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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大飞机即将起航：对标波音空客，已获815架订单
国产大飞机终于接近起航时刻。
全球大飞机市场长期被空客和波音两

大巨头垄断。从 70年代启动运 10项目开
始，走过半个世纪，历经几代航空人的努力，
国产大飞机如今已逐步走向成熟。

“C919从设计之初便对标波音的737系
列和空客公司的A320系列。如今，C919已
进入试航取证阶段，在取证之后就可以给客
户交付订单了。”3月22日，参与C919飞机项
目的飞机设计师赵东阳在接受时代周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从启动项目到研发完成，
C919经历了十余年，“这是我国首个自主研
发的新一代喷气式大型客机，研制经验需要
不断积累，过程也比较曲折，因此周期时间
较长。”

2022年 1月，中国商飞副总经理吴永良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国产C919项目仍
处适航取证阶段，预计将于 2022年完成交
付，“具体交付将等到取证完成后才具备条
件。”

即将起航的大飞机也引发了市场想象。
据同花顺数据，3月 22日收盘，大飞机

板块涨幅 0.28%，62支成分股中有 25家上
涨 。 安 达 维 尔（300719.SZ）、立 航 科 技
（603261.SH）、天保基建（000965.SZ）涨停收
盘 ，金 财 互 联（002530.SZ）、钢 研 纳 克
（300797.SZ）纷纷跟涨。

一、国产大飞机已拿下815架订单
民航制造业是国家实力的象征，也是推

动经济与科技进步的重要力量。如果说民
航制造业是制造业的“皇冠”，那国产大飞机
就是这顶皇冠上最闪亮的那颗明珠。

“大飞机”是指起飞总重超过100吨的运

输类飞机。在民航业内一般指拥有150座以
上的干线客机。

我国研制大飞机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
到五十年前。

1970年8月，我国开始大飞机运10型号
的研制。因研发投入较大、不具备大规模商
业化运行的条件等原因，耗资5.38亿元的运
10计划在 1986年终止。随后与外资企业合
作项目均以无果而终，我国大飞机项目一度
陷入停滞。

2002年，民营航天制造业重新起步。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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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着石头过河”，用零星的技术经验重塑国
内民航飞机制造体系，为后续国产大飞机的
研发积累了工业基础。

2006年，大型飞机重大专项被确定为16
个重大科技专项之一，写入《国家中长期科
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

随着 2008年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
司（下称“中国商飞”）的成立，C919的设计、
研制、试制、试飞被提上日程，国产大飞机项
目再次蓄力冲顶。

2015年，C919首架机正式总装下线，两
年后成功首飞。

C919是我国按照国际民航规章自行研
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喷气式民用飞
机，座级158-168座，航程4075-5555公里。

据中国商飞官网最新数据，C919已完成
立项论证、可行性论证、预发展阶段工作，转
入工程发展阶段，累计 28家客户 815架订
单。

“我们民用飞机相对起步较晚，在经验
上比较缺乏。与此同时，如今的新一代飞机

对性能要求比较高，因此通常是使用复合材
料。复合材料的使用也是我们设计过程中
的一个技术难点。”赵东阳表示。

国产大飞机 C919首飞成功，标志着我
国成为全球第四个拥有自主制造大型干线
客机能力的国家。大飞机制造的规模化和
标准化也推动航空制造产业链上下游的发
展，催生产业集群效应。

华创证券指出，根据中国商飞和波音公
司的市场预测，未来20年，我国对类似C919
这类窄体客机的需求量为每年平均300架左
右。假设未来C919在国内能够达到三分之
一的市占率，则C919飞机年平均交付量有
望达到 100架，大飞机产业链有望迎来快速
发展。

二、大飞机已转入“产业化阶段”
虽受疫情影响，但 C919大飞机的适航

取证仍“马不停蹄”。
2021年 12月的中国民航局的例行新闻

发布会上，中国民航局航空器适航审定司司
长杨桢梅披露了C919进行适航审定科目的
具体情况，即共规划表明符合性飞行试验工
作 3273个试验点、审定试飞科目 276项；在
进度方面，杨桢梅表示，已经有694个试验点
和 34项审定试飞科目，未进行的科目包括

“自然结冰”等。
赵东阳解释称，适航取证环节相当于商

品上市前最后的检测阶段，在这个环节中，
需要对飞机产品、飞机使用手册、修理手册
等等进行适航审查，因此审查也需要一定周
期。

在中国商飞于 2022年 2月举行的干部
大会上，中国商飞董事长贺东风表示，2022

年，大飞机由研制阶段逐步转入产业化阶
段。

业内人士指出，C919的相关飞行测试工
作，受到了全球新冠疫情的影响，个别之前
需要在国外进行测试的科目，改在国内同等
条件的环境下进行，最终克服困难，也达成
了比较完满的效果。

完成适航取证环节后，国内头部航司将
是C919的首批客户。2021年3月，中国东航
（600115.SH）与中国商飞正式签署 C919大
型客机购机合同，首批引进5架，东航将成为
全球首家运营C919大型客机的航空公司。

根据2021年9月中国商飞发布的《中国
商飞公司市场预测年报（2021-2040）》，未来
二十年，中国航空市场将接收50座级以上客
机 9084架，价值约 1.4万亿美元。其中。50
座级以上涡扇支线客机 953架，120座级以
上单通道喷气客机 6295架，250座级以上双
通道喷气客机 1836架。到 2040年，中国的
机队规模将达到9957架，占全球客机机队比
例22%，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一航空市场。

媒体哪敢吃人血馒头？

“不是坏，是无知”
东航MU5735空难发生第二天，《人物》

杂志推了一篇描写空难家属的文章，被一些
人骂吃“人血馒头”，群情激愤，有些小圈子
吵成了一锅粥，有人说，这叫暴露受害者隐
私，有人说这叫消费灾难，总之统统都是媒
体有罪论，很快，文章就消失了。

我生气啊，气得我顶着过敏的眼睛，一
大早翻出了大学学过的《新闻采访学》，蓝鸿
文写的，主编是方汉奇，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我倒要看看，是我上学学过的知识扔给
了老师，还是专业院校教的已经被时代抛弃
了。

教材第 360页，写了记者如何报道突发
事件采访：第一，要关心形势。第二，反应灵
敏，及时投入报道；第三，有紧迫感，要抢在
时间前面，多发东西；第四，既要不怕危险，
又要保护好自己。

教材第 364页写了突发事件报道原则：
如实报道，客观报道，积极报道，做好连续报
道的准备。

好了，没其他的了。
所以《人物》的报道哪里出了问题？如

果按照当下的舆论，那么，约翰赫西那本著
名的《广岛》描写了美国往日本投了两颗原

子弹后的日本惨况，也是吃人血馒头喽？诺
贝尔获奖者阿列克谢耶维奇写《二手时间》
也是吃人血馒头了？普利策新闻奖作品集
三分之二的文章都是吃人血馒头？2008年，
汶川地震那么多报道灾后残酷一面的媒体
如《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统统都在吃人
血馒头喽？

我是觉得挺可笑的，换句话说，没有一
家严肃媒体在社会重大议题发生后，存心把
自己变成“议题”本身。

气的我一上午没缓过劲，到下午，恍然
大悟，骂“人血馒头”的人并不是坏，而是无
知。在中国，媒体“消失”太多年了，大部分
人根本不知道正常媒体的运转逻辑是啥。

正常情况下，灾难性报道，媒体需要依
次提供四个层次的信息：

1. 客观信息，所谓三w，谁？在哪里？怎
么了？事态客观进展；

2. Why和How？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
灾难？是天灾还是人祸？

3. 核心当事人的故事；
4. 多角度、专业的，丰富的，有建设性的

反思，多来自专业人士。
以上按顺序，为一组连续报道，符合大

众的心理认知。但当下这样的环境，哪个媒

体能做到一板一眼的1、2、3、4……《人物》抢
发了3，大众所受到的心理冲击过大，一时情
绪激动，可以理解，但一家媒体之所以连夜
刊发，我猜是：能早发一天是一天。

倘若我们的公众能明白专业媒体的运
行机制，日常就习惯了接受专业媒体的服
务，阅读消费专业信息，是否还会对做出类
似“吃吃人血馒头”的判断呢？是否在悲愤
伤痛之余，会更谨慎评判媒体的价值意义
呢？

有时候，轻易下的判断不是因为坏，而
是源于无知。

“媒体”离开我们太久了
中国媒体行业的黄金年代是 1998年 10

月，时任总理朱镕基去了一趟《焦点访谈》，
从不题词的他，破例为《焦点访谈》写下题
词：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
兵。

自此，《焦点访谈》《南方周末》《中青年
报》等风行全国——在这里读懂中国，绝不
含糊。新闻行业也拉开了黄金十年，其背后
是大国崛起的玫瑰梦。

水均益、敬一丹等央视记者成为国民级
偶像，而后，普利策新闻奖所带来的特稿这
种特殊的文体又传入国内，极大丰富了报道
的多样性。

昨天，《人物》刊发更偏特稿文体，特稿
要求以“人”为核心，着力刻画人的情绪、经
历，特稿更像小说，重写法，重情绪，但基于
客观事实之上。

世事变迁，随着媒体商业模式的全面崩
塌，特稿在中国几乎消亡了，调查报道也是，
从收费到免费到流量思维，媒体只剩下“娱
乐、宣传、教育“这类功能。

人们误会媒体，也不足为奇。
我之前的同事，现在在某大学新闻系教

《媒介经营与管理》，她经常在课上声嘶力竭
地喊出：

伟大的新闻需要伟大的商业模式，如果
流量是唯一盈利模式，媒体就会流于低俗，
课程的本质是教会大家如何用内容赚钱，同
时探索流量之外的可能性，维持一个良好健
康的产业生态。

喊完，下面的学生一脸茫然，问：抖音不
是活得挺好的吗？

没有任何理由背叛你的采访对象
受过专业训练的记者，身在专业的机

构，秉持媒体所遵守的价值观，报道时代，在
资本、政府、公众间构成一股独立的力量，这
是媒体行业自诞生初期就力图构筑的理想
蓝图。

记者的首要任务是什么？美国知名的
记者盖伊特里斯曾说过：

我还是一个年轻记者的时候，《纽约时
报》一个年长的记者就对我说：“我要教你的
是，不要用该死的电话。去见人，看着他们
的眼睛，要到场。”

深入火灾现场，奔赴地震现场，前往战
场；如果不行，穷尽各种方式接近核心当事
人，聆听他们的声音——这是职业本分。

如果这叫吃“人血馒头”，那记者这个行
业，应该以不道德之名立刻关停，越战著名
的照片《火从天降》就不该被刊登出来。

没有任何理由背叛你的采访对象。
这是记者接受的另一重要的职业训诫：

倘若被访者不愿意说，绝不强迫，也不偷录；
倘若稿子发表后，强权逼迫记者说出信源，
记者绝不能出卖你的信源，“水门事件“就是
这样的故事。

所以，一家媒体怎么敢吃人血馒头？这
个行业有其职业操守，当个人的虚荣心和他
者的生活发生冲突时，记者一定会坚定地站
在他者一面，信守承诺，不强人所难，选择能
写的，尊重萍水相逢的被访者。

我从来不会对任何一家专业媒体冷嘲
热讽，哪怕它现在就是靠软文为生；我也从
来不说冠冕堂皇，充斥着理想主义的陈词滥
调，什么记者辛苦，钱少事多，写这些东西纯
靠理想支撑，大众应该多点理解。

没必要。
这就是一个关乎职业操守和媒体角色

价值的讨论——如果记者编造了事实，可以
告他；如果媒体篡改了事实，可以告它；如果
是不能理解媒体的价值，可深入讨论，不必
扩散议题。

如果每次遇到灾难报道，公众还是无法
理解媒体的价值，那就喋喋不休，不厌其烦
地讲，告诉大家：媒体到底是什么？抖音和
微博为什么不能称之为媒体？职业记者的
准则和操守是什么？媒体是如何运作的？
新闻伦理为什么是建立在新闻实践基础之
上的讨论，而不能纯粹脱离新闻实践。

一遍又一遍讲，兴许讲多了，就多一些
人愿意去了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