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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军工保密法规的制约以及对关键知识的持有人(或团队)产权激励制度不足等原因，航空工业

核心员工对自己的关键知识，特别是研发、生产中产生的隐性知识在一定范围内分享的意愿不高。通过对

部分航空工业科研院所及制造企业有关知识创新、知识分享实践的研究，从构建我国航空工业知识创新工

程的总体部署、牵引知识创新的动力机制方面进行了创新体系设计，从而触发航空工业智力资本的内生提

升机制，促进创新绩效和整体绩效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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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航空工业的“三高”人才(高级管理人才、高级专业技术人

才、高级技能人才，即航空工业内部所称的长、家、匠)，特

别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航空科研院所与航空工业企业内

部的研究所(室)是我国航空工业实现自主创新的最重要支撑

力量，肩负着我国大飞机研制、多类型航空武器装备研发的

重要使命，因此航空工业的知识创新能力显得极为重要。但

由于军工保密法规的制约，以及对关键知识的持有人(或团

队)产权激励制度不足等原因，核心员工对自己的关键知识，

特别是研发、生产中产生的隐性知识在一定范围内分享的意

愿不高，直接制约着我国航空工业知识创新能力的迅速提

升。因此，在航空工业受军工特殊的知识产权制度、军工保

密 制 度 约 束 之 下 ， 如 何 设 计 以 经 济 增 加 值 (Economic 

value-added，简称 EVA)为内核的人力资本产权激励制度，

对我国航空工业提升研发能力和制造水平至关重要。 

航空工业奉行的是“探索一代、预研一代、研制一代、

生产一代”的战略方针［1］，那么不同研制阶段的人员如何进

行关键知识的传播与分享；研发人员的即期收益与远期收

益如何匹配都是极为重要的研究课题。 

世界上，在特殊时期甚至敌对阵营也会进行知识分享

以各取所需。波音 747 的总设计师萨特谈到了意想不到的

一幕，在美国政府的牵头下，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铁幕”

两头的美苏两国竟然交换了各自的优势知识［2］。最终，波

音公司得到关于钛金属及其制造流程的一些知识，而萨特

则向前苏联的设计师解释了关于翼吊发动机的各种优势，

双方各取所需。同样，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以下均简称中航

工业)也以开放的心态加速人才的培养，如航空工程技术骨

干赴英留学是在国家留学基金委的支持下开展的国际化人

才培养项目［3］。 

总之，国内外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表明［4-6］，知识分享

是加速知识创新、提高知识创新质量乃至实现技术突破的

关键，但必须以现代产权激励制度(以“薪酬包”为主体的薪

酬激励制度、人力资本产权制度)为保证才能促进知识，特

别是隐性知识的持有人在一定的范围内分享其经验和成

果，促进中间形态的和最终形态的多种知识创新成果源源

不断地产生，以完成航空工业作为国家战略产业必须承担

的自主创新使命。 

1 文献综述 

1.1 提高航空企业知识创新水平的方法和途径分析 

知识共享是知识管理的核心，实现设计知识的共享是

航空发动机设计知识管理成功实施的关键。以我国急需突

破的飞机发动机研发为例，在发动机设计组织方面推行知

识共享，有利于提升组织学习能力，增加组织知识资本总

量，丰富知识资本结构，提高组织的应变和创新能力，从

而提高发动机设计能力。杜兵劳［7］提出了航空发动机设计

知识管理的流程，重点探讨了知识共享的相关问题，包括

知识的转化和转移过程、知识共享的障碍所在、知识共享

的实施策略。高大成［8］从航空企业战略管理的角度，对航

空工业企业中支持战略管理的知识作了分析，论述了航空

工业企业的业务信息系统、支持战略管理的知识、知识管

理技术平台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技术平台上知识是贯穿整

个过程和所有方面的神经系统，战略管理是核心，知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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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是支持战略管理的集成框架，各个应用系统都集成在知

识管理的框架下，围绕着战略管理这个核心运行并不断驱

动知识创新。 

周林生、吴琳［9］通过对中国航空器材进出口集团公司

(简称中航材集团)总经理李海的管理访谈，发现高素质的企

业领导人是进行知识管理和创新的前提。中航材集团通过

在理念和业务两个层面进行知识管理创新，对公司发展战

略进行了较大调整，改变原来单纯做贸易的定位，在原有

贸易的基础上，积极向相关行业渗透和挖掘，向提供综合

知识服务的方向发展，提升服务的知识储量和知识价值。

中航材集团的实践，进一步说明了通过知识管理可以实现

企业价值的增值，知识创新是企业突破困境、倍增价值的

利器。杨彤等［10］就如何在中国航空工业内实施知识管理提

出了若干建议，如在行业内建立知识库、强化知识培训体

系、建立交流平台，完善组织间的信任机制与企业内部的

激励机制，从而通过在航空工业内部加强知识管理,促进中

国航空工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1.2 激励机制促进航空有关领域的知识创新 

航空工程具有涉及专业多、工期长、参与人员众多的

特点，大量的隐性知识分散在众多技术人员和组织中,如何

使隐性知识部分显性化、隐性知识得以在更大范围内共享，

如何收集、整理这些经验、知识，并转换成为规范和标准

是航空企业面临的问题。李正锋等［11］从航空新产品开发的

视角, 提出了航空新产品开发中组织要素、知识管理活动和

新产品开发绩效之间关系的概念模型和理论假设，研究知

识管理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知识管理活动的各维度对新

产品开发绩效有显著影响。许鹏［12］在分析了知识管理的本

质及剖析知识管理在航空公司推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基础

之上，提出从知识运行机制、知识绩效机制、知识奖惩机

制 3 个方面挖掘员工隐性知识的途径和方法。 

2 中航工业集团及下属企业激发知识创新

的政策与实践 

总体来看，在自主创新的国家战略下，航空工业在知

识创新、知识分享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实践，但是在

理论研究和企业实践方面仍需提高。虽然，从文献中发现

的研究航空工业知识创新、知识分享及产权激励制度的内

容不多，但是不为外人所知的是《中国航空报》和中航工

业网站有大量的关于知识创新的内容，通过对这些以反映

中航工业(有时也报道总部在上海的以研制大型客机为战略

使命的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的动态)为主体的我国航

空工业知识创新实践的研究，可以使我们从文献综述与行

业动态两个方面对我国迅速变革的航空工业能有总体认

识，便于加速我国航空工业知识创新的体系设计。 

2.1 中航工业关于知识创新、知识分享及产权激励制度的

顶层设计 

中航工业从 2008 年底到现在的部署都是林左鸣总经理

在 2008 年 11 月 4 日珠海航展上宣布的“两融、三新、五化、

万亿”战略的进一步展开［13］。2008 年 11 月 30 日、31 日，

林左鸣、高建设分别在在中航工业集团公司班子建设暨高

管人才队伍管理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在目前实

行的党政两个“一把手”年薪制的基础上，逐步建立有特色

的高管绩效管理体系和有竞争力的高管薪酬管理体系，探

索建立包括股权、期权或管理参股等激励手段在内的结构

化长效薪酬体系，充分体现人才的贡献和价值［14,15］。高建

设又从扩大交流的角度强调干部交流是集团公司实现知识

分享的重要举措［15］。集团公司将继续加大力度，在总部、

子公司、事业部、研究院和各成员单位之间，采取交流、

轮岗、挂职锻炼等形式全方位地开展干部交流工作，打造

一支优秀的职业经理人队伍。 

林左鸣在中航工业 2009 年度峰会上,再次强调要实现

由“资本、技术、管理”老“三位一体”向“品牌价值、商业模

式、集成网络”新“三位一体”转变［16］，而组织学习、知识

创新是培育提升集团公司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在 2009

年的 8 项主要任务中有 3 项都与知识创新有关［16］：其一：

不断推进科技创新，切实加强自主创新能力。突出航空科

研的前瞻性，加大原始创新力度；加强创新体系建设，加

大创新资金投入，实施创新项目，推进产学研结合，加大

对创新成果和专利持有人的奖励，构建集团和成员单位多

层次创新基金归结模式。其二，大力推进管理创新，加速

提升集团管理水平。特别强调建立基于 EVA 的经营业绩评

价考核体系，推进集团价值管理，提升全集团价值创造能

力。其三，树立人力资本的理念，打造卓越航空人才队伍。 

总之，中航工业的战略部署和发展态势充分体现了

2009 年峰会上林左鸣的振臂高呼：“放手一搏，逆势而上，

再造中国航空工业魂魄”［16］，显示出了强烈的危机意识和

勃勃的发展生机。 

2.2 中航工业内部单位构建知识创新、知识分享的激励制

度实践 

本文选取中航工业的一些单位，对其 2007—2009 年的

实践进行剖析，作为研究的标杆。 

期间，中航工业直升机研究所，即 602 所的资料最为

系统。创办于 2007 年的 A 角论坛是 602 所各专业技术带头

人第一层次人才在所级层面授课的一种技术交流方式［17］，

A 角论坛丰富和完善了从专业组、研究室到研究所和行业

的 4 级技术交流制度，深受全所科研人员的欢迎,不少专家

的讲解还吸引了军代表和部分兄弟单位的技术人员。此外，

该所还建立了专业能力培养责任制，制定实施方案，下达

人才培养计划，定期考核，强力推动技术交流活动。多年

来，602 所非常重视青年科研人才的培养，把科研经验的交

流与共享作为青年人才培养和专业能力提升的一件大事来

抓［18］。通过给年轻技术人员交任务压担子、让大学毕业生

与科研骨干“结对子”、开展型号研制经验交流会、请老专

家“传经送宝”等多项举措，让年轻科研人员在丰富的科研

实践和经验共享中不断成长。不仅如此，602 所还非常重视

科研经验的交流和总结，充分收集整理从设计、实验、试

飞、工艺、材料到“五性”( 即可靠性、安全性、维护性、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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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性、保障性)、技术状态管理等方面的数据和经验，编写

专业交流材料，编著《直升机设计手册》。在 2009 年繁重

的科研任务中，602 所充分运用国际合作中学到的项目管理

模式、设计方法进行“集智攻关”，现场指挥部建立了所、

厂和用户定期工程协调例会制度，以“7.11”工作制(每周 7

天,每天 11 个小时)的亮剑精神,谱写了他们航空报国、创新

超越的重点型号研制的华彩乐章［19］。上述 602 所重点型号

的成功是他们按照“整合、共享、完善、提高”的要求，用

先进的理念、方法、模式去构建创新体系建设的必然结果。 

中航工业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肩负着打造跨代新机的

崇高使命，其知识创新经验值得借鉴。他们在引领技术发展

方面的最重要做法就是放飞思想。2007 年起，特别设立了创

新基金，每年投入 500 万元，鼓励研发团队放飞思想，大胆

创新，勇于实践。他们从中捕捉闪光的新概念、新创意，进

而培育成新的技术突破，用新的技术带动新的产业发展，获

得了极大反响与成功。他们创新研发体系的经验是：信息化

平台——持续建设安全、可靠、高速的信息化型号研发平台；

顶层化规划——充分发挥行政指挥线与技术指挥线的顶层

规划和组织实施的“灵魂”作用；全国化协作——在全国范围

内统筹研制力量；功能化团队——在“两总”体系下，对型号

研制技术链、价值链进行科学细分，合理打包，在全国范围

内组建一个个功能化团队，催生每个团队形成一批成果；进

行敏捷化研发；制度化保障——建立一整套适应新研发模式

的规章制度，用制度规范参研单位的利益、控制研制风险、

确保研制质量，统筹研制进度，保证整个项目的顺利进行［20］。 

中航工业动力所站在行业的高度,对外积极探索并建立

与产品上下游单位或优势互补单位之间的合作双赢关系［21］。

先后与多个高校和相关单位开展了战略合作，与多个国外一

流发动机企业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通过技术交流和合

作，达到了培养和锻炼人才队伍的目的。该所从人才引进、

培养、任用以及各种分配、激励手段入手，注重在管理、技

术和技能领域培养领军人物，设立青年创新基金，评聘所级

技术、技能专家，畅通人才成长渠道；把平衡计分卡(Balanced 

scorecard,简称 BSC)等先进管理方法引入到薪酬分配体系改

革中，科学调整员工收入差距；调整作息时间、设立租房补

贴、奖励劳模出国考察、提高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等措施，

从人性化的角度关注员工需求，实现有效激励。 

除了上述研究所之外，中航光电的经验也值得研究。

中航光电是航空工业资本运作的典范,人们普遍关注的是其

打造了“小批量，多品种，快速度”这个核心竞争力。但是

其董事长兼总经理李聚文却认为，激励机制才是企业最根

本的核心竞争力，而“团队绝不会是核心竞争力，关键还是

要靠激励制度，是靠你提供的平台，是靠能实现他的自我

价值，能舒心快乐有尊严地工作，他才能跟着你走”［22］。 

3 强化我国航空工业知识创新工程体系的

思考 

从我国航空工业的实践来看，型号研制与生产、国际

合作与转包、军民品相互转化是航空科研与制造单位实现

知识创新的三大来源，目前所取得的创新成果是值得肯定

的。但是从航空工业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下所承担的战略产

业使命来看，仍然需要居高腾跃，需要将航空人航空报国

的献身精神与本文所界定的现代产权激励制度有机融合,打

造持续激发知识创新、推动关键与高水平技术突破的创新

动力机制，承载我国航空工业做大做强、成为世界巨头的

战略使命。为此，从系统工程的角度，应重视知识创新工

程的总体设计与激发创新的动力机制构建。 

从我国航空工业知识创新工程的总体部署来看，为了

提高我国航空工业知识创新能力，实现突破性创新，首先

要转变观念。在航空工业受到严格的国防知识产权保护、

严格的军工保密规定之下，不能固步自封，不寻求对外部

开发，而是要寻找到航空单位与战略联盟进行知识分享的

平衡点。其次，航空工业要内外兼修，提高知识创新能力。

从系统工程的角度可分为以下管理实践内容：①航空单位

内部整体的知识创造、知识分享的产权激励制度设计；②

航空单位内部的知识管理体系建设，主要包括知识产权管

理、军工保密管理等内容；③有关知识创新、知识分享的

创新管理方法、工具研究；④航空单位内部不同层次知识

分享的激励制度构建，对关键知识，特别是对提高知识创

新能力的隐性知识在团队、部门内部、不同部门之间、整

个企业内部之间如何传播进行深入分析，构建员工与企业

之间的合理心理契约，设计鼓励员工进行知识分享的系列

产权合约；⑤在不同层次的航空工业企业集团内部如何进

行知识分享；⑥航空行业内部如何实现知识分享；⑦在有

特殊的保密制度下，航空单位如何与国内的民品单位、国

外的组织建立能够促进知识创造的战略联盟。 

结合航空工业的国家战略使命与特点，构建牵引我国航

空工业知识创新的动力机制。从上述文献综述、中航工业集

团内部实践和我们的调研来看，我国航空工业知识创新工程

的难度是极大的，因为我们是在以美欧为代表的西方霸权体

系对我国高科技特别是军工严密封锁之下进行的技术创新，

所以用航空报国的魂魄再加上现代产权激励制度构建航空

工业独有的激发创新的动力机制尤为重要。首先要意识到中

国稀缺而宝贵的智力资本急需要用这一动力机制来激活。应

站在国家智力资本、经济全球化演进下世界智力资本的角

度，提出我国航空工业和航空单位内部的知识创造与知识分

享、跨越组织边界的知识分享机制的建立问题，从而提高我

国航空工业自主创新能力。其次，要重视对航空工业具有独

立法人资格的科研院所及制造企业有关激发知识创新、知识

分享的创新管理规律的研究。通过设计关于核心研发人员、

高技能人才、高级管理人员的耦合产权激励制度(又可称为人

力资本定价体系)，诱发这些关键高价值人力资本与企业有关

人员和部门分享他(们)的关键知识、消化隐性知识，以实现

创新的叠加和倍乘作用，触发航空工业智力资本的内生提升

机制，促进创新绩效和整体绩效的提高。再者，要有再造航

空工业魂魄的决心和勇气，进行制度创新。在深受计划经济

影响而又急需知识创新的我国航空工业建立激发知识创新

的产权激励机制难度很大。除了要冲破体制和观念的影响之

外，关键是要建立股东、知识创新者、经营管理者三者之间

的收益分配机制，充分调动企业关键人力资本的创新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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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体制创新之源头引来不竭的知识创新之活水。特别强调的

是本文的产权激励制度要和综合平衡计分卡(简称 IBSC)［23］、

EVA 机制有机结合，从而为我国航空工业实现大飞机与关键

武器装备研制的规划目标构建战略引导、科学考核、价值分

配的推进机制。其中，倡导价值创造、价值分配的以 EVA

为内核的产权激励制度是激发知识创新、知识共享的有效杠

杆，通过 EVA 激励方案的实施，不但使核心研发人员与高

级管理人员获得短期激励，而且使其逐渐获得一定数量的股

权收益，分享企业产权，从而会持续激发航空单位核心员工

的创造性，提高股权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长期收益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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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constraints of military security regulations, inadequate incentive system of property rights to the holders of 

critical knowledge (or group) and other reasons, the core employees of aviation industry have low willingness to share for 

their critical knowledge, especially tacit knowledge generated in R&D, production within a certain range. In this paper, innovative 

practice have been studied about knowledge innovation and knowledge sharing of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manufacture 

corporations of the AVIC(China Aviation Industry Corporation). The innovative system is designed from the Chinese aviation 

industry's overall plan of knowledge innovation project and the dynamic mechanism, which may trigger the aviation industry 

to enhance the intellectual capital of the endogenous mechanism to promote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overall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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