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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促进前沿技术发展的关键举措及启示建议

钱   中   孙兴村   李仲铀   穆玉苹   / 文

当前，世界主要国家推动前沿

技术迅猛发展，深刻影响武器装备

体系和研发生产模式，催生新域新

质作战能力，变革作战样式和战争

形态。加速推进前沿技术发展和转

化应用，对我创新发展国防工业、

强化军事能力、抢占战略优势意义

重大，我应高度关注。

前沿技术发展趋势

近年来，美、英、俄、日、韩

等密集出台科技领域战略规划推动

重大前沿技术发展和应用，在国防

领域重点包括三类前沿技术。一是

定向能、高超声速、网络化传感等

先进武器装备类；二是人工智能、

自主系统、综合网络体系、微电子、

太空技术、核能与可再生能源、数

据与先进计算、人机界面、先进制

造等军民通用技术类；三是生物技

术、量子信息、先进材料、下一代

无线技术等新兴基础技术类。

整体来看，国防领域前沿技术

的发展呈现三大趋势。一是通过持

续升级、螺旋发展，实现迭代式进

步。如人工智能技术自 1956 年首

次提出以来，涌现出以计算推理、

专家系统为代表的两次发展浪潮，

现阶段迎来了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

第三次浪潮。二是通过协同发展、

相互影响，实现交叉式融合。如先

进电力推进、耐高温防护材料、

3D 打印等新能源、新材料、新工

艺的进步与交叉融合，正在催生高

机动性、高可靠性的平台，变革装

备使用方式并降低成本。三是通过

概念创新、集成创新，实现颠覆性

变革。如数字孪生、区块链、元宇

宙等新概念数字化技术，实现现实

规律的模型化、代码化、软件化，

正以更精准的映射关系、更灵活的

数据流动、更高效的协同方式，解

决工业、战场中的复杂性和不确定

性问题，变革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和

改造方式。

国外促进前沿技术发展的

关键举措

战略层面谋划前沿技术发展

一是在顶层战略中强调前沿

技术。美《芯片与科学法》《国家

安全战略》《国家防务战略》强调

发展“前沿技术”“颠覆性军事技

术”，提出将前沿技术嵌入武器装

备以应对未来挑战，从国家层面强

力推进技术发展。二是明确提出重

大前沿技术领域。2022 年 2 月，

美白宫新版《关键与新兴技术清单》

明确 19 个技术领域，同月发布的

《竞争时代国防部技术愿景》提出

14 个技术领域。两份文件提出的

技术领域高度契合，涵盖支撑国家

安全和大国竞争的所有前沿技术。

三是出台前沿技术专项战略。近年

环 球

美聚焦各领域重大前沿技术，制定

《国家生物防御战略》《国家高超

声速倡议2.0》等一系列专项战略，

日本发布《量子未来社会愿景》，

英国防部和欧盟也分别发布《国防

人工智能战略》和《欧洲人工智能

战略》。

设立前沿技术顶层管理与推进

机构

美较早就建立了国防先期研

究计划局（DARPA）、情报先期

研究计划局（IARPA）等前沿技

术创新机构，催生出互联网、隐身

等众多具有影响力的前沿技术。

近年美白宫成立国家量子协调办公

室、国家人工智能计划办公室，国

防部成立 5G 及未来无线网络跨职

能小组、战略能力办公室，分别从

国家和国防层面统筹前沿技术发

展。欧盟设立欧盟防务创新中心，

重点促进欧盟内部前沿军事技术创

新。俄罗斯、法国、德国效仿美

DARPA 也分别设立先期研究基金

会、创新国防实验室、网络与关键

科技颠覆性创新机构，识别、挖掘

和推动前沿技术。

大幅增加前沿技术研发投入

美《2022 芯片与科学法》授

权国家科学基金会未来五年投资

200 亿美元，加速人工智能、量子

计算、先进制造、6G、能源和材

料科学等前沿技术发展；DARPA

经费屡创新高，从 2018 财年 30 亿

美元跃升至 2023 财年 41 亿美元，

重点投向微电子、生物、人工智能、

高超声速、量子等技术。英国先进

研究与创新局未来 4 年投资 8 亿英

镑支持变革性技术研究；英国防部

投资 25 亿美元，重点发展高超声

速、太空、人工智能、先进材料等

前沿技术。日本防卫省计划每年投

入1万亿日元，重点研发人工智能、

无人机、量子、电磁频谱等技术。

法国投资 18 亿欧元，支持国家量

子技术战略的实施。北约启动 10

亿欧元防务创新基金，着力投资人

工智能、量子、生物、大数据等具

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技术。

强化前沿技术创新能力

一是支持基础性技术研究。

美充分利用国防部基础研究机构、

联邦资助研发中心、大学附属中心

等创新平台优势，鼓励开展创新性

基础研究；持续开展“多学科大学

研究计划”，推动多学科深度交叉

融合，催生前沿技术。二是专设前

沿技术研究中心。美依托大学建

立 18 个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推动

人工智能的基础研究；依托国家实

验室设立 5 个量子信息科学中心，

整合政府、企业和大学量子研究力

量；DARPA设 7个大学研究中心，

解决微电子技术发展面临的重大挑

战。日本政府设立 10 个量子技术

创新基地，通过产学政合作推动量

子技术创新。三是改进升级实验室

和试验设施。美拨款 15 亿美元，

支持能源部国家实验室进行现代化

改造，开展高能物理、纳米科学、

微电子、量子等领域前沿探索。

2022 年美国国家防务战略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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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民协同推动前沿技术转化

应用

一是专设前沿商用技术利用

机构。近年美设立国防创新小组、

海军技术桥、空军工场、特种作战

工场等机构，加速商业前沿技术在

国防领域应用。英设立防务与安全

加速器，采取挑战赛、风投基金、

合作研发协议等方式，加速网络、

无人系统、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军

用。二是完善商企参军机制。美国

防部加大“其他交易”机制应用，

绕过传统合同规程从非传统供应商

获取前沿技术；扩大小企业创新

研究计划投资，支持初创企业、

小企业开发军民通用前沿技术。

DARPA 启动“工具箱”和“桥”

计划，通过提供先进的商用软件工

具，支持商业公司获得适当的涉

密资质，加速前沿技术军事应用。

三是引导社会资本投资两用技术。

2022 年 12 月，美国防部成立战略

资本办公室，通过运用贷款、担保

等金融工具，引导私营部门长期投

资具有重大应用前景的前沿技术。

启示建议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打造

强大战略威慑力量体系，增加新域

新质作战力量比重”。主要国家前

沿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大量先进科

技在国防领域广泛应用，正在形成

新的优势。向强制强，以强制强，

我应主动作为、有效应对，高度重

视前沿技术发展，抢占科技制高点。

聚焦问题导向，加强战略引领

一是国家层面面向未来出台

并不断更新重大前沿技术发展战

略，统筹推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

动力能源、先进材料等前沿技术创

新发展。二是部门层面按照国家战

略制定具体前沿技术领域规划，提

出目标明确、操作性强、任务分工

清晰的发展路线图，推动国家战略

落实落地。三是建立战略规划审查

机制，定期评估目标任务的执行情

况，强化保密审查，确保“杀手锏”

不被对手掌握，保障各级战略规划

有效实施。

瞄准国防应用，设立发展专项

按照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

步走”战略安排，瞄准世界一流军

队的前沿技术应用场景，设立国防

重大前沿技术发展专项，可重点安

排三类项目：一是可能颠覆未来作

战样式和战争形态，并已呈现出颠

覆性趋势的技术领域；二是大幅提

升武器装备性能或科研生产效能

的技术领域；三是具有潜在颠覆性

影响的基础科学领域。通过分类部

署、持续投资，吸引优势资源和科

学家，致力于 5 到 10 年在若干特

定领域占据全球领先地位。

革新管理理念，优化创新生态

一是转变项目管理理念，打破

不同计划渠道间的隔阂，强化部门

间的科学统筹，避免前沿技术的低

水平重复立项和投入。二是强化共

建共享理念，促进基础数据、试验

设施、科研成果等共建共享，加强

基础性工业软件的共建，注重知识

产权保护，切实提升前沿技术的研

发水平。三是加快容错机制建设，

突破科研项目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

固有认识，用开放的态度鼓励前沿

技术创新，优化科技创新生态环境。

（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一四

研究所）

指纹扫描技术示意

环 球

全球军工百强武器贸易概述及趋势特点分析

臧雪静   李晓峰   / 文

2022 年 12 月，国际知名智库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SIPRI）发布了最新的全球军工

百强排行榜（SIPRI Top 100）。

2021 年全球军工百强武器销售和

军事服务总额为 5920 亿美元，与

2020年相比增加1.9%。总体来看，

尽管全球疫情导致军工企业供应链

受到一定冲击，但全球武器销售总

额仍连续第七年实现增长。随着大

国竞争不断加剧，世界不稳定因素

明显增多，世界各国加强国防安全

建设，加大武器装备采购力度，全

球武器贸易市场将持续繁荣。

全球军工百强

武器贸易总体情况

全球军工百强中美国上榜 40

家，武器销售总额高达 2990 亿美

元，占全球军工百强销售总额的

50%；亚洲和大洋洲地区上榜21家，

武器销售总额为 1360 亿美元，比

2020 年增长 5.8%，占全球军工百

强销售总额的 23%；欧洲地区上榜

27 家，武器销售总额高达 1230 亿

美元，占全球军工百强销售总额的

21%，其中俄罗斯上榜 6 家，比去

年减少 3 家，武器销售总额为 178

亿美元，占全球军工百强销售总额

的 3%。

美国公司连续多年雄踞前五，

处于绝对领先地位

2021 年全球百强军工企业共

有 40 家美国公司上榜，武器销售

总额与 2020 年相比下滑 0.9%，

但仍占据全球武器销售市场份额一

半以上，处于绝对领先地位。排名

前五的美国军工企业分别为洛马公

司、雷声技术公司、波音公司、

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通用动力

公司，其武器销售总额占全球武

器销售市场份额的 32%。其中，

洛马公司 2021 年武器销售总额为

603.4 亿美元，自榜单发布以来始

终位居第一，武器销售收入占比高

达 90%。雷声技术公司 2021 年武

器销售总额为 418.5 亿美元，比去

年实现了 9.1% 的增长，相当于洛

马公司武器销售总额的 70%，武器

销售收入占比为 65%。波音公司

2021 年武器销售总额为 334.2 亿

美元，武器销售收入占比为 54%。

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 2021 年武

器销售总额为 298.8 亿美元，武器

销售收入占比高达 84%。通用动力

公司武器销售额为 263.9 亿美元，

武器销售收入占比为 69%。

亚洲地区武器销售持续增长，

中日韩印位居前列

2021 年，亚洲和大洋洲地区

共有21家军工企业进入百强榜单，

武器销售总额为 1360 亿美元，比

2020 年增长 5.8%。其中中国大陆

地区有 8 家军工企业进入百强榜

单，4 家进入前十强，武器销售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