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
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
略。近年来，国家各部委、军队
及地方政府纷纷出台政策和措
施，大力支持优势民营企业进入
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和维修领域，
可见军民融合发展意义重大。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
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黄立
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如今“民参军”企业真切感
受到了军民融合发展在组织管
理、工作运行、竞争格局等诸多
方面呈现出的许多新变化。但
民企在坚持“参军”的过程中，仍
然受到一些误解和偏见，目前最
需要无所有制歧视和公平高效

的大环境，加快推动形成“全要
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
发展格局。

为此，黄立建议，各级政府
及相关部门认真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努力营造“民营企
业是自己人”的营商氛围，让民
营企业家真正安心、定心。特别
是在实务操作中，继续抓好军民
融合，从观念上、行动上和待遇
上真正平等对待“民参军”企
业。同时，可以成立一些为军民
融合企业服务的第三方咨询服
务机构，帮助拟参与国防科技领
域的民营企业，提供政策解读服
务、产业推进、国内及军贸需求
对接、涉密咨询、战略规划及军
工取证等服务，全力激发民营企

业科技创新活力和为军服务的
潜力，形成军民融合协同创新的
良好氛围和工作机制。

黄立认为，“民参军”企业也
应加强党的领导和企业自强、自
律性，坚定信念、专注主业，树立
军事优先、军为首要的良好企业
形象。民营企业有情怀、有热情
去参与进行国防军工领域前沿
性技术创新研究，这不仅是重大
的有生力量的加入，而且将会对
僵化体制的改良及效率的大幅
提升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这也
是军民融合国策的本意之一。

另外，黄立又重申了军工科
技领域专家库中缺乏民企专家
的现实问题。他表示，在军工项
目的立项、预研、竞标、评审、新
技术研讨、决策等众多工作环节

中都需要由专家队伍来完成，目
前，我国国防专家库中很少有民
营企业专家，这使得很多好的先
进技术无法应用到国防建设中，
使“民参军”企业难以得到一个
公平竞争和参与的环境。建议
国家专项、系统地研究和解决，
建议遴选优势民企专家以丰富
国家军工领域专家库，使在各行
业处于领先位置的优秀高科技
民企的专家能够系统性加入到
国防专家队伍中去。

最后，作为军民融合践行企
业的责任人，黄立倡议，“民参
军”企业要以报国情怀为主、经
济效益为辅，坚定信念、专注于
主业；大力加强党的领导、听党
指挥，提高爱党、爱国的家国情
怀意识，提高企业自强、自律性。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黄立：

“民参军”融合发展要多领域、全要素、高效益
本报记者 鹿娟范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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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陈放：

研究制定军民融合企业认定标准
本报记者 马国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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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放

四川省政府办公厅于2018年
印发《关于推动四川国防科技工
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实施意
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提出
到2022年，四川省国防科技工业
综合实力保持全国领先地位，形
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
融合深度发展格局，趟出一条具
有四川特色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路子。具体到产业发展，提出到
2022年，四川省军民融合产业主
营业务收入超过5000亿元。

3月5日，在全国政协十三届
二次会议分组讨论会后，全国政
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四川
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陈
放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四川省对于军民融合发
展很重视，已经走在了军民融合
发展的前列。

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已
梳理出的首批6条军民融合发展
经验中，四川省就有“军民大型国
防科研仪器设备整合共享；民口
企业配套核心军品的认定和准入
标准；以股权为纽带的军民两用
技术联盟创新合作”3条入选。随
着产业的不断发展，“军转民”潜
能会不断释放。

产业发展是军民融合深度发
展的重要领域，军民融合企业是推
动军民融合产业发展的市场主体，
是推动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军民技
术双向转化和发展壮大军民融合
产业的核心力量。加快制定军民
融合企业认定标准，对于明确军民

融合工作对象、整合军民优势资
源、科学构建军民融合统计指标、
推动军民融合产业高质量发展具
有重要作用和深远意义。

陈放认为，我国军民融合发
展呈现整体推进、加速发展的良
好势头，各地军民融合企业如雨
后春笋般涌现，推动着军民融合
产业不断发展壮大。但从全国来
看，尚未对军民融合企业的概念
界定和认定标准形成统一的认识
和规范，主要表现在认定标准不
一、重认定轻管理、统计口径不一
3个方面。

基于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管理的成功经验，以及当前军民融
合企业认定标准、认定管理存在的
现状，陈放建议，要加快研究制定
国家层面军民融合企业认定标

准。具体做法如下：
一是加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

索。由中央军民融合办、工业和
信息化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
局等部委联合制定科学规范、普
遍适用的军民融合企业认定国家
标准。二是制定出台军民融合企
业认定管理办法。建议中央有关
部门授权，在国家系统推进全面
创新改革试验区域先行先试，开
展军民融合企业认定管理试点工
作。试点成熟后向全国范围内推
广。三是建立健全军民融合统计
指标体系。以军民融合企业认定
标准为基础，建立企业数据库，动
态跟踪管理、适时采集数据，科学
分析军民融合企业运行情况，构
建权威、科学、统一的军民融合统
计指标体系和统计口径。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融合
发展，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
制度要求，也是民企的期待所
在，但推进起来需要审慎操作。”
3月10日，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工
商联副主席、山东炼化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山东东明石化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湘平接
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首当其
冲的核心思路是设计好公司治
理结构。

李湘平分析指出，目前，绝
大多数的民营企业和资产动辄

上百亿的国企集团在体量上难
以“门当户对”，和国企母公司层
面开展混合所有制，其困难可想
而知。但国企集团下面的二级
或三级公司规模小很多，如果从
这些中小企业入手，可能更可
行、更顺畅。

当然，与国有控股下属的
二、三级子公司发展混合所有制
企业，必须重视发展中的问题，
比如，如何解决国有控股“一股
独大”的问题；如何保证民营企
业的话语权问题；如何融合不同
的企业文化理念问题。从实践
来看，这些都是国企民企联合发
展过程中常见的问题。

由此，李湘平建议，从国家
层面完善混合所有制的顶层设
计，把对下属企业公司治理机制
的建设，作为对国企大股东领导
人的考核指标；国企在充分竞争
行业的有序退出，是混合所有制
企业中“一股独大”问题最好的
解决办法，也是对其他小股东权
益的一种保护。

李湘平所在的山东东明石化
集团，成立于1987年。从一个原
油年一次加工能力不足15万吨、
总资产不到4亿元的地方“小炼
油”蹒跚起步，如今，东明石化发
展成为国内最大的民营炼厂。
但是，从公平竞争角度而言，民

营炼化企业面临政策“天花板”，
因为无法拥有成品油出口的配
套政策，因而出现产品结构性过
剩矛盾。

“这种情况下，假如国企民企
实现联合发展，各自的发展空间
就会大很多。”李湘平表示，自己
一方面期待国企民企联合发展的
步伐更快一些，与此同时，他建
议，国家相关部门加快落实有关
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中央精神，
进一步打造公平竞争环境，尽快
授予民营炼化企业成品油出口配
额，以充分发挥既有产能，加快我
国石化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
新旧动能转换的步伐。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山东炼化能源集团董事长李湘平：

国企民企联合必先设计好“公司治理结构”
本报记者 江金骐楚贵峰

李湘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