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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美海军逆向物流系统建设对我军的指导意义。方法方法 分析美海军装备保障逆向物流

渠道、先进的可追溯性控制系统和电子回收管理系统的运作情况，结合我军现状，探讨其对我军装备

保障逆向物流系统建设的启示。结果结果 美海军的成功经验在制度完善、理论研究、渠道规划、健全机制

及信息化建设等5个方面对我军有参考价值。结论结论 我军应借鉴美海军经验，加快装备保障逆向物流

系统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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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guiding significance of reverse logistics system construction in the Equipment

Support of US Navy for our army. Methods The pipeline of reverse logistics, the advanced traceability and control system,

and the electronic retrograde management system in US Navy equipment support were analyzed, and the inspirations for the

reverse logistics system construction in the Equipment Support of our army were discussed combining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our army. Results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US Navy is referable for our army in five aspects: system

improvement, theory research, pipeline planning, mechanism and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Conclusion We should use the

experience of US Navy as reference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our reverse logistics system in the equipment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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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资源短缺压力的增大和人们环保意

识的增强，逆向物流逐渐成为物流领域的研究热点。

国内外研究人员对地方逆向物流的规划[1-10]、配送[11]及

管理策略[12—14]进行了深入研究，在逆向物流理论和实

践领域都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成果。在军事领域，逆

向物流具有相同的研究价值，很多国家都进行了相关

的探索。其中，美海军在装备保障逆向物流方面积累

了丰富的成功经验，对我军相关建设具有积极的借鉴

意义。

1 美军逆向物流概况

装备保障逆向物流是指在平、战时从作战部队或

储存机构回收因故障而失去原使用价值的军用物资、

器材等，并进行适当处理，直至最终处理完成的整个

过程。装备保障逆向物流是物资在整个生命周期内

能保持完整、有效和充分利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部

队装备完好率和装备保障效率具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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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逆向物流”名词出现之前，逆向物流的实

践即已存在。美国国防部于1972年成立的国防资源

再利用与销售服务部（DRMS）可以说是美军逆向物

流活动的先驱，其任务是为国防部向其客户提供过

剩资产的再利用、转让、销售或处理等服务。事实

上，美军的逆向物流实践可追溯到二战结束时，当时

美军拥有大量的剩余军事物资，但美军只售出了其

中很小的一部分。1949年，美国颁布的联邦资产管

理服务法案授权美国国防部负责管理其过剩资源。

为获得更好的效益，1972年发布的麦克莱伦报告则

建议对过剩资源实施统一处理。随后，美军成立了

国防资源处置服务部（DPDS），也就是 DRMS 的前

身。目前，DRMS是美军实施资源回收与再利用计划

的领导机关，仅2006年，美军再利用的资产价值就高

达19亿美元。

2 美海军装备保障逆向物流系统的运作

2.1 美海军的逆向物流渠道

舰艇或阵位是美海军逆向物流的起点，其典型

渠道过程可分为3步：可修复的故障件从装备上取下

后，先进行简单包装以便于运输，同时准备好需移交

的相关文档；故障件被运往位于圣地亚哥和诺福克

的2个分发中心，分发中心负责接收故障件，并进行

必要的处理（检查、辨别、包装和整修），同时，分发中

心生成备件处理报告（TIR），并通过电子形式传送给

监管部门——海军库存控制点（NAVCIP），NAVCIP

会跟踪故障件状态直至其修复并返回仓库；通过先

进的可追溯性控制系统（ATAC）将收集到的故障件

运往指定大修点（DOP）或指定保障点（DSP）。故障

件在DOP可进行仓库级维修，修复后再返回其前向

物流供应链。DSP仅充当“收集点”，故障件仍要被送

往DOP进行修理。美海军逆向物流渠道的基本过程

见图1。

2.2 先进的可追溯性控制系统

早在1986年，美海军就开始应用先进的可追溯性

控制系统管理其可修件的回收。在ATAC系统中，发

生故障的仓库级可修件（DLR）经分发中心处理后，运

往指定大修点进行修理，或存储在指定保障点。当装

备出现故障且无法在现场修复时，故障件进入ATAC

系统有2种途径[15]。第1种是将故障件直接或通过授

权邮件送往最近的分发中心，由分发中心对故障件进

行检查、确定处置方案，然后送往DOP维修或送到

DSP进行存储。第2种是将故障件送往备件的地区供

应机构，在那里通过合并运输再运到最近的分发中心

进行相应的处理。ATAC的故障件处理流程见图2。

2.3 电子回收管理系统

电子回收管理系统（ERMS）是海军库存控制点

（NAVICP）、海军供应信息系统机构（NAVSISA）和海

军供应系统司令部（NAVSUP）共同开发的基于Web的

应用软件，其目的是减少物资识别错误，提高可修件

回收的精确度、准时性和在途可视性（ITV），为客户和

运输系统管理提供质量控制手段。ERMS具有简单、

易用等特点，可为客户提供DLR相关业务的一站式服

务，可实现故障件在逆向物流系统中各个环节的实时

可视性。

ERMS的主要功能包括：识别回收物资，生成备件

处理报告（TIR），生成移交/货运单据条形码，生成载运
图1 美海军的逆向物流渠道

Fig.1 Pipeline of reverse logistics in US Navy

图2 ATAC的故障件处理流程

Fig. 2 Processing flowchart of failed parts in AT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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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单和军事货运标签，识别故障件回收约束，识别危

险物资并进行分类，生成工程调查文档、质量差异报

告、航空发动机运输与跟踪文档，生成维修与回收运

输条码文档。

美海军实践证明，ERMS能有效减少DLR的周转

时间，获得了良好的回收物资在途可视性，降低了运

输成本，避免了物资丢失，并能为部队检查备件、准备

文档提供帮助[16]。

3 我军装备保障逆向物流现状分析

装备保障逆向物流在我军也不是新鲜事物，武器

装备的返修、报废装备与器材的回收处理等逆向物流

活动一直存在。近年来，我军装备保障逆向物流的运

行和发展虽取得了一定的军事、经济和环境效益，但

还存在机制不健全、体制不顺畅等问题，制约着逆向

物流系统效益的提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逆向物流意识淡薄，相关研究有待深入

长期以来，在我军装备保障领域，保障物资、器材

的筹措、储存、供应等前向物流环节一直是相关部门

关注的重点，而对逆向物流明显不够重视。从某种意

义上说，逆向物流意识的淡漠已成为发展军事装备保

障逆向物流的障碍之一。在相关理论研究领域中，对

装备保障逆向物流的研究和探索相对较少，特别是对

相关建设有实际指导意义的研究更是少见，在一定程

度上阻碍了装备保障逆向物流系统的建设。

3.2 运行机制不健全，管理体制不尽合理

运行机制不健全和管理体制的不合理是制约我

军装备保障逆向物流系统健康发展最主要的因素。

随着军事实力的增强和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废旧装

备和器材大量产生，逆向物流在装备保障中的作用愈

发凸显。由于，我军没有建立全面监管装备保障逆向

物流的机构和运行机制，且缺乏统一的规划和建设，

从而导致各业务部门各行其是，造成废旧装备、器材

回收率低，规模效益差，管理不规范等问题突出。

3.3 管理过程复杂，管理技术手段落后

由于需回收的装备物资具有空间上的分散性和

时间上的不确定性，导致其逆向物流管理的复杂性和

操作难度大大增加。由于我军在逆向物资管理方面

还缺乏实用、高效的技术手段，特别是信息技术和科

学决策方法的应用亟待拓展，从而导致逆向物流信息

不准确、不及时，相关决策的效率和科学水平较低。

落后的管理技术手段已成为制约装备保障逆向物流

实现精确化的重要因素。

4 美海军装备保障逆向物流对我军的启示

4.1 提高思想认识，健全装备保障逆向物流规章制度

装备保障逆向物流不仅关系到资源的回收利用

和保障效益，还对武器装备完好率和装备保障效率有

着重要的影响。要推动逆向物流的发展，首先要通过

宣传教育，使相关人员能充分认识装备保障逆向物流

的作用、意义，了解逆向物流的相关理论知识；其次，

应尽快制定装备保障逆向物流各处理环节的相关标

准和作业规范，对收集、鉴别、分类、运输、处理等环节

做出统一要求及明确、细致的规定，以实现逆向物流

的标准化作业，提高装备保障逆向物流效率。

4.2 深化理论探讨，加大装备保障逆向物流研究力度

要实现装备保障逆向物流系统的高效运行，离不

开先进的理论、方法的指导和应用。我军应系统查找

装备保障逆向物流系统存在的问题，深入分析其原因

及对策。针对存在的实际问题，开展相关理论与方法

的研究，并以理论研究成果为基础，推进其在装备保

障逆向物流实践中的应用。当前，我军的装备保障逆

向物流理论研究应重点对物流流程的规划设计和各

环节的优化方法进行研究，并重视相关研究的针对性

和实用性，使之能确实有利于解决装备保障逆向物流

工作中的实际问题。

4.3 进行科学规划，建立高效的装备保障逆向物流渠道

装备保障逆向物流的运作效率直接依赖和受限

于装备保障逆向物流渠道是否顺畅，因此，必须科学

地规划逆向物流网络，优化装备物资流通渠道，包括

装备保障逆向物流网络设施的选址规划，物流网络节

点和运输系统设计等。在我军装备保障逆向物流系

统建设中，应从顶层设计的角度着手，运用先进的理

论和方法，并结合实际需要，对逆向物流网点、组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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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业务流程等进行统一规划，设计并建设先进、实用

的逆向物流渠道，确保装备保障物资器材能高效、合

理利用，发挥出更高的军事、经济效益。与前向物流

不同，逆向物流涉及的物资往往数量小、来源多且不

确定性强，因此在逆向物流系统规划时可根据部队、

仓库、修理站（所）、军工厂等的分布情况统筹考虑，建

立相对集中的装备保障逆向物流处理中心，形成逆向

物流的规模效应，达到提高逆向物流效益、节约物流

资源的目的。

4.4 促进军民融合，建立军地一体化的逆向物流运行

机制

当前，引入第三方物流不仅成为企业界的一种

国际性趋势，也逐渐被发达国家的军队所采用发现，

并在军队后勤改革与建设实践中积极倡导和运用。

如美军在装备保障逆向物流系统中引入地方物流企

业，建立军民融合的一体化逆向物流体系，对提高装

备保障效率和效益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在装备保

障逆向物流中贯彻军民融合思想，需深入分析装备

保障逆向物流中运用第三方物流的基本原则和运营

机制，确定地方部门参与处理的物资种类和物流环

节。例如，对于通用性较强的装备保障物资，通过在

逆向物流的部分环节引入第三方物流商，发挥其专

业优势，达到节约成本、提高效率的目的；对于涉密

性强、危险性高的装备物资，则由军队自行负责处

理。此外，还应研究确定军地双方在装备保障逆向

物流系统中责、权、利的划分方法，建立统一、高效的

运行平台和协调机制。

4.5 依靠技术创新，提高装备保障逆向物流管理的信

息化水平

信息化是时代的主题，“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

息化战争”是新时期我军建设的根本任务。随着武器

装备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纷繁复杂的物资器材种类

给其逆向物流运作带来了巨大的困难，这就要求我军

必须加大现代物流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应用力

度，依靠技术创新提高装备物资器材管理的精确化、

自动化水平。提高装备保障逆向物流管理的信息化

水平，需要建设和应用统一的物流信息平台，并对回

收的物资和器材进行统一的数字化、标准化编码，通

过综合运用网络技术、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自动识

别技术等，对装备保障逆向物流的各环节进行实时跟

踪，实现逆向物流的全程可视、可控，确保装备保障逆

向物流系统的精确、高效运行。

5 结语

完善和优化装备保障逆向物流不仅是节约资源、

提高效益的需要，更是提高部队装备保障效率、实现

精确化保障的重要手段。我军对装备保障逆向物流

的研究起步较晚，与现代化装备保障的要求还有较大

差距，借鉴美海军的成功经验，是利用和发挥后发优

势，推动我军装备保障逆向物流系统建设又快又好发

展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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