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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心理战理论研究热点问题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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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军心理战研究兴起于 20世纪 80年代，虽然历时短，但发展迅速。特别是在心理战理论与实践
中的一些热点问题上，已经形成了一些较为成熟的理论框架和思想观点。对心理战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上虽

然有一定的争议，但已形成了较普遍地被认可的观点；对心理战效应和心理战运行机理，也已经形成比较

明确的认识；对心理战地位作用普遍持肯定态度；对外军心理战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剖析和学习借鉴，成为

我军心理战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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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心理战研究的历史可追溯到中国人民解

放军政治工作创立的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瓦解敌

军的许多理论思想，实际上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传

统心理战的重要的理论思想。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过

去的战争实践中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行之有效的

传统心理战体系。近年来，美国、印度、中国台湾

等不少国家和地区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研究我军

作战思想与军事学术观点，认为我军传统的瓦解敌

军、战争宣传、军事威慑、战术欺骗等活动是实实

在在的心理战[1~3]。  
但由于种种原因，心理战这一提法在相当长的

时期内没有被我军军事研究机构所认可。1982年
《大众心理学》创刊号中有一篇文章，将外军心理

战与我军的瓦解敌军的工作进行了偏颇比较，使

“心理战”一词成为外军的专利。20世纪80年代，
随着军事心理学研究的兴起，心理战研究重新走进

我军军事研究机构的视野。1985年5月在辽宁本溪
桥头召开的首届军事心理学理论研讨会和1986年
在石家庄召开的中国军事心理学学术研讨会上，心

理战理论研究的文章开始登场；1990年在西安召开
的“心战与反心战”研讨会是全军首次关于心理

战方面的专题学术会议，标志着心理战研究已成为

我军军事心理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分支；2004年4月
在西安召开的“中国心理学会军事心理学专业委员

会成立大会”，将心理战防御研究提升到一个重要

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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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后期，适应军事院校教学需要，
心理战理论研究开始走向系统化、科学化。当时部

分军事院校在军事心理学教学中教授心理战内容；

90年代初期正式开设专门的心理战课程。1998年出
版第一部心理战专用教材；2001年心理战成为我军
院校重点建设学科，相继有数十种心理战专著正式

出版。这些书籍对指导部队开展心理战教育训练，

为未来军事斗争中开展心理战的准备发挥了积极

的作用。我军心理战研究虽然时间短，但发展迅速，

特别是对心理战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些热点问题的

系列研究，形成了一些较为成熟的理论框架和思想

观点。 

1 心理战内涵和外延界定 

中国军队关于心理战定义众说纷纭，可以看出

心理战的概念正在不断发展，对心理战本质认识的

统一还需要一个过程。由于认识上的角度不同，目

前提出的定义强调的侧重点也各有差异。但心理战

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可以表达的基本意思，其互相

之间的差别并非绝对不同。 
《心理战概论》[4]认为，“心理战是以人的心

理为目标，通过多种手段对人的心理施加刺激和影

响，使其朝着预定的方向变化和发展，造成有利于

己不利于敌的心理状态，从而达到巩固己方阵线，

分化瓦解敌人，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或不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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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的一种特殊的作战方式。 

《兵不血刃的战争—心理战研究》[5]认为，“心

理战是一种针对人的理智和情感的作战。它以特殊

的信息媒介为武器，依据心理学原理，通过宣传和

其他各种手段，对目标人或集体的心理实施攻击，

使其心理产生错觉和混乱，进而导致其意志、士气

崩溃，意识观念发生变化，最终改变其态度和行

为。” 

《现代心理战研究》[6]认为，“心理战是为了

达到某种政治、经济和军事目的，运用综合实力，

从全局上争取人心、遏制对手、团结自己的一种具

有战略意义的国际斗争手段。” 

《高技术条件下心理战概论》[7]认为，“心理

战是以人的心理为目标，通过以宣传为主的各种手

段，对人的心理施加刺激和影响，使其朝预定方面

变化和发展，造成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心理状态，

从而达到一方面分化瓦解敌人，以小的代价换取大

的胜利，一方面巩固己方阵线的一种特殊的战争形

态。” 

《军队心理战改革发展研究》[8]认为，心理战

是多层次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心理战

泛指国家、军队、群体或个体在人类社会斗争中的

心理战，狭义的心理战特指军队为实现自己的军

事、政治斗争目标而开展的心理战，是军队为影响

敌我双方参战人员及相关人士的情感、理智和意

志，使对象产生主体预期的心理状态及行为反应，

从而促进主体的军事斗争、政治斗争目标的实现，

所开展的一项信息传播和信息控制活动。 
心理战外延较宽泛。从功能上看，心理战包括

心理进攻和心理防御；从范围上划分，心理战包括

政治心理战和军事心理战；从规模上划分，心理战

包括战略心理战和战役战术心理战。 

苗丹民、蒋杰和朱霞等[9]从心理战防御研究的

角度，为心理战下了一个简捷实用的定义，同时又

提出心理战信息损伤的概念：“心理战是利用信息

打击敌方的心理弱点，导致敌方的信息损伤”。心

理战效果的好坏取决于对信息利用的巧妙性和对

心理弱点分析的透彻性；而心理战效果的评价，就

是看其导致信息损伤的程度。心理战信息损伤，是

指在心理战条件下因不全信息、虚假信息、恐吓信

息、隐蔽信息等，导致人的认知偏差、情绪紊乱、

意志消沉、甚至人格扭曲的一种心理失衡状态。 

2 心理战效应和运行机制 

近二十多年来，关于心理战效应和心理战运行

机理问题，在学术界已经形成比较明确的认识。 
《心理战理论与实践》[10]一书认为，心理战效

应的主要过程包括六个方面：引起注意、产生印象、

逐步理解、动摇意志、增进情感和付诸行动。心理

战六个效应过程相互联系，共同构成心理战完整的

效应过程。“引起注意”和“加深印象”是心理战

的前提，是心理战活动的知晓层次。“转变态度”

是心理战的关键，是心理战活动的转变态度的层

次。“付诸行动”是心理战目标的最终体现，是心

理战的行为层次。无论哪个心理战层次和效应过程

的产生，都离不开无数次多种形式的信息传播。 

《军队心理战改革发展研究》一文中认为，心

理战运行机理是指心理战运行过程中的主要构成、

功能及其相互关系，是实施心理战的基本原理。心

理战的实质是通过信息传播和信息控制手段，影响

和改变对象的心理状态，其运行主要由心理战的主

体、心理战的信息、心理战的传媒、心理战的环境、

心理战的对象、心理战的效果与反馈等 6个基本成
份所构成。心理战的运行过程，实际上就是主体运

用特定的心理战信息经过多种传播手段，在一定的

环境下刺激对象的心理，循环往复直至产生预期目

的的过程。其中这六个环节各有其独特的功能和作

用，又环环相扣、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从而形成

了心理战运行机理的基本系统。 

3 心理战在当代国际斗争中的地位 

关于心理战在未来军事斗争中的地位作用问

题，争论很大，其焦点在于，心理战在未来战争中

是起主导作用还是起辅助作用？是只在战略层面

发挥作用还是只在战役、战术层面发挥作用？或是

在战略、战役、战术全方位发挥作用？目前对心理

战的地位持肯定态度的意见较普遍。 
《心理作战的战略地位》[11]一文认为，在现代

战争中，心理作战是直接反映和实现国家根本利益

的一种最高战略，是一种相对独立的作战样式，直

接关系到高技术局部战争的进程或成败。心理战是

高技术局部战争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和一种特殊的

重要作战形式。无论在军事战略层面还是在军事战

役战术层面均能发挥重要的作用。高技术战争中的

心理战比常规战争中的心理战更能促成军队以小

的代价取得大的战果，直至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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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最高目标，因而它已经被认为是一种高技术战

争中的经济而人道的作战方式。 
还有专家认为，心理战有利于国家总体战略目

标的实现。在当代国际政治斗争中，以非暴力手段

来解决国际争端和地区争端的特征日益明显，用心

理战手段去实现战争的目的，从而直接实现国家的

政治目标已成为国际政治斗争发展的一大趋势，心

理战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不仅体现在军事斗争中，而

且体现在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诸多领域，并

且可以直接服务于国家大战略目标。 
《关注大战略背景下的心理战》[12]一文认为，

现代心理战的作用不仅是局部的，而且是全局性

的。心理战和反心理战的斗争，是关系到社会稳定、

经济发展、战争胜负及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线。现代

心理战已成为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从大战略

的维度思考和运筹心理战。需要从国家或军队级的

层次上统一对心理战作一定位。 

但也有人认为，对心理战的地位作用必须有清

醒的认识，对其不能提的过高，它仅仅是一种辅助

斗争手段，因为离开物质实力的心理战是毫无意义

的。心理战只有和武力战及其他实际斗争紧密配合

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4 如何借鉴外军心理战成功的经验 

近年来，外军出版的多部研究心理战专著，引

起我军心理战研究人员对外军心理战的运用及发

展趋势的关注。许多学者对美军、印军、俄军等心

理战的基本理论、专业队伍建设、主要特点和手段

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有人提出，研究外军心

理战的主要目的，一是了解对手，以便在未来军事

斗争中取得主动；二是学习借鉴，吸收合理的科学

成果为我运用。有人提出，学习借鉴外军的心理战

问题，必须敢于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鸿沟，

勇于借鉴，大胆吸收，积极地运用反映军队心理战

建设共同规律的优秀成果。 
《中国人民解放军心理战改革发展研究》一文

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军队的心理战发

展显著特点是，心理战理论比较成熟，心理战机构

不断涌现，心理战触角逐步伸向国家总体战略，重

视武力威慑，注重己方心理的防护等。西方军队拥

有完备的心理战专业机构和专业心理战部队，重视

高技术战争中的心理战给心理战在信息战中赋予

新的使命，把心理战作为一种重要的特殊作战样

式，其地位和作用不断上升。西方军队特别是美军

非常重视心理战的法制化建设，1979年8月颁布了
《心理作战条令》，2003年又颁布了《美军联合心
理作战纲要》。西方军队的心理战侧重于军事威慑

和技术欺骗，心理战中的政治宣传逐步加强。 
《近期几场高技术局部战争心理战研究》[13]

一文中认为，高技术局部战争和现代心理战都是当

代国际斗争手段的战略选择，应当从大战略的层次

上统一思考高技术局部战争和心理战问题，把心理

战作为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课题；媒体舆论成为现

代心理战发挥作用的重要信息平台，利用与控制媒

体，保证舆论优势，将是未来高技术战争心理战激

烈争夺的前沿。 
《俄军在达吉斯坦反恐怖作战中的心理战》[14]

认为，俄军在这次反恐怖战争中，心理战发挥了较

大的作用。俄军在军事行动之前明确规定主要任务

是在心理上取得对敌优势，树立必胜的信念，削弱

了恐怖分子的抵抗意志，同时，注重实施反心理作

战，揭露宗教狂热的反动本质和国际恐怖主义活动

的犯罪性质。战斗过程中设法摧毁恐怖分子的无线

电台，中止其反动宣传，利用多种手段向敌人及广

大居民进行反宣传。 
有学者认为，美国在对阿军事行动中心理战之

所以运用十分充分并取得了成功，四个因素体现得

尤为明显，一是有明确的心理战战略指导；二是有

科学的心理战组织指挥体制；三是有精干的心理战

专业部队；四是有很高的心理战准备程度。 
另有学者认为，反恐怖战争中的心理战充分表

明，心理战是国际斗争以及现代战争的重要手段和

主要样式，是维护国内稳定和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

途径。在阿富汗战争中，无论是世界头号强国美国、

还是弱小的塔利班以及少数国际恐怖分子，都把心

理战作为增强己方斗志、削弱敌方意志，实现自己

战略与战术目标的重要手段而充分运用。同样，回

顾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都可以看到，

心理战是交战双方争取民心、激励士气、夺取战争

主动权、赢得战争胜利的重要环节；而海地危机则

表明，心理战是避免战争行为，实现“不战而屈人

之兵”的最佳方法。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我国在国际事务中出现的

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矛盾与冲突将难以

避免，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长期实施

“西化、分化”的心战图谋，都将使我面临严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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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斗争形势，届时国家、民族间的心理对抗将更

加突出。面对国际心理斗争的严峻挑战，我军心理

战建设不仅存在理论上的深化、技术上的发展、战

略战术上的创新等问题，同时更面临着力量建设上

的调整与变革问题。因此，应当以军事斗争为契机，

在充分发挥我军的政治优势和光荣传统的基础上，

从适应当代国际斗争的要求出发，探索加强心理战

力量建设的科学而有效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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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LA’s psychological warfare research is emerged in the middle of 80s of the 20th century. Although 
the history is not long, it developed rapidly. Especially in some hot topic of psychological war theory and practice, 
it has already formed some mature theory frame and the thought viewpoint. Though there has been a certain 
dispute on the definition of psychological warfar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it still formed an view of thought, 
which can be expressed and widely approved. For the psychological warfare effect and psychological warfare 
operation mechanism, it has also formed the quite explicit understanding. People generally hold the positive 
attitude to the psychological warfare’s status and function; they pay more attention to research and analyze foreign 
army's psychological war theory and use it for reference. 
Key words: psychological warfare, theory frame, theory resear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