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敍孞鲰劼䪮助аGas Turbine Technology

AECC Pushing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of Gas Turbines

中
国航空发动机集团（中国

航发）作为航空发动机及

地面燃气轮机国家科技重

大专项（“两机”专项）的承担主体，

坚持走自主创新发展道路。中国航

发深刻认识到党中央、国务院组建

中国航发、实施“两机”专项的目的，

就是要心无旁骛干好主业，研制出

技术先进、质量可靠的航空发动机

及燃气轮机。

航空发动机与燃气轮机产
业同根技术同源
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在技术基础上

是相同的，在产业体系上也是部分相

融的，可以说，航空发动机与燃气轮

机产业同根、技术同源，相辅相成，

共同发展。现代高性能燃气轮机的发

展更是得益于航空发动机的发展，而

航空发动机的发展过程中许多新技

术、新材料又首先在燃气轮机上试

用、鉴定，因而利用航空发动机几十

年积累的研制能力和工业基础，在成

熟的航空发动机基础上研制民用燃气

轮机，可以充分继承航空发动机的高

端技术，缩短民用燃气轮机研制周期

和减少研制经费，同时可达到互动发

展、共同成熟的目的，获取更大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中国航发充分利用涡轮机械制造

技术这一核心专长，依托航空发动机

的技术优势和产业链优势，研制开发

了大、中、小型航改及重型燃气轮机

产品，形成了微、小、中、大功率完

备的型号谱系，功率范围涵盖18kW

到114MW（见表1）； 具备了燃气轮

机市场开发、产品研发、生产制造、

机组成套、销售、运营和服务（包括

维修）的全产业链、全价值链，覆盖

了燃气轮机全生命周期的业务 ；拥有

国家级中心一个，省级技术中心三个； 

开展产、学、研、用结合模式，与清

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中科院工程热物理所、中科

院金属所等开展设计、试验等方面的

合作。截止到2018年年底,在国内及

海外市场，中国航发已经供应了超过

300台套中型及小型燃气轮机发电机

组, 安装和维修了超过500台套燃气

轮机发电机组及300余台套余热、余

压回收利用机组。

型号 额定功率 /kW 应用领域

QD15 1450

发电、应急电源

QD16B 1600

QDR20 2000

QD30C 3000

QD70C 6000

QD70A/B 7200

分布式能源
QD128 11500

QD185 17780

QD280 26700

R0110 110000 工业发电

表1  中国航发燃气轮机主要产品（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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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燃气轮机产业发展是
战略需求也是市场需求
从 2011 年发布的《发展天然气分布

式能源的指导意见》和 2016 年发布

的《能源技术革命重点创新行动路

线图》来看，国家产业政策对燃气

轮机技术研发、产品研制、产业化

发展提出了要求，也给予了政策支

持，宏观环境有利于燃气轮机产业

发展。从国家战略需求来看，自主

研制燃气轮机可以打破国外企业的

垄断，保障国家能源和动力安全 ；

从市场需求来看，在经济发展和节

能减排的环境背景下，天然气分布

式供能方式得到国家政策支持，各

地 区 扶 持 政 策 力 度 较 大， 工 业 发

电、调峰电站市场容量大，未来 20

年，燃气轮机装机需求超过 1.7 亿千

瓦，由此带来的运营、维修、备品

备件等工程服务市场前景可期 ；从

降低采购与成本需求来看，自主研

制燃气轮机可以降低使用燃气轮机

的全生命周期费用，有益于能源市

场的拓展和国民经济发展 ；从提升

国家装备制造能力和水平需求来看，

实现燃气轮机自主研制将提高自主

创新和研发能力，推动民族工业的

发展。这对落实国务院关于装备制

造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具有重大意义，

对推动我国发电、舰船、机械驱动

燃气轮机的发展进步具有重要促进

作用。

燃气轮机产业正处于战略机遇

期。国家组建中国航发的宗旨就是

要“聚焦主业”，做强做大航空发动

机和燃气轮机 ；“两机”专项的实施

为燃气轮机产业带来了大量的研制

经费，也带动了社会配套能力的建

设，吸引了社会资本的投入 ；国内

天然气发电每年以 7% ～ 8% 的速度

增长，分布式供能市场需求呈现出

爆发式的增长。可以说，政策、资本、

市场、配套等有利于自主知识产权

燃气轮机产业发展壮大的条件都已

具备。

明确民用燃气轮机发展方向
中国航发民用燃气轮机产业将以海

洋装备发电、分布式供能、工业电

站发电、常备 / 应急电源四个领域为

重点，推动自主开发燃气轮机商品

化和产业化 ；以推进国家能源局创

新示范项目为试点，开展技术储备

及产品研制，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体制机制上，整合集团的燃

气轮机业务，成立燃气轮机公司，

形成面向市场的责任主体。建立与

市场接轨的有效的激励机制，吸引、

稳定人才队伍，激发各类人员创业

的活力。

在持续投入上，将集国家部委、

地方政府、集团、客户及产业基金

之力，支持燃气轮机产业作为军民

融合产业，进行战略投入。通过持

续的研发投入，加快提高研发产品

的技术成熟度。

在市场竞争上，在国家、地方

政府的产业政策支持下，细分市场，

提升服务与维修业务能力，提升价

值创造能力。

在知识产权保护上，既要保护

集团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的核心

和关键技术，又要与民口、民营企

业合力推进产品研发，建立“共享

收益、共担风险”的研发机制，打

造中国航发燃气轮机品牌。

构建燃气轮机专业化产业
化发展平台
中国航发自成立以来，在经过长达

一年的燃气轮机产业发展模式论证

后，提出了燃气轮机产业发展“新

十条”，再次强调了燃气轮机产业

的主业定位和产品发展定位，并确

定了整合资源、实施体制机制改革、

按照市场化原则重构集团燃气轮机

产业的布局，构建适应燃气轮机市

场发展规律的集产品研发、市场营

销、制造装配、工程服务和维修业

务“五位一体”的全新产业发展平

台——中国航发燃气轮机有限公司

（中国航发燃机公司）。

新的燃气轮机专业化、产业化

发展平台要具有四个特点。

一是坚持市场需求牵引，建立

面向市场、快速适应市场变化、迅

速响应市场需求的体制机制，不断

降低燃气轮机产品研制的成本，推

进燃气轮机产品开拓市场。

二是充分利用已有航空发动机

技术优势，坚持以航改燃气轮机为

主的系列化产品发展方向，不断提

升燃气轮机产品的研发能力，开发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燃气轮机产品。

三是采用“轻资产”运营模式，

把握总体设计、总装总试等核心能

力，充分利用集团内外部的资源建

立全社会配套模式，形成合力。

四是整体布局，分步实施，根

据实际情况分阶段推进公司组建工

作，结合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分步式

谋划合作功能点，最大程度地满足

市场和客户需求。

中国航发全新的燃气轮机专业

化、产业化发展平台的建立，必将

在前期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产品

化和市场化工作，加快燃气轮机专

业化、产业化发展的步伐。  

(陈红，中国航发资产管理部燃

气轮机与非航办公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