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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德军大力开展后勤士官基地化训练有其现实的客观需求，具有鲜明的特点。分析
研究德军后勤士官基地化训练，可为我军后勤士官培养训练，尤其是后勤士官实战化训练提供

不同视角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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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军在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 （Ｂａｙａｒｎ）西北部
的维德弗莱肯 （Ｗｉｌｄｆｌｅｃｋｅｎ）地区设有一处 “训

练基地” （ｂｕｎｇｐｌａｔｚ，为减少翻译与理解的歧义，
文中括号内备注为德语原文）。该基地隶属德军主

管后勤支援保障的武装力量基础部 （Ｓｔｒｅｉｔｋｒ
ｆｔｅｂａｓｉｓ，简称ＳＫＢ），面积约６０平方公里，基地规
模大，设施配套，功能齐全，德军后勤士官基地

化训练就主要依托该基地进行。德军后勤士官基

地化训练针对性强、实战性突出、时效性高、训

练量大，实现了训练与后勤士官遂行保障任务需

要间的快速对接，训练成效非常显著。分析研究

德军后勤士官基地化训练的特点，对于提升我军

后勤士官培养训练成效尤其是后勤士官实战化训

练成效具有重要启示。

　　一、德军大力开展后勤士官基地

化训练的背景

（一）遂行相关军事行动后勤保障的现实需要

近年来，德军通过多种形式在欧盟、北约以

及联合国等框架内多次参加执行海外军事任务，

如非洲好望角 “持久自由行动”框架内的反恐行

动、欧盟领导下的 “亚特兰大”反海盗行动、科

索沃维和、阿富汗战后重建与秩序维护、联合国

苏丹特派团行动等［１］。德军根据其国家安全需要

参与在欧洲、北约乃至世界其他地区相关军事安

全事务。德军遂行这些军事任务对后勤保障提出

了新的需求，为满足相关军事行动遂行后勤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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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后勤士官军事以及后方勤务保障素养的现实需

要，德军客观上需要对后勤士官的军事素养以及

后勤保障专业性素养进行有效的训练。其中最为

行之有效的方式就是对后勤士官进行基地化训练。

例如，德军在欧盟和北约框架下参加了阿富汗战

后重建和秩序维护，离开长期的德国国内和平生

活，远赴战火频仍的阿富汗，对德军大部分士官

而言是重大挑战，为此必须在训练基地进行专门

的实战性训练，以提高在阿富汗战场遂行任务的

适应性以及后勤综合保障能力。

（二）德军军事改革的客观要求

近年来，德军加大改革步伐，对其编制体制

和兵员结构进行大幅度的改革调整。其中一项重

要内容是取消了义务兵役制，全面实行志愿兵役

制，压缩服役时间短、军事综合素养相对低的士

兵 （Ｍａｎ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的比例，提升军事综合素养相
对高的士官 （Ｕｎｔｅｒｏｆｆｉｚｉｅｒｅ）的比例，以提高德军
整体战斗力［２］８－１１。由于德国特殊的历史和人权观

念等的影响，德军规定，服役期间的士兵和士官

有权根据自身情况择时选择退出现役。在这种大

背景下，德军后勤士官流动性很大，德军后勤基

层部队士官缺编现象普遍。为适应这一实际情况

并满足遂行后勤保障任务对后勤士官能力、素质

的现实需要，德军客观上需要采用后勤士官基地

化训练这种训练方式，以提高训练效率，在较短

时间内完成后勤士官必备的基本能力培养。

　　二、德军后勤士官基地化训练的

基本特点

　　 （一）训练目的突出实战性

德军为满足后勤士官在执行军事任务中遂行后

勤保障的战场需要，非常突出后勤士官基地化训练

的实战性。具体表现在基地化训练的科目非常详细，

实战性、可操作性强，到相应战场就用得上［２］１９。例

如，笔者在德军学习期间受邀观摩了德军武装力量

基础部 （ＳＫＢ）所属一个后勤营在开赴阿富汗遂行
相关任务出发前进行的基地化训练，其训练科目既

有军事基础性的，又有后勤保障专业性的，包括：

不同枪械，如手枪、Ｇ３６步枪、Ｇ３机枪、车载机枪
等的实弹射击；手榴弹、手雷运用；战时检查站

（Ｃｈｅｃｋｐｏｉｎｔ）的设立及检查勤务；战地紧急救护；
夜间战斗组织；夜间后勤运输车队行进组织；直升

机物资投送与接收；特种车辆，如德军的 Ｄｉｎｇｏ、

Ｅｇａｌｅ、Ｍｕｌｔｉ战场特种运输车、履带式工程车辆等在
战场的使用；后勤车队行驶的组织与安全防护；执

行任务时各种隐蔽型的炸弹、地雷的发现、防范与

处置；执行后勤保障中通信联络的组织；直升机救

援的组织；后勤部队遇袭时的处置以及伤员救护等。

这些训练科目在该后勤营投送到阿富汗战场后就要

运用到，其后勤士官基地化训练目的的实战性非常

突出。

（二）训练科目设置覆盖面全

德军后勤士官基地化训练强调训练科目设置

的全面性、系统性以及战场适应性，训练科目覆

盖面非常全，以提高德军后勤士官遂行任务时的

综合能力。德军后勤士官基地化训练其训练科目

可概括为：一是军事基础训练科目，包括实施如

军事检查站检查勤务；军事行动中的安全防护；

枪械、弹药的种类与组装分解；轻武器射击；地

雷的发现与排除；手榴弹的使用；伤员救护；核

生化防护；本部队常用武器、车辆、装备的使用、

维护等的训练。二是专业基础训练科目，例如后

勤运输士官，其专业基础训练科目包括野战条件

下的饮食保障；驾驶基本技能；危险军用品的等

级分类、装载、运输；相关运输法规；履带式牵

引车辆的操作与牵引勤务实作等。三是具体专业

训练科目，例如后勤运输士官，其专业科目训练

内容包括后勤物资的装载、运输；战场上后勤运

输车队运行时的安全防护；后勤保障过程中与敌

遭遇或接触时的情况处置；夜间遂行任务时相关

情况的处置等［３］１８－２５。

（三）训练方法手段灵活多样

德军后勤士官基地化训练在突出实兵、实车、

实装训练之外，还特别注重模拟化训练和网络化

训练。为提高训练效果、节省费用和保护环境，

在进行后勤士官基地化训练时，德军引进了大量

的模拟训练器材，如各种车辆、坦克、装甲车、

直升机和舰艇的模拟驾驶装置，各种射击模拟训

练器等，让参训士官先进行模拟训练，达到一定

的熟练程度后，再进行实装实作训练，并通过反

复的交换更替，进行纠正和补充［３］５７。这样可使参

训士官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掌握必要的相关技能。

同时德军在训练过程中注重利用网络提高训练内

容的时效性、快捷性、新颖性。此外德军后勤士

官基地化训练特别注重采用训练成效显著的模块

化训练方式。例如笔者曾观摩过的从事军事危险

品运输后勤士官的一次基地化训练，其在基地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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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的时间仅为三周。第一周是危险品运输相关知

识训练学习，内容包括危险品的种类、标识、包

装、运输等；第二周是弹药相关知识的训练学习，

内容包括弹药种类、标识、储存、运输、销毁等；

第三周是装载、运输军事危险品及其安全的训练

学习。训练的模块化特征非常突出，针对性强，

训练效果好。在短短三周时间里完成了对从事军

事危险品运输后勤士官的训练，实现了军事危险

品运输必备的基本能力的培养。模块化训练注重

实用性、时效性，实现训练后就能用得上，训练

成效显著。

（四）训练理论与实践紧密衔接

德军在组织后勤士官基地化训练过程中，特

别注重理论基础培训与实践运用训练之间的紧密

衔接。对实践运用训练组织较容易的科目，理论

提示讲解后立刻组织实践［３］７６。例如，笔者参与体

验的一次 “后勤物资装载”科目训练，教官先在

室内向参训后勤士官提示讲解部分理论，然后立

刻到实地讲解演示、实操实作，进行 “即时实

践”。在实地，事先装载了样车和集装箱，然后让

参训士官找出哪些地方装载的不符合要求、不安

全、不规范，如何改进等。参训士官直接实践参

与，教官现场分析讲解，训练效果非常显著，参

训士官可谓过目不忘，完成本次科目训练后，参

训士官对后勤物资装载方面的知识牢牢掌握并能

加以运用。对实践运用训练由于涉及训练内容复

杂、场地等原因难以立刻组织实施的，则先理论

分析讲解，待参训后勤士官消化掌握后再择机实

践，即进行 “延时实践”［３］８３－８５。例如，德军后勤

营设有转运连 （ＵｍｓｃｈｌａｇＫｏｍｐａｎｉｅ），其保障勤务
涉及航空运输、铁路运输、水路运输、公路运输

等不同运输方式间的装备、物资等的倒运，保障

勤务涉及面广且非常复杂，其后勤转运士官的训

练就采取先理论分析讲解，消化掌握后再择机实

践。笔者曾跟随一个转运训练班赴远离训练驻地

６００余公里的吕贝克 （Ｌüｂｅｃｋ）港，观摩该训练班
的一次由水到陆的装备、物资转运，转运重点是

各类装备、车辆和物资集装箱。该船运输的是德

军一个团从意大利训练结束返回德国的所有装备、

车辆及相关物资，船上装载运输的各类装备、车

辆５００余台套，物资集装箱１００余个。经过多项转
运理论知识的学习，转运训练班的参训士官对相

关知识已有深刻理解，整个转运实践训练非常高

效顺畅。参加转运训练的士官编为一个排３５人，

整个转运过程组织有序，转运迅速，一个团的全

部装备、车辆、物资，不需该团人员在现场，而

是该团事先将各类装备、车辆的点火钥匙置于本

装备、车辆的驾驶室内，而仅有负责转运的３５人
在２小时内完成由船转运到港口指定停放区，效率
之高，遂行任务之快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体现了德军后勤士官非常专业、高效的后方勤务

保障水平。

（五）训练组织安全规范

德军组织后勤士官在训练基地进行训练非常

注重训练组织的安全规范。例如手榴弹、手雷运

用科目的训练。其在训练基地内的手榴弹、手雷

运用训练科目场地分为三个训练区域，一是单纯

的训练弹训练区域，练习投掷的远近与精度；二

是带有爆炸声响的模拟弹训练区域，有防护墙，

训练有一定的危险性，必须戴听力防护装置；三

是实弹训练区域，直接用实弹进行训练；通常是

三项训练依次转场进行。又如，战时检查站

（Ｃｈｅｃｋｐｏｉｎｔ）勤务。检查站设三条检查通道，二
条用于车辆通行检查，一条用于人员的通行检

查［３］３６。检查全面细致，包括大型军车、友军车

辆、小型客车、摩托车、自行车、乘员等的检查。

车辆检查，包括车内、车外、车下，人员全面搜

查，组织严密规范，贴近战场危险的实际情况。

　　三、对提升我军后勤士官培养训

练成效的启示

　　德军后勤士官基地化训练具有明确的实战指
向性，训练实战性突出、针对性强、时效性高、

训练成效显著，实现了后勤士官训练与后勤遂行

实战保障任务需要间的高效对接，对提升我军后

勤士官培养训练成效，尤其是后勤士官实战化训

练成效具有重要启示。

（一）以客观的实战需求为牵引

德军后勤士官基地化训练其最现实的目的，

就是为满足德军相关军事行动后勤保障的客观需

要，例如非洲好望角 “持久自由行动”框架内的

反恐行动、科索沃维和、阿富汗战后重建与秩序

维护等行动。德军后勤士官基地化训练围绕德军

现实的军事行动后勤保障需要进行，客观的实战

化需求牵引贯穿其后勤士官基地化训练的始

终［２］４７－４９。新时期提升我军后勤士官培养训练成

效，必须以实战化为牵引，将实战需求放在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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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后勤士官培养训练围绕我军现实的军事任务与

具体的相关军事行动后勤保障需要展开。

（二）以全面的训练内容为载体

德军后勤士官基地化训练非常强调训练内容

的全面性，训练科目的设置覆盖面广并突出对战

场的适应性。其训练科目设置涵盖军事基础训练

科目、专业基础训练科目和具体专业训练科目等

三大类［２］６８。通过内容全面、科目系统的后勤训

练，德军后勤士官在军事行动后勤保障中展现出

高度的专业性和过硬的军事素养，大大提高了德

军后勤士官遂行保障任务的综合能力，在相关军

事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提升我军后勤士官培

养训练成效应把握后勤各专业勤务特点，结合相

关军事行动后勤保障现实需求，加大训练内容的

全面覆盖，突出后勤士官培养训练对实战的适应

能力，搞好具体训练科目设置。

（三）以有效的训练方式为依托

德军后勤士官基地化训练非常关注训练效果，

通过多种方式实现训练的高效率。例如模块化训

练，德军后勤士官模块化训练注重实用性、时效

性，实现训练后就能用得上，训练成效显著。另

外，德军后勤士官基地化训练在突出实兵、实车、

实装训练之外，还特别注重模拟化训练和网络化

训练等方式的运用。又如，德军后勤士官基地化

训练突出理论基础培训与实践运用训练之间的紧

密衔接，无论是 “即时实践”还是 “延时实践”，

其训练成效都非常显著。提升我军后勤士官培养

训练成效，应根据实战化的需要不断探索更加有

效的训练方法手段，以切实提高后勤士官培养训

练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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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余次。赴某集团军特战旅进行全军特种兵大比
武训练指导，赴新疆武警总队进行专题讲座多次，

并建立了良好的信息交流机制。为湖南省公安厅、

长沙市公安局进行专题讲座２０人次，并建立了良
好的人才共育机制。由教学团队撰写的 《武广高

铁涉恐安全风险评估》受到公安部和铁道部的高

度重视和认可，随后陆续撰写了省市政府、机场、

汽车站、国家电网、自来水厂、剧场、大型商城

等重点目标共计１８份约２０余万字涉恐安全评估报
告，为省、市重要目标反恐力量建设提供了较为

全面的技术支持，社会效益显著。

五、结　语

当前反恐形势严峻，军队作为反恐力量的重

要组成部分，其反恐能力建设任务紧迫，技战融

合式反恐专业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为反恐能力

建设提供了人才保证，也为军队培养以反恐专业

人才为代表的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人才提供了范

式参考。同时，军队作为反恐的强大威慑利器，

兼顾当前需求和长远发展，离不开懂反恐、会反

恐、能反恐的人才培养体系作为支撑，这就需要

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着眼职能使命的拓展变化，

不断创新与完善反恐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走出一

条适应我军军队建设需求的反恐专业人才培养

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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