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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航空发动机市场现状
及发展趋势

全球市场现状和未来需求

截至2020年年底，全球在役商

用喷气飞机机队数量约2万架，配

装发动机超过4.6万台，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比上一年有所下降。其

中，窄体机机队规模最大，占比达

到67% ；从地区分布来看，亚太地区

位居全球之首，占比达34% ；中国

作为亚太地区增长最快的新兴市场，

飞机机队占到该地区的50%以上。

未来 20 年，预计全球喷气客机

新机需求量将超过 3.8 万架。在飞机

强劲需求的牵引下，全球商用涡扇

发动机交付量将达到 8.3 万台，其中

窄体机发动机交付量将达到 5.5 万

台，而中国发动机交付量将达到 1.7

万台（约占全球交付量的 20%）。

新冠肺炎疫情对航空业的影响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

围内的快速蔓延，给航空业造成了

严重的影响，全球航空运输需求急

剧下降。不过，随着疫情逐步得到

控制，航空运输市场开始复苏。截

至 2021 年 8 月，全球航空客运运力

已恢复到 5400 亿客千米以上，达到

疫情前 63.5% 的水平 ；处于停飞状

态的飞机机队比例已下降至 1/4。

从长期来看，世界城市化进程

的推进以及消费升级，将带动航空

运输需求的不断增长。随着疫情进

一步得到控制以及经济复苏，相信

民航运输业发展也将恢复温和增长

的趋势。

我国民用航空发动机市场态势

在全球商用涡扇发动机市场中，

CFM 国际公司占据了约 43% 的份额，

位居全球首位 ；其次是 GE 公司，占

到 26% ；罗罗公司、国际航空发动

机公司（IAE）分别占到 10%。

2020年,中 国 国 内 在 役 商 用 涡

扇发动机数量达到8200台以上。其

中，CFM国 际 公 司 占 据 了60%的 市

场份额。在中国窄体机发动机市场，

CFM56发动机份额占比71%，V2500

占比18%，LEAP-1A、PW1100G分别

占比6%和5%。全球在役商用飞机地区分布

（来源：Cirium、航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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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飞机发动机制造商市场份额（来源：Cirium、航科院）

气动设计涡轮叶片、第二代双环腔

预旋燃烧室、陶瓷材料等先进技术，

实现燃油消耗降低 15%、与 CFM56

相媲美的低维护成本、满足最新的

噪声和排放要求等目标，这些先进

技术的应用得到了市场的良好回应。

因此，作为发动机生产厂商，确立

构建产品的特色卖点，站在客户使

用者的角度让产品能够为客户创造

价值，才有可能在市场竞争中取得

优势，占据一席之地。

面向客户需求，持续降低运行

成本

随 着 市 场 不 断 发 展 和 日 趋 成

熟，航空发动机制造商越来越倾向

于谋求与民用航空运输企业实现双

赢。优秀的产品性能配合优化的运

行规划能为航空公司带来效率的提

升和使用成本的降低，也为发动机

制造商带来良好的声誉和利润，特

别是在当前因疫情影响，民航运输

总量大幅下滑的情况下，有效控制

运行成本对于客户来说显得至关重

要。对于发动机制造商而言，在产

品的全生命周期里需要持续不断地

改进产品技术性能和技术支援，与

民用航空发动机市场化运
作模式

为客户创造价值，构建产品竞

争优势

民用航空发动机产品始终以“为

客户创造价值”为目标，积极谋划

并构建产品竞争优势。除了满足安

全性这一基本要求，航空公司客户

遍高度关注产品的可靠性、经济

性、环保性，世界各大发动机厂商

中国窄体机发动机市场各型号分布（来源：Cirium、航科院）

纷纷针对客户关注的价值点，提出

相应的产品卖点。

以 CFM 国 际 公 司 的 LEAP 发 动

机为例，为帮助用户降低油耗和发

动机维护成本，在产品设计之初就

提 出 了“LEADING TECHNOLOGY”

（前沿技术）的口号，采用碳纤维

复合材料风扇机匣、三维碳纤维树

脂氧化复合材料树脂传递模塑成形

（RTM）宽弦风扇叶片、第四代三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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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公司共同致力于持续有效降低

运行成本。目前 133kN 推力级别的

民用航空发动机大修前的在翼时间

一般在 20000 ～ 25000h，优秀者接

近 28000h，随着新材料、新技术和

人工智能的发展应用，相信还有进

一步向上提升的空间。

多种渠道开展市场推广与品牌

建设

民用航空产品制造企业都十分

重视市场营销推广和品牌建设，大

都通过全方位、多样化的营销手段，

针对不同客户、不同需求制定营销

策略，塑造良好的品牌形象。除了

常规的营销媒介，如宣传品、模型、

宣传片等，还通过媒体营销、品牌

建设、社会公益活动等诸多方式加

强企业的社会影响力，潜移默化地

开展品牌推广与价值宣传。

积极拓展售后服务市场

为发动机产品提供售后服务和

技术保障是发动机制造商的义务和责

任，也是在全生命周期不断改进完善

产品功能、树立品牌稳固耐用良好形

象的重要环节。目前，市场上成熟

的发动机生产厂商均建立了完备的

客户服务网络，能为客户提供技术

支援、飞机停场（AOG）紧急响应、

航材供应、客户培训等各种服务。

此外，以小时包修和基于客户运行

数据的定制化性能改善的增值型服

务也越来越遍，这类服务进一步

拓展了售后服务的范畴，使发动机

产品除了“好用”还要“用得好”。

我国民用航空发动机发展
的机遇与挑战
统计显示，中国是全球最活跃的民

用航空运输市场，拥有足够大的市

场体量和较旺盛的市场需求，这为

我国民用航空发动机产品发展提供

了良好的市场机遇，具有巨大的发

展潜力。近年来，国家重大专项不

断加大对民用航空发动机产业的支

持，国产大飞机项目有序推进，为

我国民用航空发动机产业发展营造

了良好的氛围，民用航空发动机产

业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举国上

下对国产民机动力的关注支持空前

高涨。

尽管如此，还是要充分认识并

正确看待我国民用航空发动机发展

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一是研制思路、

模式和体系需要快速转变，以适应

民用航空发动机研发、生产和全生

命周期服务的要求 ；二是加强基础

技术、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前沿

技术的研发和突破，基于为客户创

造价值的理念研制符合市场需求的，

具备鲜明特点的产品，方有可能在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 ；

三是重视市场培育和售后服务能力

建设。未来的航空发动机市场竞争，

除了比拼产品本身技术性能的“硬

功夫”，更要看服务保障的“软实力”，

二者综合起来才能形成品牌的口碑

和影响力。

结束语
面对国际化的游戏规则、白热化的

竞争态势、多样化的客户需求，国

产动力的市场发展道路注定不是一

帆风顺的。尽管当前面临着错综复

杂的国际形势，尚未结束的新冠肺

炎疫情给民用航空业带来了不利影

响，但全球经济回暖和复苏只是一

个时间问题。尽管危机挑战和发展

机遇并存，对于未来民用航空市场

依然充满信心和希望。作为航空发

动机制造企业，需要特殊理解市场，

特别关注客户，真正把市场观和客

户观贯彻落实到设计研发、生产制

造、市场营销和客户服务的产品全

生命周期中，才能最终实现产品市

场成功、商业成功。               

（杨溢，中国航发商发副总经理）

LEAP-1A发动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