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

2024 年第 6 卷第 8 期

教育论坛

教法天地

军民融合背景下高校推进国防科技创新的现状、
问题和对策
杨　备　王　珏　裴　蕾

（华中师范大学科技处，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为普通高校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高校应积极响应战略，对接国家和军队重大需求，抓好国防

科研资质、组织机构建设，为教师开展国防科技研究提供必要保障，并通过建立国防科研分类评价体系，激励更多教师（尤其是青年骨

干教师）积极主动参与国防科技创新，切实提升国防科研绩效，在军民融合实践中做出高校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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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是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

的综合交汇点，是前沿引领技术和颠覆式技术创新的策源地，是

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重要枢纽。军民融合战略的深入实施，交叉

融合程度不断加深，渗透兼容不断增强，开放共享范围不断变广，

也为高校科技创新提供了崭新的平台和巨大的潜能。在推进军民

融合深度发展战略过程中，高校不仅应该“有所作为”，而且能

够“大有可为”。

本文从高校视角出发，以教育部直属综合性师范高校——华

中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学校”）为研究对象，介绍其军民融合

科技创新工作开展情况，总结成功经验做法，探讨在融合过程中

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并针对性提出对策和建议。

一、军民融合科技创新发展现状

军民融合发展战略逐渐上升为国家战略。学校紧跟时代步伐，

积极响应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充分发挥自身特色和优势，开辟了

一条综合性师范类院校积极参与军民融合实践的新路子。在军民

融合发展实践中，汇聚人才和科研优势的普通高校主要在“民参军”

方面开展军民融合工作，但相比其他国防特色高校和传统理工科

高校，学校具有基础研究相对扎实、应用研究相对薄弱的学科特点，

在“民参军”上也起步较晚。然而，辩证来看，这恰恰说明在“民

参军”发展方面具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国防科技创新有望成为新

的科学研究增长点。

自 2014 年以来，依托机构编制、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的持续

投入，学校已在国防科技体系建设、项目、专家、平台和智库等

方面先后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主要经验在于以下几方面：

（一）成立专责机构统筹军民融合发展工作

2014 年，学校设立国防科研归口管理部门——军工项目办公

室，挂靠在学校科技处，主要承担国防科研项目的申报、立项、结题、

验收、成果登记全流程管理，为学校参与国防科技研究提供了必

要的机构保障。

（二）全力获取开展国防科研的必要资质

作为敲门砖，国防科研资质的重要性毋庸赘述，学校集中优

势资源，各相关职能部门密切协同配合，于 2016 年首次获颁武器

装备科研生产单位二级保密资格证书，并于 2021 年重新认定通过，

为承接涉密国防项目奠定了坚实基础。鉴于国防科技研究对卓越

质量的不懈追求，结合学校实际情况，于 2022 年对参与国防科研

协作频次较高的领域开展了 ISO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并顺利获颁

认证证书。

（三）为国防科研评价提供制度支撑

由于国防科研存在时间紧、任务重、保密要求高、成果发表

限制、评价标准难以把握等特点，科研人员的投入与产出不相适

应，因此准入门槛颇高。多数教师往往是在自身科研项目经费充

裕，职称评定无后顾之忧，对国防科研充满爱国情怀的情况下才

选择从事国防科研，而作为科研骨干的青年教师对国防科研常常

望而却步。为解决这一矛盾，学校 2019 年印发的《军工科研项目

管理实施办法》，按照项目来源、任务性质、经费数额将国防科

研项目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对标，形成了项目分类认定标准，

与其他应用类项目相比，国防科研项目就高认定，在一定程度上

激发了科研人员参与国防科研项目的积极性，为科学评价科研人

员贡献和绩效提供了依据。

（四）积极开展预研培育

2016 年以来，依托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持续培育对具有

军民融合前景的学科或交叉学科开展项目，在 400 余万元的经费

支持强度下，获取各类国防科研任务经费已超过 6300 万元，其

中国家级项目 19 项，项目总经费 2900 万元。近几年来，学校在

某新兴交叉学科获得了军科委国防科技创新特区某主题和重大优

选方向的持续项目资助，1 人入选该优选方向专家组专家，并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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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获批建立省级国防科技（军民融合）创新平台，在湖北省

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办公室指导下，该交叉学科已连续成功举

办了四届学术论坛，国内学术影响力显著提升。

二、军民融合科技创新存在的问题

虽然经过数年军民融合实践探索，学校获得了相应的经验和

成效，但在参与军民融合的体制机制上，仍需要解决以下问题：

（一）需进一步畅通信息获取渠道

作为普通高校，畅通的信息获取渠道是参与军民融合科技创

新的基本条件，不能及时了解军方需求就无法有计划且广泛持续

地开展国防项目组织与实施。近年来，装备发展部通过“快速支

持”“HY 行动”遴选预研、成果转化项目，科技委通过“源创杯”“火

花课题”遴选颠覆式创新项目，新的项目组织形式为高校广泛参

与国防科研提供了新的机遇，开放程度较之前相对封闭的国防科

研体系有所提升，但由于相关研究的敏感性、保密性和知悉范围

要求，对于国防基础薄弱的高校，需求信息的获取仍存在一定难度，

难以做到主动出击、有的放矢。

（二）需努力保持政策的稳定性

首先，参与国防科研，学校管理层面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财力获取了相应的国防科研资质，而组织机构与管理队伍建设作

为军工资质认证的“硬性要求”不可或缺，部分高校在申请资质

时往往举全校之力先获取相关资质，后续又通过机构改革调整将

组织机构“空心化”，这对后续国防科技创新工作顺利开展形成

了制约。其次，未形成单独的国防科研评价体系，目前出台的政

策仅限于国防科研项目的分类认定，在绩效考核、职称评定、研

究生指标等方面，国防科研未作为单独序列列出，致使参与主持

国防科研项目对青年教师依旧缺乏吸引力，青年教师的积极性仍

有待进一步提高。最后，学校培育国防项目的相关政策往往根据

学校财力量力而行，培育无法得到持续性保障，导致相应的科研

平台、机构运行存在困难。

（三）需积极培育国防科研文化

因国防科研对保密、质量的特殊要求，部分未参与国防科研

任务的青年教师在认识上存在一定的误区，认为参与国防科研任

务会对其自由探索方向、发表论文、出国学术交流产生不利影响，

阻碍其学术声誉提高，限制其职业生涯发展。

三、军民融合科技创新应对策略

对军民融合实践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普通高校要根据

自身特点明确在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中的定位，从以下几个方面进

行应对：

首先要知道“能做什么”。一是积极拓展军事需求信息获取

渠道，以政府为纽带，利用好本区域军工企业、军队院校密集优势，

搭建军方与高校联系的桥梁，形成更畅通的需求发布渠道，通过

建立发布平台定期发布国防科研需求，从而更好地引导普通高校

将基础科研优势向国防应用研究进行转化。二是发挥自身特色，

通过指南建议征集、主动对接需求方等形式主动推荐具有军民融

合潜力的项目建议，争取更多可行建议纳入军事需求体系。

其次要知道“怎么做”，一是要健全组织机构和管理队伍。

国防科研管理涉及众多职能部门和二级单位，需要协调科研、保

密、宣传、人事、财务、信息化、国际交流、保卫等部门对相应

事务开展归口管理。要杜绝出现“九龙治水”和“管理真空”现象。

二是要建立国防科研评价体系。应建立充分遵循国防科研规律，

以质量贡献为导向，以项目成果为核心，激励与约束并重的评价

体系。切实破除“四唯”评价导向，提高原创性、技术成熟度和

成果转化应用等因素的指标权重，推进同行评议。按照总量控制、

结构优化、可持续的原则设立国防科研系列岗位（指标单列），

科学制定国防科研考核指标和奖励办法，为国防科研专任教师在

职称评定、绩效考核和科研奖励等方面清障，吸引更多青年骨干

教师参与进来，切实提升国防科研绩效。

四、结语

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为高校国防科技创新提供了战略机遇，为

更好实现融合发展，高校要积极拓宽信息渠道，全面获取军方需

求信息，从资质建设、机构设置层面为国防科技研究保驾护航，

建立合理的国防科研评价体系以吸引青年教师积极投身国防科技

研究，唯有补齐上述短板，才能抓住机遇，实现自身高质量可持

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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