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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基地级维修核心能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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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地级维修是美军得以维持其军队领先地位的重要保证，通过对美军基地级维修核心能力的定义、需求

计算、工作量分配及基地级维修的合同商保障等内容的研究，提出了 4 点建议：强化认识，提高对基地级维修建设

的重视程度；深入研究，抓好基地级维修改革顶层设计；扎实工作，做好维修基础数据积累；平战结合，提高应对

多元要求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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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merican depot-level maintenance ensures the American army’s leading role. Based on researches of 
defining the American depot-level maintenance ability, requirements assessing, work distributing and maintenance contract 
dealers supporting, introduce four suggestions: to enhance the awareness, giving more emphasis on depot-level 
maintenance building; to do further research on top reforming designs in depot-level maintenance, to do deeper work, 
accumulating the basic data about depot-level maintenance; to combine the routine work with the work at war, developing 
the ability to satisfy multiple-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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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使得美国军事的角色

和政策发生了改变，对冷战结束后的威胁评估导致

了现役兵力和国防开支的大幅缩减。资金的减少迫

使美国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se，DOD）对其

所有的项目都进行评审，以确保其花费的资金可以

取得最大的收益。目前，美军的维修体制正由原来

的四级（分队级、直接支援、全般支援和基地级）

逐渐向两级（野战级和基地级）或三级（分队级、

直接支援级和基地级）转变；同样地，投入到基地

级维修的预算部分也大幅度减少。美军为确保其军

队核心力量的维持得以保障，对基地级维修作了大

量详尽的规范。因此对美军基地级维修核心能力进

行研究，能为我军装备保障建设和发展提供借鉴。 

1  基地级维修 

基地级维修主要负担装备的重置和翻修工作，

是 DOD 维修系统的最高级别。它使用工业类型的

生产线，要求最精密的工具、检测设备和技能，由

文职技术人员在固定的设施上执行工作。涉及对武

器系统、设备成品、零件、部件、组件和子组件，

进行大修、升级、重建、检测、检查和必要改造的

装备维护或修理。基地级维修也包括软件维护的各

个方面、因修改而引起的零部件的安装和对直接支

援级维修机构、使用单位和其他单位的技术支援[1]。 
参考文献[2]中对基地级维修的定义是：国防部

各单位内部建立或维持的建制基地级维修活动和物

理能力，是为确保一个稳定的、受控的技术能力和

资源来源，以满足参考文献[1]明确的军事需求。之

后，适当地维持这些活动，为战争、紧急情况和应

急活动提供后勤保障，并在平时以有成本效益的方

式运行。 
DOD基地级维修系统目前由 22个基地组成（之

前是 36 个）。这些基地是对 53 000 辆战斗用车辆、

514 000 辆轮式车辆、372 艘舰船和 17 300 架飞机

提供维修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3]。 

2  “核心”和“核心能力” 
综合美军近年来国防费用和装备费用开支数

据，可以看出寿命周期维修（基地级维修是其一个

子集）费用是系统采办费用的  2 倍。DOD 每年为基

地级维修保障拨款大约130亿美元到140亿美元，占

国防预算的5%，维修费用的26%～30%。所以，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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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级维修节省资金的潜力是非常可观的。但要在

军队“核心能力”得到保障的前提下“节约”[4-5]。

陆军的核心项目有艾布拉姆坦克、布莱德利战车和

爱国者导弹发射装置。依据法律，陆军必须维持对

这些设备进行基地级修理的能力[6]。 
就DOD下的各个基地而言，核心是指保障国防

规划指导（目前指两大地域冲突想定）里规定的最

激烈的应急情境组合所必需的最小的基地规模、人

员、技能和车间设备的组合[1]。 
DOD针对作为确保及时有效应对动员、国防应

急情况和其他应急要求所需要的准备好的、受控的

技术能力和资源来源的政府拥有政府运营的设施所

维持的基地级维修能力（包括人员、设备和设施）

为核心能力[2]。 

3  确定基地级核心能力需求 

1) 这部分计算包括每一国防部单位操作的所

有武器系统和设备，而不考虑实际在哪里执行。如

图  1，起点是国防部长办公室发布的规划指导，就

是为了确定执行参谋长联席会议（JCS）制定的应

急想定所必需的全部的国防部兵力结构。 

 
图 1  第 1 部分—核心需求确定 

2) 记录被确定的适用武器系统和被排除的任

何武器系统。对于剩下的武器系统，每年的平时基

地级维修能力需求都用直接工时（DLH）进行计算。 

3) 确定应急需求和来源调整要考虑在一个应

急行动的不同阶段（例如：准备/战备、维持和重建）

的适合的“涌浪”因素。确定每组具体环境最合适

的复合“涌浪”调节。之后，对全部的基地级维修

能力需求进行评估，以确定他们是否还包括冗余的

系统。比如，一个国防部单位可能会发现自己拥有 

的某个具体系统的修理能力完全能满足另一个系统

的修理需求。排除完冗余系统之后，所有剩下的需

求都被确定为基地级核心能力需求，表示为直接工

时（DLH）。关于每一步结果的适用信息，都应该

被记录到国防部基地级维修核心工作表里。 

4  分配基地级维修工作量 

确定维持基地级维修核心能力需求所必需的工

作量。将维持核心能力需要的基地级维修工作量减

去全部公共部门资助的工作量，剩下的即是维持核

心能力需求关于修理决策来源所必需的那些工作

量。这一部分确定了每一国防部单位内公共部门基

地级维修工作量的最低级别。这些数据也可以用于

协助确定基地级维修资金总额。其中，基地级维修

资金总额必须按照参考文献 [6]关于确定初始作战

能力（IOC）的 4 年内需求进行确定。图 2 是关于

工作量分配的一个流程图。这一过程中，每一步结

果的适用信息也同样记录在国防部基地级维修核心

能力工作表里。 

 
图 2  工作量分配 

基地级维修核心能力需求判定方法用于确定每

一国防部单位所必需的国防部基地维修核心能力和

维持这些能力所需的工作量。这一方法也可以用于

评估个别项目或过程、武器系统或适用的能力类型

的需求。这一方法中涉及的计算由拥有基地级维修

资产的国防部单位完成，并被分成 2 个部分。第 1
部分用直接工时（DLH）确定基地级维修核心能力

需求，并在军种内部需要考虑的事项上进行调整。

第 2 部分确定有成本效益的保障核心能力需求（表

示为直接工时（DLH））所必需的基地级维修工作

量。另外，已经制定的流程图和工作表要与这一方

法的各个部分相对应。 

5  基地级维修的合同商保障 

为降低费用，DOD日益以第三方公司代替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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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个基地来执行基地级维修。目前的基地级维修

由公共部门（国防部建制基地）和私营部门（第三

方公司）保障共同完成。美国法典第10卷规定了如

何管理基地级维修。 
公私混合完成基地级维修具有 3 个优势：竞争、

费用和战备。总审计局（GAO）认为公私修理源的

竞争是导致基地级修理费用减少的主要原因，不仅

减少了公共部门的费用，也减少了私营部门的费用。

目前，基地级维修比之前便宜了 62%。维持建制能

力可以确保 DOD 同时能保障两大主要区域冲突的

要求，有合同商参与的保障又使得各基地将能迅速

地根据“涌浪”进行调整以满足增加的工作量要求，

使基地级维修可以满足国会的战备要求。 
但这些优势的获得也得付出代价。1) 因为在获

得基地维修方面存在很多选择，决策人员不依赖现

有资源完成一个全方面的费用比较分析将更耗时、

更费钱；2) 维持具有同时保障两大主区域冲突要求

的能力的建制基地系统，基地必须有冗余能力。目

前，评估的冗余能力是40%～45%；即各建制基地

必须保持的40%～45%的冗余力也得要DOD自己

“买单”，因此，实际上并未“省掉”62% 的经费。 
鉴于此，DOD开始寻找公私混合模式作为基地

级维修的备选方法，比如使用第三方公司来完成所

有的基地级维修。使用第三方后勤公司来提供后勤

保障即所谓的外包。就是把以前在基地履行的职能

交给外面的供应商来完成。但外包的效益和效果却

一直纷争不断，国防科学委员会（DSB）和武装部

队任务和角色委员会认为外包可以降低费用、提高

战备完好性，而总审计局（GAO）对这一主张持有

异议。 
但无论是公私混合模式还是外包模式，都导致

采办项目经理无权购买设备的技术数据，看似省了

不少经费，但建制基地也将失去修理设备需要的工

程图纸和信息，长远看将影响国防部申请未来基地

修理的竞争力。 

6  对我军装备保障建设的启示 

虽然美军的基地级维修还存在许多问题和不确

定性，制度上也有一些不足甚至是隐患，但它是经

历过近期多次战争，尤其是信息化战争考验的，无

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经验都明显领先于其它各

国，学习美军基地级维修建设的成功经验与做法，

对我军深入研究装备保障建设理论，推进基地级维

修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1) 强化认识，提高对基地级维修建设重视程度 

美军认为基地级维修核心能力的保持是对军队

“核心能力”保持的重要保证，所以，尽管美军要

为其基地级维修近 50% 的冗余力量买单，但作为美

军装备保障的最可靠力量，基地级维修的地位得到

了应有的重视。从保障需求上看，由于我军的装备

管理采用战备和训练分管（以装甲车辆为例，战备

车教练车比例为 7∶3），能满足平时装备训练保障，

如提高教练车使用比例或转入战时状态，目前的维

修能力将受到极大的考验。从保障要求上看，装备

保障已由机械化条件下的前方作战、后方保障转向

为与作战行动高度融合、一体联动。基地级维修不

仅承担着技术条件要求高、故障状况复杂的修理工

作，基地级维修机构还负有储备维修骨干，决策专

家的任务，其在装备保障工作中的地位应予以足够

的重视，应加大对相关理论的研究。 
2) 深入研究，抓好基地级维修改革顶层设计 
在信息化条件下，战争呈现出网络化、一体化

的发展趋势，要求保障系统全纵深实现无缝衔接。

美军装备维修保障理论、保障技术、保障体系的建

设都取得了明显的发展，维修级别也由原来的四级

向两级转换，维修保障是靠前换件、靠后修理。我

军的装备保障研究开展的较晚，近 20 年来军队也一

直处于和平环境，没有更多的现代化战争的经验。

对纷沓而来的美军经验既不能简单的“拿来主义”，

亦步亦趋；也不能自以为是，闭门造车。应从全局

出发，改变以往“从下而上”由维修机构根据自身

需求提项目、跑机关、各自为战的流程，转为“从

上而下”抓总体、保重点、全局谋划，系统地抓好

基地级维修改革顶层设计工作。 
3) 扎实工作，做好维修基础数据积累 
通过对美军基地级装备维修核心能力建设的研

究可以看出，美军非常重视数据积累和挖掘工作，

和美军的其它维修需求方法一样，由于有着深厚扎

实的数据作支撑，基地级维修需求计算用的是最简

单的四则运算，但结论却让人信服。在这方面我军

应做好协调、立法工作，彻底解决数据采集困难、

准确度不高、共享渠道不畅的问题。 
4) 平战结合，提高应对多元要求的能力 
不论是信息化条件下诸军兵种一体化联合作

战，还是非战争军事行动，对装备保障的要求都将

既紧急又多元。比如，行动的实施可能在一点或多

点、一线或多线、一个区域或多个区域，也可能在

多点、多线、多个区域同时展开。此时，仅依靠自

我保障能力是不够的，必须走军民兼容、平战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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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障路子。 

7  结束语 

对我军而言，虽然装备保障工作开展得较晚，

但可以吸取美军的成功经验，根据装备保障专业相

近、技术需求相似，费用经济等原则发展基地“一

专多能”的保障能力，改变以往基地级维修机构只

针对专项装备进行维修保障的局面。选择适合项目、

适当规模、适度引入竞争，将部分保障任务通过军

地双方合作，或通过竞争直接外包给民间机构完成，

达到发展民间保障力量，储备保障骨干、节约保障

经费、应对多元化要求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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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上述相关数据带入式  (5) 得动态条件下单机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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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式 (12) 得 R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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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则由式  (13) 得人-机作战系统对地攻击作战效

能 D 为： 

0.4 13.84 0.6 0.71 15.49 12.13D = × + × × =  

5  结束语 

该模型可为对地攻击的兵力配置、方案选择等

提供分析方法和手段，可在较严格、科学和精确的

定量条件下制订战术决策，为对地攻击作战效能的

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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