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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分析装甲装备维修经费需求研究现状以及影响因素的基础上，结合未来基层级装甲装备发展趋势，构建了

基层级装甲装备维修经费总需求模型，并通过实例进行了验证，可为维修经费配置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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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理配置装备维修经费，提高装备维修经费利用效率效
益，是装备维修保障研究的重要课题。合理确定基层级装甲

装备维修经费需求，积极探索维修经费配置优化的方法，对

于指导装备维修经费配置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

意义。

１　装甲装备维修经费需求分析现状

经费需求分析的好坏决定了经费配置的优劣，国内装备

维修经费需求分析的研究虽然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仍

然处在初级阶段，还没有形成体系存在着一些问题。

１．１　经费标准不尽合理
现行的装甲装备维修经费标准不反映不同服役年限装

甲装备的故障规律，不能很好地反映装甲装备维修经费需求

在不同寿命周期阶段的差异，还有些装备长期在高原、高寒、

湿热等环境下工作，装备受恶劣环境影响损坏率明显高于一

般环境，现行标准未对以上因素做出区分。经费标准不反映

装备状态及使用情况，不能准确反映装备经费的实际需求，

造成部分装备维修保障困难，完好率不高。

１．２　业务需求联系不紧

各单位装甲装备维修经费是在明确了经费总额的基础

上，由各单位上报汇总，并进行调整后得出。现行装甲装备

维修经费需求分析，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大，造成随机性，盲目

性和“跑部”要钱等现象时有发生。最终导致部分部队装甲

装备维修经费节余，有些部队装甲装备维修经费不足［１］。



１．３　发展趋势判断不准
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完成低强度非战争军事行

动，军队体制改革，部队任务调整，各单位所属装备及职能任

务都有较大变化，装备使用环境、使用强度都不同以往，传统

的以历年数据为基础，逐级上报的维修经费需求预计模式很

难适应新的形势发展的需求［２］。

２　装甲装备维修经费需求影响因素

目前影响装甲装备维修经费需求的因素较多，既有外部

因素，也有内部因素，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

２．１　装甲装备现有实力
装甲装备普遍存在新老装备同时列编的情况。新老装

备不仅所需备件、配件不同，其具体维修过程中所需经费也

不尽相同。一方面，老装备尚未完全退出服役期，其因服役

时间过长而需要付出昂贵的维修费，且有的老装备配件备件

的原有生产线已停产，无法形成配套性和系统性，从而增加

了装备维修的难度；另一方面，新装备刚刚研发定型列编部

队，相应的配套性、系统性，以及建制均比较完善，其修理难

度和备件、配件所需经费都相对较低。因此，装甲装备现有

实力是构成各单位基础系数不同的因素之一。

２．２　装甲装备维修经费的标准
每一台装甲装备出厂按照装备本身的价值、结合历年使

用的情况，任务的情况，都会相应确定一个维修经费的标准，

有了此标准，再知道装甲装备的数量可以直接确定每年装甲

装备维修经费的“标准经费”。

２．３　装甲装备维修任务需求
综合考虑装甲装备各项任务，主要包括３个方面，一是

基于保障装甲装备维持的基础需求，包括装备的大修、中修、

小修等计划维修任务。通过计划维修，确保装备处于完好的

状态。这类需求是装备维修经费投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根

据装备一般使用情况，可以预计基于保障装甲装备维持的基

础需求；二是基于非战争军事行动的任务需求，对于执行国

际维和任务、联合军事演习等非战争军事行动情况，可以根

据历年的情况和轮换交接上报需求确定。三是基于突发情

况的应急需求。主要考虑到各种突发情况可能产生的装备

维修任务量，由于难以在上年做计划时准确判断，装备维修

经费的投入也难以准确确定，应根据历年突发情况的一般消

耗以及装备维修经费的保障能力，在装备维修经费投入时适

当预留，以处理各种突发情况。

２．４　装甲装备未来发展规模
根据装备科研和购置规划拟定的装甲装备发展方向、发

展重点、规模结构、技术水平、更新补充、淘汰报废情况，以现

有结构和规模为基础，分别测算装甲装备未来发展规模。装

甲装备发展规模，重点明确两类装备的基本信息。一是拟新

列装的装备型号、数量、列装部队等基本信息，用以预计装甲

装备维修经费需求增加的情况；二是拟退役报废装备的型

号、数量、现列装部队等基本信息，用以预计装甲装备维修经

费需求减少的情况。具体表现是各单位使命任务不同，未来

装甲装备配备不同，对装甲装备的维修经费需求不同。

２．５　物价上涨指数
物价上涨指数，简称ＣＰＩ，是世界各国普遍编制的一种指

数，它可以用于分析市场价格的基本动态，是政府制定物价

政策和工资政策的重要依据。物价的上涨，必定会影响工人

工资、货币购买力，生活成本的变动，进而会影响装甲装备维

修经费的变动。

３　基层级装甲装备维修经费需求模型分析

　　科学优化设计基层级装甲装备维修经费模型，有利于合
理确定基层级装甲装备维修经费所涉及的相关要素、重要程

度和应占的比例，有利于准确量化测算基层级装甲装备维修

经费的需求数额，为维修经费配置提供参考。

３．１　基层级装甲装备维修经费需求标准模型
本文中的装甲装备主要包括履带式、轮式装备战斗车辆

和保障车辆［３］，为便于计算，假设本文所指的单个装甲装备

维修经费基本标准是指根据历史数据，得到的单个装甲装备

维修经费的平均值。基层级装甲装备维修经费需求标准模

型，是指基层装甲部队在执行年度任务过程中依据标准所需

要的维修经费数额。它既是向上请领标准维修经费的依据，

也是对下组织实施维修经费供应实施的依据。主要由基本

标准和补助标准两部分构成［４］。

基于以上假设，基层级装甲装备维修经费基本标准主要

由单个装甲装备维修经费基本标准构成［５］。补助标准则根

据突发任务情况等确定。在此基础上还应考虑装甲部队担

负任务和装甲部队基础等情况，增加“部队担负任务权重”和

“装甲部队基础系数”因素，并设定其范围。综上所述，可将

基层级装甲装备维修经费需求标准模型表示如下：

Ｃ＝Ｊ＋Ｂ＝（１＋ＲＸ）（ＺＴ＋ＢＯ）＝

（１＋ＲＸ）（∑
ｎ

ｉ＝１
ＺｉＴｉ＋∑

ｎ

ｊ＝１
ＢｊＯｊ）

式中：Ｃ表示基层级装甲装备维修经费的需求标准数，由基
本标准和补助标准构成；Ｊ表示基本标准，由装甲装备单个装
备标准构成；Ｂ表示补助标准，其中，Ｂ１表示执行应急任务１
的补助标准，Ｂ２表示执行应急任务２的补助标准，Ｂｎ表示执
行应急任务 ｎ的补助标准；Ｏ表示应急任务补助标准的个
数；Ｒ表示装甲部队任务权重（０≤Ｒ≤１）；Ｘ表示装甲部队基
础系数（０≤Ｘ≤１．５）；Ｚ表示单个装甲装备维修经费标准
（Ｚ１其中表示轮式装甲战斗车辆装备维修经费标准，Ｚ２表示
履带式装甲战斗车辆装备维修经费标准，Ｚ３表示轮式装甲
保障车辆装备维修经费标准，Ｚ４表示履带式装甲保障车辆
装备维修经费标准）；Ｔ表示装甲装备个数（Ｔ１表示轮式装甲
战斗车辆装备的个数，Ｔ２表示履带式装甲战斗车辆装备的个
数，Ｔ３表示轮式装甲保障车辆装备的个数，Ｔ４表示履带式装

甲保障车辆装备的个数）［６］。

３．２　基层级非战争军事行动维修经费需求模型
基层级非战争军事行动维修经费需求模型是基层级装

甲装备维修经费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由若干大型非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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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行动维修经费需求项目组成［７］。其计算分析模型为

Ｎ＝Ｉ∑
ｎ

ｉ＝１
Ｙｉ

式中：Ｎ表示基层级装甲部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维修经费需
求；Ｉ表示装甲部队地区消费价格指数（依据国家统计部门最
新数据）；Ｙ表示某项军事活动装甲装备维修经费需求（Ｙ１表
示联合军事演习所需维修经费，Ｙ２表示国际维和装甲装备所
产生的维修经费，Ｙ３表示参加国际比赛装甲装备所产生的维
修经费，Ｙ４表示其他非战争军事活动装甲装备产生的维修经
费）。

３．３　基层级装甲装备维修经费总需求
由以上可知，基层级装甲装备维修经费总需求是基层级

装甲部队一定时期内建设发展和维系正常训练以及非战争

军事行动维修经费总和［８］。它由“标准经费需求”和“非战

争军事行动维修经费需求”构成，其分析模型可表示为

Ｚ＝Ｃ＋Ｎ＝（１＋ＲＸ）（∑
ｎ

ｉ＝１
ＤｉＧｉ＋∑

ｎ

ｊ＝１
ＺｊＴｊ＋

∑
ｎ

ｏ＝１
ＢｏＯｏ）＋Ｉ∑

ｎ

ｉ＝１
Ｙｉ

式中：Ｚ表示基层级装甲装备维修经费总需求；Ｃ表示基层
级装甲装备标准维修经费需求；Ｎ表示基层级装甲装备非战
争军事行动维修经费需求；其他表示内容同标准和非战争军

事行动维修经费需求［９］。

４　实例分析

依托某单位××年度有关装甲装备维修经费标准与供
应实力、项目情况、非战争军事行动情况，对上述提出的基层

级装甲装备维修经费总需求模型进行验证研究。

４．１　装甲装备维修经费标准模型验证分析
假设某单位××年度有关装甲装备维修经费标准与供

应实力及项目情况见表１所示。该单位的任务权重为０．７，
基础系数为０．９。运用“标准经费需求模型”计算该单位装
甲装备当年度的标准维修经费需求情况［１０］。

表１　标准及基础情况

试样
计量

单位

数

量

单装标准／
万元

金额／
万元

战斗车辆（轮式） 辆 １０００ ２０ ２００００

保障车辆（轮式） 辆 ８００ １６ １２８００

战斗车辆（履带式） 辆 ６００ ２８ １６８００

保障车辆（履带式） 辆 ９００ ２５ ２２５００

　　根据表中提供的数据和“装甲装备维修经费标准模型”，
首先，将有关数字输入模型进行计算。

Ｃ＝Ｊ＋Ｂ＝（１＋ＲＸ）（ＺＴ＋ＢＯ）＝

（１＋ＲＸ）（∑
４

ｊ＝１
ＺｊＴｊ＋∑

ｎ

ｏ＝１
ＢｏＯｏ）＝

（１＋０．７×０．９）（１０００×２０＋８００×１６＋
６００×２８＋９００×２５）＝１．６３×７２１００＝
１１７５２３（万元）

　　其次，分析标准经费需求构成情况。通过上述计算可
见，该单位该年度的装甲装备维修经费需求为１１７５２３万元，
如果不考虑装甲部队任务权重和基础系数的话，经费需求为

７２１００万元。
综上所述，基层级装甲装备维修经费标准需求的测算需

要把握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基本标准的项目力求全面、准确，

宁多勿缺，不要有任何遗漏的项目，同时每个项目的标准要

把握适当，不宜过高或者过低；二是应急任务的项目和补助

标准要界定好，哪些该补，哪些不该补以及补多少，要尽可能

合理，这都需要充分调研论证。三是装甲部队任务的权重和

基础系数对需求总额影响甚大，要根据装备的周期寿命、环

境、所担负的任务，尽可能定的科学、合理、精确［１１］。

４．２　非战争军事行动维修经费需求模型验证分析
假设某单位××年度的非战争军事行动维修经费需求

采取“由下申报”办法，该单位根据上级下达的任务，拟申报

３个项目见表２所示。国家统计部门的最新效费价格指数
１０４．６％。要求运用“非战争军事行动维修经费需求模型”计
算该单位该年度的装甲装备维修经费需求情况［１２］。

表２　非战争军事行动装甲装备维修经费申报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计量单位 数量 金额／万元

１ 联合军演 次 ２ ６００

２ 国际维和 次 １ ５００

３ 国际比赛 次 １ ２００

… … … … …

　　根据上述提供资料和“项目经费需求模型”，首先将有关
数字输入模型中进行计算。

Ｎ＝Ｉ∑
ｎ

ｉ＝１
Ｙｉ＝

１．０４６（６００×２＋５００×１＋２００×１）＝１９８７．４（万元）
　　通过上述计算可见，该单位年度的装甲装备部队非战争
军事行动维修经费需求为１９８７．４万元，如果不考虑消费价
格指数，则为１９００万元。因此，在测算中长期需求时，要特
别注意未来消费价格指数增减变化的可能性，以免差异太大

而最终影响保障［１３］。

４．３　装甲装备维修经费总需求模型验证分析
由上述模型得到该单位装甲装备维修经费总需求为

Ｚ＝Ｃ＋Ｎ＝１１７５２３＋１９８７．４＝１１９５１０．４（万元）
　　由此可见，单位装甲装备维修经费总需求是在得到标准
维修经费和非战争军事行动维修经费的基础上通过相加得

到的，所以说，前两项是本模型计算的关键［１４］。

（下转第１０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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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束语

加强维修经费需求分析对优化维修经费配置具有基础

性作用。通过建立一种新的基层级装甲装备维修经费标准

需求模型和装甲装备非战争军事行动维修经费需求模型，进

而得到基层级装甲装备维修经费总需求的模型，为整个陆军

装备维修经费的配置优化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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