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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军队院校后勤经费财务保障机制 

王西华 ，匡朝阳2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1．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2．信息系统-9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3) 

[摘 要] 军队院校后勤经费财务保障机制创新，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要求，也是中国特 

色新军事变革的需要。创新军队院校后勤经费财务保障机制，要树立现代金融意识，针对军队院校后勤经费财 

务保障的主要问题，引入市场机制进行制度设计和机制创新，在后勤社会化中完善财务管理，提高后勤经费使 

用效益，促进军队院校又好又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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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novation of the logistic financial support system is both the need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in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nd the new military transform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In this innovation．We need to develop the sense of 

modemfinance．tointroducemarketmechanisminto system design andmechanisminnovationfoeusing onthemainissues of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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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iency oflogistical funding，and thus，we earl advance better and faster development ofmilitary aeB~m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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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院校后勤部门职能的发挥，影响和制约着军队院 

校整体效能的发挥。一个不能创新发展、自我完善的后勤 

机构，必然会影响院校的 自我完善和发展。后勤机构本身 

的能力不足，会制约其职能的充分发挥 ，最终影响到整个 

院校教学科研保障以及教职员工和学生的利益。后勤机构 

本身的建设和职能发挥，在当今条件下 ，很大程度上又取 

决于后勤机构运行经费的财务保障机制是否健全和完善， 

研究新时期军队院校后勤改革，不能不涉及后勤经费财务 

保障机制创新问题。 

一

、 创新机制要针对院校后勤经费财务 

保障的主要问题 

按照传统的办法，军队院校后勤部门是完全依靠上级 

部门拨款解决经费保障问题的。由于后勤部门本身管钱管 

物，所以，一定程度上后勤部门的财务比教学、科研等其 

它部门和基层单位要有保障一些。这种情况因为习以为常 

而慢慢地相对固定化：后勤部门总有办法获得比别的部门 

或单位更好的财务保障，而且，这也并没有因为外部条件 

变化而发生更多改变。 

新技术革命和新军事变革的不断推进，信息化和市场 

经济的深入发展，军队院校后勤财务保障也面临一系列新 

的挑战。第一，后勤机构管理现代化发展，使后勤管理的 

现代化装备水平迅速提高，需要增加经费和加强管理来保 

证后勤管理现代化的发展；第二，随着信息化发展，后勤 

管理建设的内容急剧增加，需要处理的、储存的信息量迅 

速膨胀，使后勤管理机构本身的系统化、网络化、电子计 

算机化程度日益提高，这些也需要增加后勤经费开支和寻 

找新的有效使用后勤经费的途径；第三，为适应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运行要求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后勤管理职能已逐 

渐从简单的登记记账、查验核算 ，延伸到为核心层的决策 

提供基本依据；从只管钱物到不仅管钱管物，还要筹钱筹 

物；不仅要管花了多少钱，还要管所花的钱是否合算，如 

何选择最优的花钱方式和替代办法等等，这就对后勤管理 

经费保障提出了更高的全面性、综合性要求。 

从实际情况看，后勤经费的财务保障有三个问题需要 

搞清楚，一是经费数量问题，即保证后勤机构的运行和自 

我完善发展所需要的理论经费应该是多少。二是后勤机构 

运行发展的经费来源保障问题。现在的情况似乎主要不是 

后勤机构得到经费少的问题，而是其经费来源途径问题。 

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突出了军队院校的极端重要性，军 

队院校建设愈来愈可以从上级获得越来越多的各种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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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机构的经费来源相应水涨船高，在许多情况下，可能 

会比其它部门和单位的运行经费要增长得更快一些。现在 

存在的问题是，后勤机构的一些经费增加途径有的可能并 

不利于军队院校整体的建设和发展。后勤部门由于管钱管 

物而有许多增加本部门经费的办法 ，其 中有些办法可能既 

不影响整体的发展 ，又有利于后勤管理的发展；有些办法 

可能会以影响整体的发展为代价，如层层提取管理费的办 

法，使实际落实到运作单位的经费大大减少，因而影响经 

费目标的实现。三是后勤机构经费的使用效率问题。这包 

括获得的经费应按怎样的比例分配到所需要的各个方面等， 

每一经费最优使用途径选择等。这三个问题总起来说，就 

是合理性问题：来源的合理、数量的合理和使用的合理。 

这些问题不弄清楚，可能影响到军队院校后勤经费保障。 

创新军队院校后勤经费财务保障机制，要有针对性地解决 

这些问题。 

二、创新机制应注重院校后勤经费财务 

保障的制度设计 

为了搞好军队院校后勤经费的财务保障，我们通常的 

做法是通过向上级要钱要物、加强核算和检查监督来解决 

问题。但是，军队院校后勤财务保障的合理性问题是不能 

单靠上级部门和外部的检查监督所能解决 的。由于信息不 

对称现象的普遍存在 ，外部力量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院校 

内部后勤经费财务保障问题的。这就需要设计一种新的机 

制，从制度上根本解决问题。 

所谓机制，简单地说就是 自动调节运行的力量。自动 

实现调节的力量不是靠外力的推动，而是通过内部各要素 

的相互作用、相互关联影响实现。军队院校财务保 障机制 

创新，就是要改革和完善军队院校财务保障体系的系统结 

构和工作方式。要通过创新，健全军队院校财务保障机制， 

使之既能很好地体现原则性，贯彻落实国家有关方针政策 

和军队财务的法律规定；又能很好地体现灵活性，在不违 

背原则的前提下实事求是地解决好院校经费筹集、分配、 

使用工作的实际问题。市场运行机制的根本原则可以看作 

现代社会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运行原则，我们可以参照市 

场机制运行原理建立军队院校后勤经费财务保障机制，实 

现其内部各要素的有机联系和协调运行。 

军队后勤机构本身可以看作后勤服务的 “生产者”。后 

勤机构通过何种方式提供后勤服务、提供多少后勤服务、 

提供何种类型和质量的后勤服务等，取决于其成本状况， 

根据成本情况它可以有多种选择。首先 ，它可选择是由军 

队院校后勤机构本身直接提供所需要的后勤服务，还是选 

择由社会提供军队院校所需要的后勤服务；再者，如果由 

后勤机构本身直接提供后勤服务，它可选择对它来说最合 

适的途径，选择最合适的数量和质量等。而成本也是相对 

的，一方面是相对于它提供的后勤服务的价格。如果成本 

小于其价格，后勤机构会提供更多后勤服务，相反则会减 

少供给。另一方面是相对于提供服务所需要的要素价格 ， 

它决定成本的变化。工资增长和计算机的普遍运用、办公 

条件改善，都有可能增加后勤服务的成本。当然，在成本 

提高的同时，也可能带来效率的提高。 

那么谁是军队院校后勤服务的需求者呢?无疑主要是 

军队院校各部门和师生员工。除此之外 ，在符合法律要求 

的情形下 ，社会也可能成为军队院校后勤服务的需求者。 

军队院校对后勤服务的需求也是有弹性的，其需求量的大 

小 ，取决于军队院校后勤机构提供的各种后勤服务的收费 

高低。这种需求弹性的假设 ，以需求者对所购买的服务可 

以有选择为前提条件，如院内的服务收费高于社会提供的 

同样服务，就会转而从社会获得类似的后勤服务。由此而 

言，军队院校后勤各部门和师生员工的需求或偏好调节着 

军队院校后勤机构服务的供给。军队院校后勤机构的存在、 

发展价值在于军队院校整体发展需要，在于院校师生的教 

学、科研和生活需要。 

如果把一个院校作为一个整体，一个系统，就其最大 

化发展而言 ，同样有一个资源配置是否最优化的问题。在 

经费、物质一定的情况下 ，如何进行最优配置?教学应有 

多少?科研部门应有多少?生活方面应有多少?各部门资 

源配置的情况决定着后勤服务供给的结构和数量。一般来 

说 ，以教学为主的军队院校，资源配置会向教学倾斜，教 

学方面的后勤需求会随着教学方面经费增加而增加 ，后勤 

服务以教学为重点展开；以科研为主的军队院校，资源配 

置会向科研倾斜 ，科研方面的后勤服务需求会随之增加， 

后勤服务则以科研为重点展开。而且后勤机构也只有以整 

体的重点展开服务保障，所提供的服务才能找到最好的供 

给对象。 

由上可见，军队院校后勤经费财务保障模式的设计， 

是一个虚拟的市场运行模式，其主体是后勤服务的供应者 

和后勤服务的消费者，其中主要的后勤服务者是军队院校 

的后勤机构，主要的后勤消费者是教学科研等各个部门和 

师生员工。各主体的行为与市场主体的行为虽然有较大不 

同，即自觉的献身精神和协作精神成为行为的重要动力之 
一

， 他们是理想主义者，但同时他们又是理性主义者，要 

求行为的效率和经济，因而要求对其行为的效率和经济性 

进行核算。行为主体具有双重属性：自觉性和趋利性。这 

样，利益原则成为所设计的财务保障运行机制的基本动力 

之一。作为军队院校整体的运行不可能存在完全的市场定 

价机制。一是军队院校内部各部门的行为，并非都是可以 

计量定价的，包括许多整体必要而又无法准确计算的内部 

行为；二是军队院校的特殊性使许多行为不能进行市场化 

公开计量测算。对于不能以市场定价机制计量的行为，需 

要自觉性发挥作用；对于可以用市场定价机制计量，但其 

特殊性不允许的行为，则需要模拟市场定价机制进行计量， 

“影子价格”便成为重要的工具，“利益”推动大有发挥作 

用的空间。创新后勤经费财务保障机制，要注重在制度设 

计层面引入市场机制，特别是其中的价格机制。 

三、军队院校后勤经费财务保障机制创 

新的实践途径 

模拟市场运行机制实现军队院校后勤经费财务保障机 

制的创新，在具体实践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 
一 些新的探索，使军队院校财务保障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 

发展的需要，适应军队信息化建设和跨越式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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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是军队院校后勤经费财务保障部门应通过机制作用 

和科学管理促使后勤机构从提供后勤服务中获得新的经费 

来源。也就是说，后勤机构提供的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以及 

是否符合院校整体的需要，是决定后勤机构经费来源和数 

量的根本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基本上废除凭关系从上级机 

关获取经费的做法，要求从根本上消灭利用掌握财权特权 

的地位，利用各种明的或暗的办法从教学、科研等其他职 

能部门扣取费用的办法。在这一原则下，服务不是无偿的， 

而一种有偿服务，收费服务。所提供 的服务。凡是能够计 

量成本的都应考虑采取收费服务办法。在这一原则下，所 

有后勤机构的支出，无论源于上级划拨经费还是服务收费 

收入，无论是经常经费开支还是固定设备工具投入，都应 

按通行的企业成本计算方法计人成本。在这一原则下，后 

勤机构实行投入 一产出、成本 一收益的比较分析，确定后 

勤机构行为的效率和经济性情况。 

二是军队院校后勤经费财务保障部门应通过机制作用 

和科学管理使得后勤部门在军队院校整体统一协调管理下 

获得经费收支上的小自由或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军队院校 

首先是一个统一的协作整体，因而需要整体的统一和协调。 

没有整体的统一、协调的严肃性和不可违反性，就没有整 

体的存在和发展。从这一方面来说，严格而又统一的管理、 

集中的权威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军队院校内的后勤服务 

部门又是后勤工作的具体实施者，提供的各种后勤服务所 

需 “产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后勤服务部门某种独立性 

和大统一下的小自由也是必要的。从这一原则出发，应确 

认后勤机构后勤服务 “生产者”的地位，使后勤机构在支 

出和收入之间形成 良性循环：以收入确定支出，或根据收 

入预期规划后勤服务规模结构。上级机构对直接划拨的后 

勤经费当然应该明确其使用方向，但在具体如何使用和时 

问等诸方面，后勤机构应拥有自主权。对于收费收入，如 

果是在公平竞争环境下获得的，则应基本上由后勤机构自 

主决策支出。对于垄断性或由特殊性形成的收费收入，上 

级机构拥有规则制定权和一定的干涉权。就是说 ，后勤机 

构对于 自己提供的后勤服务享有权利、利益和责任。军队 

院校后勤经费财务保障应处理好这种大统一与小自由的关 

系。 

三是军队院校后勤经费财务保障部门应通过机制作用 

和科学管理解决好后勤服务社会化市场选择中经费保障问 

题。系统经济的基本要求是资源优化配置，而资源的优化 

配置关键是可选择环境。军队院校后勤财务保障机制创新， 

从根本上说是在可选择环境下的体制变革。所以，建立可 

选择环境是军队院校财务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的出发点。虽 

然军队院校后勤服务消费选择不是社会服务的消费选择， 

价格杠杆作用有限。但是社会同类服务的价格、新服务的 

出现及服务的质量实际上是 内部服务消费选择横向比较的 

参照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后勤服务消费者具有一 

定程度自主选择，可以自主决定需要什么样的后勤服务， 

需要多少后勤服务。对后勤机构来说，也要有一定程度的 

自主选择，后勤机构直接提供后勤服务可能会由于规模不 

够而出现较大的成本，如果存在消费选择，在收费不能高 

于社会服务收费情形下，可能会亏本 ，若不能相应补偿， 

就不能继续提供这样的服务。在军队院校后勤服务社会化 

过程中，如果不计 “微观效益”，则需要考虑所损失的 “微 

观效益”能否由 “宏观效益”补偿的问题。这些问题虽然 

不能准确计算，但军队院校后勤经费财务保障不能不考虑 

和解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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