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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大飞机开启常态化商业运行——

C919，带动产业链一起飞

6月7日，在山东泉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
员在质检光伏组件。

山东省枣庄市是国家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试点市，
近年来，该市大力实施“工业强市、产业兴市”战略，构建
起以高端装备、高端化工、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新一
代信息技术为主的“6+3”现代产业体系。今年一季度，
枣庄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5%。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 摄）

在老瓷厂探寻制瓷工艺“密码”
新华社南昌6月7日电（记者 崔璐 卢哲 周密）珠山

大道是江西省景德镇市一条东西走向的马路。景德镇明
清御窑厂遗址和陶溪川文创街区均位于珠山大道上，相
距约3公里。它们曾是我国不同历史时期制瓷工厂所在
地，通过这些老瓷厂，人们可以了解制瓷工艺“密码”。

景德镇明清御窑厂遗址，如今是景德镇御窑厂国家
考古遗址公园。坐落其中的景德镇御窑博物馆是最亮眼
的地标，吸引了许多游客前来打卡。

“这里的瓷器大多由景德镇明清御窑厂遗址考古出
土的碎瓷片修复而来。”讲解员鲁玲说，碎瓷片是珍贵遗
产，封存了许多奥秘，今人从中得以发现传统制瓷业的发
展脉络。

沿着珠山大道向东，便可领略现代制瓷业。1958年
成立的景德镇国营宇宙瓷厂现在变身为陶溪川文创街
区。留存下来的22栋老厂房，包含原料车间、烧炼车间、
包装仓库等，构成一条完整的陶瓷生产产业链，是景德镇
特有的工业遗产。

走进由烧炼车间改造成的景德镇陶瓷工业遗产博物
馆，陈列的矿石车、破碎机、压坯车等制瓷装备揭示了景
德镇现代制瓷工艺流程。从圆窑包、隧道窑到梭式窑，窑
炉的不断迭代反映了景德镇现代制瓷工艺的不断升级。

“破译工艺‘密码’的同时，如何激发更多人热爱这项
技艺，投身这个产业，是动态传承工业遗产的关键。”陶溪
川文创街区运营相关负责人华婧说。

置身于陶溪川文创街区，这里的“年轻范”和“国际
化”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十年间，老厂房变身孵化青年创
客的邑空间、培养手艺人的工作室、展示陶瓷产品的直播
基地。以瓷为媒，陶溪川文创街区推出创意集市、陶然
集、春秋大集三大集市品牌，每年来自 50多个国家的创
客聚集于此。

2019年，以保护利用景德镇国营为民瓷厂旧址为主
的陶溪川文创街区二期项目正式启动。目前，瓷厂的一
处老厂房已被改造为中德（景德镇）工业 4.0智能制造公
共实训基地。

景德镇目前拥有景德镇国营宇宙瓷厂、景德镇明清御
窑厂遗址、景德镇国营为民瓷厂和景德镇国营建国瓷厂四
处国家工业遗产。近年来，景德镇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工作
持续深入，吸引越来越多的陶瓷爱好者来到景德镇。

景德镇制瓷工艺“密码”也在不断浮出水面。在景德
镇御窑博物院，科研人员通过精密仪器，采集碎瓷片标本
的工艺、配方等数据。自去年以来，景德镇御窑博物院与
国内顶尖院校和研究机构合作，基于已出土的近2000万
片古瓷片建设的古陶瓷基因库正在不断壮大。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说：“古陶瓷基因库价
值之一在于，有望还原出古陶瓷标本在当时的烧制工艺、
原料配方等，探寻景德镇千年陶瓷工艺之谜。”

山东枣庄：

“强工兴产”
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随着C919顺利完成首个商业航班飞行、正式进入民航市场，广大旅客可以
乘坐国产大飞机出行了！

不仅带旅客飞上蓝天，国产大飞机投入商业运营，也对中国民用客机产业
链的整体发展形成了强有力的带动效应，进而拉动国内航空工业产业升级。

大飞机事业
踏上规模化系列化发展新征程

大飞机为啥这么受关注？C919 大型客机是中国
首次按照国际通行适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2007 年立项、2017 年首飞、
2022年 9月完成全部适航审定工作后获中国民用航空
局颁发的型号合格证，C919是继运-10之后中国第一
款真正意义上的民航大飞机。

此次商业首航的C919大型客机由中国商用飞机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商飞”）研制，于 2022年
12月9日交付给东方航空，交付后密集完成了100小时
的验证飞行，全面检验了飞机的航线运行能力。

“历经几代人的努力，我国民航运输市场首次拥有
了中国自主研发的喷气式干线飞机，大飞机事业迈入规
模化系列化发展新征程。”中国商飞副总经理魏应彪说。

5月 29日 8时 25分，由C919大型客机执飞的东方
航空MU9197航班从上海虹桥机场起飞，搭载135名乘
客，于 11时 05分平稳降落成都天府国际机场，C919开
启常态化商业运行。不少旅客反映：飞行平稳、机舱宽
敞、座椅舒适，国产大飞机体验真的好！

目前，东方航空与中国商飞已经签署5架大飞机采
购协议，将根据实际运营情况和公司航网规划决定后
续引进计划。东方航空专门成立了C919飞行部、C919
客舱部，设立C919签派放行席位、国产飞机维修管理
中心等专业部门。按计划，C919在“上海虹桥—成都
天府”航线上实施初始商业运行，陆续引进后该机型有
望逐步扩展投放到更多的航线。东方航空四川分公司
负责人说，成渝地区世界级机场群正在建设，发展潜力
大、市场前景看好。东方航空“沪蓉航线”日航班量超
过20班次，采用C919执飞，航线布局更从容。

截至去年底，C919累计获得 32家客户、1035架订
单。今年订单还在持续扩大，2023年 4月，中国商飞与
海航航空集团签署百架飞机采购协议，其中就包括 60
架C919飞机确认订单。

业内人士介绍，一个新机型执飞商业航线，需要进行
一系列准备，包括航空公司机务人员以及机场地面服务的
保障等，而这些专业保障都要具备相应的资质、经历相应
的培训。这也是目前C919执飞航线较少的原因之一。

不只是一个产品的诞生
更是一个产业的诞生

大飞机被誉为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是一个国家科
技能力、工业水平和综合实力的集中体现。国产民用
大飞机C919投入商业运行和批量生产，将带动整个飞
机制造产业链的发展。

中国民航大学航空经济研究所所长李晓津告诉记
者，C919的首飞不只是一个产品的诞生，更是一个产
业的诞生。“大飞机不仅是为了满足航空领域的发展需
求，还能带动诸多基础学科的重大进展，助力新材料、
现代制造、先进动力、电子信息、自动控制、计算机等领
域关键技术的群体突破，拉动众多高技术产业发展。”

李晓津表示，国产大飞机投入商业运营实现了两
个“从 0 到 1”的突破。一是技术上“从 0 到 1”。“一架
C919包含超过 400万个零部件，每个零部件都要足够
安全可靠，组装和审查过程也有严格的安全标准。中
国在全球采购的基础上，结合自主创新生产出了国产
大飞机，并在此过程中逐步提高国产化率，这是了不起
的突破。”李晓津说。二是市场上“从 0 到 1”的突破。
相比同期波音、空客甚至其他国家的航空制造企业，国
产民机制造企业在市场意识、市场能力、市场经验等方
面也几乎是从零开始。首架C919商业运营迈出了重
要一步，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C919的目录单价为 6.53亿元，其实现商业化运营
和市场化量产，为上下游企业带来商机，拉动国内航空
工业产业链的全面升级。

据介绍，大飞机产业链主要由机体制造、动力装

置、机载系统、零部件、原材料等部分组成。其中，机体
制造价值占到约1/3，包括机头、机身、机冀、舱门等，主
要由航空工业旗下企业承担，国产化程度高。动力装
置目前主要由国外企业配套，未来有望用上国产商用
航空发动机。机载系统产品利润率高，正吸引大量高
科技企业投身这一领域。零部件包括锻铸件、标准件、
电子元器件等，包括一批民营企业在内的国内企业参
与众多，这些企业在为C919配套的过程中，既获得订
单也实现了技术突破。原材料方面包括铝合金、复合
材料、钛合金、高强度钢等，中铝、宝钢等一批企业在其
中承担重任。

中国民航大学航空经济研究所测算，如果按民机
寿命周期 10年计算，大飞机给中国带来经济增加值贡
献比为 1︰86，就业贡献比为 1︰9.6。李晓津举例，C919
的机头、机身、机尾、机翼等外面的“壳子”分别来自中
国的成飞、洪都、沈飞、西飞等企业，各领域有近30万人
参与了C919大飞机的研制，培育出民用航空器制造领
域的一批本土人才。

专家分析，以当下大飞机投入产出比1︰80计算，在
维持目前C919国产化率不变的情况下，国产大飞机有
望为产业链企业带来万亿元量级的市场规模。而随着
国产化率的提高，将带动产业链供应链再上新台阶，为
中国航空工业注入新的发展动力。

持续夯实基础
开拓更大发展空间

一款机型走向成熟和大规模的市场化运营，需要
进入商业运行阶段后多年的持续优化提升。C919圆
满完成首次商业飞行，既是中国大飞机事业的历史性
一刻，也是中国民用航空工业新的起点。

德国智库墨卡托中国研究所此前的分析文章认
为，鉴于客机高昂的开发成本，小批量生产不可行，而
中国国内市场规模无疑为C919量产提供了重要的本
土优势。C919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未来可进军国外
市场，参加全球竞争。

相关数据显示，未来20年，全球将有超过4万架民
用客机交付，价值超过 6万亿美元。其中，中国航空市
场预计将接收超过 9000 架新机，价值约 1.39 万亿美
元。面对越来越多的订单，C919如何实现精益化批量
生产、高质量交付？

“这考验着相关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李晓津表示，
一是航空公司要将后续商业飞行中积累的经验及时、
全面反馈给制造方，支持中国商飞和相关供应商逐步
完善技术细节。二是制造方尽快突破核心技术和材料
壁垒。中国能够自给的部件价值占大飞机总体的比例
还不够高，特别是航空发动机叶片等材料和技术缺乏，
突破这些瓶颈将是批量生产、交付和成本控制的关
键。三是充分学习高铁和核电设备等产业国际合作的
成功经验，以掌握自主知识产权为最终目标，坚持自主
设计的必要条件，坚持掌握高端技术能力，在大飞机产
业国际合作中争取有利地位。

面向庞大的国际市场，国产大飞机还需在产业链
升级、市场化拓展、商业化运营上持续夯实基础，开拓
更大发展空间。

“中国民机市场规模巨大是我国发展国产大飞机
的优势，必须把旅客和货主的需求作为民机发展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李晓津说，要推动航空制造与航空运
输融合发展，即“两航融合”，包括理念、人才、服务、标
准、工作等方面的融合。

他表示，今后可以从软硬两方面进行突破。一是
市场能力和政策体系。国产民机要依托中国大市场，
在此过程中强化市场理念、提升市场能力、完善法律法
规体系。二是核心技术和核心材料。以C919投运为
契机，在全球开放的过程中坚持自主创新，加快发动
机、起落架、机载设备等核心产品技术突破。

未来，更多、更好的国产大飞机将翱翔于蓝天之上。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