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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军事信息文化新探》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章军事信息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第二章
军事信息文化的科学内涵；第三章军事信息文化的显著特征；第四章军事信息文化的主
要功能；第五章我军信息文化建设的现状；第六章外军信息文化建设的有益借鉴；第七
章社会信息文化建设的先进经验等。

目 录

第一章军事信息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
一、实现我军战略目标的时代召唤
（一）新军事变革呼唤军事信息文化
（二）打赢信息化战争需要军事信息文化的支撑
（三）建设信息化军队需要军事信息文化的主导
二、聚焦新形势下强军目标的现实课题
（一）能打胜仗是我军建军强军的根本目标
（二）军事信息文化助推强军目标的实现
三、强化军事信息实践理论支撑的迫切需要
（一）军事信息文化指导军事信息实践
（二）军队信息实践急切需要理论支撑
四、推动先进军事文化发展完善的内在要求
（一）军事信息文化是当代先进军事文化的最新形态
（二）军事信息文化研究推动先进
军事文化发展完善第一章军事信息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
一、实现我军战略目标的时代召唤 （一）新军事变革呼唤军事信息文化
（二）打赢信息化战争需要军事信息文化的支撑
（三）建设信息化军队需要军事信息文化的主导 二、聚焦新形势下强军目标的现实课题
（一）能打胜仗是我军建军强军的根本目标 （二）军事信息文化助推强军目标的实现
三、强化军事信息实践理论支撑的迫切需要 （一）军事信息文化指导军事信息实践
（二）军队信息实践急切需要理论支撑 四、推动先进军事文化发展完善的内在要求
（一）军事信息文化是当代先进军事文化的最新形态
（二）军事信息文化研究推动先进军事文化发展完善第二章军事信息文化的科学内涵
一、军事信息文化是军事文化的最新形态 （一）文化和军事文化
（二）军事文化的历史形态 （三）军事文化的最新形态 二、军事信息文化的科学内涵
（一）军事信息文化的内涵 （二）军事信息文化的外延 三、军事信息文化相关概念辨析
（一）军事信息文化与军事文化 （二）军事信息文化与信息文化
（三）军事信息文化与外军信息文化第三章军事信息文化的显著特征
一、传播方式的高时效性、虚拟性和交互性 （一）以数字为基础的高时效性
（二）以网络为依托的虚拟化 （三）信息交流与传播中的交互性



二、思想内容的创新性、开放性、平等性与多元化 （一）思维观念的创新性
（二）交流内容的开放性与平等性 （三）自我表达的个性化与多元化
三、信息成果的智能化、严密性和共享性 （一）技术成果的智能化
（二）思维成果的创新性 （三）信息成果的共享性 四、军事信息文化的国家性、民族性
（一）明确的意识形态性 （二）鲜明的思想政治导向性 （三）区别于西方的独特民族性
第四章军事信息文化的主要功能 一、目标导向功能 （一）更新军事价值观念
（二）引领军队发展目标 （三）坚定官兵政治信念 二、理论认知功能
（一）有助于官兵认识信息化战争的基本特点
（二）帮助官兵了解我军信息化建设的现状
（三）有助于官兵把握我军信息化建设的特点和规律 三、战斗力生成功能
（一）强化信息主导观念，认清新质战斗力生成本质
（二）运用系统集成思维，融合新质战斗力各要素
（三）普及军事信息知识，提升官兵主体信息素养
（四）融合多种要素，推动军队信息化技术不断发展
（五）建立健全军事信息制度，推进信息文化建设第五章我军信息文化建设的现状
一、我军信息文化建设面临的主要挑战 （一）信息崇拜与信息异化的挑战
（二）信息霸权和文化殖民的挑战 （三）人格异化与道德意识弱化的挑战
二、我军信息文化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滞后的文化理念与飞速发展的新军事变革的矛盾
（二）陈旧的条块状体制编制与一体化联合作战的矛盾
（三）军民融合的机制不够完善与依托社会信息文化加速军事信息文化发展要求的矛盾
（四）对高素质人才的迫切需求与官兵信息文化素质不高的矛盾
第六章外军信息文化建设的有益借鉴 一、外军信息文化建设的先进理念
（一）“信息主导”的理念 （二）“军民融合”的理念 （三）“人才至上”的理念
二、外军信息文化建设中的有效做法
（一）以顶层设计的军事制度文化强力推行军事变革
（二）坚持军事信息文化的实用性价值，为实施称霸全球的国家战略服务
（三）强调军事科技文化的基础作用，努力推进军队信息化、数字化进程
（四）按照信息化战争的要求，加快军事理论创新步伐
（五）充分挖掘社会文化的丰富资源，推进军事信息文化与社会信息文化协调发展
（六）发挥信息文化的舆论引导作用，占据宣传优势地位
第七章社会信息文化建设的先进经验 一、社会信息文化建设的优秀成果
（一）重视信息文化物质层面的投入和研发 （二）重视信息文化精神层面的主导和多元
（三）重视信息文化行为层面的培养和规范 （四）重视信息文化制度层面的规范和保障
二、社会信息文化建设的有益启示
（一）加强信息基础建设，为军事信息文化提供物质支撑
（二）加强信息人才建设，为军事信息文化提供智力支持
（三）加强信息法制建设，为军事信息文化提供制度保障
第八章我军信息文化建设的指导原则 一、坚持军事性原则，增强我军信息文化的战斗力
（一）加强军事信息科技文化建设 （二）加强军事信息思维文化建设
（三）加强军事信息行为文化建设 二、坚持先进性原则，提升我军信息文化的软实力
（一）加强现代思想引领 （二）加强创新理念驱动



三、坚持文化性原则，提高我军信息文化的吸引力
（一）高扬我军信息文化的“文化旗帜” （二）加重我军信息文化的“文化底蕴”
（三）丰富我军信息文化的“文化形式”
四、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提高我军信息文化的感召力 （一）以官兵兴趣为出发点
（二）以人才培养为旨归 五、坚持安全性原则，加强我军信息文化的抵抗力
（一）加强思想上的安全意识 （二）加强技术上的信息安全
（三）加强制度上的安全保障第九章我军信息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
一、军事信息价值文化建设的内容 （一）强化信息主导的价值观念
（二）重视官兵信息素质的培养 二、军事信息思维文化建设的内容
（一）系统集成的军事思维 （二）综合创新的军事思维
三、军事信息科技文化建设的内容 （一）军事信息科技文化建设的意义
（二）军事信息科技文化建设的内容 四、军事信息制度文化建设的内容
（一）军事信息制度文化建设的原则 （二）军事信息制度文化建设的内容
五、军事信息行为文化建设的内容 （一）军事信息行为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二）军事信息行为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第十章我军信息文化建设的有力举措
第十一章军校在军事信息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第十二章以文化自觉推动军事信息文化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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