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军民融合行业当前现状分析及未来发展方向报告2023-2030年

产品名称 中国军民融合行业当前现状分析及未来发展方向
报告2023-2030年

公司名称 鸿晟信合研究网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日坛北路19号楼9层(08)(朝外孵化
器0530)

联系电话 18513627985 18513627985

产品详情

中国军民融合行业当前现状分析及未来发展方向报告2023-2030年

【全新修订】：2023年5月

【出版机构】：中赢信合研究网

【内容部分有删减�详细可参中赢信合研究网出版完整信息！】

【报告价格】：[纸质版]:6500元 [电子版]:6800元 [纸质+电子]:7000元 (可以优惠）

【服务形式】: 文本+电子版+光盘

【联 系 人】：何晶晶 顾佳

 

第1章：军民融合产业相关概述

1.1 **行业基本介绍

1.1.1 **行业定义

1.1.2 **行业市场主体



1.1.3 **行业基本分类

1.1.4 **行业产品分类

1.2 军民融合定义及内涵

1.2.1 军民融合定义

1.2.2 军民融合内涵分析

1.2.3 军民融合管理体系

1.3 军民融合发展范围

1.3.1 军民技术融合

1.3.2 军民企业融合

1.3.3 军民需求融合

1.3.4 军民制度融合

第2章：全球军民融合产业运行状况及经验借鉴

2.1 全球军民融合产业发展状况

2.1.1 产业发展动因

2.1.2 市场发展特点

2.1.3 产业技术成果

2.1.4 发展态势分析



2.2 美国军民融合发展状况剖析

2.2.1 军民融合发展阶段

2.2.2 军民融合发展方法

2.2.3 **企业发展解析

2.2.4 军民融合发展经验

2.3 世界军民融合发展典型模式分析

2.3.1 “军民一体化”模式

2.3.2 "先军后民"模式

2.3.3 “以民掩军”模式

2.3.4 “以军带民”模式

2.4 世界军民融合发展经验借鉴

2.4.1 制定规划有效实施

2.4.2 形成良性互动机制

2.4.3 构建军民合作关系

2.4.4 构建完善法规制度

第3章：中国军民融合产业发展环境分析

3.1 政策环境



3.1.1 顶层战略设计

3.1.2 中央政策解析

3.1.3 军委政策分析

3.1.4 国防工业政策

3.1.5 产业政策红利

3.2 经济环境

3.2.1 宏观经济概况

3.2.2 工业运行情况

3.2.3 固定资产投资

3.2.4 宏观经济展望

3.3 军事环境

3.3.1 世界军事形势

3.3.2 国防军费状况

3.3.3 国防军事战略

3.3.4 军事工业发展

第4章：中国军民融合产业发展状况分析

4.1 中国军民融合产业发展现状



4.1.1 中国军民融合发展历程

4.1.2 中国军民融合发展现状

4.1.3 中国军民融合发展模式

4.2 军民融合标准化建设和发展解析

4.2.1 军民融合标准化建设作用

4.2.2 军民融合标准化工作现状

4.2.3 军民融合标准化建设问题

4.2.4 军民融合标准化发展措施

4.3 军民融合领域专利运营分析

4.3.1 军民融合领域专利运营特殊性

4.3.2 军民融合领域专利运营理念

4.3.3 军民融合领域专利运营环节

4.3.4 军民融合领域专利运营对策

4.4 中国军民融合发展现存问题

4.4.1 在思想观念层面

4.4.2 在具体管理层面

4.4.3 在法制建设层面



4.4.4 在政策执行层面

4.5 中国军民融合发展对策建议

4.5.1 应对国际形势的策略

4.5.2 建立并完善发展机制

4.5.3 构建政策支持体系

第5章：中国军民融合发展配套改革措施深度分析

5.1 **科研院所改制

5.1.1 科研院所改制内容

5.1.2 科研院所改制方向

5.1.3 科研院所改制部署

5.1.4 科研院所改制难点

5.2 **集团改革

5.2.1 **集团公司制改革

5.2.2 混合所有制改革分析

5.2.3 **集团资产证券化

5.3 装备采购制度及价格体系改革

5.3.1 **定价与采购机制改革历程



5.3.2 定价模式与采购机制方式分析

5.3.3 **定价与采购机制改革重点

第6章：中国军民融合军转民领域深度分析

6.1 军民融合军转民发展状况解析

6.1.1 军转民主要方式

6.1.2 军转民主要方向

6.1.3 专利军转民进展

6.1.4 军转民技术评价

6.1.5 军转民发展对策

6.2 军民融合军转民企业发展分析

6.2.1 军转民企业分析

6.2.2 军转民企业发展困境

6.2.3 军转民企业发展对策

6.3 军民融合军用技术转民用市场化分析

6.3.1 市场化发展内涵

6.3.2 市场化转换途径

6.3.3 市场化存在问题



6.3.4 推进市场化建议

第7章：中国军民融合民参军领域深入剖析

7.1 军民融合民参军发展现状分析

7.1.1 民参军发展意义

7.1.2 民参军准入环境

7.1.3 民参军参与路径

7.1.4 民参军涉及领域

7.1.5 民参军企业分析

7.1.6 民参军限制因素

7.2 军民融合民参军典型发展模式

7.2.1 政府主推模式--以中关村为例

7.2.2 产业集群带动模式--以江苏为例

7.2.3 科技城模式--以四川绵阳为例

7.2.4 大企业引领模式--以浙江为例

7.3 军民融合民参军现存问题分析

7.3.1 准入程序较繁琐

7.3.2 需求信息不对称



7.3.3 民企待遇不平等

7.3.4 产权保护不到位

7.3.5 技术标准不接轨

7.4 军民融合民参军发展对策建议

7.4.1 优化资质审查程序，完善民参军准入退出机制

7.4.2 搭建公共信息平台，健全供求信息交互机制

7.4.3 完善投资引导政策，发挥政府投资的倍增效应

7.4.4 完善**采购政策，加大向民营企业开放力度

7.4.5 完善协同创新政策，加强民营企业知识产权保护

7.4.6 完善**行业规范，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第8章：军民融合协同创新发展全面解析

8.1 军民融合协同创新发展状况

8.1.1 主体及功能定位

8.1.2 发展现状分析

8.2 军民融合协同创新平台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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