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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贯彻中共中央十七大精神，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部署，进一步促进经济社会的安全与可
持续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将20余年来有关统筹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成果进行系统加工
、整理提炼，提供给各级决策与研究机构、管理与服务部门、各类院校与社会组织中的领军人物，以
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参考。
　　《统筹学》作为一门学科奉献给广大读者，历经了漫长的孕育期。
最先由刘天禄先生十年磨一剑，于1995年4月出版了《统筹学概论》，为统筹学科创立奠定了基础；后
有朱国林等同志经十余年的研究积累，于1999年11月创立了《军事统筹学》，得到军队专家的肯定，
认为其是一本理论性与应用性并重、学术性和普及性兼顾的军事统筹奠基性文献，填补了军事学科理
论体系的空白。
2004年3月，《统筹学概论》第二版发行；2004年5月，《军事统筹学》被总参政治部宣传部自考办选
定，列为全军部队机关、军事院校和部队干部学习高科技知识的自学教材，对提高领导者综合素质和
决策能力发挥了积极作用。
　　由于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不断遇到多方面的挑战，因而渴求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去解决所遇到的诸
多问题。
为此，在党中央明确将统筹兼顾作为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的感召下，作者出于对社会责
任感和践行科学发展观的热心，将经过20余年系统研究且具有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统筹理论
与实践成果——《统筹学》整理出版，奉献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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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为成功者生存发展之道、领军人物的智力支撑，它根植于数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吸
纳了中西方优秀思想的精华，集中数十位同行专家多年的研究成果，综合应用多学科理论、把握多差
异动态平衡规律、运用多系统协调发展模式和多侧面统一筹划方法，服务于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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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国林，1941年1月出生，1961年6月参军在沈阳部队，1976年7月先后调入军政大学、后勤学院、国防
大学任教。
1999年6月退休。
技术五级、军事学教授。
 
    在数十年军队和高等军事院校工作中，刻苦学习，勇于实践，不断将军事理论深化与拓展。
作为军事后勤学科带头人，曾先后主笔、主编近千万字军事后勤教材。
担任全军军事统筹学会常务副秘书长，于1999年4月担纲主笔完成了全军“九五”科研课题—《军事统
筹学》学科的创立任务，填补了军事学理论体系的空白，并于2004年被列为全军计算机专业自考教材
。
任教期问，先后有近20余项教学和科研成果获军内等级奖。
2000年7月获国家政府特殊津贴。
 
    现任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全军军事统筹学会常务副秘
书长兼该会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在战略、统筹与管理方面有较深的理论造诣。
曾策划有关国防教育主题公园、“中华魂乐园”、“城乡一体化”等方案。
2003年5月北京科技咨询协会授予注册咨询师(决策咨询)。
列入《军队管理学术研究人物名录》和《全军名师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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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社会实践中，人们常常用到“统筹”这一词汇，诸如统筹全局、统筹规划、统筹兼顾、统筹安
排、统筹协调、统筹解决，还有社会统筹、医疗统筹等等。
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科学发展观，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就是说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统筹兼顾。
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
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
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世界
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营造良好的国际环
境。
也就是说，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着
力推进、重点突破。
这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也是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条重要历史
经验。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提出：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就是“统筹兼顾，各得其所”
。
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进一步指出：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
排。
中国历届领导人都十分重视用“统筹兼顾”这一方法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诸多矛盾问题。
实践表明，搞好利益协调是统筹兼顾的关键。
统筹是建立在充分发挥各方面积极性和创造性基础上的思维活动；兼顾是一种组织合理化和方案最优
化的实践活动。
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五个统筹”，实际上是农村发展与城市发展、区域发展与全国发展、经济发展与
社会发展、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以及人与自然关系不断的整合、优化和协调的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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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统筹学》分为基础篇和应用篇。
基础篇阐述了统筹的基本理论，系统考察了统筹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地位与特征以及与其他多学科的
关系，界定了本学科的研究目的、任务与方法，论述了研究对象、依据和形态，重点阐述了统筹的基
本原理、规律和实现技术与综合评价。
应用篇重点探讨了在安全与发展战略、领导与决策、组织与指挥、管理与服务、社会保障、科教文卫
体等实践中的统筹思路与方法问题。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统筹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