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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航空领域专项计划的实施需要发现大量重大基础研究项目进行支撑,而目前航空科研管理部门在项

目发现过程中以被动管理为主,未能充分发挥其作用。通过分析自上而下航空领域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内涵及

现状基础上,借鉴项目集识别过程及其项目识别特点,构建自上而下的航空领域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发现过程及

机制,分析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发现所涉及的航空领域专项计划主管部门、航空科研管理部门以及科研人员间的

相互关系和功能,并结合某航空科研管理部门进行实例应用。表明基于项目集识别过程梳理和完善了航空领

域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发现过程及机制,强化了航空科研管理部门作用,提升了项目发现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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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implementationofaviationspecialplanneedsalotofsignificantbasicresearchprojectstosup灢
port.Atpresent,aeronauticalresearchmanagementdepartmentmainlyfocusesonpassivemanagementinthe

processofprojectdiscovery,andfailstogivefullplaytoitsrole.Atop灢downprocessandmechanismonthe
majorbasicresearchprojectsisbuilttoidentifythemajorbasicresearchprojectstosupporttheimplementation
ofthenationalspecialplaneffectivelyaswellastakingprojectidentifyprocesswithfeaturesintoaccount.The
relationshipsandfunctionsareanalyzedamongthespecialplanningdepartmentsinaeronauticalfield,theaero灢
nauticalscientificresearchmanagementdepartmentsandthescientificresearchpersonnelinvolvedintheidentifi灢
cationofmajorbasicresearchprojectsaswell.Andanaviationscientificresearchmanagementdepartmentis
usedforexample.Theresultsshowthatbasedontheprocessofprojectidentification,thediscoveryprocessand
mechanismofmajorbasicresearchprojectsinaviationfieldarecompletedandimproved,andtheroleofaviation
researchmanagementdepartmentisstrengthened,andtheeffectivenessofprojectdiscoveryisenh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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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为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强化源头创新,2015



年3月,中国提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

干意见[1]。2017年7月,科技部、财政部联合下发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管理暂行办法》[2],指出需根据

“自上而下暠的原则发现重大科学问题或要突破的

共性关键技术等,以支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规划

部署所形成的具有战略性、前瞻性、全局性和带动

性的专项计划[3],其内涵是以专项计划目标为导

向,形成一组目标相互关联的重大项目。
航空技术属于国家主导的战略性高技术领域,

是保持大国地位及工业强国核心的象征,例如航空

发动机作为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要实现航空涉及的

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

性技术的突破,需要发现大量的重大基础研究项目

进行支撑。目前国内外关于自上而下航空领域重

大基础研究项目发现较少,多数集中在基础研究项

目立项后实施过程的管理和转化研究。从项目管

理体系方面,以美国纽约州建立的科技项目管理方

法体系为参考,提出了科技管理体系的内容完善和

功能导向的启示[4];并提出了政府是我国基础研究

的主要投入渠道[5]。从项目管理过程方面,从前期

管理、中期管理、经费管理和后期管理多个角度论

述了重大基础研究项目的过程管理方法[6]。从项

目管理机制方面,构建政府投资科技项目治理体系

对策[7],并关注基础研究科研项目产出成果绩效的

量化分析[8];基于协同学原理,描述了协同管理主

要运行机制[9]。
航空企业新品研发项目战略规划不足,资源配

置和利用不足[10],要实现航空领域的技术创新必

须加强航空领域项目管理的创新,重视项目发

现[11],并提出了基于知识发现过程的自下而上的

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发现策略[12]。从实践中看,航
空领域重大基础研究项目作为实现原始创新和实

施专项计划载体;航空科研院所作为知识密集单

位,是发现航空领域重大基础研究项目的主力军,
但目前航空科研管理部门在项目发现中存在过程

不规范、机制不健全、对资源的管理不强等,未能充

分发挥航空科研管理部门的作用,总体上呈现出一

种自上而下的被动式管控模式,导致发现的项目对

专项计划目标支撑不够,影响了重大原创性成果输

出,投入产出与发达国家相比相对较低[13]。
本文围绕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发现内涵研究自

上而下的航空领域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发现过程模

型和管理机制,并对其进行应用与探索,以期为航

空领域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发现提供支撑。

1暋自上而下的航空领域重大基础研

究项目发现内涵

基础研究是指认识自然现象、揭示自然规律,
获取新知识、新原理、新方法的研究活动,对基础科

学数据、资料和相关信息系统地进行采集、鉴定、分
析、综合等科学研究基础性工作[14],重大基础研究

项目是科学研究中关于工业、社会发展领域中制约

发展问题的高度概括,是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的原

始创新,是对人类知识总量的新贡献,具有涉及行

业广、参与人员多、执行周期长、国投经费占比较

高,以及试错性、风险性与不可预测性都比较高等

特点[15],对实现原始创新,提升国际的竞争力有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自上而下的航空领域重大基础

研究项目发现是围绕航空领域专项计划目标分解

成一组重大基础研究项目的过程,服务于专项计划

目标。由于航空领域专项计划是长期的、战略性

的,构成专项计划的项目具有目标关联性,且专项

计划目标是渐进明晰、抽象的战略目标,因此自上

而下的航空领域重大基础研究项目的发现是动态

的、持续性的过程,随着专项计划的深入而发现新

项目,与一般基础研究项目发现相比具有高度动态

性、高创新性、高度复杂性、持续性等特征。

2暋基于项目集识别过程的重大基础

研究项目发现过程分析

美国项目管理协会(ProjectManagementIn灢
stitute,简称 PMI)把项目集(Program)定义为经

过协调管理以便获取单独管理这些项目时无法取

得的收益和控制的一组相互联系的项目,也称为重

大计划、大型计划。而专项计划就是由若干个相互

关联的重大项目组成,且这些相互关联的项目都具

有明确的希望交付的预期收益(目标)的定义和形

式,其就形成项目集。项目集管理(Program Man灢
agement)就是对项目集的有效管理,包括识别、计
划、执行和结束四个过程[16]。其中识别是通过对

战略目标进行分解,经过机会研究、方案策划和可

行性研究后,进行项目评估与选择并形成任务书

(项目)的一个过程,如图1所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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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暋项目集识别的一般过程

Fig.1暋Programidentificationprocess

自上而下的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发现过程实质

上是基于专项计划目标,通过目标分解、子目标的

一致性审核、方案策划、项目论证及筛选等过程成

而形成一组相互联系的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即识别

项目的过程。在项目集识别过程中,通过机会研究

分析项目实施的内外部环境及其对项目实施的约

束,从而形成机会研究报告;而在重大基础研究项

目的发现过程中,这一环节被转化为通过子目标的

一致性评价,从而形成可供选择的专项计划的项目

构成意向。研究基于项目集的识别过程构建自上

而下的航空领域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发现过程模型,

如图2所示。

图2暋基于项目集识别过程的航空领域重大

基础研究项目发现过程模型

Fig.2暋Aviationfieldmajorbasicresearchprojectdisco灢

veryprocessmodelaboutprogramidentificationprocess

3暋自上而下的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发

现机制

根据自上而下的航空领域重大基础研究项目

发现过程模型,以及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发现涉及的

专项计划主管部门、航空科研管理部门和科研人员

主体,构建自上而下的航空领域重大基础研究项目

发现机制模型,该模型包括三个层次,如图3所示。

图3暋自上而下的航空领域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发现机制

Fig.3暋Top灢downaviationfieldmajorbasicresearchprojectdiscovery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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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自上而下的航空领域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发现

机制主要以基于项目集识别过程的自上而下的重

大基础研究项目发现过程模型为基础,明确航空领

域专项计划主管部门、项目发现科研管理部门及科

研人员等三个主体在项目发现过程中的主要关系

和功能,形成系统的、完整的、相互协作的自上而下

的航空领域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发现运行系统,以保

障自上而下的航空领域重大基础研究项目的有效

发掘,具体如下:
(1)航空领域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发现目标管

理层的实施主体是专项计划主管部门,是重大基础

研究项目发现的决策主体。主要围绕专项计划目

标进行分解,形成一组对应于各子目标且相互联系

的项目,这些项目包括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工程研

制项目等,并且制定科学的目标符合度评价体系,
使各项目目标与专项计划目标保持一致性,以此形

成专项计划项目构成意向。同时在项目集管理过

程中,由于战略的调整以及需求的变更,需要管理

者在管理过程中对项目进行动态识别以满足战略

需求。同理,在重大基础研究项目的识别过程中,
由于国家战略的调整,项目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

技术水平的提升,需要不断调整完善目标符合度的

评价体系,采用项目集管理方法在专项计划实施过

程中动态持续的识别新的重大基础研究项目。
(2)航空领域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发现组织保

障层的实施主体是项目发现科研管理部门,是重大

基础研究项目发现的保障主体。主要结合科研院

所、高校所拥有的资源所形成的资源池,从已形成

的专项计划项目构成意向中选择适合自身能力和

发展需求的基础研究项目,围绕形成的重大基础研

究项目意向进行资源集成、资源分析和资源配置,
根据资源集成、分析和配置的结果对重大基础研究

项目的发现组织开展方案策划、可行性研究等工

作,并将最终结果以文档的形式上呈至目标管理层

以供其进行项目筛选并最终确定重大基础研究

项目。
(3)航空领域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发现资源实

施层的实施主体是科研人员,是开展重大基础研究

项目发现的具体论证工作的实施主体,在项目发现

科研管理部门的组织下结合人力资源、设备资源、
技术资源及其他资源状况完成重大基础研究项目

意向的方案策划与可行性研究,对项目发现科研管

理部门提供支撑。

4暋自上而下的航空领域重大基础研

究项目发现的应用与探索

航空领域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发现需各主体间

相互配合,协调一致发挥各自的作用才能形成针对

性强、创新性高的重大基础研究项目意向。目前

“两机专项暠作为国家重大专项计划,为了保障其顺

利实施,某航空企业科研管理部门针对专项计划的

需要,基于项目集识别过程开展相应的航空动力重

大基础研究项目发现工作,具体如下:
(1)建立持续动态的航空动力重大基础研究

项目识别机制

某航空企业科研管理部门效仿我国载人航天

工程建立持续动态的航空动力重大基础研究项目

识别机制。例如载人航天工程是一个专项计划(项
目集),而神舟一号、二号、三号等系列型号则是构

成该专项计划各个子项目,同时我国载人航天工程

三步走的总体目标是明确的,对每一型号目标有初

步的定义,但是后续型号的目标则是根据已完成型

号的状态和其他要求及环境的变化而进行动态的、
持续的识别,从而调整后续型号的目标并动态的发

起或中止某些型号,以保障与载人航天工程总目标

一致。因此航空动力重大基础研究项目识别机制

建立了“企业决策-部门保障-科研人员实施暠的
三层联动机制,由企业进行项目筛选,并根据已有

项目执行情况和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和明

确后续子项目目标,不断地发起新的重大基础研究

项目或终止与专项计划目标不符的重大基础研究

项目;由部门征集航空动力重大基础研究项目意

向,并构建包括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可行性、项目创

新性、项目的风险性、项目资源保障、项目预期效果

等航空动力重大基础研究项目选择标准及方法,做
好相应的保障条件;科研人员负责航空动力重大基

础研究项目具体论证和意向提出工作,从而使得三

个层面在航空动力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发现过程中

形成互动,不断发起新符合专项计划目标的重大基

础研究项目。
(2)建立自上而下航空动力重大基础研究项

目发现信息化平台

某航空企业科研管理部门初步搭建航空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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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发现信息化平台,重点建立资源

信息集成标准与规范、资源分析和资源配置等信息

系统。在资源信息集成标准与规范方面,某航空企

业科研管理部门制定资源收集标准和规范,加强资

源收集和整理工作及过程管理,包括收集科研人员

的自己的研究方向、已有的成果、未来研究可能突

破的技术及亟待解决的问题等相关信息,以及可以

利用的其他技术资源、设备资源等。在资源分析和

资源配置工作方面,围绕航空动力重大基础研究项

目意向,建立重大基础研究项目论证所需的资源选

择规则和资源配置规则,结合目标约束和资源约束

条件,将聚类分析和关联分析的方法应用到资源的

分析过程中,对资源信息进行分析和配置,强化对

资源的分类管理和处理,并组织相关科研人员开展

方案策划及可行性研究工作。
(3)建立航空动力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发现企

业层面的智库

为了保障航空领域重大基础研究项目论证的

有效性,某航空企业科研管理部门联合高校及其他

航空研制单位构建航空动力重大基础研究项目论

证智库,例如成立企业层面的咨评委和重点专项专

家委员会等对航空动力重大研发计划项目发现的

决策提供支持,以及对重大基础研究项目方案论证

与可行性研究进行指导与把关,保障论证工作与专

项计划目标保持一致。

5暋结暋论

通过构建航空科研管理部门重大基础研究项

目发现过程及机制,强化了航空科研管理部门在重

大基础研究项目发现过程中的主动性和承上启下

的作用,并在某航空科研管理部门对建立的“企业

决策-部门保障-科研人员实施暠的三层联动机制

等进行了应用及探索,但目前还处于初步实施阶

段,将随着“两机专项暠的深入开展还需进一步检验

并完善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发现措施,可为提升航空

领域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发现的能力提供借鉴和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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