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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给出一种装备保障力量需求预测的科学方法。方法方法 以系统动力学反馈控制理论为基础，

以数学模型为反映媒介，以计算机仿真技术为手段，根据历史数据、实践经验和系统内在的机制关系

建立了动态仿真模型。结果结果 在不同参数条件下，比较了该模型中各变量变化范围的动态演变行为、

综合模型结构和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通过软件调试输入变量“作战任务增加率”取值范围不同

时，输出变量的变换情况。当输入变量取（0.65，0.73）时，战略级、战役级和战术级装备保障力量较为

合理；当输入变量取(0.64,0.7)时，作战人员与装备保障人员的比例基本上能满足现代化的训练或战争

需求。结论结论 通过模型仿真，考虑装备发展趋势及平时装备保障任务需求，并参考外军装备保障力量

建设经验，提出了我军装备保障力量建设的政策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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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propose a scientific method for demand prediction of equipment support force. Methods
Based on system dynamic feedback control theory, using the mathematical model as the reflecting media, by means of

computer simulation technology, a dynamic simulation model was built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cal data,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the system inherent relationship and mechanism. Result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different parameters, the

dynamic evolution behavior of the change range of variables in the model was compared, and the model structure and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among the variables were considered comprehensively. When inputting the value range of the variable

"combat mission increase rate", the change of the output variable was debugged by software. When the input variables were

(0.65, 0.65), the strategic level, operational level and tactical level equipment support force was relatively reasonable. When

the input variables were (0.64, 0.64), the ratio of the operational personnel and equipment support personnel could basically

meet the needs of modern training or war. Conclusion Through model simulation, considering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equipment, as well as the usual equipment support mission requirements, and referring to foreign military equipment support

force construction experienc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were propose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quipment support forces in

our ar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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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保障力量，是指从事装备保障活动的各种力

量的统称[1]，是军队装备保障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实施装备保障行动的主体、形成装备保障能力的关

键因素和完成装备保障任务的重要基础，对形成、保

持和提高战斗力起着根本的保证作用，在装备保障中

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2]。未来战争的胜利，不仅取决

于“战”，更取决于对装备保障力量的建设与研究，没

有成熟、完善的装备保障力量队伍，就谈不上“战”，更

谈不上“胜利”。加强装备保障力量需求预测方法研

究，可以有效解决现行装备保障力量的供需矛盾，进

一步提高装备保障力量人员构成的科学性、合理性和

灵活性，全面提升装备保障能力。

1 装备保障力量存在的问题

由于当前体制编制和其他相关因素的限制与约

束，我军装备保障力量在任职数量、专业结构、职称比

例和能力素质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距离形成保障

“拳头”[3]还有一定差距。

第一，装备保障力量体系还不够完善，保障力量

还比较薄弱。其中，我军陆军装备保障力量数量偏

多，海军、空军、二炮的装备保障力量偏少，特别是机

动和伴随保障力量需要加强。

第二，未来大规模作战，参战力量多元、装备型号

复杂、保障难度加大，现有保障人员规模与完成平战

时保障任务不相适应的矛盾凸显。主要表现为维修

力量数量及规模偏小，装备指挥保障力量不足，以及

重点岗位编制人员少、级别低。

第三，编配结构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部分人员

编制及专业组合不合理，以及技术等级设置不合理。

紧密结合我军实际，针对我军现存的具体问题，

科学借鉴外军经验，扎实推进我军装备保障力量建

设快速发展，实现“平时按专业编组到战时按任务编

组向平时按功能编组到战时按任务编组”[4]转变，这

是解决信息化条件下装备保障，尤其是战时装备保

障力量适应复杂不确定任务和环境需求问题的出路

所在。

2 装备保障力量需求预测模型

鉴于当前装备保障力量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是动

态、非线性的，且多为冲突性矛盾，这决定了使用系统

动力学方法研究该问题的可行性。

2.1 系统边界确定

确定系统边界的目的主要是确定构成和影响装

备保障力量人员数量的主要因素，系统边界所包围的

组成部分应该能够表明边界内系统的动态行为。虽

然现实系统与外界存在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等诸多方

面的交流，但在研究期间可视为封闭系统。在这些因

素中，有的对系统起主要作用，有的起次要作用。建

模时可简化掉次要因素，只选择研究者所关心的指标

作为系统构成要素。为此，在装备保障力量人员职称

比例构成分析及其数量研究时，将系统边界定义为全

军范围内的装备保障力量（只考虑人员力量，不考虑

装备力量），在战略、战役和战术等3个层次中的数量

以及职称比例所构成的研究系统中，系统内各类保障

力量的数量变化是研究的核心。

2.2 模型因果关系分析

装备保障力量系统运行的基础是信息反馈[6]，即

系统要素间的相互影响与相互制约关系，可用因果反

馈回路来简明扼要地表示，这也是建立系统动力学模

型的基础。从战略、战役和战术的总体角度，分析装

备保障力量总体规模的主因果关系，见图1。

图1中的负反馈1主要考虑了保障任务对总装备

保障力量的影响。当总装备保障力量增加时，可完成

的保障任务数量就越多，则需要完成的保障任务数量

图1 装备保障力量总体因果关系

Fig.1 General causality diagram of equipment support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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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越少，进而所需总的装备保障力量又会随着保障

任务数量的减少而减少。当总的装备保障力量减少

时，可完成的保障任务数量也越少，需要完成的保障

任务数量相对就会增加，进而所需的总的装备保障

力量又会随着装备保障任务的增加而增加。该负反

馈回路1确保了总的装备保障力量可以维持一定时期

内的稳定规模。

图1中的负反馈2主要考虑了作战或训练任务对

作战人员数量和保障人员数量的影响。当作战人员

数量增加时，可完成的作战或训练任务数量就越多，

则需要完成的作战或训练任务数量就越少，当需要完

成的作战或训练任务数量减少时，所需的作战人员数

量和保障任务数量就会相应减少；当作战人员和保障

人员数量减少时，可完成的作战或训练任务数量也越

少，则需要完成的作战或训练任务数量就会相对增

多，从而所需的作战人员数量和保障任务数量就越

多。该负反馈回路2确保了作战人员数量在一定时期

内的稳态变化。

此外，从负反馈 1 和负反馈 2 还可以推出作战

人员数量与装备保障人员数量比例关系的变化情

况。

2.3 模型流图的建立

在确定系统输入输出的各项指标后，对这些指标

数据进行收集，从而为模型的计算机仿真建立基础。

系统动力学仿真的特点是对数据的精确度要求很低，

只要能根据经验或历史统计资料得到所需数据的一

个大致范围，即可满足模型的运行条件[7]。部分实在

无法获得的数据可以通过专家评估获得。

通过因果图确定变量以后，便可用系统动力学专

用软件建立系统动力学流图，见图2。流图建立后，将

收集整理好的数据代入各个变量。在建模中，原始数

据的筛选以及相关参数的设置等问题影响着系统整

体的综合表达，同时也为最终总体趋势分析的准确度

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模型中设置各主要变量的系统动力学方程如下

所述。

1）状态变量及初值。

作战或训练任务数量=作战任务增加速率-作战

任务完成速率，初值为1000。

作战人员=作战人员增员速率-作战人员减员速

率，初值为10000。

图2 装备保障力量战略、战役、战术层流

Fig.2 Strategic, operational and tactical level laminar flow diagram for equipment support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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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任务数量=保障任务增加速率-保障任务完

成率，初值为5000。

战略级装备保障力量=战略级增员速率-战略级

减员速率，初值为30 000。

战役级装备保障力量=战役级增员速率-战役级

减员速率，初值为100 000。

战术级装备保障力量=战术级增员速率-战术级

减员速率，初值为160 000。

状态变量的初值根据以往作战、训练任务中装备

保障任务数量以及装备保障力量的历史数据，并结合

专家预估综合得出。

2）速率变量函数。

战略级增员速率=战略级年均增员率×战略级装

备保障力量

战略级减员速率=战略级年均减员率×战略级装

备保障力量

战役级增员速率=战役级年均增员率×战役级装

备保障力量

战役级减员速率=战役级年均减员率×战役级装

备保障力量

战术级增员速率=战术级年均增员率×战术级装

备保障力量

战术级减员速率=战术级年均减员率×战术级装

备保障力量

3）辅助变量函数。

作战能力需求=作战或训练任务数量÷作战人员

数量

装备保障力量=战略级装备保障力量+战役级装

备保障力量+战术级装备保障力量

作战人员、装备保障人员比例=作战人员数量÷

装备保障力量

保障能力需求=保障任务数量÷装备保障力量

2.4 系统输入输出分析

这里，主要对装备保障力量人员需求确定方法进

行研究，为了验证该方法的可行性，从模型的所有变

量中选定对模型整体结构具有较大影响的控制参数

“作战任务增加率”为系统输入变量。将战略级、战役

级和战术级装备保障力量及各自所占比例，以及作战

人员、装备保障人员比例作为输出变量，这也是该研

究的关注重点。在模型中，输入变量“作战任务增加

率”的变化将影响整个系统其他变量的变化，因此，可

通过对“作战任务增加率”输入不同的取值来寻求各

输出变量的合理取值范围，最终确定出合理的、符合

现代化训练与作战任务的装备保障人员数量。

2.5 系统流图运行机制

在建立系统流图并输入数据后，便可利用系统动

力学专用软件Vensim进行仿真运行，并输出各变量的

仿真结果。为对模型的运行机制进行说明，现以输出

变量“战略级装备保障力量”为例进行说明。

在该系统中，“战略级装备保障力量”是状态变量，

它随战略级年均增员数量的增加而增加，随战略级年

均减员数量的减小而减小。战略级年均增员率和减员

率又分别受到保障能力需求和战略级所占比例的影

响。作战任务增加率作为一个系统输入变量，其变化

将会引起系统内所有变量的变化，且所有的辅助变量

将通过速率变量最终引起状态变量发生稳态变化。

3 装备保障力量需求预测仿真分析

通过所建立因果关系图和系统动力学流图，用

Vensim软件对系统进行仿真，可以更清楚直观地比较

对输入变量“作战任务增加率”输入不同值时各输出

变量的仿真曲线。输入变量取值根据以往作战、演习

和训练经验，并结合国外相关数据选取输入变量取

值，以便得出更为合理、更能满足我军现代化训练与

作战任务要求的装备保障力量人员需求数量。

3.1 调控试验模式设计

为比较不同参数条件下，该模型中各变量变化

范围的动态演变行为，在已经建立起的装备保障力

量人员需求模型因果关系图和系统流图基础上，综

合模型结构并结合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通过软

件调试发现，若维持输出变量的稳态仿真行为，输入

变量“作战任务增加率”需要取不同的取值范围。

1）对战略级、战役级和战术级所占比例，输入变

量取（0，1）。

2）对战略级、战役级和战术级装备保障力量，输

入变量分别取（0，0.65），（0.65，0.73），（0.73，1）。

3）对作战人员、装备保障人员比例，输入变量分

别取（0，0.64），（0.64，0.7），（0.7，0.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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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仿真结果分析

3.2.1 战略级、战役级和战术级装备保障力量仿真分析

输入变量“作战任务增加率”分别取（0，0.65），

（0.65，0.73），（0.73，1），对系统进行仿真，结果见图3。

综合 3 种仿真结果，发现只有当输入变量取

（0.65，0.73）时，战略级、战役级、战术级装备保障力量

较为合理。

3.2.2 作战人员、装备保障人员比例仿真分析

在该系统中，将输入变量“作战任务增加率”的取

值范围分别取（0，0.64），（0.64，0.7），（0.7，0.8），（0.8，

1），对系统进行仿真，见图4。

综合 4 种仿真结果，可以看出在输入变量取

（0.64，0.7）时，作战人员与装备保障人员的比例基本

上能满足现代化训练或战争的需求。

3.3 输出变量比较

“作战任务增加率”取不同值，对输出变量的仿真

结果进行全面分析，不难看出，当输入变量“作战任务

增加率”取（0.65，0.7）时，输出变量的变化幅度相对稳

定，其输出结果能够满足模型中所设定的训练或作战

需求，见图5—6。

图3 战略级、战役级、战术级装备保障力量仿真结果

Fig.3 The simulation results of strategic level, operational level and

tactical level equipment support force

图4 作战人员、装备保障人员比例仿真分析结果

Fig.4 The simulation results of the ratio of the operational person-

nel to the equipment support personnel

图5 输入变量取（0.65，0.7）时战略级、战役级、战术级装备保

障力量仿真结果

Fig.5 Strategic level, operational level, tactical level of equipment

support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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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输入变量取（0.65，0.7）时作战人员、装备保障人员比例仿

真结果

Fig.6 Ratio of operation personnel and equipment support personnel

4 结语

装备保障力量是保障部队执行战备、训练、执勤、

作战等任务的重要基础[8]。当前，随着军事斗争准备

的不断深入和新装备大量配发部队，部队现役装备保

障力量不足，以及战略、战役、战术装备保障力量平战

结合不紧密等问题日益凸现。着眼于有效履行我军

新的历史使命，扎实推进军事斗争准备，必须考虑我

军装备保障力量人员供需现状，按照有利于提高装备

综合保障能力的要求，坚持平战结合，战略、战役、战

术有机衔接的原则，进一步加强装备保障力量建设。

1）调整保障力量规模。服从军队总体规模基本

不变的总要求，借鉴世界发达国家军队建设的有益经

验，适当调整增加装备保障人员比例，基本达到各级

装备保障力量与本级任务相匹配，平时能满足战备训

练需求，战时能通过动员扩编和支前保障完成作战装

备保障任务。

2）优化装备保障力量层次结构。考虑到军队体

制编制调整改革总体员额的控制，大幅度增加员额的

可行性不大，应主要通过整合现有力量，减编冗余岗

位，增编必须的工种岗位，为新编新建部队编配装备

保障力量，调整换装部队装备保障力量等调整优化措

施，适当增加装备保障力量员额，初步实现装备保障

力量整体员额的合理优化和层次结构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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