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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20世纪80年代以来,集装化运输业飞速发展,
极大地促进了全球物流业的发展和经济繁荣。 与此

同时,军事物资海上运输作为赢得现代化海战的关键

影响因素,海军后勤保障的重点,其集装化海运也逐

渐成为世界发达国家海军后勤运输补给的主要方式。
研究外国海军,特别是美国海军集装箱使用管理情

况,对创新我海军海上运输补给模式,加强集装化物

资运输补给能力建设,提高海上军事物流效率具有重

大的军事意义。

1暋外国海军集装箱应用概况

外国许多国家海军在20世纪60年代末就已经

将集装化应用于海上运输补给,美、英等发达国家于

20世纪70年代末就基本完成了舰艇海上干货物资

的集装化运输补给,如美海军珍珠港补给中心、美驻

菲律宾苏比克海军供应站,从物资的采购、运输、保管

到海上补给全部实现了集装化。 国外发达国家海军

的陆、海运所采用的通用集装箱大都是20英尺国际

标准集装箱,也有部分专用箱,在海上补给中大都使

用货盘或装运框架,如美海军横向补给的STREAM
系统中干货补给即采用货盘化,货盘可装入集装箱或

集装框内,其外形尺寸与集装箱尺寸相匹配。
美国作为全球性战略国家,其采用集装箱运输补

给时间较早,采用集装箱进行海上运输也最为广泛,
最具有代表性。 根据其结构、建造标准和所有权的不

同,美海军现有集装箱种类较多。 按结构功能划分,
可分为端开集装箱(包括20英尺标准集装箱和军用

内栓固集装箱)、侧开集装箱、开顶集装箱、冷藏集装

箱、液罐集装箱、半高集装箱、四位集装箱 (QUAD灢
CON)、三位集装箱(TRICON)和框架集装箱等。 按

建造标准划分,可分为国际标准集装箱、美国国家标

准集装箱、行业标准集装箱和军用标准集装箱等。 按

使用范围划分,可分为通用集装箱和专用集装箱。 按

所有权划分,可分为军产集装箱和商业租赁集装箱。
其中,通用集装箱(标准集装箱)一般用于散货运输,
半高集装箱主要用于桶装液货运输,四位集装箱和三

位集装箱主要用于战术运输,框架集装箱主要用于装

备空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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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暋外国海军集装箱使用管理体制

美军根据其集装箱的所有权和用途将其管理职

能分为4类:(1)军队自有集装箱和租赁集装箱,由美

军运输司令部负责控制和管理;(2)军种自有的运输

和预置集装箱,由各军种自行管控,这部分集装箱可

在运输司令部与各军种协调的基础上供全军通用;
(3)军种自有的作为部队装备使用的集装箱(如作为

野战医院、修理所用集装箱、框架托盘系统和模块化

标准箱等)一般为专用箱,由各军种自行管控;(4)装
载军用品的商业集装箱,按照国际集装箱协议和费率

进行登记。 美军集装箱管理体制按其纵向职能分为

国防部、联合参谋部与地区作战司令部、军事运输司

令部和军事海运司令部。

2.1暋国防部

国防部的集装箱管理职能有3个方面:(1)监管

自有或租赁的全部通用和专用集装箱;(2)制定集装

箱标准和管理使用条例;(3)联合演习期间通过陆军

军事交通管理司令部在军事行动范围内管理和使用

国防部通用集装箱运输队。

2.2暋联合参谋部与地区作战司令部

联合参谋部在集装箱联运方面有四大职责:(1)
进行总体监督,保持并增强军种间各类集装箱系统的

互用性;(2)在《联合条令制定计划》框架内制定联合

集装箱条令、战技术指标和使用流程;(3)颁布集装箱

化指导,为制定《联合战略能力规划》后勤与机动分规

划奠定基础;(4)紧急行动期间,与国家运输部和运输

司令部相协调,将国家运输部所提供的商业集装箱运

输能力配置给各军种和国防部各部门,以便支援地区

作战司令部。
地区作战司令部主要是负责其责任区内国防联

运集装箱资产和系统的管理和控制。 在管理计划阶

段,地区作战司令部需提出联运需求,并与军事运输

司令部和国防后勤局配合,优化利用国防集装箱系

统。 管理计划可通过3种方式执行:交由其后勤主管

负责;交由战区联合运输中心(JMC)负责;交由某一

军种下属的独立的集装箱控制处(CCA)负责。 此外,
地区作战司令部还要将国防集装箱系统整合到其演

习活动中,在增强部队战备程度的同时使其切实高效

地使用集装箱联运系统。
战区集装箱控制处的职能包括8个方面:(1)制

定和完善集装箱管理计划;(2)部署集装箱联运装卸

资源(人员和装备);(3)保持与军事运输司令部的联

络,使其及时充分地掌握战区集装箱及载货情况,并
针对所遇问题向军事运输司令部提出建议;(4)快速

接收、卸载和回运抵达战区的集装箱;(5)控制、快速

卸载并回运抵达战区的463L(一种军用集装箱系

统);(6)根据战况对集装箱作业流程进行调整,最大

限度降低丢失率和损坏率;(7)恰当、切实、有效地利

用集装箱联运系统;(8)与其他军种基地和机构的集

装箱控制处协同,持续管理战区内所有集装箱的进出

和输送。

2.3暋军事运输司令部

军事运输司令部在集装箱联运方面的职能:(1)
作为单一的国防部运输管理者,负责对国防运输系统

内的联运集装箱进行管理,军事运输司令部还通过陆

军军事运输管理司令部为战区部队调动与补给等活

动提供集装箱联运支援;(2)负责国防集装箱系统的

作战指挥(军种自有集装箱和地区作战司令部已指派

了指挥机构的除外),并根据国防部长指示,在得到军

种部部长和地区作战指挥官的同意后,向军种和战区

作战司令部提供集装箱管理支援;(3)与国防后勤局

共同确定应急集装箱联运总体想定需求,对军队集装

箱核心运输队的规模和构成提出建议,并与各军种协

同制定采购计划,急情况下,军事运输司令部还负责

与工业部门和商业集团协商以提供包括集装箱、底
盘、集装箱船、终端接收和在运可视化等方面的一揽

子联运能力;(4)在作战期间通过采购、租赁集装箱或

转换动用军种集装箱,提供国防集装箱运输能力;(5)
根据保障对象的组织体制、运行机制和后勤支援要求

优化国防集装箱系统,实现补给品和装备从“起点暠到
“终点暠的最优化运输,为地区作战指挥官提供包括战

区联运基础设施评估、集装箱装卸设备获取渠道、港
口生产能力等在内的各类运输情报。

2.4暋军事海运司令部

军事海运司令部负责代表国防部进行国际标准

箱、框架箱和国防通用集装箱系统装备的采购(租赁或

购买),或根据需要采购海军专用集装箱相关装备。 海

军下属的集装箱控制处由战区联合运输中心监管,以
便对进出战区的集装箱进行可视化管理。 根据战场态

势,集装箱控制处可在目的地航空港(APOD)和目的地

海港(SPOD)设代表机构,以便及时精确地进行情况反

馈。 军事运输管理司令部的管理支援小组可为集装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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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处提供在运和抵达集装箱的可视化服务,可根据

战区要求对集装箱进行卸载和部署。 集装箱控制处将

与军事运输管理司令部的管理支援小组协同组织集装

箱货物和回空集装箱的再部署和撤收回运。

3暋美国海军集装箱的运行与管理机制

3.1暋集装箱的采购(租赁)与使用

美海军根据所使用集装箱的所有权不同,其采购

和租赁的流程不同。 对于美军运输司令部负责控制

和管理的通用集装箱采购,一般由使用部队向军事海

运司令部提出申请,由军事海运司令部根据需求采购

交付的集装箱,从收到申请到完成决标,采购周期一

般为6个月,其采购行为根据《军事部门间采购申请

书》进行规范。 通用集装箱的租赁与采购流程基本相

同,不同的是受采购市场影响,其采购时间相对较长,
其租赁成本由军事海运司令部负责评估。

专用集装箱的租赁与使用按照确定需求、预先部

署、部署和再部署的流程实施。 采购(租赁)集装箱的

部队在部署前确定集装箱需求,并上报所属基地运输

部门,由运输部门对需求进行统计,根据集装箱存量,
制定部署所需租赁或采购的集装箱数量。 预部署时,
由部队和基地运输部门共同调整需求,向军事海运司

令部提出存量集装箱信息和需求申请,部队和基地运

输部门同时按需求确定集装箱装卸设备需求和运输需

求。 部队部署时,由使用部队负责集装箱的管理,集装

箱的回运由卸载港的港口输送控制小组负责,在确定

回空集装箱需求后,与联合后勤中心联系集装箱回运

事宜。 部队再部署时,由部队通知基地运输部门退还

集装箱,由军事海运司令部负责协调集装箱的运输。
由军事海运司令部负责对集装箱资产进行年度统计。

3.2暋集装箱的维护与修理

通用集装箱的维护与修理由军事运输司令部负

责,海军专用集装箱的维护与修理由海军负责,各部

队负责使用集装箱的部队级维修。 专用集装箱的维

护和使用应符合《国际集装箱安全法案》和《国际海上

危险品标准》的相关要求,自有集装箱或租赁用于装

载国防物资的集装箱应按照《商业和军用联运集装箱

检修手册》相关标准进行修理。

3.3暋集装箱的信息化管理

美海军使用的集装箱管理均纳入总部一级统一

的信息管理,其信息化管理系统有两大系统,一是集

装箱运输自动信息系统(TAIS),另一个是全球运输

网络。 无论是国防后勤局开发和配备的集装箱,还是

海军自行研制的专用集装箱一律按集装箱运输自动

信息系统的标准化要求进行管理,信息系统的数据通

过自动识别设备进行采集,确保集装箱在运输全过程

中运输状态、存贮位置和存贮数量等信息的实时性,
利用该系统,各级用户均可查询集装箱物资的位置和

装卸内容等。 全球运输网络是美军运输司令部的全

球运输网络,其功能是给位于世界任何地点的用户提

供一种无缝隙的实时能力,使之能够访问并利用物资

运输和部署信息。 该系统可为上至国家指挥当局、各
大总部司令部,下至运输司令部所属用户、使用部队

提供运输信息服务,可保障其平战时的运输计划实施

和运输指挥的决策等。

3.4暋集装箱采购、维修经费来源

根据集装箱的所有权不同,其采购、维修经费来

源不同。 通用集装箱的采购、维修和报废经费从陆军

军事运输司令部所占国防运输经费预算部分支出;海
军专用集装箱的维护、修理与更新经费自行计划;所
有集装箱的检测费用由承运方或接收方承担。

4暋启示

1) 以一体化运输补给为核心,建立和完善海军

集装箱的管理运行机制。 海上集装箱运输补给工作

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集装箱的采办、管
理、使用、维修,以及基础设施和配套装备建设等问

题,特别是集装箱的使用和运行牵涉机关、部队、生产

厂家,集装箱的调运和回运,涉及铁路、公路、海运等

地方交通部门、船运部门等,要确保集装箱的经济、高
效的优越性得到充分的体现,必须以一体化运输补给

为核心,将集装箱的功能纳入海军后勤保障体系,系
统论证、设计集装箱运输补给方案,明确海军、舰艇部

队和生产厂家等各部门生产、使用和管理职责,在试

点的基础上,研究提出适应海军后勤保障特色的海军

集装箱管理运行机制,并确保与总部集装箱运行管理

机制相衔接,最大发挥集装箱实施运输补给的效率。

2) 以体系建设为目标,完善集装化运输补给的

配套设施和装备。 根据美军海上作战经验,远海作战

或海外执行非战争军事任务的物资集装化运输,不同

的装卸码头对靠泊的舰船的装卸载要求不同,需要建

造大量的保障设施来保障舰船集装化物资的卸载,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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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物资的岸基存贮设施和码头堆场等。 实施集装

物资装卸载,还需要配套大量后勤装备实施集装化物

资输转、装卸等,如各类集装化运输平台、集装箱转运

装备、专用起重设备和叉车等。 由此,我军在统筹集

集装箱建设的同时,应同步通盘规划集装箱配套设施

和运输、作业装备的建设,以确保形成集装化岸灢海运

输补给能力。

3) 以信息技术为依托,综合集成海上物流管理

信息系统。 美军从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获得了许多

经验教训,其中最重要的是物流系统信息不透明所带

来的问题,使得补给物资只能大量堆积在港口,无法

及时准确、及时分发到部队。 海湾战争经验后,美军

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美军认为,即使拥有先进的保障

设施和装备,如果物资信息透明度跟不上,也同样影

响物资的补给效率。 因此,我海军应在建立和完善集

装箱运输补给体系的基础上,借鉴美军成功经验,依
托先进的信息技术,整合现有运输补给信息系统,利
用自动识别技术、电子数据交换、全球定位技术、通讯

技术和传感技术等技术,综合集成可实时或近实时掌

握物资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对整个物流系统,特别是

海上物流系统中各类物资的品种、数量、位置、运载工

具等自动跟踪,准确显示实时数据,并依据这些信息

改进物流作业,实现对海上舰艇编队实施适时、适地、
适量的物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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