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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_E4_B8_AD_

E5_8D_8E_E4_BA_BA_E6_c24_645650.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防动员法 （2010年2月26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二十五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10年2

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10年7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

共和国主席 胡锦涛 2010年2月26日 （新华社北京2月2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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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章 法律责任 第十四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国

防建设，完善国防动员制度，保障国防动员工作的顺利进行

，维护国家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根据宪法，制

定本法。 第二条 国防动员的准备、实施以及相关活动，适用

本法。 第三条 国家加强国防动员建设，建立健全与国防安全

需要相适应、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与突发事件应急机制

相衔接的国防动员体系，增强国防动员能力。 第四条 国防动

员坚持平战结合、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方针，遵循统一领

导、全民参与、长期准备、重点建设、统筹兼顾、有序高效

的原则。 第五条 公民和组织在和平时期应当依法完成国防动



员准备工作；国家决定实施国防动员后，应当完成规定的国

防动员任务。 第六条 国家保障国防动员所需经费。国防动员

经费按照事权划分的原则，分别列入中央和地方财政预算。 

第七条 国家对在国防动员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公民和组织

，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组织领导机构及其职权 第八条 

国家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遭受威胁时，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照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决定全国

总动员或者局部动员。国家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的决定，发布动员令。 第九条 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

会共同领导全国的国防动员工作，制定国防动员工作的方针

、政策和法规，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实施全

国总动员或者局部动员的议案，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的决定和国家主席发布的动员令，组织国防动员的实

施。 国家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遭受直接威胁必须

立即采取应对措施时，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可以根据应

急处置的需要，采取本法规定的必要的国防动员措施，同时

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 第十条 地方人民政府

应当贯彻和执行国防动员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

国家决定实施国防动员后，应当根据上级下达的国防动员任

务，组织本行政区域国防动员的实施。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管理本行政区域的国防动员工作。 第

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军队有关部门在各自的

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国防动员工作。 第十二条 国家国防

动员委员会在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下负责组织、

指导、协调全国的国防动员工作；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议

定的事项，由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有关部门按照各自



职责分工组织实施。军区国防动员委员会、县级以上地方各

级国防动员委员会负责组织、指导、协调本区域的国防动员

工作。 第十三条 国防动员委员会的办事机构承担本级国防动

员委员会的日常工作，依法履行有关的国防动员职责。 第十

四条 国家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遭受的威胁消除后

，应当按照决定实施国防动员的权限和程序解除国防动员的

实施措施。 第三章 国防动员计划、实施预案与潜力统计调查 

第十五条 国家实行国防动员计划、国防动员实施预案和国防

动员潜力统计调查制度。 第十六条 国防动员计划和国防动员

实施预案，根据国防动员的方针和原则、国防动员潜力状况

和军事需求编制。军事需求由军队有关部门按照规定的权限

和程序提出。 国防动员实施预案与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应

当在指挥、力量使用、信息和保障等方面相互衔接。 第十七

条 各级国防动员计划和国防动员实施预案的编制和审批，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国

防动员的相关内容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军队有关

部门应当将国防动员实施预案纳入战备计划。 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军队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落实国防动

员计划和国防动员实施预案。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

计机构和有关部门应当根据国防动员的需要，准确及时地向

本级国防动员委员会的办事机构提供有关统计资料。提供的

统计资料不能满足需要时，国防动员委员会办事机构可以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组织开展国防

动员潜力专项统计调查。 第二十条 国家建立国防动员计划和

国防动员实施预案执行情况的评估检查制度。 第四章 与国防

密切相关的建设项目和重要产品 第二十一条 根据国防动员的



需要，与国防密切相关的建设项目和重要产品应当贯彻国防

要求，具备国防功能。 第二十二条 与国防密切相关的建设项

目和重要产品目录，由国务院经济发展综合管理部门会同国

务院其他有关部门以及军队有关部门拟定，报国务院、中央

军事委员会批准。 列入目录的建设项目和重要产品，其军事

需求由军队有关部门提出；建设项目审批、核准和重要产品

设计定型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规定

征求军队有关部门的意见。 第二十三条 列入目录的建设项目

和重要产品，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贯彻国防要求

的技术规范和标准进行设计、生产、施工、监理和验收，保

证建设项目和重要产品的质量。 第二十四条 企业事业单位投

资或者参与投资列入目录的建设项目建设或者重要产品研究

、开发、制造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

，享受补贴或者其他政策优惠。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应当对列入目录的建设项目和重要产品贯彻国防要求工作

给予指导和政策扶持，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做好有关的管

理工作。 第五章 预备役人员的储备与征召 第二十六条 国家

实行预备役人员储备制度。 国家根据国防动员的需要，按照

规模适度、结构科学、布局合理的原则，储备所需的预备役

人员。 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根据国防动员的需要，决定

预备役人员储备的规模、种类和方式。 第二十七条 预备役人

员按照专业对口、便于动员的原则，采取预编到现役部队、

编入预备役部队、编入民兵组织或者其他形式进行储备。 国

家根据国防动员的需要，建立预备役专业技术兵员储备区。 

国家为预备役人员训练、储备提供条件和保障。预备役人员

应当依法参加训练。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兵役



机关负责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预备役人员的储备工作。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预备役人员所在乡（镇）人民

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协助兵役机关做

好预备役人员储备的有关工作。 第二十九条 预编到现役部队

和编入预备役部队的预备役人员、预定征召的其他预备役人

员，离开预备役登记地一个月以上的，应当向其预备役登记

的兵役机关报告。 第三十条 国家决定实施国防动员后，县级

人民政府兵役机关应当根据上级的命令，迅速向被征召的预

备役人员下达征召通知。 接到征召通知的预备役人员应当按

照通知要求，到指定地点报到。 第三十一条 被征召的预备役

人员所在单位应当协助兵役机关做好预备役人员的征召工作

。 从事交通运输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优先运送被征召的预备

役人员。 第三十二条 国家决定实施国防动员后，预定征召的

预备役人员，未经其预备役登记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兵役机关

批准，不得离开预备役登记地；已经离开预备役登记地的，

接到兵役机关通知后，应当立即返回或者到指定地点报到。 

第六章 战略物资储备与调用 第三十三条 国家实行适应国防动

员需要的战略物资储备和调用制度。 战略物资储备由国务院

有关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第三十四条 承担战略物资储备任务

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对储备物资进行保管

和维护，定期调整更换，保证储备物资的使用效能和安全。 

国家按照有关规定对承担战略物资储备任务的单位给予补贴

。 第三十五条 战略物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调用。国家决定实

施国防动员后，战略物资的调用由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

批准。 第三十六条 国防动员所需的其他物资的储备和调用，

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七章 军品科研、生



产与维修保障 第三十七条 国家建立军品科研、生产和维修保

障动员体系，根据战时军队订货和装备保障的需要，储备军

品科研、生产和维修保障能力。 本法所称军品，是指用于军

事目的的装备、物资以及专用生产设备、器材等。 第三十八

条 军品科研、生产和维修保障能力储备的种类、布局和规模

，由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会同军队有关部门提出方案，报国

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批准后组织实施。 第三十九条 承担转

产、扩大生产军品和维修保障任务的单位，应当根据所担负

的国防动员任务，储备所需的设备、材料、配套产品、技术

，建立所需的专业技术队伍，制定和完善预案与措施。 第四

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和帮助承担转产、扩大生产军品

任务的单位开发和应用先进的军民两用技术，推广军民通用

的技术标准，提高转产、扩大生产军品的综合保障能力。 国

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对重大的跨地区、跨行业的转产、扩

大生产军品任务的实施进行协调，并给予支持。 第四十一条 

国家决定实施国防动员后，承担转产、扩大生产军品任务的

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军事订货合同和转产、扩大生产的要求

，组织军品科研、生产，保证军品质量，按时交付订货，协

助军队完成维修保障任务。为转产、扩大生产军品提供能源

、材料、设备和配套产品的单位，应当优先满足转产、扩大

生产军品的需要。 国家对因承担转产、扩大生产军品任务造

成直接经济损失的单位给予补偿。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