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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 MIN RONG HE 军民融合军民融合

这一年这一年，，军民科技创新迈向深度融合军民科技创新迈向深度融合
本报记者 唐 芳 张 强

这一年，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隆重召开，军民融合朝
着提高法治化水平、深化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协同创新的方向加快发展。

这一年，军民融合发展法规文件开始了全面的“大扫除”，拆壁垒、破
坚冰、去门槛……从根本优化军民融合发展的制度环境。

还是这一年，包括军民融合发展高技术装备成果展在内的各类高层
次、高等级军民融合展会、大赛的举办，折射出我国初步构建起协同推进、
跨越发展的武器装备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而民企造出超音速巡航导
弹等科技成果更是为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添上华丽的注脚！

岁末年终，回首军民融合这一年，我们欣喜地发现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的春天或许已经到来！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

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主任习近平 10月 15日主持召开

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

话。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强军民融合发展法治建设

的意见》。习近平强调，强化责任担当，狠抓贯彻落

实，提高法治化水平，深化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协同创

新，加快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会议强调，要抓好《关于加强军民融合发展法治

建设的意见》贯彻实施，完善法律制度，推进军民融合

领域立法，尽快实现重点领域立法全覆盖。

军民融合领域立法工作早已启动。2017 年底，

军事科学院军民融合研究中心秘书长于川信就透露，

军民融合综合性法规等相关立法工作正在加紧推进，

“凡是涉及到军民融合的领域，将来都会做到有法可

依、有标准可执行、有制度来规范。”

于川信还表示，未来将打造集国家宏观层面法

规、各领域法规以及各个区域配套法规相结合的军民

融合法规体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军民融

合立法框架与思路研究”课题组今年 5 月发布《调

查研究报告》指出，目前，我国军民融合立法的重

点是打破军民二元分立和部门分散立法的格局，

加强顶层设计，构建统分结合的军民融合法律法

规体系。具体来说，一是制定综合性的军民融合

促进法。二是在军民共性较强的领域，制定军民

普遍适用的全国性法律。三是国防领域的专项法

律法规既应要求国防活动有效利用社会资源，又

要明确全民参与和支持国防建设的义务。四是进

一步健全和完善军民融合的体制机制，为立法提

供实践支撑和制度保障。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军民科技协同创

新是加快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关键引擎。”对此，南京

理工大学教授、江苏省军民融合发展研究院院长戚湧

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纵观全球，国外在军民科技协同

创新体系方面，已经在组织设计、平台建设、人才流

动、知识产权上开展了有益探索。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高度重视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发展，提出要在

2020年基本形成军民科技协同创新体系。

当前，军民协同创新还存在一些壁垒有待消除。

正如戚湧在文章中指出的，许多地方军民融合发展领

导机构和工作机构有待建立和健全，部门间尚未形成

协调联动机制；我国军地管理和运营制度鸿沟导致

“玻璃门”现象，军地双方创新资源难以有效衔接。

他建议，形成军民科技协同创新体系，完善战略

统筹是前提条件，加强能力建设是关键基础，优化资

源配置是重要保障。

推进军民融合领域立法
“凡是涉及到军民融合的领域，将来都会做到有法可依、有标准可

执行、有制度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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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过时的军民融合相关法律法规迫在眉睫。

原因在于，很多涉及军民融合发展的法律法规出台较

早，已经不太适应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需要，更与军民

深度融合发展的实际需要存在一定差距。

2 月 22 日新华社报道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军民融合

发展法规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对军民融合发展法规文件清理作出全面部署。

法规文件清理工作犹如一次“大扫除”，是认真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优化军民融合发展的制度环境，坚

决拆壁垒、破坚冰、去门槛”重要指示的具体举措。

《通知》明确了需要清理的文件范围，包括改革开

放以来，在基础设施建设、国防科技工业、武器装备采

购、人才培养、军事后勤、国防动员等军民融合潜力巨

大的领域。涵盖了海洋、太空、网络空间、生物、新能

源、人工智能等军民共用性强的领域，制定发布的党

内法规、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通知》明确了清

理四个方面，包含不适应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需要，不

符合军民统筹要求，不利于公平竞争，法规文件不衔

接、不配套等。《通知》要求，负责清理的单位要按照清

理范围，对法规文件逐一研究确定是否纳入清理目

录，全面清理不留死角，做到应清必清、务求彻底。中

央军民融合办适时对清理工作开展督促检查。

有分析称，对以往制定的诸如经济动员、国防交

通、军事采购与物流、装备科研生产等方面的配套法规

进行及时清理，革故鼎新，推动军民融合法律法规的立

改废释，有利于建立协调统一的军民融合法治体系。

多位军民融合专家指出，今年法规文件的清理将会

非常系统，上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需要的“战略”层面要

求，再到军民统筹要求、公平竞争的“战术”层面进行细

化，下到法规文件衔接、配套的“执行”层面的操作。

只有让军民融合发展不同领域、不同位阶的法规

制度相互衔接、和谐统一，才能形成制度合力，才能有

力维护军民融合发展法规制度的协调统一。

过时法律法规“大扫除”
清理不适应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需要，不符合军民统筹要求，不利

于公平竞争，法规文件不衔接、不配套等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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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第四届军民融合发展高技术装备成果展

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开幕。本届展览由中央军民融合发

展委员会办公室、军委装备发展部、教育部、工业和信息

化部、财政部、国防科工局、全国工商联、中国科学院主

办，302家单位、1349项展品参展，着力打造军民融合“国

家品牌”。

本届展览约 90%的参展技术产品核心技术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一批优势民营企业申请专利数已达上

千件。这吸引着军方的目光，展览现场，百余家军地

单位集中签约百余高技术产品合作项目，总金额超

20亿元。“军转民”不断加速，“民参军”层出不穷。

从 2015 年到 2018 年，军民融合发展高技术装备

成果展已经举办了四届。作为国内最高等级的军民

融合展之一，参展单位从首届 11家发展到第四届 302

家，从“清一色”军工企业参展到民营企业占 60%。数

据统计，我国获得装备承制单位资格的民营企业由党

的十八大时期的 500余家增至 3000余家，还有数以万

计的民营企业正致力于获得相关资质。

此外，中关村第二届科技军民融合专题赛从 3月

到 12月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举行。

展览、赛事提升军兵种战斗力
搭建多种军民融合科技协同创新平台，折射出我国初步构建起协

同推进、跨越发展的武器装备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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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专题赛背后同样有着政府、军队的大力支

持，由国家科技部、军委后勤保障部、军委科技委、军

事科学院指导，由科技部火炬中心、中关村管委会等

单位主办，中关村联创军民融合装备产业联盟承办。

大赛精准对接军地供需，向军队、军工和民企单

位征集发布了 116 个军民融合科技创新需求，随即，

全国 17个省市和军队的百余单位团体或个人提交了

159个解决方案。12月，总决赛圆满落下帷幕，6家单

位现场与需求方签约。需求方中，军委科技委、陆军、

海军、空军、火箭军、军科等单位赫然在列。

中关村军民融合联盟专家委员会副主任谭云刚

赛后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激动地说出十个字：

“挑战高科技，提高战斗力。”

他解释道，中关村科技军民融合专题赛，是军方

需求和高科技解决方案的精准对接直通车。大赛精

准收集了六大军兵种亟待解决的技术难题，发布给全

国有能力解决高科技难题的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

“优胜成果现场与军方签约，直接产生应用效益，直接

提升我国武器装备的作战使用效能。”

岁末年终，回首这一年，第六届国际科技博览会

举行、第三届中国军民两用技术创新应用大赛圆满

结束、2018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军民融合专业赛落下

帷幕……全国各地军民融合的展会、大赛，搭建多

种军民融合科技协同创新平台，折射出我国初步构

建起协同推进、跨越发展的武器装备军民融合深度

发展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同步推进体制和机制改

革、体系和要素融合、制度和标准建设，加快形成全要

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逐步构

建军民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今年以来，为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科技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国防科工局、军委装备发展部、军委科

技委等军地多个部委联合发布了多项文件办法。

科研仪器资源共享方面，6 月 27 日，科技部网站

公开发布《促进国家重点实验室与国防科技重点实验

室、军工和军队重大试验设施与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的资源共享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统筹推

进国家重点实验室与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军工和军

队重大试验设施与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资源共

享，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升协同创新能力。

《办法》由科技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防科工局、

军委装备发展部和军委科技委制定。作为推进实验

室及设施资源共享的宏观管理部门，科技部等五部门

将建立军民会商协调机制，设立管理办公室，统筹推

进实验室及设施资源共享。

统筹推进标准化军民融合，是贯彻落实习近平强

军思想和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是构建一体

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的基础性工作。

7月 31日，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办公室会同

国家标准委、军委装备发展部、国防科工局，在京召开

统筹推进标准化军民融合工作部署会。会议学习传

达了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关于统筹推

进标准化军民融合工作的重要批示。研究建立了统

筹推进标准化军民融合工作协调机制，负责协调解决

标准化军民融合工作过程中跨军地、跨部门、跨领域

问题，强化重大任务督导落实。审议通过了《统筹推

进标准化军民融合工作总体方案》，研究部署了下一

步工作任务。明确用 3—5 年时间，基本消除军民标

准交叉重复矛盾问题，老旧标准得到及时更新，军民

通用标准有效供给，重点领域新增标准军民通用化率

达到 60%以上，初步建立起军地衔接、精干高效、兼容

发展的军民通用标准体系，有力保障军民融合发展战

略实施。

贯彻落实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知识产权军民融合

试点工作也正在推进。

8 月中旬，军委装备发展部和国家知识产权局共

同确定江苏省、福建省、山东省、湖南省、广东省、重庆

市、四川省、陕西省、甘肃省、上海市闵行区、山东省烟

台市、湖南省长沙市、四川省成都市为首批知识产权

军民融合试点地方，试点期限为期 3年。知识产权军

民融合试点工作将主要开展八方面工作：一是推动国

防专利、军用计算机软件享受地方同等优惠政策待

遇；二是利用地方资源开展国防专利受理业务；三是

完善国防专利定密渠道、开展地方普通专利申请的保

密审查；四是下调国防专利实施备案和转让审批层

级；五是建立国防知识产权军地联合维权工作机制；

六是逐步放开国防专利代理服务行业；七是开放国防

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八是引导地方专业机构开展国防

知识产权转民用服务。

军地多部委密集出台文件联手推动军民融合深

度发展，正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的具体

实践。

军地多部委联动密集出台文件
科技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防科工局、军委装备发展部、军委科

技委等军地多个部委联合发布了多项文件办法。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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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企造出超音速巡航导弹，爆炸性消息！”10月

15日，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自行投资、自主研制

的导弹武器系统HD-1项目，在北方某飞行试验基地圆

满完成首次超声速巡航飞行试验。相关负责人介绍，企

业正从手榴弹、迫击炮弹等单兵弹药，主动向超音速巡

航弹等高端武器发起冲击。

大到军工系统研发的北斗导航系统、军用雷达

成功开拓广大民用市场；小到家用防雾霾口罩和净

化器，纷纷内置军用防护“黑科技”高效空气过滤材

料……回首 2018，军民融合领域的科技成果可谓亮

点频出。

前不久，战场实景三维侦测系统成功进行了军民

融合探索。该系统由国防科技大学系统工程学院计算

摄像团队成功研制，通过无人机搭载全画幅成像系统

获取地面影像，自动快速生成目标区域的虚拟三维场

景。记者了解到，该系统采用的机载摄像机是专门全

新研制的倾斜摄影专用全画幅摄像机。其成像分辨率

达到3600万像素，在国内尚属首台。其早期的核心关

键技术，已成功进行了军民融合探索，成果转化形成的

产品不但在国家重大工程中成功应用，同时也更多地

在为军队建设需求服务。未来，这个团队还将进一步

与地方企业合作，打造一款军民共用系统。

陕西雷神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凭借研发出的我国首

款地面无人察打一体平台，吸引着产业界目光。

11月19日北斗再添两颗新星，北斗三号基本系统

星座部署圆满完成，北斗迈出走向国际、走向全球的关

键一步。预计将有力拉动经济，成为军民融合的成功

典范。据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估计，2020年北斗三

号系统全面建成后，中国卫星导航产业规模

将超过5000亿元。

北斗系统从1990年代开始研发，2011年

开始面向民间开放，是GPS之后市场前景最

好的一个导航系统。目前，北斗已经在铁

路、测绘、授时、航运、航空等多个行业中应

用。未来，北斗在民用领域将形成庞大产

业链。

而第十二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

博览会(珠海航展)更是成为军民融

合成果竞逐之地——

西安天和防务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携反无人机指挥系统、便携

式多用途雷达、智慧路灯等 50

余项最新军民两用产品亮相。

首次公开亮相的珠海云

洲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最新研

制成功的“瞭望者Ⅱ”察打一

体导弹无人艇，是国内第一

套由地方民营军工企业与

国有军工研究所联合研制

的水上武器系统。

……

军 民 融 合 科 技 成 果

亮点频出，也显示出军民

融合发展战略已深入人

心，成为全社会广泛关注

和积极参与的热点。

军民联手科技成果亮点多
大到军工系统研发的北斗导航系统成功开拓民用市场，小到

家用防雾霾口罩内置军用防护“黑科技”高效空气过滤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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