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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军民融合发展为国家战略,廊坊因其地理位置及市场资源等优势,“民参军”有一定的基础,但

发展仍显缓慢。本文在分析廊坊民营企业在军民融合发展参与广度、参与深度、参与阻力及参与路径

等问题基础上,尝试提出廊坊市民营军工的融合之道,助推民营企业在廊坊军民融合中升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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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litary-civilian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s a national strategy. Due to its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market resources advantages of Langfang, "civilian military" has a certain foundation, but the development is still 

slow.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scope of participation, depth, resistance and path of the military-civilian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this paper tries to put forward the integration path of the private military industry and 

boost the upgrading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rivate enterprises in the military-civilian integration of Langf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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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民融合是指从中国现实的国情军

情出发,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的战略全

局高度,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全面

增强军民融合度,本就是“民参军”应有

之意,又是传统军工体系的重要补充力

量。有效地推动“民参军”,已成为当今

国防科技和军工发展的重要趋势。 

“充分发挥优势民营企业作用,引

导社会资源有序进入装备建设领域,形

成开放式发展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新格

局。”“切实打造军民融合的龙头工程、

精品工程。”“要主动发现、培育、运用

可服务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前沿尖端技

术,捕捉军事能力发展的潜在增长点,强

化军事需求牵引,最大限度实现民为军

用,做好国防科技民用转化这篇大文章,

发挥国防科技转化运用最大效益,形成

多维一体、协同推进、跨越发展的新兴

领域融合发展布局。”“要以机制和政策

制度改革为抓手,坚决拆壁垒、破坚冰、

去门槛,破除制度藩篱和利益羁绊,构建

系统完备的科技军民融合政策制度体

系。”“要打破各种各样的“卷帘门”、“玻

璃门”、“旋转门”,在市场准入、审批许

可、经营运行、招投标、军民融合等方

面,为民营企业打造公平竞争环境,给民

营企业发展创造充足市场空间。鼓励民

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 

1 廊坊市民营企业在军民融合

体系中的能力不断攀升 

我国民营企业在改革开放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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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实力大大提

升,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显著增强,已

经发展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力量。民营经济在廊坊市经济发展中占

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廊坊经济的重要

支柱、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据统

计,2019年民营经济贡献了廊坊全市

72%以上的GDP、90%以上的财政税收、93%

以上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95%

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 

相比于国有军工单位,民营企业在

军民融合体系中拥有最为灵活的市场信

息获取能力。为更好推进“民参军”,

更好的发挥民营企业作为地方政府和国

有军工单位的连接点的作用,为“民参

军”企业提供可遵循可实施可操作的政

策保障,为着力搭建公平、公正的竞争环

境,也为推动基础设施资源共用共享,让

现有资源发挥更大的效益。廊坊市建设

了各类科技资源信息服务平台,建成省

军民融合创新创业中心,落户了首个中

国航天科工航天军民融合成果转化基地,

签订了廊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与中关村军民融合产业联盟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引进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

航天科工集团等产业龙头,一批航天产

业高科技重大项目正在建设,国内一流

的航天产业集群在此加速聚集。产业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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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延展了产业链条,卫星导航产业园已

被建起,80余家以卫星导航应用为核心

科技型项目签约落户,被认定为“国家级

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国家级国际科技

合作基地”“省级军民结合产业示范园

区”,还批准了一批军民融合科技孵化中

心等。 

截至2019年,廊坊市民营企业参与

军品科研生产的领域已涵盖了先进材料

与制造,航天、通信、计算机及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

件业等多个主要行业和技术领域。民营

企业参与军民融合建设取得了明显的成

效,“民参军”企业数量大幅增加,“民

参军”的层次和领域不断提升拓展。 

2 廊坊市民营企业在军民融合

重点领域中的纵深发展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深入实

施的大背景下,京津产业溢出加速,各大

军工集团加快在环京津区域布局,更多

的军工企业和项目加速向河北转移。军

民科技协同创新平台成效显著,航天科

技、航天科工、中国电科、兵器工业等

军工集团在易县、涞水、涞源、涿州、

固安、大厂等地布局了一批大型项目或

基地。军民各领域合作实现新发展,军工

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公司治理、资本运作、

协作配套、市场开拓等多方面探索形成

新的融合路径和模式。 

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军民融合发

展的重点不仅要扩大范围,更重要的是

突出重点领域,提升军民融合发展的质

量和效益,“高效益”既是军民融合的目

标,又是融合结果的评价指标。在推进加

大民用技术向军用转移的步伐,加快民

用领域一批成熟的前沿科技成果在军工

企业建设当中得到应用的同时,坚持质

量第一、效益优先,坚持核心行业为中心,

坚持市场化发展方向。 

廊坊军民融合作把协同发展、转型

升级、创新驱动作为重要抓手,不断深化

军地战略合作,产业规模快速增长,产业

体系日趋完善,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在汽

车、船舶、新一代电子信息、新能源、

航空航天等领域具有独特优势。廊坊固

安已经形成以航天运载动力、卫星应用

和航天特种技术产业为主的国内领先的

民用航天产业基地,为我国载人航天、月

球探测、北斗导航等国家重大专项任务

提供了保障,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领域

在国防和国防动员建设中有着非常广阔

的应用前景。一系列合作协议的签署,

是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促进军民融合

深度发展的重要举措。 

3 廊坊市民营企业在军民融合

发展中的限制性条件和因素 

当前,“军民两用技术开发和产业

化”“民参军”“军转民”都是我国在科

技工业领域为促进民用、国防走向融合

采取的手段。民营企业参与军民融合具

有自身独特的优势：首先,民营企业商业

模式灵活,市场敏锐度高,与重资产、重

工业的传统企业不同,民营企业能够更

及时的把握市场需求及其变动,资源配

置率高且充满活力并极具变革精神。其

次,民营企业是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长

期以来,广大民营企业家以敢为人先的

创新意识、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组织带

领千百万劳动者奋发努力、艰苦创业、

不断创新。再次,民营经济在开放型经济

发展中扮演主角,近年来,民营企业成为

中国对外投资的一支重要力量。 

但是,“民参军”及进一步融合军民

科技工业方面仍存在许多困难亟待解

决。比如：军工和民口界限长期存在,

民品开发和军工科技成果转化困难,社

会资本参与军工企业股份制改造阻力很

大等。以廊坊为例,一是“民参军”跨界

难度大。相比国有大型企业和研究所,

民营企业获得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及

保密资质等更为困难。在涉及领域中传

统领域和关键领域,民营企业参与难度

大,存在技术壁垒、规模不经济、产品替

代成本高等许多潜在性壁垒,优势有待

发挥。二是“民参军”协 同创新机制不

够完善。军民融合中融合路径缺乏多样

性,融合程度各种局限性,并且国家实验

室、国家重点实验室等科技创新资源共

享及国家科研仪器设施网络管理平台的

开放和共享也有待提高。三“军转民”

技术转化比例不高。在民品中真正由军

用技术转化而来并进入百姓生活的产品

比例并不高,这是由于当前国防科技工

业系统的管理体制、激励机制、信息开

放等方面还不能较好地适应当前“军转

民”的发展需求。 

4 廊坊市民营军工的融合之道 

军工企业与民营企业融合发展的

实质是将军用生产资料与民用生产资

料通过相互融合的形式,转化为军用科

技工业融合要素和民用科技工业融合

要素。当前我国已正式进入“新发展阶

段”,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前进的时

候,必然对军民融合的实践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要进一步推进军民融合发展战

略。廊坊也必然要在军民融合有益经验

的基础之上,结合自身实际,解决“适用

性”、“资源融合”、“人才培养”等实际

问题,推动廊坊市军民融合的更好发展。 

寻找廊坊市民营企业在军民融合中

发展措施应该是要建立在适用性之上。

“所谓适用性,不是简单地回答适用或

不适用,而是看新公共管理在具体环境

中哪些因素可以用,哪些不可以用；现在

不能用的东西以后可不可以用,如果可

以用那么现在应创造什么条件；如此等

等。”在军民融合事业发展过程中,如何

把握好道路、政策和经验间的适用性成

为了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要求我们在

对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段的军民融合经

验进行汲取,同时也要善于利用好自身

的优势。具体举措建议如下： 

4.1加强廊坊市军民资源共享和协

同创新 

军民融合创新作为军民融合国家战

略发展的重要内容,是国家创新体系的

重要支柱。与普通合作创新不同,军民融

合创新主体构成既有直接面向市场的地

方企业,又有产品不完全市场化的具有

国防性质的军工企业。由于军民融合创

新主体复杂而特别,创新主体间信息沟

通与共享困难。应对这个问题,一定要先

抓好顶层设计,建立健全组织领导机制、

创新科技资源共享商业模式、建立健全

资源共享体系运营机制、推动军民科技

资源共享市场化、规范国防科技成果保

密管理、加大军民融合科技创新成果奖

励支持力度、建立健全科技共享信息管



经济学 
第 4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59 /（中图刊号）：270GL018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47 

Economics 

理机制、整合和完善军民资源共享信息

平台、加强信息平台的运营管理、完善

军民科技资源共享激励机制及加大军民

融合科技资源共享财政经费投入等。同

时要积极推进军民标准化协调、军民计

量资源互通共享,在不违反国家国防技

术秘密的前提下,在技术势差推动下,有

郊的将科技资源从势能高向势能低的产

业或企业流动。 

4.2加强廊坊市军民科技融合人才

培养 

军民融合技术协同创新体系是在

“军民结合创新体系”基础上向更高层

次、更广范围和更深程度的发展,它更加

强调国防创新系统和民用创新系统的有

机结合。所以我们建立军工和民口进行

科技规划、计划、项目安排、政策等会

商机制。支持廊坊市科研院所、高等学

校围绕国家安全和国防科技重大战略需

求,聚焦具有战略性、带动性、全局性的

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组建创新联盟,开展

产学研用合作。畅通高校参与本市军民

融合技术协同创新体系的各种渠道,建

立科学、规范的军民融合技术协同创新

体系的领导体制及运行模式,完善与军

民融合技术协同创新体系相匹配的人才

培养制度等,适应军民融合在科研及人

员等方面融合。 

4.3积极构建廊坊市军民科技融合

市场和政策保障体系框架。 

对于军民融合来讲,如何处理好军

民之间、军地之间以及产研之间的关系,

成为了事业能否顺利发展的“麻筋”所

在。如何在军民两端保持公平性,既能让

双方效益能力最大限度的发挥,也能在

资源配置上让彼此满意,得以在竞争与

合作之间,找到最舒服的“界点”具有重

大的意义。军工行业处于军工集团高度

垄断的竞争状态,民参军企业不具有公

平的市场竞争条件。民营企业自筹经费

从事装备预研、科研,承担了极高的风

险。武器装备预研、型研项目具有投入

大、周期长,风险高的特点,民营企业难

以获得国家经费投入,一般都是自筹经

费,而一旦与国有军工单位竞争失败,则

所有投入将付之东流。加大投资补助一

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民营企业压力,需要

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投资补助。为促进军

民融合中,新技术的研发和产生,需建立

军民两用技术融合的奖励制度,如设立

军转民专项扶持资金等。通过这些政策

的制订,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防装备科

研和生产,推动军民融合速度,提升军民

两用技术转化和产业化能力。 

5 结语 

总之,民营企业在军民融合中得

到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既需

要资源所有者树立共同参与意识、又

需要完善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体系

加以保障。本文分析了廊坊市民营企

业在军民融合中能力的不断攀升,在

重点领域的纵深发展,梳理了民营企

业在军民融合发展中的限制性条件和

因素,探讨了廊坊市民营军工的融合

之道,可为廊坊市民营企业在军民融

合中提供部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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