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体化联合动员就是适应新军事变革和经济信

息化、资源市场化的形势要求, 协调、整合军队、地方

的人力、物力、财力、运行机制等多方面资源进行动

员。它是动员的高级形式, 是落实科学发展观、迎接

新军事变革挑战的必然要求, 是国防建设与经济建

设协调发展的重要表现形式。

一、进行一体化联合动员是信息化战争的需要

信息化战争是一体化联合作战, 是战争双方调

动多种军用、民用、军民两用资源进行的联合作战。

与一体化联合作战相适应, 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 交

战双方在一开始就要为夺取最后的胜利把许多资源

整合起来一体化联合动员。例如, 美国对伊拉克的战

争, 就是一次一体化联合作战与联合动员的最新样

本。美国动用了智能化装备系统、高效率军需后勤系

统、信息化系统、舆论宣传系统、情报资源系统、特种

作战系统的多种资源、多种打击手段进行了一场联合

作战, 同时也进行了成功的联合动员。美国国防部长

拉姆斯菲尔德认为,“联合部队必须是规模灵活、根据

任务模块化编组, 使指挥官能够利用适当力量威慑或

击败敌人。”这实际上就是以终极任务为中心的诸军

种同时展开的多点同时行动的联合作战模式。它突出

了模块意识, 即以终极目标为中心, 将承担各分目标

任务的各种力量与途径相结合, 构建成作战任务的功

能单元模块, 灵活运用于作战行动全过程中的任何时

间段。各个军种、兵种在模块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军兵

种的联合, 是在任务统一下的联合。

美军的 C4I S R 系统( 指挥、控制、通信、计算

机、情报、监视和侦察系统) 在联合作战中发挥了重

大作用。正是信息技术把美军从太空到地面、从其国

内到全球重点目标连接在一起。同样, 一体化联合作

战需要一体化联合动员做支撑。例如, 美军前线部队

使用便携式电子计算机通过卫星信号传输, 向后方

后勤基地发出物资请求, 后勤基地汇总计算、调整原

定方案、编码装箱、组织运输 , 运输部队卸货后通过

卫星向后方司令部报告清单。其中, 每个集装箱都有

条形码和 ID 号 , 并输入计算机数据库 , 实现了全过

程计算机数据处理和武器装备、军需物资等资源的

联合动员。

从总体上讲 , 美国《2003 财年国防报告》认为 ,

“21 世纪的战争将越来越多地要求充分利用国家力

量的所有方面———经济、外交、金融、执法和情报, 当

然还有公开和秘密的军事行动。”美国国会批准将对

伊拉克战争经费追加到 950 亿美元。美国除动员国

际社会支持自己外, 还动员了全球媒体为美军的战

争行动辩护和宣传, 甚至允许外国记者随军采访, 达

到为美军进行正面宣传的目的。美国为降低参战人

员死亡率 , 赢得国内民众的支持 , 战事未响 , 国防部

就与美国红十字会、美国血库协会签订的应急供血

合同, 并将在国内动员的约 600 名医护人员调往美

军在德国的基地 , 使那 里 的 病 床 由 162 张 增 加 到

300 张, 医护人员增加到 2500 人。通过征用和改装,

把巨型油轮、波音飞机改装成医院船、医院飞机。

因此, 新军事变革和信息化战争要求进行兵员

征集、舆论发动、技术支持、运力征用、卫生勤务等多

方面的以赢得战争胜利目标为主要导向的一体化联

合动员, 把技术、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各种要素融入

其中。

二、进行一体化联合动员是应对多种

社会危机、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的需要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和经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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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信息化的趋势愈发明显 , 而洪水、地震、旱灾、火

险、公共卫生事件、群体性事件甚至恐怖事件等依然

层出不穷。随着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对增强抵御风

险能力的要求也在提高。而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

中, 多种危机并存或接连发生, 各种突发事件的信息

通过互联网、短信等多种介质快速传播, 牵一发而动

全身, 极易造成局部影响整体和全局, 不稳定情绪蔓

延等后果, 也需要我们整合各类资源, 进行一体化联

合动员。

就以 2003 年的情况为例, 我们不仅要维护好社

会稳定, 开好十届人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 还要应对

突如其来的非典灾害, 不仅要应对可能发生的长江

流域洪水, 还要应对和抗击实实在在发生的黄河、渭

河流域洪水 , 不仅要进行新疆、云南、甘肃等地的抗

震救灾, 还要保持粮食、食用油市场和价格的基本稳

定。可以说,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一个又一个不期而

至的困难和挑战需要我们去战胜、也必须战胜。

三、一体化联合动员是紧密衔接应急和应战,

加快平战转换速度、提高动员质量和

效果的重要手段

健全的动员体制是应对突发事件时高效快捷地

进行资源重新配置的保证。平时体制和战时体制衔

接得越紧密, 资源整合的越好, 国家应急或应战的速

度越快、效率越高、效果越好。

我们现在已经建立了应对洪水、旱灾的抗洪抗

旱应急抢险机制, 建立了应对地震的抗震救援机制,

建立了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案和机制, 建立

了多种应急队伍。应当说, 各种应急机制和队伍, 对

某一类突发事件的应对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但应

该看到 , 社会各类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等

都是有限的, 特别是在某段时间内或某个时间节点

上更是有限的, 要有效地满足应对某个突发事件或

同时满足应对两个以上突发事件的需要, 必须建立

一体化联合动员机制, 进行联合动员。例如, 美国原

先的“911 系统”, 治安、消防、交通事故、医疗急救等

城市应急呼叫系统各成体系, 相互不能兼容, 不仅维

护成本高 , 还使 60%的寻求紧急帮助者叫错平台。

“911 事件”发生后 , 美国把城市各种应急呼叫系统

集成为统一的“911 平台”, 不仅大大提高了平台的

技术含量, 还是应急机构的反应更加快捷, 节约了大

量的资源, 提高了动员效率。[7]

从平战衔接和平战转换的角度讲, 建立一体化

联合动员机制、进行联合动员, 有利于平时锻炼队

伍, 有利于战时快速地进行动员组织和动员实施, 有

利于提高动员速度、质量和效率, 保证信息化战争的

胜利。

四、构建一体化联合动员机制的初步思路

1.要建立一体化联合动员的体制

要衔接军队和政府系统的关系, 建立平时以政

府部门为主、战时以军队和信息化战争需要为主的

一体化联合动员的体制。要建立战时动员指挥体制

与平时政府部门应急指挥体制之间的“接口”, 把国

务院各部门现存的和拟建的各类应急机制、保障队

伍纳入到一体化联合动员的运行机制框架内。

2.要建立应战与应急结合、分层有序快速反应

的联合动员程序

要把可能发生的非战争性突发事件进行分类 ,

与可能发生的各类战争性突发事件组成一个突发事

件序列, 根据事件性质、危害大小、动员等级等因素,

明确何种情况下应由什么样层次和级别的机构来处

理, 确定应急救援或应急动员队伍的规模和构成, 明

确他们各自的职责分工, 确定信息沟通、情报交换和

指令下达方式。既要明确军队平时参与抗洪抢险、抗

震救灾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 也要明确国务院各部

门、国有大型企业的应急保障队伍和应急机制在战

时支持战争、保障“打赢”的责任和义务, 并在平时就

积极做好应战准备。

这样, 在平时的各类非战争性突发事件的应对

过程中, 一体化联合动员的组织领导机构就能得到

充分的锻炼 , 被动员的各类企业组织、武装力量、资

源、产品和服务、后备力量、专业保障队伍也能得到

一定的检验, 动员预案可以得到修改完善。

3.要通过立法来保障一体化联合动员的实现

要在《突发事件应对法》、《国防动员法》、《国民

经济动员法》等动员法律法规中明确一体化联合动

员的意义、地位、作用和实施方式, 明确政府、军队在

联合动员中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特别是《突发事

件应对法》与《国防动员法》相互之间要衔接好平时

与战时之间的关系、军队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把一体

化联合动员落到实处。

4.要有实施联合动员的工作预案和计划

要在国务院、中央军委的统一领导下, 制定一套

根据不同情况、分门别类实施一体化联合动员的规

则、程序、预案和方法, 军、地各有关机构根据拟发生

或发生了的突发事件的情况 , 按照规则、程序、预案

中规定的方式方法来开展工作, 各司其职, 并不是必

须要成立专门的一体化联合动员机构。

平时, 各职能部门或专门的动员机构主要是在

一体化联合动员规则、程序的指导下, 对动员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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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方式进行详细筹划, 适时进行演练和“实战性”

应对 , 不断修正动员预案和程序 , 锻炼队伍 , 为战时

的高效有序转换做好准备。

5.要有一定的经费支持

建议国务院应急办、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分别

安排一定的经费, 对一体化联合动员机制的定位、目

标、接口等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专项研究, 提出有针

对性的军地衔接、平战衔接的机制建设思路, 特别是

衔接好参与一体化联合动员的方方面面之间的工作

关系、利益关系、信息交换和反馈关系等 ; 在东南沿

海等区域进行有针对性的工作试点, 形成经验后推

广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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