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军民融合的

现状与产业发展

钟阳

近年来，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军地紧密联系地区实际，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着眼在更深层次和

更广范围推进军民融合发展，既推动了经开区经济社会与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创新发展，也形成了军

民融合式发展新思路，开创了军事需求、社会效益共贏局面。

一、军民融合发展的基本情况

作为贵阳市传统的老工业基地，经开区以航空、航天两大军工基地为依托，通过优化产业政策体

系和加强对外合作，吸引了航天十院、中航工业、海信集团、中国普天、奇瑞控股、中煤集团、枫叶

集团、国药集团等一批央企和国内知名企业入驻，形成了以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电子信

息、工程机械及应急装备、生物医药为主导的产业体系。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已经成为贵州省重要

的装备制造业基地和新型工业化最具代表性的区域，先后获得了"国家军民结合（装备制造）高新技术

产业化基地”"国家应急产业示范基地""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等荣誉称号。

去年，21 家规模以上军民融合发展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 116.53 亿元，是“十一五"期末的 2.3 倍

。其中，13 家军工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 97 亿元，是"十一五"期末的 2.4 倍；4 家军转民企业实现工业

总产值 9.26 亿元，是"十一五"期末的 6.4 倍；4 家民参军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 10.28 亿元，是••十一

五"期末的 1.9 倍，军民融合产业发展成效显著。一是产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依托航空、航天两大军

工基地，着力打造装备制造、烟草医药及绿色食品、电子信息三条产业链，聚集了詹阳重工、贵阳海

信、同济堂制药等一批优强企业，近年又陆续引进了中国普天、奇瑞控股、海尔集团、格力空调、险

峰机床等一批央企和国内知名企业入驻，产品涵盖工程机械、汽车琴部件及配件、医疗设备、家用电

器、电力设备等，产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二是军工企业成为拉动产业发展的重要力置。去年，经开

区两大军工基地共 17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 106.25 亿元，占军民融合产业产值的 91.18%

，占高端装备制造业的 58.42%，军工企业成为拉动军民融合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三是"军转民"效果

逐步凸显。军工企业充分利用现有科研、技术及设备优势，加快向民用产业领域拓展。贵航股份通过

对原贵航集团下属华阳、永红、红阳等军工企业进行整合，重点发展汽车零部件产品，已成为国内汽

车零部件百强企业；航天控制研制的石油仪器等产品遍及全国所有陆上油田和部分海上油田，实现了

对外出□，部分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 90%以上；红林机械通过拓展民用航空转包业务，与伍德沃德

、联合技术航空集团、通用电器、穆格公司、霍尼韦尔国际等世界知名企业建立广泛业务合作关系。

四是科技创新活力逐步增强。全区 3 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均是依托军工企业（集团）建立，20 家省

级企业技术中心和 25 家市级以上工程技术中心，军民融合企业分别占据了 75%和 36%。院士、博士后

科研工作站达 10 个，建成全省第一家"海智计划"工作站，人才资源总量近 5 万人，产业人才达 4.3 万

人。院士和“千人计划”专家达 24 名，从事研究与开发的工程技术人员达 8000 余人。拥有"军民两用



技术转移"“装备制造公共检测”等数十个科技公共服务平台，并在全省各区县率先建成 B 类国家级生

产力促进中心。

二、军民融合发展存在的问题

虽然经开区军民融合发展取得一定成效，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

民参军"门槛较高。民营企业参与军工配套需取得保密证、国军标、承制资格证、国家武器装备科研生

产许可证等资质，每一项资质的取得需耗费半年以上时间，且费用在 10 万元左右。民营企业至少需取

得保密、国军标 2 个资质，才能参与军工配套的机械加工协作，如果要取得产品级别配套，企业还需

再取得承制资格证、国家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中的 1 个资质。取得军工配套资质将会增加企业成

本，同时，有资质不一定能参与军工配套协作，导致企业积极性不高。二是"军转民"难度较大。本地

军工企业发展由于配套链条较长，导致成本增加，产能难以壮大，辖区内没有一家航空航天及武器装

备等方面的整机生产企业，贵航股份、航天电器、航空电机等企业，都只生产零部件产品，在与民营

企业合作方面，主要是以外协加工为主，对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十分有限。另外，部分军工企业排斥

竞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用企业的进入触动军工企业既得利益，成为改革发展的阻力。三是融合

创新体系较弱。缺乏关于军民融合发展的产业顶层设计与专项规划，未建立或完善指导军民融合发展

的体制机制、服务平台、分类扶持政策，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较弱，难以促进军民融合创新发展整体水

平提升。地方部门难以准确获取国防需求信息，军工企业不能及时掌握地方重大建设项目立项情况，

提出需求难以及时提交到地方部门，制约资源共享及整合，抑制军工企业体量增长。未搭建有效的信

息互通平台，主机企业与配套企业间供求信息不对称，主机厂商的供需配套关系不紧密，500 家民营小

微企业没有形成合力。

三、下步工作思考

经开区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央和省委、市委的部署要求，全

面贯彻五大新发展理念，全面落实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把军民融合产业发展放在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

，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培育产业集群，加快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格局

，助推贵州省经济发展转型升级。

目标是：建设“一个示范区"，打造"两个基地"，构筑"三大体系"，培育 100 家左右民参军配套民

企，到“十三五"末，军民融合产业规模达 500 亿元。

"一个示范区"，即探索建设“国家级军民融合示范区"。

按照 7 月 22 日国务院《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意见》要求，加快拟定《军民融合创

新发展规划》和《鼓励军民融合产业发展意见》，把国防能力建设与地方建设结合起来，把军工经济

发展与地方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把领先行业优势与抢抓市场机遇结合起来，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做

大龙头，推进军民融合发展。积极主动与中国航天科工、中航工业、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等公司对



接，大力发展以军转民、民参军为代表的现代高端装备制造业、大数据产业，延伸现有产业链。争取

全省军民融合产业发展联盟落地经开区，做大做强"军民融合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并积极向国家发

改委等部门申报“国家级军民融合示范区"。

"两个基地"，即打造"国家级应急示范基地"和打造"国家大数据安全实验靶场"。

一是打造"国家级应急示范基地"。充分利用经开区作为首批"国家应急产业示范基地”的机遇，按

照"主机带动、培育高端、产业集群"的发展思路，引进、纳入一批应急产业主机或配套企业，延伸、

完善区域内应急产业链，逐步构建起以龙头企业为引领、重点企业为支撑的应急装备制造业企业集群

。力争"十三五’’期间，应急装备产业工业总产值达到 50 亿元。其中，应急装备产业实现产值 40 亿

元，应急服务功能区逐步完蕃，实现应急服务收入 10 亿元，形成立足西南地区、面向中西部地区、具

有明显辐射带动作用的国家应急产业（专业）示范基地。

二是打造"国家大数据安全实验靶场"。公安部已同意将作为经开区今后举办应急演练活动的指导

单位，市公安局也将与经开区共同承办"瘫痪实验”。联合航天十院、亨达科技，采取公司投入、市场

运营模式，共同在产业园一期内建设"第一靶场"活动场馆，对贵阳地区各类基于网络与大数据应用的

目标开展攻击与防护的应急演练活动。通过实验靶场的建立，首创贵阳演练模式，形成贵阳安全指数

，促进安全能力提升，建立大数据安全生态。"实验靶场"计划采取市场化手段，举办国际、国内有重

大影响的赛事，做到"月月有活动，季季有比赛"。

“三个体系”，即构筑"军民融合产业发展体系""军民融合协同创新体系""军民融合能力保障体系

"

一是构筑"军民融合产业发展体系"。打造"经开区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平台"。依托 011、061 两大军

工基地雄厚的工业基础，推进航空航天、应急装备、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等产业集聚发展，加快建

设经开区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平台，鼓励军民融合示范企业向园区集聚，促进军工企业、民营企业相互

协作配套，形成合力。重点推进"军转民”。鼓励军工企业通过改组、改制等形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

济，增强企业发展活力。通过政府平台公司引领，鼓励民营企业积极参与，以入股或共同投资等方式

，支持社会资本参与军工体系的合资合作，引导军工企业向民用领域拓展。积极鼓励"民参军”。鼓励

有能力的企业进入国防军品市场，支持民用企业争取军工配套的资质和资格，整合现有民用企业的设

备、工艺、技术等要素，不断提升加工能力和水平，主动承接军工订单，在主机和军工配套协作等领

域，培育和扶持英航弹簧、科润密封、坤格电子等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企业。支持军工企业本地采购

。通过积极与省级国防科工委或本地军工企业对接，及时了解和掌握军工配套需求。对民用配套企业

给予分类扶持。对参与军工企业生产、研发的企业，通过地方财政筹集资金，给予专项扶持。

二是构筑"军民融合协同创新体系"。加强京筑创新合作。以军民融合（北京）装备技术研究院、

中关村军民融合产业联盟、航天云网等创新平台为纽带，以中关村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和国家军民结

合（装备制造）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为基础，共同搭建京筑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平台，通过两地军工、



民□企业的合作，以军民融合科技创新战略需求为导向，结合武器装备科研生产需求，开展技术攻关

、项目研发、成果转化、示范应用等，推动军民科技双向转移，推进军民技术融合、军民产品融合、

军民资本融合、军民人才融合，实现军民优势资源共享。推进军地科研人才共享。利用地方人才资源

为军队建设做贡献。引导鼓励信息工程、自动化控制、计算机网络、大数据安全等方面的专家参与军

工企业发展，形成引入一个领军人物、带动一群科技精英、形成一批高科技产品的良好局面。重点汇

聚创新创业优秀人才。加速引进智能制造、大数据、军民融合发展创新型科技领军人才，打造一支知

识型、技能型、复合型“军民融合"专业队伍。利用军工人才参与地方经济发展。从税收、厂房、贷款

、融资等各方面，鼓励军工企业支持企业内部人才在经开区领办创办科技型企业，到经开区从事技术

攻关、技术服务、项目研发等工作。

三是构筑"军民融合能力保障体系"。全面落实相关政策。积极与国家相关部委建立畅通的联络沟

通机制，争取政策、资金、人才等各方面支持。制定相关规章制度，向企业宣传国家、省、市各项有

利于军民融合的政策措施，指导和帮助军民融合类企业按规定享受政策优惠和资金支持，全面落实好

各项军民融合相关政策。积极组织军民融合活动。组织开展军转民大赛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建设经开

区军民融合展示厅或区内主要企业展示厅，营造良好的发展氛围；积极与全国特别是省内的军工科研

单位对接项目，引进发展潜力大，附加值高的企业入驻。丰富拓展金融服务。在依靠辖区贵合公司、

国资公司、科工公司三大投融资平台开展融资工作的基础上，推进"银政合作”,积极探索创新融资方

式，努力构建多层次融资渠道，推动企业融资解困，降低企业融资门槛和融资成本。深度优化企业服

务。探索建立服务军民融合类企业发展的新机制和好办法，依托"三中心一网络"等平台，进一步优化

经开区军民融合产业发展软环境。搭建区内军民融合类企业对接平台、“产学研"三方战略合作平台，

做好企业管理人员学习培训、企业用工招聘培训等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