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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正式立项，时间之快出人意料。有了坚定的国家意志，各

大强势部委从对大飞机项目“追名逐利”的名利场中，被聚

合到“胡温”的自主创新大旗之下，达成了难得的妥协。接

下来的问题变成了“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大飞机”和“我们用

什么样的机制做大飞机”。 要创新的不仅是一架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大飞机，被计划经济摧残和“屡战屡败”后萎缩的中

国民用航空工业能力，也需要进行一次创新性的体制重组。

对于中国的大飞机梦想者和建设者来说，梦想如何照进现实

，除了将取决于中国航空工业的技术基础、工业技术和投资

水平外，考验的更是我们的意志、勇气、市场意识以及对无

数次打击的承受能力。 时间对每个人是不同的。当两鬓渐霜

的程不时看着那架浸满自己和同仁们心血与壮志的“运十”

尘封于上海飞机制造厂的角落，他没有想到自己要等整整22

年。当研究战略产业的经济学家高粱为“运十”写的祭文《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1998年开始在一个微小的圈子里流传

，当时年88岁的“两弹一星元勋”、两院院士王大珩2003年5

月向看望他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议“中国非搞大飞机项目

不可”，当工程院院士关桥、刘大响等在2004年“两会”上

郑重提交提案《关于尽快开展大型飞机研制的建议》，当从

美国留学8年回到北大的路风教授2005年初写出《中国大型飞

机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当《商务周刊》分别于2004年3月

、2005年3月、2006年6月和2007年1月以大篇幅的封面故事和



重头文章呼吁大飞机项目重新上马，谁都没想到，从2003

年11月国家科技部受国务院委派组建“运十”下马20年后的

第一个“大飞机项目论证组”，到2007年3月国务院正式对外

宣布耗资巨大的大飞机立项，喜悦来得如此之快。 2月26日，

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大型飞机重大专

项领导小组关于大型飞机方案论证工作汇报，原则批准大型

飞机研制重大科技专项正式立项，同意组建大型客机股份公

司，并要求尽快开展相关工作。 《商务周刊》经过多方面采

访，基本了解了该项目的主要内容。整个大型飞机项目国家

将投入500亿-600亿元，该笔资金的使用范围包括大型运输机

、大型客机和发动机。项目立项后，将分成大型运输机项目

和大型客机项目同步发展。 其中，由总装备部成立相关领导

小组，负责大型运输机项目的研制工作，其技术研究和生产

制造将完全按照现有的军用飞机研制体系进行，目前研发地

址选在西安，由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下属的第一飞机

设计研究院负责，一航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为主要生

产单位，型号很可能是180200吨的大型运输机。 最被业界关

注的大型客机项目选址问题，目前已确定在上海组建新的大

型客机股份公司，按照研发、总装和销售三位一体化的公司

模式运作。上海作为研发、总装和营运总部，制造则可分包

给四川、陕西和沈阳等地的其他航空工业企业。 大型客机股

份公司由国家大飞机项目领导小组直接组建，中央政府将是

大型客机股份公司的主要股东，资金来源由国家资本单列，

一航和中国第二航空集团（以下简称二航）均被要求以小股

东身份参股，上海市政府和未来作为用户方的几大航空公司

是否参股，目前尚未可知。据本刊了解，大型客机股份公司



的规模和人员数量现均已确定，但主要负责人选还未落实。 

在时间表上，中央政府对大型客机要求较高。据透露，高层

希望“10年左右时间搞出来”，即20162017年出第一架样机

，2020年以后开始实行产业化。但出于谨慎考虑，对外口径

会延后23年。 由于时间偏紧，在“大客”的机型选择上，很

有可能首先以150座级的单通道窄体客机为型号进行研制。一

般认为发动机的研发周期要比整机长3年左右，而此次发动机

与大飞机同时立项，因此大飞机将首先装配国外发动机，具

体是购买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或美国GE公司针对200座以

上双通道机型的大推力发动机，还是CEMI公司（GE与法国

斯奈克玛的合资公司）或IAE公司（由罗罗、普惠、日本航空

发动机公司以及MTU航空发动机公司组成）的150座级民用客

机发动机，也需要大飞机完成产品定义后进行匹配选择。同

时立项研发的大飞机发动机，将先应用在大型运输机上，改

进后再适时装配大型客机。 在国际合作方面，一直被波音、

空客打压的俄罗斯航空业一个高级别代表团3月20日已抵达中

国，与中国相关部门商讨中俄在民用飞机领域的合作可能性

，世界主要的支线飞机制造商巴西航空工业公司也由新

老CEO带队于3月26日到京。空客目前尚未对中国大飞机项目

表示兴趣，波音公司则“通过有关渠道送来暖风”。 “有国

际合作我们当然欢迎，但这次中央政府已经下定决心通过自

主创新进行研制开发，动员全国资源，真正‘以我为主’。

”一位接近大型飞机重大专项领导小组的人士告诉《商务周

刊》。 国家意志主导大飞机 大飞机项目得以立项，是先后两

次论证达成的结果。 第一次论证是2003年11月由科技部组织

，论证的内容是要不要将大飞机列为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主



要的争论焦点在于中国需要民用大型客机还是军用大型运输

机。一航态度明确，反对上马大型客机项目，认为中国目前

最迫切是满足军方对大型运输机的装备需要。大飞机研发能

力较弱的二航也倾向于反对立即上马大型客机项目。由于一

航和二航目前分别在研制ARJ和ERJ两个100座以下支线客机项

目，他们显然也担心大型客机上马会分流本就薄弱的研发制

造能力，甚至导致ARJ和ERJ下马。 科技部则认为，出于国家

利益和带动产业升级等方面的考虑，中国应迅速上马大型客

机而非大型运输机。同时，科技部主张脱离原有军工体系，

进行体制创新。2006年2月9日，国务院出台了主要由科技部

主持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

）》，大型客机项目位列“未来15年力争取得突破的16个重

大科技专项”之一，与核反应堆成为仅有的两个由国务院直

接抓的专项。 一航随即公布了自己对于发展大飞机项目的“

一次立项、两个机型、军民统筹、系列发展”方针。有观察

人士评论，该方针看似一航做出了妥协，但实际上一航是希

望将大型运输机项目与大型客机项目“捆绑”在一起。 另外

，在对方针的具体解释中，一航仍然坚持发展支线飞机是当

务之急，还是要把正在进行的ARJ21新支线飞机“走到底，搞

成功”，主张通过ARJ21的商业化运作，理解、把握和熟悉市

场，在此基础上对150座以上大型客机的关键技术进行攻关和

准备。 然而，由于本届政府对自主创新的坚定意志，为统一

思想和意见，2006年，大飞机项目开始第二次立项论证。国

务院总理温家宝批示，由科技部会商发改委、国防科工委和

总装备部等部委，共同组建专家论证组。事实上，由极力主

张尽快上马大飞机的科技部为主组织这次专家论证，已经代



表了领导层对新一轮论证的指向，即由“要不要上大飞机”

转为“大飞机该怎么做”的问题。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