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ERONAUTICAL SCIENCE & TECHNOLOGY
86

航空科学基金  Aeronautical Science Fund专　稿  Feature

2013/1     航空科学技术

2012年12月28日，中航工业技术

创新基金十周年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

召开。会上，中航工业对为技术创新基

金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单位和取得突

出成绩的创新基金项目进行了表彰。其

中，15个单位获得技术创新基金发展突

出贡献奖，5个项目获得技术创新基金

优秀项目金奖，10个项目获得技术创新

基金优秀项目银奖，15个项目获得技术

创新基金优秀项目铜奖，6个项目获得

技术创新基金优秀项目探索开拓奖。

技术创新基金是由中航工业设立

的技术研究开发专项引导性基金。十年

前，国家做出关于加强科技创新的重大

战略决策，航空工业技术创新基金应运

而生。十年来，中航工业技术创新基金

实现了快速发展，年资助规模由最初的

2000万元，增长到现在的5亿元左右，累

计资助项目348个，投入资金18亿元，带

动企业投入经费超过35亿元，主动谋划

了一批带动集团发展的重大项目，突破

了一批关键技术，催生了一批航空装备

和重要民品，成效显著，成绩喜人。

中航工业董事长林左鸣表示，创新

基金的十年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形成

了更加浓厚的创新风气，自主创新活动

也日趋活跃，这些成果的取得，坚定了中

航工业继续走自主创新道路的决心。未

来的五至十年是中航工业由跟随式发展

向自主创新发展转变的关键时期，也是

加快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中航工业

要进一步加大自主创新投入，充分发挥

技术创新基金的引导作用，提升集团公

司技术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林左鸣指出，必须进一步加大自主

创新投入，充分发挥技术创新基金的引

导作用，提升集团公司技术创新能力和

核心竞争力，并提出以下几点要求。

1） 进一步提高认识，把科技创新

提升到战略高度

航空工业作为国家战略性高科技

产业，历来是对抗和竞争最为激烈的领

域，也是最具活力创新、最需要持续创

新的领域。抓好科技创新既是支撑国家

战略的使命使然，也是企业自身发展的

必然要求。 

2） 加强主动谋划，赢得发展主动权

在当前形势下，从民品到军品，从

生产到研制，甚至到预研，竞争无处不

在。不主动做好谋划，就不可能赢得竞

争。做好主动谋划，就是要加强基础性

和探索性研究。首先，重大基础研究成

果往往对现有产业带来革命性的影响，

关注基础研究就是要积极寻找可能颠

覆现有格局的新技术，利用革命性的新

技术打破现有格局，或者至少要防止出

现了革命性的新技术而不知的局面；其

次，中国航空工业发展到今天，取得了

很大的技术进步，但再往前每走一步都

很艰难，未来的重大技术方向需要去探

索，所以，加强基础性和探索性研究是

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的；第三，目前产

品出现的质量问题、寿命问题、可靠性

问题，久拖不决，久攻不破，其根本原因

还是没有掌握深层次机理。创新基金首

次增加了基础研究类项目，这只是一个

开始，今后还要加强投入，三到五年内

要达到创新基金资助经费的20%左右。

3） 强化协同创新，集全球之智谋

发展

协同创新是实现科技创新的重要

途径。在全球经济融合发展的今天，不

借助外力，什么都关起门来自己干是没

有出路的，因为任何企业的资源都是

有限的。强调协同创新，核心思想就是

“产、学、研”加强合作，扬己之长、避己

之短，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对于中航工

业来说，就是要把高等院校、社会的研

究院所，以及一些掌握先进技术的中小

企业纳入到中航工业的科技创新体系

中来，用好其智力资源，发掘其研究成

果的“存量资源”，逐步形成开放有序、

运行高效、布局合理的中航工业科技创

新体系。这一点，对加强基础研究和探

索研究尤其重要。

从2009年起，中航工业陆续与11所

高校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今后，还要进

一步扩大合作范围，加大产学研结合力

度，特别是在技术成熟度1～3级的基础

研究领域，要积极引入高校和科研院所

参与。要有针对性地进行布局规划，选

择合作高校的优势专业建立技术中心

（UTC），逐步实现“由点到面”的整体布局。

4） 要坚定树立纯科学意识

中国近代的落后，根源在于缺少科

学意识，不愿意去探索纯科学问题。党

的十八大提出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而

科技创新将是最强劲的推动力。必须解

放思想，坚定树立纯科学意识，加强基

础研究，要敢于探索未知领域，要鼓励

中航工业科技人员发表前沿科技理论

研究成果，鼓励中国发明。

中航工业技术创新基金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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