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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顶层设计能力是组织、管理和实施军队建设各类人员都必须具备的基础能力。当前军事类研究生顶层设

计课程未充分考虑首次任职与职业发展的结合，难以培养出懂体系、建体系、用体系的学员。本文采用

体系结构设计方法，从能力视角、知识视角、素质视角出发，提出军事类研究生顶层设计课程建设框架，

为顶层设计课程体系梳理以及实践项目开展提供支持，为军事类研究生顶层设计人才培养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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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op-level design capability is the basic capability that must be possessed by all types of per-
sonnel in organizing, managing and implementing military construction. The current top-level de-
sign courses for military postgraduates do not fully consider the combination of first 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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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areer development, and it is difficult to cultivate students who understand, build and use the 
Systems-of-systems (SoS). Via the perspective of ability, knowledge and quality, this paper adopts 
the architectural design method, proposes a framework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op-level design 
courses for military graduate students, which provide support for combing the top-level design 
curriculum SoS and practical projects,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training of top-level 
design talents for military postgradu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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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主席着眼国家安全威胁、军队使命任务和战争制胜机理等变化，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提

高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的联合作战能力、全域作战能力”，要“更加注重聚焦实战、更加注重创新驱动、

更加注重体系建设、更加注重集约高效、更加注重军民融合”[1]。顶层设计是指为加强军队体系建设，

从全局角度综合考虑使命任务要求及技术、经济等因素约束，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对系统的发展目

标、体系架构、运行机制、使用模式、演进路线、实施途径等进行整体性设计的过程[2] [3]。建设军事类

研究生顶层设计课程，有助于研究生领会与把握军队体系建设的核心内涵与突出地位，更好地为军事信

息化建设发挥作用。 
军队顶层设计的演化特性与军队人员职业发展特性紧密相关，在军队人员职业发展过程中需要不断

深化对顶层设计的认识，实现从当前军队顶层架构到目标军队顶层架构的转型[2]。当前，军事类研究生

顶层设计课程建设较少，难度较大，多基于外军作战理念，立足于掌握顶层设计基本概念与流程，未充

分考虑我军信息化建设背景，没有结合军事类研究生未来的职业发展路径，导致难以深刻领会课程内涵，

达到所学即所用的效果[4]-[14]。 
体系结构是系统各组成部分的结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以及制约体系设计和演化的原则和指南

[3]。体系结构设计技术常采用多视角的方法梳理复杂系统的各个维度，明确核心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为

系统建设提供支撑，对于梳理复杂系统组成内容、提高建设演化能力、实现一体化联合作战具有较强的

推动作用。本文拟采用多视角的体系结构设计技术，梳理面向职业发展的军事类研究生顶层设计课程建

设框架，既能发挥体系结构方法在进行顶层设计方面的突出作用，也能有效描述面向顶层设计的职业发

展需求，为当前军事类研究生人才培养体系提供思路建议。 

2. 现状 

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化、网络化时代已经到来。在信息化催生的复杂多样和

快速变化的需求牵引下，在信息技术不断渗透的推动下，作战体系规模越来越大，成员种类繁多，相互

关系日益复杂，作战力量建设从推动单装/平台的建设逐渐转向体系化建设[2] [3]。体系建设中问题的不

确定和动态性，极大地增加了分析设计的难度。理论研究和国内外的实践证明，顶层设计是体系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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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环节，是应对体系建设新要求、保证体系设计质量的关键手段[2] [3]。 
顶层设计是指从全局角度综合考虑使命任务要求及技术、经济等因素约束，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

对系统的发展目标、体系架构、运行机制、使用模式、演进路线、实施途径等进行整体性设计的过程。

顶层设计本质上就是设计军队建设的方向、目标和途径，即把先进的信息技术与军事需求融为一体，对

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种力量、各种因素统筹考虑，站在顶层进行战略性、总体性设计。顶层设计技

术通常包括需求工程、体系结构(又称为架构)、体系验证评估等技术，逻辑上属于系统工程的范畴。目前

军事领域的顶层设计技术具体化为军事需求分析、体系架构框架、体系结构设计方法、体系贡献度评估、

体系规划等技术。 
外军一直重视顶层设计技术的实践。美军自 1995 年发布 C4ISR 体系结构框架(C4ISR AF) 1.0 后，在

2003 年拓展为全国防部范围的 DODAF 1.0 [2]，后又多次升级更新。DODAF 可以为国防部三大决策支持

系统——联合能力集成开发系统(JCIDS)、规划计划预算执行系统(PPBE)和国防采办系统(DAS)提供技术

支撑和约束[2]。英军[15]、北约[15]、加拿大[16]等国家和组织也发布并更新了多个体系结构框架，以约

束部队建设，确保作战体系的互联、互通和互操作，形成体系优势。 
顶层设计能力是组织、管理和实施军队建设各类人员都必须具备的基础能力。为提升相关军事人员的

顶层设计能力，美国国防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开展了企业架构认证。该认证从低到高分为三级：架构师、

企业架构师和首席企业架构师[17]。架构师主要从事体系结构开发，他们需要熟练掌握各种建模技术和工

具。企业架构师主要从事体系结构分析与管理，主要解决体系结构的集成、互操作、能力差距分析、风险

评估、能力提升、业务决策等方面的问题。他们需要熟练掌握各种分析技术。首席企业架构师主要指导企

业架构开发，领导组织转型。申请者通过低一级的课程培训和认证后才能参加更高一级的认证。 
我院在 2015 年也组织了首期全军体系架构培训。培训针对我军体系架构“散”、设计“乱”的问题，

把掌握体系架构设计理论方法作为推进体系建设的突破口，采取专家讲解、案例分析、专题研讨等方式，

系统培训体系架构设计的基本原理、方法工具和标准规范，集中研究我军体系建设的主要问题和推进策略。 

受规模、时间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仅仅通过培训来提升各类人员的顶层设计能力是不够的，必须

在研究生阶段就安排相关理论知识的学习和基本技能的训练，打下坚实的基础，未来才可能通过培训进

一步提升。 
我院组织的相关人才培养需求专题调研和岗位人员能力素质需求调研结果也反映出，各个工作岗位

对于系统建模、需求分析、系统评估的应用要求较为强烈，这些技术都属于顶层设计的范畴。懂军事需

求、体系结构设计、体系规划和评估等技术的专门人才在数量上严重不足，难以满足建设要求。在体系

建设、领域建设、战略规划、指挥保障、作战运用等工作中，各个岗位上的人员也需要具有顶层设计思

维和能力，但目前来看整体上还有差距。 
在前期军队指挥学研究生培养方案中，设计了《军事需求工程》和《体系设计理论与评估》课程，

但课程难度大、受众面小。如针对广义上的军事类研究生开设顶层设计技术相关课程，还需要重新规划

设计课程教学和实践体系。 

3. 顶层设计课程建设框架 

当前顶层设计课程建设具有以下挑战与特点：顶层设计包括需求分析、体系设计、体系仿真评估等

多个方面的知识，涉及计算机、运筹学、数据分析、复杂网络等多个学科的基础知识，具有体系工程、

系统工程、软件工程等应用背景，先验知识要求高，学习压力较大；顶层设计往往需要结合具体的作战

背景，如防空反导作战、无人体系对抗等作战场景，顶层设计要结合具体作战需求进行开展，对研究生

关于背景的把握有一定要求；架构师培训的材料多基于理论方法的研究，未切合具体背景，难以作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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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教育的主要内容，需要对课程体系的建设统筹考虑；当前研究生顶层设计课程未充分考虑未来职业

发展对所学知识的要求，难以生成灵活自适应的通用保障人才。 
本文针对当前顶层设计系列课程建设面临的挑战和特点，考虑采用多视角体系结构方法，分别开展

面向职业发展的顶层设计能力需求开发、顶层设计知识要求和素质要求模型设计、军事顶层设计教学知

识体系及教学课程设计、军事顶层设计实验体系及实践项目设计等内容，如图 1 所示。对每项设计内容

确定对应的描述模型以及各个模型之间的关联关系，形成体系化的课程建设框架。通过对上述内容的研

究，期望可以优化顶层设计系列课程，真正为军事类研究生的首次任职与长远职业发展提供长期知识与

技能支撑。 
 

 
Figure 1. Research Framework 
图 1. 研究框架 

4. 顶层设计课程设计内容 

基于上述框架，从能力视角、知识视角、素质视角出发，建设能力需求开发、模型设计、课程设计、

以及实践项目设计等内容。 
(一) 面向职业发展的顶层设计能力需求开发 
能力需求开发主要用于确定面向职业发展的能力需求列表与能力演化模型。从职业发展的角度分析

军事类研究生的顶层设计能力要求，首先面向军校研究生进行问卷调查，梳理研究生的毕业分配与发展

路径，挖掘与顶层设计技术相关的技能需求与现状。问卷调查表包括毕业年限、从事专业、所需知识清

单、所需能力素质等，并采用聚类分析方法统计分析问卷调查结果。根据问卷调查结果，挖掘共性的职

业发展历程，从系统工程的视角分析人才成长路径，例如，可以从功能级、系统级、部门级、项目级等

多个层面定义研究生的成长区间，建立人才成长路径模型。 
根据上述确定的人才成长路径模型，基于问卷调查得到的顶层设计能力需求与现状，分析每个人才

成长区间对应的顶层设计能力，例如功能级可对应软件开发能力、系统级可对应系统建模能力、部门级

可对应组织协调能力、项目级可对应体系构建能力等，如图 2 所示，以此建立与职业发展路径相匹配的

能力演化模型，为知识要求与素质要求的提取提供支撑。 
(二) 顶层设计知识要求和素质要求模型 
基于顶层设计能力演化模型，可继续建立对应的知识要求与素质要求模型，具体思路从以下几个方

面展开，建立对应的描述模型。 
1) 基于能力演化的知识要求梳理 
根据上述能力演化模型，挖掘各个能力阶段对应的知识要求集合，例如功能级对应 UML 建模知识、

系统级对应 SysML 建模知识、部门级可对应 BPMN 建模知识等，形成顶层设计的整体知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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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Capability Evolution Model 
图 2. 能力演化模型 

 
2) 知识要求模型构建 
根据得到的知识要求集合以及知识要求对能力演化模型的支撑，建立知识要求模型，明确各类知识

在不同能力阶段的掌握程度，具体思路如表 1 所示，其中行表示各个知识要求，列表示不同的能力演化

阶段，内容表示知识的掌握程度，以此为根据构建课程设计体系。表格中各个阶段的百分比依据问卷调

查结果统计分析得到，该结果为课程建设以及课堂教学提供输入。 
 

Table 1. Knowledge Need Model Example 
表 1. 知识要求模型示例 

 能力阶段 1 能力阶段 2 能力阶段 3 …… 
知识要求 1 50% 80% 100%  
知识要求 2 30% 60% 100%  
知识要求 3 0 100%   

……     
 
3) 基于能力演化的素质要求梳理 
素质是实现能力的基础，素质体系模型一般包括动机、品质、自我认知、角色定位、价值观、技能

知识等。能力是在素质体系基础上的技能实现。根据上述能力演化模型，挖掘各个能力阶段对应的素质

要求集合，例如不同能力阶段或者顶层设计阶段对应的 UML 建模技能、体系架构描述技能、可执行模

型构建与仿真技能等，形成顶层设计的整体素质要求。 
4) 素质要求模型构建 
根据得到的素质要求集合以及素质要求对能力演化模型的支撑，建立素质要求模型[18]，明确各种素

质在不同能力阶段的掌握程度，具体思路如表 2 所示，其中行表示各个素质要求，列表示不同的能力演

化阶段，内容表示素质的掌握程度，以此为根据构建实践项目体系。表格中各个阶段的百分比同样依据

问卷调查结果统计分析得到，该结果可以为课程建设以及课堂教学提供输入。 
 

Table 2. Skill Need Model Example 
表 2. 素质要求模型示例 

 能力阶段 1 能力阶段 2 能力阶段 3 …… 

素质要求 1 0 0 100%  

素质要求 2 50% 100%   

素质要求 3 0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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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知识要求与素质要求映射矩阵 
根据得到的知识要求集合与素质要求集合，建立二者的映射矩阵，保证知识可实践、素质有支撑，

实现所学即所用，有效避免架构师培训中常见的理论基础薄弱等问题，为建立完善的课程系列提供支撑。 
(三) 军事顶层设计教学知识体系及教学课程设计 
教学知识体系及教学课程设计主要用于开发知识体系列表与课程设计列表等描述模型。针对得到的

不同阶段的知识要求集合，建立教学知识体系以及教学课程设计。根据知识要求集合，可通过不同的顶

层设计生命周期阶段对知识集合进行聚类，建立不同类别的教学知识体系，以此为基础开展有针对性的

课程设计，在每门课程中可以把握需要掌握的核心知识。例如通过近几年科研成果与问卷分析，发现首

次任职专业对需求分析、体系规划、方案设计、体系运用等方面的知识有较高需要，因此在课程建设中

更新迭代课程设计方案。 
基于上述教学知识体系构建结果，从不同知识类别出发，确定顶层设计系列课程的优化设计方案，

形成思路建议，为培养军事类研究生的首次任职能力与长远职业发展提供支撑。 
基于课程–知识–能力的映射关系，自底向上分析课程设计方案对于顶层设计能力演化路径的满足

度，挖掘其中存在或者可能存在的薄弱环节，形成补充建议，确保优化设计的有效性。 
(四) 军事顶层设计实验体系及实践项目设计 
实验体系及实践项目设计主要用于开发实践项目列表等描述模型。针对得到的不同阶段的素质要求

集合，建立实验体系及实践项目设计。根据素质要求集合，可通过不同的顶层设计生命周期阶段对素质

集合进行聚类，建立不同类别的实验体系，以此为基础开展有针对性的实践项目设计，在每个实践项目

中可以把握需要掌握的核心素质。同样，通过对近几年毕业学员的实践技能分析，发现在大型复杂信息

系统的需求分析、体系结构设计、体系方案分析与仿真等方向需求较明显，因此在实验体系方面需要加

强该方面素质的培养。 
基于上述实验体系构建结果，从不同素质类别出发，确定顶层设计系列实践项目的优化设计方案，

形成思路建议，为培养军事类研究生的首次任职能力与长远职业发展提供支撑。 
基于实践项目–素质–能力的映射关系，自底向上分析实践项目设计方案对于顶层设计能力演化路

径的满足度，挖掘其中存在或者可能存在的薄弱环节，形成补充建议，确保优化设计的有效性。 

5. 结论 

针对关于军事类研究生顶层设计课程的建设现状，结合多视角的体系结构设计方法，本文从能力视

角、知识视角、素质视角开发顶层设计课程建设框架，建立能力演化、知识要求、素质要求、知识与素

质映射、课程建设方案、实践项目方案等模型，为有效梳理顶层设计课程体系提供支撑。下一步将针对

所提框架，开发具体的体系结构模型，形成顶层设计课程建设成果，为培养通用保障人才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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