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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国际成功发行4亿美元境外公募债券
本报讯（通讯员  刘颜希）   5 月 15

日，中航国际在境外成功发行一笔 4 亿
美元 3 年期较低固息高级无抵押债券，
共有来自亚洲与欧洲的 56 家投资者参
与认购。本次发债是中航国际自 2013
年以来，时隔 5 年第 2 次在境外公募美
元债券市场亮相，亦实现了中国航空工
业在境外债券资本市场的最大规模单年
期美元债券的发行。此次债项评级是惠
誉 A-。

中航国际于 5 月 15 日亚洲时间早

上正式宣布开始交易，成功吸引了投资
者的兴趣和关注。投资者在短短 2 个小
时内迅速建簿，订单簿记规模大幅升高。
随着簿记建档势头强劲，公司把握住了
美元国债收益率上升前的黄金窗口，获
得良好收益。本次发行为近期境外债券
交易中收窄幅度最大的交易之一。

中航国际本次境外公募债券在香
港、新加坡、伦敦三地路演与发行，促
使欧亚资本市场对宏观经济“新常态”
下的中航国际有了崭新、全面的了解。

新老投资者踊跃认购，显现出市场对中
航国际持续推进战略转型、聚焦主营业
务、明显改善整体运营效率及财务杠杆
结构的充分认可。从订单投资者结构看，
投资者 42% 来自银行司库，35% 来自
基金及资产管理公司，14% 来自企业
机构，7% 来自保险公司，2% 来自私
人银行。在订单区域分布上，超过 90%
的投资者来自亚洲地区 ；欧洲知名国际
投资基金也踊跃购买公司债券，占比超
过 9%。

此次成功发行境外美元公募债券，
得益于中航国际债券发行团队与中银国
际、汇丰等牵头主承销商前期通力合作，
交易时机把握得恰到好处，也与公司紧
锣密鼓、精彩纷呈的路演获得了广大高
质量投资者的认可密切相关。本次发行
在增强海外投资者对“中航国际”品牌
的肯定与信心的同时，加深并拓宽了公
司与海外资本市场潜在投资者的沟通，
为中航国际国际化发展战略的进一步实
施持续蓄力。

张新国赴航空工业试飞中心
参加研讨交流

本报讯（通讯员　郭乔乔）　5 月
22 日，航空工业试飞中心召开系统
工程研讨会，航空工业党组成员、副
总经理张新国参加了此次交流研讨。
会上，试飞中心就系统工程推进工
作的现状，分别从 EA（企业架构）、
MBSE( 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 ) 和飞行
试验，智慧院所项目推进情况，方法
和团队，思考与困惑等 4 个方面进行
了汇报。

张新国听取汇报后，就系统工程
的理念和架构方法等有关知识进行了
授课，对试飞中心提出的相关问题作
了解答，并与参与研讨的干部职工深
入交流。他指出，在试飞中心着手运
用架构和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支撑业
务模式转型的过程中，要结合航空工

业的统一部署和指导推进相关工作的
稳步进行。试飞中心与会人员分组进
行了研讨，将系统工程理论与本职工
作相联系，对试飞中心系统工程推进
工作进行了思考和交流。

系统工程在国外已广泛应用于各
个领域，建立起了一套标准、规范、
高效、完善、切实可行的工作流程和
运行模式。面对试飞理念和方法的转
变、信息化水平的提升以及科研流程
优化等需求，试飞中心高度重视基于
模型的系统工程的推进工作，并加强
相关领域知识的学习研究，组织开展
国际系统工程师培训，进一步提升科
研试飞人员的系统思维和综合思维能
力，从系统全生命周期的角度，优化
试飞流程，提升试飞管理水平。

中国无人机
产业创新联盟
在京成立

本报讯　5 月 23 日，中
国无人机产业创新联盟成立
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国无人
机产业创新联盟是由北京市
信息技术研究所、中国电子
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中国
光学工程学会、深圳大疆创
新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
国内上百家无人机知名企业、
科研院所共同发起，整合产
学研用各方力量的开放型非
盈利性社会组织。

联盟以“创新发展、开
放融合、安全规范、协作共赢”
为宗旨，以推进无人机技术
创新、产业进步、安全应用
为目标，搭建无人机产业创
新交流合作平台，努力提高
发展质量和水平，共同促进
我国无人机产业健康有序发
展。 

工信部装备工业司、公
安部治安局、民航局适航司、
中国工程院、国家空管委办
公室、军委科技委等单位受
邀出席了此次大会，无人机
整 机 研 制 单 位、 部 件 厂 商、
科研服务机构等 200 多名代
表参加了会议。　

（欣闻）

ARJ21新支线客机111架机完成第一次飞行
本 报 讯　ARJ21-700 飞 机

111 架机于 5 月 23 日圆满完成
了第一次生产试飞任务。当日
14 点，ARJ21 飞机 111 架机从
大场机场起飞，经过 2 小时 43
分钟的飞行，完成预定试飞科
目，于 16 点 43 分安全返航着陆。
试飞机组包括试飞员朱伟文、魏
国庆、李墨柱，试飞工程师王魁、
刘鹏。

本次飞行初步检查了飞机起
飞、着陆性能，各主要系统、设
备的工作情况。飞行过程中检查
了飞机襟缝翼收放、起落架系统、
通信导航系统状态、发动机加减
速特性以及 SPC 系统等 29 个试
验点。飞机状态良好。    （商斐）陈栋　摄

聚焦价值创造 构建体系蓝图 实现智慧管理
——中国航空工业大中型军民用飞机研制生产基地创建60周年之运营管理之路

改变！提升！创新！转型！作为
中国航空工业大中型军民用飞机研制
生产基地——航空工业西飞一直在主
动变革，再造魂魄。悠悠六十载，几
代航空人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肩负
着航空报国、强军富民的神圣使命。
六十载芳华忆峥嵘，新时代开启新征
程。今天，我们又一次站在新的历史
起点，按照航空工业改革发展的部署，
以及“十三五”规划中提出的“两线
融合、十轮驱动、建设智慧西飞”发
展路径，致力于让公司成为新时代创
新型航空工业企业，让生存之本永续，
让活力源泉迸发，为建设新时代航空
强国贡献力量。

融合内外部需求
构建运营管理体系

航空工业西飞作为一个全产业链
的航空制造型企业，历经 60 年的发
展积淀，有传承，有辉煌，也有沉疴。
要建立起符合管理科学规律、适应内
外部需求的运营管理体系，率先抢占
创新转型的制高点，“流程为王，体系
致胜”是不二法则。

面对国家经济结构转型、国有企
业深化改革、国防和军队体制改革、
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的加快孕育，
客户的要求在不断提高，质量、进度、
成本、效益各方面的挑战日益加大，
深刻变化的运营环境造成了利益细分、
价值链延长，管理复杂程度不断提高，
整合的需求和日益分化的管理状况之

间的矛盾日益凸显，西飞的改革发展
已到了历史转折点。“不进则退，小进
即退。” 十八大以来，西飞不断加快推
进管理创新的步伐，增强企业发展的
动力，提升企业运营绩效。

西飞从 2014 年起开始推动运营管
理体系的变革，运用架构理论和系统工
程思想，承接内外部需求，遵循“围绕
价值链、部署创新链、架构信息链、嵌
入责任链”理念，集成业务系统，健全
运营流程，消除管理盲区，减少资源浪
费，建设精益企业。同时以价值创造为
导向，持续实施体系优化，保持体系的
科学性和先进性，真正从系统上、根源
上运用体系的力量、科学的工具方法，
智慧地解决各类复杂问题。

2016 年 12 月，西飞在行业内率
先发布了运营管理体系架构顶层文件，
通过对业务分层级、按类别进行拆分
重组，围绕价值创造，通过组合、设计，
搭建了可复制、可迁移的运营管理体
系，对 “践行航空报国使命、满足客户
及股东要求、追求卓越绩效”进行流
程化、结构化的阐释。运营管理体系
各要素的构建、发展既相对独立，又
统一规范、系统关联。

运营管理体系通过政策要求、业
务流程、组织架构对岗位的授权，将
岗位与流程角色关联，共同承接公司
战略规划要求，并分解至每年度各业
务工作计划。体系再通过承接内外部
要求，满足集团战略、公司发展规划
及年度目标，将其分解为具体的流程。

通过流程、表单及角色，形成覆盖全
业务系统及各系统全生命周期的框架。

运营管理体系依据内外部要求变
化，结合公司运营的实际绩效提升需
求，在过程中对质量、成本、进度进
行调控。通过公司发展规划、年度目
标的不断迭代优化，补充完善相应的
规则、标准和框架，构建各要素螺旋
上升持续改进机制，实现体系的自我
完善、自身升级，并与公司目标相适应。

聚焦价值创造  推进体系落地

体系的价值最终要体现在落地应
用上。航空工业西飞把运营管理体系
作为各业务系统建立、运行和改进的
依据和平台，在合规的前提下追求高
效，实现智慧管理、智慧运营。西飞
先后启动了生产单位扁平化改革、职
能部门改革、制度体系重构和精益工
厂建设等体系落地的法宝，用体系的
力量推动变革，用优秀的流程再造企
业的“神经系统”。

2016 年 7 月，西飞以壮士断腕式
的决心和勇气实施了“生产单位扁平
化”改革，将原有的“公司—总厂—分
厂”三级管理体系变革为“公司—专业
厂”两级管理体系，从而正式拉开了“瘦
身健体、提质增效”的大幕。在这次扁
平化改革中，公司遵循 AOS 管理理念，
围绕飞机研制主价值链，按照流程精益、
专业相近、规模相当的总体设置思路，
重点突出飞机部件数字化装配、自动钻
铆、航空复材制造等关键技术优势。本

着战略导向、扁平化、专业化、精益化
和规范化五大原则，原有的 6 个总厂、
9 个专业厂（中心）、41 个生产厂被整
合成了 20 个专业厂。

继生产单位扁平化改革之后，为
缩短管理链条、理顺管理关系、统一
职责和权力、提高运营效率，西飞又
于 2017 年年初实施了职能部门改革，
按业务体系整合组织架构，调整优化
组织机构，压缩管理层级。将原有的
34 个职能部门整合为 18 个职能部门，
压缩 47% ；同时按角色授权进行业务
分工，将职能部门的业务管理模式从
职能型向流程型转变，实现了组织机
构扁平化及信息沟通的快捷化。

生产单位扁平化和职能部门改革
的实施，是西飞深入贯彻国家“瘦身健
体、提质增效”部署的重大举措，也是
公司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做出的战略选
择。贯彻落实航空工业提出的“以重组
整合为措施，整合集中资源，做强做优
主业，走专业化发展之路”的要求，也
为公司实现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型升
级、全面提升价值创造能力、打造卓越
绩效企业奠定了组织基础。

在组织变革实施过程中，西飞结
合公司发展战略，前瞻性地整合了相
关业务。对公司的工具管理业务进行
了统一和归集，建立了首个“工具 4S
店”，实现了工具的全流程管理 ；按照
智能制造发展规划，整合了机电一体
化设计业务 ；整合了物资采购与物流
配送业务，构建了物资采购与配送新

机制 ；整合了复材研制业务，将复材
工装设计与复材工装及产品制造进行
了有机融合。

“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制度、
文件就是企业运营、员工行为的规矩。
不破不立，破而后立。条块化、孤岛化、
可维护性差的旧体系文件，已经不适
应公司发展的现实需求。在文件制度
与实际执行的“两张皮”备受客户诟
病之时，西飞开启了制度体系重构。
公司将运行 30 余年的 2000 余份职能
型、功能型文件彻底作废，清理了几
十年沉积的无效文件，建立起与业务
架构相匹配、与业务流程相融合的新
运营管理体系文件，实现了多体系融
合的目标，奠定了公司运营管理体系
运行的基础。新的运营管理体系文件
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文件之间的关系
就是运营管理体系中各管理要素逻辑
关系的直接展示。从 17 个外部体系共
计分解了 2287 条政策要求要素，公司
规划分解 617 条需求要素，全部由各
业务模块承接。与此同时，针对重要
的业务活动发布了 201 份操作类文件，
形成了宝贵的管理知识资产。4 月 1 日，
公司运营管理体系文件正式开始运行，
标志着运行 30 余年的职能型、功能型
文件体系，彻底被与业务流程融合的
新文件体系替代。

精益工厂建设则是西飞作为体系
落地的另一个重要抓手。通过精益工
具的“模块化开发，集成化应用”，体
系 化 地 将 精 益 理 念 在 生 产 制 造 过 程

中落地，构建起符合实际需求的生产
自主管控系统，三级生产作业计划与
AO/FO 等文件、操作者关联，促进生
产现场的效率提升 ；培训验证与技能
点、指令、派工、质量印章、薪酬等
紧密关联，促进生产现场的质量提升 ；
SQCDP 可视化与分层例会一方面作为
现场问题预警与快速解决平台，同时
也是三级生产作业计划、培训验证与
质量印章管理在现场管控的载体 ；精
益单元建设和形迹化管理是全员持续
改进的平台，有效促进生产效率和产
品实物质量的提升。通过精益工厂建
设，公司制造交付能力、产品实物质量、
员工精神面貌得到持续提升。

2018 年，公司全面启动了生产单
元精益化改革，深化精益工厂建设。
结合产品特点和工艺特性，按照产品
族划分来组建生产单元，撤销工段，
实施以精益需求为导向的资源配置和
人员柔性管理，全面形成员工积极参
与精益工厂建设的机制，打通了生产
组织变革的“最后一公里”，用工匠精
神铸品质，用精益工厂树品牌。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在推动运
营管理体系变革的征程中，航空工业
西飞不忘航空报国的初心，满怀强军
首责的壮志，阔步走在希望曙光的大
道上。发展无止境，改革无穷期。一
代代航空人不断地接受考验、超越自
我，完成一次又一次的蜕变，为建设
新时代创新型航空工业企业而不懈奋
斗。                     （航空工业西飞供稿）

中航物流
AVIC LOGISTICS

中航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航空工业集中采购与集成服务平台

中航物流作为航空工业物资配套保障主渠道，承载着保军配

套、集中采购、物资调剂、新器材试制和电子元器件管理等多项职

能，始终致力于为航空工业科研生产单位提供设计、采购、运输、

仓储、检验、加工、配送、信息、金融等一体化供应链集成服务。

中航物流愿携手旗下中国航空工业供销有限公司、中航物资装

备有限公司等32家区域公司以增值增效服务，为客户创造价值。

公司网址：http://www.avic-logistics.com.cn

西安构建国际航空枢纽“十三五”交通投资超2000亿元
本报讯  西安市政府日前正式印发

《大西安“十三五”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
划》（以下简称《规划》）。按照《规划》
显示，“十三五”期间，西安交通建设规
划投资约 2166.5 亿元。到 2020 年，初
步形成以综合运输枢纽为核心、综合交
通网络为支撑、平安绿色智慧交通为依
托、“便捷通畅、高效安全”的现代立体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在航空方面，《规划》提出发展目标，
构建向西开放的大型国际航空枢纽、“一
带一路”的航空客货运枢纽、国家中西

部地区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至 2025 年，
西安市实现年旅客吞吐量 7000 万人次、
货邮吞吐量 80 万吨、年起降 53.9 万架次，
新增 40 个国际通航点，形成连通国内主
要城市和国外 50 多个城市 280 多条航线
网络，远期适应 1 亿人次旅客吞吐量。

按照“丝路连通、欧亚加密、美澳
直航、货运突破”的原则，加快咸阳国
际机场向门户机场升级，着力构建国际
旅游中心，强化国际国内航线衔接，大
力拓展国际大通道，形成以西安为国内
中转枢纽，至欧、美、澳、非、亚五大

洲的国际航线网络。并借助海航现代物
流集团、京东物流总部落户西安的契机，
大力发展航空物流，全力将鄠邑区货运
机场打造成为中国的孟菲斯。

积极壮大通用航空产业。以西安阎
良国家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为核心，实
施“1555”计划（1 个基地、5 大园区、
5 大任务、5 大工程），至 2020 年，形
成特色突出、优势明显的通航产业集群，
培育 2~3 家整机制造企业，将西安打造
成为我国通用航空产业发展的策源地。

                                             （边际）

FAA制定新规促进超声速飞机发展
据彭博社报道　美国联邦航空

管 理 局（FAA） 在 白 宫 网 站 上 发
布文章表示，该机构正在制定一项

“适应新型超声速飞机噪声认证的法
规”，新规的启动被列入白宫信息和
法规事务办公室关于政府计划行动
的春季议程，预计正式提案将在 12
月前完成。此外，FAA 同时也在制
定另一项相关新规，以便超声速飞
行试验更易获得批准。

据了解，波音公司曾于 1958 年
建造了首架四发商用飞机波音 707

飞机，巡航速度达到 966 千米 / 时。
之后“协和号”于 1969 年问世，飞
行 速 度 超 过 2414 千 米 / 时。FAA
曾于 2008 年的一份公开声明中表
示，“在设计被认可且超声速航班的
噪音影响被证明可以接受前”，不会
为超声速飞机航班制定噪音标准。超
声速飞机噪音标准是唯一可以带来
企业所需的政策确定性的方式。和
亚声速飞机一样，这种噪音标准在
初设时应当适度，之后再随着市场
和技术的成熟逐渐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