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国家计委等单位关于加强和改善民用

工业为国防军工协作配套管理工作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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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7/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3_c36_327138.htm （一九八五年一月十

九日） 国务院、中央军委同意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科

委、国防科工委《关于加强和改善民用工业为国防军工协作

配套管理工作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现转发给你们，请照

比执行。 关于加强和改善民用工业为国防军工协作 配套管理

工作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 （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九日国务院、

中央军委发布） 民用工业承担的国防军工协作配套任务（包

括提供的原材料、配套产品、技术设备和直接交付部分的军

事装备，以下同），是实现我国国防现代化任务的重要部分

，也是国防军工部门完成军品科研、生产、建设计划的物质

基础和重要保证。在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形势下，为了进一

步加强和改善民用工业为国防军工协作配套的管理工作，特

就若干问题作如下暂行规定：一、计划管理问题 由于国防军

工部门的科研、生产计划是国家指令性计划，所以民口相应

承担的为国防军工协作配套任务， 一般应作为国家指令性计

划 （具体项目目录由供需双方主管部门商定）。 根据简政放

权的精神，民口为国防军工协作配套的科研、生产计划，按

国防军工部门所提需要， 由主管的民用工业部门会同有关物

资分配部门 （按照国家物资管理体制的分工）综合平衡后，

由主管民用工业部门下达。 主管民用工业部门要会同有关省

（区、市）对下达的军工协作配套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督促

检查，并负责协调、处理出现的问题。 为保证军工协作配套



计划的稳定性、准确性和连续性，有关民用工业部门除安排

好年度计划外，要做好中、长期计划、逐步实行三年滚动计

划。为此，军工部门和军队订贷部门应根据本部门的中长期

计划，向民用工业部门提出三年的协作配套物资和装备的需

要计划，作为民用工业部门制订计划的依据。二、物资供应

问题 继续实行目前按“零”字户头申请分配的办法，即：民

用工业部门承担国防军工协作配套任务所需国家统配金属原

材料和部管物资，由本部门“零”字户头向国家物资局和产

品主管分配部门申请，按计划优先分配供应。三、价格、税

收问题 （一）关于价格。在国家对军品价格未作全面调整的

情况下，对民用工业承担国防军工协作配套的专用原材料的

专用配套设备的研制、生产发生亏损或利润过低的产品，按

以下原则，区别不同情况对其价格作适当幅度的调整： （１

）产品计划成本利润率低，甚至亏损的，结合产品供求情况

，价格可适当提高，提高的幅度以产品计划成本利润率最高

不超过１５％为限；产品计划成本利润率高于同类民品的，

价格应予适当降低。 （２）由于产品更新换代，技术指标已

经提高的，则实行优质优价。 （３）订贷数量过少、不足订

贷起点数的产品，其价格可由供需双方商定，并报主管部门

备案。 价格的调整，按国家规定的程序办理。 （二）关于税

收。民用企业、科研单位为国防军工生产军品直接提供协作

配套产品，按规定纳税有困难的，可按税收管理体制的规定

，给予定期的减税、免税照顾；对为军工协作配套的新产品

， 可比照民用新产品的减、 免税办法，享受减、免税照顾。

具体的减税、免税规定，由财政部另行下达。四、用户择优

选择供货单位问题 列入指令性计划的原材料和配套产品，原



则上采取定点生产、定点供应的办法。定点供应关系一经确

定，单方不得随意中断。若确需转点，必须做好衔接工作。

用户在提出任务时，可以对供货单位提出选择的建议；民用

工业主管部门在安排任务时，要充分考虑用户的要求，根据

布局、经济效益、质、进度、价格等因素统筹安排。用户若

对安排厂点有异议，允许自选供货单位，但此任务不再列入

指令性计划。五、新产品研制和技术改造问题 （一）民口为

军工协作配套研制所需经费，采用以下几种解决办法： （１

）纳入国家科技计划的重点科研项目，由国家安排。 （２）

由国防军工部门提出、民用工业主管部门安排的重点科研项

目，其所需研制经费，除由民用工业主管部门和研制单位的

科技三项费用或科技发展基金中安排外，还可以采取以下解

决办法；按有关规定由提出方预付一定比例的资金，预付资

金可用研制产品偿还；一次性或需要量很少的产品和难度不

大、所需费用不多的科研项目，研制费可摊入成本；难度较

大的重点科研项目，研制经费不足的，由国家适当补助一部

分。 （３）由国防军工单位直接委托民口研制单位安排的科

研项目，可根据有偿合同制的原则，研制经费由供需双方议

定。 （４）对于有较明显经济效益的科研项目，民用工业主

管部门可试行将拨给的科研经费在项目取得经济效益后，收

回一定比例，用于研制其它军工新产品，周转使用。 （二）

民用工业承担军工任务所需技术改造资金采取以下渠道解决

： （１）民用工业部门和民用企业在安排本部门、本企业技

术改造时，应本着“军民兼顾，统筹安排”的原则，对承担

军工任务所需技术改造资金给予合理的安排，并纳入中、长

期的年度技术改造计划。 （２）从军工专用生产线所提取的



折旧资金，原则上应用于军工生产线自身的技术改造。 （３

）国家在安排技术改造资金或贷款 时，对民用工业部门承担

军工任务单独划出一笔，作为应急措施。 国家在批准安排军

事装备的重大专项工程时，按照系统工程管理办法，在经费

中要包括民用工业部门为其配套的原材料及配套产品所需研

制和技术改造经费。六、生产能力的保存和调整问题 继续贯

彻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保护军品生产线的规定精神。凡因

任务不足需要保存生产能力的军品生产线的撤销和调整，要

按一定程序报请上级主管部门审批。 做好军品生产的长期计

划，尽量保持军品生产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以利于军品生产

能力的保存。 民口为保存军工协作配套生产能力，最根本的

办法是要贯彻军民结合的方针，尽量将军品推广于民用，做

到寓军于民；或者是通过承接工艺相近民品的办法解决。个

别难于军民结合，而又确需保存生产能力的军品专用生产线

，出可报请国家批准予以封存，并由国家核拨一定的维护费

。七、管理体制问题 在部门和省（区、市）不再直接管企业

的改革形势下，对民口的军工科研、生产如何管理问题，总

的意见是：考虑到军工的特点，为了保证军工科研生产的行

政指挥系统在民口不至中断或脱节，对现承担军工协作配套

任务的民用工业部门和省（区、市），仍应保留一定形式的

管理机构，负责归口管理本行业、本地区军工协作配套任务

的计划下达和执行中的协调工作。八、奖励问题 对民用企业

、科研单位承担军工协作配套任务的奖励，不仅要看其经济

效益、更应衡量其对国防现代化的贡献。各主管部门在评审

科技发明奖、自然科学奖、合理化建议和技术改进奖、科技

进步奖时，应注意照顾军工任务 这一特点。 职工奖金问题，



各企业、科研单位，对从事军品科研和生产的人员的个人奖

金一般应不低于单位职工的平均奖金，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