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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国领先的军事技术和先进的武器装备与其国防研发投资紧密相关.美国在战略上高度重视研

发投资对保持军事优势的作用,能够着眼于长远响应军事需求的变化,坚持均衡发展与重点投入相结合,
通过建立军民一体化的研发体制保证研发投资的高效率.美国国防研发投资规模在长期内逐步增长,但

在短期内存在一定的周期性.与其它国家相比,美国国防研发投资占国防费的比例较高.美国把对空军

的研发投资摆在优先位置,而国防部本部的研发投资也日趋重要.从结构上看,美国对国防科技基础和产

品开发的投资比例相对比较稳定,大致维持在１∶４左右.最后,从美国国防研发投资的战略和特点中得出

了４点主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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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保持着世界头

号强国的地位.这一地位的保持,除与其强大的经济

实力有关外,也与其超强的军事实力密切相关.美国

强大的军事实力离不开其领先全球的军事技术、先进

的武器装备和训练有素的军队.而美国领先的军事技

术和先进的武器装备又与美军的研发投资战略分不

开.研发是指为了增加知识存量并利用这些知识存量

发明新的应用设施的一系列创造性活动[１].知识存量

抵押物的科技型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其开放式基金

的设计模式,为商业银行拓展新的客户和淘汰劣质客

户提供了进入和退出机制.较其它企业而言,科技型

小微企业具备更好的成长性,其创新要素和发展潜力

使得科技型小微企业互助基金具有非常大的发展空

间.虽然商业银行开展互助基金的时间不长,但已受

到政府、金融业界、企业的高度关注.也许互助基金作

为融资担保工具在后续的实践中会暴露出一些问题,
但我们依然相信这种新的金融创新能进一步改善科技

型小微企业的融资困境.因此,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关

注这种创新在实践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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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加与积累,对于技术进步意义重大.国防研发是

以不断增加国防和军事领域的知识存量为主要目的,
开发具有某些军事用途的武器装备或设施的创造性活

动.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创新体系中,国防研发都有着

举足轻重的地位.国防研发不仅是未来武器装备的技

术来源和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也是促进国家科技进

步和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撑[２].美国的经验表

明,选择适当的国防研发投资战略,既能为军队提供技

术优势,又能为国民经济发展带来预料之外的良好结

果.在美国国防部的预算文件中,研发投资称为“研
究、开发、试验和鉴定费(research,development,test
andevaluation,通常简记为 RDT&E)”.由于美国国防

部的研发投资占其国防研发投资的绝大部分(通常在

９０％以上),只有很少一部分国防研发投资来自于能源

部、国土安全部、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等机构.因

此,本文试图分析和评价美国国防部１９４８－２０１３年间

的研发投资战略与特点,并从中总结出几点可资借鉴

的启示.

１　美国国防研发投资战略

１．１　深具忧患意识,高度重视研发投资

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美国一直在研发开支方面

占据领先地位.例如,２００７财年美国年度研发投资超

过３０００亿美元,居世界第一,约占全球总研发投资的

４０％,约占其国内 GDP的２．６６％[３].最近,美国参议

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芭芭拉．米库尔斯基说,“美国的诸多

优越性来源于它在科学领域的投入.我们无法承受任

凭其它国家在投资和创新方面超过美国的后果.”白宫

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主任约翰．霍尔德伦也警告说,
美国面临着在研发开支方面被中国超越的危险.美国

人这种深刻的危机意识,不仅表现在民用科技投资领

域,在国防研发投资领域表现得更加明显[４].美国政

府的研发投资分为国防和非国防两部分,国防研发投

资一直高于非国防研发投资,而国防部又是联邦政府

机构中研发开支最大的部门,研发经费占联邦总研发

经费的５０％以上.例如,２００７财年国防研发预算为

８１０．２３亿美元,占 R&D总预算的５８％;非国防 R&D
预算为５８８．４亿美元,仅占４２％[３].美军唯恐被人超

越、唯恐落后的忧患意识体现为美军研发投资规模在

长期内不断增加,也体现为美军研发投资在国防经费

中所占比例一直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上,而这是美军

研发投资的两个重要特点.

１．２　着眼长远,响应军事需求变化

需要乃发明之母.美军研发投资通常着眼未来长

远需要,响应军事需求变化.例如,１９９１年苏联解体、
冷战结束后,在美军大多数项目开支数额呈下降趋势

的情况下,研发支出却仍然得以保持相对稳定的规模.
又如海湾战争以后,美军调整了武器装备的研制和采

购方针,重点发展适合中、低强度局部战争需要的武器

装备,对战略性武器则是减少数量、提高质量[５].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初期,国际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面对新的

国际安全形势和军事任务需求,美军也随之调整了军

事战略和研发投资战略,一方面大幅度削减国防费、裁
减军队员额,另一方面仍然保持对高技术武器装备的

持续研发投入.巴拉克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后不

久,美国就开始“转向亚洲”,后来发展为所谓的“亚洲

再平衡”战略.２００７年次贷危机引发经济危机以后,美
国意识到自己无力继续奉行“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战

略,转而采用“确保打赢一场战争,同时遏制另一场战

争”的新战略,美军的战略重点也作了相应调整.这种

调整在国防科研投资方面也有所体现,例如,在２０１３
财年的空军研发项目上,“尽管美军拥有由２０架隐形B
－２轰炸机、６４架B－１轰炸机和９４架 B－５２轰炸机

构成的轰炸机群,足以对他国目标发动致命打击.但

美军内部分析认为,其现役轰炸机在中国、俄罗斯等国

的一体化防空体系面前难以有所作为,所以此次预算

中,美空军积极推动新型隐形轰炸机研发计划,希望研

发出能够撕裂大国防空体系、具备超强隐身性能和攻

击能力的新型战机”[６].

１．３　既保持均衡发展,又确保重点投入

美军在研发投资上,正如其对待军事力量的发展

一样,既注重不同军种均衡发展,同时又确保对海空力

量的重点投入,特别是始终把对空军的投资摆在比较

优先的位置.美国空军的前身是陆军航空兵,它在二

次世界大战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尤其是在 B－２９战略

轰炸机向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后,航空兵就成为当时

唯一 的 核 武 器 投 送 力 量,其 地 位 与 作 用 明 显 上 升.
１９４７年９月,根据美国«国家安全法»,空军部正式成

立,空军成为与陆军、海军并列的一个独立军种.由于

二战时战果辉煌,加之又是刚成立的一个新军种,杜鲁

门政府强调优先发展空军,大力增加空军的兵力和军

费.杜鲁门之后的艾森豪威尔政府更是大量压缩陆

军,大力发展海军和空军.１９５２－１９６０年,陆军在三军

总兵力中所占比重由４４％降至３５．２％,军费由１５７亿美

元下降至９３．９亿美元,在军费总额中所占比重从４０％
下降至２２％,海军在三军总兵力中所占比重由２９％上

升到３１．９％,海军军费由９９．３亿美元上升到１１６．４亿

美元,占军费总额的比例由２５．６％上升到２８％;空军在

三军总兵力中所占比重增加最多,由２７％增至３２．９％,
军费由１２７．４亿美元猛增至１９０．６亿美元,占军费总额

的比重由３２．８％上升到４６％,几乎相当于陆、海军军

费的总和[７].相应地,在研发投资方面,这一时期空军

的研发投资在三军之中也是最多的.

１．４　建立军民一体化研发体制,提高国防研发投资效益

现在军用技术与民用技术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很
多技术都既可以军用,也可以民用.将国防创新系统

４１１ 科技进步与对策　 　　　　　　　　　　　　　　　　　　　２０１４年



与民用创新系统有机结合,建立军民融合创新体系已

成为很多国家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战略重点.冷战结

束后,美国率先把发展军民两用技术及产业提高到国

家战略地位并加以实施,最终建立了军民一体化的工

业体系[８].美国之所以采取军民一体化战略,一方面

是因为冷战期间推行的“先军后民、以军带民”政策和

军民分离的国防采办制度使美国政府在新技术革命兴

起后付出了沉重代价,另一方面是因为冷战结束之后,
国际局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军事需求下降,美国的军费

开支也大幅缩减,为保持其军事优势和国防工业的活

力,美国开始积极推行 “军民一体化”战略.美国在军

民一体化方面的主要做法包括:在机构设置上,成立技

术转移办公室和国防技术转轨委员会等专门机构,强
调国防、军政部门间跨部门协同合作;在政策制度上颁

布了«国防转轨战略»、«国防授权法»等促进军民融合

的相关政策制度;在战略计划上,颁布了«国防转轨战

略»、«国防科学技术战略»等国家战略规划,又出台了

技术转移计划、技术再投资计划、军民两用科学技术计

划等具体计划并部署实施;在两用技术方面,委托民间

企业管理国家实验室,积极推行军转民投资,在保密要

求范围内向地方政府和民用企业传播科技情报、技术

诀窍等;在创新主体方面,培育了以国家科研院所、高
等学校、非营利研究机构等为主的创新主体,并利用巨

资吸引他们依靠开放型、社会化的产业链及市场需求

导向来共同开发军民两用技术[９].美国从军民一体化

战略中受益颇丰,不但提高了国防研发投资效益,还促

进了社会经济发展,最主要的还是得以保持军事技术

的领先地位.时至今日,美国在军事技术创新上能够

很好地利用军事机构与国防工业以及范围更广的民用

经济之间的合作,这种国防研发体制保证了美军研发

投资的高效率.

２　美国国防研发投资变化趋势与特点

２．１　美国国防研发投资规模长期内逐步增长

１９４８－２０１３年美国国防部的研发投资走势如图１
所示,图中名义值以当年美元表示,实际值用２０１３财

年不变美元表示,数据来源于美国国防部«国防预算估

计»绿皮书.由图１可知,在长期内美军研发投资规模

呈现出明显的增长态势.美军研发投资在１９４８年的

名义值仅为４．１３亿美元,实际值也仅为４４．１９亿美元,
而到２００９年,其名义值已高达７９０．３亿美元,实际值高

达８４０亿美元,名义值扩大到原来的１９１倍,实际值也

扩大到原来的１９倍.美军研发投资规模之所以在长

期内呈逐步增长趋势,主要是因为美国经济实力和政

府财力不断增强,因而有能力将更多资金投入到国防

及其研发领域.

２．２　美国国防研发投资规模在短期内存在周期性

从图１中可以发现,尽管美军研发投资的名义值

几乎是逐年增长,但在比较上更具意义的实际值却并

非直线式增长,而是在波动中逐步增长,并呈现出一定

的周期性.具体来看,在１９４８－１９６４年、１９７９－１９８９
年、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这３个时期呈上升趋势,而在１９６４－
１９７９年、１９８９－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９年至今则呈下降趋势.
上升期和下降期约持续１０~１５年.美军研发投资规

模之所以在短期内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主要是受到

军事需求变化和军事战略调整的影响.１９４８－１９６４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

资本主义阵营和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之

间进入冷战时期,双方在军事领域竞争激烈.二战期

间空军的作用开始凸显,因此,二战后美国在军事力量

建设方面的一个大动作就是将空军从陆军中独立出

来,成立空军部,作为与陆军部、海军部并立的部门,并
组建了国防部.这一时期,美国重点加强空军建设,对
空军的投入力度非常大,空军的研发投资也得益于此.
此外,为与前苏联争夺军事优势,美国陆军和海军的研

发投资也快速增长.１９４８年美军研发投资实际值约为

４４．２亿美元(其中陆军１１亿美元、海军１８．９亿美元、空
军１４．３亿美元),而１９６４年已增长到４５１．２亿美元(陆
军８８亿美元、海军１０５．７亿美元、空军２３４．１亿美元、国
防部本部２３．４亿美元),１６年间增加了９倍多,年均增

长率高达１５．６％以上.１９６４年以后,由于越南战争逐

步扩大化,现实的战争需求变得更为紧迫,虽然国防部

支出增加较多,但主要都用在武器装备采购方面,研发

投资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有所减少.在未来与当前的

权衡中,美军选择将财力资源更多地配置在当前急需

的领域.越战后期,美国国内反战情绪高涨,美国军费

也进入一个长达１０年的削减期,在美苏对抗的态势

中,美国转攻为守,苏联反守为攻.因此,从上世纪６０
年代末到７０年代末,美国军费开支下降较快.受此大

环境影响,美国研发投资也逐步下降,从１９６８年的４４６．
３亿美元下降到１９７９年的３０８．４亿美元,年均增长率约

为－３．３％.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特别是罗纳德里根

就职美国总统以后,提出“多层次威慑”和“新灵活反

应”的里根军事原则,开始大幅度提高军费开支,提高

美国军事实力,著名的“星球大战”计划的始作俑者就

是里根.在里根任期内,美军研发投资快速增加,到
１９８９年达到６１１．３亿美元,１０年内增加了近１倍,年均

增长率约７．１％.１９８９年以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美
国军费开支大幅下降,美军研发投资也缓慢下降,到
２０００年时降至４８５．３亿美元,年均增长率约为－２．１％.
而从２００１年开始,受“９．１１事件”影响,美国对安全形

势作了重新评估,并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

战争,军费开支和美军研发投资都快速增加,到２００９
年上升到约８４０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约６．３％.我

们还发现,美军研发投资的上升期和下降期具有不对

称性,上升时速度快,下降时速度慢.从美军研发投资

的周期性来看,２００９－２０１９年左右又是一个下降期,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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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速度应在３％以内.

图１　１９４８－２０１３年美军研发投资规模

２．３　研发投资占国防费的比例较高

美军研发投资不但规模不断变化,而且研发投资

占国防费的比例也在发生变化,如图２所示.从图中

可以发现,美军研发投资占国防费的比例自１９５７年以

后基本维持在１０％以上的较高水平,而在欧盟等其它

主要西方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仅为５％左右[１０].１９４８－
１９６４年,美军研发投资占国防费的比例快速上升,从
１９４９年的２．６％上升到１９６４年的１４．２％.这一时期美

军研发投资力度特别大,虽然１９５３年朝鲜战争结束后

美国国防费遭削减,国防部开支实际值１９５５－１９６１年

基本维持在４０００亿美元不变,但美军的研发投资不减

反增,因此,研发投资占国防费的比例上升.１９６４－
１９７０年,美军研发投资占国防费的比例从１４．２％下降

到９．３％,１９７０－１９８２年处于比较稳定的阶段,大致保

持在１０％左右.这一时期,美国国防费在越南战争最

为激烈的１９６６－１９６８年大幅增长,增加的国防费主要

用在武器装备采购和人员开支上,研发投资增加不多,
因此,研发投资在国防费中的占比下降.越战结束后,
美国国防费大幅削减,实际值从１９６８年的５６５１．２亿美

元减少到１９７８年的３８０６．９亿美元.在此期间美军研

发投资虽然也有所削减,但武器装备采购和人员费支

出下降更快,因此,约从１９７０年开始研发投资占国防

费的比例反而有所上升.１９８２－１９９８年,美军研发投

资占国防费的比例从９．６％上升到１４．６％,上升幅度较

大.这主要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从１９７９年左

右开始美国与前苏联的军备竞赛更为激烈,美国为保

持军事优势并拖垮苏联,开始大力加强国防建设,加大

国防投入力度,使得研发投资受到特别重视;二是１９８９
年东欧剧变、１９９１年苏联解体后,美国削减了国防费,
但为保持技术领先地位,对研发投资的削减不多.这

两方面因素使得美军研发投资占国防费的比例从１９７９
年到１９９８年逐步上升.１９９８－２０１３年,美军研发投资

占国防费的比例处于缓慢下降阶段,其中１９９８－２００７
年保持在１４％左右,到２０１３年下降至１０．７％.这一时

期美国发动了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３
场战争导致美国国防费规模大增,但研发投资规模也

增长迅速,因此,研发投资占国防费的比例下降比较平

缓.

图２　１９４８－２０１３年美军研发投资占国防费的比例

２．４　把空军研发投资摆在优先位置

美国空军的研发投资在绝大多数年份都是最多

的,在美军研发总投资中所占比例远高于海军和空军,
海军研发投资又比陆军研发投资多,如图３所示,数据

均源自«美国国防预算估计２０１３».按２０１３年不变美

元表示的实际值算,从１９５２年以后美国空军的研发投

资几乎都比海军和陆军多.１９５２－１９６４ 年、１９７９－
１９８８年以及２００２－２００９年,美国对空军的研发投资增

长很快,１９６４年达到２３４．１亿美元,１９８７年达２４５．９亿

美元,２００９年达２７８．１亿美元.美国将空军研发投资

摆在优先位置,这一点从图４中也能看出来.除１９５０
年以外,美国空军研发投资占美军研发总投资的比例

从未低于３０％,１９５７年甚至高达６２．８％.相反,美国陆

军研发投资占美军研发总投资的比例几乎不曾超过

３０％,其中１９５７－１９８０年在２０％左右,而１９８１年以后

就一直处于１５％上下,再也没有超过２０％.海军研发

投资占研发总投资的比例则介于陆军和空军之间,除
１９４８－１９５２年和１９７１－１９８１年以外,其它年份几乎都

处于２０％~３０％之间.

图３　１９４８－２０１３年美军各部门研发投资实际值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空军研发投资不但规模最大、
占美军研发总投资的比例最高,而且就其军种内部开

支而言,空军研发投资所占比例也高于海军和陆军.
１９４８－２０１３年间美军各军种内部研发投资所占比例如

图５所示.从１９５７年开始绝大多数年份内空军研发投

资占空军军费的比例就一直在１２％以上;海军研发投

资占海军军费的比例介于８％~１２％之间;大多数年份

陆军研发投资占陆军军费的比例位于４％~８％之间.
美军各军种研发投资规模和所占比例的变化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美军武器装备的发展方向,空军和海军武

器装备研发始终是美军投资的重点.美军之所以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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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军的研发投资摆在优先位置,一方面是因为现代战

争中掌握制空权显得至关重要,另一方面也与空军本

身的性质有关.空军是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军种,
其主战武器装备的技术性能复杂、研发成本高,这客观

上要求加大对空军的研发投资力度.美国推行全球性

军事战略,追求军事力量能够快速全球到达、全球打

击,这必然要求大力投资于空军.

图４　１９４８－２０１３年美军各部门研发投资占研发总投资的比例

图５　１９４８－２０１３年美军各部门内部研发投资所占比例

２．５　国防部本部的研发投资日趋重要

从图３－图５可以发现美军研发投资的一个重要

特点,即美国国防部本部的研发投资规模和所占比例

从１９５９年以来一直上升较快.美国国防部本部主要

包括国防部长办公厅、参联会、国防采办大学、国防大

学、国防合同管理局、国防信息系统局、国防后勤局、导
弹防御局和综合监察办公室等部门或单位.从图３中

可以发现,美国国防部本部的研发投资实际值从２０世

纪７０年代末开始快速增加,１９８６年达到９４．０８亿美元,
第一次超过了陆军的研发投资,１９９１年达到１２６．１亿

美元,第一次超过了海军的研发投资,１９９７年以后就稳

居第二位,仅次于空军的研发投资规模,在美军研发总

投资中所占比例从１９９７年开始一直维持在２７％左右.
国防部本部研发投资不断增加,说明美国国防部本部

在美军研发投资中的地位和作用日趋重要,也说明美

国正逐步从三军相对分权的研发投资体制向国防部集

权与三军分权相结合的研发投资体制转变.

２．６　科技基础研发和产品开发投资比例相对稳定

按预算活动进行划分,美军的研发投资主要由基

础研究、应用研究、先期技术发展、先期部件与样机开

发、系统开发与演示、研究发展试验评估管理支持和作

战系统开发７个方面的投资组成.其中,前３项(基础

研究、应用研究和先期技术发展)是创新周期的初始阶

段,统称为科技基础活动.后４项则是创新周期的后

期阶段,统称为产品开发活动,其目的是把前面几个阶

段开发的、经过验证能够提供更强作战能力的新技术

转化成新的作战系统[１１].一般来说,美军研发投资中

用于科技基础活动的部分约占２０％,而用于产品开发

活动的部分约占８０％,因此,科技基础和产品开发的比

例大致保持在１∶４左右.例如１９７４年美军各部分研

发投资所占比例为:基础研究３．７％、应用研究１３％、先
期技术发展２．４％、先期部件与样机研发１４．８％、系统

开发与演示３１％、研发管理支持１３．７％、作战系统开发

２４．４％,前３项小计占１９．１％,后４项小计占８０．９％.
１９８０年,这７个方面的投资占美军研发总投资的比例

分别为４．１％、１２．７％、４％、１６．８％、３４．２％、１１．４％、１６．
８％,前３项小计占２０．８％,后４项小计占７９．２％[１２].

２０１１年,这７个方面的投资占美军研发总投资的比例

分别为２．３％、７．４％、９．７％、１７．６％、１７．９％、７．１％、３８％,
其中,科技基础投资约占１９．５％,产品开发投资占８０．
５％;２０１３年这７个方面的投资占美军研发总投资的比

例分别 为 ３％、８．２％、７．４％、１７．５％、２０．７％、６％、３７．
２％,其中,科技基础投资约占１８．６％,产品开发投资占

８１．４％.尽管这７个方面投资所占比例有所变化,但若

只看科技基础投资和产品开发投资这两大项,则其所

占比例变化不大.

３　主要启示

从美军研发投资特点与战略中可以得到以下启

示:
(１)要选择适合本国国情军情的国防研发投资战

略.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就成为一个全球性大

国,为维护其全球领导地位,美国非常重视获得和保持

军事优势.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依靠先进的军事技术

和性能优良的武器装备,美军在这方面的投资力度很

大,这体现为美军研发投资规模的长期增长.对中国

而言,目前经济实力大为增强,但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

与大国地位还有些不相称、不匹配.国防研发投资是

军队战斗力生成的一个重要基础,中国与美国等发达

国家军事实力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技术的差

距、装备的差距.在经济快速发展、政府财力显著增

强、安全环境不容乐观、军事实力与强国地位尚存较大

差距的情况下,中国有必要也有能力走一条快速增加

国防研发投资的道路.
(２)研发投资应重点向空军和海军倾斜.从美军

研发投资的特点来看,其在空军和海军方面投入的研

发经费非常多,分配给陆军的研发投资则少很多.在

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海洋权益在国家利益中的地

位日趋上升,而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其崛起也必然需要

海空力量的“硬实力”做坚强后盾.因此,今后一段时

期,在增加国防研发投资总额的基础上,要提高空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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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研发投资所占比例.
(３)国防研发投资要统筹兼顾,既要考虑当前需

求,更需着眼长远需要,制定近期能力与长期能力相协

调的适度投资战略.投资是在时间上的权衡选择,今
天的国防实力往往来自于１０~２０年前的国防研发投

资.从美军研发投资变化中可以发现,近期的安全需

求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对未来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的

研发投资,但与国防费中的其它开支相比,美军的研发

投资波动幅度相对较小,这一点应当引起注意.中国

在选择国防研发投资策略时,也要保持研发投资的相

对稳定性、连贯性和长期性,特别是在科技基础和产品

开发投资的分配比例上,美国的经验值得借鉴.
(４)要努力构建一种市场化导向的军民融合型国

防研发体制.美国国防研发投资的高效率来源于其

先进的研发体制,美国在国防研发体制上非常注重发

挥军事机构在提出需求方面的作用,因为军事机构更

清楚自己的需求,但军事机构提出需求以后注重利用

市场、私营企业和其它经济主体来满足这种需求.这

种体制更加灵活,也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利用能够获得

的智力资源和技术积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
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同样也应该在

国防研发领域得到体现.军方提出需求以后,大可利

用市场中相关经济主体,特别是引导和利用以民用为

主导的小型企业在国防科技创新中的作用,将民营高

科技公司与国防工业领域的大型企业很好地结合起

来,以各自需求为牵引,以市场契约为纽带,以项目为

载体,发挥好国防研发投资对军事技术创新的引导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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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StatesDefenseR&DInvestment:Strategy,CharacteristicsandEnlightenments

LuXiaogao,LiXiangqian,HuangChaofeng
(Schoolof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NationalUniversityofDefenseTechnology,Changsha４１００７３,China)

Abstract:America＇sleadingmilitarytechnologyandadvancedweaponryarecloselyrelatedtoitsdefenseR&Dinvestments．
Strategically,theUnitedStatesattachesgreatimportancetotheR&Dinvestmentstomaintainmilitarysuperiority,and
cantakealongＧtermperspectivetoresponsetothechangeofmilitaryrequirements,andadheretothecombinationofbalＧ
anceddevelopmentsandkeyinputs．TheUnitedStatesensurethehighefficiencyofdefenseR&Dinvestmentthroughthe
establishmentofcivilＧmilitaryintegrationdevelopmentsystem．ThedefenseR&DinvestmentscaleoftheUnitedStatesis
increasinggraduallyinthelongterm,butintheshorttermthereisacertainperiodicity．Comparedwithothercountries,
thedefenseR&DinvestmentaccountedforahigherproportionofAmerica＇sdefenseexpenditures．TheUnitedStatesplace
theR&Dinvestmentsontheairforceinpriority．TheR&DinvestmentofdefenseＧwidebecamemoreandmoreimportant．
Lookfromthestructure,theinvestmentratiothattheUnitedStatesputondefensescienceandtechnologyandproductdeＧ
velopmentisrelativelystable,roughlyataround１:４．Wecandrawfourmainenlightenmentsfromthestrategyandthe
characteristicsofAmerica＇sdefenseR&Dinvestment．
KeyWords;TheU．S．Defense;DefenseResearchandDevelopment;R &D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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