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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为上、下两卷。
上卷是从哲理的角度对军事技术的一些基本问题展开讨论，比如军事技术的本体是什么，军事技术的
矛盾运动及其规律，军事技术的价值效用，军事技术是不是第一战斗力的问题，以及军事技术革命等
有关问题。
由此构成了军事技术本体论、军事技术进步论、军事技术价值论、军事技术战斗力论、军事技术革命
论等上卷的五篇内容。
这些问题，更多地是探讨军事技术的本质、属性、规律，以及机理、模式、机制等，是任何军事技术
所共有的原理，所以将上卷称之为军事技术基本原理。
下卷是针对军事技术发展面临的重大机遇和挑战，讨论我们的应对策略，故称之为军事技术方略。
鉴于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经济全球化、军事信息化浪潮，正在以雷霆万钧之力席卷世界各地，极大地
推动着新军事变革的进程，军事技术发展出现了大融合、大转移，科学技术化、技术科学化，技术文
化碰撞，以及军事技术系统发生深刻变革等前所未有的新特点、新情况、新问题。
这些事关全局、影响深远的重大现实问题，引起了世界各主要国家的高度重视，于是纷纷调整军备方
针，寻求军事技术发展的最佳策略，以谋求未来军事上的战略主动。
在这种大背景下，探索我国军事技术发展的方略，形成了走大融合之路、乘大转移之势、强化科学支
撑、塑造技术文化，以及提供法律保障等下卷的五篇内容。
旨在推进军民技术大融合、在大转移中提升创新能力、在现代科学的支撑下实现军事技术的突破、塑
造以技术人本主义为主旨的技术文化，以及为军事技术系统变革提供法律保障等方面，提出自己的意
见和建议。
    本书分十篇32个章节，从哲学层面出发，对军事技术进行了深刻揭示，其内容主要涉及军事技术本
体论、军事技术价值论、军事技术革命论、军事技术与文化和法律的关系等。
该书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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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康学儒：男，汉族，1944年3月生，陕西绥德县人，中共党员，大学本科，空军大校，高级工程师，空
军装备部原装备工作研究室主任。
先后在部队、研究所、修理厂、机关从事过技术工作、管理工作和研究工作。
曾主编和参编并在军内出版发行的有关装备方面的书十多部，2004年著《装备论》，在全军、空军相
关刊物发表文章30多篇。
曾获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一项，空军军事理论研究成果特别奖一项、二等奖一项。
先后荣立三等功三次，两次被总装备部聘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装备维修工程技术专业组成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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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大融合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意义  　第三章  军事技术大融合应把握的几个重点  　第四章  实现军事
技术大融合的关键是构建军民融合的创新体系　第七篇  在大转移中发展  　第一章  技术转移概述  　
第二章  技术大转移与军事技术发展  　第三章  在技术大转移中军事技术发展需关注的几个问题　第八
篇  强化科学支撑  　第一章  科学及其与技术的关系  　第二章  科学对军事技术的支撑作用  　第三章  
强化科学对军事技术支撑的意义及措施　第九篇  塑造技术文化  　第一章  技术与文化  　第二章  科技
文化与人文文化  　第三章  大力塑造以技术人本主义为主旨的技术文化　第十篇  提供法律保障  　第
一章  新时期军事技术发展需要提供法律保障的缘由  　第二章  为新时期军事技术发展提供法律保障的
几点设想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军事技术论>>

章节摘录

　　第一篇　军事技术本体论　　第二章　军事技术结构　　研究军事技术结构，旨在通过探讨军事
技术的基本要素、系统结构和体系架构，从内部结构原理的角度，回答军事技术的一些基本问题，也
为后续其他问题的研究创造条件。
　　一、军事技术的基本要素　　无论何种军事技术，其基本要素大体由三部分组成，即由实体要素
、智能要素和工艺要素组成。
　　（一）实体要素　　军事技术的实体要素是以技术的物质手段、物质载体和物化实体为其表现形
式。
物资手段主要包括工具、仪器、设备等物质实体。
比如，各种探测仪器设备是探伤技术的物质手段。
物质载体主要包括各种承载技术的平台、物资器材等物质实体。
比如，通信电缆是通信技术的物质载体。
物化实体是军事技术存在的物质形式，包括各种人工自然物。
比如，飞机是航空技术的物化实体。
　　实体要素显然是军事技术的基本要素之一，但并不是说实体就是军事技术。
正如我们不能把超声波探伤仪叫做军事技术，也不能把同轴电缆称为军事技术，更不能把飞机、坦克
、舰艇等军事装备等同于军事技术一样。
在技术构成要素的问题上，学术界存在有“技术没有物”和“技术就是物”两种相左的观点。
持“技术没有物”的观点认为，技术是不包含物质成分的，或者说技术中没有一个物的原子。
他们认为，技术是除工具、机器以外的方法、工艺和观念。
另一种“技术就是物”的观点认为，技术在本质上就是物，技术是社会生产劳动手段的总和，技术是
劳动手段、生产工具和一切用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实物。
应该说，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也都有偏颇之处。
如果没有物质实体，技术没有载体、没有手段、没有存在的形式，何以见得技术呢？
当然，我们说物质实体是技术不可缺少的基本要素，但也不能就把物质实体等同于技术，认为技术就
是物。
　　军事技术中，作为实体要素的物质，在不同的技术中所占的份额或所起的作用则是不同的。
一般说来，知识密集度很高的技术与知识含量低的技术相比较，前者的实体要素所占的份额和所起的
作用比后者相对的要少一些。
比如，储存软件的光盘这一实体占信息技术中的份额，与古代长矛中实体所占的份额，显然后者要大
一些。
此外，技术实体要素在技术中的作用也是相对的。
同一实体要素在这一技术领域中可能起载体作用，在另一技术领域中可能起手段作用，也可能是技术
物化的实体。
比如坦克这一装备，从设计制造技术来看，它是坦克设计技术和制造技术物化的实体；但从操作使用
技术来看，它成为坦克乘员实施作战训练的手段。
同一装备，设计制造阶段是设计制造技术的实体要素，在部队训练期间是训练技术的实体要素，退役
报废时，则成为报废处理技术的实体要素。
实体要素的这种相对性，使军事技术呈现出少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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