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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们可能对军事知识都有了一定的了解，也一定知道军

队里面有军、师、旅、团、连等多种级别。甚至有很多小朋友还

想过长大以后当将军。但是，小朋友们知道吗？这些所谓的军、

师、旅、团、连就是军队的编制，每一个编制，都代表着一定数

量的军队和武器装备。

具有一定军事常识的小朋友都知道，军长比师长大、师长比

团长大、团长比连长大，那么这样的级别背后，相应的编制又是

怎么样的呢？一个军有多少人？一个师、一个团、一个连又有多

少人？这些编制是通过怎样的方式规定下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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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军队中，正规的编制分为师、团、营、连、排等五个

编制，这是全世界所有军队都通用的编制。而军、旅、班则视具

体情况而定，“军”是最高一级的军事编制，现在的军一般都是

集团军，而每个集团军的大小都是视地方军力而定

的，并不固定。旅也是一个特殊的战斗单位，并不

是所有的军队中都有旅的编制。

但是师、团、营、连、排的编制也不是固定的。

比如现代的师有装甲师、机械化步兵师、轻型机械化

步兵师三种；团则分为装甲团、机械化步兵团、轮式

机械步兵团、火力打击团、轻型火力打击团、防空团、

航空团、突击运输航空团。营编制、连编制和排编制也是一样

的，因为职能不同，其人员数量也是不一样的。

这些编制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规定下来的呢？正如上文所

说，这是依据这些军事单位的职能来进行编制的。

以装甲师为例，一个装甲师下设五个团，

即一个装甲团、一个机械化步兵

团、一个火力打击团、一个

防空团和一个航空团。而这五个团级单位也

是通过下一级的装甲营、机械化步兵营、活

力营、防空营、轻型火力营、直升机营、突击

运输机营等单位编制起来的。这些编制的制定，就是根据多兵种

作战的优势来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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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数量的

          奥秘

军队是维护一个国家国家安全的重要保证，有了强

大的军事力量，才能保证这个国家不受外敌的欺负，这

是千百年来不变的真理，那么军队的数量是不是越多越好

呢？怎样才能保证军队保持最强的战斗力？这是所有

军事家和政治家们一直在探索的问题。

军队的消耗非常大，因为军队不参与生产，所以军队数

量太多，就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

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几乎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参与到

这场战争中来，美国和前苏联也在这场战争中崛起，成为世界超

级大国。由于战争中投入的军事力量太大，世界各国在战后依旧

20世纪以后的战争是一种全方位战争，对各种兵种的配合要

求极为严格，通过每一级别的层层指挥，最终达到最优的战争效

果。这些组织、编制和配合都是经过精密的数学运算来完成的。

比如在一场平原作战中，必须出动一个装甲师，如果仅仅有坦

克，那是绝对不够的，除了坦克，还要有飞机、大炮、直升机和

步兵的集体配合，才能给予敌人全方位的打击。

战争是一种立体行为，可不是在平面上就能完成的。立体战

争中，对军人们的数学计算能力要求极高，小小的军队编制中都

有很大的数学学问。喜欢军事的小朋友们可得好好学习数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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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了庞大的军队数量。二战结束的时候，美国拥有1100万人的

正规军，前苏联的军力也达到了1100万人之多。但是随着和平时

代的到来，战争已经远去，庞大的军队开支使得两国经济不堪重

负，于是两国都加大了裁撤军队的力度。

六十多年过去了，美国军队经过大量裁撤，如今只剩下130

万人左右的正规军。前苏联在1991年解体，俄罗斯联邦成为独立

国家，现在的俄罗斯军队大约在110万人左右。

我国古代的兵书《司马法》中有这样一句话：“国虽大，

好战必亡。”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军队数量过于庞大，国

家就需要支出大量钱物来支持军队建设，就会导致国家变穷。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前苏联之所以解体，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

因就是军队数量过于庞大，导致国家经济无法承受。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军队数量不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主

要因素，科技在军事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美国现在的军队数

量并不是世界上最多的，但是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因为美

国军队有着强大的科技支持。

各个国家的军队数量在各国人口数量中的比例是不一样的，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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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被夸大的

          军队数字

小朋友们如果喜欢读历史书籍，就可能会发现这样一些奇怪

的现象：古人作战的军队数字，动不动就是30万、50万、80万；

杀敌数量也是一样的，历史上动不动就会出现杀敌几十万的例

子。这些数据看着非常惊人，但是经过史学家们后来分析，这些

数字很大程度上都被夸大了。

中国著名的“长平战役”中，赵国出动军队40多

美国人口将近3.15亿，但

是军队数量却有130万人，平均

242个人要养活一个军人。中国人口达

13.4亿左右，军队人数200多万，平均580个人养活一个军人。

于是有些人就说，中国军队数量太少了，按照美国军队的比

例，我们的军队应该到500万人左右。其实按照比例来推算军队

数量的办法是不正确的，除了人数，还要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

和综合国力，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军队太少，就不能保证国家安全；而军队太多的话，则会拖

垮国家的经济，所以军队数量的控制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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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最后这40多万人因为“纸上谈兵”的赵括指挥不利，导致战

争失败而被俘或坑杀。40多万人的军队，就是40多万的青壮年，

史学家们经过考察发现，当时的赵国人口大约在250万左右，当

时战争不断，男丁比较少，数量在100万左右，这样数量的男

丁，真正能够参加服役的人，绝对不可能超过20万，如果真的有

40万军队，估计不用一年时间，赵国就因为巨大的军事耗费而亡

国了。

三国时期著名的“赤壁之战”中，历史记载曹操带20万大军

南下，最后被刘备和孙权以不足5万人的小部队打败，其实

这也是经当时的军事家和后世的史学家们夸大的。当时曹操

刚刚打败袁绍，收集各种残兵败将，总共不会超过30万，留

一部分守家，带十五六万人参战已经是很不错了。5万人杀

20万人，每个孙刘联军要对付4个曹兵，仔细想想就知道这

是不可能的。

这样夸大军队数量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探究

其原因，是因为当时的统治需要。统治者要安定民心，震慑

敌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夸大自己的军事实力，这是中国的军

事家和政治家们惯用的手段。在离我们最近的清朝，乾隆、

10 11



万，最后这40多万人因为“纸上谈兵”的赵括指挥不利，导致战

争失败而被俘或坑杀。40多万人的军队，就是40多万的青壮年，

史学家们经过考察发现，当时的赵国人口大约在250万左右，当

时战争不断，男丁比较少，数量在100万左右，这样数量的男

丁，真正能够参加服役的人，绝对不可能超过20万，如果真的有

40万军队，估计不用一年时间，赵国就因为巨大的军事耗费而亡

国了。

三国时期著名的“赤壁之战”中，历史记载曹操带20万大军

南下，最后被刘备和孙权以不足5万人的小部队打败，其实

这也是经当时的军事家和后世的史学家们夸大的。当时曹操

刚刚打败袁绍，收集各种残兵败将，总共不会超过30万，留

一部分守家，带十五六万人参战已经是很不错了。5万人杀

20万人，每个孙刘联军要对付4个曹兵，仔细想想就知道这

是不可能的。

这样夸大军队数量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探究

其原因，是因为当时的统治需要。统治者要安定民心，震慑

敌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夸大自己的军事实力，这是中国的军

事家和政治家们惯用的手段。在离我们最近的清朝，乾隆、

10 11



用数学方法

    来减少军队消耗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个国家投

入了所有兵力进行战争，伴随着大量人员

伤亡的同时是严重的军备消耗。士兵每天

的衣食住行消耗就是一笔巨大的开支；坦克、大炮、装甲车、飞

机、船只等每天都要消耗大量的汽油；打出去的炮弹和子弹，军

械的维修，受伤人员的医疗和死亡人员的家属抚慰金……大量的

消耗让各国都顶不住了，战争是最为消耗资源的一种人类行为，

如果不想出一种办法节省资源，国家会被活活拖垮的。

当时的美国军方把“减少物资消耗”这个研究课题交给了哥

嘉庆时期的总兵力达70万人，各种准军事

力量一起加起来有120万左右，这已经

是封建王朝时期军队最多的朝代了。

近代以来，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华民国时期

的军队数量一度暴涨，是中国军队最多的时期。但是这个时候的

各种部队并非全属于中央管辖，而是被各路军阀们控制，这是由

特殊的历史原因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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