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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民融合产业下空间信息技术创新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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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河南 南阳 473000）

0 引言
“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在“十三五”期间，各项产业应该以

北斗导航和卫星遥感为引擎，并在基础设施和应用服务的支持

下，重点提高空间信息产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率。相关单位和地区

应该始终坚守本心，强化创新意识，促进该项技术的发展和进

步，要以教育为触手，深化空间信息技术的教育教学，培育优质

的空间信息技术人才，推动“军民融合、产教融合”双融合发展，

深化政策落实，带动地域经济的发展。

1 空间信息技术协同创新平台建设面临的挑战
目前双融合还存在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军民融合+产教融合”双融合的实施，更是不利于空间信息技
术协同创新平台的建设，归根结底，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

面：①协同平台构建问题。空间信息技术产业链构建有待完善，
这导致协同平台构建面临重重难关。当下我国空间信息技术产

业链还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完备的产业链形成还有待时间考量，

为此搭建协同平台至关重要；②产业集群有待形成。产业集群涉
及多个部门、多个专业、多个方向，而我国这方面产业集群正处

于积极筹备当中，尤其是以地域性产业集群逐步完备，诸如河南

省军民融合产业；③人才培养模式不够完备。近些年，尽管部分
地区积极开展军民融合定向培养士官活动，部队与地方院校积

极签订相关合同，以便打造全新的高素质新型人才。但是，高学

历、高技能士官人才培养作用的呈现还有待时间考量；④专业课
程体系有待完善。有关空间信息技术专业课程体系还不够完善，

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之间存在差距，需要相关部门加强这方面

的研究，推动专业课程体系的构建，以便培养现代化高素质空间

信息技术人才。

2 军民融合产业下空间信息技术协同创新平台
建设的路径
2.1 构建区域空间信息技术平台构建
要充分发挥地域优势，坚强军地合作，深化军民融合，推动产

教布局，培养新型空间信息技术人才。为此，构建空间信息技术

协同平台的几个要点如下：①军民合作。军方应该积极主动与当
地优质的军工企业合作，积极参与到军民融合大项目中，推动军

工与地域协同发展，统筹互补；②军校合作。要积极与当地的院
校加强合作，组建空间信息技术研究院，双方积极从空间安全、

北斗导航、返程回收等方面开展合作，协同发展；③政府参与。相
关地域政府，应该积极统筹军地科研力量，将无人机、特种机器

人等项目扩张为一大批优质的创新引领项目；④构建服务平台。
构建空间信息技术沟通平台，目的是强化双方沟通，形成军地技

术双向转化，为此，以相关政府部门为牵头，形成空间信息技术

产业联盟，强化空间信息产业参与方的沟通，以便带动区域空间

信息技术的发展；⑤打造产业园区。要从实际情况出发，以军民
融合和产教融合作为指引，构建产业园区，以便优质人才积极奔

赴产业岗位中，打造出一副欣欣向荣放入产业岗位；⑥投入专项
资金。军方和院校要以建设现代化的空间信息技术下同平台作

为前提，注入专项资金，构建融资模式，设定产业投资基金，推动

军民融合+产教融合双融合产业的发展，同时为人才培养提供资
金来源。相关金融部门要从大局出发，加大对双融合产业的支持

力度，畅通绿色通道，积极支持产业发展相关热点，协助其开拓

市场，完成空间信息协同平台的建设。

2.2 构建空间信息产业集群
政府部门、军方、院校等单位要以空间信息行业产业集群建

摘 要：如何应用“军民融合，产教融合”双融合机制构建空间信息技术协同创新平台一直是研究领域中的重要课题。
平台构建涉及协同问题、产业集群问题、人才培养问题、课程构建问题等，本文也是从以上几个问题入手提出相关意见和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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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作为区域经济建设的重要支柱，强化遥感、无人机等现代化空

间信息技术研究，整合测绘技术、工程测量技术、城乡规划等方

面的内容，梳理清楚上下游产业，打造空间信息产业集群，实现

多个产业相互联动，彼此促进。产业集群的行程，最为关键主要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产业园的设定。产业园的设定要与上下
游产业交往密集地作为产业园设定需求，同时将政府部门联络、

院校人才培养、企业实践应用等考虑在其中，使得在产业园中多

个相关单位相互联动、紧密联系、强化合作、齐头并进，一同促进

空间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换言之，产业园的设定，有助于推动

空间信息技术协同创新平台的设定，强化上下游单位之间的沟

通，促进相关项目落实，使产业集群中各个专业之间相互交叉，

一同发展；②技术创新的需要。空间信息技术创新，不是臆想，而
是实践，为此，需要配备完善的用于研发的基础性设备，调动专

业人才，积极主动以空间信息技术发展作为目标，一同促进空间

信息产业的发展和进步；③协同平台的设定。协同平台的设定要
以最为优质的空间信息技术研发单位作为牵头，带动其他单位

参与其中，强化纵深合作、国内外沟通，积极担当空间信息技术

创新的伟大使命，携头并进，促进空间信息技术的发展。

2.3 强化双融合下的人才培养模式构建
空间信息技术协同平台的设定，不仅在于推动项目沟通、促

进技术研发、筹备产业集群、注入专项资金，更为重要是的培养

现代化空间信息技术人才。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科技竞争的本

质是人才竞争。为此，双融合下要积极构建现代化的人才培养模

式。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①构建现代学徒制模式，突出 3×
（1+1）人才培养特色，也就是，第一、二、三学期在院校学习空间
信息技术和模拟性操作和应用空间信息技术设备，再在第三、

四、五学期积极融入到企业实践或者军工单位实习，通过协同创

新平台给予学生足够的培养时间和空间，研磨意志，修养徳技，

提升学生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以便在日后的空间信息技术产

业岗位上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积极推动空间信息技术的发

展和进步；②配备“双师型”教师队伍。双师型教师队伍是打造优
质空间信息技术人才的关键，常言道，能者为师，“双师型”教师

要求该教师必须在该专业领域是出色的人才，才能更好地培养

人才。“双师型”教师可给予学生在理论认知、实践操作上双重保

障，促进学生开动脑静、积极动手操作，推动空间信息技术专业

教学的发展和进步；③设定技能大赛等活动。要促进空间信息技
术的发展，技能大赛、研发比拼、理论争辩等活动的开展必不可

少，以通过相互沟通、思想争辩，来促进新型科学技术的产生，同

时有助于磨炼学生的意志，促进学分制改革，强化高素质、高技

能人才的培养，为我国空间信息技术的发展提供人才助力；④发
挥院校作用。要以富国强军作为目标，做好军民融合、产教融合

的工作，以双融合促进空间信息技术的应用，其中院校作用不容

置疑。院校应主动作为，勇于担当，争取走出一条军民融合、产教

融合深度发展的新道路。对于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而言，推动军民

融合、产教融合深度发展，是转型升级、提升战力的重要途径。政

府部门应该会同军队、企业、院校和科研院所，积极国家变革、强

军战略、共育人才的时代机遇，为空间信息技术打造优质人才，

为此，需要军队与院校一同发挥双方优势，加强顶层设计，做好

融合对接，肩负起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推动科学技术进步，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光荣职责。

2.4 构建双融合下专业课程教学体系
政府部门、军方、企业、院校等单位要以空间信息技术的应用

和研发作为教育主线，深入研究课程体系建设，设定从低到高、

从易到难的课程结构，深入融合职业生涯规划、军工精神、创新

创业等，构建现代化空间信息技术课程，实现“底层共享、中层分

离、高层互选”的教育教学理论体系，强化各院校的沟通和研讨，

促进院校与军工企业、军方、政府等单位的沟通，切实推动理论

和实践并进的空间信息技术教学。为此，双融合下空间信息技术

课程体系的设定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①顶层设计。顶层设
计要明确目标，树立指导思想，配备相关设备和师资，落实教育

教学实施步骤，强调基础课程对顶层设计的影响；②实施步骤。
理论课程的实施、实践课程的落实都要循序渐进，促进理论和实

践的统一，实施步骤要落到每个教师、每个院校当中，完善教学

目的、教学方法、教学评价、教学反思等方面的内容，促进空间信

息技术专业课程的实施；③合理评价。针对空间信息技术的课程
教学体系的评价，要从主体实施、方法探究、实践技能等方面进

行综合性评价，保证信息技术评价的质量和效果，以便推动空间

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进步。

3 结语
发展军民融合产业是实施国家军民融合战略的重要任务，尤

其是空间信息产业刻不容缓。以卫星遥感导航定位系统和地理

信息系统为主要内容的空间信息技术是军民融合的支柱，也是

产教融合的核心内容。空间信息技术作为军民融合代表性产业，

被广泛应用在交通、环境、城市建设、气象勘探等方面，是现代生

活中不可或缺的现代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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