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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百年奋发到世纪辉煌，一幅幅航空
报国的宏伟画卷记载着多少可歌可泣的故
事……在新中国航空事业变幻的历史时空中，
中国正以国家意志、举国之力，托举起一个
大国的“起飞”梦想 ：从航空大国向航空强
国迈进。

进入 21 世纪，世情国情发生重大变化。
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军事战略的转变，使
航空工业发展能力全面增强，在自主创新中
大量前沿性新技术被采用 ；重点航空武器装
备实现了从二代到三代的跨越，一批特种作
战飞机填补了长期空白 ；民用飞机呈现出支、
干线和民用直升机、通用飞机全面发展新态
势。

创新体制机制   改革开放加大步伐

航空工业借着改革开放的大潮，借助体
制机制创新和资本化运作的力量，推动集团
公司转型、改革、跨越发展。改革中，航空
工业牢记“航空报国”使命，以服务国家战
略为核心，不断创新体制机制，着力解决产
业布局结构不合理、资产经营效率低、管理
链条过长等问题，系统推进了各项改革工作，
取得了多项改革成果。

2002 年 11 月，党的十六大召开，阐明
了我们党在新世纪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实
现什么目标等重大问题。航空工业紧密结合
新世纪及当时的形势和任务，以开展保持共
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为抓手，重点解决党
组织和党员队伍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进一步
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2007 年 10 月，党的十七大强调“深化
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
制度”。各航空企业在建立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过程中，积极探索加强党的领导与完善公司
治理的关系，推进企业党组织发挥作用的组
织化、制度化、具体化。

2008 年 11 月，中国航空工业第一、第
二集团公司重组整合，成立了中国航空工业
集团公司。同时，成立了中国商用飞机股份
有限公司，研发和生产在世界有竞争力的民
用大型飞机。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刻影响，
面对两个集团公司重组后的现实需要，航空
工业党组高举旗帜、面向实践，坚持抓党建
强基础、抓教育强素质、抓班子强队伍、抓
文化强合力，将国家重点型号攻坚作为基层
党组织和党员发挥作用的“主战场”，充分调
动和激发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
性创造性，不断提升航空工业软实力和竞争
力。

紧跟国家战略   自主创新强力驱动

进入新世纪，航空科研全面发力，自主
创新硕果累累。一批国家重点试验室全面建
成，航空新兴、前沿技术大规模研发应用，
为航空发展提供了强大动能。

自 1999 年起，党和国家自主研制国防装
备的意志越来越坚定，对航空基础领域能力
提升越来越重视。航空基础技术能力建设队
伍锐意进取、拼搏奉献，开创出了一条不平
凡的发展之路。航空工业瞄准国际水平，建
成了国内规模最大、试验技术国际一流的全
机静力 / 疲劳试验室，建成 FL-10、FL-62
风洞和气候实验室等一批“国之重器”，填补
了国内空白。这一时期，中国试飞事业排除
万难，平稳发展，到 20 世纪末，航空工业逐
步形成自己的试飞模式，新世纪第一个十年
是航空工业型号试飞和突破时期，一批三代
机试飞，加上一批航空装备，将中国飞行试
验的水平和技术提高到一个崭新阶段。

进入 21 世纪，军贸产品研制和销售实现
突破，民机出口跃上台阶，以“枭龙”、K8
为代表的研制项目开创了出口后继机研制新
模式，国产“新舟”60 飞机出口实现突破，
并销往世界各地。

航空产品制造一直是先进技术高度密集
的行业之一，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新一代航
空装备研制进程加快，航空工业相关企业数
控设备的类型、数量及规模快速扩大，武器
装备的生产条件持续改善。2003 年，“飞机
制造业数字化工程”启动，通过飞机制造业
数字化工程的推进，显著提高了飞机研制质
量，缩短了研制周期。

履行强军首责   武器装备跨代发展

“十五”期间，面对国家对航空工业的期
盼与重托，面对世界迅速发展的航空技术，尤
其是面对航空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的紧迫任
务。航空工业全面完成了“十五”军机、导
弹研制生产任务，开创了我国航空工业发展
史上自主研发先进歼击机的重要里程碑，“枭
龙”战斗机的研制，让世人对中国航空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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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中国航空事业发展的红色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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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和实力刮目相看 ；曾在国际航展上一
鸣惊人的“飞豹”歼击轰炸机，展示了中国
航空工业自主研发的能力。

同时，新军事变革带动航空武器装备发
展迈上新台阶，实现从第二代向第三代、从
机械化向信息化的跨越。中国成为世界上少
数能够自主研发先进战斗机、航空发动机、
机载设备和导弹的国家，共生产了两万多架
飞机，数千枚导弹。

“山鹰”飞机从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开始
预研，2003 年首架“山鹰”总装下线、成功
首飞。2003 年 8 月 25 日，“枭龙”实现首次
飞行。2004 年，歼 10 飞机设计定型并批量
列装，实现我国航空装备从二代到三代的跨
越。2006年 3月 13日，L15高教机首飞成功。

2003 年 4 月 29 日，中国第一型专用武
装直升机直 10 首飞成功。2010 年，直 10 完
成定型立即投入批量生产，中国陆军航空兵
终于有了主战装备。2009 年 8 月 31 日，歼
15陆上首飞，陆上首飞仅是歼15的“出生证”，
3 年后这款机型成功地在辽宁号航母上完成了
首次着舰和起飞，让亿万国人沸腾。

这是航空人用激情和斗志、用智慧和勇
气创造的中国飞机研制新速度。这一阶段，
我国自行研制的空警 2000、空警 200 预警指
挥机先后交付部队，有力提升了中国空、海
军信息化作战能力。国产空空导弹取得长足
进步，“霹雳”空空导弹实现系列化、规模化
发展。

插上腾飞之翼   民机研发呈现热潮

航空工业把发展我国民机产业作为使命
任务，不断探索适合我国民机产业发展道路。
本世纪初，国家相继做出重大决策，研发新
型支线客机，立项研制国产大型客机，民用
飞机发展迎来重大机遇期，形成了支线、干
线客机和民用直升机、通用飞机共同发展的
格局。

为实现航空工业跻身世界一流涡桨支线
客机制造商的发展目标，航空工业从本世纪
初就制定了“新舟”60、“新舟”600、“新
舟”700“三步走”的基本战略。为了充分
发挥“新舟”飞机优势特点，挖掘平台潜力，
扩大市场份额和应用领域，航空工业在“三
步走”战略之外，还确立了“新舟”飞机系
列化发展战略，形成包括支线客机、民用货
机、多用途飞机和公务机的系列化发展格局。
2000 年 2 月 25 日，“新舟”60 飞机首飞成功，
航空工业首先将目光投向非洲市场。一时之
间，“新舟”60 飞机的销售捷报犹如春风蓓蕾，
次第传开。“新舟”飞机的运营，也探索出了
国内民机产品提升的新路。2008年10月9日，
“新舟”600 首飞成功，以其卓越的性能、优
异的试飞成绩，写下了中国民机科研试飞的
辉煌篇章。

2006 年 2 月 9 日，国务院颁布的《国
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
2020 年）》中，大型飞机被确定为力争取
得突破的 16 个重大专项之一。10 多年来，
C919 大型客机项目的实施对于转变经济增
长方式、带动科学技术发展的促进作用已经
逐渐显现。2007 年底，ARJ21 正式下线，
ARJ21-700 曲折的研制过程也为大飞机研制
探索出一条成功的路径。2008年 11月 28日，
我国首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支线飞
机 ARJ21 － 700 在上海首飞成功，标志着我
国飞机正式跨入世界新型民用客机的行列。

2012 年，AC313 大 型 民 用 直 升 机 和
AC311 轻型通用直升机相继获得中国民航型
号合格证、生产许可证。国产民用直升机迈
出了挺进市场的关键一步。随后，在 AC 系
列民用直升机基础上，航空人不忘初心、听
党指挥，推动直升机产业从一枝独秀到系
列化发展，研制出 AC313A、AC312A 和
AC311A 等产品。

进入新时代，航空工业践行航空强国的
伟大使命，坚定不移地履行强军首责，聚焦
和突出军品主业，以兴装强军为首要任务，
为实现中国梦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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