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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军用物资托盘循环共用机制，为军用物资托盘高效管理和循环使用提供理论指导。    

方法 结合国家托盘循环共用系统建设发展实际，在对比分析军用物资管理特点的基础上，研究提出军

用物资托盘循环共用的 3 种运行模式和 5 项管理机制。结果 建立了军用物资托盘循环共用机制，对提

升军事物流保障效率、节约军用物资保障成本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结论 构建军用物资托盘循环共用

机制应在积极融入国家托盘循环共用体系的基础上，重点加强组织机构、业务流程、托盘标准、管理网

点、软件系统等方面的管理机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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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let Circulation Sharing Mechanism of Military Supp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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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e of Logistic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100166,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study the pallet circulation sharing mechanism of military supplie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he efficient management and recycling of pallets of military supplies. Combined with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pallet circulation sharing system, three operating modes and five management mechanisms of 

pallet circulation sharing for military supplies were put forward based on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ilitary supplies management. The establishment of pallet circulation sharing mechanism of military supplies had pos-

itiv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military logistics support, and save the cost of military supplies 

support. To build the pallet circulation sharing mechanism of military supplies, the construction of management mecha-

nism of organization structure, business process, pallet standard, management network and software system should be 

emphasized on the basis of actively integrating into the national pallet circulation shar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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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用物资托盘是军事物流活动的重要技术依托，
在军事物流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依托
国家、社会托盘循环共用系统，探索建立军用物资托
盘循环共用机制，实现军用物资托盘统一管理、全军
共用和循环使用，加快托盘的流通速度，提高托盘的
综合利用率，对于节约经费投入，全面提高物资器材
集装化水平和机械化作业能力，进一步提升军事物流
速度和后勤保障效率意义重大。 

1  建立军用物资托盘循环共用机制

的重要意义 

1.1  有利于提升军事物流保障效率 

现代战争物资消耗巨大，战时物资保障任务异常

繁重，要求作战物资特别是弹药的运输补给速度更

装备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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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数量更大，能否将作战物资及时准确地运抵作战

地域，将直接影响战争结果。建立军用物资托盘循环

共用机制，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军用物资包装的单元

化、规范化和标准化水平，提升机械化作业效率，促

进一贯化运输，能够简化供应保障环节，减少装卸、

倒载、换乘的时间，加速运输保障工具和军用物资的

周转，加快军事物流保障速度，提高快速供应保障能

力[1—4]。 

1.2  有利于促进国家托盘循环共用 

托盘具有很强的军民通用性，依托国家、社会托

盘循环共用系统构建军用物资托盘循环共用机制，既

有利于依托国家托盘循环共用系统的托盘及服务网

点等资源，方便利用国家现代物流网络实现航空、铁

路、公路和水路等运输方式多式联运的顺畅高效衔接

转换，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各种军用物资运至保障地

域，实现利用国家、社会优势资源满足军事需求的目

的。同时，也有利于结合军用物资的市场采购、运输

配送，要求或牵引带动军用物资生产企业使用国家、

社会托盘循环共用系统，提升供应链作业效率，推动

国家托盘循环共用系统的建设发展[5]。 

1.3  有利于节约军用物资保障成本 

实现军用物资托盘的循环共用，可以加速托盘的

循环流通，提高托盘的利用率，从总体上降低军队托

盘的采购数量和使用成本；同时，建立托盘循环共用

系统，将进一步促进军用物资向集装化包装发展，提

高机械化作业水平，减少人工搬运，加快装卸速度，

有效减少压车压库现象，能大大降低物流作业费用；

此外，托盘的应用还可以对物资提供更好的防护包

装，有效防止小件物资丢失或因震动、碰撞、跌落等

导致物资质量水平下降，将进一步减少军用物资的损 

毁率，节约物资采购经费[6—7]。 

2  军用物资托盘循环共用的运行模

式构想[8—9] 

2.1  流通较快的通用物资主要采用租赁模式 

2.1.1  适用范围 

适用于军队内大宗流转、周转速度较快、涉密性

不强的通用物资；从市场采购，直达配送到部队用户

后仍需短期继续使用托盘的物资。 

2.1.2  运作方式 

由军方统一选择托盘循环共用系统供应商，签订

服务协议，军队用户按需使用托盘，每月按照托盘的

使用数量及使用期限统一办理结算。在具体使用时，

由物资生产厂家向生产地的托盘服务商营运中心起

租标准托盘，通过带板运输方式发货到目的地的军队

仓库或部队，完成物资与托盘的同步交付。收货之前

的托盘租赁费用由生产厂家承担，收货之后的托盘租

赁费用由军方承担，在使用完毕后由军队用户将空托

盘就近退租给当地的托盘服务商营运中心，无需再将

空托盘返运回生产工厂，见图 1。通过托盘服务商覆

盖全国的营运网络服务体系，可以随时实现同时在多

个城市起租和退租托盘，保障军用物资在不同城市之

间顺畅流转，降低空托盘的库内管理和异地调运成

本。托盘的供给、维修、清洁以及托盘共用系统的网

点建设由托盘运营商全部承担。考虑到军事信息保密

要求，托盘服务商可以通过建立符合保密要求的独立

的数据库，对军队使用的托盘信息进行脱密处理和隔

离管理，或者可以将相关软件系统部署在军队内部网

络，并将数据管理权交给军方。 

 

图 1  托盘租赁模式 
Fig.1 Pallet rental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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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优点分析 

对于涉密性不强的物资使用社会化的公共服务，

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共享整个托盘池，托盘服务商所有

仓库的库存托盘都可以随时转换为托盘供应，能够在

短时间内运用覆盖全国的营运网点进行大量托盘的

异地调运，提高应急订单的供应保障能力，优化军事

物流保障链的效率。同时，通过共享托盘池，可以把

托盘运营管理的固定成本和其他所有客户分摊，大大

降低物流成本。 

2.2  长期存储的军用物资主要采用交换 

模式 

2.2.1  适用范围 

适用于军队内部周转率较低，需要长期存储的

军用物资；涉密性较高，需要军队物流自行保障的

物资。 

2.2.2  运作方式 

由军方统一采购符合交换要求的标准托盘，并配

发给仓库、部队等使用，同时要求所有供货商使用符

合同样交换要求的标准托盘，待货物配送到部队后不

拆托盘，直接返还以同数量、同质量的空托盘，见图

2。也可以由军方统一选择托盘循环共用系统供应商，

签订服务协议，军队用户按需使用托盘，统一办理结

算，以充分利用托盘服务商全国服务网络及节点的优

势，提供统一质量、统一价格、统一标准的长期、稳

定的持续性托盘服务。当部队有托盘需求时，可以从

托盘服务商最近的营运网点按统一价格购买标准托

盘，用于与供货商随物资运输的标准托盘交换。在物

资使用后，标准托盘可以由托盘服务商运营中心按统

一固定价格回收。在交换模式下，托盘服务商不需要

追踪托盘流向，也不需要掌握任何托盘管理数据，因

此也不存在保密的风险问题，适合涉密性较高的军用

物资。 

 

图 2  托盘交换模式 
Fig.2 Pallet exchange mode 

 

2.2.3  优点分析 

针对长期存储的军用物资，托盘主要用于静态堆

存，其周转速度慢，有的长达几年甚至十几年，如果

采用租赁模式，托盘租赁成本会比较高。通过采用托

盘服务商提供的托盘循环共用系统，一方面可以保证

供应托盘的质量标准，降低货物损失的风险；另一方

面通过规模化的维护服务，可以降低托盘的使用成

本，同时可提供稳定可靠的应急供应。 

2.3  特殊的军用物资主要采用军内循环  

模式 

2.3.1  适用范围 

适用于对托盘载质量、材质等有特殊要求，地

方租赁的托盘无法满足要求的军用物资；军队目

前保有的无法替换进入地方标准托盘池的各类托

盘。 

2.3.2  运作方式 

军队内部统一管理使用，跨专业按需就近调

用，实现军队内部专用物资托盘的循环共用，通过

信息化管理跟踪托盘使用情况，提升托盘利用率，

减少托盘闲置浪费。在具体使用时，由物资生产厂

家就近向军队托盘网点申领军用托盘，通过带板运

输方式发货到目的地的军队仓库或部队，在使用完

毕后由军队用户将空托盘就近退给附近的军用托

盘网点，见图 3。在此基础上，统一选择托盘循环

共用系统供应商或托盘生产维修企业，签订第三   

方服务协议，对军队专用及现阶段暂时无法替换成

标准托盘的各类托盘，利用托盘服务商的服务网络

体系，为军队提供托盘的运输和破损托盘的维修   

服务。  

2.3.3  优缺点分析 

既能考虑军事物资运输的特需，又能在节省部队

维护人力物力的同时，充分发挥军队现有的各类托盘

的使用价值，最大限度实现“物尽其用”。考虑到军队

现有的托盘规格尺寸不统一，不利于军队物流系统内

不同节点之间的流动和交换，不利于全军整体实现托

盘循环共用，影响军事物流的保障速度，建议主要保

留 1200 mm×1000 mm规格的托盘，尽快淘汰其他规

格的托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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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军内循环模式 
Fig.3 Internal circulation mode of the army 

 

3  军用物资托盘循环共用管理机制 

3.1  完善组织机构，建立归口统管机制 

国家、社会托盘循环共用系统是在国家支持和经
济效益驱动之下建立运行的，在军事效益优先的军队
系统建设发展托盘循环共用，不能简单照搬地方企业
模式，任由各专业、各级部队自行发展，而应该充分
发挥军队集中统一、令行禁止的制度优势，设立全军
性的管理机构，建立统一归口管理机制，统一指挥军
地托盘回收及循环利用，才能充分发挥军队托盘循环
共用系统的保障效能。结合我军改革后的管理体制，
建议由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承担相关职能，负责指导全
军物资运输托盘循环共用机制建设和管理，包括全军
各型托盘的需求调研、市场选型、集中采购、按需配
发、统一调度、用后回收、维修保养、处理报废等具
体管理事宜。 

3.2  优化业务流程，建立灵活调配机制 

结合军事物流主要业务流程，优化设计一体化托
盘回收及循环利用的业务流程，实现军用物资托盘在
全军范围内的灵活调配使用。核心是解决托盘的权属
问题，由全军托盘管理机构统一管理军用物资托盘的
调配使用，各有关单位结合物资采购、运输任务按需
申领使用托盘，管理机构强化服务意识、及时响应需
求、就近调拨采购，使军用物资托盘沿着需求保障链
尽可能地前推至物资生产厂家、后延至任务部队，实
现物资的托盘化集合包装以及一贯化多式联运[10]，并
灵活利用配送物资的返空车辆，及时回收任务部队用
后闲置的托盘，实现军用物资托盘的循环利用，避免
留存积压，最大限度地发挥托盘的综合保障效能。 

3.3  规范托盘尺寸，建立标准统领机制 

统一的技术标准是托盘在全军范围内顺畅流转、

循环共用的技术基础。GJB 183A—1999《军用平托

盘基本尺寸和额定载重量》规定军队通用平托盘的基

本尺寸为 1200 mm×800 mm，1200 mm×1000 mm和

1100 mm×1100 mm等 3种。GB/T 2934—2007《联运

通用平托盘 主要尺寸及公差》中规定联运通用平托

盘规格是 1200 mm×1000 mm和 1100 mm×1100 mm

两种，国内托盘循环共用企业大部分提供规格为 1200 

mm×1000 mm的托盘。根据民用托盘共用系统的发展

经验，托盘共用系统如果容纳多种规格托盘在系统内

流通，会增加系统运行成本，降低系统运行效率，因

此，为实现军队托盘共用系统顺畅高效低成本运行，

军用物资托盘应当尽量选择规格为 1200 mm×1000 

mm的托盘[11—13]。 

3.4  依托民用网点，建立共建共用机制 

军事物资配送主要流程是从供应厂商→储供基

地（战役仓库）→队属仓库→部队用户，军用物资托

盘循环共用系统的建设，主要选择物资吞吐量较大的

储供基地（战役仓库）、队属仓库等作为军队内部的

托盘管理网点，构建军队内部托盘循环共用网络。在

此基础上，积极与国家社会发展比较成熟的托盘循环

共用系统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依托民用托盘运营网点

布局优势，构建军地一体的托盘循环共用大系统，完

善信息沟通、行动协作、人才及资源交流等机制。为

促进军队托盘共用系统建设发展，还应当建立民用托

盘循环共用企业准入机制、竞争机制和监督机制，遴

选无外资背景、实力雄厚、托盘供应能力强、服务质

量高的企业，并对其合作运行的各个环节实施有效监

督，及时发现和纠正存在的问题或缺陷，保证军用物

资托盘系统高效稳定运转，特别是在应急应战中发挥

应有的作用。 

3.5  研发软件系统，建立信息管控机制 

军用物资的储存、运输需要大量的托盘，要实现

托盘的统一管理和回收再利用，需要加强信息化管理

手段的应用。首先要对军用托盘实行统一的逐件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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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统一安装射频识别标签，并将射频标签自身的

唯一标识号码与托盘编号绑定，方便对托盘的数字化

标识和信息化管理。在此基础上建立军用物资托盘循

环共用管理信息系统，包括托盘需求提报、托盘调配

回收、使用状态跟踪等功能，全军相关的物资管理部

门和储存单位可以提出托盘使用需求，系统可以记录

就近调配、租赁或退还托盘的情况，实现对各类托盘

的全流程跟踪和全寿命管控，以随时掌握每一件托盘

的位置、使用状态，就近回收调拨、加速循环利用、

减少空置积存、及时维修处理。在托盘重复使用时，

不需要更换射频标签，只需改写标签内容。对托盘的

跟踪管控将贯穿军用物资供应链保障的全过程，从而

也将同步实现对各类军用物资的可视化管控[14—15]。 

4  结语 

军用物资托盘循环共用机制，有利于提升军事物

流保障效率，促进军民深度融合发展，节约军用物资

保障成本。建设军用物资托盘循环共用机制，应当积

极利用国家、社会托盘循环共用系统建设成果，实现

军民优势互补、资源统筹共享，避免重复建设，重点

加强组织机构、业务流程、托盘标准、管理网点、软

件系统等方面的管理机制建设。在具体应用过程中，

应当区分物资的特点和托盘使用周期，合理选择租

赁、交换或军内循环模式，让托盘随着物资在全军范

围内无障碍流转，促进跨专业循环共用，减少闲置浪

费，最大限度地实现降本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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