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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ilitary Depots Building of the Chinese People＇s Volunteers

中国人民志愿军兵站力量建设述论

★ 郜耿豪

摘要: 抗美援朝战争中，面对当时世界上装备最现代化的敌人，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充

分依靠祖国大后方的支援以及积极争取外援，在兵站运输、警卫、筑路、通信等工作中逐步编

制了正规的勤务、保障部队，兵站力量的现代化、正规化程度迅速提高。同时，志愿军后勤政

治部门在兵站线上因地制宜地开展政治工作，促进了兵站人员的革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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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站力量包括运输、仓储、招待等勤务力量以及防卫、交通、通信等保障力量，兵站力量建设是兵

站建设的重要内容，主要包括兵站勤务、保障装备的现代化、体制编制的正规化以及兵站人员的革命化

等。革命战争时期，由于经济技术条件的限制，我军兵站力量的现代化、正规化程度不高。抗美援朝战

争中，随着志愿军参战部队规模的扩大和结构的复杂化，后勤保障的规模和内容也相应地扩大化和复杂

化。为此，志愿军后勤积极开展兵站力量建设，大力加强兵站装备现代化，勤务、保障部队的正规化和

兵站人员的革命化建设。

一、现代化建设

兵站力量的现代化包括兵站勤务、保障装备的现代化和使用这些装备的人的现代化。革命战争时

期，人民军队兵站现代化主要表现在运输、通信工具的部分现代化上。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兵站的

现代化也主要表现在勤务、保障装备的现代化上。
( 一) 兵站运输工具的现代化

抗美援朝战争中，铁路、汽车运输迅速成为兵站运输的基本手段。汽车运输主要在分部所属的后方

执行战役运输任务，部分汽车配属军后勤领导，执行部分战术运输任务。在运动战初期，汽车部队数量

少、质量差。随着战役的胜利进行，后勤系统逐渐补充汽车。进入阵地战阶段后，汽车数量逐步增加。
据统计，在 3 年抗美援朝作战期间，志愿军以载重汽车为主的各种汽车，从 1950 年底的 3954 辆增至

1953 年上半年的 1. 86 万辆; 由初期入朝的 3 个汽车团增至 1953 年的 17 个汽车团，入朝 3 年共补充汽车

3 万余辆。①在铁路运输上，战争初期，由于敌机的轰炸，朝鲜北方铁路线基本瘫痪，战役运输只能靠汽

车运输。进入阵地战阶段后，铁路运输部门与铁路抢修、防空部队相配合，使朝鲜境内主要铁路线逐渐

恢复通车，并陆续开辟了一些新的路线。火车运输与汽车运输相结合，使志愿军战略战役后方的兵站运

输基本实现了现代化。

［作者简介］ 郜耿豪，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助理研究员。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车船勤务史 ( 1937—1992) 》，266 页，北京，总后勤部军事交通运输部编印，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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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防空力量的现代化

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引进了现代化的防

空兵器，建立了高射炮兵和空军，建立了现代化

的立体防空力量。志愿军每个野战高炮师辖 3 个

高炮团，装备 85 毫米口径和 37 毫米口径高炮共

48 门，12. 7 毫米口径高射机枪 36 挺。每个城防

高炮团辖 3 个高炮营，装备 85 毫米或 76. 2 毫米口

径和 37 毫米口径高炮 36 门，高射机枪 3 挺; 高炮

独立营辖 3 个高炮连，1 个高射机枪连，装备 37
毫米口径高炮和 12. 7 毫米口径高射机枪各 12 门

( 挺) 。① 志愿军空军用于后方防空作战的为歼击

机师，其作战飞机主要是从苏联引进的米格 － 15
及拉 － 9、拉 － 11 战斗机。在后方防空作战中，志

愿军高炮和空军部队取得了显著的战绩。

二、正规化建设

运输力量在组织管理上的正规化程度，决定

了其运输效率发挥的程度。抗美援朝战争中，各

类运输力量的组织管理上的正规化程度有所提高。
( 一) 组建各类正规化勤务、保障部队

1. 组建兵站防卫部队。抗美援朝战争中，志

愿军建立了一支正规化的军兵种结合、空中与地

面相配合的立体防御力量。一是在兵站线上部署

高射炮兵。志愿军高射炮兵先后参战的部队有野

战高射炮兵 5 个师、64 个独立营; 城防高射炮兵

21 个团又 10 个独立营、5 个探照灯营、2 个对空

监视团和 1 个雷达营。② 其中大部兵力部署在后方

纵深地区。二是部署防空哨，又称对空监视哨。
通常在公路干线上每隔 1 ～ 3 千米设置 1 个哨位，

在美机封锁的重点区段，哨位适当加密。每个哨

位一般由 3 ～ 6 人组成。在反绞杀战期间，志愿军

在 32 条 总 长 2500 千 米 的 公 路 干 线 上，设 置 了

1308 个哨位。③ 战争期间，担任防空哨任务的部

队先后有志愿军第 50 军第 149 师和公安第 18、第

1 师。④ 同时，志愿军空军的歼击机部队也参加到

后方防空作战中。
2. 组建铁道兵、工兵等交通保障部队。铁道

兵主要负责铁路抢修、维护和新建任务。1951 年

2 月，志愿军成立铁道抢修指挥所，1952 年 12 月

成立中朝联合新建铁路指挥局，负责领导铁道兵

部队。战争期间，志愿军铁道兵先后有 4 个师、1

个直属桥梁团、1 个直属独立团和 6 个铁道工程师

等共 11 万人入朝，执行铁路抢修、抢建任务。⑤

志愿军工兵包括独立工兵部队和队属工兵部，其

中配属后勤部门的有相当一部分力量，承担后方

道路的抢修、新建任务。1950 年 10 月，志愿军组

建工兵指挥所，1952 年 7 月改为工兵指挥部，直

接指挥独立工兵团，并负责队属工兵的业务指导

工作。工兵部队边打边建，至战争后期，独立工

兵部队增加到 15 个团又 2 个营，并装备了工程机

械和制式舟桥器材。⑥

3. 组建担架团和辎重部队，取代民工组织。
抗美援朝战争前期，在战术运输和物资装卸工作

上，志愿军借鉴解放战争时期的经验，大量动员

民工至兵站沿线参加运输、装卸工作。据不完全

统计，到第三次战役时，仅东北地区就动员民工

达 13 万多人。其中入朝 6 万多人 ( 后勤系统 3. 5
万多 人、作 战 部 队 2. 5 万 多 人) ，担 架 2. 32 万

副。⑦ 但民工是临时支前组织，“多系农民，未经

战争锻炼，缺乏军事常识，组织纪律松弛。”⑧ 同

时，由于志愿军后方普遍遭到了敌空军的狂轰烂

炸，民工伤亡过重，导致大批逃亡。为此，中央

军委决定组建人力运输部队，以代替民工组织。
在担架部队建设上，1951 年 3 月，辽东、辽西、
吉林、松江、黑龙江、热河省建立了 11 个 担 架

团，2. 3 万人，于 3 月分批入朝，配属每军 1 个

团，每团担架 370 副、担架车 150 台。⑨ 在辎重部

队建设上，以整训团、独立团为基础，先后组建

34 个辎重团、64 个运输营、448 个运输连，有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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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手推 车、自 行 车、担 架 车 8. 5 万 辆。① 担 架

团、辎重团的大规模编制，使志愿军人力、畜力

运输力量建设的正规化程度及战斗力大大提高。
( 二) 加强兵站对后勤所属各勤务部队领导

大站是兵站勤务系统的最高组织形式，它产

生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通常负责某一战役和战

术方向的兵站勤务工作。至解放战争时期，东北

解放区创建了后勤分部、大站体制，使兵站勤务

体制更加完善。抗美援朝战争中，仍然沿用了这

一体制。在运动战阶段，装卸、警卫、仓库等勤

务部队及医院分别由分部有关部门直接领导，战

时临时配属各大站执行任务。大站对这些单位的

领导往往不能得心应手，造成工作上的不便。志

愿军后勤司令部成立后，志愿军后勤主要抓本部

和分部、军后勤的建设，而将仓库、医院、汽车

部队等勤务保障部队划归兵站、特别是大站领导，

也就是实行站、( 汽车) 团合并和站、 ( 医) 院一

体化。如从第四次战役末开始，志愿军后勤对在

朝医院进行整编，取消入朝医院大院部，将分院

和医疗所改编为精干的能独立完成 1000 人收容任

务的兵站医院，每院编 333 名工作人员，开设后

送股，归大站领导。医院随大站执行伤病员的受

治任务，沿兵站线分类逐段后送伤员。② 这样，大

站就由过去单纯地接转物资、招待过往部队的简

单组织，转变为基地性质的指挥和管理机构，是

集供应运输、医疗后送、道路维修、对敌斗争为

一体的保障实体。
此外，军属兵站与有关勤务部门的领导关系

也进行了调整，将领导权集中于兵站。如第 15 军

在后勤经验总结中指出: “为了保证及时供应，经

过五次战役明确了，本部必须靠近兵站区，沟通有

线电话，兵站处要紧紧掌握汽车大队。医院必须靠近

兵站，这样才能掌握力量，同时掌握前方需要和兵站

的收支库存及在部队的车辆，据此做出当天或一个阶

段的运补计划，才能保障供应。”③ 这是军属兵站勤

务组织领导体制上的重大变革，对统一后勤组织

指挥和后勤力量的机动具有重要意义。
( 三) 加强铁路运输、抢修、防空部门的统一

领导和管理

由于铁路运输在战略运输上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铁路运输力量相对独立于军队后勤建制之

外。1951 年 5 月 4 日，中朝两国代表在北京签署

《关于朝鲜铁路战时军事管制的协议》，指出 “为

适应战争需要，朝鲜铁路必须置于统一的军事管

制之下，以便统一指挥铁路运输。”④ 5 月 19 日，

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部之时，曾规

定铁路运输也属志后领导，但随即又于 21 日规

定，铁路管理应照中朝两国铁路协议办理。此后，

铁路运输、维修等领导机构迅速成立。7 月，在

朝鲜安州成立了朝鲜铁路 军 事 管 理 总 局。8 月，

在沈阳成立中朝联合铁道军事运输司令部。9 月，

成立前方铁道抢修指挥所。11 月，又在安州成立

了前方 ( 铁道) 军事运输司令部，作为中朝联合铁

道军事运输司令部的派出机构，负责指挥和协调铁

路军事管理总局、铁道抢修指挥所和稍后成立的铁

道高射炮兵指挥所的工作。这样，铁路运输、抢

修、防空实现了统一领导，对于战胜敌人对铁路运

输的破坏，提高铁路运输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三、兵站政治工作

1951 年 2 月，东北军区后勤部指出: “兵站是

战争供应的输血管，也是决定近代战争胜负的因

素之一。要使我们的兵站线成为‘割不断打不破’

的钢铁线，除了人力、物力保证及严格的执行命

令计划外，还必须有坚强的政治工作来保证。”⑤

如何使兵站各类勤务、保障人员迅速适应朝鲜战

场环境，并胜利完成任务，是志愿军兵站政治工

作面临的重大课题。就政治工作内容而言，主要

包括组织建设、思想建设、群众工作等。
( 一) 组织建设

兵站线上的各级政治组织是兵站政治工作的

组织基础。各级政治组织的强弱，决定了相关单

①

②

③

④

⑤

《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 联 勤 部 部 史》，第 1 卷，

266 页。
《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 联 勤 部 部 史》，第 1 卷，

267 页。
《后勤历史资料汇编·抗美援朝时期)》，第 2 集，56 页，

北京，北京军区后勤部司令部编印，1959。
周中编: 《抗美援朝战争后勤史简编本》，90 页，北

京，金盾出版社，1993。
《为保证春季作战供应关于兵站 线 上 的 政 治 工 作 问

题》，1951 年 2 月，参见《抗美援朝战争后勤工作重要文献汇

编》材料之七十二，5060402 － 0157，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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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政治工作的强弱。在组织建设上，主要是建立

健全各级政治组织，加强对兵站的政治领导。东

北军区后勤部要求，各级兵站部门要按照规定的

编制调整干部，严格组织生活，克服兵站现存的

组织混乱情况，发挥组织领导作用，加强纪律教

育，建立严明的奖惩制度。① 同时，创新政治工作

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发挥政治工作的巨大作用。
如实行分区包干制度，组织行政干部作政治工作;

政工干部加强对党团组织及俱乐部的领导和对功

模积极分子的培养和使用; 采取轮番检查，重点

掌握，以加强检查工作; 对零散部队和配属部队

实行代管代教; 采取分散进行，轮番上课的办法;

重视对外出部队和外出人员的动员和掌握。②

( 二) 思想建设

兵站政治部门通过立功运动、解决兵站人员

实际困难等方式，以及开追悼会、写慰问信、开

设路边鼓动站等多种形式，开展思想教育。主要

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1 ) 在加强阶级教育的

基础上，深入开展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教

育，提高全体同志的积极性、责任心和克服困难

的精神。③ ( 2 ) 爱岗敬业教育。如教育兵站仓库

人员树立“爱物资爱劳动”思想，并作为各级站

点思想工作的中心环节。④ 在兵站医院和担架团的

政治教育上，发扬兵站医院每个干部、医生、护

士、工作人员高度的爱护部队、爱护伤员的负责

精神。⑤ ( 3 ) 爱护工具、反对浪费教育。如在司

机中开展爱车教育，干部亲自带车，技术员有计

划地配备在沿途指挥站，随时检修。⑥ 第 64 军要

求向所有指战员、特别是供给兵站干部进行爱护

粮食的教育。⑦ ( 4 ) 团结教育。包括巩固与加强

兵站内部的团结，兵站与政府和人民的团结，兵

站与前方部队的团结，特别是兵站与朝鲜人民和

朝鲜政府的团结。对任何破坏上述团结的思想和

行为，都必须加以克服。⑧

( 三) 群众工作

志愿军兵站群众工作包括两个方面: ①民工

工作。这里又包括对国内民工工作和对朝鲜民工

工作。对国内民工，一是加强思想教育，提高与

巩固其战争观念和爱护伤员观念。⑨ 二是与民工建

立血肉关系，体贴他、爱护他、关照他、慰问其

家属，贫寒者请政府帮助，作到前后方共同帮助

和鼓励，以减少民工和家庭双方的牵挂，达到安

心服务。瑏瑠 对朝鲜民工，更是要上升到国家关系的

高度上来看待。“朝鲜民工工作做不好，不但是军

民关系，而且是国际关系。”瑏瑡 因此，在工作分配

上不能对他们要求过高，并在动员、教育、生活

和宣传上给予特别的重视。②对朝鲜政府和军民

工作。要遵守 “中朝团结只能搞好，不准搞坏”
的原则。教育干部战士，入朝后要尊重朝鲜政府

和人民军，要尊敬朝鲜人民，遇事相商，见面和

蔼，尊重风俗习惯，保护朝鲜人民的财务，反对

片面扩大人家的缺点，切不允许有任何傲气和老

大的态度表现。瑏瑢

志愿军兵站力量建设是兵站战斗力建设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人民军队兵站在现代战争条件下

兵站力量建设的开端，成果显著。它使志愿军兵

站保持了强大的战斗力，胜利地完成了兵站各项

任务，并为人民军队现代兵站力量建设奠定了基

础，对信息化战争条件下的人民军队兵站力量建

设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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