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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简介

在传统格局下，军地各种单项力量看似很强大，但通常却因缺乏有效融合，很难提升综合对抗能力。只有

推动军民深度融合，实现军民两大体系需求统合、资源聚合、能力融合，才能将各种相互关联的军民力量

和资源集成为军民一体、活力倍增的国家总体对抗博弈能力。长期以来，我国军工产业过度依赖几家军工

央企，导致军工央企生产负担繁杂沉重，但人员资产运作效率并不高。通过军民深度融合，盘活存量资产

，吸引各种渠道资源进入安全领域，有利益促进创新，加快武器装备升级换代;同时，民营资本的进入可以

有效解决原有中国军工资产的效率问题，构建中国国家主导、需求牵引、市场运作、军民深度融合的运行

体系，由原来的“输血”转为“造血”，促进军工产业升级。

报告显示，我国军民融合总体发展态势向好，稳步发展中有质的跃升。随着国际形势复杂深刻变化，我国

军工核心产品国产化程度已倍受重视，核心元器件、原材料的自主可控将成为军工行业重要投资领域之一

。军民融合已进入实质落地阶段，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并取得新进展。2018年以来，我国军民融合产业偿债

能力、营运能力稳步增强，但盈利能力、成长能力增长趋势相对放缓;企业区域分布向发达地区、大城市集

聚态势明显;企业参与军民融合热情高涨，军民融合发展向纵深推进，带动企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军民融合

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提升，已成为了经济发展的有生力量。

当前，民参军热情日益高涨。我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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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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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个主要行业、40多个技术领域。加强国

企民企合作，是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实现富国与强军相统一的战略需求;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推

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军民融合发展过程中突破企业自身瓶颈，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推进国企、民企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应在四个方面寻求突破，包括创新合作方式，联合互促协同发展;立足创

新优势，打造科技融合引擎;畅通信息对接渠道，搭建供需对接平台;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创新协同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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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部、国家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国防工业企业协会、国防科

技工业企业管理协会、国防大学军民融合发展研究中心、中道泰和产业研究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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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军民融合行业及各子行业的发展状况、上下游行业

发展状况、市场供需形势、新产品与技术等进行了分析，并重点分析了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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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军民融合企业，科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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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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军民融合发展分析

三、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军民融合机遇分析

四、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军民融合趋势分析

五、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军民融合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第五节 新材料领域

一、中国新材料产业发展概况

二、中国新材料产业军民融合发展分析

北京中道泰和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全国统一售前专线：400-886-7071 公司官网：www.51baogao.cn



三、中国新材料产业军民融合机遇分析

四、中国新材料产业军民融合趋势分析

五、中国新材料产业军民融合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第六节 新能源领域

一、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概况

二、中国新能源产业军民融合发展分析

三、中国新能源产业军民融合机遇分析

四、中国新能源产业军民融合趋势分析

五、中国新能源产业军民融合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第七节 电子信息领域

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概况

二、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军民融合发展分析

三、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军民融合机遇分析

四、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军民融合趋势分析

五、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军民融合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第八节 信息安全领域

一、中国信息安全产业发展概况

二、中国信息安全产业军民融合发展分析

三、中国信息安全产业军民融合机遇分析

四、中国信息安全产业军民融合趋势分析

五、中国信息安全产业军民融合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第九节 节能环保领域

一、中国节能环保产业发展概况

二、中国节能环保产业军民融合发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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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节能环保产业军民融合机遇分析

四、中国节能环保产业军民融合趋势分析

五、中国节能环保产业军民融合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第十节 船舶工业

一、中国船舶工业发展概况

二、中国船舶工业军工融合发展分析

三、中国船舶工业军民融合机遇分析

四、中国船舶工业军民融合趋势分析

五、中国船舶工业军民融合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第十一节 中国武器装备产业发展状况分析

一、中国武器装备产业发展概况

二、中国武器装备产业军工融合发展分析

三、中国武器装备产业军民融合机遇分析

四、中国武器装备产业军民融合趋势分析

五、中国武器装备产业军民融合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第四部分 军民融合区域发展

【军工行业市场竞争格局如何?区域市场发展有什么特点?重点军工企业(集团)经营情况怎样?】

第八章 中国地区军民融合领域发展分析

第一节 地方政府促进军民融合产业发展主要做法

一、各地军民融合产业政策总体概况

1、创新引导模式

2、民企先进模式

3、军工重镇模式

4、保障共享模式

北京中道泰和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全国统一售前专线：400-886-7071 公司官网：www.51baogao.cn



二、各地军民融合产业政策主要做法

1、投资补贴

2、税收优惠

3、产业基金

4、金融支持

5、准入补贴

6、平台建设

7、人才奖励

第二节 四川省

一、省内军民融合政策分析

二、省内军民融合发展现状

三、省内军民融合企业现状

四、省内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园区)状况

1、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园区)建设概况

2、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园区)目标定位

3、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园区)产业定位

五、创新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的特色优势

第三节 山东省

一、省内军民融合政策分析

二、省内军民融合发展现状

三、省内军民融合企业现状

四、省内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园区)状况

1、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园区)建设概况

2、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园区)目标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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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园区)产业定位

五、创新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的特色优势

第四节 河南省

一、省内军民融合政策分析

二、省内军民融合发展现状

三、省内军民融合企业现状

四、省内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园区)状况

1、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园区)建设概况

2、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园区)目标定位

3、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园区)产业定位

五、创新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的特色优势

第五节 江苏省

一、省内军民融合政策分析

二、省内军民融合发展现状

三、省内军民融合企业现状

四、省内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园区)状况

1、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园区)建设概况

2、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园区)目标定位

3、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园区)产业定位

五、创新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的特色优势

第六节 浙江省

一、省内军民融合政策分析

二、省内军民融合发展现状

三、省内军民融合企业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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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省内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园区)状况

1、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园区)建设概况

2、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园区)目标定位

3、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园区)产业定位

五、创新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的特色优势

第七节 湖北省

一、省内军民融合政策分析

二、省内军民融合发展现状

三、省内军民融合企业现状

四、省内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园区)状况

1、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园区)建设概况

2、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园区)目标定位

3、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园区)产业定位

五、创新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的特色优势

第八节 贵州省

一、省内军民融合政策分析

二、省内军民融合发展现状

三、省内军民融合企业现状

四、省内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园区)状况

1、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园区)建设概况

2、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园区)目标定位

3、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园区)产业定位

五、创新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的特色优势

第九节 广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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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省内军民融合政策分析

二、省内军民融合发展现状

三、省内军民融合企业现状

四、省内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园区)状况

1、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园区)建设概况

2、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园区)目标定位

3、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园区)产业定位

五、创新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的特色优势

第十节 陕西省

一、省内军民融合政策分析

二、省内军民融合发展现状

三、省内军民融合企业现状

四、省内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园区)状况

1、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园区)建设概况

2、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园区)目标定位

3、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园区)产业定位

五、创新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的特色优势

第十一节 构建军民融合产业带的对策——以成都—广元—西安产业带为例

一、构建军民融合产业带的重大战略意义

二、构建军民融合产业带的突出优势及预期效益

1、突出优势

2、预期效益

三、构建军民融合产业带面临的突出问题

1、统筹机制不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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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作共识不够强

3、合作层次不深入

四、构建军民融合产业带的总体构想

1、总体思路

2、发展目标

五、对构建军民融合产业带工作的建议

1、高层面设立产业带协调机构

2、高标准制定产业带总体规划

3、高级别构建产业带产业联盟

4、高水准打造产业带示范园区

5、高水平搭建军民融合共享平台

第九章 中国十大军工企业军民融合状况分析

第一节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概况

二、企业业务情况

三、企业军民融合进展

四、企业军民融合成果

五、企业军民融合动态

第二节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

一、企业发展概况

二、企业业务情况

三、企业军民融合进展

四、企业军民融合成果

五、企业军民融合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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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概况

二、企业业务情况

三、企业军民融合进展

四、企业军民融合成果

五、企业军民融合动态

第四节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

一、企业发展概况

二、企业业务情况

三、企业军民融合进展

四、企业军民融合成果

五、企业军民融合动态

第五节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概况

二、企业业务情况

三、企业军民融合进展

四、企业军民融合成果

五、企业军民融合动态

第六节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概况

二、企业业务情况

三、企业军民融合进展

四、企业军民融合成果

五、企业军民融合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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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概况

二、企业业务情况

三、企业军民融合进展

四、企业军民融合成果

五、企业军民融合动态

第八节 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概况

二、企业业务情况

三、企业军民融合进展

四、企业军民融合成果

五、企业军民融合动态

第九节 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概况

二、企业业务情况

三、企业军民融合进展

四、企业军民融合成果

五、企业军民融合动态

第十节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概况

二、企业业务情况

三、企业军民融合进展

四、企业军民融合成果

五、企业军民融合动态

第五部分 发展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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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工融合有什么的发展潜力?未来趋势如何?投资机会在哪?需要避开什么的风险?】

第十章 2024-2029年军民融合前景与投资分析

第一节 中国军民融合行业前景分析及趋势预测

一、2024-2029年军民融合行业发展潜力

二、2024-2029年军民融合市场发展前景

三、军民融合项目遍地开花，投资前景广阔

四、2024-2029年军民融合行业发展趋势

第二节 中国军民融合市场投资分析

一、投资现状

1、企业投资情况

2、地区投资现状

二、投资机会

三、投资风险

四、投资建议

第三节 中国军民融合市场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一、我国军民融合发展还面临着“五个不匹配”问题

二、中国军民融合企业的发展问题

三、中国军民融合面临的挑战

四、中国军民融合发展的对策

第四节 中国军民融合路径规划

一、军民融合产业规划

二、军民融合建设路径

第五节 中国军民融合结论建议

一、军民融合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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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军民融合发展建议

第十一章 中国军民融合行业发展战略研究

第一节 军民融合战略的历史演进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军民兼顾与革命战争的支撑和胜利

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军民结合与现代化积累的艰难抉择

三、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建设为中心主导的军民结合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与市场关系中的寓军于民思想

五、新世纪新阶段：科学发展主导的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径

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军民深度融合发展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

第二节 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对国家战略体系的效应

一、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与国家战略体系的成长完善

二、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谐动

四、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谐动

五、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谐动

六、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与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的谐动

第三节 十九大报告关于军民融合战略发展思路

一、军民融合纳入军队建设发展的战略指导

二、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纳入新时代的强国战略

三、新时代军民融合发展的方向和途径

第四节 新时代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举措

一、新时代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现实背景

1、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是长期探索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规律的重大成果

2、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是从国家发展和安全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

3、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是应对复杂安全威胁、赢得国家战略优势的重大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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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时代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总体目标

1、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

2、构建军民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三、新时代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历史方位和主要瓶颈

四、新时代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重点任务

1、扎实推进制度建设, 健全完善相关的制度体系

2、根据微观、中观、宏观各层次的任务需求, 全面推进全方位军民融合

五、新时代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基本原则

1、坚持党的领导

2、强化国家主导

3、注重融合共享

4、发挥市场作用

5、深化改革创新

六、新时代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基本举措

第五节 军工企业深度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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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019-2023年中国高新技术行业产值规模

图表：2019-2023年中国军工行业发展规模

图表：中国军民融合产业运行现状

图表：中国军民融合企业项目行业分布

图表：中国军民融合企业融资额

图表：国家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规模

图表：国家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规模

图表：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分类情况

图表：军民融合国际经验模式

图表：中国军民融合模式

图表：军民融合ppp融资模式

图表：军民融合主要金融服务模式

图表：军民融合协同创新体系

图表：民融合协同创新体系“五主体动态模型”

图表：军民融合创新产业化商业模式

图表：军民融合示范基地现状

图表：军民融合示范基地主导产业

图表：军民融合示范基地支持基地发展政策措施

图表：军民融合示范基地对地方经济影响

图表：军民融合示范基地未来规划

图表：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典型经验

图表：军民融合产业园类别

图表：军民融合产业园优势

图表：军民融合产业园发展概况

北京中道泰和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全国统一售前专线：400-886-7071 公司官网：www.51baoga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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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园区)产业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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