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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科工局副局长田玉龙，中国航发总经理、党组副书记李方勇，北京市顺义区副区长支现伟等

为创新中心揭牌

National Innovation Center of Science & Technology 
on Aero Engine Unveils

书写中国航空发动机自主创新新篇章

——国防科技工业航空发动机创新中心成立

9月 20 日，国防科技工业航空

发动机创新中心（创新中心）

成立大会在中国航发研究院

召开，国防科工局、中国航发以及

创新中心依托单位的领导及代表出

席会议。国防科工局副局长田玉龙，

中国航发总经理、党组副书记李方

勇，北京市顺义区副区长支现伟等

领导为创新中心揭牌并向创新中心

理事会和专家委员会成员颁发聘书。

会议由中国航发质量科技部部长丁

俊主持。

国防科技工业航空发动机创新

中心的主依托单位为中国航发研究

院，依托单位有中国航发动力所、

中国航发动研所、中国航发涡轮院。

创新中心的主要研究方向为航空发

动机战略发展研究与规划，航空发

动机系统创新研究与设计，航空发

动机前沿技术研究和航空发动机基

础理论研究。

国防科工局副局长田玉龙指出，

创新中心要积极探索协同创新和成

果转化机制，打造跨领域、跨专业

创新平台，在专家委员会的支持和

帮助下，在依托单位和成员单位的

共同努力下，为推动航空发动机自

主创新发展贡献力量，为航空工业

创新体系建设做出应有贡献。

中国航发总经理、党组副书记

主依托单位，要将创新中心建设和

运行纳入院务日常重要工作，抓紧

建章立制，加大资源投入，全力推

进相关工作。各依托单位要从大局

出发，主动作为、积极配合，全力

保障创新中心顺利运行。

二是要加强协同、合作共赢。国

防科技工业创新中心采取多单位联合

建设模式，旨在打破行业壁垒，统筹

各方优势力量，实现协同创新。因此，

在创新中心建设中，要充分解放思想、

李方勇对创新中心的建设提出了三

点要求。

一 是 要 提 高 站 位、 高 度 重 视。

依托中国航发研究院等单位设立航

空发动机系统设计类创新中心是国

防科工局立足航空发动机长远发展

作出的战略部署，对于促进我国航

空发动机自主研制具有重要意义。

各单位要提高站位、高度重视，在

体制机制、经费投入和人力资源等

方面提供全方位保障。研究院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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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观念，各依托单位要密切配合，

同时充分发挥各成员单位的作用，实

现产学研深度融合，建立有利于激发

和释放创新活力，有利于出成果、出

人才的创新体制机制，实现人才、资

本、技术等创新资源和要素的有效汇

聚，探索出一条在现有体制机制下协

同创新发展的新路子。

三是着眼长远、强化基础。国

防科技工业系统设计类创新中心的

定位是打造支撑国防安全宏观决策、

顶层规划和系统创新的研究基地。

创新中心要紧紧围绕自身定位和研

究方向，抓紧制订中长期发展规划

和近期工作计划，扎实推进各项科

研工作。要立足长远，瞄准世界航

空发动机科技发展前沿，超前提出

前沿性、颠覆性技术发展方向，抢

占航空动力科技战略制高点 ；要着

力加强基础研究，围绕航空发动机

自主创新瓶颈和短板开展研究，扎

实打好航空发动机发展基础。

中国航发科技委副主任、中国

航发研究院院长、创新中心理事长

刘廷毅表示 ：航空发动机创新中心

是中国航发成立以来国防科工局在

中国航发设立的首个系统类创新中

心，深感意义重大，任务艰巨，使

命光荣。创新中心将坚决按照国防

科工局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打

造国防安全宏观决策、顶层规划和

系统创新研究基地的总体要求，将

创新中心打造成支撑航空发动机领

域国家安全宏观决策、顶层规划和

系统创新的国家科技创新高地和高

端人才高地。创新中心将做好以下

四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坚持创新发展导向。从国

家战略安全、国防科技创新的高度，

以重大协同创新任务为引领，按照

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的工作

方式，创新工作模式、创新技术发展、

探索新型动力，切实推进航空发动

机系统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

第二，紧抓重点研究任务。围

绕航空发动机创新发展、安全战略

研究、系统创新研究、前沿技术和

基础理论研究四个方向，关注技术

发展的最新进展，面向型号发展的

最新需求，系统布局、有计划地设

立各项研究课题，以依托单位和各

成员单位为主体，建立创新中心能

力体系和基础研究体系，为航空发

动机发展战略决策链提供重要支撑，

推动国防战略制定、系统创新和前

沿技术、基础技术创新。

第三，加强创新人才队伍建设。

全面建设创新型的管理和技术人才

队伍，通过探索创新人才使用的体

制机制改革，实现人才能力结构与

肩负的使命任务和职责相匹配，发

掘培养具有战略思维和创新意识的

专家队伍，形成不同方向的创新团

队，不断推动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

同时，通过科研促进人才成长，实

现人才管理的制度、流程、体系等

机制与航空发动机创新发展相匹配。

第四，坚持协同共享机制建设。

坚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完善航空

发动机领域协同开发、成果共享、

优势互补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建

立创新发展新模式。充分发挥专家

委员会的战略指引和把关作用，以

依托单位和成员单位为主体，形成

联合项目团队，发挥成员单位的科

研优势，统筹技术资源，加强创新

条件的共建和共享，成体系布局航

空发动机科技创新，促进航空发动

机创新技术的成熟和应用。

航空发动机创新中心是我国航

空发动机设计领域的首个国家级协

同创新平台，依托单位和成员单位

多、影响力大、创新性强。创新中

心成立后，各方将团结一致，齐心

协力，共同书写航空发动机自主创

新发展新篇章。（罗彧/文  刘雨凝/

图）                                       

国防科工局副局长田玉龙，中国航发总经理、党组副书记李方勇为创新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左）和理事会成员（右）颁发聘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