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军民融合新政对民营企业进入军工领

域拓宽了渠道，也为国防建设提供了新的后

备力量。”相关专家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

示，一方面军工领域的高科技可以更快的转

为民用；另一方面，民营企业灵活的管理机

制可以降低成本，更好地服务国防建设。但

是，在推进过程中，还需要更多的改革创新，

为民资进入军工领域铺平道路。

32项“民参军”任务

为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引导优势民

营企业参与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和维修，原总

装备部于 2014 年下发了《关于引导优势民

营企业参与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和维修的措

施意见》，重点围绕“政策法规、市场准入、公

平竞争、信息互通、过程监管”等五个方面改

革创新，筹划启动 32 项“民参军”措施任

务。军改后，依照职能使命任务由军委装备

发展部负责牵头推进落实。32项“民参军”

措施任务于2017年底前全部完成。

军事科学院军民融合研究中心秘书长

于川信指出，随着32项“民参军”措施任务

全面实施，军队装备领域军民融合迈出了更

大更坚实的步伐。目前，中国有 2054 家单

位取得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其中非公

有制企业717家（一类许可50家）。从准入

数量来看，军工单位占1/3，民用口国有企业

占1/3，民营企业占1/3，民营企业增长趋势

明显。未来10年内将很有可能诞生一批高

速成长的民营军工企业。随着事业单位改

制的进一步深入，军工重组涉入深水区，也

将加速优势民营企业进入国防科技工业体

系的进程。(从美国等全球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的情况来看，民资参与武器制造研发等是

国际通用做法，例如日本的主要军工产品生

产都来自于民间资本。)

对此，国防大学教授纪明葵告诉记者，

“进一步推进军民融合向深度发展，还需要

我们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基础作用，完善市

场配置资源的机制。”他认为，军工技术要尽

快转化为民用科技成果，使其在经济建设中

迅速反哺国防综合实力。同时，要勇于打破

利益藩篱和垄断。

中海清华（河南）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执行总裁王建强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

者采访时指出，中国目前有 13 万家民营高

新技术企业，只有700多家民营企业进入了

军工行业，很多高新技术企业在新能源、新

材料、电子信息产业方面都不输于传统军工

企业，有的技术水平甚至还领先。国家还应

出台相应政策，从信息沟通、税收优惠、融资

投资、风险补偿等方面进行评估和监督，让

民企的融合、深入发展更加顺畅。

浙江民企早已涉足

2002年，温州德力西集团就开始为中国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生产电器产品。2003年

10月16日，随着中国首次发射的载人航天

飞行器“神舟五号”飞向太空，德力西扬名海

外。此后，德力西又助力“神舟六号”飞向太

空。“神五”、“神六”成功上天成为德力西董

事局主席胡成中谈论自己企业产品质量时

的骄傲。

事实上，很多像德力西这样的浙江企业

早已开始涉足军工领域。民进中央经济委

员会、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

《中国企业报》记者，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温州就有企业开始帮助部队生产纽扣、

标徽、姓名牌等多种产品，有的企业一年的

产值就上千万元。

随着德力西等民企产品在军工领域试

水成功，军工领域的大门也开始向民企慢慢

地开始打开。特别是 2005 年，国防科工委

公布了《非公有制参与国防工业建设指南》，

成为民企进入军工领域的一个重大转折。

据周德文回忆，当时作为有国防科工委

背景的中国和平利用军工技术协会向温州方

面发了一份函，提出为温州民间资本进入军

工技术领域进行专题推介和培训，在温州民

企中掀起了一股不小的波澜，许多获得这一

信息的温商都表达了浓厚的兴趣，当时有几

十家企业参与了培训，并有意进军军工领域。

2007年底，国防科工委又出台了《关于

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防科技工业建设的指

导意见》，再一次极大激发了民企进入军工

领域的热情。

数据显示，2008年，浙江民营企业有81

家军民融合项目，其中 36 家拿到涉军许可

证，有了生产资格。

今年6月，新一代运载火箭“长征七号”

成功发射，其发射系统的低温燃料加注测控

系统就是温州环宇集团南京公司生产的产

品。该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早在2012年，

他们就与文昌航天发射中心的施工方解放

军某部开展了合作，均以品牌和质量优势击

败众多竞争对手屡屡中标。

民间投资的新通道

随着各项军民融合政策的出台，民营企

业进入军工领域的道路越来越宽。著名经

济学家宋清辉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曾经严格保护并且自成体系的国

防工业领域“脱敏”，中国民企中出现类似于

“洛克希德·马丁”的企业只是时间的问题。

他说，在经济放缓和军队改革的背景下，民

资进入该领域为民间投资打开了一条新的

通道，对当前民间投资下滑起到支撑作用。

来自政策制定者的“红利”成为了刺激民间

投资良性发展的“催化剂”。

同时，“民参军”尚处于起步阶段，兼具

机制灵活、效益费用比高等诸多优点，未来

拥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军民融合体现在‘军技民用’和‘引民

入军’两个方面。”中研普华研究员危仁鹏告

诉记者，民资进入武器装备科研和维修领域

旨在引导民营企业参与国防工业，民营企业

在微电子、软件和新材料等领域具有技术领

先优势，参与军品配套业务。他认为，一方

面可以分担国家军品研发支出，另一方面可

以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国有军工集团的垄断

体系。今年以来，民间投资增速持续下滑，

分化明显，通过混合制改革、军民融合产业

基金等方式可以更好吸引民间资本投入到

新的领域当中。

军民融合已经进入一个最好的阶段。

浙江一位长期与部队有生意来往的老板贺

鹏（化名）告诉记者，近年来，国防支出稳步

增长，2014 年是 8299.51 亿元，2015 年是

8868.98亿元（引自媒体公开数据）。这些领

域很多民营企业都可以参与进去，市场潜力

非常大。

国家国防白皮书显示，近年国防支出

中，人员生活保障费用、演习训练等活动维

持和装备研制采购经费投入各占1/3比例。

显然，进入这些领域的技术门槛并不高。

事实上，从目前很多民营企业的技术条

件来看，已初步具备研制生产现代信息化军

工装备的能力。尤其是在电子技术、计算

机、高端制造和材料技术等方面，部分民企

的技术水平已超过军工企业，民用产品与军

用产品的通用性、兼容性不断提高。公开资

料显示，目前取得军品科研生产资质的机构

中 ，传 统 机 构 仅 占 32% ，民 口 单 位 已 占

68%。其中，民营单位占比近41%。

多因素致民企隔海相望

事实上，不仅是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军工

领域，地方政府也抱有极大的热情。

危仁鹏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鉴于中

国国防科工体系此前比较封闭的状态，近几

年国家也在一直推进军民融合的进程，特别

是政策支持不断，多地也成立了军民融合产

业基地。

四川绵阳市是中国重要的国防军工和

科研生产基地。近年来，在四川省委、省政

府的大力支持下，绵阳科技城正在建设军民

融合创新驱动试验区。据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绵阳，目前“民参军”企业近300家，军民

融合产值超亿元。

尽管政策很多，但在宋清辉看来，开放

程度有待提高。他告诉记者，中国的民资进

入军工市场仍存在不少障碍和瓶颈等问

题。比如，中国国防工业为少数大型国有企

业垄断，仍然是主流现象。

贺鹏也持相同看法。他告诉记者，军工

行业是准入制的，门槛标准都是政府设置

的。“准入制”让不少民营企业只敢隔海相

望，而不敢勇往挺进。贺鹏告诉记者，很多

军工项目从前期接触、项目洽谈、签订保密

协议、军方培训、各类许可证申办……一系

列过程下来，真正能拿到军工订单，可能已

经一年以后了。如果中途遇到点什么情况，

还可能半途而废。这对民营企业来说也是

必须面临的风险，也是让很多民企不敢轻易

进入的原因。他说，浙江民企进入军工领域

在全国应该是比较多的，但大部分还是后勤

物品、材料供应、辅助用品、被服防化等，很

多电器企业实际上也只是提供一些非核心

的电器产品，严格来说不能算军工领域。

文化差异也是阻碍军民融合的一大瓶

颈。温州惠特鞋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项进康

告诉记者，他们很早就帮助部队生产过军

靴。但部队一直比较神秘，外界并不是十分

了解，再加上部队和地方在工作方式以及人

际交往上有很大的差异，后来也慢慢把这方

面工作放下来了，没有继续去拓展。

但无论如何，军民融合在趋势上已是明

显提速，并且在相互渗透和融合。来自国防

大学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全国已有

600多家民营企业获得总装备部装备承制单

位资格，1000 余项民用技术应用于装备研

发。另外，目前中国具有武器装备科研生产

许可证的企业约1800家，其中，70多家是上

市公司。

炙手可热的武器许可证
民间投资借军民融合提速，潜力大但瓶颈多的现象尤其明显

工信部军民结合推进司工作人员郑天翔认为，“军民融合”将开启数个万亿计产业，而仅就通用航空而言，就有

数万亿的产业规模。另外，如北斗卫星导航、商业航天发射、网络安全等，每一个产业都是以万亿计的规模。据报

道，以军民融合为发展方向的产业园区已经在四川成都、山东青岛等地陆续展开，其中包括了相当数量的通用航空

基地。

本报记者 钟文洪鸿

全国部分军民融合企业名录（排名不分先后）

青岛领军新材料科技创新园发展有限公司
雷虎飞行器有限公司

中国长城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天和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0三研究所
西部超导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德龙航空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一研究所

北方华安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豫西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北方发动机研究所

中国船舶及海洋工程设计研究院

广船国际有限公司

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齿轮箱有限责任公司

庆安集团有限公司

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石墨烯材料及复合材料研发
机器人、无人机及航空航天飞行器的研发
卫星应用、新能源、电子信息产品、石油石化装备、新材

料研发

防空装备、智能安防、航管装备、智能海防、通信电子研

发
燃气轮机、节能与新能源、动力传动、核电
航空用特种钛合金材料研发
军民两用小型航空发动机、游艇发动机、普通内燃机研

发

从事微波/毫米波、光电通信、数字通信、基础通用类测

量仪器以及自动测试系统、微波毫米波部件等的研制

高压容器、卫生洁具、汽车制动器、电梯、铜材加工、民

爆器材
人造金刚石、铜型材、专用车及车用锻件系列
各种车用动力研发

民用船舶设计、海洋钻井平台设计、储油船和挖泥船开

发设计、船用设备研发

半潜船，客滚船、极地运输船等高技术、高附加值船舶

和军辅船、特种船等船型研发

船舶修理和改装，各类船用下水件、管件、舾装件、阀

门、电站、钢结构工程
传动齿轮箱专业设计研发制造、系统集成
飞行器、武器（发射）操纵控制系统及装置为主导的航

空产品体系和空调压缩机研发
直升机、轻型多用途飞机和航空复合材料构件
航空飞行器、教练机、农林飞机研发

昌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研究所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一研究所
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核建中核燃料元件有限公司

中航技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通联高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天舟上元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绿创声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核工业集团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

军民通用型直升机研发
信息安全和保密、通信网络和信息系统研发
军用光电技术核心材料器件研制
军民两用飞机研制
核电燃料元件制造，核级锆合金管材制造、精细化工生

产、金属锂生产、锂电池制造

工程机械、道路养护设备、快速房屋、军车组装件、公

路、铁路修建等

汽车电子、车联网技术、远程智能监控技术、汽车行驶

记录仪、智能制造移动数据处理系统、光电子硬件及应

用软件研发

航空、航天、兵器、船舶、电子等高端装备研发
民用、工业、市政交通领域在内的噪声与振动污染控制

研发

核军工、核电、核燃料、核应用技术等领域的科研开发

运载火箭、应用卫星、载人飞船、空间站、深空探测飞行

器等宇航产品及全部战略导弹和部分战术导弹等武器

系统的研制

防空导弹武器系统、飞航导弹武器系统、固体运载火箭

及空间技术产品等技术开发与研制

飞机、直升机，航空发动机、机载系统和航空武器研发

散货船、油船、集装箱船等主要船型和液化天然气船

（LNG船）、海洋工程装备等高技术研发

建造和维修各种油船、化学品船、散货船、集装箱船、滚

装船、LPG船、LNG船及工程船舶等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珠海振戎公司
西安船舶设备工业公司

中国北方车辆研究所

内蒙古第一机械制造（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特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利民化工有限公司

西安微电子技术研究所

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昆明船舶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北方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重庆望江工业有限公司

华北光电技术研究所

四川九洲电器集团公司

宁波市星箭航天机械有限公司

陆军各种武器研发
军用武器研发

军民用大型电子信息系统的工程建设，重大装备、通信

与电子设备、软件和关键元器件的研制生产

主要从事力学与凝聚态物理，核物理，等离子体与激光

技术，工程与材料科学，电子学与光电子学，化学与化

工，计算机与计算数学等科学领域的研究及应用

高新技术领域，通讯软件开发应用、咨询服务
水中兵器和舰船动力研发
军用特种车辆整车及部件的研究、设计、试验与试制以

及民用汽车、专用汽车的研究开发

重型车辆制造研发
汽车零部件、工程机械及零部件、民爆器材
从事乳化炸药开发与生产的民用爆破器材
微型计算机、半导体集成电路、混合集成电路、MCM、

SMT、电源、铬板技术研发
飞机、汽车、建材、电子等技术研发
各类船舶设备的技术研发
国防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及其工艺技术研发
各种军民用汽车、摩托车技术研发
军用光电技术核心材料器件，激光红外整机和光电技

术集成应用研究开发

网络系统、电线电缆光缆、车载指挥通信系统、电子商

务软件及手机研发

高压、特种流体介质控制系统及其元件的研制、生产

企业名称 主要技术领域企业名称 主要技术领域企业名称 主要技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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