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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後勤體制改革及未來發展之研究 

 

提 要： 

一、胡錦濤提出：要圍繞建設信息化軍隊，打贏信息化戰爭目標，發

展信息化指揮手段，建設高素質、高效能的軍事領導機關，為推進軍

事變革做出貢獻。希望建設「具中國特色」的信息化後勤，以因應未

來戰爭型態的轉變與需求。 

二、共軍決定合併各軍區(戰區)內的三軍自辦後勤的局面，大力整頓

後勤部隊的組織和人力，使軍隊總規模降至230 萬。2005 年底共軍

宣稱完成軍隊體制編制調整改革方案，如期裁減員額20 萬，並宣布

自2006年開始，全面按新的體制編制開始運行。 

三、共軍自2007 年起在濟南軍區正式實行大聯勤制。而早在2004 年

便先選定濟南軍區試行大聯勤制，將聯勤部門按比例配屬軍兵種指揮

部，以求實現三軍合編，增強組織一體化保障之能力。 

四、共軍因著重於武器裝備的整備，對於許多性能可靠的後勤裝備，

不能迅速提供後勤部隊，無法形成後勤保障能力，後勤裝備現代化程

度明顯低於作戰裝備，使共軍長期薄弱的後勤保障環節問題更加嚴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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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05 年中共藉由其「十六屆五中全會」所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

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強調國防與軍

隊建設的指導方針，是依託國家總體發展的經濟建設，推動具「中國

特色」的軍事變革，以實現建設信息化1軍隊、打贏信息化戰爭的戰

略目標。未來共軍後勤之轉型，將促使保障結構趨於信息技術「緊密

型」對傳統鬆散型後勤進行變革，並促進整個後勤系統的重新整合，

達到一體化的要求，以實現後勤系統基本結構狀態的緊密銜接。面對

中共未來後勤發展，我們必須明瞭其改革重點及發展方向，並尋求剋

敵制勝之道，方能「知敵勝敵」。 

貳、中共後勤體制改革發展 

為因應未來戰爭型態的轉變與需求，共軍開始推動「具中國特色的軍

事變革」，希望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信息化後勤，以保障軍隊打

贏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4。 

一、共軍後勤體制改革重要指導 

經胡錦濤批准，共軍中央軍委下發《十一五期間推進軍隊後勤保障和

其他保障社會化的意見》5，要求各部門落實軍隊後勤保障和其他保

障社會化各項工作。該《意見》並提出「十化一改」6的改革任務：

（一）生活保障社會化：加快住房分配貨幣化進程，穩步推進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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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城市作戰部隊商業服務和營房保障社會化，逐步擴大小遠散單位醫

療保障、油料保障社會化範圍。 

（二）通用物資儲備社會化：到2010 年，軍隊經費儲備比例達到15

％左右。 

（三）基礎設施建設社會化：將交通、電力、通信等納入地方基礎設

施建設體系，軍隊除保密工程外，其他項目向市場實施工程招標採

購。 

（四）公務用車社會化：「十一五」期間，選擇部分駐大中城市的機

關、院校、醫療和科研單位進行試驗，待條件成熟後全面推行。 

（五）非公務電話通信保障社會化：在條件成熟的地區或單位逐步實

行軍隊非公務電話通信保障社會化。 

（六）人才培養社會化：逐步實現軍地7通用人才主要依靠普通高校

培養；充分利用地方各類職業學校和培訓機構，加強軍地通用專業培

訓，逐步擴大從地方直接徵召各類專業技術兵的規模。 

（七）軍隊文化事業社會化：充分利用國家和社會文化資源為部隊服

務，軍隊現有新聞出版、文藝體育單位，除有軍隊特色、確需保留的

機構外，其餘的逐步與軍隊剝離。 

（八）軍人子女教育社會化：縮減現有幼兒園、學校規模，「十一五」

期間在駐大中城市非作戰部隊進行試驗，條件成熟後逐步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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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軍事科研社會化：充分發揮國家教育科研機構的技術、設施優

勢，採取合作、委託和民用技術直接轉移等多種形式，提高軍事科學

研究水準和效益。 

（十）裝備生產和維修保障社會化：加強裝備的集中採購和競爭性採

購，進一步研究和深化軍民一體化裝備維修保障。 

（十一）全面深化事業單位和職工管理制度改革：縮減軍隊職工規模，

減少賓館、招待所和各類培訓中心，深化職工管理和保險制度改革。 

二、共軍對現代化後勤之改革目標9 

（一）保障體制一體化：堅持三軍一體化目標，按照聯勤機構三軍編

成、保障實體統管共用、供應保障統一組織、後勤管理分工協作的思

路，搞好理論研究和實踐驗證，繼續完善大聯勤改革，建立能夠適應

保障多種作戰任務、多種作戰樣式需要的一體化後勤保障體制。 

（二）保障方式社會化：堅持走中國特色軍民融合式發展，能利用民

用資源的就不自己鋪攤子，能納入國家經濟科技發展體系的就不另起

爐灶，能依託社會保障資源辦的事都要實行社會化保障，把軍隊後勤

建設深深融入國家經濟社會發展體系之中。 

（三）保障手段資訊化：以機械化爲基礎，以資訊化爲主導，加快機

械化資訊化複合式發展，綜合運用信息技術、網絡環境和信息資源，

推進後勤資訊系統與保障裝備、保障設施的一體融合，構建資訊化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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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平臺，逐步實現保障需求實時可知、保障資源實時可視、保障活動

實時可控，爲提高後勤指揮手段與保障效能提供有力支撐。 

（三）後勤管理科學化：堅持依法治軍、從嚴治軍、勤儉建軍，綜合

運用現代管理思想、方法，對後勤保障與建設進行全方位管理，建設

節約型後勤。 

三、共軍後勤體制改革重點 

（一）調整軍區（戰區）聯勤編制：共軍考慮保障任務、技術水準、

後方地區環境等因素，須由三軍後勤共同組成，因此聯勤機構的首長

由軍區後勤首長、海軍艦隊一級後勤首長和軍區空軍後勤首長組成。

其部隊編成比例，則根據軍區兵力和保障任務大小，確定各軍種後勤

人員比例11。在沿海地區之聯勤機構中，海、空軍後勤人員約各佔30%，

陸軍後勤人員佔40%。但人員比例隨著各軍種保障任務的大小可適當

調整。 

（二）配合國家經濟建設，推動後勤保障社會化：將軍隊後勤依託國

家及社會，特別是生活保障，要藉助社會力量，利用市場資源，把擔

負非軍事職能的機關交給地方，實行後勤保障社會化，進而形成新的

後勤保障體系。 

（三）著眼未來聯戰需要，完善三軍聯勤保障：共軍後勤體制長期以

來皆由三軍自成體系，機關重疊；因此，共軍希望建立起「統一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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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計畫、統一供應」的三軍後勤一體化保障體制，以充分發揮三軍

後勤整體保障效能。 

（四）軍需民用融為一體：將軍需建立於民間，戰時可動員地方民、

物力供應部隊，減輕作戰部隊之額外裝備軍品攜行，以增進部隊機動

能力。 

（五）加強後勤信息化建設：由於現代化資訊快速發展，故共軍也加

強後勤信息化建設，企圖實現軍兵種一體、後裝一體、通專一體和軍

民一體的保障力量。 

參、共軍後勤體制改革後之影響 

共軍領導階層雖大談後勤現代化，但對擴充高科技戰爭所需的重要後

勤能力，卻僅能提供有限支援。故共軍後勤體制改革能否成功，仍待

持續觀察，其體制改革後之影響概述如后： 

一、調整軍區後勤兵力 

共軍於1997 年決定在3 年內裁減員額50 萬，2002 年才告完成，使

總員額降至250 萬，其中陸軍減至180 萬。2003 年共軍為整合各軍

區內三軍自辦後勤的局面，決定裁減員額20 萬，使總員額降至230

萬，2005 年底完成，並宣布自2006 年全面按新編制運行，改革重點

置於各軍區和軍種的後勤系統;由此可見共軍2006 年前的改革重點

在於組織、戰略和裝備，之後才是後勤能力。畢竟後勤是總體戰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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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只有後勤體系整合完成後，三軍聯合打贏一場「高科技」戰爭

的條件始告成熟。 

二、改革後具體成果 

共軍自2007 年起在濟南軍區正式實行大聯勤制，而早在2004 年便先

選定由濟南軍區試行大聯勤制，將聯勤部門按比例配屬軍兵種指揮部，

以求實現三軍合編，增強組織一體化保障之能力，其成果如后： 

（一）精簡組織方面：團以上機關部門共減少3000餘個，團以上機關

直屬單位減少400餘個，全軍減少院校15所、訓練機構31個。 

（二）優化軍兵種建制：陸軍撤銷部分集團軍及師、團，增加實行軍

－旅－營體制集團軍的數量。海、空軍撤銷部分艦艇大隊和航空兵師、

團、場站，組建一批技術水平較高的水面艦艇、航空兵、地空導彈部

隊。預備役部隊減少部分步兵師，增加了兵種師（旅）的數量。大聯

勤制實行後，海、空軍和二砲幹部在聯勤系統所占比率達到23％，比

試驗前提高近1倍。 

（三）改革領導指揮體制：為完善總部領導指揮體制，海軍撤銷航空

兵部機關，基地改爲保障基地。空軍撤銷軍級機關，組建區域性指揮

所；海、空軍作戰部隊分別由艦隊、軍區空軍指揮部直接領導。 

（四）深化聯勤保障體制改革：擴大以軍區爲基礎的聯勤保障範圍，

減少重複設置的保障機構，除總部和海、空軍、二砲保留專用倉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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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總醫院外，其他後方倉庫和醫院均劃歸聯勤系統統一整合。 

（六）後勤體系責任劃分：後勤體系主要是由兩種系統來分擔，一為

總後勤部（為首），另一個是總裝備部。後勤部提供一般用途軍品（如

食物、運輸），裝備部則提供特定的補給品（如彈藥）及勤務（保修

支援）外包，或和民間簽訂合約，提供軍品及勤務支援（如膳食管理、

零件供應等）。 

（七）後勤保障社會化：將部分軍隊餐廳交民間經營，部分軍需工廠

移交地方政府，軍隊職工納入社會醫療保險體系。從2003年起將38%

的通用物資交由社會儲備，同時將部分作戰部隊的食品戰略儲備轉為

經費儲備，減輕軍隊負擔。 

（八）強化後勤應急保障能力：共軍認為在戰術應急保障力量建設上，

要著重提高應急伴隨保障能力，使其保障任務達到平、戰結合之 

要求，具體作為如后： 

I. 組織後勤應急保障力量：各軍區之聯勤分部組建應急保障旅及應

急兵站，負責衛勤、技術保障、補給運輸及車輛維修等任務，以

強化野戰聯勤保障力量之運作。海、空軍則組建應急保障大隊，

以提升軍兵種專業之應急保障力量。 

II. 建立網路型保障：共軍以戰略後方基地為依託，按縱向保障的要

求，沿戰略、戰役方向或作戰地區，延伸戰略後方補給線並與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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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後方基地相銜接，建立基地兵站網；並按作戰方向區分保障任

務，實施劃區保障支援，形成點、線、面結合的網路型保障。 

III. 強化後勤信息標準化建設：共軍在後勤改革上均積極地從事

信息化研究與革新。例如：共軍國防大學成立了第一個能在戰略、

戰役層級上進行戰爭分析、作戰訓練和武器裝備研究綜合模擬仿

真的戰爭模擬實驗室，研究建置信息化後勤保障系統，以便有效

支援作戰。 

肆、共軍後勤改革之特弱點及未來發展 

共軍於2009 年舉行了「先行2009」聯合作戰後勤戰略戰役綜合演練，，

是共軍首次大規模聯合作戰後勤保障實兵綜合演練，可看出共軍企圖

發揮三軍一體、軍民結合的整體保障優勢的決心，分析如后： 

一、 後勤改革作法及特點 

（一）由軍區聯勤發展三軍聯勤體制共軍經多次改革，以軍區後勤為

基礎，全面朝三軍聯勤體制發展，改革作法如后： 

I. 軍(戰)區聯勤之編成：軍區聯勤部編制區分後勤指揮人員、專業

保障力量(含物資供應、衛勤、保修、運輸及各種專業保障力量)、

勤務支援力量(包括通信、工程、運輸、防化等)及防衛力量等四

部分。編成兵力考慮保障任務、軍隊技術裝備水準、後方地區環

境等因素，依據軍區兵力大小和保障任務繁簡，確定各軍種後勤



ISSN2221-8319 

第 68 頁，共 97 頁 

人員的比例編組而成。 

II. 實施聯勤體制之步驟 

1.全面實行網路型劃區保障：就現有三軍後勤保障機構和設施，在不

改變其隸屬關係的前提下，全軍試行通用物資就地、就近、相互代供；

通用裝備就近代修；三軍醫院互相互代編床位，就近收治；鐵路、公

路、水上、空中運輸統一規劃；逐步擴大統供範圍，實行網路型劃區

保障。 

2.縮小專供範圍，擴大統供範圍：在戰區逐步擴大統供的範圍，逐步

減少對海、空軍的專用物資供應範圍，把物資供應經費撥給軍區後勤，

由軍區後勤對本軍區的海、空軍實施代供。在擴大代供範圍時，逐步

擴大對技術裝備維修的範圍；並在戰區後勤部增設主管海、空軍的後

勤保障部門，為成立戰區聯勤部奠立基礎。 

3.編成三軍聯勤部 

（1）後勤機關全面整合：由大軍區後勤部，海軍艦隊一級後勤和軍

區空軍後勤合併組成戰區聯勤部。凡屬戰區一級範圍的後勤機構和設

施，一律劃歸戰區聯勤部指揮，從組織體制上完成三軍聯勤體制。按

照總後勤部—戰區聯勤部（聯勤分部）—部隊後勤的管道運行，採取

區域保障與建制保障相結合、聯勤支援保障與部隊伴隨保障相銜接的

方式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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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組織後勤快速保障部隊：由共軍近期後勤保障演練情況，研判

共軍可能建立數個後勤快速保障部隊（戰略層級），主要任務為配屬

戰略預備隊和戰略快速反應部隊，實施伴隨保障。 

（3）精進後勤部署方式：共軍認為後勤不僅保障建制單位，還要保

障配屬單位，實施一體化、綜合性保障32，並改變部屬方式為『塊根

布勢』33。在布勢中除維持基本原則，在攻擊前防禦適當向後外，塊

與塊之間保持5 至10 公里的距離，保持後三角形之配置形式，力求

能相互支援。 

（4）保障方式之發展 

A.由傳統基地保障發展機動保障：共軍在近期各項演訓中，均以「應

急兵站」34實施長途機動保障演練，判斷其隨著後勤快速保障之要求，

及可能以應急兵站35或應急保障分隊等，運用飛機、船艇、管線等先

進運輸手段或後勤裝備，實施機動保障。 

B.轉變平面保障方式，發展立體保障方式 

a.空中保障方面：參照美軍作法逐步研製運輸直升機、大型運輸機、

空中加油機等裝備，發展空中保障力量（如圖一）；另一方面視需要

動員地方飛機參加運輸勤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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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共軍航空兵提供物資保障 

 

資料來源：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 

inhuanet.com/mil/2006-05/20/content_4574839.htm。 

b.海上保障方面：加強現有中、小船隻維修，提高出航率，使其能擔

負近岸範圍的日常保障勤務，另改裝現有適宜近海保障勤務的大、中

型艦船，使其擔負近海範圍的部份後勤保障任務（如圖二）；另研製

較大型具有快速保障能力的海上運輸艦、綜合補給船等裝備，建立中、

遠海後勤保障能力。 

圖二：共軍艦船補給實現了資訊化裝載 

 
資料來源：http://tp.chinamil.com.cn/zt/prc60/2009-09 

/14/content_40400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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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地面保障方面：發展後勤專用保障車輛36，如炊事車（如圖三）、

裝甲運輸車、大型運輸車和輸油管線等裝備，以便實施快速機動保障

（如圖四）。 

圖三：共軍新型野炊車 

 

資料來源：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 

inhuanet.com/mil/2006-10/30/content_5266200.htm。 

圖四：共軍加油車為戰車進行野戰加油 

 
資料來源：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 

inhuanet.com/mil/2006-12/15/content_548963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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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後勤指揮自動化 

共軍自侵越戰爭失利後，遂積極發展其「指管通情(Ｃ3Ｉ)」系統的

自動化37。而波灣戰爭後，更積極汲取歐美先進科技觀念，加速對指

揮自動化之發展。目前除已先後完成下列後勤指揮自動化建設外，並

已建立「一化三通五網」，全面達成後勤指揮自動化之目標。（如圖

五）。 

A.總後勤部─軍區─分部─基層四級文電傳遞和數據通信之 

計算機網路系統。 

B.總後勤部─軍區─分部三級信息處理中心。 

C.總後勤部─軍區兩級自動化指揮所和分部級自動指揮室。 

D.建立具有後勤實力統計及後勤保障分析等功能之「後勤指 

揮管理自動化系統」。 

圖五：共軍「北京軍區後勤部長能力集訓班」學員演練網上 

作業。 

 

資料來源：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mil/2006-06/09/content_46680

3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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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補給勤務之發展 

A.試行寓民於軍「無庫存」之聯供體制：試行無庫存供應，例如在地

方企業建立「準國防倉庫」，使80％鋼材、木材等物資，從工廠、林

場按計畫供應部隊。 

B.軍民運輸發展：依據「平戰結合、寓戰於民、軍民兼容、寓均於民」

的原則，依託地方交通運力，建成一個軍民合成之鐵路、公路、水路、

全方位應急保障網路。其中包括擔負應急保障任務之近千個戰備部隊

（如圖六）。 

圖六：共軍某倉庫野戰營材保障車組正在進行演練。 

 
資料來源：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 

inhuanet.com/mil/2006-06/26/content_4748465.htm。 

C.衛生勤務發展：凡軍(戰)區內醫院、療養院，統一劃歸軍區後勤部

管理，其它軍兵種及集團軍、省軍區不再管理醫院。集團軍(海軍基

地)以下部隊醫療單位，則按現行建制運用，另發展醫療專用保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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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如方艙式野戰醫院（如圖七）等裝備，以便於機動保障。 

圖七：共軍新型方艙式野戰醫院。 

 
資料來源：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 

inhuanet.com/mil/2006-04/18/content_4440178.htm。 

二、 未來發展及挑戰 

（一）未來發展方向 

I. 配合國防建設，有利執行地區防衛作戰：中共依大陸的經濟特性

劃分東北、華北、西北、西南、華東、中南等六大經濟協作區，

與一級軍區之劃分相吻合39，如此各軍區均能「各自為戰」。在

各協作區內均有輕、重工業設施，由「總後勤部」統一領導，除

可防止各軍區因本位主義滋長而出現軍事獨立王國，亦可使軍需

生產盡量接近供應地區，可避免遠距運輸作業。此外，中共並依

戰略需要在各協作區內普設各種後勤設施，使野戰部隊能適時獲

得支援，不致因交通中斷而有運補不濟之虞，有利於地區防衛作

戰。 

II. 「技術系統」和「作戰系統」持續系統整合：主要整合三軍聯合

作戰指揮、命令、偵察和情報體系，及技術要求較高的軍兵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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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海、空軍和二砲部隊占全軍總員額比例明顯上升。並從2006 

年起施行文職和非現役公勤人員制，以符合「軍隊社會化」的指

導原則。 

III. 持續實兵演訓、驗證後勤保障能力：2008 年6 月共軍首次舉

行航空應急投送演練，以軍地航空運力緊急調用、軍民一體保障、

部隊應急投送為重點，為共軍運用航空投送兵力的試驗；另於9 

月舉行「聯合2008」實兵演習，以信息化條件聯合進攻戰役為背

景，其中演練重點便是檢驗聯合保障能力42，由此可看出共軍並

非紙上談兵，而是利用部隊演訓不斷精進其後勤保障能力，以實

戰練兵達到提高實戰能力。 

（二）未來發展之挑戰 

從1955 到1983 年，共軍先後進行了四次後勤體制改革試驗，但都因

為各方認識不一或方案分歧太大而胎死腹中。其中主因是既得利益部

門不願意放棄本身權益，對危及自身利益的改革採取了消極態度，以

致改革難以為繼。「三代」44改革也是因為代得越多損失越大的體系

利益所困，而不得不改弦易轍。自推行聯勤改革以來，聯勤系統與軍

兵種之間的矛盾大都源於系統或部門利益之爭。這種體制性矛盾，未

來仍需靠長期、持續性改革來尋求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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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改革後後勤體制之弱點 

（一）以軍區為基礎的改革模式難以為繼：從共軍改革可發現，不論

是80年代前的改革、「三代」聯勤到目前大聯勤改革，都以陸軍或大

軍區為主，對三軍實施保障。但由於軍區間互不隸屬，所謂的聯勤保

障實際上仍為分供，而未來戰爭並非僅限於某個軍區內，故以軍區為

主的聯勤體制難以適應數個戰區聯合作戰保障或軍兵種跨區作戰保

障的需要。另一方面，軍區聯勤主要立足於陸上保障，而空軍側重於

場站的基地化綜合保障與空降兵遠程突襲作戰保障，海軍側重於岸艦

結合以海上艦隊作戰保障為主的保障，軍區的陸上保障難以滿足海、

空軍的實際需要，難以適應未來聯合作戰保障要求。 

（二）對地區依賴性大，不適於國境外作戰：共軍野戰部隊的後勤能

力有限，各項後勤補給與支援，須依賴地區後勤機構，故此種地區後

勤支援僅適用於防衛作戰與邊境地區。如欲在大陸地區以外作戰時，

則須重新編組後勤支援單位，但無法滿足作戰部隊的龐大需求，也因

此使地區後勤設施失去支援作用47；另共軍以基地兵站為重點，野戰

兵站為骨幹，結合全民後勤，較適合國境內作戰，無法適應國境外作

戰，懲越作戰之失敗即是明證。 

（三）欠缺大量高素質優秀人才：共軍軍官受過高等教育比例，專科

以上71.8％，大學程度僅21.4％；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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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軍已擋不住高科技行業以高薪吸引人才，常見優秀人才因民間工作

機會和誘人薪資，在缺乏晉升管道或年齡因素時離開軍隊，而這些人

往往是最重要的科研或管理人才49，雖然共軍院校積極培養人才，但

緩不濟急，而使得問題叢生。 

（四）組織規模龐雜，老舊裝備過多影響作業：共軍後勤編組龐大複

雜，並採基地兵站為核心的網狀部署，不利於機動作戰，加上老舊裝

備因受限經費而未能全面汰換，無法跟上信息化建設，而現代化部隊，

軍需物資複雜、消耗量大，將嚴重考驗其作業能力。 

（五）地方後勤支援能力不足：地方後勤僅供應通用物資，對多種編

組型態之部隊，其軍品保修及彈藥補給支援有限，由於過分重視及依

賴地方後勤，影響部隊獨立持久戰力。 

伍、對我之啟示 

一、對我軍之影響 

共軍後勤逐漸走向制度化、科學化、自動化等現代化方向，在保修、

補給、衛勤等作業均產生正面之影響52；國軍應加以注意、早謀對策，

故提出幾點淺見： 

（一）共軍不斷強調後勤建設信息化發展，並大力引進歐美先進技術，

特別加強後勤作業之改良，運用科技提升其作業效率，深值為國軍警

惕。（二）共軍已成立「後勤技術開發交流中心」，持續對後勤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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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備不斷研改及發展，顯見其後勤現代化已具有相當成效，不可等閒

視之。 

（三）共軍持續不斷演練三軍聯合後勤保障演練，採用無預警方式發

佈狀況，以驗證其作業可行性55，並依此不斷修正訓練大綱，全面提

升指揮官及部隊戰時應變能力，我軍斷然不可小覷。 

（四）共軍因著重於武器裝備的整備，對於許多性能可靠的後勤裝備，

不能迅速提供後勤部隊，無法形成後勤保障能力，後勤裝備現代化程

度明顯低於作戰裝備，使共軍長期薄弱的後勤保障環節問題更加嚴重，

我軍應引以為鑑。 

二、因應對策與建議 

（一）持續整合及簡化後勤作業：國軍各項後勤作業自「精進案」實

施後，雖配合自動化的管理作為，統一「職能化」的作業編組，但由

於層轉的手續相當費時，致使裝備的妥善率仍未有效提升。故仍須持

續研究簡化後勤作業的流程，有效運用網路高效率、快速度與精密準

確作業特性，以作戰區為主體，成立資訊作業指揮管制中心，結合電

腦資訊科技，建立軍、民支援系統網路連線，使其具有自動化蒐集、

處理及掌握第一時間之傳輸能力，並使各級指揮官能隨時瞭解及掌握

部隊後勤需求，有效整合軍、民戰力資源，適時支援部隊作戰需求。 

（二）結合科技發展，提高裝備妥善率：例如運用無線射頻技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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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裝備或迫砲等裝備系統上，所有主要零件黏貼無線射頻標籤，提

供使用單位填入使用、保養記錄，落實保養要求。未來可望再結合感

測器與戰場後勤管理系統，使操作與保養維修人員知道何時保養、維

修及申請零組件，並即時使指揮官能精確、即時獲得裝備妥善率之資

訊，督促所屬強化裝備整備，提高裝備妥善率58。 

（三）加強維護後勤區安全59 

1.對戰場工程所需材料、構建技術、使用機具，力求研究突破創新，

以改善我軍防護與機動能力。 

2.重要軍事設施之構建，從規劃、設計、施工及使用維護，均應將偽

裝措施全程納入，並列為重點；部隊演訓，尤應講求野戰偽裝，要求

偽裝紀律，以培養官兵良好偽裝習性。 

3.各後勤區平時即依固安計畫與地區內之部隊完成支援協定，確保後

勤區之安全，戰時則依計畫動員民力，協助防衛安全。 

（四）提升幹部後勤職能：各技勤學校提高專業課程比重與要求標準，

以戰鬥支援指揮及參謀作業為導向，勤務支援作業為依歸，結合戰術

想定，磨練後勤指導與計畫作為能力，以達訓用配合之要求；而兵科

學校於戰術想定中所設計之後勤狀況，應不斷結合實況與創新思維，

建立戰術指導後勤、後勤支援戰術之正確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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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語 

共軍現致力於建設現代化的軍隊，其後勤發展在以國防和軍隊建設的

指導方針為依據，立足於保障高技術局部戰爭，全面努力提高後勤工

作效益和保障能力，建立平戰結合、軍民兼容的後勤60。在後勤體制

上推行社會化保障的聯勤體制，建立具備快速、綜合持續保障能力的

後勤快速保障部隊。實質上就是依託社會辦後勤，最大限度利用市場

機制追求效益。在保障方式上，講求機動、立體的伴隨保障；並全力

革新裝備，發展後勤指揮管理自動化系統。但其人才培育與後勤體制

建設仍距離目標有相當的距離，國軍應正視共軍這一次軍隊體制改革

的真正意涵和未來影響，並利用共軍近3 至5 年的後勤改革建設的

「空檔」，加速國軍三軍戰力建設和聯合防衛作戰能力的整合和提升，

才能因應未來作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