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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通讯员　黄凤力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
族进步之魂。

——习近平

1978 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
州大地，中国各行各业焕发出勃勃生机。
40 年来，航空工业哈飞乘改革开放的
春风，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科技创新
能力和型号研发水平不断提升，取得了
直升机和定翼机两翼齐飞、型号系列化
发展的累累硕果，谱写出航空人砥砺奋
进的华美乐章。

创新驱动  型号研制捷报频传

改革开放之初，哈飞顺应历史潮
流，实施“军转民、内转外”发展战略，
多措并举，通过技术引进、吸收再造和
自主研发多种途径，使直升机和定翼机
产品谱系不断丰富，研制水平实现跨越
式发展。

1980 年，哈飞自筹资金，引进法
国宇航公司研制的国际先进的“海豚”
直升机生产专利，开始研制直9直升机。
在联合生产的过程中，哈飞消化吸收先
进技术，学习先进管理方法，培养了一
批专业人才。1987 年，50 架直 9 直升
机生产任务顺利完成后，哈飞又开始对
直 9 直升机进行国产化研制，一场声

势浩大的攻坚战正式打响。在直 9 国
产化的过程中，哈飞和近 60 家参研单
位日夜奋战，共完成了 570 种新材料、
1206 种标准件、上千项设备和成品的
研究工作，攻克了多项重大技术难题，
在中国航空工业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
奋斗足迹。1992 年，首架国产化直 9
直升机首飞成功，使得中国直升机研制
水平一举跨越 30 年。在国内通航发展
的牵引下，哈飞又相继研制了 H410、
H410A、H425 民用型直升机，完成了
H425 精品工程、4 吨机产业化、系列
化改进改型等任务，实现了引进、消化、
吸收和再创新的技术跨越，推动了中国
民用直升机适航体系建设；为满足国防
建设需要，研制生产了武装型、海监型、
警用型、训练型、舰载型等系列军事用
途的改进型号。至今，该系列直升机已
成为我国装备量最大的国产直升机，并
出口到多个国家。

在定翼机方面，哈飞瞄准国际市场
需求，在吸收运 11 飞机成功研制经验
的基础上，自筹资金，坚持高起点、高
标准、高质量，率先在国内依据国际上
通用性最广的美国联邦航空局（FAA）
适航规章 FAR23 部和 FAR135 部附录
A作为设计规范，研制运 12 系列飞机，
开启了我国民用飞机研制、适航验证和
管理的第一次大胆尝试。1982~1995
年，运 12 Ⅰ、运 12 Ⅱ、运 12 Ⅳ型机

相继首飞成功，运 12 系列飞机实现快
速发展。在此期间，运 12 Ⅱ型机取得
中国民航局（CAAC）和英国民航局
（CAA）型号合格证，运 12 Ⅳ型机在
国内首次取得 FAA 型号合格证。在取
证过程中，哈飞还成功进行了当时在国
际上尚属首次的尾翼结冰失速的高难科
目试飞。运 12 飞机 CAA 和 FAA 型
号合格证的取得，开创了我国民用飞机
取得世界权威适航当局型号合格证的新
篇章。运 12 系列飞机先后获得中国、
英国、澳大利亚、美国、印度尼西亚、
新西兰、法国、俄罗斯等 14 个国家的
型号合格证 / 型号认可证，远销 30 多
个国家和地区，受到越来越多用户的青
睐 ,有力推动了我国民机适航体系的建
立和发展。

在技术合作方面，哈飞与法国、新
加坡合作设计研制了 EC120 直升机，
并取得了30多个国家的型号合格证书；
与北航合作研制了无人机，已批量交付
部队；与空直、航空工业直升机所联合
研制了 AC352 多用途直升机于 2016
年实现首飞。通过以上型号的研制，积
累了丰富的设计、制造、试验和试飞经
验。

近年来，在直 9、运 12 平台的基
础上，哈飞坚持“直升机与定翼机两翼
齐飞、型号系列化发展”的思路，新型
号研制捷报频传。在直升机方面，国内

首款具备优异高原性能的 4 吨级双发
轻型民用直升机AC312E 于 2016 年成
功首飞，并于次年圆满完成高原试飞；
积极实践军民融合发展战略，2017 年，
直 19E 出口型武装直升机成功首飞，
2018年，直19E完成整机鉴定，成为“中
国智造”的又一崭新名片。在定翼机
方面，2005 年，哈飞按照中、美最新
适航规章，采用航空领域先进的设计理
念和技术，开始研制在综合性能上超越
世界同座级的新一代双发涡桨通用飞机
运 12F。在之后的 10 余年里，哈飞人
以顽强的毅力和不懈的努力，为运 12F
飞机插上了翱翔的翅膀。2015 年底到
2016 年初，运 12F 相继取得 CAAC
和 FAA 型号合格证，并通过 FAA 的
AEG 评审，成为我国第一个通过美国
适航当局 AEG 评审的型号，哈飞的适
航能力再次得到了国际权威适航部门的
认可。

突破瓶颈  技术进步亮点纷呈

多年来，哈飞科学谋划，集智攻坚，
在新型号预研和批生产的过程中，不断
进行设计技术攻关和工艺能力提升，使
直升机和定翼机研发技术水平和工业化
制造能力得到跨越发展。

在新型号研制过程中，攻克了总
体气动、性能操稳、进排气计算分析等
19 项关键技术。在 AC312E 直升机研

制中，高质量完成高低温、平原和高原
试飞，攻克回避区、A 类起降特性等
验证试飞技术。在运 12F 飞机研制中，
在国内率先掌握了复合材料体系认证、
FAR23 部飞机机体损伤容限设计验证
和适航取证等 6项关键技术，并掌握了
飞机带模拟冰形干空气试飞验证、涡流
发生器设计等国际航空领域先进技术，
研制团队的技术水平得到了全面提升。
突破了铝合金表面外场修理技术，提升
了产品防护等级和品质，获国际认证组
织认可。在国产大飞机 C919 研制中，
哈飞突破了大尺寸垂尾共胶接壁板成型
工艺、带曲率复合材料壁板自动铺带等
关键技术，使复合材料加工技术水平再
次迈上新台阶。

科技引领  研发能力大幅提升

哈飞始终将科技创新作为生存之
本、发展之基、自强之道，将其作为武
器装备建设和民机产业发展的核心动
力。近 10 年来，哈飞立足科技创新，
坚持技术积累和新技术开发并举，形成
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研发制造体系，
研发模式从“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
新”转变为自主研制与联合开发，型号
科研生产能力大幅提升。

研发能力呈现显著优势。哈飞通过
多个型号的预研、研制、技术攻关和批
生产，掌握了损伤容限设计与验证、复

合材料结构优化设计、适航验证等关键
技术，部分技术居国内领先水平。同时
具备了 23 部通勤类飞机、29 部运输类
直升机、多种类型军用航空器研发和客
户化改进改型能力。哈飞还是目前国内
唯一兼具直升机、定翼机研发能力和适
航验证经验的主机厂，在产品研发和持
续改进方面具备厂所合一的独特优势。

生产制造技术全面发展。通过型
号研制、批生产、技术改进和国际合作，
提升了直升机核心零部件的制造能力和
技术水平。机加、钣金、复材、冶金、
部装、总装、试飞等专业的生产制造能
力显著提升，具备了中、轻型直升机、
通用飞机及大飞机部件制造能力和技术
体系，满足了多型号研发和批生产要求。
建立了复合材料构件数字化生产线，具
备了先进直升机结构和大飞机部件的复
合材料数字化制造能力。突破了逆向数
字化制造技术、脉动式生产线和数字化
装配检测技术，并在科研型号中推广应
用。

改革开放 40 年来，哈飞以科技创
新为源动力，攻坚克难，不懈奋斗，在
改革中求进步，在开放中求发展，使中
国直升机产业和定翼机发展取得质的飞
跃，为中国航空工业引进来、走出去贡
献重要力量。未来，哈飞将继续秉承航
空报国初心，不忘航空强国、强军使命，
为我国航空工业发展再立新功。

 AC312E高高原试飞 C919 10103架机垂尾交付 直19E首飞　裴根　摄复合材料车间工人正在进行数控加工 试飞员在对直9国产化飞机进行首飞前的安全检查

李玉海赴南京调研航空企业
本报讯　11 月 29~30 日，航空工业

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李玉海分别到航空
工业南京机电、金城和宏光调研指导工作。

李玉海在南京机电、金城先后听取了
公司党建和班子队伍建设、经营发展等工
作情况的汇报，并走访了科研生产现场。
李玉海对南京机电积极破解党建与科研生
产经营“两张皮”问题的实践成效给予肯
定，强调要进一步对标国有企业领导人员
“20 字”标准，强化政治建设，加强创新
实践，努力将党建融入业务流程，着力提
高党的建设质量，更好地发挥党组织和党
员作用，以强有力党建引领和促进机载专
业化整合、企业跨越式发展各项工作。在

金城调研时李玉海强调，要落实全面从严
治党主体责任，重点关注党建基础较弱的
兼并收购企业、新业态单位党建工作，要
加强对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可行性研究和
论证，发挥制造业体系和资本纽带作用，
打造一支全产业链的人才队伍，推动企业
持续科学健康发展。

次日，李玉海到航空工业宏光调研时
强调，要认真落实党委全面从严治党主体
责任、党委书记党建工作第一责任和其他
班子成员“一岗双责”，进一步加强领导班
子建设及基层党支部建设，切实将党建工
作与企业核心业务紧密结合起来，不断助
推企业改革发展工作迈上新台阶。|||（宗合）

王之林到中国航发涡轮院和
成发检查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张卓敏　孙琳琳）　
11月 28日，中国航发党组成员、副总经理
王之林到中国航发涡轮院和成发检查工作。

王之林在涡轮院听取了科研生产进展
和成本控制有关情况的汇报。他要求，要
加快转变科研工作思路，提高产品研制全
过程管控能力，提升产品研制质量，积极
与用户单位沟通协调，做好风险识别和防

控措施，加强试验设备运行安全和试验安
全管理，持续关注环保工作。

王之林检查了成发生产现场，详细了
解了产品研制进展、生产组织保障及后续
工作安排等情况。他强调，要认真总结研
制经验，分析解决难点问题，高度重视安
全生产和环保工作，确保全年研制任务顺
利完成。

中国航发召开财务信息化研讨会
并举办军品价格管理培训班

本报讯（通讯员　王忠友　马宽新）
　近日，中国航发在西安召开财务信息化
研讨会并举办军品价格管理培训班，研讨
未来财务信息化建设目标和实施路径，推
动集团军品价格工作水平提升。中国航发
党组成员、总会计师张民生出席活动并讲
话。

张民生指出财务信息化是落实集团战
略、适应现代企业发展、满足监管要求的
重要保障，是财务工作转型升级的必由之
路。进一步做好集团财务信息化工作，各
单位要做好顶层设计，贯通信息网络，搭
建中心框架，统一信息标准，推动技术统
合，实现业财融合 ；做好资源保障，从组
织、人力、资金等方面确保财务信息化工

作顺利推进 ；做好工作落实，建立统筹协
调、上下联动的工作机制，确保财务信息
化工作取得实效。

张民生强调，加强军品价格工作，是
适应国家和军队军品价格工作改革的需
要，是适应集团高质量发展和自主创新发
展的需要。要全面加强集团军品价格工作
的组织领导，严格规范集团和各单位价格
决策机构及人员配置，保证军品价格各项
任务高效落实 ；要全面加强集团军品价格
工作的统筹管理，实行工作协调归口管理、
定价调价统筹管理、主辅机调价联动管理
及内部价格仲裁制度，形成集团抓总、主
机主办、配套协同的军品价格工作新格局。

合资公司——打开航空工业
发展的另一扇门

|| 本报记者　姜坤英

1979 年 6 月 28 日的《人民日
报》在头版的显著位置刊发了一条
消息——中国决定与外资合营某些
企业，并为此起草了一个《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 草
案 )》提请全国人大会议审议。草拟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以其开创性、
奠基性为我国打开国门、引进外资
提供了可靠的法制保障，它标志着
中国对外开放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同年 7 月 1 日，第五届全国人大会
二次会议通过《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法》。

中国航空工业紧跟国家对外开
放的步伐，在航空工业由单纯的计
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艰难转型时
期，走出去、请进来成为全行业坚
定执行对外开放国策和具有国际视
野的显著标志。全行业在探索中前
进，在变革中发展，陆续开展多种
模式国际合资合作的项目。

合资公司
改革就要勇敢地去尝试

改革开放后，欧美航空巨头敏
锐地嗅到民机市场在中国的巨大潜
力，向中国民机研发制造伸出了“橄
榄枝”。

1979 年，上飞厂为麦道公司加
工生产 DC-9 飞机主起落架舱门的
转包项目，让中国与世界的手握在
一起。开放的大门也为中国航空工
业带来了各种发展机遇。据中航技
公司的历史史料记载，1987 年，联
邦德国的 MBB 公司提出与中方合
作研制一种性能先进的新支线飞机。
经过航空工业部批准，由中航技派
出了以江同副总经理、西安飞机设
计所等业内单位参加的几十名技术
骨干，在联邦德国组建了合资公司。
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近距离系统地从
外国同行那里接触到民机型号研制
必然经历的预发展阶段所面临的种
种技术和管理问题。然而令人遗憾

的是，由于某些原因，MPC-75 这
个项目最后不得不下马。

改革就要勇敢地去尝试，尽管
这一民机项目搁浅，但中国追赶世
界航空工业步伐的梦想却从未改变。
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的 10 年，
被称为“中航技军贸出口的黄金时
代”。这其中最有名的合资项目便是
K8 飞机的联合研制出口。K8 项目
成功开创了“争取国外投资，落实
启动用户，减少投资风险”的研发
融资之路，走出了一条“外贸企业
与制造企业紧密结合，瞄准国际市
场，兼顾国内市场，共担风险、共
同研发”出口飞机的研制新路。今天，
K8 飞机已累计出口 300 多架。

民品合资
航空企业在历史形势下新的生长点

在中国航空工业的合资发展史
上，民品项目的合资公司是一个绕
不过去的发展阶段，航空工业为国
民经济的 30 多个行业提供了包括汽
车、摩托车、制冷设备、机械装备
等在内的上千种产品。为了更好地
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众多合资项
目在提升产品质量、塑造中国自主
品牌形象、加快企业发展等方面起
到了积极作用。西飞与瑞典沃尔沃
客车公司合资兴办西安西沃客车有
限公司，南方航空动力与日本雅马
哈合资兴办的南方雅马哈股份有限
公司……外资的引入提高了航空企
业的技术水平、更新了陈旧的设备、
改变了内部运营机制、提高了产品
的市场竞争能力，合资合作企业成
为航空企业在当时新的生长点。在
1997~1998 年度中国最大 500 家外
商投资企业排名中，航空工业系统
4 家榜上有名。金城成为中国最大
500 家外商投资企业汽车摩托车行
业中出口额最高的企业。

从航空工业第一家合资公司
到全球创新合作

1996 年 2 月 16 日，《中国航空

报》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这样一条
消息 ：《中国首家航空制造合资企业
在蓉诞生，艾特航空制造有限公司
奠基》。合资公司的成立正值中国航
空工业实施“九五”计划和腾飞计
划之时，与普惠的合作，让艾特成
为中国航空制造业历史上的首家合
资企业。此时距离中国加入世贸组
织还有 5 年的时间。

随着开放的逐步深入，世界各
地的资本正在涌进中国，类似波音、
空客这样世界著名的航空制造企业
也在寻觅着更大的合作目标。在“世
界影响中国，中国影响世界”的互
动中，航空工业的合作在中外频繁
的交往中不断扩大。

1992 年，中、法、新三国签订
了 EC120 研制合同 ；|1999 年 1 月，
波海航空复合材料合资公司成立 ；
2002 年 12 月 2 日，中国航空工业
二集团与巴航签署合资生产 50 座级
涡扇支线飞机合同 ；2006 年 10 月
31 日，中国航空工业一二集团和空
客共同组建空客北京工程技术中心。
3 年后，空客与航空工业哈飞、哈
飞股份、中航科工、哈尔滨合资共
建的企业——哈飞空客复合材料制
造中心成立。制造中心采用先进的
复合材料制造技术，为空客 A320
系列飞机及空客最新的 A350XWB
宽体飞机生产复合材料零部件。

2012 年， 当 空 客 A350XWB
宽体飞机部件开始交付之时，又一
家合资企业诞生了。该年 3 月，航
空工业与美国 GE 公司各 50% 股份
组建民用航电系统合资公司——昂
际航电。GE 中国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段小缨表示 ：“昂际航电不是传统的
市场换技术，也不是简单的产品或
技术合作，而是中国航空工业和 GE
公司共同打造的面向全球的创新合
作。GE 航电技术的基地就在中国，
就在昂际航电。”

50 对 50 联合研制、合资合作
等多种形式的国际合作层次正在不
断深入，也成为中国航空工业国际

合作的发展趋势。在 2017 年第 52
届巴黎航展上，中国航空工业与法
国达索集团旗下的达索系统签订了
“中法工业联合创新中心”建设合作
协议。该创新中心是中国航空工业
集团公司不断深化新型合作机制的
又一里程碑。

今天的国际合作不再单纯追求
形式或资本上的平等，而更加注重
合作的质量以及对自身研发能力的
带动和促进。国际合作的目的不仅
是服务于现有的市场和项目，同时
更加着眼于面对未来的市场机遇。

2017 年 5 月 5 日，具有完全自
主知识产权的大型国产客机 C919
在上海首飞，航空工业作为主供
应商全力支持了中国商飞 C919、
ARJ21 研制和生产交付。航空工业
所属 50 多家单位承担了 C919 整个
机体 90% 以上结构工作量，在航电、
机电、起落架等 11 个主要子系统项
目上与 GE、霍尼韦尔、汉胜等展开
50/50 对等合资合作，还承担了多
项重大试验试飞任务，有力支持了
C919 的研制和首飞。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
会越开越大。”从搁浅的合资项目到
第一家合资企业成立，再到今日为
大飞机做各项配套的合资公司，从
生产配套产品到共同研发新技术，
中国航空制造业在国际合作的道路
上经历了无奈、压力、彷徨，日渐
发展壮大起来，与各方合作伙伴同
舟共济、合作共赢，在开放融通、
互利共赢的道路上也使得中国航空
工业的国际竞争力得以提升。未来，
中国航空工业继续将积极践行国家
战略，抓住历史机遇，以更大力度、
更实举措加快国有企业国际化发展
步伐，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
有新担当，不断推动国际化发展实
现新突破，|这既是国家对国有企业
赋予的责任和使命，也是企业做强
做优做大的必然需要。

乘改革开放春风  谱科技奋进乐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