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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防科技协同创新是促进国防科技自主创新、提升国防科技自主可控能力、支撑武器装备创

新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深入分析国外国防科技协同创新的主要做法及经验，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

国实际，提出开展相关工作的启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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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科技协同创新是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和军

民融合发展、促进国防科技自主创新、增强国防科

技自主可控能力的关键举措，是各类创新主体协同

推动武器装备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从发达经济体

的经验来看，国防科技的发展、科技竞争战略的争

夺都需要基于多主体、多要素、多环节紧密联系的

国防科技协同创新 [1]。深入研究发达经济体的做法

并总结其经验，对提高国防科技协同创新的整体效

益、加快国防科技协同创新的速度具有重要意义。

1　国防科技协同创新的概念内涵

1.1　协同创新的概念内涵

协同创新，就是各创新主体间的高效融合与有

序协作，综合各创新主体的优势，有效整合汇聚各

创新要素，充分发挥各创新主体间的技能、人才、

学识等智库资源，进而达到指数级叠加而非线性扩

大的效果 [2]。其在理论上有三个方面的新进展：一

是协同创新要求高校与各科研机构转变自身只是技

术提供者的角色，加强与企业共研的水平，实现企

业家和科学家在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交流。二是新兴

科技的发展及技术创新的过程是协同创新的主要体

现。高校与科研院所既要发挥知识创造和传播的能

力，更要向理论知识转化为科学技术的领域延伸。

三是协同创新突破了企业、高校与科研机构各自的

的限制，达到产业发展、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三位

一体的融合 [3-7]。

1.2　国防科技协同创新的概念内涵

国防科技协同创新，即在国家政策及相关战略

的顶层设计下，通过创新主体之间的资源与要素的

相互补充、成果共享，在国防科学和技术领域产生

协同创新的附加价值，最终使其利益最大化。国防

科技协同创新具备三个特点：一是全局性。各创新

主体、资源、要素需要有机结合才能带来实质性进

展。同时，各个主体之间的合作是实施和发展协同

创新的前提条件，从而对国防科技的研究方向进行

科学调整，并促进国防科技发展。二是时变性。国

防科技协同创新是一个螺旋上升的变化过程，其随

着内部环境中资源、科技和专家等的交流以及外部

环境中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而变动 [8-11]。

三是互补性。国防科技协同创新以目标任务为导向，

充分发挥政府引领作用，有效加快国防科技的协同

创新以及相关技术成果的转化应用。

2　国外国防科技协同创新主要经验做法

美国、俄罗斯等国家为保持国防技术领先优

势，推动武器装备创新研究，高度重视国防科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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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在国防科技协同创新领域进行了大量探索与实

践，其多举措加快推进国防科技协同创新发展的经

验值得研究和借鉴。

2.1　美国国防科技协同创新主要经验做法

2.1.1　制定顶层战略规划，指引协同创新方向

美国注重在顶层战略规划中，通过协调统筹、

项目牵引、任务支撑等举措，发挥军队、政府和高

校等多方具有相对优势的科研力量，为国防科技协

同创新提供动力引擎。一是国家战略统筹引领。长

期以来，美国政府为加快国防科技创新发展，积极

组织实施国防科技活动，先后制定了包括《国防科

学技术战略》《国防研究与工程战略计划》《美国

创新战略》等在内的多项顶层规划。二是部门规划

推进实施。美国国防部通过《国防基础科研规划》

《跨域作战国防科技规划》和《国防科技战略》等

文件，为各个阶段的重大科研项目的目标、进度、

管理等提出了具体可行的路线及组织实施方式，吸

引各技术领域参与协同创新 [12]。三是各军兵种计

划保障支撑。各军兵种结合实际发展情况制定颁发

相关计划规划文件，及时指导军口、民口以及部际

间实施高效的协同创新。例如，《2016—2025 年

海军航空愿景》提出海军需要重点关注的创新目标

和技术领域，包括构建海军创新网络、提高海军队

伍创新能力、改变海军信息使用方式、促进新技术

转化、开发颠覆性技术及作战概念等，为海军制定

详细的研究开发项目提供指引。

2.1.2　设立科研管理机构，加强协同创新执行

美国同时利用各州政府和市场等手段，调动并

利用国家的所有资源，如科学技术、人力资源、数

据库等，为国防科技协同创新助力。一是设立顶层

领导决策机构。总统和国会是美国国防技术领域的

顶层领导机构，负责国防技术领域总体发展战略、

预算和相关政策的制定和批准，发挥统筹管理作用。

二是设立联合管理机构。在国防科技协同创新的具

体实施过程中，美国政府通过重大项目牵引，构建

了专业化、系统化的部际间、各军兵种间联合管理

协调机构，发挥统筹协调作用。美国国家国防技术

与工业基础委员会（NTIB）由国防部、能源部和

商务部牵头组建，它的责任是确保所有联邦政府机

构能够协同合作，协商和制定国防技术的基本政策，

促进国防技术和国防工业的军民融合。三是设置创

新机构。美国围绕保持技术领先需求，不断完善管

理体系，改革创新机构管理模式，聚焦重大任务需

求，有针对性地设置快捷高效的项目遴选、研发模

式，促进国防科技战斗力的转化生成，加快协同创

新发展。其中，作为“引领者”，美国国防部与军

工企业、大学以及联邦资助的科研院所紧密合作，

将科技资源高度整合，搭建起科技成果推广应用的

桥梁纽带 [13]。

2.1.3　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保障协同创新运行

美联邦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顶层规划文件，其

中，《政府采购法》《国家技术转让法》等法规文

件有效促进、有序推进、有力保障了国防科技协同

创新，规范了合作机构的行为和相互关系。

《政府采购法》规定将民口方向技术、产品和

服务的采购作为首要任务。《国家技术转让法》要

求，在投资并申报的专利权中，联邦仅持有与美国

主要利益有关的知识产权，其余部分归个体所有。

在科学研究成果的归属问题上，通过《美国法典》

中产权协议相关条款 , 要求合作项目的知识产权由

发明人持有或者在保证国防安全的前提下归政府所

有。同时 , 对于共享资源的科学创新研究机构，美

国也支持技术供应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提出切合自

身实际情况的建议，从而减少创新主体对科研和专

利使用的担忧，使其全身心投入到国防科技协同创

新中来 [13]。

2.1.4　发挥创新平台作用，推动协同创新开展

一是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平台。美国国防部要求

各军种和业务局及时发布项目信息，政府和工业界、

大学等创新主体可以通过国防部信息分析中心、“国

防创新市场”等信息系统和网站平台加强需求信息

交流。二是充分发挥众创众包平台的开放融合作用。

借助创新论坛、挑战赛、众包创意平台、开放日等

方式，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信息与知识共享，激发创

新思维。如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举办“前沿创

新论坛”，吸引约 270 家公司、1 400 余人参加，

鼓励工业界、大学与政府科研机构协同合作。三是

充分发挥政府实验室的辐射汇聚作用。美国政府要

求国防实验室将部分实验设备、试验设施、技术成

果向社会开放，优先服务国内制造业和中小企业，

国防部实验室目前开放试验设施已超过 1 000 个；

同时充分利用先进设施吸引一流的科研人员到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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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工作或做客座研究。

2.2　俄罗斯国防科技协同创新主要经验做法

2.2.1　加强国防科技协同创新战略统筹

俄罗斯的国防科技协同创新工作在总统的直

接领导下进行，作为顶层设计的最高机构，总统科

学技术政策委员会为政府制定国家科学技术发展政

策，并提出具体建议和措施。同时，其国内军工两

方的矛盾在 2014 年成功化解，进一步提高了包括

国防科技协同创新在内的国防科技工业转轨的决策

权威。

2.2.2　建立国防科技协同创新技术平台

军队建立并主导国防科技协同创新平台，政府

与各方企业共同参与成为俄罗斯合作创新的典型方

式。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俄罗斯高度重视国防

科技协同创新。2010 年以来，已经建立了 35 个国

家级科学技术创新平台，包括教学机构、大中型企

业、社会联盟和其他各类实体。利用国家战略计划

与技术平台的对接，实现跨行业利益相关者和兴趣

相同方的关联 [17]。联手共办创新活动，培养出全

球领先的科技人才及创新团队。2016 年，俄罗斯

政府批准了第 317 号政府令——“实施国家技术计

划”，明确规定技术公司、国家科学中心、顶尖大

学和大型企业应组成联合研发团队，开展技术、产

品及市场开发活动，在未来 15~20 年内，开拓发展

前景广阔的新兴技术领域 [2]。

2.2.3　营造国防科技协同创新良好发展环境

良好的国防科技协同发展环境，离不开创新资

源的支持。俄罗斯从资金、设施、人才、创新发展

政策等几方面入手，促进国防科技协同创新健康发

展。一是资金自持。2012 年底，俄罗斯建立了国

内首个专项研究国防前沿技术的科学研究机构——

先期研究基金会，旨在推动高精尖科研进展，保障

俄罗斯国防工业发展和国家安全。二是设施共享。

俄罗斯向世界开放了尖端技术领域的主要研究设

施，为世界各国科研人才使用，汇集了世界各地优

秀的科技人才和智力资源，促进俄罗斯国防科技协

同创新发展 [13]。三是政策支持。俄罗斯将“军转民”

作为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重要方面，先后颁

布了多项支持国防科技协同创新的政策性文件，包

括 20 世纪 90 年代末的《国防工业转型专项规划》、

21 世纪初的《国防工业改革发展规划》《国防科

技联盟和长期发展基本政策》等，有力推动了国防

科技协同创新工作，为持续推进国防科技协同创新

提供制度保障 [15，16]。

3　启示建议

当前，我国深入推进国防科技协同创新机制改

革，可充分借鉴美、俄等国防科技协同创新机制发

展经验，加快推进相关体制机制改革进程。

（1）完善协同创新体制建设。

只有完善国防科技协同创新体制的建设，才能

在宏观上推进国防科技协同创新。在当前形势下我

国应当做到：一是建立事权统一的领导管理体制，

适当融合军政各部门科研管理权和投资权，统一规

划协同创新，坚持多元导向机制，采用多种创新方

式；二是建立完善的政策法规体系，加快推进以改

革创新精神为指引的国防科技协同创新相关政策法

规和体制建设，以国家立法形式明确各创新主体的

权利义务以及相关利益的分配；三是建立健全完善

的战略规划体系，颁布国防技术创新战略规划文件，

从顶层战略高度制定国防科技协同创新战略，以满

足国家安全需要，弥补国防技术协同创新的不足，

提高军事战斗力和国际地位。

（2）强化协同创新机制运行。

在国防科学和技术创新的推进过程中，需要加

强协同创新的运行机制，以融合各个独立运作的系

统。一是加强项目需求牵引机制。推动项目需求和

国家科技创新发展战略的融合，推进国防科技协同

创新，实现跨军民、跨单位、跨产业、跨地域的科

研体系与协同创新；二是加强合作与技术转让机制。

为参与协同创新以及实现相关领域技术突破的单位

和人员提供补偿，同时为参与国防科技创新的私营

企业提供多种优惠政策，充分调动各方资源。鼓励

使用技术合作、专利转让、技术共享以及个人持股、

技术期权配置等形式开展合作创新，开辟多种转化

路径，促进创新主体间技术和成果的转让和借鉴。

（3）举办灵活多样的协同创新活动。

举办多种形式的协同创新模式，可以使协同创

新的运行及主体选择更加方便、高效。当前，一些

民营企业的相关产品研发逐渐超过了国防领域的研

发水平，但是，军民工业体系中还有较高的壁垒。

民营企业、大学、研究院所的科研成果不能有效地

·研究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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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防需求对接。因此 , 我国应该在以下两个方面

做出努力，一是利用先进的经营理念进行协同合作 ,

通过风险投资、众包、分包等新模式，降低创新合

作机构的交易成本，调动科研院所、大学的积极性，

二是举办形式多样的学术交流活动。例如组织挑战

杯、沙龙和专题研讨会等，以达到军事信息和民用

技术信息的有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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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Main Methods and Experiences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f National Defense Technology

WANG Zhen, LI Bin, XUE Bai-qiong, YANG Bo, XIAO Xiang
(China Institute of Marine Technology & Economy,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f national defen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to 
promot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of national defen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nhance independent and controllable 
capability of national defen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support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weapons and 
equipment. This paper mak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main practices and experiences of foreign national 
defen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nd on this basis,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China, puts forward the enlightenment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related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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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and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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