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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航空兵主力作战型号基本采

用的是国外动力系统，目前除了装备

“太行”发动机的少量歼-11B战斗机使

用国产动力系统外，所有的新研军机

都是买装或仿制国外的发动机。“飞

豹”战斗轰炸机使用的是仿制英国“斯

贝”发动机的涡扇9-“秦岭”。可以这

样说，我国航空动力工业还未向我国

航空兵提供过任何一型我国自行研制

的航空发动机型号，也从未有过一个

航空发动机型号走完过预研—试制—

验证—立项—详细设计—设计定型—

生产定型的科研过程。

航空发动机的落后，已严重制约了

航空工业的发展，成为空军武器装备发

展的“瓶颈”。可以说，没有国外动力系

统，我国的航空兵主力就无法升空作

战！这对于我国国家安全、和平崛起来

说，绝对是一个极为严峻的现实和亟待

解决的重大问题。

航空发动机是地球上技术水平最

高、核心技术门槛最严格、涉及理论最

高深、整体结构最复杂的工业产品，号

称是“工业之花”。航空发动机与航天

工业产品火箭发动机不同，火箭发动

机是一次性产品，而且最多工作数百

秒，并不需要非常强大的材料和工艺

技术。而航空发动机，尤其是战斗机

使用的涡喷涡扇发动机，其不仅仅寿

命长达数十年，而且工作环境恶劣，工

作状态改变频繁。

比如美国三代动力系统的第一个

作品F100-PW-100，其研制之初没有充

分估计到航空发动机工作状态转换问

题。装备部队以后，在战斗训练过程

中，飞行员常常需要发动机在最大工作

状态和最低转速之间频繁转换，结果

F100-PW-100出现了大量问题，也成就

了F-15战斗机经常性的“趴窝”。因此

航空发动机研制需要大量的实验去模

拟实际使用，更需要先进的材料和制造

工艺去成就航空发动机这个工业桂冠。

局限于仿制，这个亏我们吃大了BB
中国航空动力工业的发展实在是

纠结了太多的辛酸和遗憾，起初我国

航空工业得到了苏联老大哥的有力支

持，当时苏联对于中国全方位的工业

支持使我国航空工业迎来了第一次春

天。在老大哥的帮助下，我国迅速建

立起一个能够和世界一流水平比肩的

航空工业体系，基本上苏联的新型飞

机型号和新型动力系统一旦确定引进

就能够在几年的时间中仿制定型。

但是我国并没有为航空工业以及

航空动力工业制定一个从仿制到研制

的长远发展规划，而是将航空工业本

身的任务局限于仿制、生产和修理。

中国和苏联往往是有了具体工

程发展型号的时候，才去搞基础研

究、探索发展（应用研究）、预先发

展，打算通过一个型号带动整个航空

动力产业的进步。而大家都知道这

条道路是不符合航空动力型号研制

的客观规律的。而欧美等航空强国

极其注重基础研究和预研，笔者将其

强大的法宝总结成为三个关键词：预

研工程，核心机计划，发动机系列

化。事实上，这三个关键的概念和理

念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其构成了

发达国家在航空动力发展上的整个

思路体系的主干。

在我国，一个发动机型号真正开

始着手相关的实质技术工作是从立项

开始的。如果不立项，就没有发动机

研究发展所需的大量经费。说白了就

是如果军方不立项发动机型号，与这

个型号相关的基础研究工作就基本无

法开展。

而国外发达国家航空动力研制秉

承着“预研优先”的发展方针，也就是

在军方提出发动机研制需求之前，航

空工业部门就已经按照自己的研制流

程，进行超前的技术探索研究。当军

方提出下一代发动机研制需求的时

候，航空工业部门已经将相关的技术

在验证机上都玩得相当纯熟了，自然

发动机型号研制周期就会大大缩短、

研制风险也极大地降低。

我国由于长期处于航空发动机仿制生

产状态，对于航空发动机研制客观规律的

掌握严重不足，对于航空发动机研制工作

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大投入性没有清晰认

识。这样造成我国航空发动机研制投资强

度远远低于研制实际需要。例如20世纪

60年代初我国开始研制涡扇6大推力涡扇

发动机，根据606所资料统计，20 年研制经

费共计只有1.5亿元，平均每年750万元。

当研制进入关键阶段，需要高投资强度时，

竟然有两年每年只给200万元，以这样投

资总额和投资强度来研制先进大型航空动

力系统简直是难以置信，但历史事实就是

如此。

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我们给航空工

业的整个投入，尚不及我们对越南援助的

1/10，不及给朝鲜援助的零头，甚至不及给

阿尔巴尼亚的援助！而同一时期，我国引

进斯贝MK202发动机进行仿制，却花费了

13亿元人民币。

根据国外经验，典型的发动机研制周

期约为8~14年，整个发动机的使用寿命期

约为30年。研制经费在历年增长，根据发

动机大小型号不同、研制条件不同，研制经

费在5亿~20亿美元不等。如果投资强度

不能保证，发动机就不可能按期保质研制

出来，其后果只能是研制失败。

我国航空动力工业长期发展不良的根

本原因更多是决策不当。当然，在新中国

成立之初将发展航天和导弹核武器作为特

定时期的重点绝无不妥，我国要实现突破

核霸权的威胁就必须在战略火箭和导弹工

业上进行大力投入。

但是由此就认为航空工业不是高科技，

航空工业则是简单的生产工业就是相当大

的认识谬误。直到我国高科技发展计划

——863计划，航空都未列入我国重点发展

的产业之中。虽然“航空强国”的口号终究

还是响彻中华大地，但是错过的发展机遇和

耽误的时间又如何偿还，如何追溯？损失的

人才又由谁来挽回？在历史的追思中，往往

能找到真正的答案。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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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飞豹”战斗轰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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