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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运动战阶段志愿军的军粮供应*

陈　佳

[摘要]在中共中央、政务院、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东北地区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前进行军

粮供应准备。志愿军进入朝鲜战场后，面临环境不熟悉、语言不通、战况复杂多变、持续遭遇空炸、

战线流动性大且后方供应接续困难等问题。因此，在中共中央、政务院、中央军委的部署下，在东北

军区后勤部和志愿军后勤部队的共同努力下，在抗美援朝战争运动战阶段的前期，志愿军战地军粮的

获取，除士兵身上携带的米面外，主要来自于祖国后方紧急供应的炒面和朝鲜就地筹借，还有来自于

后方运送的其他粮食等；伴随战争的进程，在运动战阶段后期，相关工作制度得以逐步建立，以运输

和供应线为核心，包含需求预测和筹划、仓储、运输、配送等基本运转环节和运作流程，统筹规范、

分工明确的志愿军军粮供应系统得以初步构建，从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志愿军的军粮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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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在中共中央、政务院、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志愿军

在境外武力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扬长避短、不怕牺牲，历经2年9个月，赢得抗美援

朝战争胜利。抗美援朝战争大体可以分为两个作战阶段，即运动战阶段和阵地战阶段。在运动战

阶段（即1950年10月至1951年6月），志愿军同朝鲜军民并肩作战，进行第一次至第五次战役，

将“联合国军”打回“三八线”以南，奠定了整场战争胜利的基础。尽管运动战阶段是交战双方力

量差距最为悬殊之阶段，但军粮供应系统的基本运转环节和运作流程仍然得以初步构建，为随后

阵地战阶段调整和改善军粮供应系统以支持后续战争打下重要基础。

迄今，学界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周恩来、陈云和洪学智等人对抗美援朝战争中后勤工作

的贡献a，以及志愿军的运输保障机制及铁路建设、兵站领导体制和机构建设、志愿军后勤战斗

化、炒面煮肉会议及给养供应等方面b。此外，在军事后勤通史性著作c中对志愿军的粮食和给

养情况有所提及。然而迄今专门系统考察抗美援朝战争运动战阶段志愿军军粮供应的研究则较为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共产党领导军粮供应的历史与经验研究（1927—1949）”（23BDJ081）的阶段性成果。

a 相关论文有刘国新：《一次杰出的决策——陈云与抗美援朝开始后的财经方针》，《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

唐蕊：《周恩来与抗美援朝战争的后勤保障》，《毛泽东思想研究》2013年第1期；齐德学：《洪学智领导志愿军后勤工作的巨大

贡献》，《军事历史研究》2013年第3期等。

b 相关论文有齐德学：《抗美援朝战争运动战提供的借鉴》，《军事历史》1996年第2期；赵丽：《“打不断、炸不烂”的

“钢铁运输线”——论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运输保障机制的形成》，《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十三辑2013年第1期；郜

耿豪：《中国人民志愿军兵站体制建设述论》，《军事历史研究》2013年第2期；苑洪山：《“钢铁运输线”由来考》，《军事历史》

2015年第4期；郜耿豪：《中国人民志愿军兵站力量建设述论》，《军事历史》2016年第5期；黄学爵：《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战斗

化的历史回顾》，《军事历史》2020年第2期；孙成德：《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炒面煮肉”会议》，《党史纵横》2014年第6期；罗

元生：《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的给养供应保障》，《党史博览》2014年第2期；周璇：《抗美援朝军粮研究》，《兰台世界》2021

年第2期等。

c 相关著作有黄毅、郝洪儒主编：《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1年版；周中编：《抗美援朝战争后勤史

简编本》，金盾出版社1993年版；《当代中国军队的后勤工作》，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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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弱，因此本文将考察抗美援朝战争运动战阶段中在大兵团跨国立体作战情境下志愿军军粮供应

的历史面相，并由此展示战地士兵的饮食生活和向现代化迈进的战时军粮供应系统的前期构建

过程。

一、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前军粮供应的准备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7月，中央军委决定加强东北边防，“十三兵团及四十二

军与炮兵第一、二、八共3个师等调至东北本溪至安东、通化至辑安线集结待命”a，并分别从

河南、广东、广西、湖南、黑龙江等地抽调共计25.5万余人组成东北边防军b。同时，中共中央

立即部署东北边防军的后勤保障工作。根据中央军委有关决定，8月，东北军区后勤部正式成立，

干部主要从中央和国家机关、各军区和各地区抽调。随后，总后勤部和东北军区后勤部决定边防

军的军粮由东北政府筹拨和直接供应c。10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d。然而，

“缺乏准备，人力不足，全国大陆解放后，很多后勤干部调到政府财经部门工作。新干部无经验，

老干部的经验也难以适应新情况与新要求”e。面对诸多困难，如何做好大兵团部队跨国境的军

粮供应准备，成为中共亟需解决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各地土地改革的进行，中共统一财经、稳定物价、拨粮救灾，努力争

取经济形势的好转。其中，东北解放区自1949年1月起，就进入建设时期，经济建设“即将超过

战争供给而处于更重要地位”f，因此，东北地区的粮食产量较为充足，“大批剩余粮食供应关

内各地”，自1949年4月至1950年2月，运往关内的粮食达到85.4万吨g。自新中国开始统一财

经、建立高度集中的统收统支财政管理体制后，1950年3月至4月间，“全国各地粮价都不断稳步

下跌”，“沈阳主要食粮高粱的价格也跌落8%”h。4月，全国基本完成了1949年度的征粮工作，

其中，“东北完成了百分之一百零四，超过任务二十万吨”i。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在中国南

方，“自七月中旬以后至目前，大部地区新稻已经陆续上市，今年收成一般均较去年为佳，特别

是湖南省滨湖各县今年收成约比去年增加一倍。因此，市场上市量亦较往年增加一至二倍”；在

中国北方，虽然小麦收成较好，但“麦季已过，粗粮行将上市，因而出现了麦价相继上扬，粗粮

则日见低垂”的状况j。9月，中财委的报告指出：“粮食供给有余，棉花略感不足”k。同时，负

a 《中央军委决定加强东北边防》（1950年7月10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2页。

b 《呈报中央军委〈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1950年7月13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第34页。

c 《关于东北边防军供给关系的决定》（1950年8月23日），《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编辑委员会编：《抗美援朝

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金盾出版社1986年版，第9页。

d 《决定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1950年10月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

版社2010年版，第237页。

e 《在东北军区第一届后勤会议上的报告》（1951年1月30日），《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50页。

f 《中国经济情况报告（初稿）》（194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

料选编》财政卷，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年版，第181页。

g 《东北十个月来粮食入关总额超过八十五万吨 今年决再增运入关支援解放台湾西藏等地》，《人民日报》1950年2月24日。

h 《今日的粮食问题和粮食政策》，《人民日报》1950年4月28日。

i 《全国征粮接近完成》（1950年4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

资料选编》财政卷，第58页。

j 《关于目前物价情况和趋势的报告》（1950年8月30日），商业部当代中国粮食工作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粮食工作史

料》上卷，1989年内部发行，第16～17页。

k 《关于今年下半年掌握物价的方针的报告》（1950年9月3日），商业部当代中国粮食工作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粮食

工作史料》上卷，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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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调剂全国粮食的中国粮食公司依靠手中掌握的粮食、根据中贸部的粮价方案来调剂市场、稳定

粮价。10月，中国粮食公司所掌握的粮食是充足的，总量“有近10亿斤小麦、10多亿斤大米、6

亿斤粗粮”a。

同时，东北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较之关内更好。新中国成立后，全国铁路总长26857公里，其

中东北地区占全长的42%b。公路总里程约有108000公里，东北地区占全国公路总里程的47%c。

1950年10月中旬，东北人民政府命令各省整修公路，至当年年底，两个月整修长度达13817.53

公里。同时，东北区公路总局成立“抢修工程”办公室，并在安东、通化、吉林等地成立修建委

员会，先后两次抢修中朝边境的国防军用公路，总长1937公里d。

从1950年7月下旬开始，中央军委从各军区调来大批车辆和器材到达沈阳，建立了储存车辆

和器材的仓库。同时，东北军区后勤部运输部从中南军区调来汽车第1团、第4团和第5团，并组

建了1座汽车修配厂。随后，对型号复杂的车辆进行检修后发现80%以上汽车需要维修。运输部

一方面组织人员到全国各地采购车辆配件和器材，另一方面组织修配厂和有关工厂突击抢修汽

车，“到10月初，共抢修了354辆”。而后，将汽车第1团的300辆汽车和第4团的100辆汽车分

配给入朝作战的第38、39、40、42军各100辆，又从总后勤部调来200辆新车和北京、天津调来

246辆旧车以作补充e。

东北地区各单位组织都被动员起来提供军粮。比如自7月起，辽宁省委和安东市委组成包括

公安、商业、粮食、供销社等单位的供应委员会，其中军粮由财政厅的粮食局负责。随后，“大

批粮食从全国各地调运到我省，在安东和凤城等粮库存放，经长甸河口和安东运过江去”，并“规

定军粮专粮专用，单独保管和单独调运，绝对不准挪用”，同时在储藏方面要求伪装隐蔽达到“村

落化、院落化、民防化”f。

8月初，东北边防军完成集结g。随后东北军区后勤部立即“筹备三十天至四十天的食粮、

菜、油和马料”h。中共中央决定东北边防军的军粮由东北供给i。9月3日，中共中央确定东北

边防军的兵力增加至11个军36个师，加上特种兵部队及后勤部队共约70万人，同时准备动员20

万补充兵员，粮食则按照70万人准备j。9月11日，东北军区后勤部和东北人民政府发布规定，

确定分别在安沈线地区、梅辑线地区、辽海地区、铁岭开原地区等地设立16个屯粮点，中央军委

“确定由军区后勤粮秣处负责就部队驻防地区状况，按月提出粮秣需要计划，由粮食局负责就上

项需要计划，将食粮、马料运输集中”到各屯粮点，驻防部队各级后勤自行到屯粮点领运粮食和

a 《为贯彻中央贸易部新物价方案、坚持稳定粮价的紧急指示》，商业部当代中国粮食工作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粮食

工作史料》上卷，第53页。

b 《一九四九年经济简报》（195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

编》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年版，第659页，

c 《东北公路总局长徐彬如在全国航务公路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11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1949—

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交通通讯卷，中国物资出版社1996年版，第502页。

d 《东北区公路工作一九五○年简要情况及一九五一年任务的报告》（原文未标明时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

馆：《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交通通讯卷，第644页。

e 蒋泽民：《抗美援朝战争汽车运输工作回忆片段》，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后勤工作·回忆史

料》（2），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915～916页。

f 《辽宁省在抗美援朝期间调拨军粮、支援前线的具体情况》（1985年12月），商业部当代中国粮食工作编辑部编：《当

代中国粮食工作史料》上卷，第127～128页。

g 《东北边防军应在月内完成一切作战准备》（1950年8月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179页。

h 《东北边防军的供给》（1950年8月21日），《杨立三文集》下卷，金盾出版社2004年版，第99页。

i 《边防军补充及东北供给问题》（1950年8月24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41页。

j 《关于加强边防军计划的报告》（1950年9月3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5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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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料a。至1950年9月底，东北军区后勤部已完成准备军粮33486692斤，离25万人食用3个月仅

缺9831673斤。油盐的准备则刚好足量，而菜蔬的准备则与计划差距较大，主要原因在于食品加

工厂组织管理效率较低b。

1950年9月，中共中央派遣东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张明远等5人组成先遣组以驻朝使馆武官

身份入朝实地调查战区情况，“除调查军事、政治方面的情况外，还必须调查一下粮草问题”c。

根据调查组报告所示，在交通道路方面，因敌军空袭，朝鲜铁路全线不能贯通，只有部分路线能

勉强维持通车且行车速度很慢，因交通不便导致西南部产粮区的粮食无法调运，在鸭绿江一带的

朝鲜部队还闹粮荒。有鉴于此，调查组建议进入朝鲜境内后的运输，“主要是靠汽车和农村动员

之马牛车”，同时由于敌军空袭轰炸导致大部分民房被毁，“物资必须利用铁路沿线山洞和利用

山沟疏散存放”d。由此可见，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军粮供应无论在交通还是在仓储方面都面临重

重困难。

10月8日，东北边防军改称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

切后方供应，都由东北军区负责e。次日，东北军区后勤部颁布《战地物资管理暂行规则》，对战

地仓库的设置、警戒、保管、运输等进行详细规定f。东北军区后勤部部署了西、中、东三条运

输线，由3个后勤分部负责，每个分部大约2600人，下设大站和分站。10月12日，后勤部组织汽

车部队开始向鸭绿江以南预定的作战地区运送粮食等作战物资，分别囤积在龟城、新仓、北镇、

别河里、前川、中城干等地区g。19日晚，志愿军从安东和辑安线开始渡过鸭绿江h，身上携带

米面秘密入朝作战。23日，东北军区后勤部组成前方指挥所入朝，负责志愿军在朝鲜境内的后勤

供应。

可以看出，东北地区无论是粮食产量还是交通设施，都较之关内更好，这些奠定了志愿军入

朝作战的后方物质基础，同时，中共中央、政务院、中央军委、东北党政军机关都在齐力调度筹

措。然而，对于必须紧跟作战部署进行军粮供应的要求而言，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军粮供应准备依

然不够充分，正如聂荣臻回忆所说，“准备不足，再加上没有出国与美军作战的经验，因而出现

了上述教训，后勤供应在一段时间里跟不上作战的需要，限制了作战行动，影响了战果”i。

a 《关于边防部队粮秣供应问题的几项规定》（1950年9月11日），《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编辑委员会编：《抗

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军需类，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

b 东北军区后勤部：《七、八、九月后勤工作综合报告》（1950年10月21日），《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编辑委员

会编：《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第63～69页。

c 张明远：《志愿军后勤八年工作回顾》，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后勤工作·回忆史料》（2），

第892页。

d 张明远：《关于朝鲜情况的报告》（1950年10月23日），《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编辑委员会编：《抗美援朝战

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下册，金盾出版社1986年版，第71～75页。

e 《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1950年10月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235页。

f 东北军区后勤部：《颁布战地物资管理暂行规则命令》（1950年10月9日），《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编辑委员

会编：《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第52～54页。

g 蒋泽民：《抗美援朝战争汽车运输工作回忆片段》，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后勤工作·回忆史

料》（2），第915～916页。

h 《志愿军决于十九日开始渡江进入朝鲜作战》（1950年10月1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266页。

i 聂荣臻：《建国初期和抗美援朝的后勤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后勤工作·回忆史料》

（2），第3页。



62

党史研究与教学　2023年第5期 （总第295期）

二、运动战前期志愿军战地军粮的获取

1950年10月，在中共中央作出志愿军入朝作战决定后初定的作战方针是“在第一时期可以

专打伪军”，“可以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等6个月后收到苏联支援

的武器装备并训练完毕后“即可攻击美军”a。然而，志愿军在19日秘密入朝后，发现敌军分兵

冒进，兵力分散且速度极快地先到达志愿军预定防御地区。因此，21日，中共中央立即决定“争

取战机”，“在几天之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之后开始作战”b，同时“利用敌人完全没有料到

的突然性”c，迅速发挥人民军队善于打运动战的传统优势，诱敌深入、夜间行军、分割穿插、

各个歼灭敌人，抗美援朝运动战阶段由此开启。然而作战方针的突然变化，导致志愿军军粮供应

的需求发生紧急变化。

此时的军粮供应面临地理环境不熟悉、语言不通、战况复杂多变、持续遭遇空炸、战线流动

性大且后方供应接续困难等问题。战地军粮的获取，除了士兵身上携带的米面外，主要来自于祖

国后方紧急供应的炒面和战地就地筹借，还有来自于后方运送的其他粮食等。

首先，后方紧急供应炒面。由于战线不固定，且敌军利用制空权轰炸志愿军后方供应线，军

粮供应很难保证，而且战事紧张，经常来不及做饭，同时生火炊烟也会引来敌机轰炸，因此在吸

取第一次战役的教训后，“炒面一时便成了志愿军的主要野战口粮”，“打仗时，大家随身背一条

炒面口袋，饥饿时抓一把炒面塞在嘴里，再吃上几口雪，就可以坚持行军作战”d。1950年11月

中旬，从地方调集100辆汽车，向朝鲜战场前送100万斤炒面，“先后从长甸河口过江，白天隐蔽，

夜间行动”，路途遭遇敌机轰炸扫射，“途中损失了一小部分汽车，其余都到达了目的地”e。从

11月下旬开始，后方开始向前线大量供应炒面，“每人每月按定量的三分之一供应，即需1482万

斤”f。为了满足前方的需要，1950年11月12日，东北人民政府发出《关于执行炒面任务的几项

规定》，任务分配到党政军系统的各单位，东北局、东北军区、东北人民政府办公厅、公安部、

工业部等，规定20天内即在12月2日前完成总量至少276万斤的炒面任务，同时，还对炒面的成

分及质量、炒面原料的获取、包装以及集中办法等进行详细规定，如规定炒面的基本成分是“麦

面粉百分之七十，高粱米粉（或包米面粉、大米面粉）百分之三十，食盐百分之零点五（每百斤加

盐半斤）”，炒好后用面袋进行包装，“每袋定量为四十斤”g。12月18日，东北局动员党政军各

单位开始炒面和煮肉，即在1个月内，完成炒面650万斤的任务，规定直接炒原粮，且各种粮分开

炒，“小单位可专炒大豆，大单位可炒小麦等，较难炒的粮食、芝麻与盐由粮食局负责”。同时，

特别规定包装要轻便，“每袋每箱都装二十斤”h。据“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i回忆，“每个

执行任务的中国士兵都能做到自给自足，携带由大米、豆类和玉米做成的干粮（他们怕做饭的火

a 《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1950年10月13日），《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252页。

b 《争取战机迅速完成战役部署》（1950年10月2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270页。

c 《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1950年10月23日），《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278页。

d 洪学智：《洪学智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496～497页。

e 蒋泽民：《抗美援朝战争汽车运输工作回忆片段》，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后勤工作·回忆史

料》（2），第917页。

f 洪学智：《洪学智回忆录》，第497页。

g 《关于执行炒面任务的几项规定》（1950年11月12日），《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编辑委员会编：《抗美援朝战

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军需类，第4～6页。

h 《炒面煮肉会议纪要》（1950年12月18日），《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编辑委员会编：《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

总结》资料选编军需类，第10～12页。

i 李奇微，1951年4月接替麦克阿瑟成为美国远东军总司令、“联合国军”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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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暴露自己的位置）以及足够的轻武器弹药，因而可以坚持四、五天之久”a。自部队入朝到1951

年6月，“共前运干粮6290余万斤，占前运粮食总数16.7%，其中大多数是炒面”b。

其次，志愿军在朝鲜就地筹借粮食。1950年7月20日，朝鲜颁布经济措施，“为了严格节约

粮食，禁止发给任何超过规定的配给食品，禁止用大米生产各种食用制品”c。1950年，虽然朝

鲜发生持续干旱且爆发战争，但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所收获的粮食总产量“预计仍将增长

到去年的百分之一百一十五以上”d。同时，朝鲜劳动党中央非常重视粮食生产，提出“不要荒

废一寸土地！”“播种也是前线的战斗！”等口号，“发动农民投入很好地完成今年度春播任务的

斗争，并加强全党、全国、全社会的支农工作”e。1950年12月，中朝同意成立中朝联合指挥部，

“有权指挥一切与作战有关之交通运输（公路、铁路、港口、机场、有线无线的电话和电报等）、

粮秣筹措、人力物力动员等事宜”，且中朝同意推任彭德怀为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f。1950

年12月，第三次战役期间，志愿军逼近三八线地区作战，运输线延长到500至700公里，气候寒

冷、冰雪路滑，且受敌机轰炸破坏交通，导致军粮补给十分困难。12月21日，志愿军向朝方提

出在三八线地区筹借粮食2万吨，九兵团在咸兴、五老里、永兴区修整时借粮1万吨，“将来由中

国人民政府偿还”g。次日，中共志愿军委员会立即颁布《借粮规定办法》，明确划定各军的借粮

区域，志愿军各级政治机关与朝鲜当地政府人员一起迅速组成借粮队，在恢复政权地区预借已征

公粮的60%，其他地区则直接向当地群众预借1950年秋季公粮，以1949年应缴公粮额的60%为

度，发给借粮证以抵应征公粮数h。借粮证由各军自印借粮三联单，即借户一份，交政府一份，

自留存根一份。借粮队必须根据规定办法，严守纪律i，“实行粮多多借，粮少少借，采取累进

办法”j，“借粮必须给劳动群众留下维持到秋收时的最低口粮，地主富农亦应适当地予以照顾，

禁止只顾军队不顾人民的现象”k。朝鲜人民当时由于遭受战争，自身的粮食也很困难，但是他

们还是“把仅有的一点粮食送来支援战争”，“他们扛上锹镐，拿着盛米的罐子、袋子全都跑上

山去了。有的刨、有的挖，把藏起来的粮食都挖了出来”，“他们还把粮食运到部队行军的道旁。

队伍经过时，装上米袋背着就走”l。尽管“北朝鲜在敌进攻下损失比较大，除敌吃以外被敌机

毁烧，政府的存粮全部损失，城市及交通线作战地区大部烧毁”，但是至1951年2月底，3万吨

a [美]马修·邦克·李奇微著，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朝鲜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6页。

b 《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编辑委员会：《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专业勤务上册），金盾出版社1987年版，

第251页。

c 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中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第48期，第470页。

d 金日成：《关于保障战时农业生产的几项任务》（1950年9月1日），《金日成著作集》（6），平壤：外国文出版社1981

年版，第77页。

e 金日成：《关于安定战时人民生活的几项任务》（1951年1月21日），《金日成著作集》（6），第234页。

f 《中朝双方关于成立中朝联合指挥部的协议》（1950年12月8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122页。

g 《商借粮食三万吨》（1950年12月21日），《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编辑委员会编：《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

结》资料选编军需类，第13页。

h 《借粮规定办法》（1950年12月22日），《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编辑委员会编：《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

结》资料选编军需类，第14～15页。

i 《关于新解放区借粮暂行办法的请示》（1950年12月30日），《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编辑委员会编：《抗美援

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军需类，第17、19页。

j 《同意志愿军在朝鲜新解放区的借粮办法》（1950年12月3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429页。

k 彭德怀：《三个战役的总结和今后任务》（1951年1月25日），《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

368页。

l 江拥辉：《三十八军在朝鲜》，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0～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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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基本完成征借a。

此外，运动战状态下的战场有时是双方拉锯战，敌军也没有仓库储存军粮，同时敌军在撤退时

把剩余物资全部毁掉，所以志愿军无法靠战斗缴获用以补给，还需要依赖来自祖国后方供应的其他

粮食。入朝作战伊始，三个后勤分部立即跟进布置兵站线，分别进驻辑安一线、临江至长津一线、

安东至龟城及长甸河口至北镇一线b。仅第一批送过江的粮食就达9260000斤，菜1299267斤。然

而，因汽车缺乏，粮食运送到火车铁路终点后无法继续前运，同时面临无人看管、押运问题c。

尽管采取多种措施补给军粮，在第一次至第三次战役期间，“后方供应粮食仅达标准量的

25%，就地自筹占总消耗量的75%”d。

军粮供应状况影响到志愿军军事行动的部署，比如第二次战役中，“原计划以两个军、两个

师的兵力担任西线的战役迂回任务，就是因为所需粮食运不上去，被迫取消了两个师，影响到取

得更大的战果”e。运动战前期军粮供应的问题也不断暴露出来。一是工作缺乏周密计划，主要

表现在运输和调配上。特别是兵站与前方战场之间的信息沟通不畅，导致需求供应不匹配，“有

时找不到部队（我们到平壤分部五天才联系上部队，谁不知道谁在哪里），前方需要什么而且怎

样适合地理环境与美帝国主义打仗以便后方来准备，后方才不致盲目主观乱准备去送。”如东后

送200万斤青菜，马料豆饼14449033斤，高粱19890031斤，马草2075904斤，“除青菜已坏外，

还堆存在安东灌水没法运，前方也并不需要”f。另外，由于分部事先未收到预报通知和分配安

排，导致分部接收物资时的混乱以及分配不当等，“如香肠全部给一个军吃了，腊肉有的军吃了

十几万斤，有的军吃到几万斤，有的军还没有吃到”，同时没有考虑前方可以就地自筹的物资，

也因交通安排无计划导致车辆拥堵路上，以致形成盲目运输。二是对境外战争的预见性不足。未

能料到“敌机骚扰下部队不能做饭，连开水也喝不到”，“币值的兑换，亦未能及早提出一致的

兑换比值”，“对于物资的筹备，未能预先提出积极的意见供上级及有关单位参考，形成前面要

什么，才着手准备什么，使问题的解决难得到及时，工作呈现被动与心中无数”g。三是粮食供

应手续缺乏或混乱。“检查各处及兵大分站的账目物品发放手续，是十分混乱”，“主观上认为

向前供送，只要能送上去即是完成任务，不能强调手续，也无形中降低了制度”，不仅“发物与

实力统计不队”，更无法做到“先预算后开支”h。

朝鲜战场虽毗邻国土，然志愿军终究是在海外作战，因此军事运输尤为重要。1950年10月26

日，毛泽东同意军委设立军事运输部门i。军粮的运输由各分部部署各沿线兵站，再通过兵站线

a 《朝鲜地界粮食情况》（1951年1月31日），《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编辑委员会编：《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

总结》资料选编军需类，第42页

b 《战区后勤分部的部署与建立后勤前方指挥所的命令》（1950年10月23日），《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编辑委

员会编：《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第76页。

c 《第一批前送物资总结报告》（1950年10月26日），《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编辑委员会编：《抗美援朝战争后

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第82～83页。

d 《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编辑委员会：《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专业勤务上册，第230页。

e 聂荣臻：《建国初期和抗美援朝的后勤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后勤工作·回忆史料》

（2），第3页。

f 《朝鲜西线后勤兵站军需补给工作检查报告》（1951年1月3日），《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编辑委员会编：《抗

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军需类，第21～23页。

g 《供应工作检讨及对前方半年的初步供应计划》（1951年1月20日），《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编辑委员会编：

《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军需类，第32～33页。

h 《朝鲜西线后勤兵站军需补给工作检查报告》（1951年1月3日），《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编辑委员会编：《抗

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军需类，第21～23页。

i 《对军委设立军事运输部门报告的批语》（1950年10月26日），《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3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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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延伸对部队进行跟进供应保障。随着战役的进行，后勤分部和兵站线逐步增加，供应力量得以

增强。第一次战役时，3个后勤分部部署了3条兵站线，设立7个大站和12个分站供应。3条兵站

线分别分布在安东、灌水至白马、新仓一线，辑安至别河里一线，临江至长津一线a。第二次战

役时，11月9日，毛泽东再次电令东北军区“用一切可能方法保证东西两线粮弹被服（保障御寒）

之供给”b。于是，中央军委和东北军区立即加强了志愿军的运输力量和后勤机构，从3个后勤

分部增加到4个后勤分部，“调铁道兵第1师入朝加紧抢修满浦至熙川的铁路”，增加后勤人员，

“至第二次战役发起前，入朝的后勤人员已增至6万多人”c。4个后勤分部下设9个大站、13个

分站供应。第三次战役时，增加到5个后勤分部，下设11个大站和24个分站供给志愿军和朝鲜人

民军的部分军团。d

交通运输的问题成为制约军粮供应的瓶颈问题，提高运输力，“实在成为战争胜利的关键”e，

后方“河边物资堆积如山，而部队却挨饿受冻”f。“前方要求送东西，在鸭绿江北岸的物资堆

积如山，就是送不上去”g。原因在于：首先，志愿军没有制空权，敌军白天轰炸导致铁路、公

路、桥梁等基础设施遭到毁坏，火车、汽车无法正常运行，无法按时到达指定地点。据汽车团报

告，“每夜行车八十至一百里，每一条兵站线（灌水至云山、江界至熙川、临江至长津）都是四百

至五百五十里长”h。其次，由于敌军利用飞机对志愿军的交通线“进行地毯式的轰炸扫射以外，

还发射火箭弹、定时弹、子母弹、蝴蝶弹、燃烧弹、照明弹、四爪钉等”，志愿军刚刚入朝作战

时，共有运输车1300多辆，第一次战役结束前，即损失600多辆i。再次，装卸力量有限。车辆

到达指定地点后，由于部队流动作战、阵地不断转移，无法及时装卸粮食亦无法及时隐蔽粮食。

从第一次战役的供应情况来看，由于天气寒冷道路积雪、山地较多汽车交通不便，因此要保证前

线供应，“完全依靠铁路、汽车是不保险的”，要“依靠人抬，冰地要爬，还得另外组织人畜力

量”j。运输线路不畅导致军粮供应不足，志愿军入朝作战初期，在定州附近的战士“普遍反映

吃饭困难：白天隐蔽在山里，不能生火做饭；晚上要行军打仗，做饭也成问题；有时饭做好了，

来不及吃又要行动。国内送来的馒头、饼子，冻得比石头还硬，又缺乏饮水，实在吃不下去”。k

运动战深入敌后包围作战，然而粮食供应不足导致战士体力、抵抗力、战斗力均受到影响，“普

a 《第一次战役后勤工作综合报告》（1950年12月5日），《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编辑委员会编：《抗美援朝战

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第126页。

b 《同意志愿军下一步的作战方针和部署》（1950年11月9日），《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342页。

c 洪学智：《洪学智回忆录》，第475～476页。

d 李聚奎：《我经历的后勤工作的几次转变》，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后勤工作·回忆史料》

（2），第27页。

e 张明远：《怎样保证第三次战役的后勤供应》（1950年12月8日），《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编辑委员会编：《抗

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第136页。

f 邓华：《志愿军的后勤供应问题》（1951年1月8日），《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编辑委员会编：《抗美援朝战争

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第225页。

g 李富春：《在东北军区第一届后勤会议上的结论》（1951年1月30日），《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编辑委员会编：

《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第377页。

h 《战地后勤工作上急需解决的几个问题》（1950年11月8日），《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编辑委员会编：《抗美

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第107页。

i 蒋泽民：《抗美援朝战争汽车运输工作回忆片段》，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后勤工作·回忆史

料》（2），第917页。

j 《第一次战役后勤工作综合报告》（1950年12月5日），《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编辑委员会编：《抗美援朝战

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第131页。

k 蒋泽民：《抗美援朝战争运输工作回忆片段》，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后勤工作·回忆史料》

（2），第9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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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泻肚子、咳嗽”a，“战士因饿饭，削弱体力，拉不开枪栓”b，“四十军作战时有七个营三天

未吃到饭，一次战役中七天未吃到油，因此战士营养不足而发生夜盲及肠胃病者不少减员”c。

三、运动战后期志愿军军粮供应系统的初步构建

第三次战役结束后，战线南移，至1951年1月底，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被迫停止休整，在

“三八线”以南连续运动作战，进行第四次和第五次防御战役。由于部队频繁机动，战场瞬息变

化，补给线加长，军粮供应面临更为困难的境地。不仅部队人数剧增、兵种增加、美军飞机轰炸

加剧，而且美军专门用燃烧弹轰炸志愿军地面仓库设施d，同时“三八线”以南就地筹措粮食十

分困难，2月，第26军“部队已处饿肚危机。七十八师已有断炊，其他亦接近断，不怕作战怕饿

肚思想波及全军，解决粮荒已成我军刻不容缓的严重政治任务”e。

在中共中央、政务院、中央军委的部署下，在东北军区后勤部和志愿军后勤部队的共同努力

下，相关工作制度得以逐步建立，以运输和供应线为核心的军粮供应系统得以初步构建。

1951年1月22日至30日，志愿军第一届后勤会议召开，周恩来、聂荣臻、杨立三等参加会

议。会议指出：“后勤必须以新的指导思想，新的供应办法，新的工作制度和工作作风，适应这一

新的重大变化和现代化战争的要求”f，并强调要解决前方需求和后方供应不匹配的问题，关键

在于增强运输力。随后，后勤部立即将制度建设的重心转移到运输制度的建设方面。会议指出：

“后勤工作的基本环节是运输和供应线的工作”，并强调：“如何组织强有力的供应线，发挥运输

力，保证前方的供应”，这是后勤工作基本的任务g。

东北后勤部派出干部组成前方后勤部指挥部，跟随志愿军司令部行动，统一指挥所有的后勤

分部，统一接管和分配物资，以供应前线部队h。第四次战役时，后勤力量增加到6个后勤分部、

28个大站、11个汽车团又1个战勤支前汽车大队、17个辎重团、8个警卫团，后勤人员总人数达

9万多人i。

第四次战役期间，志愿军总人数从2月15日的393369人到4月上旬骤增至862967人，兵种

也在陆军、炮兵、工兵、铁道兵基础上增加了高射炮兵、装甲兵、空军地勤、担架兵等j。三八

线附近地区大部分粮食已经吃光，所以祖国后方的供给成为此时军粮的主要来源。由此凸显了

a 宋时轮：《第二十七军减员情况报告》（1950年12月8日），《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编辑委员会编：《抗美援朝

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第142页。

b 《二十六军后勤汤部长汇报》（1951年1月24日），《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编辑委员会编：《抗美援朝战争后

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第322页。

c 《朝鲜西线后勤兵站军需补给工作检查报告》（1951年1月3日），《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编辑委员会编：《抗

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军需类，第20页。

d 洪学智：《洪学智回忆录》，第567页。

e 《军委转发宋时轮等催粮急电的电报》（1951年2月27日），《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第172页。

f 洪学智：《洪学智回忆录》，第516页。

g 《在东北军区第一届后勤会议上的结论》（1951年1月30日），《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编辑委员会编：《抗美

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第375、377页。

h 《关于志愿军供应情况讨论结果的报告》（1951年1月15日），《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编辑委员会编：《抗美

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第257页。

i 张明远：《志愿军后勤八年工作回顾》，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后勤工作·回忆史料》（2），

第897页。

j 《志愿军两个时期人数》，《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编辑委员会编：《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

综合类上册，第431～4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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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后方对军粮需求预测和筹划工作的重要性，同时军粮的需求预测必须与运输计划相结合。因

此，东北军区后勤部在第四次战役前就计划事先在前线贮藏供50万人、铁路线上供30万人所需

共2个月的军粮以及副食品a。在第四次战役开始不久，东北军区后勤部前方指挥所立即开始准

备50万人每人10斤干粮、1个月油盐，并迅速开始安排2月底前补足汽车和小推车，开始进行分

段接运b。1951年1月，东北军区后勤部即开始规划4—6月份部队的副食品的供应，后方送2个

月的量，前方自行解决1个月的量，并规定了志愿军战士一个月的副食品总量c。在第五次战役

前1个多月，东北军区后勤部就制定供应计划，“以百万人，每人按二斤计，计需一亿二千万斤，

需二千个车皮”，“干粮以八十万人计，每人十五天干粮，计需一千八百万斤”d。在军粮运输计

划上，“前运物资，均做到了预先电报通知分部起运物品品名、数量、起运地、起运时间、分配

原则等”，“建立与路局、分部的经常联系关系，不断了解分部的收、发、贮存情况与了解铁路

运输情况”，同时建立了交接制度，“由分部负责调车、卸车”，“在指定运往的车站或铁路终点

交接物资，并就地详细清点包（捆、箱）数，照实给以解运回单，签字盖章作为收据”。此外，要

求各分部和各军建立定期报告制度，每五天将物资收、发、贮存情况报告一次，清点前方人数和

留存的物资，包装物（麻袋、油桶等）要陆续退回后方e。

仓库的建设是兵站的工作任务之一，一般利用山地地形，构筑掩蔽部式、半掩蔽部式两种，

除了必须妥善保存大量物资外，还必须做到防空、防雨、防潮、防火、防特、防盗等六防。然而，

由于出国作战经验不足，各后勤分部进入朝鲜后，未及时对军粮进行分散、储存、隐蔽。在遭敌

空袭后，则把铁路沿线山洞作为仓库，致使铁路堵塞。同时，仓库的设置跟不上部队的行进速度，

从后勤分部的仓库到前沿兵站，运输线长达千余里f，严重影响指挥和行车效率。同时，利用铁

路沿线山洞进行仓储，容易引起敌机注意而遭到轰炸，“尤其是山低洞高，火箭筒不仅能击中，

亦可射入洞内数十米远”，如1951年2月21日，一分部于铁原龙潭洞损失“菜蔬食品四十一万余

斤”g。因此，在运动战阶段，前沿兵站和军、师部队大多是随运、随发、随用，其余则在铁路

终点的兵站有部分囤积h。

第四次战役时，遇到之前未遇到的天暖雪化、河冰解冻、暴雨水涨，“如大宁江、清川江、

沸流江、大同江等有问题，许多小河和道路也发生问题，不仅伪装增加困难，就是物资卸车后存

放、疏散、防雨、防潮也发生困难（没有房子，有房子也不敢放，缺乏山洞，野外不能丢放等）。”i

a 《下一战役后勤准备》（1951年1月17日），《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编辑委员会编：《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

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第269页。

b 《第四次战役结束前需补足之物资》（1951年2月12日），《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编辑委员会编：《抗美援朝

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第404～405页。

c 《目前对前方供应工作中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节录）》（1951年1月20日），《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编辑委

员会编：《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军需类，第28、30页。

d 《第五次战役供应计划》（1951年3月19日），《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编辑委员会编：《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

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第435页。

e 《供应工作检讨及对前方半年的初步供应计划》（1951年1月20日），《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编辑委员会编：

《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军需类，第33～37页。

f 《前方几个单位汇报后勤供应情况》（1951年1月24日），《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编辑委员会编：《抗美援朝

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第298页。

g 《关于利用铁路山洞贮藏物资与人员防空的指示》（1951年5月8日），《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编辑委员会编：

《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第545～546页。

h 《两年来志愿军后勤工作初步总结》（1952年10月25日），《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编辑委员会编：《抗美援朝

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下册，第310页。

i 张平凯：《目前后勤工作中两个问题的情况报告和个人意见》（1951年2月28日），《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编

辑委员会编：《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第4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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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类气候问题而导致许多桥梁道路坍塌、道路堵塞。由此，交通运输问题成为解决军粮供应的

关键问题。1950年12月，中共中央拨给志愿军2000辆购自苏联的汽车，1951年1月上旬从炮兵

运输车中再抽500辆拨给志愿军，1月中旬再拨500辆运输车，2月后打算再给志愿军4000辆汽

车a。同时，军粮供应的相关运输保障制度也逐步得以确立并执行。

第一，兵站线运输的环节分工负责制。后方兵站负责有计划地发车起运，中途兵站负责调整

前运和道路疏通，铁路终点兵站负责保证按时装卸，前沿兵站负责物资及时运送到部队b。铁路

运输“实行江边编车与普遍实行江南直达列车制”，负责按时送达。各兵站在卸车点和转车点派

驻站联络员，负责前后兵站和车站的调车、发车、卸车的沟通联系。同时，实行押运人员专车责

任制，负责从渡口兵站乘坐列车押送物资到指定地，物资交清后取回收据c。

第二，汽车多线运输制和分段包运制。一方面组织汽车多线运输，即“由成连成排运输改为

分散运输跑单车”。另一方面，增设运输站分段运输，同时汽车团根据运输任务合理制定运输计

划分配给司机，这样各汽车部队“可以熟悉本段敌机活动规律和道路情况”d，运输效率得到显

著提高，“如过去装四千五百斤粮，现司机自动装五千斤粮，过去到三浦里往返四天，现在只两

天”e；还提高了司机的工作积极性，“夜间行车司机疲劳，用雪洗脸或者唱歌来刺激精神，争

先恐后，唯恐自己任务完不成”f。

第三，供应站供应制度。原来由分部直接运送到军或师，调整为由分部运往各前线供应站，

各军到指定供应站自运。供应站一般设立在距离军后勤30～50公里之处，“各军组织所有运输力

到站接运”，“各军应注意与分部、前勤联络，军后勤应派联络员、干部在供应站掌握情况，最

好能带报话机，能及时与前面联络”g。1951年3月12日后，供应站供应制度开始执行，3个分

部在西坡、铁原、杨口、仁岚里、春川、富谷里、汶山、莲塘洞、南川、平山等地共设立了10个

供应站，同时调拨汽车100辆分配各军用于运输h。

第四，工作汇报制度。各后勤分部、各军供给部，每5日用电报向东北军区后勤部汇报物资

收发情况，东北军区后勤部据此随时电告各个后勤分部物资筹划和运送情况i。据此，前后方可

以相互了解情况，后方及时掌握前方的需求，便于提前筹划和调度；前方对整体物资供应有所了

解，做到心中有数。同时，各分部与各军联络后制定“战役需用物资计划与战后补充物资计划”，

“运输计划的制定应根据部队实际需要补充的物资情况及现有的运送力量，规定好交接地点，接

a 《同意志愿军司令部关于后勤组织及铁路问题建议》（1950年12月25日），《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编辑委员

会编：《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第196页。

b 《关于贯彻东北军区第一届后勤会议精神的决议》（1951年2月3日），《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编辑委员会编：

《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第400页。

c 《部队休整期间的供应工作与春季作战前的物资准备工作计划》（1951年1月18日），《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

编辑委员会编：《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第285页。

d 洪学智：《洪学智回忆录》，第568页。

e 《二分部王部长汇报材料》（1951年1月22日），《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编辑委员会编：《抗美援朝战争后勤

经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第305页。

f 《二分部汽车运输经验》（1951年1月23日），《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编辑委员会编：《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

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第308页。

g 《供应上的几个问题》（1951年3月2日），《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编辑委员会编：《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

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第416页。

h 周纯全：《改善供应工作的决定》（1951年3月7日），《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编辑委员会编：《抗美援朝战争

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第420～421页。

i 李富春：《如何开好后勤会议，如何制定切合实际的供应计划》（1951年1月17日），《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

编辑委员会编：《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第2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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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办法，物资需要的缓急情况”a。

此外，实行抢装、抢运并建立专职装卸力量队伍。针对未及时卸车导致物资堆积、铁路堵

塞、物资损失等状况，同时为了应对美军空军轰炸大量破坏运输交通线的状况，后勤部要求“各

分部把装卸力、倒运力量都固定起来，组织好”，“通车时抢运，桥断时除了倒运外必须抢卸，已

卸的物资抓紧通车空隙，再装车前运”b。在运输过程中还重视防空隐蔽。一方面利用山洞或者

挖地下隧道等隐蔽运输车辆，另一方面，利用周围的自然环境因地制宜进行伪装，“切勿荒山荒

地覆以青绿色伪装或平地凸起伪装很高”c。

1951年5月19日，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在东北军区后勤部前方指挥所基础上成立，“管理

在朝鲜境内之一切后勤组织与设施（包括铁路、军事运输在内）”d，领导和指挥志愿军后勤之各

部队，如工兵、炮兵、公安、通信、运输、铁道兵团各部队、工程部队等。这标志着后勤由单一

兵种向诸军兵种合成的重大转变。此后，东北军区后勤部专门负责军粮的筹措和前运至鸭绿江

边，志愿军后勤司令部负责朝鲜战场上的供应组织和指挥。

在运动战阶段后期，东北军区后勤部按照不同兵种对体能的消耗量的不同而制定相应的供应

标准。1951年3月25日，东北军区后勤部颁布志愿军陆军的粮食供给标准，以小米为基准计算，

志愿军团以下部队每人每天28两，师以上机关每人每天26两e，作战部队作战期间每人每天不

超过2斤；民兵、民工、铁道兵团、汽车运输人员、担架装卸部队每人每天36两。总体而言，细

粮占粗细粮的总比例为60%，其中普通人员分配50%细粮，伤病员则分配100%细粮。小米的折

合比例为：1斤小米折1斤2两的白面、高粱米、豆子，折1斤的炒面、大米、饼干f。

特种兵部队的饮食也大致如此。如根据负责抗美援朝战争防空作战的高炮团士兵回忆，1951

年初入朝作战时，生活很艰苦，“朝鲜的高粱米加工较粗，许多战士吃了闹肚子，天天修工事，

劳动强度大，没有菜吃，不少同志有气无力。有的用纸卷树叶当烟抽，将酒精充水当酒喝。好在

这一段时间不长，只两个多月。随之，后方的大米、白面、罐头就送到了阵地，我们就在战壕里

包饺子了。”当然，“长期吃不上青菜，患夜盲症的多了，瞄准手连目标也看不到，操作常出现

误差”g。1951年5月初，志愿军防空部队高炮第506团入朝作战，进驻高山阵地后，“炊事员们

在山坡上，找石块垒起炉灶，支上行军锅，做好饭，炒好菜，送上阵地，战士们一见，打心眼里

高兴”h。

由此，以运输和供应线为核心，包含需求预测和筹划、仓储、运输、配送等基本运转环节和

a 《对第一、二、三、五分部运粮的指示》（1951年3月6日），《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编辑委员会编：《抗美援

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军需类，第45～46页。

b 《对第一、二、三、五分部运粮的指示》（1951年3月6日），《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编辑委员会编：《抗美援

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军需类，第45～46页。

c 《前方运输与军需、民伕情况综合报告》（1951年1月16日），《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编辑委员会编：《抗美

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第268页。

d 《关于加强志愿军后方勤务工作的决定》（1951年5月19日），《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编辑委员会编：《抗美

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第548页。

e 注：如无特别说明，本文中提到的1斤均等于16两。来源于《志愿军一九五一年度陆军供给标准与具体执行办法（节录）》

（1951年3月25日），《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编辑委员会编：《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军需类，第53页。

f 《志愿军一九五一年度陆军供给标准与具体执行办法（节录）》（1951年3月25日），《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编

辑委员会编：《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军需类，第51页。

g 何竞：《最早入朝参战的高炮团》，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防空军（回忆史料 大事记）》，解

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187～188页。

h 苗树人、张汝为：《保卫长甸河口鸭绿江桥的对空作战》，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防空军（回忆

史料 大事记）》，第223～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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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作流程，统筹规范、分工明确的志愿军军粮供应系统得以初步构建。

1951年1月1日至5月30日，后方共向前线运送粗粮113032443斤，细粮66278718.5斤，炒

面32183803斤，饼干4426767斤，合计217584661.5斤a。然而，运过鸭绿江的粮食“虽达190269

吨，完成前运计划110.9%，但多数未能及时送到部队手中，补给量仅达标准量40%左右”b，远

远不能满足作战的需要。根据“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回忆，“共军在朝鲜要供给近百万部

队，而他们补给仓库的储粮只够维持十天”。因此，另据麦克阿瑟回忆，自1951年2月开始，“夜

以继日的大规模轰炸已经严重破坏了敌人的补给线，以致前沿阵地的敌军缺乏维持作战的必要

物资。这一弱点正被我军地面部队巧妙地利用”c。美军后来知道志愿军部队的供给主要靠自身

携带粮食，且只能维持一个星期，所以称志愿军为“礼拜攻势”。据聂荣臻回忆，“在一个星期

内，它们往往掩护退却，不跟我军硬拚，但过了一个星期，估计我们的给养快完了，就开始拚命

反扑。运动战后期，我军就吃了这样的亏”d。

结　语

现代战争是运用各种现代化装备的多兵种立体式正规化作战，这种状况使战时军粮供应具有

复杂性、规模庞大性和周密组织性的特点，因此必须严重依赖后方的持续供应，才能保证取得战

争的胜利。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愿军战士的军粮供应经历了由吃不饱到吃得饱、再到吃得好

的逐步改善的过程，总计“供应志愿军主食共219922万斤，副食56976万斤”e。在抗美援朝战

争运动战阶段，人民军队努力适应异国作战环境，发挥传统优势，初步构建了适应大兵团跨国作

战的志愿军军粮供应系统。尽管在运动战阶段初期士兵的粮食供应不足，有时影响到士兵的健康

和战斗力，但到运动战阶段后期，由于军粮供应系统的初步构建，士兵的军粮供应得到一定程度

的保障，为阵地战阶段志愿军军粮供应系统的调整和良好运转奠定重要基础，为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建设现代化后勤提供积极的借鉴意义。

（本文作者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师、编辑　福州　350108）

[责任编辑：侯竹青]

a 《一九五一年一月一日至五月三十日前运物资报告》（1951年6月7日），《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编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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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著，陈宇飞译：《麦克阿瑟回忆录》，第388、391页。

d 聂荣臻：《建国初期和抗美援朝的后勤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后勤工作·回忆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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