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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高端装备产业发展情况

　　　　4、基地未来建设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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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基地建设总体情况

　　　　2、基地工业总产值

　　　　3、高端装备产业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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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建设之电子信息产业基地

　　7.1 中国电子信息工业发展现状

　　7.2 中国电子信息工业发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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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2 卫星通信军民融合模式

　　　7.4.3 卫星通信军民融合现状

　　　　1、民用卫星通信现状

　　　　2、军民融合卫星移动通信系统

　　　7.4.4 卫星通信军民融合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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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低轨道星座构建的天地一体化通信遥感导航网络方案

　　　　2、高低轨道双层星座构建的天地一体化通信遥感导航网络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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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建设规划

　　7.7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典型案例

　　　7.7.1 安徽省芜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军民结合产业基地

　　　　1、基地建设总体情况

　　　　2、基地工业总产值

　　　　3、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情况

　　　　4、基地未来建设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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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基地工业总产值

　　　　3、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情况

　　　　4、基地未来建设规划

第8章：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建设之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

　　8.1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状

　　　8.1.1 北斗导航

　　　　1、北斗产业发展现状

　　　　2、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运营企业竞争格局

　　　　3、北斗导航应用服务

　　　8.1.2 新材料

　　　8.1.3 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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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民用无人机产业发展概况

　　　　2、无人机产业的军民融合机制

　　　　　（1）“军转民”模式下的无人机技术扩散

　　　　　（2）“民参军”模式下的无人机产业协同创新

　　　　　（3）“军民两用”模式下的无人机产品两用

　　　8.1.4 核工业

　　8.2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政策

　　8.3 战略性新兴产业军民融合发展对策

　　　8.3.1 夯实军民融合技术基础

　　　8.3.2 打造军民融合产业园区

　　　8.3.3 建立军民融合需求拉动机制

　　　8.3.4 完善军民融合制度建设

　　8.4 中国战略新兴产业基地建设现状

　　8.5 中国战略新兴产业基地建设规划

　　8.6 中国战略新兴产业基地典型案例

　　　8.6.1 河北省邯郸经济开发区军民结合产业基地

　　　　1、基地建设总体情况

　　　　2、基地工业总产值

　　　　3、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情况

　　　　4、基地未来建设规划

　　　8.6.2 北京市大兴区军民结合产业基地——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情况

第9章：中国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建设案例解析

　　9.1 军民融合产业基地梳理与对比

　　9.2 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建设案例分析

　　　9.2.1 浙江宁德军民融合示范基地

　　　　1、基地基本情况

　　　　2、基地发展现状

　　　　3、基地主导产业

　　　　4、基地政策支持

　　　　5、对地方经济影响

　　　　6、基地功能定位

　　　　7、基地未来规划

　　　9.2.2 湖南株洲军民融合示范基地

　　　　1、基地基本情况

　　　　2、基地发展现状

　　　　3、基地主导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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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基地政策支持

　　　　5、对地方经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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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基地未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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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基地功能定位

　　　　7、基地未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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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对地方经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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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基地未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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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基地政策支持

　　　　5、对地方经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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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基地未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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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基地功能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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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基地未来规划

——展望篇——
第10章：中国军民融合产业发展环境洞察&SWOT分析

　　10.1 中国军民融合产业经济（Economy）环境分析

　　　10.1.1 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现状

　　　10.1.2 中国宏观经济发展展望

　　　10.1.3 军民融合产业发展与宏观经济相关性分析

　　10.2 中国军民融合产业社会（Society）环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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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1 中国军民融合产业社会环境分析

　　　10.2.2 社会环境对军民融合产业发展的影响总结

　　10.3 中国军民融合产业政策（Policy）环境分析

　　　10.3.1 顶层战略设计

　　　　1、顶层战略设计纲领性文件

　　　　2、军民融合顶层设计和战略布局重要文件

　　　10.3.2 中央政策

　　　10.3.3 军委政策

　　　10.3.4  国防工业政策

　　　10.3.5 产业政策红利

　　　　1、产业政策分析

　　　　2、产业政策红利

　　　10.3.6 31省市军民融合产业政策规划汇总及解读

　　　　1、31省市军民融合产业政策规划汇总

　　　　2、31省市军民融合产业发展目标解读

　　　10.3.7 国家重点规划/政策对军民融合产业发展的影响

　　　10.3.8 政策环境对军民融合产业发展的影响总结

　　10.4 世界军事环境及国防军费支出情况

　　　10.4.1 世界军事形势

　　　10.4.2 国防军费状况

　　　10.4.3 国防军事战略

　　　10.4.4 军事工业发展

　　10.5 中国军民融合产业SWOT分析（优势/劣势/机会/威胁）

第11章：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建设投资战略规划

　　11.1 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建设投资风险

　　　11.1.1 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建设的市场风险

　　　11.1.2 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建设的经营风险

　　　11.1.3 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建设的政策风险

　　　11.1.4 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建设的人才技术风险

　　11.2 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建设融资分析

　　　11.2.1 企业融资模式

　　　　1、政府特殊支持融资

　　　　2、通过银行贷款融资

　　　　3、社会资金

　　　11.2.2 项目融资模式

　　　11.2.3 其他融资模式

　　11.3 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建设招商分析

　　　11.3.1 企业入驻基地行为分析

　　　11.3.2 军民融合产业基地招商环境

　　　　1、硬环境

　　　　2、软环境

　　　11.3.3 军民融合产业基地招商定位

　　　11.3.4 军民融合产业基地招商策略

　　　　1、产品策略

　　　　2、价格策略

　　　　3、渠道策略

　　　　4、促销策略

　　　11.3.5 军民融合产业基地招商标准

　　　11.3.6 军民融合产业基地招商方式

　　　　1、中介招商

　　　　2、产业招商

　　　　3、网络招商

　　　　4、其他招商方式

　　　　　（1）学术招商

　　　　　（2）联合招商

　　　　　（3）上市增资

　　　　　（4）展览招商

　　11.4 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发展趋势

　　11.5 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建设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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