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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装备体系能力生成过程 

梁晓庆，黄魏，杨克巍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信息系统与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3） 

摘要：针对武器装备体系能力的特点，通过对能力需求的分析，提出一种武器装备体系的能力生成方法。在建

立“从顶向下”使命目标到能力的分解框架的基础上，阐释了目标分解、行动分解、功能分解和能力分析的具体过

程，给出了能力需求到能力方案的转化思路。通过对能力需求和现有能力水平的比较分析，确定了最终发展的能力，

为能力生成和评估提供了一定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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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eapon equipment system, through analysis of capability requirement, a 
method of weapon equipment systems capability generation is proposed. Based on establishing a top to low framework of 
mission objectives to capability decomposition, explains a detailed process of target decomposition, action decomposition, 
function decomposition and capability analysis, and provides some ideas on the translation of capability requirement to 
capability project. By comparing the level of capability requirement with existing capability, the final capability is 
determined; it can provide some ideas on capability generation and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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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武器装备研制生产作为消耗性产业，其发展影

响国家的经济发展，资源的稀缺性使得发达国家也

需要权衡发展武器装备体系的能力。而我国作为发

展中国家，有限的国防预算要求我军必须在发展能

力方面突出重点。面对未来的国际环境，为推进与

“基于能力的军队建设方针”相适应的国防采办改

革的重要举措，必须强调“能力”在武器装备体系

中的作用。故在武器装备体系使命任务到能力的分

解框架基础上，提出武器装备体系的能力生成方法。 

1  武器装备体系能力 

1.1  武器装备体系能力的概念 

武器装备体系是在一定的战略指导作战指挥和

保障条件下，为完成一定的作战任务，由功能上互

相联系、互相作用的各种武器装备系统组成的更高

层次系统 [1]。称其为体系，是为了说明它由众多武

器装备系统组成，且各组成部分间的耦合不如武器

系统组成部件间紧密。  

从系统的角度看，武器装备体系是一个复杂巨

系统，具有组成元素的运作独立性和管理独立性、

层次性、演化性、涌现性等特点。武器装备体系不

存在最优的目标，其控制规律是在体系运行过程中

为维持体系生存而涌现出来的，不能控制其演化。 
美国国防部军事术语辞典中定义能力为“一种

执行某项特定的作战行动的本领”；联合概念开发

与 修 订 计 划 （ Joint Concept Development and 
Revision Plan）将能力详细定义为“在特定条件下

通过各种方式方法的组合执行一组任务所达到的效

果的标准”。一般意义上，能力（Capability）通常

是指为完成一系列任务所具备的某项本领。 
上述定义折射出 2 种关于能力的理解或认识，

一是从系统已经具备的能力出发，即能力是系统完

成某项任务的本领，另一种理解为期望系统具备的

完成某项任务的本领，即潜力。从武器装备体系的

角度来看，在基于能力的武器装备体系需求工程中，

武器装备体系的能力对资源分配、需求定义、体系

结构及组成部分权衡有着重要的作用，对其进行需

求开发上承战略使命的分解、下接装备计划的建立，

是武器装备体系需求分析的关键环节[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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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将武器装备体系的能力定义为：武器

装备体系执行或完成作战任务所具备的“本领”或

应具有的“潜力”，由各种装备或装备系统通过各

种方式方法组合而成的武器装备体系在特定的条件

下完成一组任务的效果的标准化描述，是武器装备

体系的固有属性。 

1.2  武器装备体系能力的特点 

在武器装备体系的建设开发中，能力作为核心

要素，它独立于武器装备，通常具有以下特点： 
1) 高度抽象性 
能力是从装备的性能中抽象出来的，可能是几

种性能的组合也有可能是一种性能的分解。 
2) 层次性 
能力具有层次性结构，是可以分解的，分解的

目的是将一个层次比较高的能力细分为若干个低层

次的具体的能力。如能力可分为子能力等。 
3) 功能性 
能力以满足特定作战任务为目标，具有功能性。

能力是与具体武器装备的功能指标和性能指标相对

应的，能力需求的具体内容都是以描述武器装备体

系的功能性要求为主。 
4) 潜在性 
武器装备体系能力是在一定条件下，实现作战

目标所需要的本领。但当条件不满足时，这种能力

也是存在的，只是能力是潜在的，没有表现出来。 

2  武器装备体系能力需求研究 

2.1  能力需求开发的作用 

面向需求的能力综合考虑装备体系在客观的装

备性能和功能组合的基础上，具备完成任务的潜在

可能性与该体系在作战运用过程中具备的效能的结

合。这种能力体现的是各利益相关人员对于装备体

系建设和发展的一种期望和约束，更多地体现为一

种宏观、抽象、客观的描述。 
武器装备体系能力需求产生于现有装备体系的

作战能力与遂行未来的作战任务、使命存在的差距

和不足 [5]。武器装备体系的能力对资源分配、需求

定义、体系结构及组成部分权衡有重要作用。从美

国和英国国防部体系结构框架的建立以及美军

JCIDS 的应用可以看出：对武器装备体系的能力进

行需求分析是武器装备体系需求分析的关键环节。

因此，科学有效地规划和建设能力是指导一体化联

合作战条件下武器装备体系构建与发展的趋势。 

作战需求明确了武器装备体系要实现的作战使

命以及为了实现这个作战使命需要完成哪些作战任

务。实现这些作战任务需要相应的武器装备体系具

备一定的作战能力，并且这些作战能力之间必须能

够协同配合，实现联合作战。 
为满足未来作战需求，帮助顶层设计人员理解

支持未来各种形式的作战能力需求并以此定义武器

装备体系的外部特征，我军将“基于能力”的武器

装备体系的需求开发提上了日程，并将其作为重要

课题进行研究。“基于能力”的武器装备体系需求

工程是基于国家的安全战略使命，以能力需求作为

出发点，对我军的武器装备体系的未来发展进行需

求分析并明确用户需求的过程，也是满足未来作战

条件下能力需求对武器装备体系整体要求的体现。 
武器装备体系能力处在作战需求和体系需求之

间，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作战任务的完成需

要能力的支持，而能力需求指导武器装备体系的发

展和建设。所以，能力需求是武器装备体系需求的

核心，而作战需求是获取能力需求的源泉。 

2.2  能力需求分析 

在需求工程中，能力首先是一种从用户那里得

来的高级需求，其次才是一种完成某项任务的本领。

具体来说，就是用户希望目标系统所能达到的完成

预期目标的能力。能力需要需求分析人员参照一定

标准和经验，从作战人员表述的高级作战概念中抽

象概括得到。在抽象概括时，需求分析人员一般按

照目标系统所应具备的功能进行分类概括，得到不

同的能力概念，比如决策支持能力、信息获取能力、

信息管理能力等，因此，能力一般是功能性的。 
面向需求的能力综合考虑装备体系在客观的装

备性能和功能组合的基础上具备完成任务的潜在可

能性（概率）与该体系在作战运用过程中具备的效

能的结合。 
武器装备体系能力不是单一武器装备的作战能

力，而是存在于体系之中的综合能力。武器装备体

系能力需求超越了对装备层面的性能参数、战技指

标以及武器系统效能度量（MOE）的需求描述，它

是与作战使命任务紧密结合的综合作战能力要求。 
武器装备体系能力与组成体系的各个武器系统

能力之间是非线性关系，不能用各个系统能力指标

的简单叠加来表示整体能力指标，而应充分考虑组

分系统的相互作用。针对具体使命任务对各武器装

备系统按能力编组、按需要联合，实现武器装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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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一体化聚合和综合集成是形成体系能力的关

键，也是武器装备体系能力需求研究的重点[6]。 
在信息化战争条件下规划武器装备体系能力需

求，要从一体化联合作战整体能力需求出发，综合

分析主战装备与相关的保障装备、信息装备的能力

需求，确保同步协调发展。此外，由于战略环境、

使命任务、作战对手等诸多外部环境，以及体系结

构和组成系统等体系内部的不确定性因素，武器装

备体系能力需求具有动态演化和时变性特征。 

3  武器装备体系能力生成过程 

武器装备体系能力生成源于对战略目标或使命

任务的分解，在此基础上获得包括划分的能力以及

能力度量准则和范围的武器装备体系能力清单。武

器装备体系目标任务的完成是通过能力清单中单个

子能力间的交互及其在体系层次上涌现的整体效

果。因此，对武器装备体系能力进行分析，关键是

分析单个子能力的生成以及涌现出体系整体能力的

单个子能力之间的关系，具体能力生成过程如图 1。 
 

未来的环境（威胁技术等） 

国家安全战略 

联合作战 使命目标 

能力划分 能力需求 作战需求 

能力评估 当前能力

能力优先级 防务优先级资源约束 

军事威胁 能力发展集  
图 1  武器装备体系能力生成过程 

3.1  武器装备体系的使命任务的分解 

由武器装备体系的组成及其特点可知，对武器

装备体系能力生成进行研究，应遵循如图 2 的使命

到能力的分解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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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武器装备体系使命到能力的分解框架 

图 2 中，实心椭圆表示武器装备体系的使命目

标，实心圆表示武器装备体系使命下的任务，较大

空心圆表示完成任务所需要的能力，较小空心圆表

示能力分解得到的子能力，直线表示体系不同层次

间的映射关系，点划线表示体系同一层次内各要素

间的关联关系。 
由图 2 可见，武器装备体系的使命分解过程包

括作战领域分析和能力领域分析。更为有效地分析

划分为子能力级、能力级、任务级和使命目标级。 
在联合作战的背景和高层战略使命指导下，对

战略目标进行细化，可帮助作战人员等武器装备体

系的利益相关者了解到使命目标的完成是通过哪些

任务目标的完成来实现的。武器装备体系任务与能

力的关系就是描述武器装备体系能力对任务的支持

关系，即作战任务的完成需要哪些能力来支持，或

者能力能够支持哪些任务的完成。能力与任务的关

系中，任务来自使命的任务分解，能力与任务间是

多对多的关系，它们的分解必须在合适的粒度下才

能体现之间的支撑关系。高层次的能力又可继续分

解为低层次的子能力，这种分解体现的是武器装备

体系能力间的一种聚合关系，描述能力间的“整体

—部分”关系。能力间存在重叠关系，即某个能力

可能是其他能力的子能力，并不是完全的层次结构。 
武器装备体系使命目标到能力的分解框架将决

策者的顶层目标通过目标的层次化结构表现出来。

顶层目标按一定的层次结构不断分解，直到能确定

可度量、可操作的底层基本属性，有助于加深对武

器装备体系的理解和提高其执行可操作性。 

3.2  武器装备体系的能力生成具体过程 

武器装备体系能力生成起始于使命目标，通过

对武器装备体系发展构成要素、相互关系及其对联

合作战能力的影响分析，建立武器装备体系中各要

素间复杂的影响关系模型及联合作战能力需求与武

器装备体系需求的逻辑关系模型，从而实现从未来

作战能力需求到武器装备体系发展需求的转换，准

确评价武器装备体系能力对特定作战领域联合作战

能力需求的满足程度，把握和合理规划武器装备发

展方向，为未来武器装备体系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武器装备体系使命目标的完成是通过逐步完成

一系列的子任务、子目标而达成其使命的过程。使

命目标描述决策者的最高期望，目标按层次结构不

断分解，直到得到能度量的底层能力。武器装备体

系分解过程即是能力需求的生成过程，最后通过对

能力需求进行分析，得到能力方案集，如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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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武器装备体系能力生成具体流程 

1) 目标分解：对使命目标进行细化，将其分解

为相对独立的、粒度适宜的子任务、子目标，这种

分解可以帮助作战人员等武器装备体系的利益相关

者清晰地了解使命目标的完成是通过哪些子任务子

目标的完成来实现的。 
2) 行动分解：将目标分解所得到的子任务子目

标按其目标完成需要哪些作战活动来实现，明确任

务的实现途径，这是使命目标的进一步分解。子任

务、子目标的完成可以选择多种活动，但是认为它

选择的是系统功能发挥最好的活动。 
3) 功能分解：将行动分解得到的作战活动按其

完成目标所需的功能分解为能力需求集，子任务子

目标也可以直接分解为能力需求集。一个作战活动

可能需要多个能力来完成，不同的作战活动也可能

需要相同的能力，因此，可能存在一个作战活动对

应多个能力、一个能力对应多个作战活动的情况。 
4) 能力分析：当最终能力需求确定后，根据能

力需求之间存在的依赖关系以及能力需求的重要程

度或迫切程度（由高层战略决定），确定能力需求的

优先级关系。能力需求集能完成目标任务，但可能

存在一定的差距与冗余，不同的任务可能需要相同

的能力，有些能力也可能是其他能力的子能力。因

此，需要对功能分解得到的能力需求集建立能力评

估模型，在一定的技术、资源、费用等约束下生成

所需重点发展的能力，即最终能力方案集。 

3.3  能力需求到能力发展方案的转化 

通过对武器装备体系使命的分析将其分解成相

应的任务，再根据任务目标明确需要哪些作战活动

来实现，最后根据作战活动获取能力需求，此分解

过程明确了武器装备体系为了完成使命目标需要哪

些能力，但是为了确定能力的重要性和能力需求的

紧迫性，还需要对能力进行分析，发现能力差距，

减少能力冗余，并在明确现有能力的基础上将能力

需求转化成能力发展方案，现有能力是通过对武器

装备系统分析获得的，是系统已具备的能力，能力

与使命、系统间的关系如图 4。 
能力的发展具有时间节点，针对未来某时间节

点的作战能力，以及该能力要发展到何种程度等。

分析我军武器装备体系现有的能力水平，得出反映

体系现有能力的“轨迹”，与通过使命任务分解得

到的能力需求“轨迹”进行量化分析、比较，经过

对体系能力的评估，可能会出现 2 种情况，一是两

者没有交集，这说明需求完全没有得到满足即能力

缺失（shortfall）；另一种情况是两者存在交集，包

括 3 种情况：轨迹重合部分、在前者中但不在后者

中和在后者中但不在前者中。第 1 种情况说明现有

装备系统的能力恰好满足能力需求；第 2 种情况说

明现有装备的能力远远满足能力需求，存在一定的

能力冗余（redundancy）；第 3 种情况是能力需求

没有得到满足，即所谓的能力差距（gap），需要开

发新装备系统或增加关键技术的支撑。经过以上的

分析处理把能力需求转化为武器装备体系要真正发

展的能力即能力发展方案。通过对能力差距、能力

缺失、能力冗余等能力的辨识，再与相关利益相关

者交互，可开发出适宜的能力发展备选方案。 
 

系统层

能力层

任务层

使命层M1 M2 M3 

T1 T2 T3

C1 C2 C3 

S1 S2 S3

M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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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 

••• 

••• 

••• 

•••  
图 4  能力与使命、系统间的关系 

4  结论 

针对武器装备体系的战略需求对其能力进行研

究，可得到满足需求的能力，为能力发展指明方向，

能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虽然该研究给出了从能

力需求到能力方案的转化思路，但武器装备体系底

层能力如何达成顶层体系使命目标，还有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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