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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
有一种力量在生长
 ——走进中国大中型军民用飞机研制生产基地有感

 | 本报记者　袁新立

如果不是站在它的面前，你根本
无法领略它的风采，如果不沉下心去
和它交流，你根本不知道在 60 载的
岁月里，它经历过怎样的沧桑与辉煌，
背负着怎样的苦难和希望。5 月 7 日，
在中国航空工业大中型军民用飞机研
制生产基地 60 周年纪念日的前一天，
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中新社、中国航空报等行业
内外的十多家媒体记者走进阎良，走
进“战神”与“鲲鹏”诞生的地方，
在感受中国航空工业发展辉煌成就的
同时，也聆听其铿锵前行时强劲的脉
搏。

世界上能生产飞机的国家不在少
数，但是能生产大中型军民用飞机的
国家一只手就数的过来，究其原因只
有一个字：难。大飞机之难，难在技术、
难在协同、难在配套、难在方方面面。
然而，这一切困难，在强大的国家意
志和敢于拼搏奋斗的航空
人面前，最终都化作了信
步其间的小众山。1958 年，
新生的共和国开始迎来一
个极其困难的时期，就是
在这个时候，一片片厂房
在阎良这块土地上拔地而
起，航空工业西飞开启了
艰苦的奋斗历程，中国的
大中型军民用飞机研制生
产基地也深深地扎下了根。

我们一定要生产自己
的轰炸机，要研制自己的
大飞机，这是国家意志，
也是航空人的呼声与希望。
而如今 60 年过去了，让我们看看在
这里奋斗了一代又一代的航空人，向
国家交上了怎样的答卷。

1968 年 12 月 24 日，这里生产
的轰 6 飞机首飞成功，填补了我国中
远程轰炸机空白 ；

1970 年 12 月 25 日，首架运 7 运
输机试飞成功，填补了我国涡轮螺旋
桨中短程运输机的空白 ；

1988 年 12 月 14 日，诞生在这
里的“飞豹”战斗轰炸机首飞成功 ；

2013 年 1 月 26 日， 国 人 梦 寐
以求的大型运输机运 20 首飞成功 ；
2016 年 7 月 6 日，首飞仅仅三年三个
月的运 20 正式列装，使我国成功跻
身于世界上少数几个能自主研制 200
吨级大型飞机的国家之列，世界领域
大飞机研发生产格局被改写 ；

2015 年 3 月 30 日，有着“战神”
美誉的轰 6K 首次前出第一岛链，中
国空军在强军历程中重重写下一笔 ；

……
继续列举下去，这份答卷会很长

很长，相信也足以让国家、让军队、
让人民满意。

“如果不是到现场看看，我真的
不知道我们国家大飞机生产技术这么
先进，我以后要多来航空的企业参观
采访。”

“这么大的一个厂房里，同时组
装多架飞机，竟然只有一百多个工人，

真的不敢相信自动化水平这么高。”
“好羡慕在这里工作的人，每天

都能看到我们的大飞。”
“一天的采访时间太短了，感觉

想要了解的东西和学习的东西太多
了。”

在生产现场参观的过程中，在
飞机强度试验现场，在运 20 的部装、
总装厂房，几乎所有的记者都在感叹

航空工业的飞速发展和变化之大、成
就之多。

60 年风风雨雨，航空人矢志不
渝；60 载不懈奋斗，强军梦初心不改。
对于一个人，60 年足以将青涩少年变
成耄耋老者，但对一个企业来讲，60
年却能够积累出足够的文化底蕴和发
展经验，逐渐走向成熟，实现由大到
强。因此，无论是苦难还是辉煌都值
得纪念，而纪念是为了更好地前行。

“60年的积淀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我们要打造世界一流的企业，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我们的未来，是要打造
智慧西飞，这是智慧管理、智慧运营
和智能制造三者的统一，我们企业的
发展方向是新时代创新型工业企业。”
对于中国大中型军民用飞机研制生产
基地的未来，对于西飞的未来，企业
的掌舵者早有了清晰的谋划。

而真正赋予企业强大发展力量
的，则是 60 年里代代传承的航空报
国、强军首责的红色基因。“中国的

大飞机研制已逐渐走
向成熟，但是距离世
界先进水平还有很长
的一段路要走。制造
飞机就是实现梦想，
实现梦想就要脚踏实
地，一步一步攻坚克
难。所以，我们青年
一代，身负重任。我
们要用激情和热情承
担起责任，共同努力，

为祖国未来的航空事业添砖加瓦。” 
“鲲鹏展翅，大运翱翔，C919 腾

飞蓝天间，骄人业绩的背后是三位总
师带领的航空人，默默无闻，久久为
功地艰辛努力，凝聚了每位航空人的
赤心热血，总师们的大情怀、真性情、
真诚告白让我深受感动和鼓舞。诚如
杨总告诫青年要爱航空，我想因为热
爱，所以用心，航空工业的璀璨未来
一定属于热爱航空的我们。少年，在
追赶超越的道路上，我们一起撸起袖
子加油干吧！” 

“Y20、C919、AG600 的成功研制，
标志着中国具有大飞机研制能力，为
后续大飞机型号的出现、改型提供了
宝贵经验；美国对中国实施贸易封锁，
使大飞机研制的全球化协作道路非常
艰难，但并不会阻挡航空工业的前进
步伐。西飞人有决心、有信心为中国
大中型飞机的制造贡献一份力量。 ” 

“三位总师的讲话让我明白，为
梦想而奋斗的人永远年轻。他们的精
神，通过大飞机的研制和制造，激荡
在四十多万航空人的血液里。用我们
的双手托起我国的大飞机，让我们为
建设新时代航空强国而努力。” 

这是几位年轻人在参加“三总师”
媒体见面会后写下的感想，从中足以
感受到他们的青春热血还有责任与担
当，而这才是我们的大飞机事业，我
们的航空工业得以不断前行的强大力
量。

 

新时代 中国大中型军民用飞机产业将再创新辉煌
——2018中国大中型军民用飞机发展高峰会主题发言摘要

创新发展 军民融合

杨伟 ：中国科学院院士、航空工业科技委
副主任、歼 20 战斗机总设计师

近年来，我们实现了一系列重点型号的井
喷式发展，从战斗机到无人机、运输机、教练机、
直升机、特种飞机等，我们从跟跑实现了部分
并跑，并且正在向部分领跑迈进。但是在看到
成绩的同时，我们要审视我们还有不少创新的
短板，我们的创新能力发展到底如何？

在研制装备的过程中，首先需要创新的就
是需求上的创新。仔细分析，最大的创新是创
造用户需求，创造新的用户集群。以前在跟跑
的时候，我们不需要研究需求，我们也不需要
创造用户，现在走到了我们该真正认真思考和
研究的时候了。另一个层面是装备层面，也是
飞机层面，从理念、应用、功能、性能等来讲
涉及多个专业，需要总体驱动结构等。这是一
个大的系统工程，必须得从局部创新走向整体
创新。只有形成了一种创新集合，才能真正贡
献整个装备，包括体系。

关于军民融合，我们一方面要积极响应国
家号召，全力支持“民参军”；另一方面，航
空工业本身就是“军民一体”的，如何积极实
施军民深度融合更值得我们思考。

领航科技 厚重实力

唐长红 ：中国工程院院士、航空工业科技
委副主任、运 20 飞机总设计师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
要深化国防科技工业改革，形成军民融合深度
发展的格局，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
力，这对于航空来说至关重要。这要求我们一
要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二要成为国家的一个战
略体系。

航空工业依赖于基础工业的整体发展，具
有很强的技术牵引性。除了自身需要的空气动

力学、结构强度、综合航电等
技术之外，航空工业的发展也
带动着像航空发动机这样非常
精密的设备，以及机械制造、
冶金、化工、材料、自动控制、
电子信息、计算机、仪表等行
业一起发展。

我们做了大飞机，从更重
要的方面来看，大飞机是我们
目前的一种急需。我们希望进
入这个行列，要想真正进入这
个行列，我们还有很大的发展
空间，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有
几个方面值得我们努力 ： 一是坚持军民融合，
拓展航空市场；二是转变观念，建立品质意识；
三是脚踏实地，提升工业基础。

未来民机发展展望

杨志刚 ：中国商飞预研总师、中国商飞北
研中心总设计师

未来的飞机，除了需要它更安全、更经济
以外，还需要它更环保。从客户体验的角度来
说，需要更舒适、更快捷，同时，也需要它更
智能。

为了满足这些需求，世界上主要的民机制
造公司，比如波音、空客等都已经开始进行规
划和技术攻关。坦率地说，在民机领域，我们
还有很大差距，我们主要还处在追跑到跟跑这
样一个过程，我们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事实
上，即使在欧美，除了企业做相关的研究以外，
国家层面也都通过相关的计划，来对飞机各个
方面，从使用到机体设计本身，以及把旅客的
出行和飞机使用进行一体化来考虑，并积极开
展相关的研究工作。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商
飞是一个有很多责任和很多工作需要做的企
业。

未来的民用飞机，将向新构型新能源发展，
超声速客机也将重回我们的现实 ；此外 3D 打

印技术、飞—发一体化技术、多电技术等都将
取得更大的进展和更多的应用。

空客升级与中国航空企业
全面战略合作

徐岗 ：空中客车中国公司 CEO

中国市场从 1985 年引入空客第一架飞机
到现在已经有 30 多年了。目前，中国总计有
1550 架空客系列飞机在运营，按照单一国别
市场，中国民航拥有空客目前最大的一个在役
机队。

同时，本着以合作促发展的理念，我们与
中国航空工业建立了全方位、立体化、多维度、
多角度的合作，实现了共赢互利，这是一直以
来我们秉持的一个理念。包括天津的 A320 系
列总装线和 A330 完工交付中心，以及航空工
业西飞的机翼转包生产项目等，都是空客与中
国航空工业开展合作的代表项目。

展望未来，我们还有很多合作发展的空间。
我们下一步的计划包括 A320 系列客机的生产
要提速，通过两年的时间，从原有的每月交付
4 架提升到每月交付 6 架 ；我们非常重视中国
的客舱内饰供应商，与航空工业航宇嘉泰在航
空座椅方面的合作今年要取得新的成果，第一
架装有航宇嘉泰座椅的飞机将在今年下半年交
付给中国的航空公司。

建设新时代
国产飞机适航审定系统

邱弢 ：中国民用航空适航
审定中心西安航空器审定中心
主任

新时代适航审定工作建设
的目标是建设三个“世界一流”，
即建设世界一流水平的适航审
定体系，建设世界一流水准的
适航审定能力和建设世界一流
的适航审定队伍。

适航审定系统将围绕服务国家战略、推动
国内航空工业发展，重点开展四个方面的新举
措。一是全力做好国家重点型号的审定，服务
好 C919 飞机型号取证和 ARJ21 飞机设计改进
取证，做好 ARJ21 飞机生产和质量监管。稳步
推进“新舟”700 飞机适航审定，关注“新舟”60
机队运行中的工程问题，保证运行中的安全管
理，积极开展 AG600 飞机的适航审定，推动审
查工作。二是加大对国产航空产品的支持力度，
促进国产航空产品不断改进和发展，推进国产
航空产品走出国门，为国产民机出口和境外运
行提供有力支持。三是稳步拓展国际双边的适
航合作。四是积极助力行业领域变道超车，广
泛联合科研力量，共同开展无人机与国产运输
类飞机的碰撞试验，充分研究潜在风险，实现
该领域在世界范围的创新引领和变道超车。

大型水陆两栖飞机技术
和产业应用前景

黄领才 ：航空工业通飞研究院 / 华南公司
总工程师、AG600 飞机总设计师

AG600 大型水陆两栖飞机在国家海陆运
输、应急抢险、水上救援、森林防火等领域有
巨大的需求和广阔的应用前景。项目正式启动
之后，研制团队深入开展用户需求调研，将用

户的需求贯穿于整个研制的全过程。同时我们
也对国外水陆两栖飞机的使用进行了相应研究
和调研。AG600 的研制模式和 C919 一样，采
用“主制造商 - 供应商”模式，开展了全国工
业体系的军民融合大协作。航空工业是主体，
通飞是设计和总装集成单位，供应商包括航发、
电科、航天、船舶、民营企业、院校等 150 余
家企事业单位，横跨国内 20 个省市自治区，数
以万计的科研人员参与其中。

2018 年，我们的目标是实现水上首飞，未
来我们争取在 2021 年实现取证，2022 年交付
用户。取证的时候，我们会有多个型号取证，
包括灭火型、救援型、综合型，还会为未来其
他型号的扩展提供接口和兼容性。

国际合作互利共赢 ：
美中航空合作打造成功基石

简杰瑞（Geoffrey Jackson）：美中航空合
作项目（ACP）执行总监

从 15 年前 ACP 创立之初到目前，ACP 的
使命始终围绕两个方面，一个是识别并促进航
空领域的关键问题，另外一个是组织合作交流，
以提高航空的安全容量和效率。在过去这些年
里，ACP 关注的重点领域主要包括航空制造与
适航、安全与安保、航班延误与流量管理、机
场设施和发展，以及通用航空和公共航空。

在空中交通管理领域，目前我们正与中国
民航局一起推进三个试点项目。第一个项目是
绿色航路，我们将在中国选择两个机场和航空
公司，在美国选择两个机场和航空公司，目标
是研究在整个航路上如何进行节能减排、促进
可持续性发展。第二个项目是气象影响项目，
我们正在和空管局以及华东空管局研究气象是
如何影响到整个空管系统的 ；第三个项目是上
海地区的空域和地面优化项目，它起源于 ACP
和中国民航局于两年前在西安共同举办的关于
航班延误的项目。 

（本文由袁新立编辑整理）

“三总师”共话“三兄弟”
——运20、C919、AG600项目持续推进记

编者按 ：
在“2018 中国大中型军民用飞机发展高峰会”上，来自不同领域

的 7 位专家围绕国家航空产业发展与军民融合、适航规章解读、前沿
航空技术、大飞机关键技术和产业应用前景以及国际合作等话题进行
了发言和交流，使得本次的高峰会更显得含金量十足。经过 60 多年的
发展积累，特别是改革开放 40 年的创新创造，我国大中型军民用飞机
产业开启了全新的时代，对于航空工业来讲亦是如此。新的时代意味
着新的机遇，更充满了新的挑战，在建设航空强国的征程中，我国的
大中型军民用飞机产业必将再创新的辉煌！

 | 本报记者　袁新立

作为“国企开放日——媒体走进大
国顶梁柱之航空工业”系列活动的开场，
中国大飞机总师媒体见面会于 5 月 7 日
在阎良举行。中国大飞机“三兄弟”运
20 总设计师唐长红院士、AG600 总设
计师黄领才和 C919 总师代表杨志刚齐
聚一堂并接受了媒体采访。

中国商飞预研总师、北研中心总
设计师杨志刚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介绍了
C919 的相关研制情况 ：“C919 于去年
完成首飞之后，目前正在阎良进行相关
的飞行测试，按照计划将在 2021 年取
得适航证，之后将开始交付客户。”

C919 与空客的 A320 系列和波音
的 737 系列同属一个级别，整体性能指
标与后两者相当，在某些方面还要优于
对手。“这个级别的客机是国际市场上
需求量最大的，所以国家当初决定从这
个级别进行突破是非常正确的决策。”

关于 CR929 项目的进展，杨志刚
表示 ：“CR929 是我们和俄罗斯合作研
制的，它对标的是波音 787 级别的飞
机。目前还处于研制阶段的早期，有望
在 2025 年前后实现首飞。”

中国商飞希望通过 ARJ21、C919
和 CR929 的研制，不但实现研制产品
这个目标，还要形成一套研发的体系，
培养一支队伍。

运 20 一直都是媒体关注的主角，
中国工程院院士、航空工业科技委副主
任、运 20 总设计师唐长红告诉记者：“运
20 目前仍在进行相关试验，交付军队的
飞机也在进行各种使用测试。”

当有记者问及运 20 项目的后续发
展是否会有系列化产品时，唐长红表示：

“运 20 是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基础上

会有民用型产品，并且后期产品的表现
会更好。”

“去年完成陆上首飞之后，很多潜
在用户对 AG600 飞机都充满信心，尤
其是林业部门已经将该机纳入采购计
划。AG600 争取 2021 年取得适航证，
2022 年交付用户。”航空工业通飞研究
院／华南公司总工程师、AG600 总设
计师黄领才在媒体见面会上透露。

据悉，自 2017 年 12 月 AG600 陆
上首飞成功后，来自市场的用户需求非
常迫切，尤其是林业部门，期盼 AG600
能早日投入市场。继去年完成陆上首飞
之后，AG600 今年又先后完成两次陆
上试飞，还进行了滑行地面验证，目前
处于水上试飞前测试设备的校验和设备
加改装阶段。机组正在国外接受培训，
为水上首飞做准备。

AG600 飞机最大起飞重量 53.5 吨，
具有载重量大、航程远、续航时间长的
特点，总体技术水平和性能达到当前国
际同类飞机的先进水平。在 AG600 的
研制过程中，研制团队先后突破了空气
动力和高速水动力叠加的设计难题 ；解
决了飞机在水中高速运动的稳定性问
题，提高了抗浪能力 ；解决了悬臂外
伸式高支柱复杂收放机构的起落架的制
造、装配、收放和稳定性难题 ；解决了
飞机复杂船型机身的制造以及气、水密
铆接等制造技术难题。

媒体见面会期间，三位总师还与现
场的媒体记者，以及来自中国大中型军
民用飞机研制生产基地的青年员工代表
分享了工作中的经历和感受，并寄语青
年员工，要保持在航空工业领域奋斗的
热情，发挥聪明才智，为中国航空工业
的发展矢志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