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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长三角区域科技动员工作的对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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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防科技大学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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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加快推进长三角区域科技动员力量建设，对于更有效地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具有非凡的战略

意义。在梳理长三角区域科技动员发展态势和现状的基础之上，剖析目前发展存在的难点、痛点、堵点，从而更好

地结合长三角区域实际发展需求提出对策，充分发挥区域特色和优势，助推科技动员工作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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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提升科技动员工作质效，是长三角区域贯彻落实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的根本要求，也是实现富国强军战略目标的必然

举措。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
[1]
这为长三角区域科技动员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国防动员是

国家战略体系的重要方面，科技动员是国防动员的关键部分，是“国家为应对战争、突发事件和重大科研任务，重新配置科技

资源和统一组织科技力量，加速研制新式武器装备、军需用品、应急产品和开展重大科研任务的活动”。实施科技动员有利于

聚集科技资源力量，调动各方主体解决安全与发展难题。长三角区域科技动员工作必须统筹规划，突出重点，为巩固提高一体

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提供坚实保障。

一、长三角区域科技动员的基本态势

长三角区域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科技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2019 年 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

布《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沪苏浙皖顺势而为，启动长三角人防一体化建设。目前，长三角区域科技动员建

设初具规模，向新兴领域拓展、向新质力量聚焦，形成了一系列实践成果。

（一）科技动员体制机制不断完善

近年来，长三角区域各省市国防动员委员会充分发挥科技创新优势，把转型发展的前沿瞄准在关键新兴技术领域，也是优

先接轨长三角区域协同机制的国防动员领域。2022 年 9 月，《三省一市共建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行动方案（2022—2025 年）》

发布，提出以“五大行动”为引领，到 2025 年，区域一体化协同创新体制机制基本形成，初步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

高地。上海依托自身资源优势，出台一系列资金、税费优惠等政策支持动员工作，建成了国家数字化制造中心、华东地区（上

海）药品等 13个国家级国民经济动员中心，
[2]
发挥着以点带面的向好辐射作用，动员政策法规逐步完善，朝着正规化、标准化

的方向发展。

1 【基金】：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国民经济动员中心工作标准化体系构建研究”（编号 QL20210013）的阶段性成果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quEz3ePNgzZQ6yHU_GvWJTiE7nlgpmMlVQydzVUGgZLcz6_Mp8BWh-W3VmkOgeY-ATsA9zSYablabFvizaPULDCk_BA5LvgYB47kadGXnrU=&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quEz3ePNgzZQ6yHU_GvWJTiE7nlgpmMl_CC3X3o7-bUF6XHUhMxL_MGFDsV3yo_gW9SKl6MNzR7yRZHwDxMS7bqdqUcWFrfcRocMd-VBEAg=&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organ/detail?v=quEz3ePNgzbnieuCTVl7cVaJWRPTEeI2580srt4H_2GDI--25lP6I6zAkyvquG-_TwS2PMe04VnsB_9K8mYdElcqf51NiiwnKq72KMGGGMjMhOmW413XnVjNxGoz4G29fPV89_MthvPo8Atd3ATO0Q==&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organ/detail?v=quEz3ePNgzbnieuCTVl7cVaJWRPTEeI2580srt4H_2GDI--25lP6I6zAkyvquG-_EQJXhKa0I8XcOkohIBCz_vvYsoCMOBjKy3SRac2xBxVPLyihBw1EkQ==&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organ/detail?v=quEz3ePNgzbnieuCTVl7cVaJWRPTEeI2580srt4H_2GDI--25lP6I6zAkyvquG-_4IYeZ3S6V6bnFviqprqgUasGKzFwy0BkqZRZl_jvvjr8zFlgTGQH5bgcoRIkJbi0M0XoMUH9raeoGHo0h1l6bg==&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keyword/detail?v=quEz3ePNgzYVjTYWlZRioj-BgY06WtZBe-U5bo4dSisyybVA0JWA3BGM3x5oOQY8mtMgwaga_Orrw9I_GbuqygXF_eUj4B9cWawLKUde-nS40Gcf5BG1qB25w5E9G2R3&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keyword/detail?v=quEz3ePNgzYVjTYWlZRioj-BgY06WtZB7eUwUn4bGaPizgYLHs9ACEAs7Gs2hoEsA12DRioZkER_sQt5fedATsqunugW9KhmbSwaNnTnEK9lHyEMITX6lw==&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keyword/detail?v=quEz3ePNgzYVjTYWlZRioj-BgY06WtZB7eUwUn4bGaPizgYLHs9ACD_ZAjj0ZYQ05vaR1HKoUlYTFrH3PEtSOvA8R8rth8gfitR-l9fiKQr3IgmH7ZCKjQ==&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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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技动员数据采集方式丰富

长三角区域部分省市将科技动员潜力调查的重心放在研发新域新质力量动员数据库，按照“拿来就可以用、配套即可使用、

稍加动员可用、转化培塑就用”的标准区分相关企业，逐步建立了 2万余家新域新质力量企业基础数据信息库。
[3]
除此之外，长

三角区域立足自身的经济产业基础和科技创新优势，定期组织举办新型材料、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领域的高端论坛，鼓励并

带动新兴领域国防动员课题调查研究，宣传吸引各类专家学者、高新企业进入科技动员数据库，以此扩大潜力调查数据库的基

数和影响力，逐步形成了科技动员潜力调查的信息“集散地”和核心枢纽。

（三）科技动员产业发展呈现新格局

长三角区域科技动员优势一方面来自于长江三角洲幅员辽阔、地大物博的自然资源禀赋，另一方面来自于该区域拥有科技

创新和高端人才汇聚等有利条件，产业基础好，产业结构优，市场空间广。长三角区域各个产业之间“互为补充、相互带动、

梯次发展”，形成了完整的科技创新产业链。高附加值农业、高新技术产业、高端金融服务及文化创意产业呈现“并驾齐驱、

相互融合、协调发展”的显著优势。除此之外，长三角区域拥有较大的经济腹地、庞大的国内市场和巨大的国际市场，呈现“承

东启西、南展北拓、要素聚集”的新格局。同时，长三角区域始终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和科技兴军战略，科技动员产业发展呈现

出欣欣向荣的新局面。

二、长三角区域科技动员的制约因素

长三角区域科技动员工作从顶层设计到潜力调查，再到任务实施的各环节都存在不少难点、痛点、堵点，面临不少现实矛

盾问题和风险挑战。

（一）联动机制有待健全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富国强军是军民协同创新的目标，但双方工作体系彼此独立，地方以经济建设为

工作重心，军队以备战打仗为重点任务，双方存在着沟通渠道不顺畅，合作不充分等“疑难杂症”，导致长三角区域科技创新

信息资源难以高效整合。另外，长三角区域部分军民协同创新项目不是长久合作的关系，而是以重点任务为导向，缺乏稳定“黏

合剂”，沟通机制和渠道在建立起来后，没有得到良好的维护，工作容易陷入难落实的困境。

（二）潜力调查能力有待提升

在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趋势下，长三角区域部分高新技术企业的科技要素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产业链细分得更加专业

化、分散化，难以全面的统计整合，在一定程度上给精确掌握区域科技动员潜力增加了难度。同时，由于相关信息对接渠道不

顺畅，对新域新质力量及时掌握、支前保障重点特需力量集散更加困难。军队提出的潜力调查数据与地方统计的口径不统一，

如储备物资器材类中的建材、药材等数据具有保密性，无法从地方统计部门和相关厅局采集，数据完整性不高，影响科技动员

数据采集的精准度。

（三）演训保障机制有待完善

高新技术产业在技术研发方面具有高投入、高风险的特性，需要相关政策、资金等方面的大力支持，而当前长三角区域科

技动员演练力度不够，激励措施有限，筹划设计不足，保障机制有待完善。在进行科技动员支前保障演练时，一些企业常以公

司生产任务重、人员无法及时调配等为由进行推托。同时，区域内一些高新技术企业在科技动员具体问题的处理上，过分看重

眼前利益，缺乏长远战略眼光，影响演练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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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才管理培育有待加强

少数科研机构、生产企业的人员安全意识淡薄，在科技动员工作上存在消极应付的情况，部分企业负责人及科研工作者对

国防建设事业的重视程度不够，片面注重自身利益，以盈利为唯一导向，在大是大非的选择上呈现唯利是图的局限性，缺乏服

务国家建设的自觉性与积极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科技动员实施的快速性和有效性，也不利于我国调动科技人才与资源促

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五）国家安全问题亟须重视

区域化发展是若干空间单元相互关联，分享关联收益，形成合作与竞争的空间网络关系的过程。统筹发展和安全，在高水

平对外开放中筑牢国家安全屏障，是推进制度型开放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问题。
[4]
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区域在我国经济发

展中一直处于引领地位，许多高新技术战略产业和资源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许多重要产品的零部件和原材料都需要在长三角

区域配套供应。近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优化调整，但科技资源布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若东南沿海地区相关

产业、交通受到打击或破坏，势必会对我国国防科工行业造成毁灭性打击，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三、推进长三角区域科技动员工作的对策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科技创新资源优化配置，挖掘全社会科技创新潜力，形成国防科技创新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

生动局面”。加快推进长三角区域科技动员工作是实现科技兴军的必然选择，也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一）健全组织管理体系，构建区域立体快速机动走廊

促进科技创新资源有效聚集和优化配置，构筑坚不可摧的长三角跨纵深区域立体快速机动走廊，确保对长三角区域重要目

标进行有力的保障。

一要打造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以“科创+产业”为引领，充分发挥上海科技创新中心龙头带动作用，强化苏浙皖创新优

势，优化区域创新布局和协同创新生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开放合作，着力提升区域协同创新能力，打造全国原始创新

高地和高精尖产业承载区，努力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召开多方联席会议，促进各方共同研讨科技动

员和经济建设任务，以科研项目为纽带，搭建各主体之间的联系桥梁，促进长三角区域的专业知识、信息技术与资源优势互补。

二要强化区域协调体制机制。发挥长三角区域内各省市系统优势，充分发挥其安全与发展双重统筹作用，立足区域创新资

源禀赋，以“一体化”思维强化协同合作，着力强化政策衔接与联动，打造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以新兴技术为手段，借助决策

科学及管理学、系统科学等知识，通过资料分析、仿真模拟等方法，为协调区域问题的科学决策提供辅助信息系统。

三要建立健全信息沟通机制。依托长三角示范性“智慧大脑”的打造，建设城市数字底座标准化平台，从加强顶层监管、

理清权责清单、构建职位体系、健全考评监督等方面着手，建立信息定期通报制度，实现信息共享，确保科技动员工作高效运

转，既以满足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需求为核心目标，又以服务好长三角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为客观需要。

（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增强科技力量储备和抗打击能力

结合自身特点发挥比较优势，推动长三角区域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有效整合长三角区域科技资源，储备充足的科技力量，

提升抗压能力和社会综合应急能力水平。

一要深入分析现有科技产业布局。大力提高科技动员潜力调查能力，尽快打通并维护好沟通渠道。对现有军民协同产业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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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地的相关情况做一次深入普查分析，全面了解长三角区域相关企业与产业。切实掌握区域内的资源比较优势，进一步遴选符

合区域资源禀赋的主导产业。

二要对现有科技产业进行新结构经济学诊断。要按“是否失去比较优势”“是否远离比较优势”“是否具有潜在比较优势”

分门别类制定相应的政策。因地制宜选择与当地资源禀赋相适应的产业发展，同时要根据区域内资源禀赋动态变化而不断优化

调整其产业结构，实现分类发展重点突破，以获得最优的安全效益和经济效益。

三要促进长三角区域科技产业布局科学化、合理化。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兼顾企业利益，瞄准国家紧缺和市场需

求，实现协同发展，避免盲目进行“协同”形象工程，造成社会资源浪费。着力培育符合地区比较优势的产业链和支柱产业群，

带动效应明显、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核心主业和主导产业，打造具有长三角区域鲜明特色的科技动员发展道路。

（三）创新融资体系模式，优化创新产业价值链

随着科技产业的做大做强和科技水平的深入推进，长三角区域要更加积极参与国家科技产业发展大局，将产业链条完善优

化，积极培育高新技术水平高、带动性强的核心技术企业。

一要认清当前现实情况，提升产业链科技水平。建设长三角国际标准化协作平台，增强企业为主体的国际标准竞争力。着

力提升长三角区域国防科技工业项目的技术能力和科技含量，使科技动员的发展摆脱技术约束。依托紫金山实验室、姑苏实验

室和太湖实验室等科技创新平台，将网络通信与安全、材料科学、深海技术科学、集成电路等优势产业做大做强，加快产业化

平台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二要利用现有优势资源，积极出台各项利好政策。利用政策吸引争取科技产业重点项目落户区域内，打造全国乃至世界范

围内占主导地位的龙头企业和产业。同时对入户相关产业提供政策性资金支持，实现精准补贴，步步到位。对引进企业进行全

面、深入、细致的摸底，根据各企业资本劳动比进一步细分，将财政资本重点投入到技术密集型的企业，改变过去那种面面俱

到“撒胡椒面”式的资金投入办法。

三要建立多渠道、多层次的融资体系模式。加强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三省一市证监局的协作交流，健全完善长三角区域高新

技术产业投资主体多元化、融资渠道多样化的机制，健全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的风险投资体制，为技术密集型企业提供资金保

障。鼓励公司通过上市、发行企业债券等多种方式筹集资金。

（四）增强人才创新驱动，完善科技动员专业保障队伍

国际竞争是国家综合实力的较量与比拼，人才是竞争中最关键核心的因素。能否有效地动员组织起国家全部力量、挖掘潜

在力量，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国家发展与国际地位。

一要增强创新人才队伍建设能力。进一步规范和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充分调动科技战略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高水平

创新团队等人才的积极性。适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重大科技项目攻关的需要，重点加强网络攻防、频谱管控和国民维修等新

兴保障力量建设。逐步形成以高技术专业保障力量、国民保障力量和后勤保障力量为主要构成的科技动员专业保障队伍。注重

培养科技人才的社会责任感，为科技动员能力转换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为国家安全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力量。

二要鼓励核心企业技术加速创新。将经济效益作为牵引，倒逼长三角区域内的高新技术企业进行技术突破，以适应快速变

化的市场需求。有效运用税收、金融等激励工具，适当适时鼓励企业加大研发资金投入，并注重研发资金投入的使用效率，弘

扬好科技创新精神，在新时代更好地应对国家安全发展需要，大力发展国家安全需求的技术与产业，加快构建科技领域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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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在统筹科技发展和安全中全面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5]
促进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数字化的科技强国建设。

三要加强国防科技成果转化运用。依托三省一市高校、产业技术创新研究院等机构，促进科研单位优势国防科技成果落地。

长三角区域要发挥自身优势，组织力量对相关的专业人员、技术、国民经济等潜力情况进行分类核查，切实摸清底数，建立人

才资源数据库，为组建各种专业队伍提供依据和参考。

（五）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筑牢国家安全保障底盘

长三角区域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具有良好的基础，为了汇聚更多高端力量，保障科技安全，必须重点推进国家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建设。

一要从立项开始“寓入”应急功能。全面细致地考虑到重点科技工程防护需要，提前预留或增设其国防功能，在交通设施

设计中充分考虑到重大设备的快速通过能力，在城市各类项目的建设中要未雨绸缪地考虑人防需求，统筹区域内基础设施的多

功能共用，提高投资效益和公共收益。

二要加快长三角区域各类物资储备基地建设。有效增强大型商品粮油基地建设，新兴药品开发和医疗项目基地建设，同时

重点发展雷达、船舶、汽车、工程机械等重工业制造基地。大力推进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及时建设一批依托大型企业的专业物

流基地和重点产品交易市场集群，为国家安全和社会重大需要提供战略物资生产和配送基地。

三要支持推进重点项目工程建设。对经济建设中贯彻国家战略要求的重点项目、产品和技术，能够提高科技动员能力的项

目以及社会重大需求、应急管理急需的战略储备物资等，做到政策上适度倾斜、规划上重点安排、资金上有效保障，推动长三

角区域在增强科技动员能力，实现国家使命担当，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的赛道上又快又稳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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