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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军事信息资源分类法》的修订背景

1.1 《军事信息资源分类法》概述

《军事信息资源分类法》是用于军事信息资源管

理的大型分类检索语言工具，被列为“国家军用标准

十五规划”重点项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简

称“军事科学院”）科研规划重点课题。2001年3月由中

国人民解放军军用信息检索语言编管会办公室、中国人

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图书资料馆、中国人民解放军档

案馆、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装备部科技信息研究中心和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图书馆等共同组成课题组，

于2005年完成编制任务并通过专家评审，由中国人民

解放军原总装备部发布，GJB 5402—2005《军事信息

资源分类法》作为国家军用标准实施。其使用对象是全

军各类信息资源管理部门（如图书馆、档案馆、情报资

料部门、科研机构、编辑出版部门等），及全军各级机

关和各种网络终端用户。该标准由3个部分构成：（1）
GJB 5402.1—2005《军事信息资源分类法 第1部分：编

制规则》，规定《军事信息资源分类法》编制中应遵循

的原则、方法和要求[1]，是指导《军事信息资源分类法》

编制工作的技术规范，适用于军事领域各种专业信息

资源分类法的编制；（2）GJB5402.2—2005《军事信息

资源分类法 第2部分：分类表》，包括编制说明、基本

大类、简表、详表和附表[2]，是军事信息资源特别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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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信息资源的分类检索语言，标准设置基本大类23个、

二级类目326个，适用于全军各类信息资源管理部门，

及全军机关对信息资源进行分类组织和检索；（3）GJB 
5402.3—2005《军事信息资源分类法 第3部分：主题

词——分类号对应索引》，包括编制说明、索引款目首

字检字表和索引正文[3]，是《军事信息资源分类法》中

主题词与分类号相对应的索引，为《军事信息资源分类

法》与《军用主题词表》兼容互换的工具，主要适用于

通过主题词查找、利用分类表。

作为军队信息化建设重要基础工程的国内第一部

大型军事信息分类法，《军事信息资源分类法》对传统

分类法进行多项改革和创新，特别是在多维揭示、分

类主题一体化等方面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4]。

《军事信息资源分类法》为规范、统一全军信息资源，

特别是网络信息资源的组织与分类管理发挥重要作

用；对规范军事信息资源的分类组织，提高军事信息资

源分类标引和信息检索质量，加快军队信息化建设步

伐，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随着军事理论、军事技术的

创新发展，《军事信息资源分类法》部分内容逐渐不能

满足军队信息化建设发展的需要。按照中国人民解放

军原总装备部计划安排，2011年6月标准课题组开始对

GJB 5402.2—2005《军事信息资源分类法 第2部分：分

类表》和GJB 5402.3—2005《军事信息资源分类法 第
3部分：主题词——分类号对应索引》进行修订，2014年
12月通过专家评审，2015年9月由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

探索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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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部发布GJB5402A.2—2015《军事信息资源分类法 
第2部分：分类表》[5]和GJB5402A.3—2015《军事信息

资源分类法 第3部分：分类表主题索引》[6]，并于2015
年12月开始施行。

1.2 2005版的《军事信息资源分类法》存在

的主要问题

（1）军事性过强，通用性偏弱。鉴于中国图书馆分

类法、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中国人民大学图

书馆图书分类法、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等大型分类法

无法满足军事部门分类军事信息资源的需求，2005版
标准主要针对军事信息资源的分类需求编制推出，忽视

了对军队院校及科研机构收藏的大量相关学科信息资

源（如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教育、历史以及自然科

学信息资源）的分类。其所设“Z 军事综合信息资源”

大类，由于类名为“军事”，无法纳入非军事类的综合

信息资源。

（2）在军事科学内部缺少总揽全局的类目。随着

综合性军事学术专题研究越来越多，2005版标准除军

事性过强、通用性偏弱外，在军事科学领域还缺少跨部

门、跨领域，涉及全局性问题的类目。如涉及军事软实

力、战斗力标准、五种作战能力、军事文化、军民融合

式发展等信息资源就无法准确归类。

（3）未能反映各种新型战争手段。各式各样的作

战方式不断涌现，战争手段不断翻新（如电子战、信息

战、网络战、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环境战等），不

断刷新军人对战争手段的认识。2005版标准没有对战

争手段进行归纳和集中，所设类目未能全面反映各种

新型战争手段。

（4）未能充分反映新时期军队承担的某些重要

任务。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我军的职

能使命也在不断调整补充和完善。2005版标准未能充

分反映新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承担的某些重要使命任

务。如我军在承担大量战争准备任务的同时，还担负很

多重要的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而非战争军事行动在

2005版标准中缺少反映。

（5）未能反映部队最新的编制体制结构。随着部

队编制体制不断调整完善，部队的组成结构和序列发生

新变化，而2005版标准未能反映。如根据2011版的《中

国人民解放军军语》，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包括内卫

部队和黄金、森林、水电、交通等警种部队，及边防、消

防、警卫部队[7]，而2005版标准的相关类目无论在分类

表详表，还是复分表中都与上述表述存在差异。

（6）部分类目未能反映迅速增长的信息资源。一

些领域的信息资源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2005版标准

未能及时反映，需根据文献保证原则加以扩充和细化。

如后勤装备、军兵种装备、国际军事安全等类目。

（7）部分类目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使用频率低。

部分类目带有时代局限性，或信息资源偏少、使用频率

偏低，还有类目含义不清，这些都需要根据文献保证原

则进行剔除或调整。

（8）部分类名不准确、不规范，甚至存在习惯用

语，如“军事教育训练”“时事政策教育”“信念教育”

“革命传统教育”“职责教育”等；部分类目包含的下

位类含义不准确、不全面，需依据军队条令条例和权威

工具书加以规范；部分类目参照注释、类目交叉注释、

类目交替注释、类目标注主题词不准确、不完整，需根

据实际情况加以调整、补充。

2 《军事信息资源分类法》的修订思想
和原则

在对2005版标准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明

确《军事信息资源分类法》修订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原则。

2.1 指导思想 

分类体系构建继续坚持以军事科学分类为基础、

以军事信息资源保证为依据，兼顾全军各级职能部门需

求的基本原则。类目设置充分吸取当前军事领域有关

军事科学分类的最新研究成果，分类体系科学、完整，

知识覆盖面广，体现军队特色。在保持科学性、稳定性

的前提下，加强实用性，扩展知识涵盖范围，重视与军

事相关学科的兼容问题。

2.2 主要原则

保持2005版标准体例不变、标记制度不变，在此

基础上对类目体系进行全面地普查、调整和完善。类目

设置紧密联系军队实际，充分体现军事科学研究的新

成果、新方法，充分反映新学科、新事物、新主题；对于

有时代局限性、信息资源偏少、使用频率偏低或类目含

义不清、无文献保证的类目，予以删除；理顺类目关系，

《军事信息资源分类法》的修订原则与方法周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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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类目注释和主题词标注。

3 《军事信息资源分类法》的修订方法

3.1 分类表的修订方法 

通过对2005版标准存在问题的分析，分别采取措

施，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修订。此次对GJB 5402.2—2005
《军事信息资源分类法 第2部分：分类表》的修订幅度

较大，分类表新增类目725个、删除类目164个、修改类目

166个。规范、完善类目间关系，修改各种类目注释，规范

类目标注主题词，调整完善大类说明并修订复分表。

3.1.1 增补、删除和修改类目

3.1.1.1 增补类目

（1）新增收容类“Y 相关学科”，解决通用性偏弱

问题。新增的“相关学科”类目，既能满足不同文献信

息部门分类信息资源的需求，容纳更多的信息资源，也

对深化分类主题一体化、提高与《军用主题词表》的融

合度具有重要作用。

此外，为容纳除军事综合信息资源以外的各类综

合信息资源，增强类目包容性，将“Z 军事综合信息资

源”大类，修改为“Z 综合信息资源”。其下位类目凡冠

名“军事”的一律取消，如“Z1188 军事百科全书”改

为“Z1188 百科全书”，“Z15 军事辞书”改为“Z15 辞
书”等。

（2）重新梳理类目间隶属关系，在军事科学内部设

置总揽全局性的类目，使原本分散的跨部门、跨领域类

目集中。如在“B 军事科学总论”类下增设“B71 军事学

术专题研究”类，下设“B7111 军事软实力”“B7121 战
斗力标准”“B7131 五种作战能力”“B7141 军事文化”

“B7151 军民融合”“B7199 其他”6个类目。

（3）与时俱进，对各种类型的战争手段进行分析

归纳，增设总论战争手段的类目。在“C 战争”类下增

设“C81 战争手段”类，下设“C8111 电子战”“C8121 
信息战、网络战”“C8131 三战（舆论战、心理战、法律

战）”“C8141 环境战”“C8199 其他”5个类目，使反

映各种战争手段的信息资源相对集中。

（4）着眼军事实践，及时反映我军职能任务的新变

化，增设反映新时期我军新的重要使命任务类目。如将

“H6141 维护社会稳定”类扩展为“H6141 非战争军事

行动”类目，下设“H6141.11 维护社会稳定”“H6141.21 
抢险救灾”“H6141.31 维护权益”“H6141.41 安保警

戒”“H6141.51 打击海盗”“H6141.99 其他”6个类目。

（5）根据文献保证原则，对信息资源增长迅速

的类目进行扩充和细化。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

重点关注信息资源增长迅速的类目对其加以扩充和

细化。如随着军事科技的发展和未来战争的需要，后

勤装备呈现专业化、系列化和多样化的趋势。因此，将

“M7931 后勤装备”类细化，增设“M7931.10 后勤装

备体系”“M7931.11 通用后勤装备”“M7931.21专用后

勤装备”“M7931.31 军用方舱”三级类目。

（6）对所有类目进行普查，认真做好拾遗补缺工

作。根据全军有关单位反馈的信息和军内外专家意见，

除对2005版标准中大的缺项做好增补处理外，对小的漏

洞也进行认真排查，切实做好拾遗补缺工作。如“B 军
事科学总论”类，新增“B6147 军事语言学”；“G 军队

指挥”类，新增“G1121.71 装备试验指挥体制”和“G23 
指挥信息系统”；“Z 综合信息资源”大类，增加“Z99 
通用概念”类，收录《军用主题词表》中的一般综合用

语、一般科技用语，便于分类主题一体化类目映射。除

扩展类目外，根据需要，在全表中增设“其他”类目，进

一步提升类目包容性。

3.1.1.2 删除类目

对于部分带有明显时代局限性、信息资源偏少、使

用频率过低的类目作删除处理。如删除“L96 政治运

动”的部分类目。

3.1.1.3 修改类目

（1）充分反映部队最新编制体制结构。为解决

2005版标准未能反映部队最新编制体制情况的问题，

根据部队最新编制序列，对相关类目进行修改。如针对

武警部队编制体制的变化，对涉及武警部队的类目进

行调整。将2005版标准“F8681 武警部队战术”的下位

类调整为“F8681.61 武警内卫部队战术”“F8681.62 
武警黄金部队战术”“F8681.63 武警森林部队战术”

“F8681.64 武警水电部队战术”“F8681.65 武警交通

部队战术”“F8681.66 武警边防部队战术”“F8681.67
武警消防部队战术”“F8681.68 武警警卫部队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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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严格遵循新版条令条例和权威工具书。为解

决部分类名称谓不准确、不规范，部分类目包含的下位

类含义不准确、不全面的问题，按照军队最新颁布的条

令条例、法规性文件和权威工具书重新规范所有类目。

如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对军队政治工

作内容和称谓的权威解释[8]，对“L 军队政治工作”类

目进行调整。在“L2191 优抚工作”下增设“L2191.11 褒
扬”“L2191.31 抚恤”“L2191.51 优待”“L2191.71 安
置”“L2191.91 烈士纪念”5个下位类。

3.1.2 规范、完善类目间关系

借助自主研发的分类法编管软件平台“军事信息

资源分类法编制管理系统”，对类目关系进行规范和完

善。此次分类表修订，共增加类目参照注释24条、删除1
条、修改34条，增加类目交替注释11条、修改4条，增加

类目交叉注释22条、删除1条、修改147条，增加相关类

目注释18条、修改19条。

3.1.2.1 修改类目参照注释

2005版标准类目参照规则不甚明确，参照系统存

在混乱。修订时，若一个知识门类同时与多个类目保持

联系，可设置类目参见，但需要注意以下4种情况。

（1）当事物间有密切关系而不同属于一个类系

时，可设参见。虽分属不同领域，但有部分内涵重叠，故

可互相设置参见。如“E31 战役保障”可参见“D31 战
略保障”“F31 战斗保障”“G41 作战保障”，反过来也

可设参见。

（2）专指性类目不必参见总论性（综合性）类目，

总论性类目可参见专指性类目。如“A2121.1711-17 人民

战争”指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不必参

见战争类“C51 人民战争”；而研究“C51 人民战争”

可参见“A2121.1711-17 人民战争”。因为，综合研究“人

民战争”理论，需参照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等关于

人民战争的思想，而若专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毛泽

东等关于人民战争思想，不一定需要参照研究“人民战

争”一般理论。

（3）专指性类目间不必互为参见。如“A2121.1711 
马克思、恩格斯战争学说”不必参见“A2123.1711 列宁

战争学说”。

（4）若同位类已相互设置参见，其下位类不再互设

参见。如“G41 作战保障”“E31 战役保障”“F31 战斗保

障”已互设参见，其下位类“G41-19 工程保障”“E31-19 
战役保障”“F31-19 战斗保障”不必再设参见。

按照上述原则，完善新标准类目参照注释。 

3.1.2.2 修改类目交替注释

交替类目是在为一个知识门类设置使用类目的同

时，在相应门类下设置的具有同一关系的非正式使用类

目[1]。2005版标准在类目交替注释上存在一些疏漏和差

错，在对相关学科类目的处理上，需坚持以军事学科为

主、相关学科为辅的原则，若能纳入军事学科体系，则

应在军事科学体系主列类和相关学科交替类目同时出

现。按照上述原则，完善新标准类目交替注释。

3.1.2.3 修改类目交叉注释

交叉关系指当一个知识门类具有多种从属关系时，

一个子类可同时属于多个母类。设置交叉类目是为充

分揭示主题间联系，保持学科体系完整性，又不分散同

一内容的信息资源。2005版标准在类目交叉注释上存在

一些疏漏和差错，修订时需明确两个原则。

（1）当一个知识门类具有多种从属关系且其内

涵、外延完全一致时，设交叉类目。如“A3141-25 战争

规律”与“C00-19 战争规律”，“H2113 国防发展战

略”与“D6111-11 国防发展战略”，其内涵、外延完全

一致，可以建立交叉关系。

（2）名称相同但内涵、外延不一致时，不建立交叉

关系。如“A2121.1711-19 战争本质”是指马克思、恩格

斯战争本质学说，与战争理论类目“C00-11 战争本质”

内涵不同，不应建立交叉关系。

按照上述原则，完善新标准类目交叉注释。

3.1.3 规范类目标注主题词

按照类目设置原则，各级类目应尽量采用《军用主

题词表》中相应的正式主题词作为类名；对于无法直

接采用正式主题词对应类名的类目，利用《军用主题词

表》进行主题词标注。2005版标准的部分类目标注主

题词不准确、不完备，此次修订分类表新增类目标注主

题词1 749组、修改873组、删除1 004组。具体修订原则

包括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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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凡类名是正式主题词时，主表一律不再对类

目进行主题词标注。

（2）当类名是一个完整的概念时，不进行主题词分

组标注。如F33 战斗后勤保障=战斗保障+后勤保障。

（3）当类名为并列概念需要标注时，应进行分

组标注以充分表达主题，分组标注时用分号分隔。如

“H2121.41 战备制度、等级与警报=战备制度；战备等

级；警报”。

按照上述原则，解决类目标注主题词不准确、不完

备的问题。  
  
3.1.4 调整完善大类说明和相关注释

各大类说明性文字是明确类目含义、类目设置原则

和划分方法的引领性文字，修订时参考2011版的《中国

人民解放军军语》，重点对各大类说明性文字进行重新

整理归纳。为使类目的内涵、外延更清晰，分类方法更

准确，也修订其他注释。共增加定义注释2条、修改24
条，增加范围及含义注释3条、修改15条，增加分类方法

注释129条、删除7条、修改60条。

3.1.5 调整、完善复分表

（1）由于许多大类下都有历史类目，部分类目的信

息资源较多，若按时代加以区分会更清晰。因此，修订

时增加“国际时代表”和“中国时代表”。

（2）“中国地区表”是“世界地区表”的一部分，

为便于用户使用，避免应用时出现错误，修订时将“世

界地区表”与“中国地区表”合并列为“地区表”。

（3）根据部队新的编制序列，对“军兵种复分表”

进行局部调整。如将“6武警部队”部分调整为“61武警

内卫部队”“62武警黄金部队”“63武警森林部队”“64
武警水电部队”“65武警交通部队”“66武警边防部队”

“67武警消防部队”“68武警警卫部队”。

3.2 索引的修订方法

由于对GJB 5402.2—2005进行较大幅度的修订，

需依据新的分类表对GJB 5402.3—2005进行重新编

排，重点是确保索引与修订后的分类表在类名、分类

号、类目关系及类目对应主题词、扩展类目主题词、类

目标注主题词等方面保持一致，同时大量增加检索入

口，方便用户使用分类表。

索引表基本形式为两列，一列为检索入口词、词组

或词串，另一列为检索入口对应的分类号。检索入口词

或词串按汉语拼音顺序排列，当检索入口所对应的分

类号数量大于1个时，分类号间以逗号分隔连续排列。

检索入口有三种情况：一是类目对应主题词或扩展类目

主题词，二是存在类目标注主题词的类名或选用非正

式主题词作类名，三是类目标注主题词串中各主题词

的轮换排列形式。对同形检索入口对应多个分类号（类

目）的情况分四种方式处理：一是当对应类目为上下位

类时，删除其上位类，保留更专指的下位类；二是当对

应的类目有交叉关系（多种从属关系）时，其分类号以

逗号分隔连续排列；三是当对应的类目有交替关系时，

在其交替类分类号加方括号后，再以逗号分隔连续排

列；四是当对应类目不易区分、且检索入口为主题词或

组配主题词时，采用人工组配方式，分别为其添加区分

种属概念的主题词予以限定，形成新的主题词组配形

式，并对新的组配主题词串进行轮排。此次修订共增加

检索入口680条。

此外，根据实际情况对索引的名称进行修改。由于

索引检索入口的三种形式只有一种为主题词入口，另外

两种分别是类名和组配主题词串入口，均表达文献的

主题，原有索引名称“主题词——分类号对应索引”已

不能准确表达索引表的实质内容，经研究将其改为“分

类表主题索引”。

4 结束语

《军事信息资源分类法》的修订告一段落，我军改

革仍如火如荼地进行，军队编制体制结构不断有新的

重大调整，军事理论、军事技术日新月异。只有与时俱

进，不断关注我军的改革和发展，不断关注国际军事风

云变幻，不断跟踪世界军事科技的进步，不忘初心、继

续前行，才能将国家军用标准修订得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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