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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和意义

研究意义

本研究旨在探讨国民经济动员政策对防疫物资超常供给速度

的影响，为政府制定更有效的应急管理措施提供理论支持和

实践参考。

新冠疫情爆发

自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全球范围内对防疫物资的

需求急剧增加，各国纷纷采取不同措施应对疫情挑战。

国民经济动员政策
中国政府在疫情防控中实施了国民经济动员政策，通过政府

主导、市场参与的方式，快速增加防疫物资的生产和供应。



国内学者在防疫物资供应链、应急物资调配等方面进行了大

量研究，但针对国民经济动员政策对防疫物资供给速度影响

的研究相对较少。

国内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在应急管理、危机管理等领域对应急物资供应进行

了深入研究，但针对类似新冠疫情这样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国民经济动员政策对防疫物资供给的影响研究也相对较少。

国外研究现状

国内外研究现状



研究目的和内容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通过仿真模拟的方法，探

讨国民经济动员政策对防疫物资超常

供给速度的影响，并分析政策实施过

程中的关键因素和优化方向。

研究内容

首先构建防疫物资超常供给的仿真模

型，然后基于历史数据和情景模拟，

分析国民经济动员政策实施前后防疫

物资供给速度的变化情况，最后提出

政策建议和优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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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为了应对突发事件、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通过政府组织、市场引导和全社会参与，对国民经济各个领

域进行统一规划、部署和调控的一系列政策措施。

国民经济动员政策的概念

包括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科技创新的推动、市场机制的完善、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等方

面，旨在提高国家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水平。

国民经济动员政策的内涵

国民经济动员政策的概念和内涵



完善阶段

初始阶段

发展阶段

国民经济动员政策的发展历程

近年来，随着全球公共卫生事件的频发，国民经济动员政策在防疫物资超常供给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不断完善政策体系，提高应对能力和水平。

以应对战争和自然灾害为主，强调国家安全和生存需要，主要通过行政手段进行资源配置和调控
。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突发事件的范围和影响不断扩大，国民经济动员政策逐渐从单一的

安全保障向综合安全保障转变，注重经济、社会、环境等多方面的协调发展。



通过政府组织、市场引导和全社会参与，迅速调动各种资
源，保障防疫物资的生产、储备和运输，确保防疫工作的
顺利开展。

物资保障作用

通过加强市场监管和价格调控，维护市场秩序和公平竞争，
防止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等行为的发生，保障防疫物资的
稳定供应。

市场稳定作用

通过广泛宣传和教育引导，提高全社会的防疫意识和能力，
鼓励企业和个人积极参与防疫工作，形成全民动员、共同
抗击疫情的强大合力。

社会动员作用

国民经济动员政策在防疫物资超常供给中的作用



03 防疫物资超常供给速度影响
因素分析



1

2

3

新冠疫情爆发初期，口罩、防护服、呼吸机等防

疫物资需求急剧增加，短时间内出现严重短缺。

防疫物资需求激增

受春节假期、工人返乡、原材料短缺等因素影响，

防疫物资生产企业产能严重不足，无法满足市场

需求。

供给能力不足

政府通过调动企业、社会组织等各方资源，加强

国际合作，推动防疫物资生产和供应能力的提升。

政府与市场协同作用

防疫物资需求与供给现状分析



技术因素

市场因素

政策因素

影响因素识别与分类

包括财政、税收、金融等政策支持，以及生产

、流通、储备等环节的政策调控。

包括生产工艺改进、新技术应用等。

包括原材料价格波动、运输成本变化、市场需

求变化等。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327010140050006116

https://d.book118.com/327010140050006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