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美援朝纪念馆副研究馆员  张新

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抵御了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捍卫了新中国安全，保

卫了中国人民和平生活，稳定了朝鲜半岛局势，维护了亚洲和世界和平。中国

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和军队一道经过两年零九个月的浴血奋战，在经济力量

和武器装备都处于悬殊的劣势状态下，打败了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

最终赢得了这场战争的伟大胜利，其坚强的后勤保障对这场战争的胜利，发挥

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军的后勤保障体系在这次战争中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和

飞跃，很多当时的保障模式、运行机制、经验方法等一直沿用至今，一定程度

上讲，是抗美援朝战争开启了我军后勤现代化的全面建设。

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朝战争
后勤保障工作及其启示

志愿军“打不烂、炸不断”

的钢铁运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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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战争                 
后勤保障工作概况

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的后

勤保障工作任务极为繁重、复杂且

艰苦。由于客观原因的限制，特别

是国家工业力量薄弱和经济落后等

因素，加上敌我双方武器装备悬殊，

准备不足和缺乏现代战争的后勤保

障经验，同时又是出国作战，全部

物资要从国内供应，而现代化战争

对物资消耗又很巨大，再加上敌人

对我方交通线的疯狂破坏等原因，

造成志愿军后勤保障工作在战争初

期开展地非常困难。志愿军通过在

战争中学会战争，在保障中总结保

障，后勤保障能力在战争中后期有

了明显提高。从整个抗美援朝战争

后勤保障开展情况来看，大体上可

分为五个阶段。

入朝的前三次战役，                  

后勤保障面临严峻考验

1950 年 10 月至 1951 年 1 月，

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后连续打响三次

战役，把敌人从中朝边境打退到北

纬 37°线附近，并夺取了汉城，取

得了重大胜利。但由于志愿军是第

一次在境外同世界上最凶恶的美帝

国主义直接作战，后勤工作面临许

多前所未有的问题：一是新敌人。

与老对手日军、国民党军相比，美

军的海空军优势更为明显，而且美

军把飞机大部分用于对志愿军后方

实施“全面控制”，破坏手段也是

多种多样。比如“饱和轰炸”，以

大编队轰炸机对车站、铁路等重点

目标进行毁灭性打击；“梳篦扫射”，

以少架多批、依山傍路、超低飞行

的方法，搜索人员、车辆、马匹等，

随即进行重点打击。这导致我军很

多物资和运输汽车由于没有及时隐

蔽，遭敌轰炸，全部被毁。二是新

环境。朝鲜三面环海、山多林密、

河流纵横，气候变化大，交通畸形

发展，增加了保障难度。由于御寒

准备不足，仅第二次战役，东、西

两线共冻伤 5 万人，占参战兵力的

14.5%，大大高于战伤。在前送物资

时，志愿军也因为地形生疏、道路

崎岖，经常误入歧途，遭遇不应有

的损失。三是新要求。国内战争时

期，我军后勤工作是“小米加步枪，

仓库在前方”“没有枪，没有炮，

敌人给我们造”。但国外作战，语

言不通，风俗不同，敌人毁伤力强，

所到之处一片焦土，撤退时也要把

带不走的辎重全部销毁，加之战役

连续紧张、供应线迅速延长、运输

装备不足，后勤保障经受了前所未

有的严峻考验。这一阶段，志愿军

后勤积极调整部署、加强组织协同、

规划保障重点、调动全军力量、转

入夜间工作，全国各地人民也采取

捐钱捐物、制作炒面等方式支援前

线，缓解保障压力。

为保证通车，志愿军铁道兵部队彻夜抢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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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兵团机动作战，                     

后勤保障困难重重

1951 年 1 月至 6 月，志愿军

进行了第四、第五次战役，共歼灭

敌人 16 万余人，迫使美军由战略

进攻转入战略防御。由于两次战

役规模大、持续时间长，导致后方

供应线拉长，后勤工作压力更大，

主要来自几个方面：一是部队机动

频繁。4 个多月时间里，志愿军在

37°线与 38°线之间地域反复拉

锯，部队位置多变，给物资前送、

伤员抢救等工作都造成了被动。二

是参战部队增多。到第五次战役结

束，志愿军在朝部队兵力达 95 万

余人，比之前三次战役增加了一

倍，武器种类杂，粮食、弹药、油

料消耗多，后勤保障繁重复杂。三

是敌人破坏加剧。随着战争深入，

志愿军只能携带 7 至 10 天给养、

只能发动“礼拜攻势”的弱点暴露

出来，美第 8 集团军司令李奇微提

出了“磁性战”“消耗战”的作战

方针，加大了对后勤的打击力度。

在敌人“天上挂灯，路面撒钉，地

下炸坑”的多维破坏下，我方铁路、

公路、桥梁等主干道遭到严重破坏，

后方设施、物资同样严重受损，后

勤工作举步维艰。这期间，志愿军

党委、中央军委分别作出《关于供

应问题的指示》《关于加强志愿军

后方勤务工作的决定》，东北军区、

志愿军召开了第一届后勤会议和各

方面、各战线的专门会议，采取了

供应站制度、分段保运制度等多种

措施，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我军

从上到下对后勤在现代战争中的地

位作用有了新的突破性认识。

转入阵地防御作战，                     

后勤保障有所好转

1951 年 6 月至 1952 年 1 月，

连续进行五次反击作战后，美国迫

于军事、政治双重压力，决定暂时

放弃战争计划，转用政治手段，敌

我双方形成了战略相持的局面，战

线基本稳定在 38°线附近，从而

结束了运动战，进入了阵地防御作

战时期，给后勤建设创造了有利条

件。有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事件：一

是成立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加强了

对后勤工作的组织领导，结束了东

北军区后勤部前后兼顾、很难两全

的困难局面。二是取得抗洪救灾胜

利。志愿军后勤冒着洪水和敌机的

双重袭击，抢修道路桥梁、抢运翻

晒物资、筹措粮食补给，确保了保

障不断线。三是实行分区供应制。

划分了各分部的兵站运输线和供应

区，构建了分区供应和建制供应相

结合的供应体制，极大地提升了保

障效能。四是建立兵站运输网。在

各分部负责的运输线上，分别划分

前沿、中途、基地和后沿兵站，赋

予不同的职能任务，初步形成了横

向分部相连、兵站相接，纵向逐段

前运、逐节后送的运输网。这一时

期，后勤工作取得丰富经验，为后

期建设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志愿军后方勤务运输部队不分昼夜，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抢运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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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转引自姜廷玉：《解读抗美援朝战争》，解放军出版社，2010 年版，第 53 页。

[2] 转引自正纲：《伟人咏唱》下卷，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 年版，第 594 页。

取得反“绞杀战”胜利，                     

后勤保障取得主动

1952 年 1 月至 12 月，敌我双

方转入战略防御后，美军为配合停

战谈判、争取战场有利态势，继续

施展“绞杀战”，发挥空中优势，

并使用细菌武器。志愿军克服重重

困难，粉碎敌人进攻，夺取了上甘

岭防御战役胜利。这也是后勤工作

开始走上正轨和全面好转的时期，

有几个重要标志：一是坑道阵地形

成，使部队作战有了依托，并经受

了上甘岭防御作战的实际考验；二

是进一步加强兵站运输网和后勤业

务建设，各项规章制度日趋完善；

三是各级都有了物资储备，官兵生

活条件得到显著改善；四是后勤对

敌斗争经验不断丰富，伤亡、损失

逐步减少，特别是粉碎敌人“绞杀

战”和细菌战后，后勤工作更加主

动。这一阶段，美军飞机轰炸量增

加几倍，志愿军物资运输量却反而

增加了两倍以上。前线官兵交口称

赞志愿军“钢铁运输线”是赢得战

争的“生命线”。

做好反登陆备战准备，                     

后勤保障积极充分

1952 年 12 月至 1953 年 7 月，

这一阶段的斗争特点是边谈边打、

以打促谈。志愿军后勤在敌机、敌

炮严重封锁破坏下，出色完成了反

登陆战备的物资囤积任务，为志愿

军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坚

志愿军战士依托坑道向敌人射击

实的后方保障。美第 8 集团军司令

范佛里特在汉城记者招待会上承认

“虽然‘联合国军’的空军和海军

尽了一切力量企图阻断共产党的供

应，然而共产党仍然以令人难以置

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运到前线，

创造了惊人的奇迹。”[1] 叶剑英元

帅还专门赋诗一首“苦战三年依后

勤，敌机拦阻且投菌，组成网状交

通站，保证粮弹给我军”。[2]

抗美援朝战争                     

后勤保障工作经验

抗美援朝战争中，广大后勤官

兵边保障边战斗，付出了极大牺牲，

完成了繁重的后勤保障任务，有力

保障了战争的最终胜利，用生命和

鲜血书写了对祖国的忠诚。在这场

战争中我军后勤保障工作经受了现

代战争的锻炼，并取得了宝贵的经

验。从此我军后勤保障由“小米加

步枪、仓库在前方”向组织现代后

勤保障转变。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

原因之一是我们有坚强有力的后勤

保障，总结其经验主要有以下几点：

 

坚持边打边修、边打边建，       

努力提高后勤快速应变能力和  

综合保障能力

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美军

始终把后勤点位、运输补给线作为

重点袭击目标，我方主干道很多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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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炸—修—通—炸的循环中，许

多后勤场所、设施都是建了毁、毁

了再建。为提高应变能力，志愿军

曾专门召开铁路抢修工作会议、运

输工作会议等，仅在反“绞杀战”

期间，就抢修铁路线路 20024处次，

延长线 878 公里，桥梁 2086 座次，

隧道 51 座次；整修公路 31 条，新

辟公路 7 条，共计 2450 公里，修

建桥梁 1206 座，构筑汽车掩蔽部

8000 个，建库区 98 处，山洞 200
个，掘开式仓库 2601 个，露天仓

库 5482 个，土洞库 672 个，各种

库房可容纳 5475 车皮物资。[1] 在

抗美援朝战争中，我们认识到，只

有后勤部署能够多面照顾、伸缩自

如，后勤力量能够广泛机动、迅速

行动，后勤方法能够灵活运用、不

拘一格，才能真正把握制胜点、掌

握主动权。

严密防护，积极打击，打破敌人

袭扰破坏，保证后方安全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美国空

军疯狂地袭击我后方和交通线，仅

“绞杀战”期间，就出动了飞机 8.755
万余架次，平均每天 300 余架次。
[2] 同时，还不断地利用空降、海

上偷袭和前沿渗透等方法，向后方

派遣大量的匪特和间谍分子，破坏

后方安全。志愿军坚决贯彻“严密

防护、积极打击”的方针，大力加

强后方防护设施建设，修建地下、

半地下工事，加强重要部位隐蔽伪

装，广泛开展群众性对空射击运动，

还把后勤人员武装起来进行剿匪肃

特，有效打击了敌方的嚣张气焰，

掌握了后方安全主动。自 1951 年

试行防空哨后，极大提高了行车速

度，减少了车辆损失，大大地提高

了公路运输效率。公路运输能力，

1951 年 9 至 12 月比 4 至 8 月提高

95%，1952 年 1 至 4 月比 1951 年

9 至 12 月又提高 19.8%。[3] 夜间

运输还摸索出一套“找规律、错时

间、钻空子”的方法，找规律就是

找出敌机夜间活动的规律，错时间

就是避开敌机夜间活动的时间，钻

空子就是利用敌机夜间活动的空隙

抓紧工作。实践证明，战胜敌人对

后方的破坏，实施严密防护和快速

修护的有机结合，是后勤工作最重

要的任务之一。

实行分区供应和建制供应相      

结合，增强战役后方的稳定性和

战术后方的机动性

分区供应，就是从鸭绿江边至

一线各军后勤之间，划分保障区域，

每个供应区设 1 个分部，负责区内

部队后勤保障；建制供应，就是在

战术后方由军后勤按军、师、团建

[1]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战争史》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 33、37、40 页。

[2]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战争史》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 42 页。

[3]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战争史》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 39 页。

后勤兵站的工作人员在严寒的冬季修建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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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对所属部队实施保障。把这两种

保障制度结合起来运用，是我军后

勤建设的重大发展，核心内涵在于

因地制宜、发挥分部和军后勤的积

极性。这种模式在部队调动时，沿

途均可得到分部保障，不必携带大

量物资，而且能够同时保障两面或

三面作战的需要。现代战争中，后

勤必须具有两个最主要的性能：既

要有充分的稳固性，部队才有了有

力的依托，物资才有了可靠的来源，

伤员才有了妥善的安置，稳固性越

高，军队作战越有保障，又要有高

度的机动性，这样才能随着作战的

变化发展，有力保障作战需要。实

践证明，区域性的后勤组织与建制

后勤相结合的后勤供应，最兼备这

两种性能。

大力修建和维护道路，建成前后

贯通、左右衔接的兵站运输网

抗美援朝运输从初期的时断时

续，运输能力较低，不能满足前方

需要，到后来的基本畅通，既能满

足军运，又能保证民运，走过了十

分艰难曲折的道路，经受了种种严

峻考验。志愿军的后勤运输，是由

火车、汽车和人畜力等多种运力紧

密结合的接力运输，在运输过程中

互相依托影响，火车运距的伸缩，

关系到汽车运距的长短，汽车运距

的伸缩，又决定人畜力运输任务的

轻重。随着战争深入，运输体系建

设大体经历了由点到线、连线成网

两个阶段，形成了以铁路为骨干，

结合公路、水路、人畜的倒运和接

运，保障前方的作战需要。前五

次战役，志愿军后勤主要修建西、

中、东三条运输线，但在实践中

逐渐体会到，只建设前后贯通的

兵站运输线，仍避免不了被敌人

打烂打断，必须联线成网，做到

处处有兵站、站站有物资，此断

彼通，彼缺此补，才能真正做到

“打不烂、炸不断”。阵地战以后，

志愿军后勤逐渐构建起了前沿兵

站、中途兵站、基地兵站、后沿

兵站梯次配置、层级部署、高度

分散的运输网。实践证明，“打

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

使我军的后勤工作由原来的游击

性、非正规性成功地转向现代化、

正规化。

依靠人民支援、发动全军动手，

发挥人民战争的传统优势

毛泽东在总结抗美援朝战争

胜利经验时指出，我们的战争是

人民战争，全国人民支援，中朝

两国人民并肩战斗。为支援志愿

军出国作战，仅东北地区就动员

394 万余人参加战勤工作，其中

直接赴朝服务的民工 74 万余人，
[1] 是战争初期后勤系统的一支重

要力量，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

立下了汗马功劳。1951 年洪水后

和 1952 年春季，全军动手对公路

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修整，工程

量巨大，在短时间内仅仅依靠工

程兵是不可能完成的。战时公路

[1]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战争史》上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 291 页。

为保证公路运输的畅通和安全，志愿军在主要公路干线上设置对空监视哨（防空哨）。

图为防空哨兵夜间监视敌机，鸣枪报警，指挥来往汽车安全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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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维修养护是一项经常性工作，要依靠全军力量和朝鲜

当地群众一齐动手，采取分区负责、分段包干的办法，

积极发动全军的积极性。为了让前线的每一个志愿军吃

上炒面，即使按照每人每月三分之一的供应量也需要

1482 万斤，东北地区尽最大努力也只能完成一半左右，

周总理亲自开会部署，亲自做炒面，一时间全国上下呈

现了“男女老少齐动手、家家户户忙炒面”的壮观景象。

实践证明，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紧紧依靠人民、

坚持自力更生永远都是我们做好后勤工作的传家法宝和

制胜密码。

抗美援朝战争后勤保障工作对               
做好未来战争后勤保障工作的启示

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

鉴历史，可以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

的智慧。一部抗美援朝战争后勤史就是一座研究战争保

障方法、研究军队后勤建设的富矿，不仅可以系统重温

保障理论、保障原则、保障方法，还可以从中探寻内涵

志愿军在 10 个月的反“绞杀战”中，建立了以兵站为中心，铁路与公路相结合，前后贯通，纵横

交错的兵站运输网，形成了“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

外延和实践根源，从而为做好未来战争中我军后勤

保障工作提供有益的启示。

着力提升“保战”能力，                                            

在未来战争中争取主动

《孙子兵法》云，“兵无常势，水无常形”，

“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抗美援朝战争中，

后勤之所以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关键在于始终

坚持因势而变、应势而动。从东北军区后勤部前方

指挥所到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从点对点组织保

障到实行分区供应，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飞跃突破，

也奠定了后勤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基础。近年来，

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群广泛应用于军

事领域，后勤的使命任务、力量体系、方式手段发

生了根本性变化。因此，只有充分发挥信息在后勤

建设中的主导功能，以信息网搭建后勤指挥体系大

平台，以后勤资源公用共享支撑体系作战、体系保障，

利用好信息流、物联网，以及大数据，使后勤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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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得到全面提升，才能在未来战

争中抢占先机、争取主动。

有效提升后勤机动保障能力，  

适应未来战场快速变化的节奏

抗美援朝战争前期，运输问题

一直是志愿军后勤保障的瓶颈。根

据东北军区志愿军后勤工作会议精

神，后勤部队通过建立兵站运输线

等措施，改变了运输的被动局面。

实践证明，机动保障能力的强弱影

响战争的进程，甚至决定战争的胜

负。而现代战争节奏越来越快，战

场范围更广阔，作战方向变幻频繁，

必然对后勤的机动保障能力提出更

高的要求。未来我军现代后勤保障

必须要以强大的战略投送能力为支

撑，实现在现代战争中跟进保障、

即时保障、精确保障、直达保障。

大抓机动保障能力建设，抓住供、

救、运三大任务，打造立体运输投

送网系，提升战时抢修能力，从而

提高后勤战时机动保障能力。

坚持群众路线，凝聚智慧大胆  

创新，才能不断战胜困难挑战

抗美援朝战争中，后勤保障之

所以能战胜各种艰难困苦，靠的就

是“面对困难不低头，群策群力想

办法”。从第一次战役开始，志愿

军就充分发动广大官兵研究防空、

防炮、防冻和步兵武器打美军飞

机、坦克等问题。采取枕木垛和木

排架代替埋石填土的方法组织铁路

抢修，快速抢修弹坑；架设活动桥

梁，昼拆夜接，迷惑美军飞机；铁

路运输分段倒运，顶牛过江；车队

遇美军飞机轰炸扫射时，点燃废弃

油桶迷惑敌人；设立防空哨，传递

信号，及时隐藏车辆等。抗美援朝

战争中，志愿军后勤保障工作彻底

打破“小米加步枪、仓库在前方”

的模式，后勤职能、补给方式、供

应对象、后勤编成等都有了极大拓

展、调整和变化，开始了“指挥战

斗，组织供应”的现代后勤建设。

人民解放军后勤建设与工作从此发

生了历史性转变，向现代化后勤迈

出了第一步。当前，后勤保障工作

的出路更要靠改革、靠创新，要以

观念更新带动思路创新，以科技革

命助推后勤革新，以释放创新潜力

激发创新活力，积极探索后勤保障

工作的新方法、新手段，不断战胜

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

综上，抗美援朝战争后勤保

障工作的做法和经验无疑为我军建

设强大的现代化后勤提供了宝贵经

验，它告诉我们，一个强大的后勤

保障系统对于战争胜利至关重要。

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后勤保障工作的

组织和管理，加强后勤专业队伍建

设和素质提升，注重科技创新和现

代化手段的运用，提高后勤综合保

障能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打赢

未来高科技战争，为国家的安全与

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编辑：姜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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