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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装备勤务学作为军事后勤学与军事装备学特别是军事装备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研究军队装备保障机
构的专业工作、探求规律并指导实践的动态知识体系。
它是适应我军装备管理与保障体制变革，伴随着军事装备科学的形成和发展而产生的一门新型学科。
　　自1998年我军总装备部成立以来，旨在为新体制下全军装备工作提供理论依据的论著，雨后春笋
般地涌现出来。
这些论著不仅丰富了我军的军事理论，并且对指导军事装备工作实践发挥着重要作用。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人们对装备工作的本质及其规律的认识还不够深入和完善，即使是对支撑相关
理论体系的中心概念也仍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比如，装备、装备指挥、装备信息等概念的内涵是什么？
在装备保障和装备勤务两个术语中，到底应该或何时使用哪一个？
等等。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军事装备理论的发展、装备工作法规的建设和实际业务工作的开展。
针对这一状况，作者以多年的学术研究和研究生教学实践为基础，撰写了这本《装备勤务学》。
书中认为，就军队装备工作而言，装备保障和装备勤务所表述的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在相同论域
里，两者之间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
在论及军队装备工作系统对其外部环境（主要是军事工作系统）的地位作用和影响时，采用装备保障
概念；而在军队装备工作系统内部，人们所关注的首先是系统自身组成元素的聚积、结构关系的理顺
和运行机制的优化，所以主张采用装备勤务概念体系。
这也是本书不同于大多数论著以装备保障为中心概念，而命名为《装备勤务学》的原因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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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装备勤务学》是由教育部研究生办公室推荐，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审定通过的研究
生教学用书。
装备勤务学是一门研究装备勤务本质及其活动规律的学科。
用于指导军队装备工作，特别是装备保障机构的专业工作。
《装备勤务学》旨在系统介绍装备勤务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内容包括三个部分：一
是基础理论，着重阐述装备勤务及装备勤务学的基本概念，分析装备勤务活动系统的结构与运行，揭
示装备勤务的本质，构建装备勤务学学科体系与理论体系；二是专业勤务，紧密结合我军实际，分别
阐述装备物资供应、装备维修、部队装备管理等主线业务及各项综合业务的理论与方法；三是应用指
导理论，主要论述装备勤务力量的建设与运用，以及未来装备勤务等内容。
《装备勤务学》可用作军事后勤学与军事装备学学科研究生课程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也可供装备部门
业务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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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装备勤务学的学科体系　　恩格斯指出：每一种科学都是分析某一个别的运动形式或一系列相互
关联的和互相转换的运动形式的，科学分类就是这些运动形式本身根据其内部所固有的次序的分类和
排列，而它的重要性也正在这里。
　　学科是指一门科学或某门科学的分支。
一门成熟的学科，必然有其完整的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的建立应该包括抽象学科概念体系、整理领域知识体系和划分学科理论体系三个基本步骤，
这三个步骤相互独立，又相互支撑。
其中，学科概念体系和领域知识体系是学科理论体系的基础，学科理论体系是对学科概念体系和领域
知识体系的高层次总结。
学科体系的建立是在上述三个步骤的基础上，进一步整理确立的。
这个过程，就是对装备勤务学学科体系的提炼与创立过程。
　　1．学科概念体系　　从目前的军事科学研究的情况来看，对一些相关概念的先期研究往往会开
辟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甚至建立一门新的学科，因此，学科概念体系对于军事科学研究来说，显得特
别重要，也特别需要。
　　概念体系分为元概念、基本概念和派生概念几个有机组成部分。
其中，元概念指构成一门学科概念体系的最基本、最简单的概念元素，也就是说，它不能被进一步分
解，如果被分解；‘则不再具有实际意义；基本概念指该学科的概念体系中支撑学科成立的由元概念
构成韵那些概念，这些概念的任何变化都对学科内涵、外延及学科性质造成影响；派生概念指在元概
念和基本概念基础上进一步派生衍变出来的概念，这些概念基本上确定了学科的外延。
　　在装备勤务学的概念体系中，元概念包括：武器、装备、勤务、保障等。
基本概念包括：武器装备、装备工作、装备勤务、装备保障、装备管理、装备建设、装备部门、装备
报废等等。
派生概念则丰富得多，包括：装备技术勤务、装备供应勤务；战略装备勤务、战役装备勤务、战术装
备勤务；装备勤务指挥、装备勤务力量建设、装备勤务力量动员，等等。
　　2．领域知识体系　　领域知识体系是学科理论体系的基础。
所谓知识体系，是人们对于某一领域客观事物认识的总汇，是人们依据某·标准对这些认识的整理与
再加工。
它包括对该客观活动自身的知识，也包括与之相关的边缘知识。
由于人们对特定领域客观事物认识的主观性、片面性和随机性，对于这个领域的知识必然是不同的人
从不同的时间、地点，以不同的角度和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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