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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克战场上的硝烟，我们不难发现，现代军事物流作为军队

后勤体系的基干，在现代战争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而且随着国际交往的增多，其国际性特征更趋明显。 一、

国际军事物流的产生及发展 所谓国际军事物流，是指两或多

国（国家集团）之间为了达成一定的政治经济目的，通过对

军事物资跨国进行采集，加工、包装、储存、运输、供应等

一系列环节，最终到达部队而被消耗使用，实现其空间（中

与支配权同时）转移的全过程。国际军事物流与一般的军事

物流最大的不同在于其国际性，即国与国之间通过采取军事

同盟、随即支援、民间援助、多国维和和军品贸易形式来实

现军事物资的跨国流动，达到有效保障本国部队的目的。 国

际军事物流是在第一次世界战多国结盟的基础上，适应第二

次世界大战大规模的需要而形成的。它的出现是现代战争发

慌和国际战略格局变化的必然结果。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

盾在二战爆发前夕达到了炽热化的程度，这就迫使它们双边

或多边结盟，最终形成了同盟国与协约国之间的军事对抗。

随着战争的推进，资源消耗越来越多，战场范围越来越大，

单凭一个国家难以随整个战争的消耗。为了共同的政治利益

，两大集团内部之间彼此支援，在集团内部对各国的资源进

行统一运作，国家间结盟由政治、军事领域向经济、后勤领

域演变，国际军事物流开始形成。战后，世界形成了社会主

义两大阵营，华约与北约成了两大对抗性的政治军事联盟。



此后的历次局部战争无不受两大联盟所左右，或两大联盟中

的一些国家直接参与战争，或两大联盟从后方给予作战一方

所需的物资支援，国际军事物流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伴随冷

战的结束，雅尔塔体系宣布瓦解，意识形态的作用逐渐减少

，发展经济成为各国政府的首要任务，经济合作也就成为各

国对外交往中考虑的首要因素。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

国的经济越来越融合，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特征越来越显著。

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一定程度上的政治合作，形成一定制政

治经济集团，并可能由于相同的政治经济利益走上军事联合

的道路，致使国际军事物流合作变得十分频繁，同时，随着

远洋运输业的发展和信息技术革命的兴起，军事力量的全球

到达能力大大提高，这就为国际军事物流合作打下了物质和

技术的基础。国际军事物流进入成熟阶段。 二、当代国际军

事物流的发展特征 进入21世纪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国

际军事交流将日趋频繁，在这一时期，国际军事物流的发展

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一）国际军事物流协调组织向常规

化方向发展 组织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事物的发展程度。

国际军事物流在二战中成立了一些协调组织，如1942年上半

年，同盟国家以美英两国为基础5个联合委员会，即联合运输

协调委员会，联合原材料委员会、联合军需品分配委员会、

联合生产及资源委员会和联合粮食委员会。在东方也成立了

中缅印战区航空后期怀念部。但这些机构都是为了解决当时

面临的问题迫于形势而临时组建的，战争结合后到便自动解

散。战后随着国际军事物流的频繁运用，其相应的组织协调

机构也逐步完善。如北约组织在1999年开发出“盟军部署与

调动系统”，在国际军事物流方面主要有补给配套模块、运



力模块、部署计划模块等。科索沃战争之后，北约后勤已着

手建立多国联勤中心，制定有关条令，开展业务相关训练等

。可见，随着一些军事同盟或非集团性安全组织在平时执行

安全任务和协同性演练的增多，国际军事物流组织机构将进

一步向常规化方向发展。 （二）国际军事物流保障向精确化

方向发展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非传统作战样式的出现，“

实时、实地、适量”保障成为各国军队物资保障追求的目标

，其核心内容就是实现物流的精确化。从现实的情况来看，

实现精确物流保障的条件已初显端倪。首先，信息技术的飞

速发展克服了物流地域和时域上的限制。计算机发展网络化

和智能化，便利缩短物资请领、发放时间，及时掌握物资储

运状态成为可能。这些就为军事物资实现跨国流动，达到精

确物流保障准备了技术条件。其次，军事物流设备的不断更

新、改造，也为国际军事物流精确保障提供了物质基础。如

军事仓库内的拆码垛、短途运输、站台及码头装卸车、船等

高效机械作业，加之各种条形码扫描仪、综合检测仪、电子

秤等新仪器和新技术的运用，都提高了物资清点、检查的速

度和质量为物流精确化提供了硬件支持。如美军在这次伊拉

克战争中，借助其先进的技术条件笔硬件设备，在战争前就

对所需作战物资进行精确估算，一改海湾战争中物资保障多

而杂造成巨大浪费的状况，成功地实现了国际军事物流的精

确保障。 （三）国际军事物流的标准化程度越来越高 军事物

流系统的有效运行离不开统一的标准。军事物流系统运行过

程中产生的大量信息必须用统一的标准加以规范，以利于系

统内不同子系统之间、军事物流系统与整个后期大系统之间

以及军事物流系统在国际间的信息传递与共享。EDI技术的应



用目标之一，正是为系统内各种物流信息提供一个统一的标

准。试想如果各国没有统一的物流标准，肯定会在转运换车

等方面耗费大量的时间和费用，从而降低物流保障效益。目

前美国与其北约传统盟国已基本实现了物流设施和工具的统

一标准，如托盘采用1000mm×1200mm，集装箱采用统一规

格以及条形码技术的大量使用，大大降低了军事物流运转的

费用和难度。在物流信息传递技术方面，美国及其北约传统

盟国不仅实现了企业内部的标准化，而且也实现了企业之间

及欧洲统一市场的标准化。所用这些都为实现国际军事物流

扫除了标准壁垒，为其在国际间有效运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可以预见，随着军事物流跨国运行机会的增多，各国都会加

大与国际军事物流标准接轨的建设力度，国际军事物流的标

准化程度越来越高。 （四）国际军事物流以远洋运输为主，

多种运输方式相结合 国际军事物流运输方式有海洋运输、铁

路运输、航空运输以及由这些运输方式组合布成的复合运输

方式。能否有效地选择国际军事物流运输方式，关系到军事

物资运输的速度和成本，直接影响物流保障的军事经济效益

。海运特别是远洋运输，由于其运量大、运费低等优点，成

为国际军事物流中最主要的运输方式。据统计，美军在海外

作战所需物资中的95%都是通过战略海运来输送的。铁路运

输则由于其方向不可转移、运输速度慢、易遭到破坏等缺点

，在国际军事物流运输中较少采用，但不能完全忽略。如美

军在科索沃战争中就采用铁路运输方式跨国向科索沃运输装

备。航空具有速度快、机动性好等优点，特别适合好紧急、

优先补充物资的快速运输，但由于其运费较高，在国际军事

物流输送中只能承担有限的紧急任务。因此，在国际军事物



流活动中。优势互补，总的原则是：在不贻误战机的前提下

，及时、准确、有效、持续地满足作战部队的物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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