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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首先 ,对国防科技工业自主创新执行主体的基本构成及其相应的功能进行分析 ,明确国防工业企业作为

自主创新的主体地位 ,其主体性主要表现为企业是自主创新的决策主体、研发主体和应用主体 ,而国防科研院所和

高校处于辅助性地位 ;其次 ,对各创新主体的内在连接机制进行分析 ,明确各创新执行主体通过技术连接 ,构成了产

学研有机结合的国防科技自主创新执行主体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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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

竭动力。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和科学技术的迅速

发展 ,当今世界军事科技竞争日益激烈 ,自主创新能

力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国防科技事业发展的决定因

素 ,越来越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衰与命

运。深入分析国防科技工业自主创新体系中各执行

主体的基本构成及其相应的地位 ,对于深化认识各

创新执行主体的功能 ,制定针对性的激励措施具有

重要的理论意义。

1 　国防科技工业自主创新执行主体的
基本构成

　　从宏观层面来看 ,国防科技工业企业集团的研

发机构、事业性国防重点科研机构、研究型高等院校

是国防科技工业自主创新的三大执行主体。三者之

间联合协作 ,充分发挥各自在国防科学技术自主创

新中的作用。

111 　国防科技工业企业集团的研发机构

国防科技工业企业集团的研发机构是武器装备

型号研制的主承包单位 ,同时也承担一部分与型号

相关的预研工作。其主要功能是 : ①组织科技攻关

力量进行武器装备技术开发与创新 ,并将科技创新

成果进行军事开发和工程应用 ; ②以市场为导向 ,进

行民品技术研究开发 ,通过大规模生产新产品 ,推广

新工艺新技术以及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 ,最终在

市场上实现创新效益。

从微观层面来看 ,企业自主创新行为主体又包

括 :企业家、研究开发人员、生产技术人员和市场开

发人员组成的团队。其内部各创新个体联系机制如

图 1 所示。

图 1 　国防科技工业企业内部创新个体联系机制

企业家是企业自主创新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在

创新中居于主导地位 ,他通过企业内部激励和约束

机制对其他三类人员进行管理。研究开发人员、生

产技术人员和市场开发人员与企业家相互沟通以及

他们之间相互沟通 ,共同把企业的创新从一个新的

构思逐步通过概念化、实体化、试生产、市场推广等

过程最终实现商业化[1 ] 。

企业集团居于国防科技自主创新行为体系的主

体核心地位。它在国防科技自主创新过程中起主导

作用 ,发挥主要的社会角色 ,这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

要求 ,也为很多发达国家的实践所验证。以企业为

主体才能使创新保持持久的生命力和推动力。以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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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为创新主体 ,是指企业在自主创新中应成为决策

主体、研发主体和应用主体。

1)企业是自主创新的决策主体。为追求市场效

益的最大化和创新效益的持久性 ,企业总是根据市

场需求和竞争形势的变化 ,自主决策企业的创新方

向 ,不断修正创新目标 ,选择适合企业发展目标的创

新项目 ,并承担相应风险。企业时刻关注市场的变

化 ,围绕着市场的需求 ,调整创新资源的配置 ,实现

市场的有效供给。紧紧抓住市场所提供的机遇 ,发

展和壮大企业实力。

2)企业是自主创新的研发主体。科技自主创新

区别于科学研究 ,就在于创新是科技成果与市场需

求相结合以创造财富的过程 ,而创新活动中最后实

现生产要素新的集成与组合的只能是企业。企业了

解市场需求 ,贴近市场需求 ,其研发紧系国计民生 ,

关联千家万户 ,特别是能前瞻性地把握市场发展所

产生的潜在需求 ,以市场为导向 ,使研发的目标更有

针对性。再者 ,研究开发是需要大量资金的高投入

的。开始阶段需要有政府的推动 ,但从长远来说 ,长

期依赖政府很难取得预期效果 ,政府也难以长期负

担。只有当企业从研发中体察到对企业发展的关键

作用而形成自觉行为 ,成为创新的研发主体 ,自主创

新才能进人成熟的轨道。进入良性循环。

3)企业是自主创新的应用主体。有效地开发和

获取创新技术 ,把握新技术的制高点 ,实现自身生存

发展的现实需要。企业才能够妥善协调研发、生产

和市场的关系 ,实现创新成果和产业链的有机结合 ,

实现企业创新链向市场、向社会需求延伸 ,推广应用

创新成果 ,并促使这些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 ,并在

市场上得到实现 ,使研发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回

收创新成本 ,并从创新成果应用中受益。

112 　事业性国防科研院所

事业性国防科研院所是指从整个国防科技工业

的整体效益出发 ,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和公益性的跨

行业国立科研机构或大型研究中心。其主要功能是

承担远期或重大预先研究项目 ,通过浓缩精化科技

资源 ,实现知识的生产、扩散和转移。

事业性国防科研院所是国防科技自主创新的辅

助性执行主体 ,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

1)事业性国防科研院所不能成为自主创新的决

策主体。首先 ,国防科研院所对政府军事装备的采

购“市场”,是无法独立进行预测的。而只能根据科

技发展方向和国际军备发展动态 ,向政府和军方提

供研究和开发新装备的意见和建议 ,使得创新决策

方向缺乏自主性。

其次 ,武器装备的合法用户是军队或国家的其

他武装力量。在对型号实施全寿命计划的条件下 ,

产品性能、研制进度等全部由国家用计划或法规下

达 ,在政府主管部门的直接调节或控制下完成。国

家计划处于支配地位和主导作用 ,事业性国防科研

院所和采购方 (政府和军方)签订的装备研制合同的

内容 ,研制数量 ,完全取决于政府 ,甚至合同款项的

多少 ,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财力 ,这就使得国

防科研院所的创新广度和深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创

新投入规模的制约 ,而不能完全依据自身实力与能

力实现自主创新[2 ] 。

2)事业性国防科研院所不能成为自主创新的投

资主体。事业性国防科研院所是国防建设的主要支

柱之一 ,作为完全国有资本 ,为政府承担着国防科研

事业发展重任 ,其目标定位是满足国家政治和安全

的需要 ,实现国防科技水平现代化 ,即国家利益最大

化。正基于此 ,国家是事业性国防科研院所的科研

投入主体。新军事装备技术研制任务的下达及相应

经费的投入 ,完全是政府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总体

估价做出的。国防科研院所自主进行科技投入和实

施的能力极为有限。

3) 事业性国防科研院所不能成为自主创新的

推广主体。首先 ,我国国防科研院所牵涉国家安全

等战略性及非市场化、产业化的创新领域 ,其专业及

其相应的科研队伍很多都是国内唯一的 ,也是国防

建设不可缺少的 ,且依靠任何民用技术也无可代替

的。由于专业技术的特殊性 ,这样的科技成果很难

在民用领域形成市场 ,产生经济效益 ,创新成果扩散

效应极为有限。

其次 ,事业性国防科研院所的科研创新成

果 ———军事装备及技术 ,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公共物

品。其特殊性表现为 : ①只有经政府许可的科研机

构才能从事这种科研活动 ; ②科研活动的成果全部

属国家所有 ,未经国家批准 ,成果不得转让、销售 ,出

口 ,即使出口 ,也必须符合国家的政治、外交、军事政

策 ,整个创新成果由国家控制和垄断 ,国防科研院所

创新成果推广的自主性受到国家极大制约。

113 　研究型高等院校

在国防科技自主创新体系中 ,作为知识创新的

中心和转化的辐射源 ,高等院校在从事国防科技的

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国防高技术研究 ,进行新

思想、新概念、新原理探索以及创新人才的培养、培

训方面发挥了积极而不可或缺的作用[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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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院校具备科研的职能 ,不具备科研成果产

业化的职能。这也就决定了研究型高等院校是国防

科技自主创新的另一个辅助性执行主体。其主要功

能是 :

1)创新人才培育功能。高等院校是名副其实的

科研人才库 ,不仅集结了优秀的教师和科研人员 ,更

重要的是作为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

的摇篮 ,培养一大批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 ,为国防科

技创新体系输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力量 ,为建设规模

宏大、结构合理的高素质人才队伍 ,作出了积极的贡

献。如果没有后续创新人才的培养 ,国防科技自主

创新未来的生机和活力就没有了保障。

2)科学创新功能。高等学校是我国国防科技基

础研究和高技术领域原始性创新的主力军之一。首

先 ,凭借其学科综合、交叉、渗透的优势 ,高等院校能

够进行综合的、对国防基础学科发展有深远影响、对

国防科技进步有重大作用的前沿研究[4 ] ;其次 ,大学

是科学人才的聚集地 ,是信息汇集和交流中心 ,在多

学科并存的研究型大学里 ,无论从地理空间上 ,还是

组织结构上 ,都更容易从事科学研究的联合与协调 ,

实现重大项目的集成和培育 ,进行科技创新 ;再次 ,

从教育和科研的关系来看 ,教师可以在教学过程中

巩固加强理论学习 ,教学相长。可以从教学过程中

得到灵感而同时在科研中追随世界前沿 ,并反馈到

教学中去。

3)创新知识传播功能。高等学校是实现国防技

术转移、成果转化的生力军。国防基础理论研究除

了向应用研究的传承外 ,还具有传递、辐射作用 ,在

传递上的作用主要是培养国防科技人才 ,传递高深

知识、传递未解难题、传递创造精神。在辐射上的作

用主要是国防基础研究理论向军事应用项目、武器

装备开发项目辐射 ,此外 ,还有向民用科技领域的创

新思想辐射 ,向民用科技领域提供学习、研究的工

具 ,增强创新成果的社会效应和综合效应[5 ] 。

2 　国防科技工业自主创新执行主体的
连接机制

　　由上面分析可知 ,各创新执行主体在整个国防

科技自主创新体系中的地位和功能各不相同 ,三者

之间联合协作 ,充分发挥各自在国防科学技术自主

创新中的作用 ,形成了以企业为主体 ,产学研有机结

合的国防科技自主创新执行主体体系 ,其连接机制

如图 2 所示。

图 2 　国防科技自主创新执行主体连接机制

国防科研机构主要从事国防科学基础研究和创

新发现 ,通过掌握一系列对武器装备关键技术具有

启发意义的原理 ,揭示并深化认识武器装备高新科

学技术的本质特征 ,从而具备下一步进行武器装备

试制或创新产品批量生产的操作技能。研究型高等

院校主要从事国防科学原始性知识的创新 ,作为国

防科技自主创新的辅助性执行主体 ,二者是国防科

技知识的主要生产者和创新人才的培养者 ,是国防

科技工业企业自主创新的知识源。而国防科技工业

企业是国防科技自主创新的核心执行主体 ,负责将

科研创新成果进行民用技术开发或军事工程应用 ,

通过大规模生产武器装备或新产品 ,推广新工艺新

技术 ,并最终在国防或市场上实现创新应用价值[ 6 ] 。

国防创新执行主体之间交互作用主要通过技术

连接 ,实现创新知识流动来实现的。技术连接是指

共性科学知识和基础技术传输到以应用为目的的技

术知识的过程。就国防科技自主创新而言 ,创新是

一个从新思想的产生 ,经过研究开发及工程化生产

到国防应用或市场化的一系列的活动 ,也是创新知

识的创造、转换和应用的过程。它是国防企业内部

的研究开发部门、生产部门和营销部门 ,以及企业与

企业外的国防科研院所、大学及其他企业相互作用

的结果。创新主体间 ,主要是以功能互补、人才交

流、信息与基础设施的共享、合作研究、重大任务的

牵引以及政策的调控等方式 ,促成主体互动的网络

关系。大学和国防科研机构都旨在为自主创新提供

基础性科学知识和技术服务 ,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企

业创新 ,在此前提下 ,国防企业利用政府、科技界提

供的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实现科技要素与其他生产

要素的新组合 ,将潜在的创新能力转化为现实的生

产力 ,最终实现创新成果的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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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电信产业平台模式

解释 ,然而 ICT 行业目前与其他传统产业大量的融

合 ,传统的双边市场在信息技术的支撑下变成逐渐

演变成了一种巨大威力的“正反馈经济”,在现在以

及可预期的未来会有更多的基于信息技术的双边平

台商业模式涌现 ,双边平台的出现带来了对新经济

新的理解 ,也对我们商业实践提供了很好的指导 ,同

时双边平台的“赢者通吃”、“正反馈经济”的特性 ,为

企业的战略和营销管理提供崭新的研究课题 ,也为

我们的政府监管部门提出了新的规制和反垄断的课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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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itution and Joining Mechanism of Main Part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of Defence Science & Technology Industry

LV Chao
(Accounting Depart ment , Harbin Finance College , Harbin 150030 ,China)

Abstract : At first , t he t hesis analyses t he basic constitution and each corresponding function , which makes clear t he main status of enterprise

of Defence Science & Technology Indust ry to carry on an independent innovation , and it s main status is expressed to be t he main part of policy2
making and R &D and applica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courtyard institutes of Defence Science & Technology Indust ry and Universities are on a

subsidiary status. Secondly , t he t hesis analyses t he inherent joining mechanism of each innovating main part . By t hrough wit h technology join2
ing , t he pat h of combining integrated executing system of Defence Science & Technology Indust ry comes into bein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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