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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战略投送能力是国家军事战略能力的关键内容，三位一体战略投送能力的建设是世界主要军事力量的共同目标。论文基于如何增强陆

路运输战略投送能力，更好地发挥道路运输在军事活动中的关键性作用，提出了队伍建设、军民融合、装备建设和演练四个方面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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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战略投送能力是国家军事战略能力的关键内容，三位一

体战略投送能力的建设是世界主要军事力量的共同目标。《国

防交通法》将战略投送能力进一步从法律层面予以制度化和

规范化[1]。战略投送能力主要体现在运用包括陆、海、空三种方

式的大型交通工具进行战略投送。陆路运输主要包括铁路运

输和道路运输，铁路运输单次运量大，运输速度快，道路运输

组织简单，运输能力强，较铁路运输而言，道路运输是陆路运

输方式中最为基础的方式。但随着运输距离的增加，地理环境

和交通条件的不足越来越突出。如何增强道路运输战略投送

能力，更好地发挥道路运输在军事活动中的关键性作用，是道

路运输战备工作的一项重要课题。要发挥道路运输在战略投

送中的作用，就要考虑队伍建设、军民融合、装备建设和演练

四个方面的问题。

2 加强道路运输战略投送能力，基础在队

伍建设
道路运输的基础是有一支强有力的保障队伍，道路运输

管理和服务部门要高度重视道路运输保障专业队伍的建设。

道路运输战略投送工作要结合民用运输能力，调动专业运输

支援保障队伍，同时要进一步明确运输专业队伍的工作任务[2]。

根据运输保障专业队伍的培训纲要和工作任务，突出组织、设

备、人员和培训的“四个实施”，做好有针对性的专业培训。加

强队伍的建设、管理和培训，逐步提高队伍的快速反应能力和

综合保障能力，以满足战时道路运输战略投送的需要。有一支

强有力的战略投送队伍，对于保障有效的战略投送意义重大，

包括指挥队伍、装备操作队伍、安全保障队伍等等。

3 建立道路运输战略投送体系，关键在军

民融合
《国防交通法》规定的“主体在民”就是贯彻落实国防和民

用技术发展战略的一体化，建立效益指导机制，加强市场导向

作用，动员公民和组织参与道路运输战略投送。在法律保护下，

一些主要国家保持强大的战略投送能力，主要依靠的是人民。

据不完全统计，美国有 88豫的陆上运输，50豫的跨国航空运输和
64豫的海上运输依赖于民用能力，所以半个月可以运送 18万军
队在 20天内包围阿富汗。近年来，日本的战略投送装备开发也
相对较快，据说日本自卫队几乎全部战略投送设备的开发和生

产已经融入民营企业。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现有能力来看，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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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能力还是薄弱的，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通过国

家意志，更有效地整合民间资源，形成合力。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全国交通战备

系统把加强战略投送能力建设作为工作核心，把军民深度融

合作为有效途径，使中国人民解放军道路运输战略投送保障

逐渐实现了从原有的部队建制保障到现在的军地联合保障。

在多兵种多地域远程战略投送中，道路运输方面尤其要考虑

军民融合，为运输提速增效。例如使用地方吊装设备对超限装

备进行吊装，利用地方高速公路服务区为部队提供服务，把战

略投送沿线地方单位和相关部门编入保障应急方案，打造快

速投送“传送带”。再比如可以与地方大型物流企业合作，选择

有一定实力，有良好信誉的企业，这样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地

方企业的先进管理经验，也可以利用地方优质的装备资源，实

现“装备共享”和“信息共享”，可以达到车队连续机动不断线，

缩短装载时间，铁路公路转运顺畅衔接，公路机动快速高效等

效果。同时要建立起国家动员体制，规范“军民兼用、平战结

合”的基本标准，探索建立军地一体的战略投送指挥体制、管

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确保战略投送的“三统一”，暨“统一调度

力量，统一使用资源，统一行动步伐”。

4 强化道路运输战略投送力量，主要在装

备建设
要加强道路运输战略投送力量现代化建设，就要抓现代化

建设标准，制定道路运输现代化建设工作计划，包括详细步骤和

措施，完善和重新设计主要业务流程，进一步明确责任、相互关

系、完成时间和质量标准，实现规范化和集约化管理。在此基础

上，要注意装备建设。世界军事力量倾向于将高新技术应用于战

略投送能力的建设，在伊拉克战争中，依靠全球运输网络的美军

建立了从指挥部到战斗平台的指挥体系，指挥中心、维护基地都

得到了战场物流的支持，而其所谓的全球运输网络则由全球卫星

定位系统、卫星通信系统、桌面视频系统，卫星跟踪系统、地理讯

息系统，电子数据交换系统、内部视觉传输系统、材料视觉系统、

托盘装载系统等组成。近年来，日本高度重视高铁技术在军队运

输中的地位，在许多军演中，都配备了高速铁路运输。

从以上国家的战略投送力量发展来看，要强化道路运输

战略投送力量现代化建设，就必须从道路、车辆上下功夫，《国

防交通法》在“交通工程设施”、“民用运载工具”、“国防交通物

资储备”等方面均有详细规定，为道路运输战略投送力量装备

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道路运输部门要高度重视国

防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工作，把各项国防工程计划项目建设落

到实处，继续做好“畅通工程”工作，为部队建设搞好服务。好

的道路和车辆是快速机动战略投送的客观要求，以现有道路、

车辆、物流站场、仓储基地为基础，建设若干综合道路运输转

运基地，以满足大型物件使用的需要。另外，在统筹各个投送物

流环节中。装备的优劣也越发凸显，如预储保管、分拣包装、装

卸搬运等方面，都需要精良的装备，以有效提升整体作业效能。

5 实现道路运输战略投送效果，主要在加

强演练
战略投送能力代表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要

实现道路运输战略投送的最佳效果，除了队伍建设、军民融

合、装备建设等基本要素外，加强演练是必需的手段。古代军

事家、战略家孙子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是“士卒孰

练”，士兵平时训练有素，才有希望赢得战争的胜利。道路运输

战略投送也是一样的道理，要考虑未来战争的方方面面因素，

不断加强战略投送专项演练。战略投送能力是一个国家战争

应急反应能力强弱的重要体现，军队只有具备高效的机动反

应能力，才能夺取战争的主动权和控制权，加之战略投送工作

需要动员军队和地方各方面投送力量，涉及多个单位、多个部

门、关系复杂，难度可想而知，所以必须建立高效的指挥机构，

提高战略指挥效率，不断强化投送控制力。在演练过程中可以

检验指挥机构的指挥能力，可否对投送人员实施远程指挥，同

时也可以检验指挥控制手段，比如数据传输能力，装备可靠

性，人员素质等。另一方面，演练也可以检验道路运输战略投

送方案或者预案的实战性，比如面临复杂战时情况的应变能

力，面对新情况的即时解决能力，同时可以比较不同投送方式

多种组合的优缺点，将效率高、速度快、安全性高、可靠性高的

投送方式不断完善，将效率低、速度慢、安全性差、可靠性不高

的投送方式进行淘汰。在演练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演练的“战

争预实践”作用，在演练过程中肯定会暴露出以前没有发现的

问题，如指挥体系的不完善之处，装备技术的不适用之处，人

员沟通的不畅之处等，不断总结得失，不断完善预案，不断聚

焦实战，不断趋近实战，在未来战争中，可以按照演练过程进

行投送。也可以把演练作为道路运输战略投送创新工作的“实

验室”，在演练中融入创新思维，在演练中不断检验创新效果，

不断总结经验，使投送力不断融入新鲜血液。

6 结语

总之，队伍建设、军民融合、装备建设和演练是增强中国

人民解放军战略投送能力的基础，要认真学习贯彻《国防交通

法》，不断增强道路运输战略投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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