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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野十七大冶报告指出院必须站在国家安全和
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袁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袁在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遥
军队后勤保障和其他保障的社会化袁 是中央军委决
定于 2000年 1月 1日正式启动三军联勤体制[1]以后
的重大举措遥军队后勤保障和其他保障的社会化袁对
于国民经济动员工作既是挑战袁又是机遇遥这是升级
国民经济动员机构的重大历史机遇袁 也是国民经济
动员工作为实现富国与强军的统一贡献力量的途
径遥

一尧军队后勤保障社会化的进展

2007年 2月袁经胡锦涛主席批准袁中央军委下
发了叶野十一五冶期间推进军队后勤保障和其他保障
社会化的意见曳渊以下简称叶意见曳冤袁要求各级各部门
以高度的责任感尧紧迫感袁认真贯彻胡锦涛主席关于
能利用民用资源的就不自己铺摊子袁 能纳入国家经
济科技发展体系的就不另起炉灶袁 能依托社会保障
资源办的事都要实行社会化保障的指示精神袁 切实
加强组织领导袁 扎扎实实抓好军队后勤保障和其他
保障社会化各项工作的落实遥

叶意见曳明确了野十一五冶期间的主要任务院一是
生活保障社会化曰二是通用物资储备社会化曰三是基
础设施建设社会化曰四是公务用车社会化曰五是非公
务电话通信保障社会化曰六是人才培养社会化曰七是
军队文化事业社会化曰八是军人子女教育社会化曰九

是军事科研社会化曰 十是装备生产和维修保障社会
化曰十一是全面深化事业单位和职工管理制度改革遥

叶意见曳还明确了改革的实施步骤遥 2007年袁由总
部各主管部门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曰 各大单位先行试
点曰2008年袁依据实施方案逐步展开曰2009年袁全面展
开新启动项目曰2010年袁力争取得实质性进展[2]遥

2007年 1月 8日袁国务院中央军委军队后勤保
障社会化工作领导小组正式成立遥 其主要任务是组
织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尧国务院尧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后
勤保障和其他保障社会化工作的方针尧政策和指示曰
研究审议军队后勤保障和其他保障社会化的发展战
略和规划曰 组织协调军队后勤保障和其他保障社会
化需要国家和地方解决的重大问题袁 指导起草相关
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曰 检查指导军队后勤保障和其
他保障社会化工作的开展遥

2007年 1月 23日袁 国务院中央军委军队后勤
保障社会化工作领导小组在京召开第一次会议袁领
导小组组长尧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袁领导
小组第一副组长尧中央军委委员尧总后勤部部长廖锡
龙出席会议并讲话遥会议要求各地区尧各有关部门和
单位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尧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袁扎扎
实实做好军队后勤保障社会化各项工作遥
华建敏在讲话中指出袁 推进军队后勤保障社会

化袁是国务院尧中央军委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袁是加
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袁 是促进国防
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遥各地区尧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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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刻领会国务院尧 中央军委的决策
精神袁 充分认识推进军队后勤保障社会化工作的必
要性和紧迫性袁 政府各有关部门要把这项工作列入
重要议事日程袁切实发挥好主导作用袁共同把这项利
国利军利民的大事办好遥
华建敏强调袁军队后勤保障社会化工作袁既要搞

好整体设计袁又要注重分步分类实施曰既要遵循市场
经济规则袁又要考虑到军队的特殊要求曰既要发挥部
队的积极性袁又要发挥政府部门的主动性曰既要加快
改革步伐袁又要稳妥有序推进遥当前要深入开展调查
研究袁理清工作思路袁根据军队野十一五冶后勤保障社
会化的任务要求袁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3]遥

二尧国民经济动员机构在军队后勤
保障社会中的作用

在党的野十七大冶报告中袁野全面建设现代化后勤
与积极开展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练尧 全面建设现代
后勤冶与野加紧培养大批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冶共同
构成了野切实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冶的重要措施遥 为
此袁我们必须结合党的野十七大冶确定的方针袁深入思
考国民经济动员机构在军队后勤保障和其他保障社
会化工作中的作用遥
国民经济动员是连接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桥

梁和纽带袁 本质上是为军队的后勤保障提供经济资
源支持遥 在军队后勤保障和其他保障社会化的过程
中袁它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遥

1.国民经济动员机构具有相应的优势
军队后勤是指 野军队编成内的后勤机构及其各

项专业勤务的统称冶袁军队后勤保障是军事活动的重
要组成部分袁是指野对军队作战尧训练尧生活等采取的
后勤专业勤务保障活动的统称遥冶[4]多年来袁国民经济
动员工作的对口部门就是军队的后勤或者联勤部
门遥
实行三军联勤在解放军历史上是第一次袁 也是

新中国成立以来解放军后勤保障体制的一次重大变
革遥 这标志着解放军沿袭了近半个世纪的现行三军
分供体制已告结束袁并被以军区为基础尧区域保障与
建制保障相结合尧 通用保障与专用保障相结合的新
型保障体制所取代袁 从而使解放军后勤向现代化方
向迈出了重要一步遥
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是国家的重要职能袁 军队

后勤保障和其他保障社会化不等同于简单的商业采
购行为袁 为了切实地落实军队后勤保障和其他保障
的社会化袁 必须由国家宏观调控部门予以协调和支
持遥 各级国民经济动员机构都设在同级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袁本身隶属于承担宏观调控职能的政府部门袁

具有承担军队后勤保障和其他保障社会化任务的优
势袁国民经济动员机构职能升级以后袁也具备支撑军
队后勤保障和其他保障社会化的能力遥

2.有利于促进军民结合
国民经济动员工作坚持军民结合尧平战结合尧寓

军于民的方针袁 是将军队后勤保障和其他保障社会
化工作融入平时经济建设的重要途径遥
国民经济动员在国家经济结构调整中统筹考虑

军需民用尧平战衔接袁使平时的国防经济保持在合理
的水平上曰按照平时服务尧急时应急和战时应战的功
能定位袁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应战尧应
急相结合的国民经济动员体制尧机制和法制遥
国民经济动员包括平时准备和战时实施两个重

要环节袁平时准备就是为了战时实施遥 多年来袁国民
经济动员机构着眼于战时实施而进行平时准备袁但
是袁 各级国民经济动员机构多年来最困惑的问题就
是军事需求不清遥为此袁国家和军队有关部门采取了
各种措施来推动地方和军队的沟通与联系袁 取得了
一定的效果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工作中的困境袁但
还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遥
把军队后勤保障和其他保障社会化工作与国民

经济动员机构日常工作结合起来袁 有利于在业务层
面上加强军地联系袁促进业务融合袁更好地完成国民
经济动员任务遥

3.有利于实现平时保障与战时保障的统一
国民经济动员机构承担平时军队后勤保障和其

他保障社会化任务袁 有利于建立平战一体的保障机
制袁 在平时的保障活动中结合战时需求的特点有意
识地做好战时实施的准备工作遥
国民经济动员的应战功能袁 归根结底就是针对

战时和平时需求的巨大差异而有意识地建设各种机
制袁在战时满足军队超常需求遥 为此袁平时国民经济
动员机构的工作主要是潜力调查和预案编制袁 按照
军民两用尧平战结合的方针建设国民经济动员中心袁
以及为提高国民经济动员工作效率而推进国民经济
动员信息化建设尧法制建设等遥
为了检验国民经济动员机制和平时的国民经济

动员准备情况袁 各级国民经济动员机构积极利用各
种机会组织或者参与各种演练袁 但是由于目前的国
民经济动员准备聚焦于战时的实施袁 国民经济动员
机构面对的是战时的特殊需求袁 而战时需求又具有
相当大的不确定性袁 不利于国民经济动员机构了解
军队后勤保障和其他保障的特点袁工作没有连续性袁
不利于各级动员机构做好平时准备遥
国民经济动员机构通过承担平时的军队后勤保

障与其他保障社会化工作袁 有利于将平时保障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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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保障做统筹规划袁 有利于提高国民经济动员准备
工作的质量和水平遥

4.有利于促进资源整合
近期国民经济动员工作的重要方向是建设平时

服务尧急时应急尧战时应战机制遥但是袁由于历史的原
因袁机制建设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遥
国民经济动员机构的平时服务功能并没有充分

发挥袁尽管国民经济动员机构通过潜力调查尧信息化
建设袁掌握了所在地区的国民经济资源状况袁建立了
良好的工作体系袁 具备了为平时经济建设服务的能
力袁 但是这方面的功能并没有得到各级政府的充分
重视遥 各级政府还基本上将动员工作归入野国防冶的
范畴袁甚至局限于野拥军冶的范围内遥
国民经济动员机构参与应急机制建设的问题也

没有得到充分重视袁 各级政府的应急机制建设以办
公厅系统为支撑袁 统一指导各行政部门和国民经济
各行业开展应急机制建设袁 并没有充分发挥国民经
济动员机构所掌握的信息资源和国民经济动员工作
体系对应急机制的支撑和保障作用袁 各行政部门和
国民经济各行业都在分头建立应急资源支撑体系袁
从整体来看袁 这不利于全社会资源的整合与充分利
用遥
国民经济动员机构的应战功能虽然得到了各级

政府的重视袁 但也仅限于发生战争情况下的经济支
持袁 平时建设贯彻国防需求等需要在长远规划和机
制建设中解决的问题一直没有正式纳入工作程序袁
只是各级国民经济动员机构在不断地呼吁袁 并没有
向建设项目落实人防设施那样得到严格贯彻遥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袁 各级国民经济动员机构由

于自身建设任务的繁重袁 已经失去了参与应急机制
建设的良好时机袁在应急机制建设中被野边缘化冶了遥
这些问题当然可能通过深化国民经济动员工作和机
构改革与机制建设来解决袁但是袁启动这项工作需要
一个良好的时机袁 现在开展的军队后勤保障和其他
保障社会化工作袁正是完善国民经济动员机制尧深化
国民经济动员工作的需要时机遥

5.由国民经济动员机构承担后勤保障社会化任
务有利于机构改革

党的野十七大冶报告要求加大机构整合力度袁探
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袁 健全部门间协
调配合机制遥 精简和规范各类议事协调机构及其办
事机构袁减少行政层次袁降低行政成本袁着力解决机
构重叠尧职责交叉尧政出多门问题遥

在推进军队后勤保障和其他保障社会化时袁胡
锦涛主席强调院能利用民用资源的就不自己铺摊子袁
能纳入国家经济科技发展体系的就不另起炉灶遥

面对军队后勤保障和其他保障社会化这项历史
重任袁一方面袁如果在各级政府再建立一套与军队后
勤部门对口和配套的主管机构袁或者协调机构袁都不
符合野十七大冶关于机构改革的精神遥另一方面袁经过
改革开放以后多年的建设袁 全国各级国民经济动员
机构已经初步完善袁 完全有能力承担政府主管军队
后勤保障和其他保障社会化的任务遥
而且袁 目前军队后勤保障和其他保障社会化工

作主要集中于后勤的社会化袁 并且已经提出了装备
生产和维修保障社会化任务遥从长远来看袁发展的方
向必然是装备保障的社会化遥 这就为升级国民经济
动员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契机遥
总之袁 抓住军队后勤保障和其他保障社会化的

时机袁升级国民经济动员工作袁提升国民经济动员机
构的职能袁是深入推动军民结合尧平战结合尧寓军于
民机制建设的大好时机遥

三尧升级国民经济动员机构的措施

升级国民经济动员机构袁 支撑军队后勤保障和
其他保障社会化袁不等于取代国民经济动员工作遥国
民经济动员具有重大使命和丰富内涵袁 国民经济动
员的主要目标是院建成比较完善的应付战争尧兼顾应
对突发事件双重功能的国民经济动员体系袁 形成与
国民经济有机融合的国民经济动员基础袁 能够从经
济上保障和应付局部战争及突发事件的需要遥
由各级国民经济动员机构推进军队后勤保障和

其他保障社会化工作袁 并不意味着将各级国民经济
动员机构野翻牌冶改造为军队后勤保障和其他保障社
会化机构袁 而是将有关工作纳入各级国民经济动员
机构的工作范畴袁把国民经济动员工作落到实处遥

根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总体部署袁 按照党的
野十七大冶报告关于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
富国和强军的统一的要求袁 为升级国民经济动员机
构尧整合资源袁推动军队后勤保障和其他保障的社会
化袁当前应该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遥

1.在体制上明确各级国民经济动员机构的职能
党的野十七大冶报告要求增强全民国防观念袁完

善国防动员体系袁加强国防动员建设遥关于我国国防
动员体制建设和国民经济动员体制尧 机制和法制建
设袁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早有明确的部署袁各级国民经
济动员机构的职责在原来的政府改革中也有明确的
规定袁 除在明年即将开展的深化行政改革过程中不
断丰富和完善以外袁 目前急需明确的是各级国民经
济动员机构在军队后勤保障和其他保障社会化工作
中的职责遥
为此袁希望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组织专门研究袁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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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军队后勤保障和其他保障社会化试点方案袁 明确
各级国民经济动员机构在这方面的职责袁 以及各级
国民经济动员机构与军队有关机构沟通与联系的渠
道和方式遥 通过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分别落实到政府
和军队的有关部门袁 把推进军队后勤保障和其他保
障社会化的职责明确纳入各级政府的日常工作袁纳
入各级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工作职责袁 落实到各级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所属的国民经济动员机构中遥
当前袁 各级国民经济动员机构是同级国防动员

委员会办事机构袁 而各级国防动员委员会是议事协
调机构袁 要切实发挥各级国民经济动员机构在推进
军队后勤保障和其他保障社会化中的作用袁 升级国
民经济动员机构袁需要在其原有职能的基础上袁明确
新的职能袁以便理顺机制袁开展工作遥

2.建立和健全军队后勤保障和其他保障社会化
的监督和监管机制

军队后勤保障和其他保障社会化关系到国防建
设和军队建设袁必须建立完善的监督和监管机制遥从
野十一五冶 期间军队后勤保障和其他保障的社会化袁
以及军队其他保障社会化的长远发展来看袁 当前的
探索和尝试属于军队保障社会化的起步阶段袁 必须
从开始即着眼于机制建设袁 为这项工作的顺利展开
奠定基础条件遥
军队后勤保障和其他保障的社会化袁 属于广义

的尧国防采购的组成部分遥而作为国防采购的活动的
整体袁包括军队所需装备的选择尧承包商的选择尧合
同的选择尧激励的选择和采购决策等重要环节[5]遥 由
军地双方共同针对各个环节建立监督和监管机制是
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遥 这种监督和监管机制的
建立袁 不仅是确保军队后勤保障和其他保障社会化
工作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袁也是改革尧完善和升级我
国国防采购机制的良好契机遥

党的野十七大冶报告要求加快推进政企分开尧政
资分开尧政事分开尧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遥 规范
行政行为袁加强行政执法部门建设袁减少和规范行政
审批袁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遥规范垂直管
理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关系遥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尧健
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袁 随着政
企分开和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袁 企业
独立利益机制的形成袁 国防采购中的博弈问题也必
须引起我们的充分注意遥 一个博弈涉及两个或多个
行为主体渊博弈者冤袁它们的交互作用决定其赢利或
结果遥在分析国防采购时袁三个潜在主体袁即政府尧军
方以及厂商相互关联袁 为此必须加强对国防采购过
程中的博弈行为的研究袁 从而完善政府监督与监管
机制遥

3.在国民经济动员潜力调查的基础上建立国防
采购数据库

为了发挥竞争机制在国防采购中的作用袁 在政
府监督和监管条件下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
作用渊事实上袁经济学家们承认从不存在完全竞争的
市场冤袁优化国防采购行为袁必须建立国防采购数据
库袁 以便国防采购行为能够在多种方案中进行选择
和决策遥
目前袁 军队后勤部门掌握着军队后勤保障和其

他保障采购目录袁也直接管理相应的供应商遥 但是袁
国家已经禁止军队经商袁 现在又要推进军队后勤保
障和其他保障的社会化遥 同时袁总装备部和国防科工
委都积极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防经济建设袁这
势必打破原有的采购与供应格局袁 目前阶段可能仅
在后勤采购中打破原有采纳供应格局袁 长远地看将
在后勤采购和装备采购中全面打破原有采购供应格
局遥 为此袁 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以下两个方
面院

渊1冤原来由军队后勤部门管理的供应商的野剥
离冶问题遥 在这方面军队已经积累了部分经验袁在禁
止军队经商的过程中袁 军队原有的经营部门已经剥
离遥但并非尽善尽美袁比如军事科研机构的科研成果
产业化问题一直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遥 现在需要
在推进后勤保障和其他保障社会化的过程中袁 能够
通过机制建设探索出解决问题的新途径和新办法遥

渊2冤军队后勤保障和其他保障社会化供应商的
选择问题遥显而易见袁短期内军队后勤保障和其他保
障的供应商选择将在一定程度上延续原有的供求关
系袁但野社会化冶的本意并不是将原有的供应商剥离尧
翻牌后维持原有格局遥并且随着原有供应商的剥离袁
原有供应商将成为市场经济的独立利益主体袁 社会
其他企业也必然要介入军队后勤保障和其他保障的
供应领域袁 这就要通过维护和更新数据库为国防采
购提供更多的选择遥
各级国民经济动员机构已经开展的国民经济动

员潜力调查数据库将提供有力的支持袁有些省尧市的
国民经济动员机构提出建立军民两用产品数据库袁
可能是一个更为超前的思路袁值得予以特别的重视遥

这项工作不仅能够推进国防采购改革的不断深
入和发展袁 也将推动国民经济动员潜力调查工作的
深化和发展袁使国民经济动员潜力调查更有目的性尧
更有针对性遥 同时也调动了社会上的企业和事业单
位参与国民经济动员潜力调查的积极性袁 更好地解
决国民经济动员潜力数据更新与维护的问题遥

4.在国民经济动员信息化建设的基础上推进国
防采购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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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建设是保障国民经济动员工作顺利进行的
重要条件袁 也是推进军队后勤保障和其他保障社
会化工作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遥当前袁在国家经济
动员办公室的推动下袁 初步建成了国家和省级国
民经济动员管理信息系统遥但是袁在原有的国民经
济动员体制和机制下袁 地方各级国民经济动员机
构的国民经济动员管理信息系统事实上还处于信
息孤岛状态袁 各级国民经济动员机构间的网络互
联互通尚未实现袁 地方国民经济动员机构与军队
后勤部门间的数据共享问题也没有很好地解决遥
形成这种局面袁 一方面是受制于网络安全技术的
限制袁 更重要的是国民经济动员方面军地协调与
联动机制缺位造成的遥

推进军队后勤保障和其他保障的社会化袁完
善国防采购机制为深化国民经济动员信息化建
设袁 促进地方国民经济动员机构与军队后勤部门
的协调与联动提供了有利时机袁应该抓住机遇袁不
失时机地深入推进国民经济动员信息化建设袁促
进国防采购的信息化袁实现军民一体尧互联互通的
信息化建设遥
在国民经济动员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的

情况下袁深入推进国民经济动员信息化建设袁升级
国民经济动员管理信息系统已经成为各级国民经
济动员机构的强烈呼声袁有关院校尧开发单位和部
分省市的国民经济动员机构都表现出了空前的积
极性遥 但是袁国民经济动员管理信息系统的升级袁
决不仅仅是修订软件的缺陷袁 从而升级软件版本
的简单操作遥 应该结合国防采购体制和机制改革
的不断深化袁 按照军队后勤保障和其他保障社会
化工作的需要袁重新整合军地资源袁规范国民经济
动员业务流程袁 开展国民经济动员信息化系统体
系结构研究袁 重新设计国民经济动员管理信息系
统的功能袁 把以地理信息和潜力数据库为主的国
民经济动员管理信息系统袁 升级为具有决策支持
功能的国民经济动员管理信息系统遥

5.开展军队后勤保障和其他保障社会化的科
学研究工作

军队后勤保障和其他保障社会化是我军后勤
工作的深刻变革袁 这方面只能不断探索尧 积累经
验袁逐步完善尧不断推进遥但是袁在这方面也不是完
全没有经验可供借鉴遥 在深化社会经济体制改革
的过程中袁全国推动了高等学校后勤的社会化袁也
推进了机关后勤保障的社会化遥 目前这两个方面
的社会化工作进展良好袁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袁
对于推进军队后勤保障和其他保障社会化具有重
要的借鉴意义遥

尽管由于国防领域的特殊性袁 我们不可能照
搬高等学校后勤社会化和机关后勤社会化的作
法袁但通过总结这两个领域社会化的经验袁再结合
军队后勤保障和其他保障社会化的要求袁 根据各
级国民经济动员机构建设的现状袁组织有关院校尧
科研单位和实际工作部门袁 发挥军队和地方科研
人员的作用袁深入进行科研研究袁再积极推进有关
试点工作袁 将为军队后勤保障和其他保障社会化
工作提供有益的咨询和参考遥

6.通过积极培养人才来加强队伍建设
人才是一切事业的根本遥改革开放以来袁党中

央尧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非常重视人才工作袁在当前
推进军队后勤保障和其他保障社会化的过程中袁
又将人才培养社会化和军事科研社会化列入重要
工作目标遥 为此袁必须培养和造就大批人才袁建设
一支强有力的队伍袁 来推进军队后勤保障和其他
保障的社会化遥
在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方面袁 全国各级国民

经济动员机构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遥 全国的国民经
济动员教育培训工作从 1997年起步袁1998年依托
北京理工大学办学条件建立了国民经济动员教育
培训中心袁目前已经形成了以国防大学尧北京理工
大学尧军事经济学院为主袁包括各省市国民经济动
员机构袁以及后勤指挥学院尧装备指挥技术学院等
单位的教育培训体系袁 分别对国民经济动员决策
层尧管理层和操作层进行了持续培训袁中国人民解
放军国防大学举办了多期国防动员进修班袁 北京
理工大学举办了 15期国民经济动员基础理论培
训班尧 3期国民经济动员预案培训班尧 5次出国考
察袁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经济学院举办了 3期国
民经济动员业务培训班袁 各省市国民经济动员机
构举办了近百期国民经济动员业务培训班遥 在国
民经济动员领域袁包括继续教育尧学历教育尧学位
教育和出国考察 4种形式的教育培训体系已经形
成袁 有力地支持和促进了国民经济动员事业的发
展遥
但是袁 随着军队后勤保障和其他保障社会化

工作的推进袁国民经济动员工作的升级袁人才培养
面临着全新的形势袁 培训的对象也不再限于全国
各级国民经济动员机构这个范围袁 需要在调查研
究的基础上袁系统尧全面地规范相应的教育培训工
作袁 针对各类人才开展不同形式和不同内容的教
育培训工作遥
推进军队后勤保障和其他保障社会化袁 是实

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的重要举措遥 升级国民经济
动员机构袁 是推进军队后勤保障和其他保障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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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重要途径袁也是推进有中国特色新军事变革尧深
入加强国防动员建设袁 切实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的
重要措施遥各级国民经济动员机构抓住机遇袁综合考

虑尧统筹安排尧积极探索尧稳步推进各项工作袁有利于
落实党的野十七大冶提出任务袁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新胜利做出自己的贡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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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grade the System of Mobilization of National Economy袁
Support the Socialization of the Logistics of the Army

KONG Zhao-jun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袁Beijing 100081)

Abstract: The promotion of socialization of the logistic guarantee and other guarantees of the army is beneficial for the unification of
a wealthy nation and a strong army. The system of mobilization of national economy has the advantage of supporting the socialization
of the logistics of the army, and supporting the socialization of the logistic guarantee and other guarantees of the army through the
system of mobilization of national economy, is good for the unification of the army and the people, the promotion of the unification of
the peacetime guarantee and wartime guarantee, and the promotion of the conformity of the resources, and it accords with the spirit
of institutional reform. So, there is the need to make clear the functions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mobilization institutions from the
systematic level, to establish and perfect the supervision and inspection system of the logistic guarantee and other guarantees of the
army, to found the database of national defense purchasing on the basis of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potential of national economy
mobilization, to promote the informatio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purchasing on the basi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formationization of national economy mobilization, to develop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of the socialization of the logistic guarantee
and other guarantees of the army, and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rmy through the active fostering of the able person.
Key words: mobilization of national economy; logistic guarantee of the army; soci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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