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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简介

对军民融合开展深入研究，找到适合中国的军民融合发展模式，首先应该理清其思想演进的过程。军民融

合思想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步深化的，在不同时期，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有所不同，因而制定的战

略方针有所侧重，先后经历了"军民两用""军民结合""寓军于民""军民融合""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等思想逐步

深化的历程。

军民两用。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国防工业在生产上也要注意军民两用，注意学会军用和民用的两套生产技术

，要有两套设备，平时为民用生产，一旦有事，就可把民用生产转化为军用生产。"该思想是在新中国成立

初期面对国防工业生产过剩，而经济发展存在资源严重不足的形势下提出的。但随着"中苏"矛盾激化、美国

扩大侵越战争的威胁，为了快速发展国防力量，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基本以政府干预和调节为主，忽略了

市场资源配置的作用，军民两用的思想也未能很好实现，且导致了军民分离的局面。

军民结合。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发展重心逐渐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仍然秉承经济建设

和国防建设兼顾发展的理念，在此前提下，邓小平提出"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十六字

方针，其中"军民结合"的战略重点，是指将国防工业与民用工业相结合。然而军民结合思想仅要求军事资源

向民用的单向流动，没有从整体上和战略上考虑国防科技工业与民用科技工业的有机结合问题。

本研究咨询报告由北京中道泰和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领衔撰写，在大量周密的市场调研基础上，主要依据了

国家统计局、国家农业农村部、国家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51行业报告网、全国及

海外多种相关报刊杂志以及专业研究机构公布和提供的大量资料，对中国军民融合行业的发展状况、上下

游行业发展状况、竞争替代产品、发展趋势、新产品与技术等进行了分析，并重点分析了中国军民融合行

业发展状况和特点，以及中国军民融合行业将面临的挑战、企业的发展策略等。报告还对全球的军民融合

行业发展态势作了详细分析，并对军民融合行业进行了趋向研判，是军民融合生产、经营企业，服务、投

资机构等单位准确了解目前军民融合行业发展动态，把握企业定位和发展方向不可多得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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