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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6日，第六届中国（绵阳）科技城国际科技博览会隆重开幕。《科技日报》总编辑刘

亚东在大会主论坛——国际军民融合创新发展论坛上发表了题为“民参军:一个迫在眉

睫的时代命题”的主旨演讲。他介绍了美国军民融合的历史和现状，并直指中国军民融

合的两大难题：观念和利益。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嘉宾，各位朋友：    

大家下午好！

美国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市距五角大楼4英里处，有一幢没有标志的大厦。世界上最神秘、

最强大、也最高产的军事科研机构就座落在这里。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ch Project Agency，DARPA）创立于1958年，其使命是引领军事科

技革命，保持美国对世界其他国家压倒性的技术优势。

作为隶属于国防部的核心研发部门，DARPA不同于美国其他军事科研机构——尽管它拥

有30亿美元的年度预算，但并不从事具体科研工作。

战略前沿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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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60年发展，DARPA现在每年雇用120个项目经理，每人任期5年。这些项目经理大

都是非常优秀的科学家，创新意识极强。他们即是发起者，也是监督者，每年将几百个科

研项目外包给防务承包商、学术机构或者其他政府组织，然后推动科研成果向军事应用领

域转化。美国及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参与其中。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防务承包商(defence contractor)绝大部分都是私营性质的上市公

司，或拥有强大实力的跨国企业。多年来，获得美军订单最多的5家公司分别为洛克希德

马丁、波音、雷神、通用动力和诺思罗普格鲁曼，被称为美国“民参军”的五大金刚。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披露的数据显示，2000年以来，美国国防部每年的经费有

超过60%支付给了这些防务承包商。同时，美国军费开支中有一半左右来自民营企业。



独立战争期间，出现了美国防业务外包的雏形

美国国防业务外包的历史悠久。早在独立战争期间，就有很多小贩一路跟随“大陆军”的

步伐，为他们提供各种后勤服务。虽然当时军队与商贩之间未必有正式契约，但这种合作

或可视为今天美国国防业务外包的雏形。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防务承包商的业务大

大拓展，由过去的后勤服务发展到现在包括装备研发、制造与技术支持在内的方方面面。

美国军中事务能外包的都外包出去，私人承包商的身影无处不在。可以说，美军是世界上

最依赖私人承包商的部队。

一般认为，美国的军民融合是十分成功的。许多发达国家为推进军民融合，也都纷纷建立

类似DARPA的机构。但美国并没有满足于此，更没有止步于此。

2015 年 4 月 ， 美 国 国 防 部 在 硅 谷 成 立 了 一 个 常 设 机 构 ， 国 防 创 新 实 验 单 元 （ The

Defense Innovation Unit Experimental，DIUx）。它由美国前国防部长阿什·卡特创

建，是美国国防部与国内诸多顶尖高科技企业，特别是硅谷企业之间的桥梁，旨在为美国

的国防科技创新注入新的活力。与一般的创新投融资方式不同，DIUx负责将美国国防部

的业务或技术需求，与高科技企业进行精准对接。



除了精准对接，DIUx的另一个特点是灵活迅速。一条由美国国防部铺设的“绿色通

道”，将签约总时长缩短至90天以内，从而让美国军用技术研发和更新驶上了可与民企

并肩的快车道。

在全球创新资源加速流动，创新成果爆发式涌现的背景下，五角大楼成立DIUx，发展了

美国国防技术的创新模式。从DARPA到DIUx，反映出美国国防部更加注重借助新兴高科

技产业的外部力量进行武器装备的创新，国防技术的发展力图以更加高效便捷的方式调动

全社会的力量。总之，美国军方正在以更为积极和开放的姿态，拥抱外部优质资源。



军民融合在中国也不是一个新话题。近十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为打破军民二元

分离结构，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

报告中指出：“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强化统一领导、顶层设计、改革创新和重大项目

落实，深化国防科技工业改革，形成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

和能力。”

当前，具有中国特色的军民融合发展体系正在建立，军民融合发展进入由初步融合向深度

融合的过渡阶段。国防科技与武器装备是军民融合发展的重点，也是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

标志性领域。

军民融合即包括“军转民”，也包括“民参军”。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互为补

充，互相作用，不可或缺。但与“军转民”相比，“民参军”当今在我们国家似乎矛盾更

加尖锐，问题更加突出。

人和武器装备都是现代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迄今为止，我军武器装备水平主要取决于国

防科技工业十二大军工集团总承制单位的水平，国防科技工业和武器装备建设尚未做到广

泛依托整个国家的工业和科技基础，尚未做到充分整合全国乃至全球科技、经济、人才资

源，因而难以取得军事上、经济上和时间上的最佳效益，这些都严重制约了我国国防现代

化进程。



长期以来，军工领域是民营企业的禁区。2005年以后，国务院、中央军委和有关部门先

后发布了《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非公

有制经济参与国防工业建设的指导意见》《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

见》等文件，一再强调推动军工开放，引导社会资源进入武器装备科研生产领域的重要

性，积极拆除“民参军”的所有制藩篱。

但迄今为止，我们的“民参军”范围有限，领域狭窄，层次不高，比例过低。“民参

军”之所以进展缓慢，举步维艰，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观念问题，二是利益

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受前苏联发展模式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们的国防科技工业逐渐

形成一个几乎与外界隔绝的系统。军队装备采购部门与军工集团，以及军工集团内部在长

期的配套协作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科研生产综合体。与其无可撼动的垄断地位伴生

的是天然的优越感、封闭落后的思维和难以割舍的既得利益。具体表现为缺乏开放的视

野、竞争的意识、合作的观念和包容的胸怀。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民营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国内到国际，实现

了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最富活力、最具潜力、最有创造力的元素，和社会经济

发展的主要支撑力量。据统计，现在国家税收的百分之五十、GDP的百分之六十、创新

成果的百分之七十、城镇就业岗位的百分之八十、新增就业岗位的百分之九十均来自民营

企业。

由于面临生存发展的压力以及参与市场经济的竞争，民营企业往往能够更多地孕育出的不

落窠臼的创新理念、别出新裁的设计思想、另辟蹊径的技术路线和独具匠心的工艺诀窍。

事实上，一些优秀民营企业在军工领域部分核心技术上已经取得重大突破，有效解决了武

器装备技术的一些“瓶颈”问题。

长期以来，军工企业为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决定性的突出贡献，历史不会忘记，

党和人民也不会忘记。但另一方面，国家长期对军工企业的大量投入和政策扶持，造成了

目前研制生产重点武器装备的许多军工企业“独此一家”的垄断优势。没有竞争对手，势

必使人丧失创新的热情和动力，并形成养尊处优的惰性。应该树立国家利益至上观念，克

服本位主义思想；行业利益、企业利益、和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并统一到国家利益

中。



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中国特色的军民融合体制是光荣神圣的使命，“民参军”已经成为

迫在眉睫的时代命题，它关乎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入推进“民参军”，就必

须破除制度藩篱和利益羁绊。应当扩大装备采购信息发布范围，完善军品市场的准入和退

出制度。积极引导全社会优质资源参与武器装备的科研、生产和维修，破除各种妨碍公平

竞争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尽快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装备采购市场体系。同时也要

加速军品价格和税收制度改革，鼓励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非军工单位向武器装备产业链的

高端转移。建立全新的军民协同创新体系，集中军地资源和力量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特别是

军事核心技术。

无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是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组成部分，都是市场竞争的

平等主体。国防科技工业和武器装备建设只有面向市场、面向世界，向非军工企业、非国

有企业开放，才能拥有未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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