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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后勤80多年的历史，是一部适应不同时期军事斗争需要的保障能力生成提高的历
史。不同历史时期的作战，有不同的后勤保障能力建设要求。本文旨在通过回顾我军不同时期
的后勤保障能力建设情况，总结经验，探索规律，得出对我军未来后勤保障建设的有益启示。

一、我军不同时期的后勤保障能力建设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出了“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强军目标，并把“能
打胜仗”作为强军之要。实际上，在我军后勤8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后勤保障能力建设始终
都是围绕“能打胜仗”来展开的。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军的规模比较小，各根据地处于被敌分割、包围的态势，我军主
要是以游击战和中小规模运动战的方式粉碎敌人的“围剿”。当时，部队都是连续作战，人
员伤亡大、物资补给困难，后勤保障能力建设有三条主线：一是筹粮筹款，二是抢救伤员，
三是取之于敌。为此，毛泽东提出，要建立起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军事根据地。依托根
据地，开创性采取了“打土豪筹款”和“取之于敌”的方式来弥补我军物资匮乏的先天不
足。在后勤建设重点上，特别重视红军医院建设，实行卫生员制度，在部队广泛开展卫生运
动，从而保证了在极其险峻环境中的伤员救治。①这三个方面，对于生成和恢复部队战斗力，
保证完成战斗任务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我军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主要作战样式是游击战。面对敌人的长期封
锁和连续“扫荡”，为了保持持久抗战的能力，我军后勤保障能力建设在土地革命时期三条
主线的基础上，开始向两个方面拓展：一是增加了军械物资保障能力。当时各敌后根据地都
分头建立了自己的兵工厂和修械所，可以生产一定数量的武器弹药，弥补部队武器装备的不
足。二是以大生产运动的方式拓展经费物资第二代自我保障能力。毛泽东提出了“自己动
手，丰衣足食”的口号，我们党和军队的领导人亲自参加大生产运动，南泥湾好地方，家家
户户纺线忙，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的主要作战方式是实施大规模运动战。为了更好地适应大规模运动
战的需要，我军后勤保障能力建设内涵又有了新的拓展。一是加强了后勤组织领导。各大军
区、野战军先后成立了后勤部，有的还组建了后勤分部，后勤保障体制和保障力量开始逐步
向统一、正规的方向发展。二是大规模的动员能力。比如淮海战役中，人民群众支前动员的
保障能力被发挥到极致。整个战役共动员民工543万人、担架20.6万副、大小车88.1辆、挑子
50.3万副，由各地支前机构组织粮食供应站110余处筹措粮食4.8亿公斤，超过实际消耗2.1亿
公斤，②大规模的人民支前运动，有力地保障了战略决战的胜利。

抗美援朝战争，是我军现代后勤建设的开端。正如聂荣臻所说，“我们是从抗美援朝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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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中，才充分认识到后勤工作在现代战争中的
重要性的”。①这是我军是首次出国作战，主要
作战对手是高度现代化的美军。由于出国作战，
就地取给有限，所有的物资必须由国内保障。面
对新的作战需求，我军后勤的保障能力建设有四
个方面的突破：一是战略后勤支援保障能力。建
立了以全国为依托、以东北为总后方的战略后勤
保障体系，动员全国力量支援作战。一个典型的
例子，就是为了让前线志愿军官兵吃上熟食，全
国各地家家户户炒炒面，从东北一直炒到长沙。
二是组织后勤指挥能力。我军建立了后方勤务司
令部，统一指挥后勤，实行划区供应与建制供应
相结合的保障体制。这个体制一直延续到今天。
三是军交运输能力。开设兵站线，并形成了兵站
运输网，采取了很多创造性的办法，“敌随炸，
我随修，路随通”，形成了“打不断、炸不烂”
的钢铁运输线，保证了后方的物资，源源不断地
运往前线。四是后方防卫能力。面对敌人的绞杀
战，我军实行“战斗化后勤”，“在战斗中保
障，在保障中战斗”。这一时期后勤建设的经验
做法，为我军由传统后勤向现代后勤取得突破性
发展起到了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

我军转入现代化建设时期后，面对复杂变幻
的国家安全环境，我军的主要战略方向和主要作
战对象历经数次调整转换。军队后勤建设紧跟形
势变化，始终以作战需求为牵引，注重调整后勤
体制，发展后勤装备，完善战场设施，优化物资
储备，建设后勤力量，从而有效地保障了对印、对
越历次局部战争的胜利和重大军事行动的完成。

新世纪新阶段，随着世界新军事变革的不断
深入，未来战场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信息化正
取代机械化成为战争的主导，基于信息系统的体
系作战成为信息化条件下作战的基本形态。为保
障打赢信息化战争，我军后勤以“四化”目标，
即保障体制一体化、保障方式社会化、保障手段
信息化、后勤管理科学化引领全军后勤大变革、
大转型，推开了以信息化为内在特征和本质要求
的后勤全面转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军委着
眼“能打仗、打胜仗”的强军目标，明确了现代
后勤“三大建设任务”，即建设保障打赢现代化
战争的后勤、服务部队现代化建设的后勤、向信
息化转型的后勤，着力实现后勤指挥、物资保
障、卫勤保障、运输投送、工程保障和后勤动员
等“六种能力”的全面跃升，确保我军后勤保障
非战争军事行动有把握，保障应急作战有能力，
保障大规模作战有坚实基础。

二、几点启示

通过回顾我军不同时期的后勤建设历程，得
出以下几点启示：

（一）后勤保障能力建设是一个动态的发展

过程，不同时期应确立有针对性的建设目标。我
军后勤保障能力建设的不同阶段，是由不同的建
设重点所形成，过去由于受客观条件限制，我军
后勤建设侧重解决当时的迫切需要，应急保障能
力建设是强项，随着我军物质保障的不断丰富，
后勤保障能力建设在迈入高级阶段的同时，系统
规划能力却是我们当前的短板。为此，我们应当
以动态的眼光看待后勤保障能力建设，确立一个
符合时代特征、符合国情军情、符合使命要求的
长远建设思路，并要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加强后
勤准备工作。

（二）后勤保障能力建设始终要围绕“打胜
仗”进行，保障打赢是检验保障力建设成效的唯
一标准。我军不同时期的后勤保障能力建设，有
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以作战需求为牵引，以打赢
为目标。军队后勤必须坚持和发扬“一切为了前
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光荣传统，始终以保障打
赢的标准抓准备，“打什么样的仗，就必须有什
么样的后勤，仗怎么打、后勤就怎么建”。但保
障打赢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保障打赢的能力也
不仅仅是某几种能力的简单拼凑，它需要各种适
应作战的能力进行有机融合，去共同发挥作用。
为此，我们应展开更为系统的研究，着力发展保
障打赢的新手段，着力探索保障打赢的新方法，
着力谋求保障打赢的新优势，才能确保为“打胜
仗”提供坚实的后勤保障。

（三）信息化条件下后勤保障能力生成方式
发生了重大变化，新质保障力的高低决定转型速
度的快慢。信息化战争与以往的最大不同，是信
息的地位作用发生了变化。信息作为新质资源，
改变了物质和能量的作用方式，进而改变了保障
力的生成机理，无可争议地成为生成保障力新的
主导资源。置身保障力生成模式转变的时代大
潮，好的传统我们要坚持，但如果在观念上始终
沉迷于“传统保障力”的辉煌，只能是“穿新鞋
走老路”，保障力生成模式就不可能从“手的延
伸”发展到“脑的扩展”。是否把信息作为保障
力的主要生长点，是新旧保障力生成模式的重要
区别。加快转变保障力生成模式，必须借助信息
活力，激发转变动力。谁能顺应时代潮流，率先利
用新资源，谁就将占领当代军事后勤的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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