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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航空动力创新工作站创新成果 ┃ Aero Engine Innovation achievements

Consideration of Advanced Jet Propulsion Innovation Center
Construction

笃行先行先试，遵崇理真效实
——先进航空动力创新工作站建设思考

航
空发动机是国之重器，为

激发行业创新活力，跳出

“路径依赖”桎梏，以“竹

杖芒鞋轻胜马”的姿态另辟蹊径发

展，特设立先进航空动力创新工作

站（工作站），在小范围内先行先试，

通过机制创新带动技术创新。

工作站建设实践 ：初引积极
创新的“ 南风效应 ”

“南风效应”意为营造一种舒心的环

境，使人自愿去从事某种活动，使

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工

作站联合国内相关高校、科研院所

共同组建，依托中国航发研究院进

行管理，致力于打造航空发动机国

家级原创技术策源地和行业创新示

范区。工作站立足引发我国航空发

动机科技创新的“南风效应”，确立

“开放、协同、创新、超越”的建站

理念，从事“第一”“唯一”类研究，

捕捉创新火花、点燃创新火焰，抚

育原创种苗、培植参天大树。

精耕制度试验田，不断践行创新

制度

工作站着力打破制度“坚冰”，

加强顶层设计，建立了双线管理模

式，站长负责行政管理，首席科学

家由行业顶级专家担任，带领高水

平专家进行技术引领与指导，帮助

年轻人践行创新、实现创新 ；设置

了人、财、物相对独立的运行模式，

建立了相对完善的运行管理制度体

系 ；形成了丰富多元的项目遴选模

式，设置站内自主和对外开放两类

项目，简化立项流程，项目可通过

专家研判军事需求、目标图像牵引、

自我举荐、创新大赛、专业前沿研

讨等多渠道产生 ；建立了理论与工

程“经纬交织”的协同创新方式，

以基础理论研究人员为“经”，工程

人员为“纬”，组建了多个跨单位、

跨学科、跨领域的联合创新团队 ；

形成了“小大结合”的创新资金使

用方式，上级机关提供专项经费重

点支持 ；践行了国家激励政策落地，

试点“放管服”、破“四唯”立“五元”、

优秀专职科研人员高待遇、兼职人

员基于出勤和考评结果发放绩效等。

问道技术活水源，赓续探索创新

技术

在专家的引领、指导下，开展

颠覆性、突破性技术研究。工作站

将体系性创新和自由式创新相结合，

通过有组织的模式开展体系性科研，

牵引新概念、新原理、新技术发展，

同时鼓励自由式创新，实现单点突

破 ；发挥工作站平台集成的作用，

促进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的成

果落地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创意产

生方式，鼓励在日常工作中通过交

流碰撞出创新，在创新中发现创新，

在探究中孵化出创新 ；基于创新项

目“常态负向功能”特性建立了容

错机制，方案可行、资源受限的项

目适时加大支持、继续攻关，潜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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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制于短板的项目鼓励走通原理、

填缺补漏，技术路线错误的项目及

时终止，因科研态度不端正导致的

不达标，项目要中止或更换负责人；

打通了创新研究成果协助嫁接的绿

色渠道，如波转子燃烧、电磁驱动

燃烧、可修复支撑、流体振荡器主

动控制等概念技术向其他渠道转化，

荣获多个奖项 ；加强工作站项目与

其他国家重大项目成果的交叉支撑，

如利用自主开发的仿真软件进行工

作站项目仿真分析与对比验证，利

用中国航发研究院基础研究设施验

证先进测量技术等。

厚沃人才黑土地，持续优化创新

生态

工作站从“五湖四海”引人、

聚人，从依托单位抽调精干人员专

职 工 作， 确 保 工 作 站 整 体 平 稳 运

行，还从高校等单位吸引人才入站

兼职工作，实现“流动”灵活，营

造“带着问题来、揣着答案走，满

怀憧憬来、恋恋不舍走”的良好创

新氛围。通过集体从事多学科 / 跨

学科等问题研究，协同创新单位具

有纵向合同地位，提高了参与创新

兴趣度，吸引了清华大学、北京大

学、上海交通大学、大连理工大学

等高校、科研院所和研究机构的优

秀人才进站协同创新 ；培育了集智

聚能的创新好生态，通过线上线下

结合，每月组织线上交流、每季度

组织面对面专业前沿研讨、每年举

办论坛和挑战赛，激发好的创意 ；

确 立 了 人 才 培 养 与 服 务 行 业 发 展

的 举 措， 搭 建 理 论 工 程 交 互 的 桥

梁， 拟 开 发“ 航 空 发 动 机 理 论 与

工 程 ” 开 放 课 程， 服 务 高 校 学 生

的 培 养 和 航 空 发 动 机 工 程 人 员 理

论 素 养 提 升， 工 作 站 还 与 多 所 高

校 互 聘， 联 合 开 展 研 究 生 培 养 ；

打通了人才成长发展的绿色通道，

帮 助 高 校 青 年 教 师 融 入 航 空 发 动

机 大 系 统， 推 荐 优 秀 青 年 专 家 参

加 国 家 级 人 才 项 目 等 评 选， 目 前

培养了多名国家级人才。

工作站建设启示 ：促进形
成创新发展的“ 海潮效应 ”

“海潮效应”意为海潮随天体的引力

而变化，引力大出现大潮，引力小

出现小潮，引力弱则无潮。工作站

的建设需始终坚持“出机制、出人才、

出成果”的创建初心，通过格物创

新之道、内化他山之石、力避前车

之鉴，建立起完备的制度，提出原

创概念，突破一批关键技术，培育

一批优秀年轻人，不断提高引人、

聚人的吸引力，形成创新发展的“海

潮效应”。

有特色的架构设计是开展制度

创新的重要基础

工作站担负着不脱离实际，以

小规模、小成本试错探索研制的使

命，与依托单位中国航发研究院是

“子体”与“母体”的关系。工作站

一方面在研究方向确定、研究成果

评价、研究经费使用、绩效奖励设

置、运行模式建立等方面具有自主

权，是人、财、物相对独立的科研

实体，另一方面又通过“脐带”与

依托单位紧密相连，得到了依托单

位在办公场所提供、兼职人员生活

保障、制度架构设置等全方位服务。

这种与依托单位充分相容而又独具

特色的架构设计，既能继承依托单

位的优秀管理方法，还能像“鳄鱼

工厂”那样，在“普惠公司跑之前、

先试着走两步、并摆脱繁琐的公司

程序”，突破现有的制度约束，大胆

进行制度创新。

有组织的科研模式是开展体系性

创新的有效保障

除设置小部分自由探索项目外，

工作站还开展了有组织的创新研究，

以明确目标图像为纽带，通过技术

和人才的流动，不断催生和孵化新

技术，并打通理论、技术、集成等

各个环节，实现体系性创新。工作

站开展联合科研，在技术布局上，

以清晰目标图像牵引新概念、新原

理、新技术 ；在研究逻辑上，循序

概念研究、技术探索、部件开发、

集成验证 ；在团队组织上，以多学

科 / 跨学科 / 超学科研究为目标，聚

集行业最优秀的力量，组建交叉学

科群和强有力的科技攻关团队。通

过集中创新资源，加强学科协同创

新，发挥高校理论、企业工程集成

验证优势，以期实现原创性、系统

性研究的突破。

有 活 力 的 创 新 生 态 是 引 人、

聚人、育人的基本前提

工作站之所以能营造出“新有

善育、学有优教、劳有厚得、干有

众扶”的创新生态，能够引人、聚人、

育人，形成优秀年轻人“敢创新、想

创新、能创新”行业知名的创新平台，

除了工作站独特的工作模式具备一

定吸引力外，离不开上级机关的大

力支持。赋予工作站人才评选、技

术指南推荐权，给予工作站优厚的

薪酬激励，吸引了大批有志于创新

的优秀人才参加创新，工作站也在

创新实践中发现了人才，在创新活

动中培育了人才，在创新事业中凝聚

了人才。                                   

（王奉明，中国航空发动机研究

院，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航空发

动机总体论证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