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11 请参阅本报告最末重要声明  

 

 

 

 

 

 

 

 

作者：张威 鲁光远 梁月贞 

电话：010-58352867 

邮箱：zhangwei1@xinhua.org 

 

 

 

 

 

编辑：刘 琼 

审核：范珊珊 

 

 

 

 

 

 

航空装备产业链梳理及重点企业和

区域分析 

 

航空装备产业链可分为上游原材料环节、中游航空装备

制造环节和下游维保及配套服务环节。中游航空装备制造是

产业链核心环节，主要包括航空部件制造，可细分为机体、

航空发动机、机载设备三部分，以及航空整机组装。我国航

空装备产业的发展主要由航空领域的国有大型企业集团主

导，形成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国航发、中国商飞以及中外

合资企业为主，众多配套供应商为辅的企业格局。区域分布

上，我国航空装备产业链聚集在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

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其中以长三角及中西部的

陕西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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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装备产业链梳理及重点企业和区域分析 

航空装备产业链可分为上游原材料环节、中游航空装备制造环节和下游维保及配套服务环节。

中游航空装备制造是产业链核心环节，主要包括航空部件制造，可细分为机体、航空发动机、机载

设备三部分，以及航空整机组装。我国航空装备产业的发展主要由航空领域的国有大型企业集团主

导，形成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国航发、中国商飞以及中外合资企业为主，众多配套供应商为辅的

企业格局。区域分布上，我国航空装备产业链聚集在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中部地区、西部地

区和东北地区，其中以长三角及中西部的陕西为核心。 

一、航空装备产业链梳理 

航空装备产业链，按照上下游结构划分，可分为上游原材料环节、中游航空装备制造环节和下

游维保及配套服务环节。上游原材料主要包括金属材料和复合材料等类别，其中金属材料包括航空

钢材、镁铝合金、钛合金等，复合材料包括陶瓷基、碳纤维、树脂基等。中游航空装备制造环节主

要包括航空部件制造，可细分为机体、航空发动机、机载设备三部分，此外还有航空整机组装。航

空装备按市场类型可分为军用航空装备以及民用航空装备两类。下游维保及配套服务环节，主要包

括机体检查维修、机载设备维修以及物流服务等。 

航空材料是制造机体、航空发动机和机载设备等所用各类材料的总称。航空装备原材料用量仍

以铝合金为主，但用量和钢材一样，呈现持续减少趋势，而钛合金和复合材料用量显著增加。近年

来，随着我国航空材料企业研发投入加大，技术创新能力增强，产品技术水平有较大幅度提高，部

分航空材料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不过我国航空材料领域的整体技术距离国际先进水平尚有一

定的差距，部分高端产品仍需进口。以航空铝材为例，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分析，我国铝材技术相

对薄弱(铝材的利用率仅为5%-10%)，目前国内C919大飞机主要使用的铝锂合金量占整个飞机材料的

65%左右，国产材料占比较低，主要依赖进口。 

航空装备制造是航空装备产业链的核心环节，其中发动机是航空装备的动力来源，机体是航空

装备结构的主要构成，机载设备是指对航空装备飞行中的各种信息、指令和操纵进行测量、处理、

传递、显示和控制的设备。特别是作为产业链最核心、最关键的航空发动机，被称作工业“皇冠上

的明珠”，其由于工作时需承受极高的温度、转速和压力，设计制造难度极高，目前在全球范围内

仅有中、美、英、法、俄等少数国家能独立研制高性能航空发动机。航空发动机的制造水平是一国

科技、工业、经济和国防实力的集中体现，也是国家安全和大国地位的重要战略保障。我国的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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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产业经过70多年的发展壮大，已经形成了一条军工国企为主、民营企业部分参与的完备产业

链。 

图表 1：航空装备产业链基本结构 

上游 
航空装备设计

研发 
主要原材料 

金属材料 

钛合金 

镁铝合金 

航空钢材等 

复合材料 

碳纤维 

树脂基 

陶瓷基等 

中游 航空装备制造 

航空部件制造 

机体 内饰、起落架、座椅、机翼、尾翼等 

航空发动机 叶片、轴承、燃烧室、尾喷管等 

机载设备 
通信系统、导航系统、监视系统、电源

系统、液压系统、飞机制动系统等 

航空整机 
军用航空装备如战斗机、攻击机、轰炸机等，民用航空装

备如航空运输装备、通用航空装备、直升机、无人机等 

下游 
维保及配套服

务 

机体检查维修、机载设备维修、航空燃料、机场建设、地勤服务、雷达监控、

物流服务等 

 

来源：新华财经 

二、航空装备产业链龙头企业梳理 

我国航空装备产业主要由航空领域的国有大型企业集团主导，历经数次战略性和专业化重组，

形成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国航发、中国商飞以及中外合资企业为主，众多原材料和零部件配套供

应商为辅的企业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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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航空装备产业链部分龙头企业 

上游 
航空装备设计

研发 
主要原材料 

金属材料 
钢研高纳、西部超导、中国铝业、宝钛

股份 

复合材料 
中航高科、光威复材、中简科技、楚江

新材 

中游 航空装备制造 

航空部件制造 

机体 
江航装备、南山铝业、广联航空、炼石

航空、安达维尔 

航空发动机 
中国航发、航发动力、航发控制、航发

科技、中航重机、应流股份、无锡杭亚 

机载设备 
中航电子、中航电测、中航光电、国睿

科技、景嘉微、中航机电、中航重机 

航空整机 
航空工业、中直股份、中航沈飞、中航西飞、中国商飞、

西飞民机、春秋航空、贵州飞机 

下游 
维保及配套服

务 
-- 

 

来源：新华财经 

我国航空装备行业龙头企业以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及其下属企业为代表。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简称“航空工业”）是由中央管理的国有特大型企业，于2008年11月6日由原中国航空工业

第一、第二集团公司重组整合而成立。集团公司设有航空武器装备、军用运输类飞机、直升机、机

载系统、通用航空、航空研究、飞行试验、航空供应链与军贸、专用装备、汽车零部件、资产管理、

金融、工程建设等产业，下辖100余家成员单位、24家上市公司（A股19家，港股3家，境外2家），

几乎分布在航空装备产业链所有主要节点。航空工业集团聚焦航空主业，主营业务包括航空防务、

民用航空、工程制造和现代服务业四大版块。 

图表 3：航空工业集团主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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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航空工业集团官网，中金公司研究部，新华财经 

 

图表 4：航空工业集团组织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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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航空工业集团官网，2019 社会责任报告，中金公司研究部，新华财经 

我国航空发动机产业的龙头企业以中国航发集团及其下属企业为代表。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

限公司（简称“中国航发”）于2016年8月28日正式挂牌成立，由国资委、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

中心、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出资组建，整合了我国国防军

工领域航空发动机研制生产相关的科研院所、主机厂、配套厂等企事业单位，肩负着加快实现航空

发动机及燃气轮机自主研发和制造生产、建设航空强国的重大责任。中国航发主要从事航空发动机、

辅助动力、燃气轮机、飞机和直升机传动系统的研制、生产、维修和服务，从事航空材料及其它先

进材料的研发与制造。中国航发设计生产的涡喷、涡扇、涡轴、涡桨、活塞发动机和燃气轮机等产

品，广泛配装于各类军民用飞机、直升机和大型舰艇、中小型发电机组，客户涉及航空、航天、船

舶、能源等多个领域。其下辖27家直属单位，拥有3家主板上市公司，分别是航发动力、航发控制、

航发科技。 

图表 5：中国航发集团发展战略 

 

来源：中国航发集团官网 

我国航空发动机的研发设计以中国航发旗下的科研院所为主体，相关高校合作参与。目前基础

研究与关键技术研究主要由中国航发研究院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相关高校的航空院系共同承担；

具体发动机型号与子系统的设计研发主要由中国航发旗下四大主机研究所与相关单位承担。我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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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航空发动机整机制造任务由中国航发旗下主机制造厂承担，其中绝大部分在航发动力（航空发动

机整机在A股的唯一上市公司）体内。商用大型发动机方面，商发公司的“长江-1000”（CJ-1000A）

已经完成整机试车，但距离正式商用还较为遥远。因我国商用大型发动机起步较晚，尚需时间发展，

目前只能依赖进口。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国商飞”）是实施国家大型飞机重大专项中大型客机项

目的主体，也是统筹干线飞机和支线飞机发展、实现我国民用飞机产业化的主要载体，主要从事民

用飞机及相关产品的科研、生产、试验试飞，从事民用飞机销售及服务、租赁和运营等相关业务。

中国商飞于2008年5月11日成立，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中化股份

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2018年底新增股东单位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图表 6：中国商飞组织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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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商飞社会责任报告，新华财经 

2021年3月，东航与中国商飞签订C919正式购机合同，标志着国产大飞机开始迈入商业运营时

代。C919大型客机是我国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喷气式客机，2017年5月在上海浦东

国际机场完成首飞，2020年11月进入局方审定试飞阶段，预计在2021年取得适航证。据中国商飞官

网披露，目前C919共获得815架订单，其中国外订单34架。 

中信建投证券研究报告指出，C919客机机体部分包括机头、机身、机翼、舱门、雷达罩等部分，

是由国内供应商自主完成，这些国内供应商包括中航工业成飞、西飞、洪都航空、沈飞、昌飞、哈

飞以及中航工业系统内的科研院所。而客用飞机的航电、飞控、发动机等核心子系统，我们在技术

领域还相对薄弱，这些子系统产品大多来自海外供应商与中国公司在国内建立的合资子公司，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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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和美国的通用电气、柯林斯、霍尼韦尔、古德里奇等公司，法国的泰雷兹公司，德国的利勃海尔

公司等海外供应商进行合作。 

三、航空装备产业链区域分布 

根据赛迪顾问对航空装备制造业区域分布特征的研究结果，我国航空装备制造业已经初步显现

集聚特征，聚群化分布、区域分工日趋显现，基本形成六大聚集区，包括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

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具体形成以长三角及中部的陕西为核心，以珠三角、东北地区为

两翼，以北京、天津、四川等研发、制造为支撑的航空产业格局。其中，既有在国家三线建设、中

航工业布局下发展起来的传统航空强市，如哈尔滨、西安、景德镇、南昌等，也有抓住通用航空发

展机遇快速兴起的新兴航空城市，如天津、珠海等。 

图表 7：中国航空装备制造业产业地图（2011 年） 

 

来源：工信部，科技部，发改委，赛迪顾问，新华财经 

赛迪顾问发布的《2018年航空装备产业数据》显示，华东地区为航空装备产业链主要聚集区域，

企业数量最多，大约占据全国的36.55%。此外，在华北、中南、西北等地区也有优秀企业集聚，分



 

11 / 11 

别占据18.62%、16.55%、13.1%的企业资源。华北产业规模领先全国。华北地区由于飞机整机装配

和航电设备制造能力突出，产业规模位居全国第一。而华东和中南地区由于飞机整机装配能力和航

空发动机制造能力突出，产业规模也位居全国前列。 

此外，前瞻产业研究院报告显示，从航空装备产业链代表性企业的区域分布情况来看，中国航

空装备产业链重点企业集中于陕西、江苏、北京、四川等地。其中，西部地区航空装备制造业以四

川、陕西为龙头，产业特色鲜明，陕西依托自身工业基础优势和资源优势，发展势头强劲。 

从我国航空产业园的地区分布来看，2018年，江苏省、山东省和陕西省园区数量较多，分别有

10家、9家和9家,其次为四川省、辽宁省和安徽省，园区数量均为5家，其他省份园区数量均低于5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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