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 5月 13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赵云超
美术编辑：左 骏
校 对：马晴春

▶28829237

04

教练机看似小巧，却是每一位飞行员蓝天梦开始的地方。

对于飞行员来说，CA20通用飞机并不陌生。很多人不知道的

是，这款我国自主研发的单发双坐初级教练机就产自几乎没

有产业基础的芜湖。

2013年，毫无底子的芜湖人在一片荒地上，开始高起点建

设航空产业园，信心十足的准备发展通航产业。

怎么破题？盯紧龙头企业。在园区开建的第一年，芜湖就

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共同投资组建了中电科芜湖钻石飞机制

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科钻石）。如今，中电科钻石已成为

“看芜湖”的主角之一，具备通用飞机、多用途飞机、大型长航

时无人机、特种复材产品及关键零部件的研发设计能力，已完

成多型自主研发飞机首飞。

短短 9年时间，以中电科钻石等龙头企业为牵引，芜湖通

航产业园就围绕航空制造，成功实现了通用飞机、无人机、航

空发动机、螺旋桨、航电系统、模拟器、航空部附件等通航制造

产业链产品自主化生产，一个“通航+制造”的生态圈正在日臻

完善。2021年，通用航空产业集聚发展试验基地产值达 286.1

亿元，涉及航空航天企业达 175家。

芜湖的成功背后，有很多重要因素，其中，创新要素的聚

集尤其值得关注。

近年来，芜湖航空产业园积极与大院大所及央企、国企、

上市公司交流合作，打造了 42个国家级、省级创新平台，并先

后引进航空产业创新人才 500余人，申报 36个省、市级产业创

新人才团队。另外，还引进了投资 15亿元的安徽航空职业技术

学院，补齐了航空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最关键的一张人才拼图。

▲阳 光 下 的 山 河 飞 机 ，

熠熠生辉。

（芦淞区供图）

——株洲市产业链面面观之二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廖喜张

▲山河飞行表演队。 （芦淞区供图）

逐梦蓝天，将株洲与世界连为一体。
从“一五”时期起步，历经70多年的发展，株洲已形成了集涡轴涡桨航空发动机研制、通航

整机制造、通航运营、配套衍生于一体的全产业链。2021年，产业规模超过 200亿元，轻型运
动飞机国内市场占有率超75%，涡轴涡桨航空发动机国内市场占有率达90%以上。

虽然被誉为“中小航空动力之都”和“中小航空发动机摇篮”，但跳出株洲，被赋予全省打造
三大世界级产业之一的新使命后，株洲中小航空发动机和通用航空产业正面临更高层级的竞
争，如何变得动力更强劲、羽翼更丰满？

今天，我们放眼全国，和深圳、珠海、哈尔滨、芜湖等国内城市“比一比”“看一看”“学一学”。

在去年的第十三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

上，AG600“鲲龙”大型水陆两栖飞机令人印象深

刻。作为我国“大飞机家族”之一的大型水陆两栖飞

机，AG600是国家应急救援体系建设急需的重大航

空装备。

AG600，也见证了珠海航空产业的腾飞之路，

被誉为是最能体现珠海通用航空产业实力的代表

作，其图纸设计、研制、总装等环节均在珠海航空产

业园内完成。当然，AG600也将株洲与珠海紧紧联

系在一起。它的动力“心脏”就来自株洲，由中国航

发南方工业有限公司自主研发。

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刚开始改革开放不久的

珠海，计划建设机场。看到电视里巴黎航展、英国范

堡罗航展万人空巷的盛况，珠海人羡慕不已。于是，

在建设机场的同时，他们很前瞻性地把航展功能也

纳入了其中。

1996年的秋天，首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

（以下简称珠海航展）在珠海盛大开幕。经过 30 多

年的发展，珠海航展朝着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

平不断跃升，已发展成为集贸易性、专业性、观赏性

为一体，代表当今国际航空航天业先进科技主流，

展示当今世界航空航天业发展水平的蓝天盛会，成

功跻身全球五大航展之列。

世界也因此记住了珠海这个曾经的小渔村，一

批批来自全球的优质航空企业和项目慕名而来。目

前，珠海已成为中南地区通用航空产业类别最齐

全、运营企业最集中的区域，一个市场广阔的“蓝天

产业”已经成形。珠海航空产业园区内已有中航通

飞、中航赛斯纳等 14 家航空制造业及相关规上企

业，以及珠海航空等 8家航空服务公司，同时，还成

功引入了航空龙头企业摩天宇航空发动机维修分

厂项目。

数据显示，2020年，珠海航空产业园实现规模

以上工业总产值达 455.04亿元。

当你走在大街上，看到载着货物的无人机穿

梭于城市高楼间，是种什么样的“赶脚”？

这可不是电影里的场景，而是真实发生在深

圳的事情。美团无人机在深圳坪山、龙岗等 8个社

区 1个商圈为 8000多户居民提供无人机即时配送

服务。这些无人机时速可达 10 米每秒，15 分钟就

能收到外卖，一次最多可配送 2.5公斤重。

无人机的大逻辑很简单，就是空中的“自动驾

驶”，这也意味着无人机产业的发展，需要政策的

支持与“解绑”。早在 2013年，深圳就出台了《深圳

市航空航天产业发展规划（2013-2020年）》，提出

“无人机腾飞工程”，将无人机产业作为优先发展

领域重点支持。2019年，又出台《深圳市民用微轻

型无人机管理暂行办法》，绝大多消费级无人机，

无需申请飞行计划就可以在适飞区域中飞行。

与西安、哈尔滨等航空科研机构相对集中的

城市相比，深圳底气并不足。但他们坚定的走“内

引外培”之路，吸引了一大批研究机构落户。西北

工业大学是我国最早研发无人机的单位之一，时

间可以追溯到上世纪 50年代。2009年，深圳市无

人机产业刚起步没几年，他们就与西北工业大学

签约，将其无人机民用项目引入深圳。

探路“低空翱翔”，深圳已发展成为全世界“无

人机”标签最强的城市之一。数据显示，2021 年，

深圳市无人机企业达到 1500余家，产值近 600亿

元，消费级无人机占全球 70%的市场份额，工业级

无人机占全球 50%的市场份额。

深圳无人机产业为何发展这么快？除研发创

新优势外，主要得益于深圳多年来发展消费电子

产业所形成的完善配件供应链。在无人机所需的

碳纤维、特种塑料、飞控系统、锂电池等核心材料

和关键部件方面，深圳都很有优势，并保持迭代更

新。甚至不走出深圳南山区，就可以方便地采购到

无人机的所有硬件。

在国内通航产业内，有两家诞生于“冰城”哈

尔滨的领军企业——中国飞龙通用航空有限公

司和北大荒通用航空有限公司。前者是国内资质

最全、作业范围最广的通用航空公司，曾为国庆

阅兵、G20峰会等多个重大活动提供飞行服务；后

者则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农、林专业通用航

空公司，作业面可覆盖全国大部分省区。

和株洲一样，哈尔滨也受益于“一五”时期的

重点布局，国家在这里重点建设飞机、发动机和铝

合金材料加工基地。哈尔滨航空产业底蕴深厚，不

但集中了中航哈飞、中航发东安等一批龙头企业

和配套企业，还拥有雄厚的科研人才队伍。另外，

这里还是国内通航运营业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

从哈尔滨市通用航空产业综合示范区核心

区所在地平房区（哈经开区），到哈尔滨市再到黑

龙江省，通航产业都被列为战略产业，“集万千宠

爱于一身”。

2021年，哈尔滨市制定了航空航天产业链发

展提升三年行动计划，成立航空航天产业链工作

专班。第一步是摸排产业链“家底”，这个专班不

但盯着在建项目、核心配套企业，还关注主要产

品的产能、产量、销售流向，甚至细致到了原材

料、中间品供需现状都要纳入“账本”，进一步梳

理、排查产业链底数和风险。同时，他们还完善

“两图一目录”，即技术路线图谱、招商图谱和龙

头企业配套产品目录，强化产业协作配套对接。

效果怎么样？看一组数据就行。2021年，平房

区（哈经开区）全产业规模已突破 400亿元大关，

航空产业相关配套企业超过 150家。其中，中航哈

飞产值突破 2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 33%，为 1948

年建厂以来历史新高。另外，中航哈飞、航发东安

的外协量产品及外协工序，也由 3年前的 3000余

种提高到近 2万种。

产业链篇产业链篇

1 珠海

比看学

被蓝天盛会擦亮的“东道主”城市

珠海航空产业刚起步时，产业基础几
乎是一片空白。如果盯住研发、生产，从飞
机发动机和机翼等关键零部件开始一步
一步走过来，优势并不明显。怎么办？珠海
人独辟蹊径，从办航展开始。

依托蓝天盛会，珠海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一步

步地擦亮自己的航空产业名片。

埋头苦干，搞研发，抓生产，株洲优势明显。但

从产业链完整性来看，抢抓全域低空开放试点省建

设机遇，除了埋头苦干，还需要抬头看天、巧干智

干，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吸引更多的优质企业、项

目来到株洲，加入株洲产业链。珠海有的，正是株洲

缺的，珠海强的，也正是株洲弱的，株洲急需一个叫

得响的本地航展品牌。

好消息是，从去年开始，我们终于有了一个自

己的航展。去年 7 月，首届湖南（国际）通用航空产

业博览会在长沙、株洲两地举办，3 天观展人数超

过 20 万人次，创国内同类型展会规格和规模之最。

今年，第二届本地盛会正在积极筹备中。这篇展会

文章，接下来如何发挥更大作用，值得仔细思考。

2 深圳
消费级无人机占全球70%份额

通航产业发展，需要深厚的产业积淀。
和珠海一样，积淀不多的深圳，同样避开了
常规的产业发展之路，在通用航空产业的
众多细分领域中精准发力，重点盯上了无
人机。

比看学
发展无人机产业，深圳的优势是配套齐全的研

发、制造、销售和服务全产业链，短板是研发底蕴不

足。拉长长板、补足短板，深圳提供了很好的经验。

具体到株洲来看，我们的核心优势就在于中

小航空发动机，是全国唯一的中小航空发动机特

色产业基地，是全国最大的中小航空发动机研发

制造基地。同时，还拥有全省唯一的 A1 通用机场

平台优势——株洲芦淞通用机场，可起降 19 座以

下通用飞机，全省 26 家通航运营企业中已有 14 家

入驻。

盯紧这两个优势，我们应该在继续抓好本土研

发、提升自身实力的基础上，主动参与国际航空发动

机产业分工合作，积极引进国内外高端整机制造企

业，推动通航动力与整机制造融合发展。同时，要抢

抓湖南低空空域开放试点契机，推动省内通航资源

整合，着力打造具有株洲特色的通航品牌。

3 哈尔滨
产业链相关配套企业已超过150家

在充分享受国家级新区、综合保税区、
优先复制自贸区经验等各类优惠政策的基
础上，哈尔滨还针对通航产业发展特点制
定出台系列政策，对通航产业予以全生命
周期、全产业链的支持。

产业链的大文章，很多地方都在做。但如哈尔

滨般“精细”的，还不多见。

这本“精细账”背后，实际上是干部能力专业

化的要求。通用航空是一个巨大的产业，涉及约

70 多个学科和工业领域，专业性极强，蛮干瞎干

可不行，必须具备很深的专业素养。一本清晰的

“产业账”，绝对是个好帮手。

今年，我市通过对产业链的进一步优化调整，

设立了中小航空发动机与通用航空等 13 条新兴

优势产业链。当前，正在高标准编制链上企业、链

上项目等“四张清单”，以及产业链全景图等“两图

两库两池两报告”。

要做就做得更好。能不能也学学哈尔滨，算算

更细的账，将更多“关键细节”也纳入“账本”？做一

本更精细、更完善的产账本，发力更精准，服务更

高效，产业发展需要这样的“最佳助手”。

比看学

4 芜湖
9年时间聚集了一个通航大产业

任何一个产业的从无到有，都是非常
不容易的。芜湖市只用了短短9年时间，就
先后引进通用飞机、卫星、无人机、发动机
等集聚核心及关联项目 100余个，总投资
近500亿元。

实现“短距离起飞”“垂直式崛起”，科创和人才要素的快

速聚集至关重要。

但对于芜湖、株洲这样的三四线城市来说，吸引力毕竟有

限，怎么办？芜湖想了很多办法。例如，积极向外“借智”“引

智”，尤其是盯着地理位置更近的南京。以中电科芜湖钻石公

司为例，该公司百分之三四十的研究人员都来自南京航空航

天大学和东南大学等南京高校，南京元素非常浓厚。

另外，芜湖还盯上了上海的高层次人才。他们在上海建设

了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芜湖产业创新中心，借助上海高层次

人才和科研机构集聚优势，推动项目孵化在上海、产业化发展

在芜湖，“不求为我所有，但求为我所用”。这样的柔性引才、引

智方式，和当年佛山、苏州的“星期六工程师”“星期日工程师”

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前，株洲中小航空发动机和通用航空产业正面临发展

的机遇期，如何把拥有近邻省会的地理优势最大化，更多借用

长沙在航空方面的科创和人才优势，书写株洲的产业“增色之

笔”，芜湖经验很值得借鉴。

比看学

▲▲机库内安静停放的飞机机库内安静停放的飞机。（。（芦淞区供图芦淞区供图））

◀株洲造飞机。（芦淞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