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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博弈
對共軍戰爭控制之影響
The “Algorithm Gam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hinese War Control
取材/2019年4月19日美國詹姆斯頓基金會網站專文(Jamestown Foundation , April 19/2019)

共軍近年來在智能化戰爭的討論愈

見頻繁，若未來將此概念融入軍事

行動中，將可望達成戰爭控制之目

的。(Source: AP/達志)

編按：《中國簡報》近期的一篇文章提出將「算法博弈」連結

人工智慧發展與中共未來軍事行動的一個理論性概念(譯文參

閱：Brent Eastwood著，李永悌譯，〈中共的「智能化作戰」概

念發展〉，《國防譯粹》，第46卷第8期，頁76-79)。本文以先前

文章的討論為基礎，旨在進一步探討「算法博弈」概念，以及此

一概念在共軍持續發展的未來作戰與衝突升級管理中所潛藏

之意涵。

背景簡介
中共國防大學資深教師李明海於2019年初曾發表兩篇專

文。他在文中提出一套與共軍整合與運用新興科技有關的新

術語和理論思想。1 李明海是一位傑出的軍事學者，現任國防大

學國家安全學院戰爭與危機應對中心副主任，兼任校黨委副

書記，同時在共軍官拜大校。2 透過這兩篇近期發表的文章，他

在軍事用語中引入「算法博弈」(algorithm game，或稱為「算法

共軍戰略家近年來對「智能化」戰爭的討論愈見頻繁，李明海所提的「算法

博弈」就是其中一例，其主張算法博弈應與人工智慧相互整合，融入未來共

軍的軍事行動中，俾利一旦與敵手發生衝突時，能有效達成戰爭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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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局博弈」[algorithm chess game])這個新術語，

值此之際，一流軍事部隊間的衝突場景，也正進

入「智能化戰爭」的新紀元。3 

「算法博弈」這個術語並非原創用語，其為「算

法博弈論」(algorithmic game theory)一詞核心。

「算法博弈論」係一門學科，融合電腦科學、博弈

理論及行為經濟學等元素，用在涉及多個利益競

爭的參與者賽局中，以檢視戰略決策。4 在國家安

全事務中，有關「算法博弈」之討論亦不僅限於軍

事範疇。例如，南洋理工大學的安波(An Bo)教授

曾討論如何應用人工智慧與算法博弈論，讓國家

更有效利用資源，以因應廣泛的國內安全任務，

包括保護基礎設施免受恐怖分子襲擊、遂行邊境

巡邏，甚至還包括「對抗可能威脅社會穩定的網

路謠言」(博客園[CNBlogs]，2017年4月20日)。

有關「智能化」戰爭的討論並非最近才開始；

共軍近年來在此方面的論述愈見頻繁(Strategy 

Bridge, June 8, 2017)。然而，某些如李明海在文

中所導入的概念，特別是「算法博弈」，似乎代表

著一個準則架構的萌芽發展：提出如何整合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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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與算法博弈，並融入未來共軍的軍事行動

中。其中一些想法可能也與共軍長期以來的目標

有所關聯，亦即在與另一個強權或區域重要對手

發生軍事衝突時，能有效達成「戰爭控制」。本文

試圖闡述其中一些新興概念，至少就基本概況加

以說明，並檢視這些概念如何連結到共軍謀求戰

場資訊與指揮優勢，以及如何在未來武裝衝突中

有效遂行衝突升級管理。

「算法博弈」在未來軍事行動中所扮演

的角色
李明海在其2019年初的專文中強調，理解「智

能化戰爭的制勝機理」至關重要；也就是說，在

一個軍事環境中，資訊科技與具有人工智慧的武

器系統，是戰場決勝的關鍵因素。近年來，資訊

化戰爭(共軍稱「信息化戰爭」)一直都是共軍各類

著述中所討論的主軸。然而，李明海則斷言這個

主軸將會被「智能化」戰爭這個新主軸所取代，

而兩者在本質上全然不同：「比較未來的『智能

化』戰爭與『信息化』戰爭，制勝機理發生了顯著

變化……作戰要素從『信息主導』轉變為『機器主

戰』」(中國社會科學網，2019年2月22日)。

李明海認為，「算法優勢」(或作「運算優勢」)

將是這個新環境中的決勝關鍵：「對抗方式從

『體系對抗』轉變為『算法博弈』，算法優勢主導

戰爭優勢。」他甚至預測，隨著「數位參謀」(共

軍稱「數字參謀」)的出現，某些軍事決策的制定

將趨向自動化，使得「決策方式從『人腦決策』轉

變為『智能決策』」(解放軍報，2019年1月15日)。

「算法優勢」的要素之一為利用整合性感測器與

人工智慧的蓬勃發展，共軍認為這將使未來戰爭型態轉變成智能化作戰。(Source: Reuters/達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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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系統能力，藉以消除混亂

戰場環境所必然造成的混淆與

困惑。李明海對此持高度評價：

「未來戰爭中掌握算法優勢的

一方，能快速準確預測戰場態

勢，創新最優作戰方法，甚至

可實現『未戰而先勝』之戰爭

目的」(解放軍報，2019年1月15

日)。

共軍的目標：有效遂行

「戰爭控制」
部分這些新興的成功想法讓

共軍產生另一層考量，亦即致

力於遂行「戰爭控制」。共軍

軍事科學院在2013年所發行具

權威性的戰略思維刊物《戰略

學》中提到，戰爭控制乃是可

準確調控戰鬥強度與範圍的能

力，以實現戰爭所欲達成之國

家政策。5

鑑於現代戰爭所可能帶來的

破壞，2013年版《戰略學》提

出指導，要求在資訊化條件下，

必須嚴格控制戰爭，使衝突不

致於：一、升高進而威脅國家存

續；二、同時造成國內外危機；

三、對國家經濟主體造成根本

性的傷害；四、影響國家實現發

展戰略目標。6 然而，共軍戰略

理論似乎較能容忍重大風險，

並主張在這些界限之內，在精

確調控下可將戰爭安全升級，

成為一個實現中華人民共和國

政策目標的有效手段。為了確保

在資訊化條件下，如此戰略性

的衝突升級不會違背這四個界

限，共軍已認知到必須改善「作

戰行動控制」，達到極高程度的

精確性(解放軍報，2014年4月12

日)。

在此一模式中，預測和管理

對手的反應至關重要。共軍描

述成功的作戰行動控制發展，

乃是由單一面向管制轉換為雙

面向控制：也就是共軍指揮官

除了對其部隊遂行管制外，亦

透過攻擊敵方的武器和資訊系

統，限制敵之作戰選擇，從而對

敵軍施加一定程度的控制。因

此，共軍已開始討論動態作戰

行動控制的需求，以即時因應

戰場的狀況演變，亦即利用各

種資訊系統，透過同步化作戰

行動，達到戰場決策程序的「瞬

時一體化」，並有效管理在地理

上分散的各個部隊在進行攻勢

與守勢之間的轉換，藉以驅散戰

爭迷霧。對任何指揮官而言，這

些都是極為艱鉅的挑戰。在資訊

化條件下的戰爭中，敵我雙方都

試圖進行如此控制，共軍認為，

2015年，李明海(圖右)主持河北省隨州市共軍紀念館捐資儀式。(Source: China Br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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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優勢技術基礎的一方將獲得勝利(解放軍報，

2014年4月12日；光明日報，2015年5月20日)。

共軍戰爭控制的概念取決於一個前提，亦即共

軍在可接受代價內，藉由升高衝突以達成所望之

政策結果。西方分析家批評中共戰略思想中，此

一脈絡過於自信且理論化，同時也象徵一個錯誤

信念，認為共軍可藉提升地緣政治的定位和精

進軍事科技，達到世界有「戰爭安全」(safe for 

war)的地步。7 然這也正是共軍期望可透過優勢

科技來實現的目標。如李明海等戰略家顯然認

為，利用人工智慧科技的進展可以實現雙向且動

態的控制。

結語
雖然戰爭控制的概念已在具權威性的《戰略

學》中論述，惟其尚未明確列入共軍作戰準則

中。戰爭控制仍屬理想概念，超過人類能力所能

及的範圍：唯有同時達成作戰行動控制，並洞悉

對手之意圖與反應，否則將無法有效落實。然而，

李明海與其他戰略家所推崇之「智能化」戰爭願

共軍認為未來決策方式，將從傳統「人腦決策」轉為由人工智慧所主導的「智能決策」。(Source: W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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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或許可為希冀以機器主導決

策程序來克服人類極限障礙之

共軍戰略家提供一個架構，藉此

或可讓共軍得以實行戰爭控制

以及其他曾被認為不符實際的

戰略。

到目前為止，就筆者兩人所

知，此類如李明海所提出之想

法並未納入共軍正式準則文件

中，因此並不能視為官方思維。

然而，由李明海的專業身分及其

著作已由中共官方重要機構出

版等事實顯示，這些想法是共軍

準則單位圈內新醞釀之理念。 

「算法博弈」與涉及軍事用

途之人工智慧等類似想法，對

共軍長期以來在戰爭控制與衝

突升級管理等方面的討論造成

了影響。在理想化的理論架構

下，由人工智慧偵測器載臺所

提供之優化戰場覺知與先進運

算系統的「算法優勢」，或可使

共軍在朝向實現調升或調降軍

事行動強度所必需的認知優勢

上，邁出重要一步。然而，仍有

待觀察的是，人工智慧系統在

混亂複雜的多領域戰鬥中，是

否能與決策程序作有效整合？

此外，共軍官兵與指揮官是否

願意放棄原本以人類主體(hu-

man agency)轉而支持由電腦制

定決策？這些答案均仍不得而

知。至目前為止，對共軍戰略

家而言，「算法博弈」與戰爭控

制兩者均仍停留在理論建構階

段，但是在共軍致力於設法在

未來整合人工智慧跟部隊架構

與作戰行動之際，這些發展殊

值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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