立起完善的通信指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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