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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航天航空产业是表征国家科技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战略性产业，大力提升航
天航空装备制造业水平和产业化能力，是加快推进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任
务。本书围绕《中国制造２０２５》战略的实施，以国家航天航空重大工程应用需求为
牵引，重点介绍了航天和商业航空领域智能制造技术与装备发展现状与趋势、制造
关键技术与重大装备、协同制造重点工程及示范应用、发展战略、技术路线以及政
策建议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本书共分７个章节，主要包括国内外航天、商业航空、商用航空发动机产业智
能制造技术及装备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特定应用需求。本书梳理了重点发展领
域、关键技术及重大装备；结合航天航空典型工程实施，介绍了航天航空协同制造
技术及相关案例；围绕航天航空典型应用，对航天产品、商用飞机、商用航空发动机
的多项智能制造产品研究项目进行了分析；围绕产业技术发展，描述了２０３０年前
航天航空智能制造发展战略和技术路线图，提出了相关发展对策，为新形势下我国
特别是长三角地区航天航空智能制造技术及装备产业发展提出了重点方向和示范

工程建议。
本书的读者对象主要为航天航空工程领域科研人员、高校师生、生产制造流程

工程技术人员及相关管理人员，本书亦可为政府相关部门在产业研究、项目规划等
的决策和政策制定方面提供借鉴参考。



丛书序 　

１　　　　

丛书序

习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１４年两院院士大会上强调指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

院是国家科学技术思想库。两院要组织广大院士，围绕事关经济社会及科技发

展的全局性问题，开展战略咨询研究，以科学咨询支撑科学决策，以科学决策引

领科学发展。

当前，世界范围内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信息技术、生物

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广泛渗透，带动以绿色、智能、泛在为特征的群体

性技术突破。重大颠覆性创新不断涌现。世界各大国都在积极强化创新部署，

创新战略竞争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科学发展需要科学决策，科

学决策需要科学咨询。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发展形势，破解改革发

展稳定难题、应对国内外复杂问题的艰巨性前所未有，迫切需要健全中国特色决

策支撑体系，大力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中国工程院是国家工程科技界最高荣誉性、咨询性学术机构，是国家的工程

科技思想库。围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工程科技问题开展战略研究，支

撑重大问题的科学决策，这是国家赋予中国工程院的重要任务，党中央、国务院

寄予很大期望。

中国工程院在２０多年的咨询工作中，积累和形成了六条宝贵经验：一是服

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是中国工程院组织开展战略咨询的根本出发点；二是振兴

中华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是激励广大院士以战略咨询服务国家发

展的不竭动力；三是基于科学的调查研究提出客观独立的咨询意见，是中国工程

院开展战略咨询的重要特色；四是战略研究与咨询服务各方面工作综合协调、统

筹兼顾，是战略咨询取得成效的重要基础；五是发挥战略科学家的核心作用、组

织多种形式的咨询团队，是战略咨询取得成效的关键因素；六是注重调查研究、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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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科学求真、倡导学术民主，是战略咨询取得成效的重要保障。这些经验对于

我们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上海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创新发展的先行者，在全面实施长江经济带发

展战略，大力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的过程中重任在肩。加强与

上海乃至长三角地区的科技合作，也是中国工程院思想库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２００１年，中国工程院就率先与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合作委员会，组建了上

海市中国工程院院士咨询与学术活动中心（简称“上海院士中心”）。上海院士中

心充分发挥院士专家智囊团作用，深耕工程科技领域决策咨询，一系列咨询研究

成果广获各方赞誉，影响力逐步辐射国内外。２０１２年，为进一步深化院市合作，

为上海、区域乃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前瞻性、战略性、全局性的咨询意见和

决策依据，双方又成立了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上海）（简称“上海战

略中心”）。数年来，上海战略中心不辱使命，开展了一系列战略咨询，形成了一

系列汇聚着院士专家智慧的研究成果。

近日，上海战略中心策划将近年来的咨询成果集结为“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

究丛书”出版。丛书立足上海，面向全国，紧密围绕我国工程科技发展的关键领

域和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布局，围绕若干工程科技

领域发展的咨询研究成果，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和国家工程科技发展提供了前

瞻性、战略性和全局性的智库支撑。

丛书各辑由长期活跃在相关领域第一线的院士专家主导研究，在翔实的研

究成果基础上凝练出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建议。丛书汇聚了上百名院士专家的

集体智慧，具有较强的原创性、权威性、实用性和前瞻性，可为从事相关研究领域

的工程科技人员提供研究参考，亦可为工程科技战略规划提供决策咨询。

最后，衷心感谢为丛书的出版付出辛勤努力的各位院士专家。

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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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前言

为充分发挥院士的智囊作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工程科学技术水平的提

高，中国工程院与上海市人民政府充分依托和发挥上海特殊的地域、经济，以及

院士多、专业覆盖面宽的优势，于２００１年７月成立合作委员会，并在合作委员会

的领导下创建了上海市中国工程院院士咨询与学术活动中心。２０１２年１２月，

为进一步深化院市双方战略咨询合作、推动区域工程科技思想库建设，双方成立

了全国首个工程科技领域的地方咨询机构———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中心

（上海），旨在充分发挥区域工程科技智库功能，积极组织院士专家围绕事关科技

创新发展全局的长远问题，为上海、长三角乃至国家相关部门科技决策提供准

确、前瞻、及时的建议。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上海）的建立，对于发

展现代科技服务业具有重要的探索和示范作用，对于支撑国家工程科技思想库

建设也有重大意义。

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上海）自成立以来已先后组织院士专家承

担了近２０项“中国工程院重点咨询研究项目”及“上海市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

内容涵盖燃气轮机、海洋工程装备、医疗器械、大数据、集成电路、能源互联网、航

空航天、智能制造、老龄化、生活垃圾处理以及上海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

中心建设等众多领域。每个项目均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领衔，合作单位不仅有上

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上海大学、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公司第八研究院（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和研究机构，还

有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航发商用航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中信泰

富特钢集团等大型企业，以及上海市船舶与海洋工程学会等行业协会。在项目

实施过程中，院士专家多次带队赴全国各地开展实地调研，深入了解当地相关领

域产业发展情况，并召开系列研讨会和咨询会，集思广益、畅所欲言。所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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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报告凝聚了上百位院士和专家的智慧与心血，在科学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其中《燃气轮机发展战略研究》和《健康老龄化发展战略研究》等咨询成果在

第一时间送交国务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科学技术部、国

家能源局、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工程院、上海市人民政府等国家和

地方有关部门，为国家重大战略布局的科学决策提供了参考。

鉴于这些咨询报告资料丰富、理论体系完整、观点鲜明，具有较高的学术水

平和应用参考价值，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上海）决定将这些咨询研

究成果进行系统总结，以“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丛书”的形式出版，以反映我国

工程科技若干重点领域的科技发展战略成果。

当前，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已经列入国家“十三五”规

划纲要，是一项国家战略，建设的目标任务已十分明确，各项工作已经到了全面

深化、全面落实的关键阶段，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任务艰巨繁重，必须解放思想、

破解难题、改革攻坚。希望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能为上海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

技创新中心建设中的重大科技项目和重大创新工程布局等提供咨询建议，又能

为建立与上海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相适应的重大创新战略和重大科

技政策等体制机制改革提供依据，也能为专家学者的研究工作和有关部门的战

略决策提供参考。

最后感谢为丛书出版付出辛劳的各位院士专家！

　　

２０１６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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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航空产业作为我国战略性产业，是我国制造业率先实现由大到强的重

要产业之一。近些年来，通过自主创新，我国航天航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例如新一代运载火箭、高分辨率卫星、载人航天工程、探月工程、ＡＲＪ２１支线飞
机、Ｃ９１９大型客机、商用航空发动机等大工程相继实施，取得了成功或重要进
展，使得我国航天航空在若干重要技术领域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随着当今世界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定制化和服务化为主要特征的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来临，围绕抢占未来制造业发展制高点的竞争愈

演愈烈。国内外制造业的创新变革使得航天航空制造业也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

战。航天航空制造业是我国与发达国家水平较为接近的产业之一，新形势下如

何围绕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融合发展的主线，大力提升航天航空装备制造水平

和产业化发展能力，在航天航空领域率先实现由大向强的突破，是新时期我国制

造业转型发展、结构升级所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一个难得的战略发展机遇。

为对接国家总体战略，在中国工程院咨询研究项目专项支持下，林忠钦院

士、尹泽勇院士担任顾问，孟光教授任组长，郭立杰、贾东晨、黄瓯、郭博智、陈磊

任副组长，牵头承担了中国工程科技２０１５年度重点咨询项目“航天航空智能制
造技术及装备发展战略研究”。上海地区相关航天航空领域优势科研机构、企业

和高校近１００多位专家、学者和工程技术人员参与了项目研究。项目已于２０１６
年底完成并顺利通过中国工程院组织的验收。项目研究主要集中于航天、商用

飞机和商用航空发动机三大代表领域。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牵头负责研究总报

告及子课题四“航天航空智能制造技术与装备研究”任务；上海航天设备制造总

厂牵头负责子课题一“航天航空制造业现状及发展趋势研究”及子课题二“长三

角航天航空制造业区域经济融合研究”任务；中国航发商用航空发动机有限责任

公司负责子课题三“航天航空产业制造业体系研究”任务。上海交通大学、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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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飞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中国航发上海商用航空发动

机制造有限公司、上海电气集团、上海航天精密机械研究所、上海航天控制技术

研究所等单位参与了课题研究。

经由上海市中国工程院院士咨询与学术活动中心统一策划，基于该研究项

目，由研究项目主要单位共同参与编著完成了“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丛书”中

的《航天航空智能制造技术与装备发展战略研究》分册。

本专著借鉴了中国工程院战略咨询研究课题的主要研究成果，以２０３０年前
国家航天航空重大战略需求为牵引，分析了我国航天航空智能制造装备及技术

的发展需求和发展重点，对比了美、俄、欧洲发达国家以及我国航天航空产业在

制造技术及高端装备自主研发、工艺设计、设计制造协同、标准化建设、数字化制

造、智能化制造、复合材料研发等方面存在的差距，提出了我国现阶段航天航空

制造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亟待解决的难题。本专著一方面面向国家战略急

需、重大专项应用和技术领先方向，提出航天航空智能制造关键工艺技术、工业

机器人突破技术、技术攻克难点，以及重大装备、复合材料制备、增材制造装备、

绿色制造装备等发展新路径；另一方面，专著还针对如何对接国家战略，聚焦产业

优势，规划了航天航空产业制造体系，制定了技术路线图，并提出相关重点示范工

程和发展建议。专著的出版对全面提升我国航天航空领域核心制造能力，探索一

条适合具有中国特色的航天航空智能制造的“自主创新＋开放合作”发展道路具有
积极指导意义，可为推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科技强国、航天强国建设

提供有力支撑。

本书入选了“‘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本书出版得到了国家

出版基金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全书由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孟光教授主持编写工作，项目研究单位主要项

目组成员参与了编写、统稿和审稿工作。

衷心感谢中国工程院、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上海市中国工程院院士咨询

与学术活动中心、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上海）的大力支持和全体项

目研究人员的辛勤付出。

本书中引用的有关图表已尽可能征得相关单位和人员许可，如有遗漏之处，

敬请谅解。限于作者水平和时间，书中疏漏或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0Ø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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