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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28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军民融合教育研究分会成立大会在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举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教育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杜玉波，教育部科技司司长

雷朝滋，国防科工局科技与质量司司长张良瑞，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徐惠彬院士，中国高等

教育学会副会长、秘书长康凯等出席成立大会。

杜玉波会长在成立大会上指出，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对新时期我国深化高等

教育改革、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军民融合教育研究分会的成立，是高等

教育战线自觉服务军民融合国家战略的一项重大举措。军民融合教育研究分会要深刻领会军民

融合战略重大意义，为推进军民融合发展担当责任；要有效整合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研究力量，

搭建研究交流合作平台；充分发挥高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的优势，助力

构建新时代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新格局。军民融合教育研究分会要在坚持协同育人，丰富国防

教育本质；深化交流合作，统筹协调资源共享；加强智库建设，发挥服务决策功能；开展联合

攻关，增强服务需求能力；拓展国际交流，创新国际交流模式等五个方面开展工作。同时，军

民融合教育研究分会要在职责定位，强化队伍建设，注重建章立制，完善运行机制，提高综合

服务等方面开展建设和规范管理，探索新时代学术社团建设新模式。

徐惠彬校长致辞时指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作为军民融合教育研究分会的发起单位，自

建校以来就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己任，一直在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的道路上积极探索、不断前行，

今后也将继续努力，促进分会的建设和发展。

康凯副会长、秘书长宣读了《关于同意成立tp国高等教育学会军民融合教育研究分会的

批复》。大会审议通过《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军民融合教育研究分会工作规则》等文件，选举产

生了军民融合教育研究分会第一届理事会和监事。军民融合教育研究分会第一届理事会第·次

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常务理事、秘节长、副理事长、理事长等。

来自中央军民融合委员会办公室、I二业与信息化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北京市教育委

员会等部门的领导，以及教育部有关直属高校，工·Ik与信息化部所属高校等140余所高校和企

事、Ik单位的200余位领导及代表参会。

1．学会会长杜玉波在成立大会上讲话。2．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校长徐惠彬院士致辞。5．军民融合教育研

究分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

校长房建成院士发言。4—5．军民融合教育研究分会

成立大会现场。6．参会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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