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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日 国发〔１９８７〕７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

国防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的发展，提高国防科研试制费的使

用效益，明确军兵种及总部有关业务部门（以下简称使用部

门）和研制部门的经济技术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

济合同法》，结合国防科技工业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武器装备和人造卫星研制项目的总承包

合同（主承包合同，下同），配套项目、分系统项目合同和

阶段性合同。 第三条 武器装备研制合同（以下简称合同），

必须以国家批准的武器装备研制的中长期计划和按计划程序

批准的项目为依据，并在年度计划中予以保证。 第四条 订立

合同，必须符合国家政策和计划的要求，服从加速武器装备

发展的大局，贯彻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等价有偿的原则。 

第二章 合同的订立 第五条 合同由具有法人资格的当事人订立

。当事人委托其他单位代订合同时，必须出具委托证明，明

确代理权限。 第六条 凡列入国家批准的武器装备研制中长期

计划的项目，或按计划程序批准的项目，标的明确、方案可

行（或技术途径明确）、经费已有保证的，可以签订合同。 

第七条 凡具备招标条件的项目，可以进行招标。有关主管部

门应当支持具有设计、研制能力的单位投标。招标单位选定

中标单位时，应当请有关工业部门在标底保密的条件下参与

评审，并注意研制任务分工、条件、工作连续性以及有关对

军工三线企、事业单位的政策。 第八条 技术、配套关系复杂



的大型项目，使用部门一般应当与研制单位签订总承包合同

。为大型项目配套的设备或分系统研制项目，一般应当由总

承包单位与研制单位签订分承包合同；或由使用部门与研制

单位直接签订承包合同，但必须在签订主承包合同时，明确

各方面的技术责任。 第九条 对不具备签订总承包合同条件的

项目，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先签订配套设备或分系统项目合同

；对风险较大的项目，可以签订阶段性合同，并明确双方承

担风险的责任。 第十条 其他部门承担为武器装备配套的材料

和机电产品研制任务，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需国

家指令性计划予以保证的合同，报经双方主管部门审核后生

效。其中属于一级定型委员会审批定型项目的合同（不含附

件），由使用部门报总参谋部和国防科工委备案。 其他的合

同，经当事人签字即行生效。 第十二条 双方对合同条款不能

达成协议时，可以上报有关主管部门协调处理。 第十三条 合

同应当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一、标的（指论证或研制项目等

）； 二、数量和质量； 三、研制进度及交付期限； 四、研制

方案或技术途径； 五、交付方式及验收条件（含定型验收标

准）； 六、技术经济责任及违约责任； 七、合同价款及付款

、结算方式； 八、主要配套项目及其研制分工协助关系； 九

、密级和保密事项； 十、当事人协商同意的其他条款。 总承

包合同还应当包括必要的附件。 第十四条 合同价款根据《国

防科研试制费拨款管理暂行办法》中所列经费开支范围和研

制单位提供的各项概算方案进行核算。 第十五条 研制武器装

备的技术成果归国家所有。上述成果，按军品研制计划应用

推广时，研制单位或生产单位均不得收取技术转让费。 完全

用自筹资金研制的科研成果，归研制单位所有，实行有偿转



让。 第三章 合同的变更和解除 第十六条 合同一经订立，双

方应当全面履行，但订立合同所依据的国家计划被修改、取

消，或发生不可抗力，或由于其他合法原因使合同不能履行

时，可以变更或解除合同。 第十七条 变更或解除合同，应当

由当事人以书面形式征求对方意见。对方在接到书面通知后

，应当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以书面形式答复，期满不答复，

即视为接受关于变更或解除合同的提议。 第十八条 按本办法

第十一条规定需报主管部门审核或备案的合同，其变更或解

除，必须分别报原合同主管部门审核或备案。 第四章 违反合

同的责任 第十九条 当事人一方因变更或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

损失的，应当负责赔偿。但由于不可抗力要以免除责任的除

外。 当事人一方因订立合同所依据的国家计划被修改、取消

而变更或解除合同时，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先负责赔偿

，再由主管部门进行处理。 第二十条 当事人一方违反合同时

，应当负违约责任，并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双方

在合同中约定的条款向对方偿付违约金、赔偿金。 违约金和

赔偿金不得计入成本。 第二十一条 违约方偿付违约金、赔偿

金后，订立合同所依据的计划未被撤销，应当继续履行合同

；如无法继续履行合同的，应当按变更或解除合同的条款执

行。 第五章 合同的管理、调解与仲裁 第二十二条 合同双方

的主管部门应当对合同加强管理，其主要内容是： 一、审核

合同； 二、协调安排执行合同的必要条件； 三、督促检查合

同的履行情况。 第二十三条 合同发生纠纷，经协商无效时，

由合同双方主管部门共同负责调解。调解达成协议的，合同

双方当事人应当履行。 第二十四条 调解无效时，当事人任何

一方可以向合同管理机关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



起诉。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各使用部门和国务院有关工

业部门，可以依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

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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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