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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兵器学科建设若干问题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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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含能材料技术是兵器科学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学科发展是广大含能材料技术领

域的专家、学者和学生关注的重要问题。适逢我国正在对《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进

行修订之际，本刊有幸邀请中国兵工学会许毅达副秘书长撰写了关于我国兵器科学技术

学科发展的研讨文章。我们期望通过该文，能引起国内同行的思考，共同促进我国兵器

科学技术的学科发展。

关于兵器学科建设若干问题的探讨

许毅达

（中国兵工学会，北京 １０００８９）

一、学科的形成和开展学科发展研究的意义

学科是科技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人类知识体系的基本组成单元；是科学技

术知识体系进步和成熟的象征。只有当某项专业活动或技术发展，导致相关知识上升到科学、

知识体系的层面，才能构成学科。学科的创立、成长和发展，对科技工作起着引领的作用。学

科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主要依据，也是国家科技竞争力的重要体现。

各学科之间相互交叉、融合、渗透，新的学科不断衍生，学科的划分不断变化，学科的内涵也不

断扩展；科学工作和科技创新活动自始至终按照科学发展的规律、沿着学科发展的脉络而展开。

我国对学科划分的主要依据是《学科分类与代码》（ＧＢ／Ｔ１３７４５－９２）。它是 １９９３年颁

布的正式国家标准。在这个标准中，设立了 ５８个一级学科，６３５个二级学科，２０５８个三级学

科，其中，没有兵器学科。这种现状已经对兵器及相关科学技术领域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的

地位、科技发展和人才培养产生了消极影响。

１９９７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原国家教委重新颁布了《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

的学科、专业目录》，该目录设置了１２个学科门类，８７个一级学科，３８８个二级学科；１９９８年

教育部又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在这两个部颁标准中，分别设立了“兵器科

学与技术”学科，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家标准中没有兵器学科的缺陷，但是，也很不系

统，更不全面（见附注）。

目前，国家在科技发展规划、科技成果统计、科研经费划拨、科研项目管理、科技人才选拔、

奖励和学科专业认定等工作中，主要依据是国家标准，基本参考是部颁标准（规定）。兵器行

业的科技工作者每当遇到相关工作，如院士提名、项目申请、科技规划等，都面临难以找到合适

学科类别的困境。用某位院士的话来描述比较形象：“我们兵器在国家科技领域属于另册，没

有被收入标准，说明我们没有地位。”

国内各个行业，包括国防领域的其他行业，一直都很重视学科建设，不断地进行学科发展

研究，引领行业沿着学科发展的脉络，按照科技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相对而言，兵器行业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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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就显得很薄弱。

学科研究的内容可以概括为：已经解决了哪些问题，取得的经验和采用的手段；正在研

究哪些问题，研究重点和发展建议；未来要解决哪些问题，如何突破难点和学科发展趋势预

测。可见，这些内容对各个领域都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院校老师而言，开展学科研究，能从学科的高度规划学校的发展，把握主干学科和分

支学科、关联学科的关系，强化基础，放宽口径，拓展新领域，使学校的发展少走弯路，稳步前

进，不断取得学术上和学科上的进步。

对于企业科技工作者而言，了解学科进展，比较熟悉各学科之间的关联，能从学科的层面

考虑科研主攻方向，将有助于提高科技人员的科学素质，激发创新，避免和减少盲目，提高效

率，拓展思路，易于攻克工程技术难题。

对于管理者来说，适当地掌握学科分类知识，了解学科发展规律，能帮助管理人员从较高

的层次正确把握科技发展动向，有助于提高企业顶层设计水平，引领科技工作选择正确的主攻

方向，并且增强驾驭能力，减少决策失误。

二、中国兵工学会在学科建设中取得的进展

由于兵器学科在国家标准中没有位置，对兵器科技的发展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因此，兵
工学会从２０００年开始，依靠系统内的专家学者，开展了有关兵器学科建设的工作，笔者［１］也
利用各种机会宣传呼吁，希望全系统的科技人员共同为完善兵器学科建设而努力。２００６年，
中国科协启动了学科发展研究与发布专项工作，兵工学会从 ２００８年开始［２］，利用中国科协提
供的平台，紧紧依靠专家学者，在认真总结几十年兵器科技工作的基础上，依据国家标准中关
于学科划分要坚持“科学性”、“实用性”、“简明性”、“兼容性”、“扩延性”和“唯一性”的要求，
并本着以下原则：
（１）体现兵器学科规律和发展方向；
（２）便于学科交叉和工程应用，有利于系统总体综合；
（３）尽量避免与现有学科冲突；
（４）要与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适应。
提出了兵器学科设置的基本框架。

学科名称为：兵器科学技术；二级学科由五大专业技术、七大共性支撑技术构成。
五大专业技术：装甲兵器技术、身管兵器技术、制导兵器技术、弹药技术、水中兵器技术。
七大共性支撑技术：燃烧与爆轰学、含能材料技术、防护技术、弹道学、兵器信息技术、兵

器材料与制造技术、兵器基础技术。
有人说，这些不是学科名称，更像产品名称。实际不是这样的。产品名称如：坦克、火炮、

火箭炮、自行火炮、枪械、导弹、鱼雷、引信、雷管等。每一种产品，都是通过运用各种科学知识
和技术制造出来的，譬如坦克，它涉及装甲兵器技术与身管兵器技术，同时也包含兵器信息技
术、兵器材料与制造技术、防护、动力、机械、传动等多个学科，作为特殊的一类军事装备，它的
主要技术内涵是集机动、防护、威力等诸多特性于一身。装甲兵器技术就是根据这一内涵，对
相关知识与技术的系统运用。在这里，装甲是特征，兵器是属性，技术是科学内涵，这样的名称
就是学科，不是产品。在国家标准中，对学科的称谓有如下几种（不分级别，在各级学科中均
可采用）命名方式：ＸＸ学、ＸＸ技术、ＸＸ工程、ＸＸ设计与制造、ＸＸ工艺、ＸＸ加工等。如此类
推，身管兵器技术、水中兵器技术、制导兵器技术和弹药技术都是学科名称。

七大共性支撑技术学科是所有兵器都要涉及的专用技术，除此以外，兵器还涉及其他很多
知识与技术，例如：数学、力学、自动控制、仪器仪表、动力传动、电子、光学、计算机等等，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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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军民通用技术，并且在学科标准中已经存在，而本文给出的这七个学科是兵器科技所
独有或者最具兵器特点的技术。

对共性支撑技术中的“兵器基础技术”做一点解释。在国家标准中，几乎每个工程技术学
科中，都设有这样的二级学科，有的叫做“ＸＸＸ技术基础学科”（例如航空、航天科学技术，安全
科学技术），有的叫做“ＸＸＸ技术其他学科”，多数兼而有之。我们初步设想，兵器科学技术的
基础学科可以考虑采取以下两种体系构成：一种是从共性支撑技术中选出若干学科如：燃烧
与爆轰学、防护技术、弹道学、含能材料等构成兵器基础技术；一种是以我们通常所说的“技术
基础”如：标准化、计量、测试、试验、靶场技术、可靠性、维修性、保障工程等构成兵器基础技
术。这样，传统的技术基础就有了新的内涵，从领域升格为学科。为了符合标准的要求，将
“技术基础”改为“基础技术”。

上述就是目前我们对兵器科学技术学科的基本划分和系统考虑。
虽然还不能说这个划分很完善，但至少目前得到了绝大多数专家的认同，也比较符合兵器

学科发展实际，并且为未来学科发展预留了空间。我们争取按照这个体系框架将兵器科学技
术学科纳入到将来的国家《学科分类与代码》标准中。

毫无疑问，这项工作对兵器科技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为此，在中国兵工学会
“七大”工作报告中，将开展学科发展研究工作，列为学会主要工作之首，在今年年初，我们又
提出了更为具体的工作实施计划。

三、对上述工作的评价和反应

正面反应：
多数学者赞同，认为为今后兵器学科发展奠定了基础，具有“里程碑”意义；学科报告发布后

得到社会关注；中国科协领导表示，兵工学会组织得最好，最认真，影响也最大。很多涉及国防
的领域（惯性技术、密码技术、智能技术等）都以兵工学会的编写模式为样板，向我们取经。原兵
器院校的科技人员基本肯定，企业、研究院所的技术骨干也纷纷希望了解和深入学习。

其他反应：
也有部分学者认为这个划分不尽合理，有的名词过于陈旧；包含内容不全，如水中兵器包

括进去了，却没有包括发展迅猛的航空兵器和特种兵器；也有人提出国外没有兵器这个学科，
我们为什么搞兵器学科研究？

四、笔者的基本意见

（１）要实事求是，稳步发展，保持连贯，尽量沟通解释，不能走回头路。
（２）不要什么都包罗进去，追求理想化，那样不现实；要争取先占位，再逐步发展和完善。
（３）要坚持以２００８年确定的学科架构为基础，逐步细化、深化，主要在内涵上扩展、丰

富，不要在名称上纠缠；现阶段一定要保持学科研究工作的连续和稳定。
（４）学科的扩延和发展要适度、合理；学科设立的依据是知识体系是否成熟，主导因素是

科学体系和工程技术发展规律，工业部门的发展规划和追求目标是需求（包括战场需求和市
场需求），这与学科的设立不属于同一范畴；要淡化产品色彩，突出学科的科学技术属性。

（５）在国外，学科分类和专业设置不是由国家来完成，而是由相应的社会团体来颁布。因
此，不能和国外类比，没有可比性。我们只能就中国的实际来认识这项工作。由于国家标准中
没有兵器学科，造成了兵器科技工业事实上的被边缘化，所以我们在争取国家支持和占有社会
资源方面就处于劣势。因此，统一认识，整合资源，建立起一套相对合理的兵器学科体系，对提
高兵器系统的科技竞争力、促进兵器工业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６）要组织动员本领域内的知名专家学者开展相关工作，力争将兵器科学技术在进一步
完善细化的基础上进入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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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１、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中与兵器有关的学科一览表

学科编号 一级学科名称 二级学科名称 三级学科名称

１３０．３５ 力学 爆炸力学

４１０．７０５０ 工程与技术科学基础学科 工程通用技术 爆破技术

５１０．７０ 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技术 雷达工程

５９０．２０１０ 航空航天科学技术 航天器结构与设计 火箭、导弹

６２０．３０２０ 安全科学技术 安全工程 爆炸安全工程

２、教育部招生目录中的兵器学科设置

（１）《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的兵器科学与技术

武器系统与发射工程

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

弹药工程与爆炸技术

特种能源工程与烟火技术

地面武器机动工程

（２）《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的兵器科学与技术

武器系统与运用工程

兵器发射理论与技术

火炮、自动武器与弹药工程

军事化学与烟火技术

水中兵器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６９９４１．２０１１．０１．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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