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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军事技术的变革和战争模式的转变对国防科技人才提出了全新的需求，当前急需的国防科技人才按照职

能特点和工作对象可分为国防科技创新型人才、国防工程技术型人才和复合指挥型国防人才。针对所需

的人才类型，分别从学校、企业和国家层面提出多学科交叉融合、校企合作和终身学习三种促进人才培

养的措施。在线教育的便利性和资源的丰富性可以满足人们对于远程学习和个性化学习等方面的要求，

在本文提出的人才培养措施中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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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volution of military technolog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war mode have put forward new 
demands for national defen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lents. The currently urgently needed na-
tional defen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lents can be divided into national defen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talents, national defense engineering technical talents and compound com-
mand national defense talents according to their func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work object. Aim-
ing at the types of talents needed, three measures to promote talent training are propos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chool, enterprise and nation: intersecting and blending of multi-discip- 
lines,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and lifelong learning. The convenience and the richness of 
resources of online education can satisfy people’s requirements for distance learning and perso-
nalized learning, and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talent training measures proposed in this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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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新军事变革下，空海一体、网络攻防、体系对抗等新型作战形式不断涌现，这也对新的战争

形态下国防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和迫切的需求。习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把我军

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必须有一流军事人才。[1]”何为一流军事人才？习主席指出：“在高技术战争、

信息化战争的背景下，新型军事人才要有在世界舞台上应对各种挑战的素质能力。”[2]必须研究人才培

养的促进措施，举全国之力培养高层次国防科技人才。未来的教育模式必定是“互联网+”条件下的培养

新模式，应探索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满足新军事变革下国防科技人才的培养需求，加快培养从科技创新到

装备生产再到战争实践的各类型国防科技人才。图 1 所示为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 
 

 
Figure 1. Research contents 
图 1. 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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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军事变革下国防科技人才培养需求 

当前新军事变革下，战争形态正在由信息化向智能化转变，全球智能化武器装备迅猛发展。以人工

智能技术为核心的世界各国军事力量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是国防科技相关领域创新人才的

竞争，是作为战争主体的智能化核心武器装备制造人才的竞争，是战略领军人才对智能化武器装备掌控

能力的竞争。明确新军事变革下国家对国防科技人才培养的迫切需求，制定相对应的战略举措具有重大

意义。 
国防科技人才是以国防科技建设和军事需求为牵引，以一定的知识基础、学科基础和军民融合为支

撑的复合型人才。根据职能特点和工作对象的不同，当前新军事变革下急需的国防科技人才具体可分为

三个层次类型，分别为前端的国防科技创新型人才、中端的国防工程技术型人才和终端的复合指挥型国

防人才，如图 2 所示。国防科技创新型人才以面向知识和科研为主，核心在于“创”，是打赢现代化战

争的核心力量；国防工程技术型人才主要面向武器装备和技术，关键在于“造”，是打赢现代化战争的

中坚力量；复合指挥型国防人才以面向战略战术和装备为主，关键在于“统”和“用”[3]，对打赢现代

化战争起到决定性作用。 
 

 
Figure 2. Types of defen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lents 
图 2. 国防科技人才类型 

 
人工智能技术使得战争边界向深地、深海、深空、深网、深脑领域延伸，呈现出极深、极远、极微、

极智与无人、无形、无声的特点，全球智能化自主化武器装备迅猛发展。针对未来战争领域的延伸，我

国对人工智能基础层及技术层的重视不足，在一些重大基础研究、关键技术、重大工程和重点学科领域

中，国内公认、国际知名的原创型和复合型人工智能领域国防科技创新人才和国防工程技术人才严重缺

乏[4]。 
未来高技术战争需要懂技术、会管理、能指挥的复合指挥型国防人才。当今国际局势严峻复杂，军

事科技迅猛发展，要想紧跟世界军事局势变化，把握战争形态演变，在激烈的战略竞争和军事竞争中抢

占制高点，复合指挥型国防人才不仅要具有良好的国际政治、军事视野，主动进行战略规划，还要熟练

掌握和使用新型军事装备。西点军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指出要培养具有创新精神、敏锐的眼光和深谋远虑

的头脑的陆军军官[5]。 
目前我国培养的传统技术领域人才过剩，面向新军事变革下国防科技重大需求，以人工智能技术为

代表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创新型人才严重不足。2017 年 LinkedIn (领英)发布的《全球 AI 领域人才报

https://doi.org/10.12677/AE.2021.113152


蒋薇 等 
 

 

DOI: 10.12677/AE.2021.113152 972 教育进展 
 

告》显示，过去三年间，通过领英平台发布的 AI 职位数量从 2014 年的 5 万飙升至 2016 年的 44 万，增

长近 8 倍，AI 领域人才需求量急速增长[6]。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主体机构，在国防基础研究能力上薄弱，

技术储备与创新人才实践能力不足，尤其是对于新军事变革下的高技术武器装备的研制创新、军工先进

制造技术、国防战略前沿技术等方面的研究敏锐度不够，研究成效缓慢，支撑自主研发的国防新型武器

装备核心技术的团队和复合型人才亟待发展[3]，实际上世界一流大学制定的人才培养目标中都包含有创

新元素。 
为适应以智能化军队、自主化装备和无人化战争为标志的新军事变革下军队战斗力提升的需要，应

拓展人才培养渠道、改进人才培养模式，培养符合新军事变革下智能化要求的高素质国防科技人才和战

略领军人才。 

3. 促进国防科技人才培养的措施 

针对当前新军事变革对三类国防科技人才的迫切需求，分别从高校、企业和国家三个不同的角度提

出促进国防科技人才培养的措施。 

3.1. 多学科交叉融合 

创造性思维首先来源于知识，特别是跨学科知识、跨领域知识和跨界知识。因此创新型国防科技人

才和工程技术人才应该具备深厚而扎实的基础知识，了解相邻学科及必要的横向学科知识，通过知识的

不断融合培养创造性思维，用更为宽广的眼界进行创新创造，创新性成果往往产生在多学科的相互交叉

点上[7]。如图 3 所示，20 世纪 466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交叉背景的比例为 49.07%，占到几乎一半的比

例。复合指挥型国防人才更是需要多个学科的知识支撑。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涉及到计算机、

生物学、数学等多个学科，应该完善人工智能领域学科布局，设立人工智能专业，推动人工智能领域一

级学科建设。 
 

 
Figure 3. Proportion of Nobel Prize winners with interdisciplinary background in the 20th century 
图 3. 20 世纪具有交叉背景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占比 

 
高校是国防科技人才培养的主力军，建立跨学科交叉融合的国防科技人才培养体系可以更高效的为

国家输送需要的国防科技人才。世界一流大学非常注重学科交叉和协同创新研究，其一流学科在交叉与

集群、繁衍与辐射、引领世界的研究领域等方面良性循环发展。世界 100 所高校通过交叉集群、机制上

压缩学院构建集成交叉学科团队，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的 100 多种学位类型中，其中有 30 多种不属于某一

个学院或系，而是通过跨学科培养的。MIT 成立了“科学、技术和社会规划学院”，在自然、技术、人

文、社会科学四大类学科进行跨学科培养。而我国不少高校存在母系现象，不断扩充学院数量。 
高校应该探索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国防科技人才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师资结构、管理模式等。基于

未来战争对新技术的需求，设置新兴国防科技交叉学科和专业集群，培养复合型国防科技人才。改革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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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体系，探索建立面向复杂国防科技问题的跨学科课程体系和教学模式。建立跨学科实验室、研究智库

等科研平台，使各领域人才能够分工合作并共享交流，打破固有学科领域界限，组建跨学科、跨专业的

教学团队和项目平台，推动在国防科技领域各前沿学科间的交叉融合，进一步促进高校国防科技人才培

养目标的实现。 

3.2. 校企合作国防科技人才联动培养模式 

企业在国防科技人才培养中可以发挥重要的参与作用，企业与高校合作培养国防科技人才是一种非

常有前景的军民融合人才培养模式，可以丰富人工智能教育形式，并推动人工智能教育加速发展。 
我国目前校企双方在科研设施设备共享、人才培养、科研项目联合攻关等各个层面依然缺乏有效的

合作，学校的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没有紧密结合，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意识不够、积极性不高，大多数

高校在校企合作人才培养的构成中还流于表面，没有更深层次的实践。而利用军队一流院校和军工企业

的教育环境、资源，构建校企合作国防科技人才培养模式是实现校企双赢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校方要善

于提出新科学理论、探索新技术方法，通过与企业合作加速科研成果产出，大学生也可以获得实战能力，

因此更好的提升适应未来战争需要的全领域国防科技人才培养质量；企业要善于应用新技术、开发推广

新装备，通过与校方合作获得专业对口的高水平科技人才，加快国防现代化、智能化进程。校方科技创

新中的“发现”环节与企方成果转化中的“发展”环节紧密相扣，构成协同创新的基础[8]。  
以重点高校为基地，发挥军工企业和国防科研院所在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中的参与作用，建立军民融

合的创新人才联动培养机制，具体可采取的措施如图 4 所示。完善校企双方的沟通协调和决策机制，支

撑高校军民融合重点项目与创新人才培养计划的实施和发展。通过实行校企双导师指导模式实现导师之

间优势互补，利于学生知识的交叉和融合。设立创新激励机制，鼓励科研创新，实行反馈机制，实行进

行培养效能评估。通过无边界组织链实现知识在高校和企业之间无阻碍流动、传播、创新、转化和共享，

寓教学于研用，以研用促教学，培养过程中加强实践性科研训练，提升科研创新实践能力。 
 

 
Figure 4.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measures 
图 4. 校企合作措施 

3.3. 终身学习机制 

197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富尔报告》提出了两个相互关联命题，学习型社会和终身教育[9]。
2015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教育 2030 行动框架》，提出了“确保全纳、公平、有质量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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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进全民终身学习机会。”[10]这些文件说明终身学习成为高等教育的思想引领。 
军事领域是最具创新活力、最需创新精神的领域。汹涌澎湃的世界军事革命大潮滚滚向前，背后的

核心驱动力是创新和人才。创新型国防科技人才必须精通自己专业并能掌握所从事学科专业的最新科学

成就和发展趋势；复合指挥型国防人才要不断提高战略科学家领导素养，加强高技术素质养成。终身学

习的理念和机制可以发挥重要的保障作用。 
在国防科技人才培养的过程中要建立可靠的终身学习机制。如图 5 所示，一是确立终身学习的理念。

这是一个知识更新换代无比迅速的时代，创新和人才是军事竞争的关键，我们要在世界新军事革命中赢

得军事竞争主动，必须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二是提供终身学习的条件。通过职业教育平台和雨课堂等

线上学习工具，人们可实现随时随地学习，不受时空等地域的限制。三是形成终身学习制度。比如利用

国防科技人才的军产学研协同培养基地对军工部门的国防科技人员以定期、定任务的方式进行强化训练

和高精尖人才“回炉”深造。 
 

 
Figure 5. Lifelong learning mechanism 
图 5. 终身学习机制 

4. 在线教育的作用分析 

中国慕课(MOOC)建设从 2013 年以来迅猛发展，据统计，到 2019 年 7 月，全国有一万多门 MOOC
课程。而疫情期间，全国有两万多门 MOOC 课程免费开放，由此可见，当下是一个优质教育资源不再稀

缺的移动互联时代，互联网技术与教育教学结合使得优质教育资源得到普及，产生了一个“天下名师皆

我师”的时代。基于 MOOC 资源、SPOC 平台、雨课堂工具等的翻转课堂已经成为教育教学实践的热点。

因此，国防科技人才的培养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以“慕课 + 微课 + 翻转课堂”和“微信 + 移动网

络”等多种“互联网+”的方式，打造个性化的、即时反馈的、创新的、终身的学习体验，增加教育教学

的吸引力，丰富国防科技人才培养的手段方式。 

4.1. 在线教育的形式及特点 

目前对国防科技人才培养具有较大影响作用的网络在线教育形式有 MOOC、SPOC、微课和虚拟仿

真实验等。MOOC 作为服务社会学习者的网络学习资源，具备完整的课程体系，具有开放性、大规模和

实时性的特点，在人才培养中很受欢迎，同时，MOOC 在系统的可维护性、复用性等方面有独特的优势

[11]。SPOC 与 MOOC 形式相同，面向学习群体不同，对学生设置了限制性准入条件，达到要求的申请

者才能被纳入 SPOC 课程。SPOC 是结合实体课堂与在线教育的混合教学模式，既融合了 MOOC 的优点，

又弥补了传统教育的不足。微课是精心设计的、以知识点为单位组织的短视频，微课也是 MOOC 的一个

构成部分，但是由于时间短，便于观看和下载，学习者可以更高效的、有针对性的获取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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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仿真实验室是近几年在全球顶尖高校掀起的一股新风潮，我国教育部也提出建设一批国家虚拟

仿真实验教学项目，打造虚拟仿真“金课”，推进“智能+”教育。通过信息化手段结合学科特色，打造

富有科技感的多个学科虚拟仿真实验，虚拟仿真实验室相比传统实验室具有明显的特点。一是成本低，

教学质量更能保证；二是互动性强，提高学习主动性与效率；三是能够提供实操训练的机会。 

4.2. 在线教育对国防科技人才培养的促进作用 

在线教育的不断发展将重新定义学习的空间，打破线下教育存在的时空限制。学员可以根据自己的

学习目标形成个性化的学习计划，通过 MOOC 和 SPOC 平台等选择不同高校与科研院所的优质资源进行

线上学习，很容易实现跨专业、跨学科的知识获取。通过学科的交叉融合与优化，从而促进科研不断深

入和原始创新的积累。另外在进行线上学习的过程中，来自不同专业不同学科的师生们在一起还利于实

现知识众筹，实现多视角、宽领域研究思考问题，通过交流讨论碰撞出创新的火花。微课和 SPOC 等多

样化的在线教育形式也为终生学习提供了强有力的条件，有助于建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增强终身学习的

动力。无论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结合自己的需要与不同在线教育形式的特点选择合适的平台进行学习，

可以选择 SPOC 等进行系统性的专业课程学习，也可以选择微课等进行知识点的补充与强化。在线教育

也为校企合作培养国防科技人才提供了一种便利的途径，人才培养过程不再受学习环境的约束，学员可

以在学校、企业间灵活切换，理论知识的学习与实践能力的锻炼两不误。 
虚拟仿真实验可以丰富教学模式，大大推进教学资源共享化和教育信息数字化，从而极大的促进高

校对适应新军事变革的国防科技人才的培养。在高校实验教学中，有的实验器材及实验材料由于价格高

昂而无法普及，有些实验因为花费时间长而无法开设，虚拟实验教学可以克服这些限制，培养学员探索

精神和创造能力。虚拟仿真实验的开发为终身学习提供了很好的条件，虚拟实验室通过软件更新进行内

容升级，因此更新周期短、更新成本小，实验内容可以保持而且对于各个学生的情况可以详细的记录，

有利于教师教研工作的开展。 

5. 总结 

当今世界的新军事变革不仅使战争模式正在由信息化转向智能化，同时也对未来的国防科技人才提

出了新的需求。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主阵地，通过多学科交叉融合可以培养更加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

力的国防科技人才；企业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平台，采取校企合作模式可以提高国防科技人才的创新实

践能力和高新武器装备的自主研制能力；从国家的层面，建立终身学习的机制，倡导终身学习的理念对

培养高水平的与时俱进的国防科技人才具有重要的意义。用更新的教育方式与教育理念，才能培养出更

适应当下时代发展的人才，网络在线教育给国防科技人才培养提供了机遇和挑战，在线教育在高校多学

科交叉融合、校企合作培养国防科技人才和个人的终身学习中都可以发挥关键的作用，不但能够使学习

者更加自主的利用时间，还能有效整合优质资源，提升人才培养的效率。 

基金项目 

2019 年湖南省研究生优质课程建设项目《数字化测试技术》(X080405503)；2019 年湖南省研究生高

水平教材项目《机电控制系统设计与应用》；2020 年国防科技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无

人系统领域军民融合高层次国防科技人才培养体系研究(yjsy20200006)”。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R].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2]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习近平 2016“两会”重要讲话系列解读之六——习近平首次系统阐释“军队创新”思

https://doi.org/10.12677/AE.2021.113152


蒋薇 等 
 

 

DOI: 10.12677/AE.2021.113152 976 教育进展 
 

想学者解读三大要点[EB/OL]. http://cpc.people.com.cn/xuexi/n1/2016/0317/c385474-28207021.html, 2016-03-17. 

[3] 何海燕, 王馨格, 李宏宽. 军民深度融合下高校国防科技人才培养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双层嵌入理论和需求

拉动理论的新视角[J]. 宏观经济研究, 2018(4): 163-175. 

[4] 夏志勇, 刘希宋, 姜喜龙. 国防科技工业自主创新人才培育研究[J]. 经济研究导刊, 2007(8): 167-169. 

[5] 陈锋, 任玉彬. 美国西点军校人才培养模式及其特点[J]. 继续教育, 2015(6): 80-82. 

[6] 方怡君. AI 领域人才需求激增: 有理论懂市场更受欢迎[N]. 新京报, 2017-10-09. 

[7] 别敦荣. 论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模式及其改革[J]. 中国大学教学, 2011(11): 20-22. 

[8] 陈坚. 把产教深度融合摆在重要位置[N]. 人民日报, 2018-04-03. 

[9]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学会生存: 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7: 1-3. 

[1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30 年教育——仁川宣言和行动框架[Z].  
https://www.gcedclearing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s/245656c.pdf, 2015. 

[11] 薛慧芳. 基于人才培养的慕课在线教育平台架构设计[J]. 经济研究导刊, 2017(9): 159-162.  

https://doi.org/10.12677/AE.2021.113152
http://cpc.people.com.cn/xuexi/n1/2016/0317/c385474-28207021.html
https://www.gcedclearing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s/245656c.pdf

	新军事变革下国防科技人才培养需求及促进措施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Research on the Training Demandsof National Defense Science andTechnology Talents and ItsPromotion Measures under the New Military Reform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新军事变革下国防科技人才培养需求
	3. 促进国防科技人才培养的措施
	3.1. 多学科交叉融合
	3.2. 校企合作国防科技人才联动培养模式
	3.3. 终身学习机制

	4. 在线教育的作用分析
	4.1. 在线教育的形式及特点
	4.2. 在线教育对国防科技人才培养的促进作用

	5. 总结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