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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目前拥有中国运载火箭技术

研究院、航天动力技术研究院等8个大型科研生产联合体

（研究院）、14 家专业公司、9 家上市公司和若干直属单

位。珠海航展上，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携400余项航天

最新成果亮相。天宫二号、嫦娥五号、长征十一号等首次

与观众见面。中国出口量最大的无人机——彩虹无人机

家族“飞临”珠海航展，多款机型首次亮相。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被誉为中国的“导弹摇篮”。

航天科工大力发展航天防务技术，建立了完整的防空导弹

武器系统、飞航导弹武器系统、固体运载火箭及空间技术

产品等技术开发与研制生产体系。珠海航展上，中国航天

科工集团公司展出了防空体系、海防体系、对地打击体系、

无人作战体系、海面监视指挥信息管理体系等五大体系以

及航天应用与航天服务、防务装备体系对抗应用演示等65

个展项。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是中国两大武器装备制造企

业之一，面向陆、海、空、天以及各军兵种研发生产精确打

击、两栖突击、远程压制、防空反导等高新技术武器装备，

在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珠海航展上，中国兵器工业集团重装推出了包括机动突

击、火力打击、防空反导、攻坚破甲、特种作战、指挥控制、

侦察预警、综合保障在内的八大类高科技武器系统。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拥有中国长安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保定天威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责

任公司等40多家工业企业，拥有研究院所4家、研发中心3

家，在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有生产基地或营销机

构。珠海航展上，中国兵器装备集团以“反恐处突、近区防

御、快反部队、航空弹药”四个方面，“体系化、系统化、系列

化”全方位展示70余型军贸产品。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作为国家城市轨道交通信号

系统国产化总体单位，完成了国家“自动列车控制仿真测

试中心”的建设，并先后承担了北京、上海和南京地铁综合

信息系统的任务。珠海航展上，该公司携20余部大型实

装产品、300余项最新技术产品，以“安全”“智慧”为主线，

分防务、新型智慧城市、航空航天三大专业展区，集中展出

中国电科海陆空天电等诸多领域的尖端信息化产品。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提供电子信息技

术产品与服务为主营业务，是中国最大的国有综合性IT

企业集团。珠海航展上，中国电子共有113项产品参展。

分为防务电子、信息安全、公共安全和智能制造四大展区，

90%以上为实物参展，集中展示了中国电子多年来在上述

领域的先进成果和应用。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商飞公司是实施国家大型飞机重大专项中大型

客机项目的主体，也是统筹干线飞机和支线飞机发展、实

现我国民用飞机产业化的主要载体，主要从事民用飞机及

相关产品的科研、生产、试验试飞，从事民用飞机销售及服

务、租赁和运营等相关业务。珠海航展上，中国商飞携

ARJ21客机参展。目前，中国商飞已经有2架客机交付给

成都航空。

北京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北京通用航空有限公司致力于打造一个以飞机制造

和运营为核心，以产业链条上高附加值的相关服务为支

持，产业与金融相结合，以客户价值最大化为导向的知名

企业。北京通航开展的业务主要包括：通用飞机及主要零

部件的研发与制造，以及与通用航空运营及服务的相关业

务。珠海航展上，北京通用航空展示了E350、CT4等机型。

(以上文字由本报记者王雅静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10 月 28 日，美国波音公司波音

737完工和交付中心正式落户浙江舟

山市。按照计划，2018 年底，第一架

“中国产”波音 737 客机将在此下线。

11 月 1 日,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商飞”）与东方航空

签署合作框架协议，东航成为C919大

型客机的全球首家用户，此举标志着

我国正式进入“世界大飞机俱乐部”。

“大飞机梦”是中国人半个多世纪

以来的梦想。然而，我国大飞机的设

计 生 产 可 谓 命 运 多 舛 ，从 运 10 到

ARJ21 再到 C919，几经沉浮、曲折前

行，书写了一副波澜壮阔的飞机工业

体系宏伟画卷。

运10折戟

时光回溯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当

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建造一架中国生

产的专机成为那代人的梦想。

1970 年 7 月下旬，毛主席视察上

海，鼓励工业基础好的上海市搞大飞

机，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批准，国家计

委、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于1970年

8月27日联合批复发文，原则同意上

海市试制生产运输机的报告，并纳入

国家计划。该项目定名为 708 工程，

飞机代号为“运10”。

运 10 作为我国当时工业生产的

一件大事，凝聚了全国人民的心。参

与运10飞机研制直接配套单位近300

家，二次配套单位近千家，分布在冶

金、机械、仪器仪表、航空、化工、交通

运输、设计、研究院所、高等院校各大

系统。

1980年9月26日，运10正式试飞

上天。当时运10共试制了两架，一架

作静力强度试验，完全符合设计要求；

另一架从 1980 年 9 月首次试飞上天

后，飞到过北京、哈尔滨、乌鲁木齐、郑

州、合肥、广州、昆明、成都，七次飞到

拉萨。到1985年，共飞了130个起落，

170个小时，没有发生过问题。

然而，作为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

权的第一架大型远程喷气客机首飞成

功后，因发展战略不清晰以及其他种

种原因，运 10 的生产被迫取消。但

是，运10给我国客机的制造留下了一

笔宝贵的财富。

ARJ21起航

由于运10的夭折，造成后来与麦

道、空客等合资组装飞机的计划也因

对方爽约而失败。1998年，中国商用

飞机历史上最大的国际合作项目——

AE-100项目宣布终结；2000年，中国

与麦道公司合作生产MD-90在上海

的生产线正式关闭。

2000年2月15日，时任国务院总

理朱镕基召集会议听取民用飞机发展

思路汇报。他指出，此前最大的教训

就是“用计划经济的一套、用搞军机的

一套办法搞民机。”此次会议明确了我

国民机要按照市场机制发展。

“中国一定要造自己的大飞机。”

中国商飞总经理助理、上海飞机设计

研究院院长郭博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表示，国际民航市场主要由少数几家

航空制造商垄断，盈利空间极高。中

国人想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必须具

备研制民航飞机产品的能力，才能在

一定范围内打破垄断、降低成本，结束

中国上空飞着的都是国外产民航飞机

的历史。

2002 年 4 月，ARJ21 飞机项目正

式立项。同年 9 月，成立了专门负责

运作ARJ21项目的中航商用飞机有限

公司。2003 年 12 月 ARJ21-700 分别

在成都、沈阳、西安和上海四家工厂同

时开工进行零件制造。2007 年 12 月

21日，ARJ21-700在上海飞机制造厂

总装下线。2008 年 11 月 28 日，首架

ARJ21-700飞机在上海飞机制造厂首

次试飞，首次飞行 62 分钟后降落，取

得圆满成功。据悉，其目前已经获得

了近400架订单。

ARJ21的正式运营是我国民机产

业的重要里程碑。中研普华研究员危

仁鹏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ARJ21

在产品以及运营方面不断改善提高，

为以后C919等大型客机的研制和运

营积累经验；另外，随着正式运营时间

的增长，国产民用客机也将逐步被社

会接受，为将来整个国产民机事业奠

定基础。他透露，ARJ21是一款中国

自主设计、零配件全球采购、商飞组装

的国产支线客机。除了飞机设计和机

身是国产外，其余子系统全部外购。

C919圆梦

随着ARJ21支线飞机的下线，特

别是试飞成功，我国大飞机生产再一

次提上议事日程。

2014年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上海考察时，亲自登上C919展示样

机的驾驶舱体验。习总书记指出，我

们要做一个强国，就一定要把装备制

造业搞上去，把大飞机搞上去，起带动

作用、标志性作用。

事实上，由于实行“主制造商—供

应商”发展模式，国内有 22 个省市、

200多家企业、36所高校、数十万产业

人员参与了C919大型客机研制，包括

宝钢在内的16家材料制造商和54家

标准件制造商成为大型客机项目的供

应商或潜在供应商。

C919是我国自2008 年启动大飞

机研制以来，首款按照最新国际适航

标准研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干线民用飞机，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

家、提升高端装备制造能力的标志性

工程。危仁鹏告诉记者，目前，C919

大型客机已总装下线，国产大型客机

C919力争今年底明年初实现首飞，之

后则是取证交付和量产，最终实现商

业化和产业化。ARJ21飞机的成功运

营同样也在为C919“起飞”铺路，这些

里程碑式的进展标志着我国国产大飞

机研制和市场化、产业化取得了良好

开端。也标志着中国大飞机梦正式实

现。

民用航空市场潜力巨大。据危仁

鹏介绍，未来20年，仅中国市场就将接

收5500多架新机，总价值高达6700多

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42000亿元）。

未来商飞、空客和波音三家公司

竞争的重点将是

中国市场。危仁

鹏表示，C919的意

义在于打破波音

和空客垄断，未来

将占据国内30%的

市场，并参与全球

市场竞争。

中国的“大飞

机 梦 ”圆 梦 正 当

时。

太空，向来是最能激发人类好奇心和探

索欲的地方，而人类也一直都在将这种好奇

转化为更为强大的技术能力，创造出全新的

商业机会和产业市场。

目前全球航天商业化趋势逐渐明显，各

国对航天科技在商业应用上的关注越来越

高。作为航天大国，中国在航天商业化方面

的探索也取得了不小的成果。在近日举办的

第十一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上，各种

航天商业化应用成果的展示无不显示着中国

航天产业市场化的局面已经全面打开。

航天商业化成趋势

近年来，市场对商业卫星发射的需求越

来越强烈。据统计，2016 年，全球预计进行

118次发射，其中商业发射预计36次。未来全

球商业卫星发射市场需求继续保持强劲，有

关测算显示，2016年至2020年，全球每年发射

的 1kg-50kg 小卫星数量将超过 200 颗，预计

2020年将达到410颗。

同时，公众对“太空旅游”的热情高涨，也

促使着此前一直由政府主导的航天产业越来

越“接地气”，逐步走向大众消费时代。在中

国，越来越多的民间资本加入到这场“蛋糕”

瓜分中来，不仅有腾讯、阿里巴巴、百度等科

技巨头的身影，还涌现出了信威、零壹空间、

翎客等一批新兴的私营航天公司。

就在今年10月19日，中国长征火箭有限

公司在北京正式揭牌。在揭牌仪式上，中国

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李洪直接表示，中

国长征火箭有限公司的成立，意味着中国火

箭的商业化时代正式来临。

“随着市场的不断开放，航天商业化也逐

渐成为航天领域的一种趋势，同时这也是推

动航天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一

位来自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的业内人士在接受

《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利好政策
助推航天市场化

事实上，中国航天商业化起步时间不算

太晚，之所以会在近几年从产品研发到市场

需求迅速全面开花，除了技术的逐渐成熟，同

样还得益于各种利好政策的扶持。

国内政策最早关注航空航天产业发展是

在2014年，深圳出台了关于航空航天产业的

专项扶持政策。自 2014 年开始至 2020 年连

续7年，深圳市财政每年安排10亿元，设立市

未来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支持航空航天

产业及其他未来产业重点领域的产业核心技

术攻关、产业化项目建设等。

随后，国家对航天商业化的政策支持力度

只增不减。今年5月，国家发改委《关于实施制

造业升级改造重大工程包》中，“商业航天产品

发展工程”作为10大重点工程之一位列其中。

除了政策的扶持，航天商业化发展的空

间是巨大的。据美国航天基金会发布的

《2015年航天报告》统计，目前全球航天经济

总量约3300亿美元，其中商业航天产业占比

高达76％。卫星产业全产业链经济总量达到

2030亿美元，其中运营和服务占大多数，制造

和发射占比很小。

资金和技术短板
亟待解决

航天科技作为“高精尖”技术，其直接或

者间接回报都十分丰厚。巨额的投入对于少

数国有航天企业来说相对压力较小，可对于

像零壹空间、翎客等民营航天创业型企业来

说，并不是简单的事。

据了解，翎客航天在注册成立之初获得融

资数额为1600万元人民币。虽说对于一家刚

成立的创业公司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投资，可

是面对数千亿美元体量的市场，企业在发展的

道路上还是会出现“心有余而力不足”。

此外，对于一个以技术为支撑的领域，技

术的先进与否决定着企业占据市场的大小。

目前中国在火箭运载能力、卫星系统寿命等

方面取得了一定进步，但是与国外航天市场

的蓬勃相比较，无论是国内航天领域的传统

巨头，还是新兴的民营企业，都在设计、制造、

运营等方面竞争优势不足。

“航天向来都是高技术与高风险的事业，

现在航天商业化逐渐深入，航天产业的入行

门槛也有所下降，但尽管门槛下降，技术保障

也一定不能有所松懈。目前我国航天技术相

比发达国家还有一定距离，我们需要在自主

创新的同时，加强交流合作，从而快速提升自

己的技术水平。”前述业内人士说。

当然，除了资金和技术上的短板，航天商

业化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市场竞争体制

不完善等问题也亟待解决。尽管这些挑战给

中国航天商业化带来了诸多压力，但是在压

力之下，中国航天商业化的市场将不断明朗。

从运10到C919：中国民机商业化嬗变
从运10到ARJ21再到C919，几经沉浮，几经周折，中国民机产业

书写了一副波澜壮阔的宏伟画卷

本报记者 钟文

本报记者 王星平

中国航天进入商业化时代

延伸

相关企业布局概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