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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军民融合发展可以在推动国防建设的同时提升经济实力，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军事效益和经济

效益的双赢。科技军民融合是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重点。本文通过梳理美国近年来“民参军”的

新举措，分析 NASA、DARPA、DIUx 等机构在创新投入模式、科技成果转化、人才梯队建设等方面

实施的新举措，为我国进一步促进“民参军”发展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我国应在政府层面进一步简

化行政流程，在项目层面充分利用全社会资源，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同时，需要完善国防科技成果转化

的服务体系建设，推动科技成果军民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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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作为军事强国和科技强国，一直十分重

视科技军民融合。近年来，美国国防科技组织管

理的两个代表性机构——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

和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采取一些新的

举措促进科技军民融合 [1]。2015 年 8 月，美国国

防部为了更有效地利用民间的新兴前沿技术，特

别创立国防创新试验单元（DIUx），旨在打破国

防部的围墙，让来自外部的创新注入国防部，使

美军持续保持技术优势。这些机构在国防科技计

划和项目的组织方式、创新投入模式、人才梯队

建设等方面的改革与创新形成了科技军民融合新

趋势。

1　美国科技军民融合的特点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和

国防创新试验单元在国防相关科技项目的组织方

式、创新投入模式和人才梯队建设等方面体现了美

国科技军民融合的特点。

1.1　“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国防

　　   科技计划和项目的组织方式

美国国防科技计划和项目的组织方式在科研

任务来源、项目承担单位选择、科技成果转化等方

面体现了其“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

组织方式。

1.1.1　美国国防科技科研任务来源途径多元化

 一是上级政府直接指定，国家航空航天局和国

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均需承担上级政府指派的研究任

务。国家航空航天局由白宫直接管理，主要研究计划

由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共同制定。

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除承担部分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

制定的科技计划外，主要负责国防部指定的重大研究

任务。此外，美国国会有时也会给国家航空航天局和

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指定一些研究任务 [2]。

二是将战略方向凝练成具体项目。国家航空

航天局和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的直属研究机构会结

合上级政府的战略方向和市场实际需求制定具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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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应用工程组一直与航空航天

相关企业和组织机构保持紧密联系，了解前沿动态

和市场需求 [3]。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直属的国防科

学研究委员会每年就未来主要研究方向召集全美顶

尖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展开讨论。同时国防高级研究

计划局的项目经理会定期对从事国防军事工作的官

员和研究人员进行调研。

三是向社会公开征集项目、追踪民间相关高新

技术。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会通过发布公告和举办

开放日活动的方式公开向社会征集项目。国防创新

试验单元通过追踪人工智能、生物系统、无人系统、

信息、航天五大技术领域的民间前沿动态，发掘处

于萌芽期的高新技术，并对这些技术的创新思想效

能、技术原理进行审查论证。

1.1.2　美国国防科技项目承担单位选择方式多元化

一是部分直属研究机构作为项目固定承担单

位。国家航空航天局约 20% 的项目固定交由其直

属的 10 个研究中心承担。

二是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选择适合的项目承

担单位。国家航空航天局和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的

大多数项目都会向潜在参与者发布公告，对参与竞

标的机构所提供的项目实施方案进行同行评议筛选

后，再组织相关专家团队和审查官员进行论证和裁

定 [4]。国防创新试验单元经常代表国防部发布项目

公告。例如，2016 年 3 月国防创新试验单元举办

了陆军网络战挑战赛，代表国防部向工业界征集陆

军微型云技术管理平台的创新方法和系统化的解决

方案，为陆军用于网络攻防作战的核心分布式云基

础设施提供支持。

三是面向社会主动挖掘有潜质的项目承担团

体。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利用自己的大数据搜索工

具寻找相关领域的前沿研发团队予以项目资助。国

防创新试验单元采取类似风险投资的方式针对能够

解决国防科技难题的重点领域突破性技术立项。例

如，国防创新试验单元关注的人工智能领域重点是

能够为实时对抗服务的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

1.1.3　从项目全周期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一是在立项环节考虑国防科技商业化。国家航空

航天局在立项准备阶段的重要步骤之一就是探索项目

的商业化可行性。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在立项阶段一

般会开展一些互补性研发项目以支撑技术商业化。

二是联合各相关方加入项目研发过程，确保

研究方向实用性。国家航空航天局和国防高级研

究计划局的项目研发团队中除了自己的技术人员

外还包括来自相关政府部门、军方、企业、研究

机构等的人员 [5]。

三是促进项目成果商业化，支持创新创业。

美国国会授权国家航空航天局与国防部、能源部

等部门共建全美技术转移网络，内设 9 个孵化器，

培育新兴高技术企业。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通过

开放项目成果及转化应用数据库、出版项目研究

情况以及召开项目交流会等方式推动技术信息的

大范围扩散。国防创新试验单元联合相关军兵种、

民间资金共同投资目标企业，同时对项目成果进

行测试并帮助其进行推广。

1.2　多种创新投入模式保障研发经费

美国国防科技部门采取非竞争性和竞争性财

政拨款、“风险投资 + 众筹”和政府采购等多种创

新投入模式来保障计划和项目的研发经费。

1.2.1　非竞争性和竞争性财政拨款直接资助突破

　　　 性技术

国家航空航天局和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的大

部分研究经费以直接分配给固定科研机构和向全

社会公开募集科研项目的方式资助与国防相关的

突破性技术。在资助过程中采取了分阶段评估、

动态调整、末位淘汰等方式。国家航空航天局下

属的独立计划评估办公室会在项目各阶段节点开

展评估，以决定该项目能否继续实施 [6]。国防高级

研究计划局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会持续关注外部最新

研究进展，一旦发现更好的技术方案就会替代原有

项目。此外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的末位淘汰制度每

年将淘汰 20% 的项目。

1.2.2　“风险投资 + 众筹”模式助力项目承担单

　　　 位实现创新

国家航空航天局、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和国防

创新试验单元在一些项目中会扮演类似市场中“风

险投资”的角色。国家航空航天局设立了创新伙伴

计划，引导工业界、学术界、政府机构和国家实验

室共同投资和合作来加速技术研发进程。国防高级

研究计划局会针对一些项目的成果转化阶段追加投

资，但不干涉项目的市场化运作过程 [7]。国防创新

试验单元选定目标企业后联合军兵种、民间资金

·创新战略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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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投资，最终形成几方共赢的局面。

1.2.3　通过政府采购等一系列政策，助力创新产

　　　 品进入市场

国家航空航天局、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针对国

防科技项目的政府采购采取了“风险补偿”“率先

使用，避免垄断”等一系列措施：

一是引入风险补偿机制，降低企业研发失败

的预期损失。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针对特定技术领

域设立风险补偿基金，在政府采购中根据采购的性

质和金额，按比例拨出资金存入风险补偿基金账户
[8]。当项目承担单位研发失败时，按照采购合同约

定，通过风险补偿基金弥补损失。

二是政府成为创新产品和技术的先行用户。例

如，国家航空航天局作为 Space X 的先行用户，为

产品提供稳定的市场，帮助企业资金回流，给予企

业“第一桶金”。2006 年 8 月，国家航空航天局

与 Space X 签订了商业轨道运输服务合同。

三是为中小企业营造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避

免垄断。美国政府采购制度注重通过对高技术中小

企业的优先支持，保持行业的竞争性。《购买美国

产品法》规定，只要本国高技术中小企业的报价不

超过本国大型企业报价的 6%、外国供应商报价的

12%，则优先采购本国高技术中小企业的产品和服

务。为了支持新兴高技术企业，国家航空航天局还

采取绑定采购的形式，将价值 68 亿美元的“太空

的士”项目交由波音公司和 Space X 公司合作完成。

1.3　“长期培养 + 快速引进”确保军民科技融合

　　   人才梯队建设

美国国防科技部门在人才梯队建设方面既注

重内部人员的成长，制订了中长期的人才培养计划，

也注重新鲜血液的补充，尤其为高端人才的引进开

启了绿色通道。

1.3.1　二战后着手开展人才梯队建设

美国国防科技领域形成丰富的人力资源储备

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自二战起制订的中长期人才培养

计划 [9]。1944 年 6 月签署的《退伍军人权利法》（GI 

Bill）中的一项主要条款是为退伍军人接受各类教

育和培训提供资助。这项法案的出台既缓解了由战

争导致的大量高校濒临破产的困境，促进了高等教

育的快速发展，又使国防科技成为诸多一流高校的

研究重点之一，例如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伯克

利分校、斯坦福大学等。《退伍军人权利法》持续

为美国输送了大量的国防科技人才，例如美国前国

务卿 Henry Alfred Kissinger、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局

长 Eberhardt Rechtin、JASON（为美国国防科技提供

重要咨询的秘密精英组织 ）主席 Edward Freeman、

美国国防部 DDR&E Malcolm Curry 以及 14 位诺贝

尔奖获得者等。

1.3.2　灵活的人事雇用制度，对高端人才吸引力大

美国《2017 国防授权法》允许国防创新试验单

元以非竞争方式雇用聘期不超过 18 个月的人员，

《沃克备忘录》允许这部分雇员延长任期至 36 个月；

同时要求国防部起草《2018 国防授权法案》，允许

其快速聘得长期雇员。除了更容易地吸引外部人才

外，国防创新试验单元还推动建立长期军职人员账

户，用于“联合任务分配列表”，吸引现职军人加入。

2　美国经验的适用性分析

中美两国在国防相关科技项目的组织方式、创新

投入模式和人才梯队建设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因此需

要对美国成功经验在我国环境下的适用性进行分析。

第一，美国在项目组织方式中的一些做法在我

国同样适用。美国政府没有独立的科技部门，科技

军民融合主要由国防部负责。我国军民科技工作各

成独立体系，相关法规、组织体系、科技计划、经

费安排、人事管理等均存在二元分割。两国的机制

各有优势：美国由一个部门统筹负责，可以避免部

门间的相互制约；我国的优势在于科技部门对民间

科技资源的统筹协调。综上，美国在项目组织方式

中的一些做法在我国同样适用，甚至某些方面更能

体现我国的制度优势，例如，就未来主要研究方向

召集全国顶尖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展开讨论，在重点

领域，针对能够解决国防科技难题的突破性技术，

在其立项过程中采取美似风险投资的方式等等。

第二，美国的创新投入模式在我国具有可行性。

中美两国的军费支出、研发投入、世界 500 强企业

数量等几个指标均处于世界前两位（见表 1）。因

此对美国政府促进科技军民融合的几种创新投入模

式，我国均具备实施的条件。例如，一些项目可以

效仿众筹模式，在政府出资的基础上引入民间资本。

第三，美国的国防科技人才培养模式可以借

鉴，人事雇用制度暂难效仿。美国从二战后《退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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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权利法》签署日起就开始了国防科技人才的长

期培养计划，使得国防部门和高校取得了双赢。国

防创新试验单元灵活的人事雇用制度建立在美国拥

有大量科技军民融合人才的基础上。我国国防科技

和国家科技是两个独立的体系，因此融合型人才较

为匮乏，同时由于保密等因素暂时无法实现人力资

源的短期频繁流动。

3　对我国军民科技融合的启示

科技军民融合是推进我国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的重点与难点。借鉴美国政府促进科技军民融合的

经验与做法，得到以下三点启示。

（1）简化行政流程，建立项目实施的动态调

整机制，加强军民科技融合价值链的管控

一是简化“民参军”流程，消除不必要的障碍

和门槛。二是摒弃科技项目传统管理模式，逐步采

取分阶段资助、动态调整的方式管理。部分项目实

施采取市场化运营方式，由联合投资方定期评估，

淘汰没有发展潜力的项目。

（2）充分利用全社会资源，进一步开放国防

采购

一是充分引入竞争机制，将任务需求通过脱密

处理，分解为系列科技项目。二是制订退伍人员中

长期培训计划，面向全社会寻求最好的研发人才。

三是项目组织方式可尝试“风投”“众筹”等商业

创新模式，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其中。四是利用合同

采购等方式吸引各类企业参与国防科研生产，利用

发布技术难题、举办挑战赛等方式借助“民脑”解

决国防技术难题。五是建立和完善对研发采购的风

险补偿机制，设立风险补偿基金，减轻项目承担单

位研发失败的后顾之忧。

（3）建立国防科技成果转化的服务体系，推

动科技成果实现军民应用

一是根据军民技术需求确定科研任务，构建能

够同时覆盖军方、政府部门、社会的调研机制。二

是项目全过程贯彻技术成果的两用性（军用、商业

化），项目团队选择过程中可考虑用户方参与，项

目实施过程中可根据进展同步开展互补性研究，支

撑技术商业化。三是建立国防科技公开服务体系和

技术转移网络。采取建立项目成果及转化应用数据

库、公开出版、召开交流会等方式公开成果信息。

在相关部委、地方政府和研究机构等层面建立专业

的技术转移服务机构，形成国防技术转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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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7 年中美创新投入相关数据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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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排名

研发投入（亿美元）
研发投入
世界排名

世界 500 强企业数量
（家）

500 强企
业数量世

界排名

中国 1 517 2 2 763 2 115 2

美国 5 827 1 5 100（2016） 1 13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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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can not on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defense but also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economic strength,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achieve a win-win situation 
of military and economic benefits. The integration of military and civili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the key point 
to promote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and civilian integration.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new initiat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join the army in recent years, analyzes new measures implemen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gencies such as NASA, DARPA, and DUIx in the areas of innovative investment models,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alented personnel to furth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eople's participation in the military", which has provide a lot of useful enlightenment 
for our country. China should further simplify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make full use of social resourc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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