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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俄大客机产业合作 的现状

及发展趋势

杨 雷

【 内容提要
】 本文考察 了 中俄两 国在大客机联合研制方 面 的进展情况

， 并深入剖

析 了 两 国合作面 临 的一

系 列 内 部和外部影响 因素 。 促进因素有 ： 中俄两国 互为 近邻 ， 两

国 特殊的关 系 推动 了 航空领域的合作 在航空领域积 累 了 大量的合作经验
；
双方在技

术、 资金和市场方 面各 自 具有一定的优势 ；
面对复杂 多 变 的 国 际局势和经 济形 势

，
面对

欧、 美航空工业强 国 的技术封锁 ， 中俄两 国要探讨更为 有效的互利 共赢合作方式 。 限制

因 素有 ：
双方航空产 业结构过于相似 ，

技术互补性差
； 两 国对西 方技术都存在某种程度

的依赖
；
欧、 美航空产 业对中俄采取防范和竞争的姿态等 。 中俄客机产业合作的前景较

为 乐观
，
双方可以采取先项 目 合作 ， 然后建立统一集 团公司 的 两步走联盟战略 。

【 关 键 词 】 中俄 关 系 大客机 航空产 业 装备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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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传统的印象中
，
中 国是苏联、俄罗斯航 苏联专家撤离 、 国外技术封锁等不利影响 ，

但是循

空工业产品 的购买 国 。 但是近年来 两国政府多 序渐进的发展道路使中 国不断前行 。 俄罗斯航空

次强调要展开大型客机的联合研制工作 ， 这意味 工业曾经雄跟一时 ， 但因为苏联解体和改革失败

着 中俄航空产业的合作 向新的方向转变 。 逐渐走人低谷 独立后的俄罗斯曾经面临航空产

业急剧萎缩的局面
，
中 国的 飞机订单支持了俄罗

—

中俄大客机产业合作的现状 ： 斯航空产业走 出 困境 。 随着双边合作进程的扩

政治意愿强于经济动力 大 ， 双方的合作也逐步从买卖关系 向合作研制 的

方向转变 。 尽管两国有关机构对此话题都表现 出

中俄大客机产业合作之所 以引 人关注 ，
是 因 浓厚的兴趣 ，

并讨论 已 久
， 但是实 际进展却 很

为两国高层领导多次公开表态 ， 要推进大型客机 缓慢 。

的合作研制 ， 然而在实践中 两国 缺乏实质性的 在 年 月 日 第 届珠海航展新闻发

动作 。 布会上
， 俄罗斯

“

礼炮
”

公司正式宣布与沈阳黎 明

两国政府有关航空产业合作的构想 航空发动机公司合作 ， 在中 国建立合资企业 研发

中俄两国航空产业的合作关系 由 来 已久 ， 中 和生产新型航空发动机 ， 并为 中国空军战斗机提

国在建国后就大力发展航空工业 ，
虽然 曾受到过 供发动机升级和 民用支线客机发动机设计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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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标志着中俄两 国在航空技术领域的合作上升到 各自 按照国际适航标准 与美国 、欧洲公司合作展

了
一

个新的台 阶 。 而有关中俄合作生产客机的计 开了新型客机的研制工作 ， 其路径和方向 出 现了

划最早 出 现于 年 ， 双方 当 时就联合设计 惊人的
一

致性 。

座 、航程 公里 的大飞机进行过接 （ 中国新型民航客机 的研究进展 。 中航工

触 。 此后这一议题多次 出现在两国 首脑的会 晤 业西飞生产 的 新舟 涡桨系 列飞机 目 前已交

上
， 并被单独讨论 。 年 月 ， 俄罗斯总统普 付客户 架

， 其中 国外 架 ， 国 内 架 。 中航

京访华时宣布 ， 俄 中 双方正在商定加快探讨联合 工业还计划在 年前生产交付升级版

设计制造远程宽体飞机和重型直升机 。 合作采 支线飞机 ， 并实现打人欧美市场的 目 标 中 国

取俄方出 技术 、 中方出资金的形式 ，
飞机的生产制 自 年开始研制 座 的喷气式支线 客

造环节将设在 中国 ， 机型则未确定 。 年 月 机 ，并在 年实现 了首飞 。 目 前该机还

至 日
，
中 国 国家主席 习 近平对俄罗斯进行 处在技术改进阶段 ， 预计在 年内完成适航认

了 国事访问 。 访问期 间 ， 两 国元首就加强 中俄全 证的全部工作 于年底交付用户 运 营 。 年

方位战略合作达成共识 ， 并签署 了 《 中华人民 共 月 日
，

飞机在
一

内蒙古海拉尔顺利

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合作共赢 、 深化全面战略 巧
成高寒地面试验和高寒飞行试验 ， 后 续还要进

协作伙伴关系 的联合声 明 》 。 联合声明提 出两 国 行更多 、更严格的试验 。 年 月
， 中国

将在航空制造领域开展联合研制 、 联合生产等大 商飞公司正式成立
， 开始研制具有 自 主知识产权

项 目 合作 。 年 月 日 ， 俄罗斯副 总理罗 的干线飞机 ， 即 单通道大型客机 。 基

戈津表示
， 俄中计划积极落实联合研制宽体远程

本型全经济布局为 座 ， 航程达到 公里 ，

客机的 工作 。 罗戈津称 ，

“

与 中 国联合研制这
一 ■ 目

机型对我们有利 理 由簡单 ： 如果我们 自 己生
用美 国通用 电气 （ 和 法 国赛峰集团 （

产 不管怎样这
一

系列都不会盈利 。

” 合资公司 陋公司 系 列 的新型

中俄高层领导赚态騎于巾纖略协徹

伴关系发展的主观需要 。 由 于航空产业属于国家
之后 ’ 胃计将 在

的战略性产业 两 国必须从国家安全的角 度考虑

这 问题 。 航空产业的合作有助于加强中俄两

关系 ， 实现预定的在 年前将 中俄双边贸易额
： ？

大幅度提升 的 目 标 。 此外 航空产业的合作属于

非资源型领域的合作 ， 是中細国长远合作的方
曰 欢扣 士 汝 士本而 八此 沾

客机是 它采用 了 以 即 国产飞机未使用
向 ， 特别是客机生产的合作必将成为双方合作的 八 户 灿 夕

重要繊 ■于改顿睡— ，扩大

技领域的合■额 。 除了主观 因素外 ， 中俄两 国 ：
在选择航空产业合作伙伴 在世界范围 内也只

罗斯
“

土星
”

公司 《 》 ） 与法 国赛峰
对方才是最为可靠 的 象

’ 这也是 观实情 。

細 （ 共同设计与制造 。 从宣布该方案

到首飞用了 年时间 到商业化运营则用了 年
论为融人国际体系做出怎样的努力都始终遭受着

美欧世界的排挤 ， 这 中间既有文化上的差异 ，更有

地缘政治上的 防范 ， 其中 因素错综复杂 ， 中俄很难

将历史形成 的政治不信任状态改变 。 中俄两 国紧
① 殷轶良 《 中俄联合制造大 飞机 “

钱
”

景光 明 》 载 《 中 国

密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使彼此成为航空产业合作 工业报》 年 月 日 。

② 《 新舟创造云端上传奇 将最 终突破欧美市场》
，

的 口 霏对象 。 载《 中国航空报》 年 月 日 。

中俄两国新型客机的研制 现状 ③ ：

“

：

‘

，
删 ，

近年来 ， 为 了适应国 内市场的需要 ，
中俄两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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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到 年 月 巳经有 架 下 中方很可能会赶上并超过俄罗斯的 民机制造水

线 其中部分已经交付 现在俄罗斯还准备开发其 平 ， 有希望成为世界客机产业有竞争力 的第三极 。

后续机型 。 在 年 月 举行的第二 年 月
， 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麦克纳尼 （

十届莫斯科国际航空航天展上 ， 俄罗斯联合飞机 曾 经表示 ，

“

（ 波音 ） 未来 的竞争对手可

制造集团下属 的苏霍伊 民用飞机公司 获得了 能从中 国涌 现
”

。 长远来看 ， 中 国 在 中俄客机产

架 客机的大单 。

一

的 生产规 业的合作结构 中将 日 益占 据有利的位置 。

模在扩大
，
在这方面

，
俄罗斯明显走在了 中国 的前 经济动力不强的原 因分析

面 。 在干线客机方面 俄罗斯对开发 寄 中俄客机产业合作的进展较为缓慢 ， 其原因

予 了厚望 。 在该项 目 中 俄 罗斯 自 主生产的组件 在于 两 国 企业进行合作 的经济动 力 目 前还不

比重远远超过 飞机 。 俄罗斯联合飞机 够

制造集团雅克公司 积极吸引外国航企参与该型客 首先 ， 中俄两 国航空产业 的 内部发展动力 尚

机的研制 ， 并 向 中 国 和印度提出 了合作建议 。 俄 未完全释放 。 两国企业 目 前存在着很多的机遇和

罗斯希望 能够逐渐取代 国 内市场上的 发展选择 ， 双方还可 以在与西方航空制造企业的

图 和 图 客机 并与 波音 和空 客 合作中进
一

步探索发展的路径 ， 利用它们 的技术
在 国际市场展开竞争 。 在该机型上 俄罗 外溢效应

，
提升 自 己 。 经济全球化形势下的产业

转移给中細 国带来 了 壮大航空产业的发展机
技术 ’ 化铺设干燥纤 真空灌注 ） 来 迁 。 中国专注于学 习 切先进技术 ， 走模仿创新

成创新 ， 再到 自 主创新随路 。 美国 智库
结构组件时細 （ 机細翼盒及観雑部件 ） ，

贿巾国
”

減人絲 柯浦指 出 ，

“

中 国航
材料供应商是奥地糊公司费舍尔和钻石

空企业正在缓慢而坚定地麵苏联模式 转而强

调西方技术规范 ， 像六西格玛管理或全面质量管

理之类的标准化体系逐步得到細 特别是 中 国

三大航赫力職翻开纖錢酬行的竞争

机制 ， 发挥 创 造性思 维 ，
以 实 现

‘

军用 动 力 自

决方案将让俄罗斯不单是赶上全球空中 霸主 ， 而
，

人 土
主 。 俄罗斯同样也在努力发展 同西方国家的

且还可能 成为
一

个领导者
，
建立 自 己 的 技木政

十
口 作关系 ， 积极参与空客 风险 口 作项 目

， 承

预计 ： 客机今后 逐 占 到

俄国 内 民用航线 的 。

其 口 作 目 的 方面是获得 一工济性收益 ， 更重要 的

⑶ 对中■航概生 产水彻滞 。 巾方
⑩ ，

在民航客机制造领域虽然起步远远落后 于俄罗
■ ■ 。

斯 ， 但是近年来依靠模仿 、学 习 和国 际合作 ， 技术

进步的速度很快 ， 巳经逐步接近俄罗斯的 民航飞

机制造业水平 。 目 前俄罗斯在军用飞机 、 发动机
如 丨

、
② 张浩 《 俄罗斯航空工业展翅 欲飞 》

，
载 《 科技 日 报 》

和直升机制造领域占 据绝对的优势地位 ， 但是在 年 月 日 。

民用客机的制造领域 俄罗斯的生产水平正在受
③

“

”

，

到中 国 的 赶超 。 例 如 ， 在支线 客机 的研 制 上
，

和 几乎同时首 飞
， 但在交付和生

日

―醒吨 ‘ 上

产上 俄罗斯走在前面 。 而在大型客机的研制上 ，

④ 谢亚宏 ： 《 俄罗士航空业力争
“

双腿走
”

》 载 《 人 民 曰 报》

年 月 日

和 的预定首飞和交付时 间几乎相 ⑤ 张卓 、任

°

盈盈 《 世界航空航天工业发展趋势及启示 》 载

同 ， 这足以证明 两 国 民机研制水平已经相近 。 由
⑥ 张锦 《美智库 ： 中国将治愈战机心脏病》 ， 载 《 中 国国防

此可以得出 结论 ，按照 目前的发展速度持续下去 ， 报》 年 月 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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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中俄双方对合作的预期不同 ，
中国若在 步阶段的主要飞机几乎都是仿制原苏联的机型 ，

合作中急于求成 ， 容易导致在合作中 居于不利位 这与原苏联 的技术支援密 不可分 。 年
“

运

置 。 在 目 前阶段 俄罗斯在技术水平上居于领先 十
”

成功首飞 ， 随后 由 于各种原 因夭折 ， 中 国 的 民

地位 ， 对中 国 的合作要价较髙 。 而中 国虽然拥有 机研制工作 中断 。 进人 世纪 中 国航空工业更

快速开展合作 的需求 ， 但是在这
一

合作过程 中并 多地采用欧美技术标准来研制新型飞机 ， 但是传

不一定能够获得预期的 先进技术 ， 反而有可 能居 统的基因仍旧是 中俄两国合作的基础 。 目 前中俄

于极为不利的地位 。 由于大型客机的研制周期很 两 国航空工业有很多共同 的标准和传承 民用航

长 这将决定未来 年 甚至更长时期 内中俄双 空产品 的差距在缩小 ， 航空产品谱系完整度相 当 ，

方合作的利益分配结构 。 对于中 国来说
，
两相 比 但在部分产 品性能上 中 国仍落后于俄罗斯 ， 拥有

较之下 ， 目 前扩大与美 、欧航空制造企业的广泛合 合作的空间 。 由 于西方国家执行对中 国的技术封

作 ， 以多种途径、集 中力量发展 自 身的技术实力是 锁政策 ， 中 国不可 能从美欧获得具有
“

核心竞争

当务之急 。 在经过一段时期 的快速进步之后 ， 中 力
”

的先进技术 ， 只 有俄罗斯才是能够向 中 国提

国很可能在中俄客机产业的合作 中取得比现在更 供关键技术 （ 共性技术 ） ，
特别是军工技术 的 国

为有利的位置 ，从而真正坚持
“

以 我为主
”

的合作 家 。 中国应 当改变以美 国 、 欧洲 国 家为合作优

原则 。 先方向而排斥俄罗斯技术 的做法 重新定位与俄

此外 ， 中俄急于建立客机产业战略联盟 的举 罗斯的合作关系 ， 处理好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 的

措很可能过早地暴露实力 将不利于双方参与全 关系 。

球民机市场的竞争 。 中俄两国客机产业合作的时 中 国的优势是庞大的 劳动力 资源 在机体

机尚 未成熟 。 结构及一

些加工环节和 装配环节具有成本优势 。

中国还拥有庞大 的外汇储备 在资金上具有优势 。

二 中俄客机产业合作的优势与劣势 俄罗斯航空工业面临 的 主要问题是企业缺乏资

金 生产规模过小 ， 与国 际销售 市场脱节 。 按照

在中俄两 国客机产业的合作 中 能够充分发 年前俄航空产业规划 ， 国家对航空产业的财

挥各 自优势的合作才能使双方的利益最大化 ， 这 政发展资金将在 年达到最髙峰 ， 为创纪录的

些优势主要是 ：
亿卢布 。 在计划期 间 ，

依靠 国家的支持 俄

， 俄罗斯拥有较 为 扎实
、 全面的大型客机制 航空产业的发展得到财力保证 ， 获得形成新技术

造技术 。 目前俄罗斯基础科学水平总体上仍居于 能力的机会 ， 有可能建立一

套 自给 自 足 、 自 负盈亏

世界先进 国家的行列 ， 军工和宇航领域的技术与 的制度模式 但是按照 计划 ， 俄航空 产业在

美国水平相当 ， 但其科技成果的产业化机制相对 年后将逐步转向 依靠市场筹集资金 。 到那

落后 民用产品 的技术性能低下 。 历史上的苏联 时 ， 中国 的资金投入对于俄罗斯的吸引 力将变得

是航空大 国 ， 苏霍伊 、米格 、 图 波列夫等设计所的 更大 。 建立大飞机产业的资金和技术风险是非常

军用和民用机长期饮誉世界 。 俄罗斯继承了苏联 高的 。 大飞机产业周期长
，
投资门槛高 ， 又有两大

航空科研力量的 ， 航空生产能力的 但 世界级寡头 的阻挡 ， 要想实现盈利非常困难 。 中

是 由于经济改革失败 ， 军工转产不成功 ， 航空工业 俄两国必须对此有充分的准备 做好打持久战的

一

度陷入 困境 技术发展几乎停滞 。 自 年普 准备 。

京执政起 俄航空工业走 向复兴 。 目 前俄罗斯拥 中俄 民航市场联合起来后足够大 。 高速发

有较为完备的科研实验体系和 自 有的航空工业生 展的 中国经济是中 国 民机产业发展的坚实基础 。

产体系 其坚实的航空工业基础和完善的航空产 —

品谱系仍然使其部分机型 、 机载器具等保持世界 ① 周恒 、宋宁 ： 《 专家 ： 中 俄航 空应积极合作应对欧美技术

领先水平 。 在气动 、结构强度 、 发动机 、机载武器 、 略与 策 》 黑龙江大学 出 版

材料 、 隐身等航空技术领域
， 俄罗斯具有广泛的研

社
， 年版 ， 第

③

究基础和强大的技术储备 中国航空工业在起

— —



? 经 济 俄罗斯东欧中 亚研究 年第 期

随着航空运输需求的增长 ， 大量
“

点对点
”

航线正 施技术封锁 ， 另
一

方面对其全球配 件供应商施

待开发 中 国的 民用飞机市场将 出现井喷 。 中 国 加压力 ， 切 断 中 俄两 国利 用 国 际 资 源 的 范 围 。

商用飞机有 限责任公司估计 未来 年中 国市场 在这方面 ， 中俄合作的一条较佳应对方案是吸

需要约 架新飞机 市场价值超过 亿美 收和开发俄 罗斯军用 航空 业的先进技术 ， 使其

元 。 俄罗斯运营 的大量 民用客机寿命正在到期 ， 与市场接轨 ， 提高 民航客机的研制水平 ， 甚至赶

急需更新 ， 但是 目 前俄罗斯旧客机 的年更新率很 超波音 、 空 客的现有机型 走 出
一条独特 的 发展

低
，
远远无法满足需求 。 这种情况为俄罗斯航空 道路 。

制造业提供了广阔的 市场和发展空 间 ， 但俄罗斯 到 目 前为止 ， 中俄两 国研制 的客机均未获

客机产业却无力提供有竞争力的相应产品 。 根据 得 或 的适航证 这使双方联合研制

俄罗斯副总理罗 戈津列举的数据 ， 目 前俄罗斯远 的大型客机也很难进入国 际市场 。 俄罗斯 世

程客机市场 的份额 已经被空客和波音公司 纪 年代研制的大型客机 图 、 图 、 图

占据 。 俄罗斯急于用本国的新型客机来填补国 内 以及伊尔 在商业技术上已经落后 。 这

市场 。 目 前俄罗斯有 个与 航空业相关的公 些客机所采用 的发动机 无论是噪音还是大气排

司 在 年的综合收人超过 亿卢布 。 到 放物均不符合当前国际标准 而美 国和欧洲 的 同

年 ， 俄 罗 斯航 空 企 业 为 完 成 运 输 需要 类客机装备的是完全符合环保标准的低噪音节能

架新飞机 。 庞大的 需求市场为 中 型发动机 ， 俄罗斯飞机屡屡被欧美禁止入境 。 中

俄联合研制的大型客机提供了 销售空间
，
使其在

国商飞为 了能够使 以及未来 的 获得

，
向 激烈 的 国 际竞争舞 台 前能有较大的 生 存

进人国 际市场 的资格 ， 在 年成立了适航工程
°

中心 开始为取得交通运输部 中 国 民用航空局和
■ ’ 巾

類臉侧顺航证丽展工作 。 方面

与中方一起对 进行了影子审查 ， 虽然这并
中俄双方在技术水平上 的 补

，
较差 ’

非正式麵鮮定 ， 細：举对国产 民机制造业在
两 国都在机体结构方

严
较强 ， 但

士
在

，
动机 、 电

这一领域 的经验积累将起薩重要的 作用③
。 由

此可见 ，
中俄两国都在为各 自研制的客机获得美 、

°

欧醒航证而努力 。 如果两国能够在这方面取得
力 。 与 彼

突破 则必然有利于联合研制 的大型客机跨过技
音 、空客滅 ， 謎机不具補术崎格±

的优势 在市场竞争 中 被边缘化 。 因 此 ， 俄罗斯

必须与西■錢业合作 ， 学城 魏经
塞

验和先进技术 。 目 前俄罗斯民用航空工业 巳 经

探索走 出 了 条开 放化和 商业化的路子 ’ 在新

型 民机的研发方面领先于 中 国 。 例 如 ， 在发动
的 《 作无法 将 双

：
的 比 优 势 充分地发挥 出

⑶ ■胃 自
来 。 卿斯 经餘了脑工业 施 、 人员 、

和 国际合作两条腿越的方法 ， 但又贿业 目

标为优先 。 比如 ， 俄罗斯为 研制 了
■，罾力 ’ 巾 力《 ：

款新发动 机 ， 而对于 座级的 ， 则 选
贿航空 领域有前景的项 目 。 年 月 ， 俄

择 了加拿大先进的发动 机 ，
以 提髙 效率 。 这说

、

士 说 丨

、壬 ① 俄罗斯国际文传 电讯社 年 月 日 电 。

明俄罗斯为 了 投资和 时 间 ， 尽 决达到 ￡航
② 适航证 是 由适航 当局根据民用

标准 ， 优先采用 了 西方 的 技术 。 中 国在这方面 航空器产品和零件合格 审定 的规定对 民用航空器颁发 的证明 该

士 八 廿 ④
航空器处于安全可用状 态的证件 。

目 前适航条件尚 无统
一

的 国

同样也坚持开放的 国 际化战略 ， 在全球范 围 利 际标准 欧洲航空安全局 和美 国航空 管理局 的适

用 比较优势来配 置资 源 。 在这种情况下 ，
中 俄

③ 王潇雨 ： 《 野心 家 商飞
， 被 指 同时 推 两 大机 型 难兼

两 国 的劣势 很容易被美欧 企业利用 ，

一

方面实 顾》 载 《华夏时报》 年 月 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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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总统普京签署 总统令 ， 将俄 罗斯现有主要 政策以共同支持合作项 目 的顺利推 进 ， 其中 政

固定翼飞机设计和制 造企业合并组建为联合飞 府补贴和军 品采购都是很好的 帮助 方式 。 俄罗

机制造集 团公 司 。 目 前该公司 还有许多工作没 斯政府已 经制定 了 重振航空工业 的计划 ， 加大

有完成 ， 需要继续提高公司 的 治理效率 ， 在行业 了对航空工业的投资和支持力 度 ， 将军 民融 合

内完 成资 产 重组 。 中 航工 业集 团公司 于 作为航空工业的发展重点 。 中 国 也将航空产业

年 月 日 由原 中 国航空工业第一

、第二集团 视为产业发展的重点 ， 在政策 和 资金上采取 了

公司 重 组 整合而 成立 。 集 团 公 司设有航 空装 支持的态度 。

备 、 运 输机 、 发动机 、 直升 机 、 机载设备与 系统 、 目前在世界大型客机市场上 波音 、 空客形成

通用飞机 、航空研究 、 飞行试验 、 贸易物流 、 资 产 了双寡头垄断的局面 。 伴随着中俄两国支线和干

管理 、 工程规划建设 、 汽 车等产业板块 。 为 了 发 线客机的投入市场 世界航空制造企业的盈利压

挥航空产业的研制效率 、避免重复建设 ， 中航工 力和市场竞争将 日 益激烈 ， 特别是 由 于中 俄两国

业还有许多 工作要 做 特别是如何协调分属 于 客机制造业水平的不断进步
，
尤其是中 国 整体研

不同企业的 民用飞机和军用飞机项 目 展开协同 制实力 的增强 美欧 国家可能会将中 、俄两国 民机

研发和生产 的 问 题 。 此外 ， 中 航工业 的 一些企 制造企业视为竞争对手 ， 从而展开竞争策略 对中

业效 率 不 髙 也 同 其业 务 分 散 、 主 业 不 突 出 俄两 国客机产业进行全面围堵 。 在 客机产业 ， 新
。

进入企业与在位企业之间 的竞争主要集 中在进入

总体上来看 ， 中俄客机产业合作的优势较大 ，

与反进人的博弈 ， 即所谓进人壁垒的设置与跨越
耐于存在的劣势也并非贿克服的办法 。 在 国

的问题。 在位企业通常利用大型客机研制生产 中

’ 巾
的规模经济与范 围经济特性 ，

通过定价策略和保
客机产业合作的全面铺开将是大势所趋 。

持技术优势来设置进人壁垒 。 而新进人企业则主

士讲左如 弇 丨 丨 么此納針里
翻赚齡业離賴 、 絲缝入

— 中俄客机产业 口 作的前景 素上的成本优势和政府补贴来降低 自 身的进人成

本 。 波音 、 空客作为在位企业
， 居 于优势地位 。

中細国客机制造企业属 于新进入企业 ， 面临的
都采取了立足现有项 目 ， 谨慎论证大客机项 目 的

卩且力 越来
° ‘

姆制 、 生产和销售所代表駄型客机产业

链 巳 形成全球化之势 ， 大型客机企业的竞争力 巳

经不仅微好 关麵的水平 而取决于
足窄体机市场

，
然后根据现有生产线的成功与否 ，

思考下 个项 目
” ②

， 即大型宽体客机的研制 ；

国赃在集 中科研力量在 的适航认证和

的研制生产上攻坚克难 。 由 于航空大 国是 ？

成为政治 、经济 、军事大 国的充分和必要条件 ，
赢

得航空领域的 国际竞争 ，是赢得世界政治 、军事
士 巧 二

经济竞争的重要難和有力支点 。 中俄翻作
协调配置欧亚版图上 市场资源 ， 以共同 建立足

为世界舞台上的重要参与者 早 已将制造大型宽
胃 — 在与■々客竞争

体客机列人本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 目标 ， 志在
① 张卓 、任盈盈

： 世界航空航天工业发展趋势及启示 》 。

力付 °

②
”

大型客机产业不 同 于一 般的 竞争性产业 ，

”

、
③ 周恒 、宋宁 ： 《 专家 ： 中 俄航空 应积极合作应对欧美技术

各国政府 的 支持和补贴是正常 的
，
这一点在欧 封锁》 。

洲国家与美国在航空产 业贸易摩擦 中 的 争执实

践中 已被确认 ，
中俄也完全有理 由 采取协调 性 ⑤ 同上 第 页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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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 向激烈 的情况下 ， 中俄两 国企业继续通过市场 经济效应 ， 分享和 占领新的市场 。 基于这
一

目标
，

获得先进技术将会越来越 困难 ， 企业投资也面临 中俄在大客机制造领域 的合作可以采取先进行项

更大的风险 。 中俄两国航空产业加 强合作 跃过 目 合作 ， 然后 建立统一集 团 公 司 的两步走联盟

投资壁垒 ， 实现技术跨越的经济动力将会不断增 战略 ：

强
，
这必然促进 中俄大客机制造的合作 由 口 头承 第一步

，
双方各 自 指定一家执行公司 以实施

诺转化为实际行动 。 在政治意愿和经济利益的共 两国航空产业的合作战略 。 这两家执行公司 可以

同导 引 下 ， 中 俄客机产业的合作将会水到渠 成 。 组成项 目 组 ， 也可以 成立合资公司 。 由 该项 目 组

从整体上来看 ， 中俄客 机产业合作 的前景是乐 或合资公司全面规划和设计大飞机项 目 ， 在两 国

观的 。 航空产业范 围 内分配生产工作 ， 并负责集成各种

笔者认 为
，
中 俄客机产业合作 的发展道 路 组件 ， 还要承担销售和售后服务工作 。 中俄两 国

可 以概括为 ： 在政治上
， 官方高层进行规划和引 的其他航空制造企业可 以发挥 自 身在资金 、 技术

领 ， 在经济上
，
以 利 益 为导 向 ， 实现互利共赢 。 或者其他要素上的优势 ， 独立参与 到这一项 目 的

中俄两 国客机产业的合作不 能仅仅立足于政治 研制生产中 。

目 的 还必须考虑合作的商业利 益 ， 只 有在经济 第二步 建立统一的世界级集 团公司 。 为 了

利益的激励之下 ， 双方 的合作 项 目 才会是长期 实现这一

目 的 ， 中俄两 国都要克服建立本国独立

的 、可持续的 。 在这方面 英法两 国 在
“

协和
”

超 航空工业体系 的愿望 并始终注意解决这一不断

声速喷气客机生产 中合作失 败的案例可 以 给我 出现的分利倾向 ，将全部资源集中起来进行整合 ，

们重要的启 示 。 英法两 国在合作 中更多考虑的 共同建立起能够与空客 、波音相抗衡的世界级航

是彼此的政 治利益和 战略利益 ， 而较少考虑商 空产业巨头 。 出于各 自 国家安全和产业完整性的

业 因素 。 每一方都企图 主导合作 ， 利 用对方 的 利益需要 中俄两 国也可以各 自 保留独立的 支线

资金和技术 优势
，
并掌握飞 机研制 的全部核心 客机生产体系 ， 这并不会影响两国 在大型 客机制

技术 。 博弈的结果是双方在合作 中地位严格对 造领域的世界竞争力 。

等 ， 而不是优势互补和优化资源配置
， 因此造成 在双方合作的过程中 ， 中俄两国政府始终要

了
“

协和
”

号研制成本不断攀升和与市场需求的 做好顶层设计 并在政府补贴 、 市 场壁垒 、科研支

严重脱节 。 由 于商业上 的失 败 ，

“

协和
”

号在生 持 、 市场直控等方面采取协调
一致的政策 ， 保障两

产 了 架后于 年停产 国合作生产的大客机迅速占 领中俄两 国的市场空

单独成立商飞公司 表 明 了 中 国不仅重视大 间 ， 并逐步打破波音 、空客的抵制政策 走向 世界

飞机的研制 ， 还关注其在 商业上 能否 成功 。 为 市场 。

了使中 俄大客 机的 联合研 制取得商业上 的 成 〔
本文得到 中 国 民航大 学航空 经 济与 管 理科

功 ， 中俄双方必须在很多方面达成一致 ， 这样才 学研究基地开放式基金资助 。 〕

能在长达 年 的 长周期 中 维持并肩 战斗 的关 （ 责任编辑 张红侠 ）

系 。 在这一要求 下 ， 中俄两国 进行 战略合作的

形式就显得十分重要 。

一个稳 固 而灵活 的合作

形式能够令双方彼此信任 、 放心 的投入 ， 并有效

防止意外风险的发生 。 运筹中 俄两国 客机产业

合作的形式 ， 国 际合作的诸多经验给 了 我们 很

多选择 。 如空客公司先 由 欧洲 国家的众多公司

建立经济利 益联合体 （

② 然后走 向更为紧

密的合作 ， 最后建立统一 集 团 公司 的 路径就是

② 根据法国法律 是由 多个企业或 自 然人组成 的法人

中俄航空产业联盟的 主要 目 标是通过优势互
营活动产生 的收人 、 成本 、盈利和损失都依照合同 由 其成 员分享

补 、分担风险来开发大型宽体客机项 目 ， 谋求规模 和分担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