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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偌大的天空难觅国产飞机的身影，所以近几年，中国飞机欲在全球市场占据一席之地，可以说其志也坚，其路也难。
本月，国内惟一民机品牌新舟60接连发生两起事故，虽无人员伤亡，但足以让外界对该机型甚至国产飞机的安全性产生质疑。难道国产飞机真
的如此脆弱？或许这是任何国内外机型在运行初期都不可绕过的成长之路。

国产飞机有那么脆弱吗
北京商报记者 肖玮/文 王飞/制表 王悦/摄

对话奥凯：
小毛病虽多但性价比高

针对新舟60的安全性， 北京商报记者专访了该
机型在国内最大运营商奥凯航空， 该公司创始人刘
捷音告诉记者，新舟60飞机确实有一些小毛病，但总
体来说还比较“皮实”，性价比颇高。

“如果拿汽车做比喻，新舟60应该相当于帕萨特这
类产品。价格适中，没有太多花哨的设计，但很实用。”
刘捷音说。在西飞集团网站的产品介绍中也显示，新舟
60飞机在安全性、经济性、舒适性、维护性等方面达到
或接近世界同类飞机的水平， 价格却只有国外同类飞
机的2/3，直接使用成本更比国外飞机低10%-20%。

据悉，新舟60是针对支线市场开发的飞机。而支
线航空是与干线航空相对应的概念， 一般指距离小
于800公里的所有航线以及距离在800-1500公里之
间、年客运量一般低于3.6万人次的航线，在支线运
输过程中， 航企一般采用更经济更适合短途飞行的
70座以下小型飞机。

由于中国地形复杂，干线航线网络仅能覆盖50%
的市场，这给支线航空留出了很大的发展空间。比如
烟台到大连，此前坐船最快需要六个小时，但奥凯开
设航线后，两地只需飞行45分钟。所以，航企支线业务
的扩张也算是瞄准了行业的一处空白， 而支线飞机
新舟60也被认为具有广阔市场前景。

据介绍，奥凯在运营支线航班时，经常会在偏远
机场降落，这些规模不大的机场自动化程度低，设备
也比较落后。如果采用国外先进的支线飞机执飞，不
仅会使成本上升，其很多功能也无用武之地。而新舟
60具备地面倒车功能，可在小规模停机坪上转向，对
于跑道要求也不高， 所以特别适合中国以及其他发
展中国家的支线市场。

“自从2008年10月新舟60由奥凯航空首次投入
国内商业航线以来，该机型整体运营状况不错，但是
也存在一些小毛病。比如，波音飞机上的螺丝都是拧
紧后再用拉线固定，这样就能保证螺丝不会松动，可
中国飞机就没有这道工序， 所以偶尔会发生螺丝松
动的情况。”刘捷音说。

不过，刘捷音指出，为了能够提高飞机质量，目
前，西飞的客户可监督飞机制造，奥凯有三个监造团
队，约十个人左右，定期和西飞进行沟通。此前，新舟
60的电瓶旁设计了一个小孔， 在飞行过程中通过外
面的冷风就可以给电瓶降温， 但奥凯经常飞哈尔滨
航线，外面的温度可能达到零下20℃、30℃，而温度
过低反而会让电瓶不工作。为此，奥凯专门向西飞提
出意见，而西飞也很快改进。

“作为使用者， 我觉得新舟60飞机是质量过硬
的产品，只是在细节上还需要进行调整。事实上，全
球飞机制造巨头都经历过多次事故甚至空难，也正
因如此，他们在化解危机、重塑品牌声誉等方面积
累了很多经验；现在，年轻的国产飞机正补上这堂
必修课。”刘捷音说。

刘捷音强调，国内民航业存在一种急躁情绪，一
下子高喊中国一定要有自己制造的飞机， 但只要一
出现问题，就宣称对国产飞机失去信心。其实，罗马
城不是一天建成的，造飞机也必然需要漫长的过程，
即便是欧美，在飞机制造领域也没有捷径可走。

从公开数据来看， 空客A330仅在2009年就出了
两次空难，波音737机型曾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发生四
起严重空难。而对比国际上其他相似机型可以发现，
在事故率方面，国产新舟60排在中游，比法国、巴西
部分机型事故量还要低。

聚焦民机新舟60：
战略产业的艰难使命

多年来，为圆国产飞机上天梦，新舟60经历了不
少阻碍。民机产业作为国家的战略性产业，其发展水
平已成为国力强弱的标志， 同时兼具国家经济、军
事、政治发展的多重需要，受到了世界发达国家与主
要发展中国家的普遍重视。

但眼看越来越多的进口飞机涌入中国的天空，
干线机队不断扩大乃至出现过剩， 中国的支线航空
出现了长期的低迷， 曾经为中国支线航空发展起到
巨大推动作用的运七机群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偌
大蓝天，竟一时难觅国产飞机的影子。

彼时，民机市场产业格局业已形成，干线飞机基
本被波音和空客两大航空工业巨头所垄断； 支线航
空市场渐成加拿大庞巴迪、法国ATR和巴西航空公
司鼎足之势， 三大支线飞机制造商分享了世界市场
的主要份额。 中国民机要想在已经形成高度垄断的
世界民机市场占据一席之地十分不易。

为使民机产业在国内外航空工业发展的大环境
下求存、发展，我国反复研究后确立了“以自主创新
为主、从支线飞机起步、以干线飞机为目标”的战略
决策。新舟60则自诞生之日起便背负艰巨的使命。

据西飞母公司中航工业介绍， 在研制期间，新
舟60飞机历经雷击试验、鸟撞试验、防火试验等大
型专项试验89项；在适航取证过程中，历经高温高
原环境飞行、结冰飞行、全程夜航飞行、发动机单发
飞行和失速飞行等试飞科目156项。验证结果表明，
新舟60飞机主要指标已经达到了当代国际同类先
进支线客机的水平。

随后，为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西飞又对新舟60
飞机进行了以结构优化、综合航电、内装饰改进为主
要内容的优化，研制了新舟600客机。该机于2008年10
月首飞成功。2012年10月24日， 新舟600F民用货机也
成功实现首飞。至此，新舟飞机形成了较完善的专业
化、系列化谱系，初步形成了客运型、货运型、公务型
多型并举，多用途发展的格局。截至目前，新舟系列飞
机累计订单已达200余架，覆盖了亚、非、拉的15个国
家，在国内外260多条航线上运营。

市场反映：
顺利飞越极端天气

谈及新舟60的性能时， 津巴布韦航空公司新舟
60机组机长鲁茹甘德公开表示，“这是一架好飞机”。
他曾驾驶新舟60飞过津巴布韦国内外的多条航线，
拥有超过2500小时的新舟60飞机驾驶经历。

鲁茹甘德介绍， 由于津巴布韦国土大部分属于
高原地形，平均海拔1000余米，为热带草原气候，最
高温度可达35℃以上， 对新舟60飞机的高温高原性
能提出了挑战。但该飞机出勤与运营状况良好。

除了耐热外， 国产新舟60飞机的抗寒能力也受
到业内瞩目。 奥凯航空相关负责人告诉北京商报记
者，2012年2月，作为新舟60的使用者，该公司曾参与
新舟60在俄罗斯的销售推广活动。

当时，俄罗斯将展示地点定在“冰城”雅库茨克，
此举有意考验一下新舟60的性能。 因为雅库茨克接
近北极圈，当地冬天白天气温常在零下50多度，晚上
则进一步降至零下60℃。

“新舟60飞机从黑龙江省黑河机场起飞，历时四
个小时的空中飞行安全抵达俄罗斯雅库茨克机场。
当地的气温约在零下31℃左右，可谓‘呵气成冰’，是
世界最寒冷的城市。 且雅库茨克机场的跑道相对国
内条件稍显简易，新舟60飞抵时空中正飘着小雪，跑
道道面轻度污染，但飞机还是安全着陆。”奥凯航空
相关负责人回忆。

整个展示推介活动为期五天， 新舟60飞机在雅
库茨克停放期间，当地最低温度达到零下56℃，但飞
机各系统始终处于良好工作状态。 俄罗斯极地航空
公司总经理卡拉金·安德烈表示，中国制造的新舟60
飞机性能满足在雅库运营的所有要求。另外，多家国
内外客户均反映， 飞机在6000－7000米高空飞行时，
空中温度较低，机翼、尾翼与发动机等部件前缘部位
易结冰，新舟60飞机的除冰性能很好，圆满解决了这
一问题。除此之外，新舟60飞机的空调系统功能也很
强劲，为飞行员驾驶与旅客乘坐营造了一个舒适、清
新的出行环境。

布局未来：
国产飞机全面升级

虽然发展势头迅猛，但在很多业内人士看来 ，新舟60
还是存在先天不足，就是在研发之初没有很好地考虑市场
需求，“闭门造车”的问题也造成该机型无法很好地适应市
场需求。实际上，基于各种因素，新舟60未获得美国以及欧
洲的适航证，这也导致该机型目前只能出口东南亚、非洲、
拉美等欠发达国家和地区。

为了让国产飞机更好地适应国际市场，中航工业、中
航飞机与西飞国际也在不断谋划 。 中航工业相关负责人
透露， 基于对未来世界范围涡桨支线飞机的市场需求预
测，以及同主要竞争对手优劣势的对比分析，围绕新舟系
列飞机的发展，我国确立了“系列化发展、多用途开拓、国
际化挺进、全球化支援”的发展思路，通过 “巩固新舟60、
推出新舟600、发展新舟700” 三大步 ，不断满足国内外客
户的多样化需求， 实现新舟系列飞机与我国民机产业的
持续发展。

该负责人还进一步解释，在系列化发展方面，即在巩固
与发展50座级涡桨飞机产品的基础上，产品线向70-90座级
延伸；以参与全球同类飞机高端市场竞争为目标的新舟700
飞机已进入预研阶段。 新舟700飞机将取得欧美适航证，以
便为走进欧美以及全球市场铺路。

西飞公司从2006年开始就对新舟700这一新型涡桨支
线飞机启动论证工作，于2008年获得了中航工业集团公司
内部立项。西飞计划从2012年开始，用六年时间完成新舟
700飞机的设计、 试验、 试制、 试飞和适航取证等工作，于
2018年交付用户。

在多用途开拓领域，中航工业将在新舟系列客机的基
础上，瞄准市场与客户需求，适时进行货机、公务机、遥感
航测机、医疗救护机、人工降雨机与森林灭火机等多用途
改装。

西飞公司曾描绘了这样一幅宏伟蓝图， 在未来十年内
让国产飞机在欧美地区实现销售突破， 跻身于涡桨支线飞
机世界级供应商和服务提供商的行列。

突围之路：
仍需多方助推

未来是美好的， 但通向未来的过程往往困难重重，国
产飞机在技术、安全等领域要想获得全球认可，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

中国民航大学教授李晓津就曾指出， 中国航空工业的
水平和各方面的能力对比波音、空客、巴西航空的制造还存
在较大差距。“我们国产的新舟60，因为不掌握核心技术，遇
到飞机部件故障，就只能停飞等着别人把零部件送过来；如
果是出口海外的飞机，就更没有条件在当地建备件库，只能
是我们这边买好了，再运到海外去。当地的航空公司根本等
不及，加之安全监管执行不严，可能飞机将就着继续起飞，
这样的话发生安全事故的概率自然很大。”

为了推进 “中国制造 ”，2013年初 ，国务院发布了 《促
进民航业发展重点工作分工方案 》，指出要 “积极支持国
产民机制造”，“鼓励国内支线飞机、通用飞机的研发和应
用 ”。5月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 《民用航空工业中长期
发展规划 （2013-2020年 ）》，其中明确指出 ，“以满足国内
外短程市场需求为目标， 加快50座级新舟60系列的改进
改型和市场推广 ， 启动70座级新舟700涡桨支线飞机研
制，形成产业化能力”。

去年底，在新涡桨支线飞机研制动员会上，国家工业和
信息化部副部长毛伟明明确表示：“我国政府支持和发展民
机产业的决心是坚定的， 工信部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以新舟
系列为代表的国产民机产业的发展。”

不过， 国家的扶植政策在航空公司看来仍旧不够有力，
且具体措施上不甚明确。 民航专家綦琦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国产民用飞机要想快速发展，以达到大飞机和波音、空客同
场竞技，小飞机进入世界领先水平，就一定要‘伤得起’，并且
吸取失败的经验和教训。 任何飞机都是在不断修正中成长、
完善的，因为只有出了问题，才会有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飞机制造领域，运营数量越多的飞机，就会越快暴
露自身缺陷从而尽快得到完善。也就是说，市场需求可以推
动制造业快速前行。但从国内民航市场来看，支线航空虽潜
力巨大，但目前尚难逃边缘化命运，这也让国产飞机没能大
量使用，新舟60改进的步伐也就比较缓慢。”一位不愿具名
的业内人士说。

“现在支线航空发展确实受到颇多制约。 再加上飞行
员紧缺、运营成本居高不下以及乘客对支线飞机存在一定
误区认为其安全性不如大飞机等， 都使支线航空发展较
慢，”上述业内人士称，“近几年，民航局一直宣称鼓励支线
航空发展，鼓励航空公司购买国产飞机，但大多属于空头
支票。”

刘捷音也向北京商报记者“吐苦水”。他指出，过去，民
航业曾出台相关规定， 明确航企引进两架新舟60飞机就给
一个购买大飞机的指标， 这一度调动起了航空公司订购国
产飞机的积极性。但很快，这一优惠政策便不了了之了。不
仅如此，近期民航局对于航班延误管理十分严格，如果航企
延误率高很可能被取消航班时刻。“但支线飞机受故障率以
及天气因素等影响较大，延误率肯定高于大飞机，可统计延
误率的时候，民航局采取大小飞机一起统计的方法，这让很
多航企对于使用支线飞机变得抵触。” 刘捷音坦言。

不过，尽管困难重重，业内还是一直认为“造飞机不如
买飞机、买飞机不如租飞机”的想法并不可取。因为一个国
家的民航要想真正发展起来， 必须要通过实实在在的制造
业水平来提升。这一过程不能操之过急，而是要稳步前行。
其中遭遇飞机事故，也不应将国产飞机一棒子打死，而要尽
快吸取教训。

本周二晚，关于奥凯航空一架新舟60飞机出现故障迟迟无法降落的消息
牵动人心。当时，这架由天津飞往沈阳的新舟60飞机本应在17时45分到达，但
由于仪表显示起落架故障， 飞机抵达沈阳桃仙机场上空后一直无法降落，最
后在盘旋近三小时后安全着陆。这也是一个月内新舟60飞机第二次被曝出现
故障，虽然未造成人员伤亡，但也为新舟60的安全性蒙上了一层阴影。

奥凯航空表示，初步了解，因上述飞机仪表显示起落架故障，飞行员慎重
起见没有立刻降落，并采取低空通场（飞机从机场跑道上空飞过），以便让地
面人员目视检查起落架是否放下锁好，得到检查正常的消息后，飞机正常落
地，机上约有30多名乘客，人机安全。值得关注的是，2月4日，幸福航空公司一
架新舟60客机在郑州新郑机场降落时，起落架出现故障，导致机头触地。机上
44人无伤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

·事件回放·

两次事故隐忧犹存 生产国 型号 产量 座位数 事故数 致命事故 死亡人数 全毁率

中国 新舟60 ����＞76 ����50 ����12 ������1 ������25 ＜3.9%

法国 ATR42 ����约422 ����50 ����38 ������17 ������171 6.3%

法国 ATR72 ����约595 ����70 ����23 ������14 ������192 2.5%

瑞典 萨博2000 ����63 ����58 ����4 ������0 ������0 4.7%

荷兰 福克50 ����约213 ����58 ����18 ������7 ������104 3.7%

加拿大 DHC8-100 ����299 ����40 ����14 ������8 ������70 2.7%

巴西 EMB120 ����约357 ����30 ����23 ������20 ������181 5.6%

日本 YS-11 ����182 ����60 ����36 ������23 ������254 14.2%

新舟60飞机与国外相似机型事故对比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