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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部队装备管理创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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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军装备建设实现历史性突破，装备体系结构重大改善，急需把握新时期装备管理工作的特点和规

律，树立管理创新意识，探索管理创新途径，实现部队装备管理的不断创新。在深刻认识部队装备管理创新必要性

的基础上，深入分析部队装备管理创新面临的理论研究亟待深入、运行机制亟待理顺、方法手段亟待改进、队伍素

质亟待加强、信息化程度亟待提高等主要问题，进而提出了加强部队装备管理创新的总体思路与对策措施。加强部

队装备管理创新，必将全面提高部队装备管理水平，进而提升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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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equipment development achieved a historical breakthrough, the equipment system structure gained an 
important improvement; it is in extreme need of grasping the characteristic and rule of the equipment management, erecting 
the innovation consciousness, and exploring the innovation method, so as to achieve the innovation of army equipment 
management. On the basis of comprehending prerequisite of army equipment management innovation, the primary 
questions of army equipment management innovation, such as theory research, operation mechanism, measures and means, 
personnel diathesis and informational degree, are analyzed in-depth. And that the holistic scheme and the countermeasure 
about strengthening army equipment management innovation are brought forward. Intensifying the equipment management 
innovation, would consequentially enhance the equipment management level, thereby improve the action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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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装备管理是战斗力生成的重要基础，是部队装

备建设中带有全局性、基础性和经常性的重要工作。

部队装备管理创新是指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为提

升部队装备管理效益，进而实施有效装备保障，对

部队装备管理活动各个环节的思想、理论、体制、

手段等方面进行革命性扬弃的过程 [1]。随着我军装

备建设实现历史性突破，装备体系结构发生重大改

善，急需把握新时期装备管理工作的特点和规律，

树立管理创新意识，探索管理创新途径，实现部队

装备管理的不断创新。故深入思考加强部队装备管

理创新的有关问题，以推动部队装备管理不断创新。 

1  加强部队装备管理创新的必要性 

1.1  是促进部队装备工作全面发展的不竭动力 

随着科学技术高速发展，新装备大量编配部队，

装备工作的地位日益突出，装备管理创新尤为重要。

部队装备管理创新，一方面是把建制内装备作为一

个系统来进行管理，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合理利用

管理资源，提高装备管理的质量与效益；另一方面

是把装备管理与部队装备全面工作联系起来，通过

科学高效地管理装备，巩固提高部队装备工作整体

水平，最终提升保障力和战斗力。回顾我军历史，

部队装备工作每一步发展均与装备管理创新紧密相

连。20 世纪 90 年代，“知识军事”的出现使部队装

备管理进入了科学管理、依法管理的创新时期，“全

系统、全寿命管理”、“平战一体化管理”、“网络化

管理”等新思想相继产生，大大推动了装备工作的

发展。要保持部队装备工作的全面持续发展，就必

须对装备管理进行不断的创新。 

1.2  是深化部队装备“三化”管理的必由之路 

“三化”管理是对我军几十年装备管理经验的

科学总结，既是部队装备管理工作的目标要求，又

是推进部队装备管理工作发展的方法途径。回顾部

队装备“三化”管理的发展历程，我军在制度化经

常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科学化管理方面还

较弱。我们要继承发扬“三化”管理的优良传统和

成熟做法，锐意改革创新，积极推广新理念、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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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新技术，实现新形势下部队装备“三化”管理

的新突破。因此，装备管理创新是进一步深化部队

装备“三化”管理，优化部队作战装备保障能力生

成模式的必由之路。 

1.3  是实现部队装备管理信息化转型的关键举措[2] 

当前，我军装备建设正处在由机械化半机械化

向信息化转型的关键阶段，科学技术特别是以信息

技术为主要标志的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在军事

领域的广泛应用，不仅给部队装备管理增添了新内

容，而且也对装备管理创新发展的深度、广度和速

度提出了新需求，传统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已不适应。

部队装备管理必须正面这一变化，通过管理创新找

到信息化转型的出路。必须把信息化技术引入部队

装备管理领域，推动管理理念、管理方法、管理机

制、管理手段的创新。因此，装备管理创新是着眼

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总要求，在部队

装备管理领域全面实现信息化转型的关键举措。 

2  部队装备管理创新面临的主要问题 

当前我军装备管理创新面临的问题如下： 

2.1  理论研究亟待深入 

随着新型装备的不断发展和列装，对装备管理

理论不断提出新的需求。以美军为代表的西方国家

军队，在装备发展中全面贯彻落实全系统全寿命管

理思想，完善并实施了“全拥有费用管理”和“寿

命周期系统管理”等新理论；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

的基础上，还提出了国家库存管理策略、供应链管

理等新理论，广泛应用在装备供应领域，显著提高

了信息获取、传输和处理速度，减少了人员数量，

提升了装备管理效率。反观我军，对部队装备管理

创新的内在规律和要求认识还不深入；对信息化条

件下部队装备管理思想、原则和方法缺乏系统研究；

以过去的老经验、老方法对待新装备管理的现象仍

然普遍。这些理论研究上的匮乏极大影响了部队装

备管理创新，制约了保障力和战斗力的提高。 

2.2  运行机制亟待理顺 

国际上军事先进国家从人员、经费、信息等多

个要素入手，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将它们有机整合

起来，建立了高效、一体化的装备管理创新运行机

制，包括：科学的决策、合理的职责分工、顺畅的

部门协调、高效的经费保障、高质量的人员培训、

信息的及时处理等。我军经过体制编制调整，有了

合理的装备管理体制，具备了加强部队装备管理创

新的组织基础。但随着我军装备建设加速推进，部

队装备管理创新运行机制上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日益

凸显，表现在内外关系协调不畅，一些重要的政策、

制度滞后于装备管理的发展；领导方式转变不够，

责任不清、赏罚不明、人浮于事；新手段应用不及

时，信息采集与反馈不畅，决策缺乏论证，程序颠

倒；装备管理创新“四个机制”运行不畅等。 

2.3  方法手段亟待丰富 

随着新型装备的不断发展和列装，对装备管理

方法手段不断提出新要求。以美军为代表的发达国

家军队，为解决装备服役后使用和维护费用居高不

下的难题，完善并实施了“全拥有费用管理”和“寿

命周期系统管理”等新方法；在信息技术发展的基

础上，还提出和应用了国家库存管理策略、供应链

管理等新方法，提升了装备管理效率。美军正在开

展的全资可视计划依靠遍布的各种传感器、查询器、

识别器、诊断器等收集有关实时信息，使整个装备

管理系统中的资源完全可视。反观我军，长期以来，

传统的以行政管理、数量管理为主的部队装备管理

方式占主导地位，在机关统筹规划和部队实施装备

管理创新过程中，忽视科学方法手段的推动作用。

缺乏对现代技术条件下先进管理方法手段的探索，

如实施决策优化、目标管理、系统管理、状态监控、

综合效益评估等，还没有真正形成部队装备管理创

新的方法手段体系，制约了保障力和战斗力的提高。 

2.4  队伍素质亟待加强 

外军普遍重视通过提高管理队伍创新意识和综

合素质来促进装备管理创新。美军一方面制定优惠

政策吸引高素质装备管理创新人才；另一方面充分

利用现有教育和培训机构的力量，组织军校、部队

各级培训部门进行培训，同时利用公立、私立高校

和科研机构等社会力量培训部队急需的装备管理创

新人才。近年来，我军只重视部队装备管理，往往

忽视管理队伍建设。当前部队装备管理多是经验型

管理人员，但对装备管理的创新发展无所适从。其

原因主要是部队装备管理创新人才的培养、选拔和

保留上存在问题。一方面，培养机制不健全，仍是

应急补缺，零打碎敲，超前、系统培养不够，队伍

生成滞后于装备的发展。另一方面，少数部队在管

理人才选拔和保留上协调不够，按编配备、专业对

口、择优使用、相对稳定的要求落实不够好，一些

装备管理创新人才因工作不理想或晋级无望等原

因，有离开部队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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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信息化程度亟待提高 

获取和掌握装备信息，是部队装备管理创新的

重要环节和前提。军事强国重视更新和完善装备管

理信息系统，加强军队各级部门之间的信息传递，

充分利用各种数据库资源，将所获得的各种相关信

息及时汇总和分发，确保装备管理创新的决策和实

施人员能得到足够准确且近实时的信息。我军装备

部门成立时间较短，装备信息管理起步较晚，部队

装备信息管理工作还存在不少问题。一是信息管理

缺乏软硬件支撑。目前，集团军以下部队未设专门

的装备信息管理机构或人员，也没有专项经费保障，

影响和制约了部队装备信息的获取、传输和处理。

虽然各业务系统已经研制开发了一些装备管理信息

系统，但互联互通互操作性较差，难以实现信息共

享；二是信息获取不完整。随着我军装备的跨越发

展，部队装备管理创新对信息的需求量急剧增大。

但装备信息获取缺乏统一规范，只能由各部门根据

各自需要，通过多个渠道获取；三是信息处理不及

时。由于缺乏高效实用的管理信息系统和信息储存、

管理平台，目前部队大量的装备信息统计、分析工

作主要还是靠人工完成，环节多、周期长，时效性

受到较大影响。 

3  加强部队装备管理创新的思路与对策 

加强部队装备管理创新是一个带有全局性、根

本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部队装备工作的方方面面，

要善于用全局的眼光，把握关键环节，重点解决思

路和对策的问题。 

3.1  加强部队装备管理创新的总体思路 

加强部队装备管理创新应以科学发展观和胡主

席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指导，

以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为统揽，以军事斗争装备准

备为牵引，以部队装备管理的客观规律为依据，以

人才队伍建设为根本，以理论创新为突破口，以信

息技术为支撑，以法规制度建设为保证，立足现有

条件，着眼解决现实问题，努力探索信息化条件下

部队装备管理的新思路、新方法，使部队装备管理

创新全面、深入、持久的展开，产生巨大的军事和

经济效益。 
在加强部队装备管理创新的实践过程中，应遵

循需求牵引、效益至上、信息主导、系统性、先进

性、可控性、有所为与有所不为的辨证统一、平时

与战时的辨证统一等基本原则。通过加强部队装备

管理创新，实现由人力密集型管理向科技密集型管

理，由服务保障型管理向辅助决策型管理，由粗放

型管理向精确型管理，由分段式管理向全寿命管理，

由单一管装向人装结合管理的 5 个转变。 

3.2  加强部队装备管理创新的对策措施[3] 

加强部队装备管理创新，首先要教育引导全体

官兵更新管理创新的思想观念。一是要克服与已无

关、无所作为和急功近利的思想；二是要树立尊重

装备管理客观规律的观念；三是要树立科技促创新

观念；四是要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五是要树立依

法创新的观念；六是要树立“管为战”思想；七是

要树立“经济效益”思想；八是要辩证地对待失败。 
先进的理论是加强部队装备管理创新的灵魂和

先导。一是要探索部队装备管理创新的基础理论，

围绕本质与目的、内涵与要求、方法与途径、方向

与重点等进行深入研究，形成指导部队装备管理创

新的前瞻性理论体系；二是要探索部队装备管理创

新应用理论，针对影响装备管理质量效益的根本性

问题和重难点问题拿出具体可行的创新方案，构建

信息化条件下部队装备管理创新的应用理论体系；

三是要加强部队装备管理创新理论研究的组织领

导，领导及其机关既要有研究的愿望和热情，又要

具备组织筹划创新理论研究的素质和能力。 
良好的环境是加强部队装备管理创新的保证。

一是要营造适于部队装备管理创新的氛围，形成部

队装备管理创新的精神力和信息力；二是要达到感

应创新、互补创新、师承创新、调节创新等部队装

备管理创新的 4 种群体效应；三是要健全部队装备

管理创新的激励机制，并遵循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

相结合、外在激励与内在激励相结合以及按需激励、

民主公正的原则。 
先进的手段是加强部队装备管理创新关键。一

是要运用系统化的手段，在从接装到退役报废的诸

多环节中进行全面、合理、有效地控制；二是要运

用运筹学手段，对部队装备管理中的资源分配、运

输、库存、最大流等问题进行决策优化；三是运用

管理资产可视化手段，做到视频可视、状态可视和

动态可视；四是采用设备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手段，

并开通专家远程咨询和故障诊断，开展预知维修。 
信息化管理是部队装备管理创新的主导，要以

推进管理信息化的进程来带动管理创新的加强。一

是要对部队装备信息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科学分

类，规范信息采集、上报渠道；二是依托全军指挥

自动化网，进一步构建平战结合、功能完备的部队

装备信息化管理网络，并不断升级改造；三是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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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军用软件标准和规范，集成装备管理相关业务

系统，构建互联互通互操作的部队装备管理综合信

息平台及信息库；四是创新信息处理手段，实现制

定计划、统计分析、技术状况判定、故障率分析、

维修器材消耗统计等功能的自动化。 

4  结束语 
创新是部队装备管理工作的灵魂，是保持装备

管理工作生机与活力，提高各层次装备管理者素质

和解决装备管理现实问题的有效途径。加强部队装  

备管理创新，必将全面提高部队装备管理水平，进

而提升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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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战场目标及指标价值 

目标  相对距离 /m 相对速度  
/km·h-1 

相对角度  
/o 

目标类型

威胁度  攻击意图 战术位置 指控能力  对敌  
重要性  易毁性

火箭炮  200/300 15 50 不太高  很危险  比较重要 不太强  一般  易毁  
无坐力炮  1 000/1 100 15 25 一般  很危险  比较重要 较强  比较重要 易毁  

坦克  1 500/2 500 25 0 高  不太危险 很重要  很强  很重要  一般  
武装直升机  4 000/8 000 15 90 很高  不太危险 一般  不太强  很重要  难毁  

表 5  数值型指标的归一后的指标值 

目标代号  1iY  2iY  3iY  

1 0.001 5 0.071 3 0.105 7 
2 -0.177 5 0.071 3 -0.194 4 
3 0.051 5 -0.211 1 -0.462 1 
4 0.125 6 0.071 3 0.530 5 

运用 1.2 所述的方法，将云推理发生器用软件

编程实现，之后将语言评价值经不确定性云推理后

得到的指标值如表 6。 

表 6  语言型指标云推理后的指标值 

目标代号  4iY  
5iY  

6iY  
7iY  

8iY  
9iY  

1 -0.068 3 0.850 6 0.633 3 -0.071 5 -0.434 6 0.669 6
2 -0.463 9 0.881 7 0.648 4 0.659 4 0.684 2 0.740 1
3 0.380 0 0.070 8 0.889 0 0.885 1 0.874 5 -0.484 3
4 0.884 1 0.012 3 0.135 9 -0.082 4 0.884 1 -0.665 7

各指标的权重向量为： 

(0.04,0.02,0.05,0.18,0.11,0.15,0.25,0.1,0.1)w = ，根据式

(8)，得到目标总价值如表 7。 
表 7  各目标的总价值 

目标编号  1 2 3 4 
总价值  0.188 7 0.402 6 0.444 6 0.215 1

根据战场目标总价值 iJ 的大小，得到各目标的

战场价值排序为：3>2>4>1。与文献[7]的结果完全

一样。从而验证了本模型的实用性与准确度。 

3  结束语 

该方法的主要优点有： 
1) 云推理完全融合了模糊性与随机性 2 种因

素，从而能最大限度准确将各指标的战场价值量化。 
2) 该方法计算结果的准确度取决于云推理器  

的准确度，而云推理器的准确度又取决于专家对各

语言值云模型化的准确程度，只要综合各专家意见，

云推理器的准确度就有保证，从而该方法就能达到

合格的准确度。 
3) 因为只需要乘员给出一个定性的评价，而非

给出一个判断的数值，所以所有的乘员，不论其是

否具有很高的专业知识，都能轻松做到这一点，具

有较高的实用性与普及性。 
综上所述，该方法易于计算机编程实现，很容

易将程序嵌入坦克指控系统中，从而能为乘员快速

准确的提供决策信息，为坦克指控系统中评价战场

目标价值的自动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具有较

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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