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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我国的动员法律制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莫纪宏  
 

  为了维护国家安全，打赢未来高技术战争，健全和完善动员法律制度意义重大。目前我国动

员体制的许多内容在我国宪法、法律和法规中有所体现，但我们也要看到这方面存在着不足：动

员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在法律、法规中含义比较宽泛，缺乏准确性；没有一部统一的动员法；缺少

有效运作动员体制的专门性动员机构；关于适用战时或者准战时的动员体制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

系等。 
  为了更好地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必须考虑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对国民经济所造成的巨大影

响，有必要建立完善的国防动员体制。同时，重大的自然灾害往往也会给经济建设的发展造成重

大影响。考虑到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因此，应当将动员体制的内涵扩大到应付自然

灾害中，从而制定一个服务于国防和救灾目的的国家动员法，这似乎更符合我国的国情。 
  要使动员工作在战时卓有成效，就必须在平时准备阶段抓好各项基础工作，特别是要加强对

战时“民转军”工程项目的管理与监督，建立经济风险的防范制度，实施必要的演习和训练等。

要通过国防教育和宣传，使平时的动员工作深入人心。政府要保证对社会资源的必要控制，以便

在战时能迅速地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保障军事斗争的需要。 
  应当建立必要的动员机构。建立平战结合的动员机构，应当在国务院以及各级人民政府设立

统一的紧急事务管理机构，同时建立分类的紧急事件追踪档案，以备实施动员时使用。还应进一

步提高政府领导部门全面掌握和控制紧急事件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