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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16（第三届）中国军民两用技术应用推进大会说明 

 一、大会组织： 

主办单位： 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 

军民两用技术与产品全国理事会 

军民融合包装发展建设工作委员会 

中国技术交易所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 《军民两用技术与产品》杂志 

国家专利技术（北京）展示交易中心 

中以尖端技术联合孵化器 

 协办单位： 安防城控股有限公司 

 泰兴市城区园区管委会 

北京阿里金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航天创星军民两用科技中心 

 北京国科企研信息咨询中心 

支持单位： 中国军事科学院军民融合研究中心 

中国长城互联网中心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军民融合促进中心 

 二、会议时间地点： 

     会议时间：2016 年 4月 14-16 日（4月 14日报到） 

     会议地点：北京(报到地点另行通知) 

 三、大会内容： 

  第一单元：尖端技术项目路演与需求合作交流对接（4月 15 日） 

 （一）大会主题发布：国际国内尖端技术项目路演 

1. 2016 年军改后军民两用技术与产业发展新趋势；

2. 整体介绍本次大会项目情况；

3. 重点项目路演、推介；

4. 工信部军转民、民参军目录发布。

 （二）国际尖端军民两用技术项目合作交流专场 

  重点推介以色列、欧盟、加拿大、日本、新加坡、韩国技术项目。 

1. 军民两用技术的国际形势与前景；

2. 合作模式、途径、条件及中以航天平台介绍；

3. 国际高尖端技术项目路演；

4. 项目对接洽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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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防军工技术、产业化转移与省/市政府、企业对接专场 

1. 军民融合产业园（基地）建设现状与创新；

2. 军工技术、产业化、资产剥离等项目发布；

3. 军转民高新技术合作项目推介；

4. 民口企业技术与产品项目需求发布；

5. 地方政府招商（环境）推介；

6. 中国航天技术转移应用（地方）中心平台建设及合作要求；

7. 地方政府、企业与央企、军工单位对接洽谈。

 （四）民参军专场 

1. 军品科研生产能力结构调整及竞争性采购的机遇与要求；

2. 新形势下民企如何更好地参军问题解析；

3. 民企参军的有效途径；

4. 国防军工单位项目需求方向解析；

5. 国防军工与高校合作方向说明；

6. 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与军工对接洽谈；

7. 参军资质认证最新解析；

8. 民营资本进军的领域及新要求；

9. 军民融合扶持政策与申请操作实务解析；

10. 优势军民两用技术项目推介路演。

 （五）军地合作沙龙（晚上，限受邀嘉宾和代表出席） 

 第二单元：展览展示（4月 15、16 日） 

   展区项目：军民两用新技术与新产品。 

   观展人员：部委、军队、军工、地方政府、企业代表等。 

1. 以色列高尖端技术展示区（展板）；

2. 军转民技术与产品展示区（展板）；

3. 民参军技术与产品展示体验区（展位）。

4. 院校军民两用项目成果展示洽谈区（展板、展位）。

第三单元：军民融合形势政策报告（4月 16 日） 

1. 全球两用技术发展趋向研判及关键技术发展动向分析；

2. “十三五”军民融合最新政策解读；

3. “十三五”期间国内两用技术的市场规模评估；

4. 2016 军改后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与形势；

5. 新常态下科研生产单位面临挑战及对策；

6. 新形势下军转民、民参军的调整方向与策略；

7. 新常态下军民两用技术产融结合的发展战略；

8. 《关于加快吸纳优势民营企业进入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和维修领域的措施意见》

重点内容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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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单元：签约、颁奖、总结发布会（4月 16 日） 

1. 军转民推广目录发布；

2. 意向合作单位签约仪式；

3. 军工重大合作项目推介；

4. 重点技术领域发展动向及优秀项目点评；

5. 十大创新项目与十大创新管理单位颁奖典礼；

6. 各专题总结与新闻发布。

 第五单元：重点参军项目综合评估与合作洽谈 

1. 参与单位：邀请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后勤保障部、装备发展部、海军、陆军、

空军、火箭军等科研机构、采购管理部门、军工集团科研院（所）相关专家和

领导领衔出席；

2. 合作领域：军队物资与装备、航空、航天、船舶、兵器、核工业、电子；

3. 需求期望：参与科研开发、寻找投资、技术转让、资产剥离、产品销售、引进

高级技术人才、咨询服务等。

 四、参会单位 

1. 科技部、工信部、国防科工局、全国工商联等相关部门领导；

2. 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装备发展部、后勤保障部、各军兵种、各战区采购站、

军事科研院校；

3. 十大军工集团及相关院所等公司；

4. 省/市（县）经信委（局）/军工办、科技局、招商局（投促局）、农业局、高

新技术/经济开发区、产业园区/基地、行业协会等；

5. 民口单位：高新技术企业、规模性企业、科研院校、科研工作者等。

 五、参加媒体 

中国网、新华网、中国新闻网、中国军网、央视网、凤凰网、新浪网、搜狐网、

经济日报、科技日报、解放军报、中国改革报、中华工商时报、中国报道网、二十一

世纪经济报道、《中国航天报》、《中国航空报》、《中国船舶报》、《国防科技工业》杂志、

《军民两用技术与产品》杂志、《中国航天》杂志、《数字国防》杂志 ……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