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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两翼为技术创新打造澎湃动力

中国飞机强度研究所所长王彬文

3月29日，2018年全国

企业管理创新大会在北

京召开，会议发布推广了205

项第二十四届全国企业管理

现代化创新成果，其中一等成

果33项，二等成果172项。

在众多获奖成果中，由中国飞

机强度研究所（以下简称“强

度所”）创造的一等成果《基础

科研院所“一体两翼”技术创

新体系建设》引起了多方关

注。据悉，强度所是航空系统

唯一获得一等奖的单位，也是

一等成果创造单位中唯一的

基础科研院所。

强度所创建于1965年4

月，是我国航空工业唯一的

飞机强度研究、验证与鉴定

中心。主要从事飞机强度技

术领域的研究和验证工作，

提供解决航空强度问题的理

论、方法、工具，承担从元件、

组件、部件到全机的地面强

度验证试验，具有代表国家

对新研及改型飞机强度进行

验证、并给出鉴定结论的职

能。建所以来，先后完成了

我国研制、改型和引进的军

民机全机静力/疲劳/振动/落

震试验180架次，部件级试

验1900余项，元件、组件级

试验300余万件次；主持完

成国家重点预先研究课题

300余项，获40余项国家级

科技成果、350余项省部级

科技成果。荣获中央企业先

进集体、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等荣誉称号，被国家授予重

大贡献奖，为我国航空工业

的发展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做

出了突出贡献。

近年来，在成果主创人王彬文研究员的

带领下，强度所紧密对接国家创新驱动和军民

融合战略，践行强军首责使命，以需求为创新

动力，以价值实现为创新目标，优化“战略—使

命—价值”的顶层设计，打通技术创新链，与主

营业务充分融合，将创新“独唱”变为产学研

“合唱”，解决强度所技术创新与实际应用联系

不紧密的“痼疾”，极大地提升了技术创新与自

主研发能力，实现了预先研究、型号研制和技

术产业三大主营业务的相互融合。

在构建过程中，王彬文研究员带领团队

成员对离散化的创新平台、机制、方式、资源

等要素进行梳理，全面、清晰地建立了各要素

间的逻辑关系，将线性阶段化的创新链进行

整合，贯通了从需求端到实现端的自主创新

链条。在他的主导下，强度所成立了创客空

间，下设基础创新中心、工程创新中心和产业

创新中心，涵盖了从技术孕育成长到成熟应

用再到融合转化的全周期创新活动。此外，

他还提出通过“623”卓越人才计划、强度所国

际合作“三三制”架构、完善研究与验证能力

体系等举措，为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提供有力

保障。

“一体两翼”技术创新体系跳出局部看全

局、跳出业务看管理、跳出专业看系统、跳出

企业看行业，为基础科研院所有效解决技术

创新多元离散化、线性阶段化和价值虚弱化

的难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路径和系统化解决

方案，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操作性和可推广

性。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创新
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要
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
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
原创成果重大突破。

近年来，作为创新前沿阵地
的基础科研院所，强度所技术创
新模式受到愈来愈多的关注。基
础科研院所也在不断尝试构建能
够支撑自身健康长远发展的技术
创新体系或模式，从源头上实现
创新驱动发展。而在构建过程中
遇到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创
新深度和广度不足，缺少重大的
基础性创新成果；创新体系开放
度不够，未能有效融入社会资源，
对市场的需求和产业的发展不够
敏锐等问题业已成为横亘在基础
科研院所面前的共性难题。

作为航空基础科研院所，强
度所是强度专业发展的承载主
体，肩负着为型号“把关”、“号脉”
的使命，除面对上述共性难题外，
在专业技术发展和支撑型号研制
方面还面临着诸多挑战。基于
此，强度所在坚持研究所本色的
同时，坚持聚焦主业，坚持创新驱
动，坚持军民融合，经过三年多的
实践，迈出了“破冰”的关键一步，
探索构建起了“一体两翼”技术创
新体系，为基础科研院所技术创
新体系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
参考。

提及获奖成果,作为成果主
创人，强度所所长王彬文研究员
感受颇深。他介绍说，作为航空
基础科研院所，强度所具有基础
性、前沿性、支撑性的特点，必须
构建以强度所为创新主体、以国
家战略需求和行业重大应用场景
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
创新体系，从源头上实现创新驱
动发展，以解决航空以及武器装
备研制过程中面临的基础问题、
瓶颈问题和短板问题，实现技术
突破，形成核心竞争力，促进自身
发展，从而满足未来我国国防和
军队建设的更高要求。

面对国家创新驱动、军民融
合发展战略部署以及新一轮科技
革命与产业变革蓄势待发的机遇
与挑战，强度所紧密对接国家战
略和行业战略，以提升技术创新
能力为总领，结合自身特点，系统
构建了以“一个主线，两条回路，
三点联动”为核心的“一体两翼”
技术创新体系，贯通需求端到实

现端的创新链，提高技术研究、工
程应用与产品研发间的黏性，构
成了从技术孕育到转化应用的闭
环，实现了技术创新体系与预先
研究、型号研制和技术产业三大
主营业务的相互融合，形成了协
调发展的新格局。

结构转型成效突出，行业地
位稳步提升

近三年来，强度所总产值年增
长率保持在15%左右，利润年增长
率保持在20%左右，盈利能力和价
值创造能力显著提升。由技术创
新带来的产值占年度总产值的比
重从27%增加到39%，技术创新对
年产值的带动作用明显。在功能
结构上，巩固和强化了基础创新在

“一体两翼”中的主体地位，技术创
新能力得到有效提升，催生了重大
科研成果，有效支撑了重点型号研
制，为产业发展提供了新的业务增
长点，行业地位稳步提升。在经济
结构上，改变了长期以来主要依靠
型号研制的单一经济结构，实现了
预先研究、型号研制和产业发展的
三维联动。

在该创新体系的实践中，强
度所取得了丰硕的创新成果，荣
获省部级以上科技奖40余项，授
权专利140项，其中发明专利96
项，发表高质量论文600余篇。

着眼技术孕育与成长，推动
重大基础研究

强度所坚持将基础创新作为
“一体两翼”技术创新体系的中
心，着力推动基础创新研究，实现
了预先研究渠道由民机科研为主
向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创新
特区等渠道多元并举拓展，研究
类型由试验工程技术研究为主向
基础理论、分析方法、工具软件等
并重发展。

强度所持续挖掘传统专业基
础理论，实现传统专业的纵深发
展，如深挖耐久性损伤容限等传
统专业，开展疲劳加速研究，成功
应用于MA600飞机全机疲劳试
验，试验周期缩短40%以上；不断
探索前沿技术，发展新兴专业，实
现专业领域的横向拓展；加强传
统专业、新兴专业和新兴科学问
题的交叉融合，实现专业转型升
级和能力持续提升。

在专业体系基础上，强度所构
建了“一个讲堂、两个论坛、三级实
验室、四级专家”的强度技术共鸣
平台。依托共鸣平台，强度所博采
众长、集聚多方科研智慧，共同研
究基础理论共鸣点、共同孕育应用
技术共鸣点、共同挖掘产业市场共

鸣点，通过联合研究、联合攻关、联
合研发等合作模式，集聚优势资
源、深化协同创新，逐步形成了以
强度所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协
同、共享的创新格局。

强度所加强前端技术储备，
放大过程价值导向，建立了由“专
业领域-型号需求-立项渠道”构
成的科研项目三维映射体系。基
于该体系，在多个重要渠道取得
突破，连续三年预先研究项目年
度获批经费超过2亿元，在航空
院所预先研究工作评价中位居前
列。

着眼技术成熟与应用，贯穿
型号研制全过程

针对预先研究成果较难成功
应用于型号研制的“两张皮”问题，
强度所一方面建立多层次对接机
制，将预先研究成果成功应用于型
号研制，另一方面积极开展技术攻
关，加强技术研究储备，完善强度
验证模式，促使型号试验由一元为
主向与强度关联的体系化技术支
撑转变，由单一的验证性试验为主
向覆盖研究—研发—验证全链条
的积木式验证体系转变。

强度所建立了预先研究与型
号研制有机衔接的管理模式，突
出成果转化，实现需求与应用的
闭环。如在预先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飞机强度虚拟试验技术通过
工程创新，成功应用于大型客机
C919、大型水陆两栖飞机AG600
的型号研制中，有效降低了试验
风险、提高了研制效率，开创了我
国航空强度领域物理试验与虚拟
试验双线并行的新型试验模式。

综合运用积木式管理思想，
构建了从材料、组
件、部件到全机的完
善的强度验证体系，
形成了国内能力最
强、配套最齐全的地
面强度验证体系，极
大地推动了各类军
民机型号的研制工
作，有力保障了四代
机 、大 型 运 输 机 、
C919、AG600等国家
重点型号首飞、设计
定型、列装部队，对
我国航空事业和经
济发展起到积极有
效的推进作用。

着眼技术融合
与转化，强度溢出效
应显著

强度所在不断
巩固和保持强度研

究和验证优势地位的同时，充分
发挥强度技术溢出效应，密切对
接市场，明确了“技术产业”的理
念定位，提出了“三融三通”的发
展思路，形成了技术服务和产品
服务齐头并进的二元产业发展布
局，营业收入大幅提升，特别是
2017年首次实现了与型号研制到
款大体相当。新签合同额连年上
升，2017年较上年增长30.51%,呈
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以航融航，服务大航空”，积
极与航空相关产业对接，业务领
域由以航空装备（军机、民机、发
动机）为主向通用航空、无人机领
域拓展，呈现了服务大航空的态
势。如研发出可应用于轻型通用
飞机、无人机的摩擦式减摆器，填
补了国内空白，达到了国际先进
水平。

“以军融军，进军大防务”，
发挥强度所在航空领域的技术
优势，将其输出服务于更多的军
工行业，积极拓展航天、兵器、船
舶、电子等大防务领域业务，在
结构设计、强度分析、强度试验、
减振器研制等方面取得了突出
业绩。

“以军融民，支持大工业”，发
挥军工技术优势，将强度所在国
防军工领域的技术积累输出服务
于轨道交通、汽车工业、风电能源
等民用工业领域。如研制出可应
用于石油管材领域的复合加载试
验设备，形成了从500吨到3000
吨规格的系列产品，在国际公开
招标中击败了美国应力工程公司
等跨国企业，打破了国外技术封
锁。

王英

“一体两翼”技术创新体系衍生的创新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