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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联合作战战区装备应急保障力量体系结构需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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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战区装备保障应急保障力量体系结构直接决定战役装备保障效能高低。立足战区装备应急保障力量体系

结构的实际，系统分析了一体化联合作战的特征及对装备保障的要求，并对一体化联合作战条件下战区装备应急保

障力量的保障任务进行了深入探索，最后提出了战区装备应急保障力量体系结构的一体化、扁平化、作战化、综合

化和模块化转型需求，可为我军装备部门制定战区装备应急保障力量体系结构转型建设策略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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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tecture of War Zone for Joint Op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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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quipment support efficacy of battle is directly decided by emergent equipment support resources system 
architecture of the war zone.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emergent equipment support resources system architecture of the war 
zone, systematically analysis the characters of joint operations and the demand to equipment support, and then made a deep 
research on the mission of emergent equipment support resources of the war zone for joint operations. Finally, advances the 
revolution requirement of “integrative, flat, combatant, synthetical, modularization” for emergent equipment support 
resources system architecture of the war zone. It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equipment department of our army of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of emergent equipment support resources system architecture of the war. 

Keywords: joint operations; emergent support resources system architecture of the war zone; requirement 

0  引言 

战区装备应急保障力量作为战役装备保障的

“拳头”力量，是应未来战争的突发性和作战形态

的不确定性对战区装备保障力量的规模和质量的迫

切需求而产生的 [1-2]。战区装备保障应急保障力量体

系结构直接决定战役装备保障效能的高低。 

一体化联合作战是我军信息化条件下的基本作

战样式 [3]，标志着我军对信息化条件下国防和军队

建设规律和信息化战争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境

界 [4]。不同战争形态、作战部队类型需要不同结构

的装备保障力量，机械化、半机械化战争模式下的

现行战区装备应急保障力量体系结构与未来信息化

战争条件下战役装备保障需求不相适应。一体化联

合作战样式的出现，必然对现行战区装备应急保障

力量体系结构产生深刻影响。故对一体化联合作战

战区装备应急保障力量体系结构需求进行研究。 

1  一体化联合作战特征及对装备保障要求 

1) 作战力量一体，要求综合保障 

信息化条件下一体化联合作战，表现为作战力

量的一体化，功能上的优势互补，以追求最大的整

体合力。一体化联合作战部队将参战的诸军兵种力

量合理编组，实现了陆战、海战、空战、导弹作战、

信息作战、特种作战、作战保障等实体力量的一体

化融合。 

可见，一体化联合作战的装备保障对象十分复

杂，保障任务异常艰巨，其保障目标不仅局限于保

持和恢复装备的战技性能，还包括系统与系统之间

的功能耦合，其保障任务将随着一体化联合作战力

量的复杂化而变得日趋繁重。装备保障力量体系内

任何一个子系统出现“短板”或“失效”，都将影响

整个系统的保障效能。因此，必须强调诸军兵种、

各专业装备保障力量的综合一体，充分发挥综合保

障的整体威力。 

2) 战场多维一体，要求精确保障 

信息化条件下一体化联合作战，作战空间将由

传统的三维空间拓展至多维空间，由有限空间拓展

为无限空间，由有形空间拓展为无形空间，敌对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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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将在陆战场、海战场、空战场、太空战场以及信

息战场、认知战场、心理战场等展开综合性的对抗。

发生在多维作战空间的任何作战行动，都不再是单

一战场的较量，而是多维一体的联合作战行动。 

作战行动在全维空间展开，战场空前广阔，装

备精良的信息化军队通常不是配置在预定战场上，

而是通过战略机动输送到突发事件地域。这种空间

范围大、实施频繁的战场机动，必然要求装备保障

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高精度，以实现保障效能的最大

化。在瞬息万变的信息化战场，可通过先进的保障

网络技术预测未来作战地点、战斗规模及保障需求，

以此为据，在作战的进程中，进行滚动跟踪预测、

实施精确保障。 

3) 指挥控制一体，要求机动保障 

一体化联合作战部队依托网络化的分散配置，

是无缝链接的一体化作战体系，具备灵敏准确的战

场感知和安全顺畅的信息传输能力，作战指挥实现

了情报侦察、预警探测、信息传递、信息集成、信

息处理和决策控制的“实时化”和“一体化”，指挥

控制的重心由聚焦计划向聚焦行动转变。 

一体化联合作战节奏快、时间短，装备保障的

有利时机稍纵即逝，不同作战力量的保障需求也不

一致，对信息获取、传递和处理，装备保障指挥决

策速度提出了更高要求，对时效性和灵活性提出了

严峻挑战。“以计划为中心”的传统保障模式已经不

适应一体化联合作战战场态势的瞬息万变，以及保

障任务和保障范围的不确定性。因此，装备保障单

元必须依据战场态势，在总的作战企图下实施灵敏

的、实时的应急机动保障，最大限度地消除战场“装

备保障需求迷雾”。 

4) 作战保障一体，要求“防卫”“保障” 

在以往作战条件下，作战行动和装备保障行动

之间存在明显的界限和区别，各种保障工作也是相

对独立。而在一体化联合作战中，装备保障行动不

仅是作战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还决

定着作战的成败。装备保障力量的部署、机动、防

卫等都是与作战行动一体筹划的，装备保障行动与

作战行动趋于一体化。 

战争实践已证明，摧毁或削弱敌方装备保障能

力就等于直接摧毁或削弱敌方的战斗力。一方面，

一体化联合作战呈现非接触、非线性、非程式化特

征 [5]，随着现代军事科技的发展，武器装备的打击

精度、打击距离和毁伤能力提高，使远程精确打击

装备保障成为可能；另一方面，随着信息、侦察等

技术的发展，战场将高度透明，一体化联合作战的

“战场迷雾”日益消散，装备保障行动始终处于敌

方的严密监视之下，使敌方采取多种作战样式打击

装备保障成为可能。因此，装备保障力量在积极利

用作战部队提供作战保护的同时，也要提高自身

“打”的能力，增强保障装备的火力攻击能力或配

属一定数量的作战分队，有效“防卫”“保障”，实

现“战保一体”。 

2  战区装备应急保障力量保障任务 

1) 保障对象。战区装备应急保障力量的保障对

象，主要是战区一体化联合作战部队的装备体系。

随着我军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在“我军面对

多种安全威胁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特定历史背景

下：首先，随着高新技术工程的实施，信息技术广

泛应用，高新技术装备（新型导弹、自行火炮、无

人机、雷达、情报侦察指挥系统、卫星定位系统等）

大量配发部队，普遍具有系统完备、功能集成的特

点，使得部队作战行动呈现出机动灵活、部署规模

小、作战效能高、作战行动相对独立的新的战术特

点；其次，武器装备的基型化、系列化，使武器装

备的底盘种类大幅减少，武器装备的通用化、模块

化，使武器装备的保障性、可靠性、维修性显著提

高。装备性能和效能的变化，必将对战区装备应急

保障力量体系结构产生深刻影响。 

2) 保障方向。战区装备应急保障力量的保障方

向，主要是战区一体化联合作战部队。一体化联合

作战部队采取模块化结构，各作战单元作为具有独

立功能的模块单元，能根据多样化作战任务的需要

和战场环境的变化，灵活地改变模块化单元的组分

方式，灵活拆分、按需组装，进行积木式编组，根

本目的在于强化联合部队的战场适应能力，达成精

干、合成、高效 [6-7]。一体化联合作战部队作战力量

体系结构的变化，必然带来战区装备应急保障力量

体系结构的深刻变化。 

3) 保障环境。一体化联合作战在战役全维空间

展开，战场空前广泛，战场态势瞬息万变。战区装

备应急保障力量作为联合战役支援保障的“拳头”

力量，受大量动态、复杂和不确定的环境因素影响，

使得战区装备应急保障力量的保障环境具有复杂和

不确定性的典型特征。这些因素包括：作战对象、

作战方式、作战规模、战争的强度和持续时间、己

方作战行动、敌方作战行动，武器装备分布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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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地点、损伤程度，物资运输、通信，以及战

时的社会、地理、交通、气候条件等。保障环境的

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对战区装备应急保障力量体系

结构的敏捷性、适应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3  战区装备应急保障力量体系结构需求 

信息化战争条件下，战区装备应急保障力量作

为战役装备保障的“拳头”力量，对一体化联合作

战战役全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求必须提高综

合保障能力、精确保障能力、机动保障能力和保障

防卫能力，适应保障对象、保障方向和保障环境的

新情况。结构决定功能，要强化功能，必须先优化

结构，客观上要求战区装备应急保障力量必须有与

之相适应的新型体系结构。 

1) 一体化。在信息化战争条件下，按专业组建

装备保障部（分）队的“机械式组合”模式，存在

保障力量分散、保障功能单一、联合保障能力较弱

等问题，与一体化联合作战部队的综合一体不相适

应，应建立一体化的战区装备应急保障力量体系结

构。一体化，是各保障单元的紧密联合与功能耦合，

或称为“无缝隙链接”，主要表现在 2 个方面：一是

功能一体化，就是将“供、管、修、救、装、运、

卸、指挥、防卫、通信”等装备保障功能综合集成

于一体，达成各保障功能的实时化、联动化、一体

化；二是结构一体化，通过在纵向上建立适于信息

快速流动与使用的结构模式，在横向上建立各种协

调机制，使纵横一体，各保障单元在整个战场空间

紧密配合，协调行动，充分发挥整体保障合力。 

2) 扁平化。精确保障与机动保障对战区装备应

急保障力量的指挥决策提出了更高要求：敏捷、灵

活、准确、实时。扁平化结构，较之树状结构的优

点有：一是决策者直接面对基层单位，指挥层次减

少，指挥流程缩短，指挥幅度扩大，指挥效率提升；

二是指挥信息有序、有效整合，将产生决策的“共

振”效应，提高环境适应性，最大限度的发掘保障

“潜能” [8]。可见，要促进信息传递与沟通，加快

指挥节奏，提高保障效能，战区装备应急保障力量

就必须采取扁平化结构，能够精简保障机构，实现

装备保障向聚焦行动转变。 

3) 作战化。“战保一体”要求战区装备应急保

障力量作战化。作战化的体系结构：一是保障力量

采取作战化的编制，实施“装备保障与作战一体化”，

美军新型陆军部队将采取旅（团）—营－连的结构

模式，为便于组织指挥、保障和防卫，美军战区装

备保障力量亦采取旅—营－连的结构模式；二是配

属一定规模的作战分队，提高战区装备应急保障力

量的防卫能力，在有效“保存自己”的前提下，完

成战役装备保障任务，实现“战保一体”。 

4) 综合化。为强化某一联合战役方向或区域对

一体化联合作战部队独立实施综合保障的能力，积

极适应武器系统完备、功能集成的特点，战区装备

应急保障力量体系结构必须改变按专业组建保障分

队的传统做法，对保障力量进行系统调整和优化组

合，使其综合一体。综合化体系结构，强调各保障

功能的“密切耦合”与“综合集成”，通过设置科学

合理、规模适度、有利指挥管理、便于训练的各功

能单元，运用高效的体系结构模式，将各功能单元

综合集成，使战区装备应急保障力量具备指挥、信

息共享、检测维修、抢救抢修、高新技术保障、灵

活编组、野战补给、野战防卫、越野机动等全般能

力，能够独立遂行作战保障任务，战场综合保障效

能显著提升。 

5) 模块化。以高度专业分工为原则的现行战区

装备应急保障力量体系结构只有在任务明确、环境

稳定情况下是高效的，而在任务和环境高度复杂不

确定情况下，其反应速度是缓慢的。信息化战争条

件下，一体化联合作战部队编组模式不定，所属装

备的种类、数量不定，单装又具系统性特点，客观

上要求战区装备应急保障力量体系结构“模块化”。 

模块化体系结构强调“灵活拆分、按需组装”。

在科学合理地设置具有特定、独立功能的各功能保

障模块的基础上，按照“积木式”组装原理，根据

保障任务的变化迅速实施各功能模块的拆分与组

合，适时形成不同规模、不同类型、不同保障能力

的“任务”保障模块，确保战区装备应急保障力量

既能实施整体保障，又能按需拆分组合实施应急保

障，实现各功能模块的“无缝链接”，进而增强战区

装备应急保障力量体系结构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提

高战时指挥、决策和保障的效率。 

4  结论 

在系统分析一体化联合作战的特征及对装备保

障的要求和战区装备应急保障力量保障任务的基础

上，提出了战区装备应急保障力量体系结构的一体

化、扁平化、作战化、综合化和模块化的改革发展

新需求，为我军装备部门制定战区装备应急保障力

量体系结构转型建设策略提供了决策参考，具有一

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下转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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