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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后勤学》

内容概要

《理论后勤学——战争准备的科学》一书是目前见到的西方最早的开拓性后勤理论专著，作者是美国
海军陆战队中校乔治·赛勒斯·索普，于1917年出版。西方的军事和后勤学术界对该书的评价甚高。
英国1980年版《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该书提出“战略、战术、后勤三位一体的结构”强调“后勤
当然的职能就是提供战争的一切手段，即人力手段和物力手段”，打破传统的后勤狭窄概念，使后勤
的含义扩大到“包括战争财政、舰船建造、军备生产，以及战争经济的其他方面在内”，是西方十九
世纪以来后勤理论的重要发展。美国著名后勤学家亨利·艾克尔斯在《国防后勤学》(1959年版)一书
中称索普这本“写得很出色的小册子”，是“研究后勤理论和原则的首次尝试”，并指出：直到1945
年在(美国)海军学院图书馆中发现此书五本之前，它几乎或甚至完全未引起人们的注意。该院的几位
学员读完这本书后很感兴趣，他们认为，如果索普的意见能及时地得到应有的重视，那就可以(在战争
中)节约数十亿甚至数百亿美元。遗憾的是，此书已经绝版”。
《理论后勤学——战争准备的科学》一书共十二章，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共十一章，主要依据以
往战争尤其是十九世纪以来三次战争的经验教训(拿破仑征俄之战，美国内战、普法战争)，从理论上
探讨后勤在工业化时代的战争中应有的地位与作用；战略、战术同后勤的相互关系；军队与后勤的组
织体制及其领导，管理方法；和平时期后勤的战争准备和国家的战时生产准备及其动员。第二部分着
重论述如何适应战争需要，加强后勤官兵训练教育问题。
索普在这本书中反复论述的基本观点是：后勤与战略、战术一起构成战争科学的三大分支，现代战争
的准备和实施必须有相应的后勤保障(包括国家动员全部资源)、后勤保障制约着战略、战术目标的达
成，关系着战争的进退与胜负；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的进步引起了作战手段、战争规模及其物质需求
与消耗的变化，由此扩大了后勤工作的范围，进一步提高了后勤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在战争已进入工
业化的时代，后勤必须象商业部门那样，建立合理分工协作的组织体制，采用科学的经济管理方法，
培养有知识的专业人才，精打细算，注重效率，避免重复和浪费。如他认为，“战略之于战争，犹如
情节之于戏剧，战术可比之为演员扮演的角色，后勤则相当于舞台管理、置办道具及担当演出的种种
维持工作”，它虽然默默无闻，但为成功的演出所必不可少，就战争而言，“任何战略问题和战术问
题都要从后勤的角度加以解决”，忽视后勤的结果，付出的代价更高。他强调后勤“应被承认是一门
科学”，并批评只谈战争科学而“闭口不谈后勤”的军事家是对战争的实际和后勤“一无所知”。在
他看来，拿破仑侵俄战争的失败原因在于没有认识到后勤工作是战争活动的“一大独立方面”，没有
组织好后勤协调工作，也是后勤的一大失败。而在美国南北战争和普法战争中，胜利的一方都是后勤
组织得较好的一方。他强调战争“规模庞大，涉及众多的部门，要把国家的各种资源转化为作战手段
，以保障战争的准备和实施，一旦国家处于战争状态，它就成了一个武装的民族——每个人不是直接
投入战斗就是参与保障作战”，经济因素和后勤因素以及国家战时动员对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影响越来
越大。“战争中，交战国家在资源动员方面的竞争空前激烈，看来只有最能经济地使用其资源的一方
，也就是谁最能从其资源的耗费中获得最大效果，最善于选择最经济的武器等等，谁才能赢得战争”
。他预言正在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是：“哪一方拥有最后的后备人力和最后的财力，哪一方
才能打赢这场战争”。他反复说明，“现代战争已丧失神秘性和骑士精神，而与商业性及工业化发生
了密切联系，并因之而使商业性方法适用于战争”；为此，他十分重视军队和后勤的组织体制、实行
“集中控制、分散执行”的原则，精确分工、密切协调、发挥下级和下属人员的主动性，加强各项工
作的科学管理和通过正规教育培养合格人才等问题，强调“研究理论后勤不能不探讨后勤组织的各个
部分怎样才能有效工作的理论，一个组织的各个部分都要有效率”，“有知识，才能有效率”，“基
础教育，对复杂的现代战争中的士兵来说，是发挥他们的最高效率所必不可少的”。为了有效地利用
人力、物力和财力，他还以商业部门和现代工业生产的经验为依据，提出“联合是很大的节约”，陆
、海两个军种(当时还无空军军种)的通用武器装备要实行标准化，统一组织生产、供应，在其它方面
，也要实行联合和统一管理，如军服生产的合并，医院与卫生机构的合并等等。
索普的这本后勤理论专著距今已近七十年，尽管战争与后勤两个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书中论
述的某些基本观点和历史分析仍有较大的参考价值，特别对于研究后勤理论的发展历史有较大的价值
，特全文翻译出版，供参考。需要指出的是，索普是资产阶级后勤学家，他在书中的不少观点，如战
争观问题，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作用问题，反映了资产阶级的立场。另外，该书在学术理论上也有不
足之处，如对战争与经济、战争与后勤相互关系的论述缺乏深入的科学分析等等，望读者阅读时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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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后勤学》

研究和鉴别批判。
还需要说明的是：《理论后勤学——战争准备的科学》一书书名，过去有的译为《纯后勤——战争准
备的科学》。考虑到索普在此书前言中的解释，“理论后勤”(“纯后勤”)指的是对后勤的理论进行
科学的调查研究，与“应用后勤”相对应，故采用了现在的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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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后勤学》

书籍目录

译校者的话说明《理论后勤学》再版序言索普的《理论后勤学》与后勤的历史发展一、后勤系统的演
变二、对后勤下定义的早期尝试三、索普其人与《理论后勤学》四、第二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后勤著述
序言第一部分第一章 后勤学的定义及其在战争科学中的地位一、后勤学的定义及其在战争科学中的地
位二、某些美国军官的意见第二章 拿破仑征俄之战(1811-1812年)的后勤工作第三章 美国内战时期的亚
特兰大战役第四章 普法战争中的德军第五章 作战军队的全国性组织第六章 海军组织第七章 陆军组织
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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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后勤学》

编辑推荐

　　《理论后勤学》一书是目前见到的西方最早的开拓性后勤理论专著，作者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中校
乔治·赛勒斯·索普，于1917年出版。西方的军事和后勤学术界对该书的评价甚高。英国1980年版《
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该书提出"战略、战术、后勤三位一体的结构"强调"后勤当然的职能就是提供
战争的一切手段，即人力手段和物力手段"，打破传统的后勤狭窄概念，使后勤的含义扩大到"包括战
争财政、舰船建造、军备生产，以及战争经济的其他方面在内"，是西方十九世纪以来后勤理论的重要
发展。美国著名后勤学家亨利·艾克尔斯在《国防后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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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后勤学》

精彩短评

1、它是美军后勤理论的起点
2、相关／辅助书目推荐《俄军后勤300年》、《德军总参谋部》、《战争论》、《总体战》⋯别的暂
时想不到了
3、此书副标题为「战争准备的科学」，由一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于1917年所著。作者首次将后勤提
高到空前的高度，与战略、战术相提并论。分章节论述如何准备和组织一场战争，其中思路值得一些
管理者参阅。
4、关于军事后勤学的经典著作
5、20世纪初能有如此详实的对后勤学的看法，让人由衷敬佩。
6、我也搞后勤的，学习一下
7、虽然书中说这本书是那么的好，但是我看完后还是觉得是有带你老了，不过在其中还是能了解不
少东西，还能知道军事活动中后勤的保障还是特别重要的
8、经典系列，书质量也不错
9、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系统的威力！
10、理论后勤学
11、很好，很给力，很喜欢
12、言简意赅，高屋建瓴
13、初版后影响不大，印数太少，差点被遗忘了⋯⋯
14、后勤要统筹兼顾，与战略战术意图及执行密切配合，遵循集中规划和分散执行的原则
15、大炮一响，黄金万两，统军的精华不只是战斗的一霎那，更在于准备
16、把这本“小册子”啃掉了，也算是拓展一下学识吧......
该书毕竟和现在时代差距太大，看起来不那么带劲。
17、物有所值不错的书，收藏
18、好书！
19、just an idea, too simple. Not worth of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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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后勤学》

章节试读

1、《理论后勤学》的笔记-第3页

        克劳塞维茨的观点：战术是一部分，战略是另一部分；后勤是其余部分。

2、《理论后勤学》的笔记-第133页

        技术教育计划：
㈠　陆军（初级）
⒈　陆军军校学员：
⑴　外语知识，这是阅读技术文献、掌握军事科学所必须的。
⑵　卫生及伤员急救知识。
⑶　行政管理（包括同司令部各部门联系业务的方法）。
⑷　军法及有关程序。
⑸　陆军规章条例及惯例。
⑹　国际法有关军队部分。
⑺　机械绘图和手工绘图，以及军用地图绘制。
⑻　摄影。
⑼　步兵、骑兵及炮兵教练，讲授这些兵种的战斗力，纪律养成教育，使军校学员有机会选择最适合
他的兵种。
⑽　教学法。
⑾　心理学。
⑿　数学。画法几何及微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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