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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书是根据我校彰显航空特色、培养航空意识、弘扬航空精神的需要而编

写的。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旨在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的航空意识，加强

学生对航空企事业单位的了解，促使学生树立航空报国的思想。

经过任课教师深入航空企事业单位的实地调研和反复多次研讨以及三届

学生的公共选修课的试用，本教材的内容体系基本确立。本教材以中国航空制

造业为主线展开，全书共四章，其中第一章简明地介绍了我国航空制造业的发

展历程及现状; 第二章介绍了以航空企业精神为核心的航空企业文化; 第三章

介绍了航空制造企业的生产组织和生产现场管理; 第四章介绍了航空制造企业

使用的质量管理方法。为便于读者明确学习重点，本教材每章前均有总体目标

和导入案例; 每章或节之后均附有本章节的复习思考题和案例分析思考题，便

于读者巩固所学的知识。

本书由西安航空技术高等专科学校班奕、张立玮担任主编。编写大纲由班

奕、张立玮、张晓云和张翠林拟定。各章的执笔者( 按章顺序) 分别为: 窦红宾

( 第一章) 、张翠林( 第二章) 、张立玮( 第三章) 、班奕( 第四章) ，全书在各作者

撰写的基础上，最后由班奕总纂定稿。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得到了陕西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西安航空技术高

等专科学校教务处和西北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和指导，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和建议，谨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还参考并吸收了国内外大量的文献资料，特在

此对这些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再加上时间仓促，书中的

错误和缺点在所难免，恳切希望各位同仁和使用者提出批评和改进意见。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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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航空企业

【总体目标】

1. 了解航空制造业的特点。

2. 了解中国航空工业现有航空产品的水平。

【导入案例】

C919 大型客机项目首件开工
2011 年 12 月 19 日，C919 大型客机项目首件开工仪式在中航工业成飞数控加

工厂举行。当日 9 时 19 分，中国商飞副总经理吴光辉宣布 C919 大型客机项目首

件零件———前登机门 6 号横梁开工，标志着 C919 大型客机项目机体制造工作即将

全面铺开。次日，西飞国际承担的首个 C919 零件也在西飞开工。

中航工业成飞和成飞民机作为 C919 项目机头结构工作包的唯一供应商，为按

节点确保首件开工，充分调动资源、发挥优势，为首件开工创造了良好条件。据了

解，C919 大型客机项目的首架机头将于 2013 年交付。

西飞国际作为 C919 飞机重要的机体结构国内供应商，承担着中机身、外翼、中

央翼、襟翼等关键部件的研制。首件开工的中机身零件( 机加气密隔板) 为薄壁机

加件，切削量大，精度要求高，工程技术要求严格。自 9 月开始研制以来，西飞国际

数控中心根据零件的结构特点和加工难点，制订了相应的工艺方案及解决措施，并

对文件编制、工艺员、操作工人等进行了系统培训。12 月 13 日，首件开工零件通过

项目评审。

按期实现首件开工是今年大型客机项目的一项重点研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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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航空企业概述

航空企业主要包括航空制造企业和航空服务企业两大类。航空制造企业以生

产制造飞机为主，如波音公司、空中客车公司、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等。航空服

务企业以提供航空运输服务为主，如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南方航空公司、东方航空

公司等。本书中的航空企业特指航空制造企业。

航空制造业是一个关系国家经济命脉和安全的高技术产业，是知识密集性、技

术密集性、综合性强、多学科集成的产业，同时是高投入性、高附加值和高风险性的

产业，具有典型的军民结合、军民两用性。航空制造业是国家独立的基石，是国家

必须高度重视的战略产业，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幅员广阔的大国来说尤其如此。拥

有独立而强大的航空制造业，不仅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也是经济保持持续发展、

结构高级化的重要支撑点，强大的航空制造业更是保持国家自立于国际社会的

支柱。

一、中国航空制造业概述

1.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基本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航空工业体系

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基本没有自己的航空制造业，国内只有几家小型飞机修

理厂。1949 年之后，中国的航空制造业经历了从修理到制造、从仿制到自行研制、

从自主发展到国际合作的成长过程，并逐步建立起自己的航空制造业。自主研制

成功了 Y7、MA60、Y8，Y10 等民用飞机，同时，航空制造企业加强了国际合作，从转

包飞机零部件到承担国外整机总装生产。转包生产零部件涉及波音 737、波音
747、波音 757 和空中客车 A310、A320、A330 和 ATR42 等。我国航空制造业企业经

过将近 60 年的发展建设，基本形成了专业门类齐全、设计、试验、制造手段较完整

的工业体系，以较低廉的价格为国家提供了 1 万余架飞机，数万台发动机以及与其

配套的机载设备。其中数百架飞机，千余台发动机出口，同时开展了国际合作与转

包生产，累计创外汇数亿美元。

2. 20 世纪 80 年代后，进行技术改造，显著提升了民品的生产能力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航空制造企业又响应国家“军民结合”的号召，利用航

空技术，开发生产了数千种民用机电产品，其中上规模、上水平的重点产品有 80 余

种，多数企业民用机电产品产值在总产值中比例过半，为国民经济建设做出了重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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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航空制造业各单位为满足航空产品和民用机电产

品开发和生产的需要，投资几十亿元进行了技术引进和技术改造，使航空制造技术

得到了显著的发展。许多企业把技改重点放在支柱产品所需的关键技术和配套技

术以及生产能力的扩大上，使支柱民品生产能力剧增，某些专业制造技术水平，如

精密铸造和复合材料制造等在国内居于领先地位;数控机床、加工中心、真空热处

理、热加工设备、材料分析、产品试验设备等均达到了相当的规模;在新材料制造技

术、精密制坯技术、数控加工和 CAD /CAM技术、精密加工技术、表面工程和热处理

技术等制造技术方面获得了数百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在航空产品和民用机电产品

的开发及生产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3. 入世后，机遇与挑战并存

我国加入 WTO 后，我国在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上参与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中

去，对外开放亦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并对我国的经济、社会、科技等产生了重大地影

响，对我国的航空制造业企业也不例外，既是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也是一次严峻

的挑战。根据新形势，对照国外航空制造企业现状，我国的航空制造企业在航空制

造技术、管理水平、现代企业文化建设及人才资源管理等方面，还存在不少差距和

问题。

二、航空制造业的特点

1. 航空制造业具有技术要求高、知识含量大、资本投入多、生产周期长等特点

航空制造业具有技术要求高、知识含量大、资本投入多、生产周期长等特点，属

于知识密集、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劳动密集兼备的大型制造行业，是一个国家科技

水平、工业水平、国防实力和综合国力的集中表现，并能对其他生产制造行业产生

较强的技术溢出效应，从而能有力地拉动一个国家整个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为

此，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不惜长期投入巨额资金支持其航空制造业的发展，这使得

发达国家航空制造企业的制造能力和核心竞争力达到了世界上的最高水平。

2. 航空制造业具有产业链条长、产品研制周期长、产业关联度高等特点

飞机是一个高技术含量的复杂产品，其研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一个飞

机型号从立项论证、设计定型到交付用户至少要花 6—8 年的时间，飞机的研制不

仅在技术上涉及数字化技术、工艺技术、材料技术、电子技术、管理技术、质量控制

技术等多个技术领域，而且在研制过程中往往需要几百家企业和研究所的合作和

协同。因此航空制造业是典型的知识密集、技术密集、多学科集成的高科技产业， 3



航
空
企
业
概
论

并且产业链条长、产品研制周期长、产业关联度高、全球一体化发展，这是航空制造

业的又一显著特点。

3. 航空制造业具有产品质量精益求精，工序环节精密准确等特点

航空制造业不仅承担着为国防提供高新武器装备的神圣职责，而且承担着振

兴民族航空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重担，航空产品的质量和先进性关乎着国家的

安全和利益。因此，航空产品是一个国家的战略性产品，航空产品的制造对安全性

有着很高的要求，同时要求在产品质量上精益求精，每一道工序、每一个环节、每一

零部件，都要做到精密准确，这也是航空制造业的特点之一。

三、中国航空制造企业的特点

中国航空制造企业的发展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现有的大型航空制造企业

具有国有和垄断性。军用飞机的研制生产主要属于国家行为，有着明显的计划

经济特色;民用飞机的研制又受到国家政策、国内外市场情况、同行业同类型飞

机性能和运营指标等多种因素制约，具有以市场经济为主、计划经济为辅的双重

特点。

【教学案例】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简称“中航工业”) 是由中央管理的国有特大型企业，

是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由原中国航空工业第一、第二集团公司重组整合而成立。

集团公司设有防务、运输机、发动机、直升机、机载设备与系统、通用飞机、航空研

究、飞行试验、贸易物流、资产管理、工程规划建设、汽车等产业板块如下图所示，下

辖近 200 家子公司( 分公司) 、有 20 多家上市公司，员工约 40 万人。2009 年 7 月 8

日，美国《财富》杂志公布世界 500 强企业最新排名，中航工业首次申报并成功入

选，排名第 426 位，成为首家进入世界 500 强的中国航空制造企业和中国军工企

业。中航工业发展系列歼击机、歼击轰炸机、轰炸机、运输机、教练机、侦察机、直升

机、强击机、通用飞机、无人机等飞行器，全面研发涡桨、涡轴、涡喷、涡扇等系列发

动机和空空、空面、地空导弹，强力塑造歼 10、飞豹、枭龙、猎鹰、山鹰等飞机品牌和

太行、秦岭、昆仑等发动机品牌，为中国军队提供先进航空武器装备。中国航空工

业集团公司将寓军于民、军民融合作为重要发展原则，以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大

力发展军民用运输机产业，研制生产新舟 60、新舟 600、新舟 700 系列涡桨支线飞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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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运 － 8 飞机、运 － 12 飞机，直 － 9 直升机等多种机型，是 ARJ21 新支线客机的主

要研制者和供应商，是大飞机重大专项的主力军。按照“只有合作伙伴、没有竞争

对手”的理念，在世界航空工业领域进行广泛合作与交流，在开展枭龙飞机、K8 飞

机、EC120 直升机、ERJ145 涡扇支线客机等国际合作项目的同时，积极参与国际重

大航空项目的开发，大力开展航空转包生产业务。将航空高技术融入汽车、摩托车

及其发动机、零配件等领域，大力发展燃气轮机、制冷设备、电子产品、环保设备、新

能源设备等机电产品，并提供飞机租赁、通用航空、交通运输、医疗服务、工程勘察

设计、工程承包建设、房地产开发等第三产业服务项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是

中国科技发展的领军者之一，拥有由中国航空研究院和 33 个科研院所组成的高水

平科研体系;拥有一大批院士和国家级专家;拥有一批达到亚洲一流或国际领先水

平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和重大科研试验设施;拥有中航网联通国内所属成员单位，具

备异地协同设计制造能力和现代化信息传输能力。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秉承
“航空报国、强军富民”的宗旨，践行“敬业诚信、创新超越”的理念，提出了“两融、

三新、五化、万亿”的发展战略。“两融”就是改变过去封闭保守的思维，树立开放

合作的观念，融入世界航空产业链，融入区域发展经济圈;“三新”就是集团的核心

竞争力，由传统的“资产、管理、技术”三位一体，逐步转型升级为“品牌价值、商业

模式、集成网络”新的三位一体;“五化”就是推进市场化改革、专业化整合、资本化

运作、国际化开拓、产业化发展，最终实现经济规模挑战 1 万亿的目标。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成员单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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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国航空工业现状

一、中国航空工业发展历史回顾

1. 经过 40 年的发展，在航空方面积累了一些基础，但还未形成独立的航空

工业

航空工业是国家战略性产业，是国家技术、经济、国防实力和工业化水平的重

要标志。中国的近代航空始见于清朝末年。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国门打开，西

方的大量学说涌入闭关自守了几千年的中国，现代航空知识也随之传入，国内出现

了许多介绍氢气球、飞艇和飞机的文章及图片。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摸索中国自己

的航空道路。1887 年，天津武备学堂数学教习华蘅芳自行设计制造出了中国第一

个氢气球; 1910 年，留日归来的李宝、刘佐成受清政府委托，在北京南苑建立了飞

机制造厂棚，并于次年四月造出了一架飞机，但在试飞时因发动机故障而坠毁。辛

亥革命之后，革命军政府组成了航空队，一些有志于航空的爱国志士纷纷投身于此

报效祖国。其中最有名的当属爱国华侨冯如。冯如是当时中国最有成就的飞机设

计师和飞行家，1911 年他偕助手带着自己在美国设厂制造成功的飞机回国，就任

广东革命军政府飞机队队长，不幸 1912 年因飞机失事而英年早逝。民国政府立碑

誉其为“中国始创飞行大家”。其他著名的航空先驱者还有创造了水上飞机世界

飞行高度记录，后回国筹建广东航空学校的谭根及造出了由宋庆龄随机试飞成功

的“乐士文”号的杨仙逸等。在众多先行者的不懈努力下，再加上军阀混战中飞机

成了实力的象征，旧中国终于成立了一些飞机修理厂、飞机制造厂，开始仿制国外

飞机，但仅局限于机体制造和装配，许多重要部分如发动机、金属螺旋桨等则完全

依赖于进口国外成品，而且当时中国使用的绝大部分飞机都还是从国外购买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开始了中国航空工程人才的培养，国内成立了一些航空学

校和飞行训练机构，更有少数留学生求学海外，钱学森、吴仲华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正当中国航空工业的萌芽在逆境中顽强生长时，战乱频起。从 1910 年清政府在南

苑设厂制造飞机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近 40 年的时间中国虽然在航空方面积累

了一些基础，但从来也算不上是独立的航空工业。再加上抗战中日军的轰炸，解放

战争中国民党溃败时的破坏以及战乱中工厂的多次搬迁流漓，设备损失殆尽，工厂

残破瓦解。到新中国成立时，除了留下一些航空技术人才之外，仅有的一些微薄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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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已荡然无存。

2. 从修理过渡到制造，为航空工业积累经验
1949 年 10 月 1 日，天安门城楼上响起了一个响彻寰宇的声音: “中国人民站

起来了!”从此，我国的航空工业进入了一个开天辟地的新时代。由于旧中国航空

基础的薄弱和不断遭受的破坏，留给新中国的仅仅是一些破损的飞机、机场和工

厂，而且人员物资奇缺，在开国大典上，由于飞机数量太少，就连带弹巡逻的 4 架战

斗机也参加了阅兵式。新中国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开始了空军和航空工业的创

建历程。然而和平的日子远没有到来，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

志愿军和志愿军空军背负着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赴朝作战。由于空军飞机奇缺，

全国人民一度掀起了捐款为志愿军空军买飞机的热潮。战争的迫切需要，大大加

快了中国航空工业创建的步伐。当时，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明确指出:中国航空工业

的建设道路是先修理后制造，再发展到自行设计。在这一正确方针的指导之下，筹

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很快，我们便争取到了前苏联的援助，两国政府于 1951

年 10 月正式签订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组织修理

飞机、发动机及组织飞机厂方面以技术援助的协定》，这对于正在筹建的中国航空

工业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同年的 4 月 18 日，中央决定在重工业部设立航空工

业局，统一负责飞机的一切维修工作，到 1951 年底，航空工业局一共接受了 18 个

工厂，职工近 1 万人，新中国的航空工业终于在全国人民的关注中诞生了。航空工

业建立以后的首要任务，就是适应抗美援朝的需要，全力保证志愿军空军飞机的修

理，同时为逐步从修理过渡到制造积累经验。没过多久，我们便在前苏联专家的援

助之下建立起了包括沈阳飞机厂在内的第一批骨干企业，设备基本上都是从前苏

联成套购买的。

3. 创办了航空高等院校，加强航空人才的利用与培养

在建设航空企业的同时，我国也十分注重人才的利用和培养，一大批学成归国

的有航空技术专长的知识分子相继被委以重任。如曾经留学英美的徐舜寿、黄志

千、吴大观、虞光裕分别受命组建我国的第一个飞机设计室和发动机设计室; 曾留

学英国的陆孝彭，被任命为飞机设计师，后来主持设计了中国的第一代强击机; 从

美国回来的昝凌被委任建立中国的第一个航空仪表设计室等。我国还于 1952 年

创办了三所航空高等院校，为我国航空工业培养后续人才，这三所航空高校是: 北

京航空学院，由清华大学航空学院和四川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的航空系合并而成，

后改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华东航空学院，由原中央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的航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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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系合并而成，1956 年迁往西安并与西北工学院合并成为西北工业大学; 南京航

空工业专科学校，1956 年升为南京航空学院，后改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这三所

高校为我国的航空工业输送了大量的高科技人才，为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作出

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4. 试制飞机，形成初具规模的新兴产业

在调整和建立航空企业的同时，我国也开始了试制飞机的计划。1951 年 12

月，经周总理亲自主持会议研究决定，我国要在 3 到 5 年的时间里试制成功前苏联

的雅克 － 18 初级教练机和米格 － 15 ( 后改为试制米格 － 17 ) 喷气式歼击机。经过

几年的努力，新中国制造的第一架飞机，由南昌飞机厂制造的初教 5 ( 仿雅克 － 18)

于 1954 年 7 月 11 日试飞成功，并于 8 月 26 日开始投入批量生产。1956 年 7 月 19

日，由沈阳飞机厂制造的歼 5( 仿米格 － 17) 喷气式战斗机也飞上了天空，9 月 8 日，

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了我国试制成功歼 5 喷气式战斗机这一消息。经过 5 年多的

发展，中国的航空工业成就惊人，已经在一无所有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初具规模的新

兴产业。就在新中国的航空工业欣欣向荣之际，1960 年 7 月，前苏联政府单方面撕

毁了合同，撤回了专家。再加上“大跃进”所造成的恶果和三年自然灾害的降临，

新兴的航空工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其中最为困难的是航空材料和器材的缺

乏，这对我国薄弱的基础工业来说又是一个严峻的考验。然而，这一切都难不倒刚

刚挺直腰板的中国人，在国家的大力关注和扶持之下，人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航

空工业的建设上，同时成立了中国自己的航空研究院，开始培养科研队伍。从此，

我国的航空工业走上了一条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道路。

5. 由仿制向自行设计的转变

早在 1958 年，我国就曾在大量积累仿制前苏联飞机的经验基础之上，自行设

计了一架喷气式飞机———歼教 1，并试飞成功。虽然由于空军飞行训练体制的变

动，这种飞机最后没能继续研制和投入生产，然而却开了新中国自行设计飞机的先

河。另外，还有一架由中国自行设计成功并投入大量生产的飞机，它就是最初由沈

阳飞机厂设计，后转入南昌飞机厂继续设计的初教 6。该飞机于 1960 年 12 月完成

鉴定飞行，1961 年投入成批生产，一共生产了近 1800 架。这两种飞机的成功说明

我国已经开始了由仿制向自行设计的转变。而自行设计飞机最成功的例子则是超

音速强击机强 5 和高空高速歼击机歼 8。承担强 5 研制工作的是南昌飞机厂，于
1958 年 8 月开始设计，总设计师是陆孝彭。强 5 是根据空军对强击机的实战要求，

立足于当时国内的工业水平进行方案论证的，对于一些一时研制不出来的高性能8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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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机载设备和原材料，就采用暂时替换的方法绕过障碍，因此很快第一架强 5 飞

机于 1965 年 6 月升空试飞，并于 1969 年底开始成批生产。强 5 是中国自行设计

成功的、生命力很强的优良机种，并且后来向国外出口。承担歼 8 飞机设计任务的

是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设计工作开始于 1961 年，总设计师先后由黄志千、顾诵芬

担任。在摸透了歼 7 飞机的基础之上，设计人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各种试验，经

过充分的方案论证，终于在 1966 年设计出了歼 8 高空高速歼击机。1969 年，第一

架歼 8 升空试飞。

6. 设计高性能的战斗机，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然而 20 世纪 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正当世界各国竞相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和财力发展航空工业，研制新的高性能军用和民用飞机时，刚刚走上自力更生道路

的中国航空工业再一次遭受到严重破坏，“文革”中各种新型号的飞机长期延误，

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时间上的损失更是无法弥补，中国与发达国家航空工

米格 21 海军飞豹战机四机编队图片

业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了。直到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航空工业才从

困境中走了出来，但由于“文革”期间我国的航空教育到了濒临解体的地步，人才

培养中断，造成航空人才青黄不接，后继乏人，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发展。改革开

放以后，中国的航空工业除了进行强 5、歼 7、歼 8 等飞机的改型外，还努力研制新

一代性能更先进的飞机，其代表就是歼 8Ⅱ歼击机。歼 8Ⅱ是为满足 80 年代后期

和 90 年代初期空军作战的要求而自行研制的新机种，于 1981 年开始由沈阳飞机

设计研究所进行方案论证，总设计师为顾诵芬。1984 年 6 月 12 日，第一架歼 8Ⅱ

飞机升空试飞，不久便投入生产。1986 年 1 月，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下发文件，批

准歼 10 立项研制，代号为“十号工程”。1997 年 11 月，歼 10 － 01 架样机出厂。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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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 3 月 23 日，歼 10 － 01 样机首飞。1999 年进入型号调整试飞，歼 10 定型前

一共试飞了 3000 多个起落。2003 年开始生产型歼 10 陆续交付给中国空军。歼
10 飞机是我国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性能、多用途第三代战斗机，具有

高可靠性、高生存力和高机动性能，作战半径大，起降距离短，攻击能力强，综合作

战效能达到国际同类战斗机的先进水平。这一系列的成果说明，中国已经有能力

自己设计高性能的战斗机，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会越来越小。

7. 民品与军品共同发展，航空工业的企业化改革也逐步展开

改革开放以后，航空工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按照“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

优先、以民养军”的 16 字方针，航空工业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变。1993 年，航

空航天部拆分为航空工业总公司和航天工业总公司，航空企业也走上了民品与军

品共同发展的道路，此时航空工业对外开放的格局也迅速形成。1999 年，根据国

际国内形势发展和国防科技工业现状，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一分为二，分别组建了

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和中国航空工业第二集团公司。航空工业总公司一分

为二后，两大航空集团根据市场化原则积极推进改革:在管理体制方面，进行机构

改革和人员精简;在企业经营方面，明确了自己的战略目标，市场主体意识增强，建

立了以市场需求、客户为导向的经营理念。企业的商业模式也日趋完善，两大集团

的部分企业也改组上市，开始注重资本价值。在技术方面，航空集团也走上自主创

新的道路，大力推进集团自主创新体系建设。2008 年，为能够在未来国际航空工

业的竞争与合作中处于有利地位，在整合国内航空工业资源基础上，两大航空集团

公司重组成立了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从改革开放初期到上世纪末期，我国由

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航空工业的企业化改革也逐步展开:一是企业的经营自主

权逐步获得，在计划、资金等内部管理制度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二是部分企

业、科研院所的整合重组，引入了竞争机制。但是航空工业仍存在着下属企业多、

管理层次多、运行效率低的状况。此后，由于国防战略转变，许多企业产品需求不

足，生产难以为继，航空工业进入了一个困难时期。

二、中国航空工业现有航空产品水平

1. 军用飞机
( 1) 战斗机。现在国产的战斗机有歼 7 系列、歼 8 系列和歼 10 系列，特许生产

的有苏 － 27。歼 7 飞机是仿制前苏联米格 － 21 并加以改进而来的。米格 － 21 是
1953 年设计，1955 年试飞，1958 年装备前苏联部队。歼 7 飞机是 1964 年试制，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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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年首飞，1967 年定型投产，后来经改进形成系列，但总体水平是国际 50 年代

水平。歼 8 飞机是歼 7 飞机几乎放大一倍而来的。歼 8 飞机 1965 年开始研制，

1969 年首飞，1979 年定型。歼 8 飞机系列中最先进的歼 8Ⅱ是 80 年代设计，1984

年首飞。歼 8Ⅱ的外形尺寸、重量和性能都与前苏联苏 － 15 战斗机相似。苏 － 15

是 60 年代初设计，1965 年首飞，1969 年服役。所以，将歼 8 飞机定位在国际 60 年

代末的水平是合适的。歼 10 飞机是与以色列合作研制的，歼 10 大致是以色列
“狮”的改进型。“狮”是 1979 年确定确定方案，1986 年首飞，没有投产。以色列在

研制“狮”时，主要由美国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所以，“狮”的总体水平与美国的 F

－ 16 相当。F － 16 是 1972 年设计，1974 年首飞，1978 年装备部队。因此，歼 10 飞

机至多是国际 70 年代中期的水平。苏 － 27 是 1969 年开始研制，1977 年首飞，

1984 年装备前苏联部队，技战术水平与美国 F － 15 相当。F － 15 是 1968 年招

标，1969 年确定承包商，1972 年首飞，1974 年开始交付部队。苏 － 27 是前苏联

全面追赶美国战斗机水平的一种机型。因此，将苏 － 27 定位在 70 年代中后期水

平是合适的。

目前，国际上战斗机已发展到第四代。第四代战斗机唯一的代表是美国的
F － 22，其特征是具有超音速巡航、隐形能力和装有实用的矢量推力发动机，其技战

术性能比第三代战斗机在质的方面有台阶性的提高。F － 22 于 1985 年招标，1986

年定标，1989 年首飞，2000 年开始交付部队。俄罗斯与 F － 22 相抗衡的战斗机的

研制也起始于 80 年代，由于前苏联解体和俄罗斯现在财政困难，俄罗斯第四代战

斗机的发展速度放慢。欧洲战斗机 EF2000 与法国“阵风”战斗机的研制也起始于
80 年代，被国际上认为是三代半飞机。我国歼 7 飞机属于一代半飞机，歼 8 属于第

二代战斗机，歼 10 和苏 － 27 属于第三代战斗机。战斗机历来都是各国优先发展的

首要项目，美国和前苏联都研制了类型众多、性能差异的各种战斗机，其他国家也

研制了不少型号的战斗机。改革开放前，我国的战斗机虽然也是受重视和优先发

展的项目，但由于国家经济实力的差距和“文革”的干扰，战斗机研制水平没有明

显地进展。改革开放后，我国战斗机的研制与生产有所恢复，但从以上国产战斗机

与国外战斗机的研制、投产年代来看，我国战斗机与国际先进水平有 20 到 40 年的

差距。在我们周边国家和地区已开始广泛装备第三代战斗机的情况下，我国的战

斗机部队还难以保障国家不受侵略，尤其是难以保护祖国的海洋权益和促进台湾

问题的和平解决。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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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空军歼 10 战斗机双机飞行 中国轰 － 6D型轰炸机

( 2) 轰炸机和战斗轰炸机。现在国产轰炸机有轰 6 系列和歼轰 7。轰 6 飞机是

仿制前苏联图 － 16 来的，属于中程中型亚音速轰炸机。图 － 16 是 1950 年开始研

制，1952 年首飞，1955 年交付使用，1966 年开始从前苏联部队退役。轰 6 飞机是
1959 年开始研制，1968 年首飞，1969 年投产。轰 6 飞机应该是国际 50 年代水平。

歼轰 7 飞机是 603 所自行研制的，20 世纪 70 年代立项，1988 年首飞，90 年代定型

投产。从飞机的气动设计、材料使用、发动机和电子设备水平来看，歼轰 7 飞机属

于国际 20 世纪 60 年代水平，但它还是填补了我国一项空白。

二战以后，美苏出于争霸世界的野心，大量制造了各种航程、多种载弹量的轰

炸机。这些轰炸机技术水平由高空突防到低空突防，从亚音速到超音速，从不隐形

到隐形的不断发展，其打击能力惊人，活动范围可遍及大半个地球。我国在这一方

面与他们差距很大，但基于我国并无争霸世界的图谋，轰炸机方面的发展也不应与

他们相提并论。但我国的轰 6 飞机，目前别说去轰炸敌人，恐怕连敌人的上空都到

达不了。轰 6 理应是该淘汰的武器了，仅能用于防区外打击，但我国目前缺少防区

外打击的武器和相应的机载设备。

与轰炸机相同，美苏两国也研制了众多的战斗轰炸机用来支援战场和攻击战

术目标。我国与他们也有相当大的差距。从目前看来，军用飞机的研制极为昂贵，

很多战斗轰炸机是由战斗机发展而来。在这一点上，我国倒可以走与国外相同的

路子。无论怎样，对于防范侵略、保卫领土和维护祖国的海洋权益，尤其是维护远

离大陆的南沙群岛上的海洋权益，都需要较为先进的轰炸机和战斗轰炸机。

( 3) 强击机( 攻击机) 。强击机我国只有一种，即在歼 6 基础上研制的强 5。强
5 于 1958 年研制，1965 年首飞，1968 年投产。从技术装备水平上来看，该机是属于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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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年代水平。强击机对飞机自身的飞行性能要求并不高，但我国强击机还是存在

载弹量小、航程短、武器装备种类少和攻击力不足等问题。美国和前苏联都发展了

类型较多的强击机，用于打击地面装甲目标和有生力量，攻击防御阵地和战术目

标。海湾战争中美国的 A －10 攻击机击毁伊拉克的数量惊人。强击机最新的发展

有被称为隐形战斗机的 F － 117，其实起着对重要目标进行精确攻击的作用。强击

机的发展有被战斗机取代的可能，但强击机与战斗机战术要求的差别难以完全用

战斗机来代替强击机。我国强 5 的后继机在进入 21 世纪了也应该摆在议事日程

上了。

( 4) 预警机、电子战飞机和反潜机。世界上有能力制造预警机的国家不多，

美、俄、中和欧洲等少数几个国家能制造，但装备预警机的国家很多。我国周边的

日本、东南亚国家、俄罗斯、中和中国台湾地区都已装备或即将装备预警机。预警

机被称为是现代战争的“力量倍增器”，其对现代战争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没有

预警机的话，以色列是无法与众多阿拉伯国家周旋的，海湾战争中多国部队也不可

能那么轻松打赢，伊拉克的战斗机也不可能只有一味地躲避。预警机没有与有的

差距是难以用年代来论的。没有预警机的调度，在远离大陆的南沙，甚至在离大陆

并不太远的岛屿等地主要靠海、空军的作战过程中，都是难以有效地进行现代高技

术下的空间立体作战，也难以在战争中取胜。现代多次局部战争都证明了预警机

的重要作用和不可替代性。预警机以美国研究的最多，而且其预警机正在向新一

代发展。预警机是一个国家航空工业的研制能力和电子信息产业实力的反映。通

过国内技术人员的不懈努力，终于于 21 世纪初研制成功空警 2000 型预警指挥机
( 由伊尔 － 76 运输机作为平台) 和空警 200 型预警机( 由 Y8 运输机作为平台) 。

对于电子战飞机，美国历来重视，前苏联是美国有什么，自己也要有什么，他们

都发展了类型众多的电子战飞机。现代社会正在向电子化、信息化社会发展，战争

也不例外。现代历次战争都证明电子战的重要性: 缺少电子战飞机的一方，在现代

化的空间立体作战中，是难以在战争中取胜的。这种类型的飞机我们也应尽快发

展，它的服役将能显著改善我国在空战中电子战方面的劣势。

反潜机我国主要是水轰 5 和反潜直升机。水轰 5 是 1968 年研制，1976 年首次

实现水上起降。从我国当时的飞机研制能力上来看，水轰 5 的技术水平当处在国

际 50 年代。对于反潜机而言，飞机的飞行性能要求并不高，主要看飞机完成战术

任务的能力和经济性。由于我国电子信息产业与国外的差距，水轰 5 难以满足现

代海战的需要，尤其是面对日本领先于世界的常规潜艇和东南亚国家将要购进的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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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潜艇。反潜机的研制在美国、日本和西欧各国历来受重视，这些国家的反潜机

型号多样，设备不断更新。尤其是日本，其反潜能力居于世界前列。由于近年来世

界经济的快速发展，海洋对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要，对我国尤其如此。但现在日本、

东南亚国家的属于进攻性武器的先进潜艇对我海军和海洋权益的威胁越来越大，

面对这种状况，我国的反潜机也应大力发展。

卡 － 28 飞机 中国轰油 － 6 加油机

( 5) 空中加油机。对于空中加油机，我们不但有，而且加油机还是我们自己

研制的。在这一方面，我们不会受到别人的制肘。加油机的研制成功，使我国战

斗机可以飞抵南沙群岛上空，极大地缓解了我国在南沙群岛上空制空能力不足

的问题。

空中加油机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就受到前苏联和北约等国家的重视，加油

机所起的战略战术巨大作用都是有目共睹的。美国和前苏联都研制了能为多种飞

机加油的大型空中加油机，西方国家还研制了能给同类型飞机加油的伙伴加油机

等。对于加油机，希望加油机的载油多、航程远、飞行速度快、续航时间长、经济性

能好。但由于我国目前没有合适的加油机载机，就把轰 6 改成了加油机。轰 6 存

在载油量少、航程短、续航时间短、经济性不好等缺陷。这方面问题的解决，还有待

于我国自行研制出大型喷气式运输机。

从加油机的研制上，我们有这样的启发:西方或许出于阻碍我国经济和军事发

展的目的，将一些本来技术上难度并不高的事情夸大，试图给我们造成一种还没有

干就畏惧的先入为主的心理，企图使我们失去对自己的信心而不敢走自己的路。

西方的新闻报道中曾把空中加油机看做是除西方国家和前苏联外，别的国家都不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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