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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战略管理人才队伍建设中院校培养经验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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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重视战略管理与人才培养是美军长期繁荣发展的重要保证，军事院校在其人才队
伍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在分析美军战略管理发展历程及运行流程基础上，从人才来源、

培养模式和人事制度三个方面对美军战略管理人才队伍建设体系进行了详细阐述。然后以军事

院校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其为美军输送优秀战略管理人才的体系培养、课程建设及实践教学

等主要经验做法。最后以强为鉴提出对我军事院校战略管理人才培养的几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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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我军２０１１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将 “战

略管理”定义为 “军队高层领导机关对军队建设

发展全局实施的计划、组织、协调、控制等的一

系列活动，内容包括战略预测、战略规划、战略

评估等”。由此可知，军队战略管理是一个概念内

涵极为丰富、工作内容系统且对军队建设发展全

局具有重要影响的活动体系［１］。相对而言，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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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管理侧重于可操作性，明确在战略评估基础

上通过国家战略目标牵引能力发展需求，聚焦于

条令、组织结构、训练、装备、领导力、人员、

设施等七个方面的整体解决方案制定，并对实施

过程进行动态管控［２］。

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演进，美军已形成规模

庞大、结构复杂、逻辑清晰的战略体系，整体上

分为三个层次，即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军

事战略。国家安全战略涉及国防、经济、政治、

社会等多个领域，国防战略聚焦于国家防卫能力

建设，而军事战略的重点是军队能力建设和联合

作战方针设计。美军战略管理大体上经历了三个

阶段：第一阶段主要由军种主导设计，缺乏统一

的军事和国家安全机构，各军种自成体系，负责

本军种的战略规划、评估以及预算制定；第二阶

段主要由国防部 （Ｕ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Ｄｅｆｅｎｓｅ，简
称ＤｏＤ）统筹设计，该阶段引入了著名的 “规划、

计划、预算与执行系统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Ｂｕｄｇｅｔｉｎｇ＆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简称 ＰＰＢＥＳ）”［３］，
将各军种部降低为国防部下属部门，削弱了军种

的战略管理权力；第三阶段是美军战略管理体制

成熟阶段，建立了以联合能力集成与开发系统

（Ｊｏｉｎｔ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简称 ＪＣＩＤＳ）［４］为核心的多系统战略规划
运行机制。

美军战略管理体制运行流程主要包括战略评

估、战略指导、战略规划和战略实施等四个步骤，

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 （ＪｏｉｎｔＣｈｉｅｆｓｏｆＳｔａｆｆ，简
称ＪＣＳ）和各军种等主体发挥着重要作用。战略评
估是美军战略管理的起点，涉及国家情报委员会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Ｃｏｕｎｃｉｌ，简称 ＮＩＣ）、国防部
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等多个层面；战略指导主要包

含总统、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颁发的

一系列战略指南文件；战略规划的主体工作由参

谋长联席会议负责，重点产出美军力量运用规划

和能力建设发展规划；战略实施则由美军９个联合
司令部分别负责各自责任区 （职能领域）作战计

划的制订和组织实施。

大国博弈决胜于战略管理，关键在战略管理

人才。习主席在２０２１年９月底召开的中央人才工
作会议上指出：“要大力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

有意识地发现和培养更多具有战略科学家潜质的

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形成战略科学家成长梯队。”

以战略科学家为典型代表的战略管理人才可以认

为是支撑战略体系运转的各类人才的统称。美军

十分重视战略管理人才，其庞大细致的战略体系

也必然有相应充实高效的战略管理人才队伍为基

础［５－６］。前美国国防部长曾强调 “吸引和保持高

素质人员是国防部最优先考虑的事务”［７］。

依据业务职责定位，美军将战略管理人才划

分为战略领导者、战略理论家和战略执行者［８］。

其中，战略领导者负责传达战略愿景，主导国防

资源分配，并为军队未来需要做好建设发展筹划；

战略理论家负责提供战略视野、规划理论、文化

信仰及价值观；战略执行者负责执行高层指令、

政策、方案、制度，落地实施战略规划与计划。

美陆军也将战略领导力置于顶层并视为战略领导

者的重要属性；前参谋长 Ｓｕｌｌｉｖａｎ将军也认为，战
略领导者在创造未来、组建团队和管理复杂性方

面发挥着重要的组织作用。

　　二、美军战略管理人才队伍建设

体系

　　战略管理人才队伍建设是美军能够长期发展
并傲视全球的重要基石。解析美军战略管理人才

队伍建设体系，可从人才来源、培养模式和制度

体系等方面展开，上述三方面共同支撑战略领导

者、战略理论家和战略执行者等战略管理人才培

养，具体如图１所示。
（一）人才来源分析

美军战略管理人才队伍总体上可分为现役军

官队伍和文职人员队伍。现役军官队伍主要由美

军事院校供给人才，而文职人员队伍则取之于以

美国为主的全球性人才。现役军官在退出现役后

可加入文职人员队伍。

１现役军官队伍
后备军官训练团 （ＲｅｓｅｒｖｅＯｆｆｉｃｅｒ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Ｃｏｒｐｓ，简称 ＲＯＴＣ）是美军现役军官的重要来
源［９］。面向战略管理人才需求，美军依托后备军

官训练团，采取战略素养超前预置策略。后备军

官训练团除开展基础军事训练外，还需开展适当

的领导力基础、战略思维及人文素养等培训，使

训练团学员提前具备一定的战略素养基础，成为

现役军官并发展到一定层次后，便可按需快速转

岗战略管理领域。如美军刚卸任的国防部长政策

办公室网络规划与作战处处长布拉德福德·施韦

多在２５岁时是威廉姆斯空军基地的一名飞行员。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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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美军战略管理人才队伍建设体系

　　战略能力逐级培训是美军官队伍建设的一种
常规措施。美军官在服役期间需要多次进入军事

院校学习深造，通常从初级军官晋升将官前累计

需要完成７－８年的军队院校教育培训［１０］。初级培

训以基础知识学习为主；中高级培训以战略思维

与指挥能力为重心；上校军官以上 （含将官）培

训则聚焦于战略制定执行以及实现国家安全目标

的能力培养。因此，连贯、完善的战略能力逐级

培训是美军现役战略管理人才队伍持续发展的重

要手段。

２文职人员队伍
美军文职人员制度有较长的历史，是美国兵

役和人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文人治军”也是

一项极具特色的人事制度。美军文职人员通常分

为两个主要组成部分：一是在国防部担任高级领

导职务的官员，如国防部长、军种部部长等，作

为战略领导者在全军战略管理工作中发挥主导作

用；二是在军队各级机关、部队中从事行政管理、

政策制定等方面工作的人员，作为战略执行者在

战略管理具体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政治旋转门”是 “文人治军”理念下的一项

特殊的战略管理人才制度［１１－１２］。通过该制度，具

有多元化背景经历和复合型知识结构的优秀社会

人才能够在政府部门、企业公司、军方机构与学

界智库之间按需流动。一方面是确保美军战略管

理体制的科学化和专业化；另一方面则为美军吸

纳了可观的战略管理人才。因而，美军非常重视

发挥国防智库储备人才的作用，以兰德公司

（ＲＡＮＤ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简称 ＲＡＮＤ）、战略与国际研
究 中 心 （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简称 ＣＳＩＳ）等为代表的国防智库，通过
科学严谨的分析与专业的决策辅助手段，对美军

部分重大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如兰德公司提出的

从战略到任务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ＴｏＴａｓｋｓ，简称ＳＴＴ）的方
法论［１３］就直接指导了美国防部 ＰＰＢＥＳ、ＪＣＩＤＳ等
战略规划工具的开发。同时，引入大型企业先进

战略管理理念也历来是美军推进战略转型的重要

法宝。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即是受肯尼迪总统邀

请从福特汽车公司 （ＦｏｒｄＭｏｔｏｒＣｏｍｐａｎｙ，简称
Ｆｏｒｄ）总裁职位转型出任国防部长一职的，他在任
职期间改革推广 “系统分析技术”，时至今日依然

是美军战略规划的框架基础。

（二）培养模式解析

美军非常重视军官的战略和信息等素质培养。

在战略管理人才培养模式上，院校教育培训与岗

位交流任用是主体，聚焦于岗位历练与晋升成长；

而在职自我教育和实践活动锤炼作为补充人才培

养模式，助力人才全方位成长。

美军认为，多种任职经历可以有效培育面向

未来需求的战略领导力，从而确保战略军官胜任

国防部、军种部和联合参谋部 （ＪｏｉｎｔＳｔａｆｆ，简称
ＪＳ）的高级领导职务。基于此，美军为战略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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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建立了灵活的多岗位、跨部门交流任用机制，

并加大岗位供给和轮岗力度，使战略管理人才晋

升比率长年高于均值［１４］。但在岗位晋升等人才成

长关键点，院校教育培训是晋升前必不可少的经

历。初级军官晋升前需参加由各参谋学院实施的

中级培训；中级军官晋升前要经历以战略思维训

练为主的高级培训，以增强军官战略意识和领导

决策能力。

美军鼓励军官的自我培养与发展，“自我发展

与能力提升”也是 《军官职业军事教育政策》的

四大支柱之一。通过国防部指令，支持军官通过

自学、函授、远程教育等方式获取任职期间必备

的知识，建设网络学习资源库，建立军官个人自

主学习卡，促进各级军官学习战略学知识。在实

践活动锤炼方面，美军采取兵棋推演、计算机作

业、实兵演习、研讨会等多种形式，组织各级各

类军官参加战略训练或具有战略背景的战役战术

训练，锻炼他们运用战略思维谋划和指挥本级部

队作战行动的能力。

（三）制度体系建设

健全的人事管理制度体系是美军战略管理人

才长期稳定与创新发展的重要保证。人才顶层设

计和人事管理法规是宏观层面制度建设的可行性

基础，岗位职责手册与人才评价标准是微观层面

制度执行的必要性保证。为适应战略管理流程，

持续推进战略转型与改革，美军形成了包括战略

领导者、战略理论家和战略执行者的分类战略管

理人才顶层设计框架，并建有完善的军官人事管

理法规体系，通过系统和相互协调的手段形成了

一套完备的人才培养流程，并注重通过统一严格

的组织管理、持续完善的制度规范来培养高级军

官的战略素养［１５］。

进一步，美军通过一系列国防部指令、指示、

细则等政策文件，明晰岗位职能清单，细化岗位

职责手册。如国防部 ５１０５８６号指令［１６］，明确战

略能力办公室主任作为国防部长和副部长的顾问，

承担部门战略能力发展方面的工作，以及制定战

略能力备选方案等主要职责，并细化了岗位需要

履行的每一项具体职责。而明晰的岗位职责手册

也为战略管理人才的岗位能力评价标准提供了依

据。美陆军针对战略管理人才评价需求，归纳了

获得战略相关领域研究生学位、熟悉国防部资源

配置和战略制定程序等９项能力标准，而美海军则
提出项目管理和规划、预算编制兵力计划等６项战

略管理人才评价准则。由此可知，完善的岗位职

责手册和严格的人才评价标准，使人才在战略管

理岗位能够尽可能地聚焦使命并高效履行职责。

三、院校培养的主要经验做法

二战以后，美军高层因长期缺乏战略思维与

战略领导者而饱受社会各界批评，同时美军不断

扩张的全球化战略也使各级军官在处理全球性事

务时面临越来越大的战略不确定性。因此，参谋

长联席会议认为，大国竞争环境下，需要具备战

略头脑的联合作战人员来创造性地运用军事力量，

以贯彻国家战略，于今年５月发布了名为 《培养

今日之联合军官以应对明日之战》的人才队伍建

设愿景与指南文件［１７］，军事院校在人才培养中的

地位日益突出。

（一）双轨并重的院校教育培养体系

院校作为军事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支柱，采

取双轨并重思路。一方面注重办好鼓励军官进入

院校学习或以函授形式实施的学历教育；另一方

面也重点开展面向军官岗位晋升的军事院校培训。

具体如图２所示。

图２　美军战略管理人才队伍院校教育培养体系

在岗位晋升培训方面，依据美军新修订的

《军官职业军事教育政策》［１８］，职业军事教育划分

为５个级别，覆盖军官学校学员及所有军官。军种
初级指挥院校主要培养学员领导力与传授战略知

识；军种中高级指挥院校针对中校、上校军官，

重点培养战略思维与联合指挥能力。由国防大学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ｆｅｎｓ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简称ＮＤＵ）和相关军
种的高级指挥院校负责实施的面向上校及将官的

战略制定与执行能力培养，旨在提升其综合运用

各种国家力量达成国家安全目标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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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历教育方面，美军目前提供在校教育和

函授教育两种形式。在校教育方面，军地院校均

面向军官提供入学时间灵活的研究生学历教育。

同时美军还允许营以上规模的部队、基地或舰船

开设研究生预备班［１９］，军官可以提前学习部分课

程并纳入学分管理。函授教育也称为非传统教

育，由具备资格的军地院校依据自学与函授教育

计划实施，通常采取教考分离制度，以保证教育

质量。

（二）需求适配的军事院校战略管理类学科课

程体系

围绕美军战略管理人才队伍建设需求，国防

大学、陆军战争学院 （ＵＳＡｒｍｙＷａｒＣｏｌｌｅｇｅ，简
称ＵＳＡＷＣ）等军事院校均开设有战略管理类课
程，构建了相对完善的战略管理人才培养学科体

系，具体如图３所示。

图３　美军军事院校战略管理类学科课程体系

１国防大学
美军国防大学面向全军培养战略管理人才，

愿景为 “创造战略优势”，课程体系设置具有明显

的高阶性和普适性，注重宏观战略思维培养。目

前涉及战略管理类教育的学院主要有艾森豪威尔

学院 （ＤｗｉｇｈｔＤＥｉｓｅｎｈｏｗｅｒＳｃｈｏｏｌｆｏ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ｙ，简称 ＥＳ）、国家战
争学院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ａｒＣｏｌｌｅｇｅ，简称ＮＷＣ）和国际
安全事务学院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ｆｆａｉｒｓ，简称ＣＩＳＡ）。

艾森豪威尔学院课程［２０］分为核心课程、实践

课程和选修课程三个系列。完成战略、经济学和

领导力领域的１６个学分课程后可以获得国家安全
战略证书，而完成全部３２个学分课程后可以获得
国家资源战略理学硕士学位。核心课程围绕战略

制定、执行、评估以及领导力等关键能力培育展

开；实践课程由国家安全产业基地负责，包括实

际应用评估与实地考察两个部分内容；选修课程

用于支撑核心课程展开。其中，长期战略选修课要

求学生关注长期战略与国防投资之间的关系，重点

是军事平衡评估、国防战略规划方法、“竞争战略”

概念应用、战略制定和资源配置的跨学科方法等。

国家战争学院课程体系［２１］分为三个部分：聚

焦于国家安全发展与决策、军事战争制定与执行

的核心课程，以国际政治与经济、地域与区域等

为主要内容的选修课程，以及与高级军官交流研

讨等形式展开的实践课程。其中，国家安全战略

入门是核心课程的基础。

国际安全事务学院是国防大学最年轻的学院，

主要培养战略安全研究文学硕士，相应课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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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２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整个国防大学

范围内学习战略领导基础，运用各种批判性和战

略性思维工具分析国家级战略、联合条令和行动

等主题；第二阶段是将安全研究与领域相结合，

包括国际安全研究、非常规战争、反恐、国土防

卫或南亚和中亚等；第三阶段则通过选修课、顶

石项目等形式选择感兴趣的主题展开。

２陆军战争学院
陆军战争学院重在培养陆军战略管理人才，

战略执行与联合作战是课程体系设置的重点。为

适应信息化战争要求，陆军战争学院正在实施

“军官战略领导教育计划”［２３］，旨在面向各级各类

军官传授战略思维技巧，其开设的战略管理类学

科课程体系相应较为完善。陆军战争学院下属的

军事战略、规划与作战系，培养能够在多国家、

多政府和多机构间实施国家军事战略的军事、文

职和国际领导者，其课程体系主要分为四个板块：

（１）军事战略与领导计划旨在培养能够将战
略政策与指导转化为战区具体行动的领导者，课

程体系设置５个板块单元：实施国家军事战略、冲
突领域、任务指挥与联合职能、作战艺术与战区

战略、联合作战规划。不同单元设计不同教学课

程且采用不同教学方式组织实施。

（２）联合作战进修计划板块为选修课程，教
授各级军官如何从战略角度思考本级部队行动的

问题，旨在为学员提供联合部队指挥和作战方面

的学习内容。

（３）基础战略艺术计划板块主要传授战略思
维与基础工具，教授如何在国会听证、与媒体打

交道、参加外交谈判、为总统提供咨询等内容，

以促使大多数基层部队军官快速转型，适应军事

战略职能部门工作需求。

（４）高级战略艺术计划板块通常在基础战略
艺术计划完成后实施，重点使战略管理人才了解

国际冲突模式及其在支持国家安全目标的军事战

略规划中的应用。

（三）实践导向的学员战略领导与执行能力培

养策略

美军院校特别重视战略能力的实践化培养，

有针对性地开发了角色扮演、兵棋推演、岗位实

习、实兵演习等多种实践方式，并依据学员战略

领导思维谋划与战略执行能力培养需求，选择不

同方式或多种方式组合使用。

角色扮演主要用于战略管理类课程研讨会。

通过在研讨会上由学员轮流扮演战略领导者或执

行者，使学员在模拟真实环境中开展战略制定、

领导力、战略理解与执行等能力的训练。鉴于其

易于大范围实施且与理论结合紧密等优点，目前

已被院校广泛采用。如陆军战争学院面向战略领

导者培养开设的 “战略领导力课程”［２４］。该课程

研讨会共分１８个主题，如ＳＬ－１－Ｓ战略领导力主
题、ＳＬ－４－Ｓ系统思维主题、ＳＬ－１１－Ｓ领导创
新组织主题、ＳＬ－１６－Ｓ战略决策主题等。每次研
讨会前，学员需自学被推荐的与主题相关的理论

著作，并依据主题需要，由学员互相扮演对立双

方或上下级等关系，身临其境地体会与锻炼战略

领导者所需的素养与技能。

同时，美军院校也广泛采用兵棋推演作为战

略能力实践教学方式。具体而言，美国国防大学

设置有负责兵棋服务的应用战略学习中心，各军

种战争学院也设立了相应兵棋推演系，分别承担

各军种的 “ＴｉｔｌｅＸ”兵棋推演任务［２５］。如海军战

争学院 （ＵＳＮａｖａｌＷａｒＣｏｌｌｅｇｅ，简称 ＵＳＮＷＣ）
每年举行 “全球战争”的战略级兵棋推演。

在岗位实习方面，美国兰德公司隶属的兰德

研究生院基于庞大资源体系开创了一条新路子。

作为创设第一个政策分析博士学位的研究机构，

兰德研究生院在教育方面允许学生根据专业和兴

趣参与兰德公司实际科研团队和战略相关研究项

目。期间，在兰德公司研究员指导下，与政府机

构工作人员进行广泛的互动，并参与预算制定等

活动，通过实践增强对战略管理业务的理解力与

执行力［２６］。

实兵演习是名额相对较为稀缺的实践方式，

主要依托美军组织或参与的各类战略战役训练，

此外还依托联合演习、执行海外作战任务以及参

加国际维和、反恐等国际行动，使军官在现实战

略环境中开阔战略视野和提高战略预见性，锻炼

运用战略思维谋划和指挥联合作战行动的能力。

　　四、对我军院校战略管理人才培

养的启示

　　美军院校为美军输送优秀战略管理人才，人
才反哺支持院校发展，两者形成了较好的良性循

环，这在本质上是美军重视战略管理与人才培养

的结果。以强为鉴，为我军院校战略管理人才培

养改革与深化提供了以下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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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聚焦战略素养形成，构建战教训一体的

战略管理课程体系

依托军事院校教育资源，深化军事院校战略

管理基础理念传授，以管理学为依托，适时增设

军队战略管理学科。以学员战略素养培育为导向，

打造院校课程体系核心产品，突出为战育人、为

战抓教，统筹战略管理本科学历教育、研究生学

术培养与在职干部培训，构建战教训一体的战略

管理课程体系，提升学员岗位任职后的战略思维

层次，也为学员日后转岗战略管理奠定基础。

（二）深化战略能力培养，大力推进实景案例

式战略管理实践教学

借鉴美军多样化的实践教学形式，提炼形成

适合我军的实景案例式教学模式，充分依托战略

目标要求、军种建设需求及战区使命任务等，构

建虚拟且逼真的战略演训场景，进而采取兵棋推

演、仿真训练、角色扮演、演示教学、集成研讨、

参观见学等实践教学方法，使学员身临其境地开

展战略管理自主式学习，在实践中深化战略思维

与锤炼战略管理能力。

（三）面向军队实际需求，科技助力打通战略

管理全链路人才培养

以军队战略管理人才需求为牵引，面向战略

管理 “需求－规划－预算 －执行 －评估”全流程，
以链路衔接堵点与环节耦合难点为关键抓手，强

化虚拟现实技术、知识图谱推演、预实践平台、

决策驾驶舱等信息化教学与科技手段运用，促使

战略管理人才全链路岗位任职与多环节专业精通

能力生成，为全军战略管理人才队伍建设输送优

秀复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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