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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企人事

本报记者 丁国明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
重视军民融合发展。2015年，军民
融合发展首次上升为国家战略，旨
在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在更广
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融入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之中。通过军
民深度融合，一方面可以吸引更多
资源进入国防安全领域，解决军工
资产效率问题，促进军工产业升级，
加快武器装备升级换代；另一方面
也可以形成统一的国家科技体系，
促进国防科技创新向民用领域扩散
转移，加快民用领域创新发展。

世界科技发展史表明，国防科
技创新外溢在加快民用领域创新发
展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通常来说，
一国国防工业往往集中了大量前沿
技术、知识、资金等资源，整体技术水
平相对高于民用工业，存在明显的技
术优势，通过向民用领域转化，可以
产生溢出效应，从而促进民用创新发
展。美国是全球军民融合发展的成
功典范，其国防科技成果民用化比率
高达80%；最早诞生于国防领域的超
级计算机、互联网、GPS、纳米技术、汽
车燃料电池等，都被成功转移应用到
了民用领域。西欧国家国防科技成
果民用转化率也在50%—60%，而我
国转化率不到20%，科技创新成果

“军转民”尚有很大潜力可挖。政府
应为民用领域转化利用国防科技创
新成果创造便利化条件，持续提升国
防科技民用转化率。

民用领域企业也应积极对接国
防科技创新成果的商业化转移应
用。我国国防工业领域有不少可转
为民用的创新成果，民用领域企业
应积极主动了解国防工业技术发展
趋势与成果储备情况，在产品创新
中引入已有的军民通用型国防科技
创新成果，这一方面可以加快企业
创新发展步伐，另一方面也可以节
省企业创新投入。尤其是国有企
业，更应该在国防科技成果的“军
转民”应用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事实上，我国已经在民用领域
成功嫁接国防科技创新成果方面取
得了突出成就。我国“两弹一星”、
载人航天、高性能计算机等重大国
防科技工程，都形成了大量科技创
新成果，其中不少尖端成果已经成
功应用到民用领域，对国家经济社
会发展产生了显著溢出效应；民用
空调的环形出风、离子送风技术，
都是来自国防科技创新成果的转
移；北斗卫星导航技术，也已经在
各类民用运输设备产品中广泛加
载；大功率微波照射技术，正在与
城市垃圾处理相结合。这些成功案
例，为进一步深化国防科技创新成
果的商业化利用积累了丰富经验。

（相关报道详见G03版）

军民融合促进
民用领域创新发展

““一带一路一带一路””：：
央企央企““出海出海””惠及全球惠及全球

中航工业
陈元先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

司副总经理人选，试用期一年（自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1 月）；李耀

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总会计师

人选，试用期一年（自2016年12月至

2017年11月）；顾惠忠不再担任中国

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

师职务，退休；耿汝光不再担任中国

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陈元先、李耀任中国航空工业

集团公司党组成员，免去顾惠忠、耿

汝光的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党组

成员职务。耿汝光退休。

中国一重

张振戎任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

团公司党委副书记。

兵器装备集团

张宝林为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

司副总经理人选，试用期一年（自

2017 年 3 月至 2018 年 2 月），邓智尤

不再担任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副

总经理职务。

张宝林任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

司党组成员，免去邓智尤的中国兵

器装备集团公司党组成员职务。

刘兴国

观察

随着中俄、中缅原油管道、

沙特延布炼厂、中白工业园等

国际合作重大工程项目的落

成，截至今年1月，“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3年多来，中国企业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达

500多亿美元，一批重大项目的

落地，拉动了各国经济发展。

事实证明，“一带一路”倡议的

提出，惠及全球。

相关数据显示，目前，已有

80多家中央企业在“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设立了分支机构，中

央企业已成为中国企业“走出

去”和“一带一路”建设的先行

者和主力军。

倡议提出引发共鸣
2013 年 9 月 7 日，“丝绸之

路经济带”的提出；同年10月3

日，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的倡议提出，二者共同构

成了“一带一路”重大倡议。

为促进中央企业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国务院国资

委力推中央企业“出海”，2015

年6月，国务院国资委召开了推

进中央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

设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

工作会，从加强组织领导、落实

规划、创新“走出去”方式、提供

融资支持、注重队伍建设、强化

激励约束、防范境外风险、加大

境外资产监管、提升服务保障

和重视公共关系建设等十个方

面，积极支持中央企业围绕“一

带一路”、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

合作周边国家互联互通、非洲

“三网一化”等提升国际化经营

的水平。

其实，很多央企在上个世

纪已经参与到“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经济建设中，比如中国

石油、中国石化、中国建筑、中

国中铁、中国铁建、保利集团等

中央企业。

谈及“一带一路”建设，保

利集团董事长徐念沙认为，“一

带一路”建设为发掘中国与相

关国家的历史渊源提供了新的

依据，唤起了世界各国对中国

形象的记忆和共鸣。从历史上

看，古丝绸之路绵亘东西，最初

由商业贸易驱动而形成，具有

鲜明的经济特色。随着政治、

宗教、文化等元素的融合发展，

逐渐成为维护区域之间经济互

利、政治互信的重要纽带。古

丝绸之路以经济为先导、以商

贸为桥梁，发展睦邻友好关系，

形成利益共同体，深刻影响了

当时的世界格局。

（下转G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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