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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重型燃气轮机是动力强国的标志性装备之一，事关国家能源安全与供给水平；随着相关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深入实

施，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的引领驱动，开展新时期重型燃气轮机发展研究具有紧迫性。本文在梳理国际重型燃气轮机技

术、产品、行业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立足我国重型燃气轮机领域的阶段性进展，凝练了行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阐述

了先进材料与智能制造、灵活燃料低污染燃烧、高效气动与先进冷却、系统智能测控与运维、新型高效发电系统等重型燃气轮

机技术发展方向。着眼2050年前的阶段发展目标，提出了政策法规、运行机制、行业体制、企业改革等燃气轮机行业发展与

改革建议，以期为重型燃气轮机行业高质量发展、国家能源动力中长期发展规划等研究提供基础性参考和先导性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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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eavy-duty gas turbine industry is key to national energy security. Guided by major national projects and driven by the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goals, strategic research on heavy-duty gas turbines are urgently required in China. In this study, 
we summarize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heavy-duty gas turbine technology, products, and industries, and 
analyze the prominent problems that restraine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in China considering its research 
progress. The technical development directions of heavy-duty gas turbines include advanced materials and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flexible, low-pollution fuel consumption; high-efficiency aerodynamics and advanced cooling; intelligent measurement, control,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systems; and new high-efficiency power generation systems. Furthermore, focusing on the development 
goals by 2050, key measures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reform of the gas turbine industry were proposed from the aspects of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operating mechanisms, industry systems, and enterprise reforms, thereby providing support for the country to 
formulate medium-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plans for its energy and power se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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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重型燃气轮机是21世纪能源高效转换与洁净利

用系统的核心动力装备，因其设计、制造难度极大

而成为一个国家工业水平的集中体现，具有技术密

集度高、产业带动面广、军民结合属性强等特点。

受核心技术门槛高、产业规模化发展、市场竞争历

史性因素的作用，国际上形成了行业巨头高度垄断

的重型燃气轮机技术与行业发展格局。

20世纪50年代，发电工业引入了燃气轮机；随

着世界范围内天然气资源的开发利用，重型燃气轮

机在发电领域得到全面应用 [1,2]。目前，世界先进

水平的重型燃气轮机，简单循环功率达到593 MW，

联合循环效率大于64%；随着可再生能源、储能等

技术的发展以及控制碳排放的需要，氢（氨）燃气

轮机技术开发成为潮流 [3]，预计2030年可实现重型

燃气轮机兼容100%氢燃料。我国电力行业对重型燃

气轮机产品需求迫切，在最为重要的清洁发电方向，

2021年气电总装机容量为1.086×108 kW（占电源总

装机容量的 4.6%），气电发电量为 2.834×1011 kW·h

（占发电总量的 3.4%），2025年前预计新增气电装

机容量 3.2×107 kW [4]。在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

标提出后，能源消费清洁低碳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

电力也将占据能源体系的主导地位，相关发展任务

艰巨 [5,6]。

进入21世纪后，我国积极开展重型燃气轮机的

研制并取得了一系列突破 [7]。前期通过打捆招标、

以市场换技术等形式，推动国内制造企业与国外燃

气轮机公司合作，引进了部分重型燃气轮机制造技

术，实现了入股国外燃气轮机公司以寻求技术突

破；部分企业在中小功率燃气轮机研制方面开展了

自主投入 [8]。但整体来看，在役重型燃气轮机绝

大部分为国外产品的格局并未打破 [9]；由于对重

型燃气轮机核心技术掌握不足、没有适配的部件和

软件用于更换升级，国内企业甚至不具备在役重型

燃气轮机的维修能力；行业可持续发展面临潜在的

“卡脖子”风险，制约了发电装备、高端制造业的

发展水平。

在新时期科技强国战略指引下，我国重型燃气

轮机行业进入了自主研制、创新发展、战略转型的

关键阶段，以首台国产重型燃气轮机产品的制造和

装配为代表。重型燃气轮机行业自主创新发展，不

再是产品仿制、跟随式发展，而需坚持技术体系化

发展与正向突破，筑牢领域技术基础并提升创新能

力，实现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效能提升以及匹配的市

场化保障条件。这对重型燃气轮机相关的技术体系

及研究基础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本文立足我国重型燃气轮机行业发展的新阶

段，总结国际经验，梳理自主研究进展，剖析发展

面临的问题，阐述重点技术发展方向，论证提出面

向2050年的分阶段发展目标以及发展途径与保障措

施建议，以期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研究提供基础

参考。

二、重型燃气轮机行业的国际发展经验

着眼重型燃气轮机行业的数十年发展历程，标

杆性的企业集中分布于美国、德国、日本、意大

利，因而这四国也是公认的重型燃气轮机动力强

国。例如，通用电气公司、西门子能源公司、三菱

重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安萨尔多能源公司主导了世

界重型燃气轮机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相应

产品的国际市场总占比超过95% [10,11]。就相关国

家及企业的发展历程开展梳理，总成形成四方面的

经验启示。

（一）装备与产业方面

动力强国形成了完备的重型燃气轮机自主研制

能力，主导了国际重型燃气轮机市场，在技术、产

品、产业方面的比较优势鲜明 [12~15]。① 重型燃

气轮机全产业链完整，在支撑国民经济建设、保障

能源需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世界能源市场具

有很大的影响力。② 重型燃气轮机产业体系完整、

能力齐备，具备自主循环和再生能力，产业效率、

人均产值达到较高水平，能够依靠业务循环实现产

业增长及升级。③ 重型燃气轮机自主研制能力齐

备，能提供本国所需的大部分类型燃气轮机，产品

性能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研发流程较为成熟。④ 重

型燃气轮机技术研发体系分工合理、衔接高效，具

备持续开展技术创新和转化应用的能力及途径，在

部分技术方向形成特色和优势。⑤ 支撑重型燃气轮

机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基础齐备，涵盖高等教

育、人才培养、能力建设、资金投入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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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法规方面

重型燃气轮机具有极高的经济和军事价值，动

力强国长期将之列为国家高科技战略产品，注重发

挥政策法规的引导作用，驱动产业稳健发展。以立

法形式确立重型燃气轮机行业的关键地位，提供必

要的科研资金支持和首台（套）政策，推动燃气轮

机技术攻关、燃气轮机产业升级的行动计划，如综

合高性能涡轮发动机技术计划、先进透平系统计

划、先进燃气轮机合作计划（美国），新日光计划、

煤气化联合循环动力系统（日本）。持续性地投入

基础研究资源，建成重型燃气轮机可持续发展的能

力条件，促进领域技术体系稳步提升 [4]，支撑了

燃气轮机产品的系列化发展和市场竞争力提升。

（三）体制机制方面

动力强国的优势企业，针对重型燃气轮机的技

术特点并与长期实践经验相结合，形成了科学合理

而又各显特色的重型燃气轮机研制发展程序；按照

预先研究、型号研制、使用发展3个主要阶段梯次

开展产品研制和生产，在各阶段均衡实施组织管

理与经费投入。较早建立了相对完善的重型燃气轮

机科研体系，形成了符合重型燃气轮机装备发展

规律的高效管理体系；政府、制造商、用户三方紧

密联系，共同构建了高效集约的科研基础设施条

件，为产品研制、行业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此

外，政府在制定重型燃气轮机发展规划过程中，组

织制造商、大学、科研单位参与各类技术发展项

目，同时推动新产品、新技术在应用企业中开展示

范运行。

（四）企业管理方面

动力强国形成了与技术、产品相匹配的重型

燃气轮机产业规模，注重引导产业结构依据国家

级战略进行调整和优化。在组织本国企业参与市场

竞争的过程中，根据国家战略和社会发展需求，较

多采取政府引导的方式，梳理技术研发、产品研制

的资源及能力要求，推动燃气轮机企业兼并重组和

有序竞争，保持企业规模与技术及产品的匹配性。

企业则聚焦市场需求，运用优势技术，围绕核心

“母机”开发系列化的重型燃气轮机产品；积极改

善管理水平，合理降低产品成本并提高市场竞

争力。

三、我国重型燃气轮机行业的新进展与面临的

挑战

（一）我国重型燃气轮机行业的新进展

在新时期科技强国战略指引和重大资源保障

下，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联合上海电气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电

气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了中国联合重型燃气轮机技

术有限公司；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科研工

程化理念，与全产业链创新执行、协同共进，展开

了国产新型重型燃气轮机的工程研制，初步建成了

支撑重型燃气轮机自主创新的综合体系。

一是设计体系。结合系统工程理论、集成产品

开发理念，着力开展重型燃气轮机的设计要素建

设，覆盖各专业的核心设计软件、流程、准则、规

范、数据库等；针对产品全生命周期，构建了重型

燃气轮机领域首个端到端的自主产品结构化开发流

程，统领了产品研制全过程。

二是材料体系。基于数字化管理平台共建重型

燃气轮机材料数据库，制定了材料测试、质量评

估、数据处理等规范，初步形成国内首个重型燃气

轮机材料数据库，支撑了型号产品的正向开发。

三是制造体系。在高难、重大装备研制方面，

践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消化吸收了

技术集成、实物构造一体化（AE）理念 [16]，建立

了科研与产业化贯通、技术集成与实物构造一体化

的新型组织形式——自主重型燃气轮机 AE 平台

（见图1）。

四是试验验证体系。加强技术研究并注重实践

经验固化，形成了重型燃气轮机系统 / 部件 / 零部件

级的试验规范、标准、数据库，基本掌握了试验设

计技术，建成了正向研发中关键技术攻关的试验验

证体系。凝聚全产业链资源，对已有燃气轮机试验

台架开展适应性改造，启动建设新型试验台架及试

验电站，努力发展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重型燃气轮

机试验验证基地。

五是运维体系。梳理燃气轮机电厂整体运维需

求，在设计阶段即充分考虑重型燃气轮机的可运维

性；挖掘在役机组的运维经验，将商业机组运维过

程中遇到的问题经整理后反馈至设计环节；基于数

字孪生技术，构建重型燃气轮机实时监测、智能诊

断、寿命预测一体化智慧运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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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重型燃气轮机行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挑战

与新时期国家提出的重型燃气轮机行业高质量

发展要求相比，近年来虽有重大进步，但受限于历

史基础薄弱、试验设施缺乏、研制投入过高等因

素，依然面临诸多挑战。

一是体制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由于历史原

因，重型燃气轮机行业分散，与重型燃气轮机发展

相关的主管部门、地方政府、电网企业、用户单

位、制造企业之间存在沟通不畅和利益博弈现象，

导致资源投入集中度不足，政策与资金的长期连续

支持存在风险；可能影响重型燃气轮机行业的发展

节奏，不利于充分发挥对基础工业的牵引与辐射

作用。

二是设计体系不健全。通过国际合作、自主研

发的同步进行，初步建成了重型燃气轮机自主设计

体系，但与型号自主设计、产品创新发展的要求还

有不小差距，有待在研制过程中通过长期考核验

证。国内在设计数据库、材料数据库、试验数据

库、结构可靠的图库等方面积累不够丰富，核心技

术相关的设计软件也未经充分验证和适应性改进。

三是基础研究不扎实。长期以来，重型燃气轮

机的发展存在“重产品型号、轻基础研究”情况，

没有完整走通重型燃气轮机的研制过程。对基础研

究重视程度明显不足，弱化了燃气轮机相关的基础

理论水平和技术攻关潜力，使得领域技术突破长期

滞后、驱动关键技术提升的基础动力不强，最终表

现为自主研发能力不充分。

四是工业基础虽有改善但薄弱环节依然存在。

重型燃气轮机的技术水平与材料、冶金、机械制

造、试验、测量等行业直接关联。我国虽然在高温

材料研制、燃气轮机核心部件加工工艺、长寿命轴

承等方面有所进步，但距离世界先进水平还有不小

的差距；重型燃气轮机自主研制所需的基础性试

验、部件模化试验、部件验证试验、整机试验、考

核试验等试验验证条件没有完全建成。全面开展重

型燃气轮机自主研制工作处于起步阶段，工业基础

相对薄弱导致重型燃气轮机行业竞争力不强，即行

业格局相对分散，以市场竞争驱动的整合程度不

够，综合能力与总体规模均较弱 [17~20]；国内企

业在世界重型燃气轮机产业链中主要是初级的冷端

部件供应商，未能进入利润率较高的燃烧室和热端

部件供应环节，使得我国气电机组的生产、运行、

维护等核心环节长期依赖国外供应商。

五是专业技术人才供给不足。近10年来重型燃

气轮机行业从业人员数量逐步增长，但队伍整体年

轻，缺乏完整的“传帮带”过程，加之包括产品设

计在内的综合体系不完善，关键的设计经验未能有

效继承。技术队伍中的很多青年人没有经历“设

计、生产、试验、应用、改进完善”的研制全过

程，相应的基础研究、方案设计、试验验证等能力

亟待增强。技术人员综合素质不能完全满足重型燃

气轮机行业创新发展的要求，而高端人才、领军人

物更是稀缺，这是制约我国重型燃气轮机行业发展

水平的主要因素之一。

科研院所
三大动力
热部件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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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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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自主重型燃气轮机AE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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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国重型燃气轮机技术发展方向

（一）技术发展预测

就工作原理而言，重型燃气轮机是一种高速旋

转的叶轮机械，通过压缩、加热、膨胀、放热4个

热力过程将燃料的化学能以及流体动能转换为动

力；燃气初温、压气机压比是影响燃气轮机效率的

主要因素。一方面，燃气轮机朝着极限效率、经济

可靠、超长寿命的方向发展，这就需要更高的燃气

初温、更高的部件效率、更好的结构可靠性；一般

认为，燃烧、结构材料与涂层、增材制造、热管

理、高保真综合仿真与验证试验、先进热力学循

环、系统集成与优化、基于状态的运行与维护、数

字孪生及相应基础设施是未来的研究重点。随着碳

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的提出，净零排放、灵活燃

料燃气轮机快速发展，要求燃气轮机具有更强的掺

氢、纯氢燃料适应性，更宽的负荷调节适应性，更

低的污染物排放性能；与之对应，燃料系统、燃烧

室等部件的材料及制造工艺、新型燃烧室设计等成

为亟待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

本研究开展的重型燃气轮机技术发展预测，一

方面依据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立足新型电力系统与

先进燃气轮机装备发展的重大需求，瞄准世界能源

科技发展前沿，把握先进燃气轮机技术发展趋势；

另一方面按照目标导向、需求导向、问题导向相结

合原则，对接重大战略并承接重大任务，规划新时

期重型燃气轮机发展途径，推动相关学科交叉与融

合。论证提出了“极限效率、净零排放、灵活燃

料、经济可靠”的重型燃气轮机发展目标，相应技

术发展预测涵盖先进材料与智能制造、灵活燃料低

污染燃烧、高效气动与先进冷却、系统智能测控与

运维、新型高效发电系统等5大研究方向、22个重

点任务（见图2）。相关研究旨在辨明重型燃气轮机

领域重大科学问题、能源转型涉及装备的复杂工程

问题，更好突破领域“卡脖子”关键技术，支持构

建多元协同的先进燃气轮机技术体系，尽快转化形

成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自主创新能力，推动重型燃

气轮机行业健康发展并助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二）重点技术方向分析

1. 先进材料与智能制造

以热端部件为重点研究对象，开展材料与制造

技术攻关，为提高燃气轮机透平进口温度、提升燃

气轮机效率提供必要的材料与制造基础。主要包括

先进合金与涂层、先进陶瓷基复合材料（CMC）、

智能制造及修复技术、结构完整性评估与真实服役

环境寿命预测、燃气轮机材料体系及数据库建设，

筑牢系列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材料基础。

2. 灵活燃料低污染燃烧

以先进燃气轮机的燃烧系统为重点研究对象，

开展灵活燃料低污染燃烧技术攻关，解决燃烧相关

的一系列科学问题，掌握新型燃烧技术与方法，为

实现先进燃气轮机灵活燃料低污染燃烧提供理论与

工程支撑。主要包括灵活燃料火焰稳定原理与燃烧

振荡控制技术、灵活燃料 NOx生成机理与控制技

术、掺氢 / 纯氢燃料燃烧组织方法与喷嘴增材制造、

纳米气泡强化氨水雾化技术、适用新型高效动力循

环的增压燃烧组织方法、数字化氢燃料燃烧室建模

及仿真。

3. 高效气动与先进冷却

以先进燃气轮机气动循环系统、冷却系统为重

点研究对象，开展高效气动与先进冷却技术研究，

为透平系统高效稳定运行提供技术支撑。主要包含

高效气动与结构完整性设计技术、透平高效气 / 热 / 

固耦合设计、全尺寸压气机非定常测试技术、先进

冷却综合设计及匹配、高水蒸气含量环境下透平冷

却技术、CMC高效冷却构型设计。

4. 系统智能测控与运维

以先进燃气轮机控制系统与试验测试、数字化

及智能化为重点研究对象，开展燃气轮机系统智能

测控与运维研究，为整机系统的安全、高效、经济

运行确立技术基础，也为燃气轮机系统研制提供试

验与测试能力保障。主要包括智能传感与检测技

术、燃气轮机智能控制技术及系统、燃气轮机全生

命周期健康管理技术。

5. 新型高效发电系统

以新型高效发电系统为研究对象，结合中长期

技术发展趋势，针对新型燃料（如氢气、氨、合成

气、乙醇等生物质燃料）开展燃烧技术研究。新型

燃料的生产、储存、再发电是未来新型电力系统的

关键构成，相关的系统集成技术及优化将提高能源

效率和无碳经济效益。主要包括基于可再生能源的

“电 ‒ 氢 ‒ 电”系统、液化空气储能热力系统、电解

水制氢与合成氨系统、燃气轮机再发电系统以及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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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匹配与集成、新型燃烧技术、已有燃气轮机结构

的重新布置与优化。

五、我国重型燃气轮机行业发展目标与建议

（一）行业发展目标

到2025年，F级重型燃气轮机产品完成自主研

制并进入市场，G/H级重型燃气轮机关键技术获得

突破；初步完成重型燃气轮机整机运行维护技术和

经验积累，充分开展工业应用考核，据此优化系统

设计方案、联合循环系统参数，推动产品批产及批

量应用。

到2035年，自主品牌的重型燃气轮机形成产品

系列，基本满足我国燃气轮机发电市场需求；全面

建成基于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集成平台的重型

燃气轮机研发体系，龙头企业进入世界重型燃气轮

机厂商第一方阵；建立以龙头公司为核心、社会力

量和资本深度参与的供应商体系，形成优势互补、

高集聚度的区域性产业集群。

到2050年，新一代重型燃气轮机完成自主研制

并批量生产，燃氢 / 氨、储能等新概念重型燃气轮

机实现产品化与产业化；国产重型燃气轮机种类覆

盖齐全，性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相应的自主创新

研发体系进入世界前列；形成具备完整产业链结

构、深度参与全球市场合作的行业能力，劳动生产

率及利润率与国际优势企业相当，进入世界重型燃

气轮机强国行列。

（二）行业发展建议

1. 政策法规

进一步提升重型燃气轮机在国家产业发展中的

地位，可采取立法的形式保护并促进重型燃气轮机

自主创新发展，将重型燃气轮机行业作为国家能源

战略的一部分给予长期稳定支持。

一是提升重型燃气轮机产业链创新能力。完善

国家及地方层面的研发激励机制，推动技术、人

才、资本等要素向重型燃气轮机行业集聚。适时成

立国家层面的重型燃气轮机产业基金，规范运用股

权投资、资本运作等市场化手段并保持一定的灵活

性，为产业链相关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提供必要的

资金支持。

二是强化重型燃气轮机产业链协同。立足产业

链各企业、各地域的比较优势，以国家产业政策、

地方区域规划等形式引导形成有效分工、有序集聚

的产业发展态势。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

定性作用，探索建立利益分享与风险共担机制，引

导关联企业打破信任壁垒、开展深度协作，促成聚

合、融合、耦合，尽量释放产业链上的倍增效应。

三是保障重型燃气轮机行业可持续发展。加强

针对重型燃气轮机的产业扶持和市场支持力度，合

理运用市场保护、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方式，鼓

励燃气轮机发电企业优先采用国产重型燃气轮机。

持续积累运行数据并优化产品性能，促进国产重型

燃气轮机的规模化使用，提升重型燃气轮机行业的

综合竞争力，为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筑牢基础。

2. 运行机制

一是加强重大项目管理，保障顶层设计、改革

创新、关键任务落实。产业规划、行业管理部门宜

加强燃气发电及其他燃气轮机应用项目的审批及监

管，促成项目建设方案与重型燃气轮机自主化要求

的协调匹配；加强对重型燃气轮机设备制造项目的

审批及监管，防止技术重复引进、产能盲目扩张；

建立和运用重型燃气轮机运行监管系统，精准支持

自主技术装备的示范和推广。

二是支持关键能力建设，提升核心部件的制造

水平和试验能力。高效利用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

金、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研究采用政

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建立燃气轮机产业

发展基金，支持关联各方在防范风险的基础上进行

合作机制、投融资模式革新。综合应用投资补贴、

贷款贴息、低息贷款、债券、租赁、证券等形式，

为重型燃气轮机关键技术攻关、制造条件升级、试

验能力提升、运维服务能力构建等提供直接支持。

对承担国家燃气轮机关键技术装备示范任务的项目

给予贷款、保险、融资等支持，鼓励民营企业、社

会资本参与产品研制及工程应用。

三是组织示范工程，由此承担国产重型燃气轮

机的示范试验和推广应用任务。结合重型燃气轮机

运行 / 维护 / 服务需求，组织开展重型燃气轮机运行 

/ 维护 / 服务的自主化示范；示范项目在示范试验阶

段可享受项目运行考核等优惠支持政策。对于首台

（套）示范项目，优先保障气源供应及相关配套条

件；运行调度管理部门、电网企业应确保示范项目

顺利接入电网，建立符合燃气发电机组特性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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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调度运行机制，保障示范项目的充足运行时间。

3. 行业体制

加强对国产重型燃气轮机的市场支持力度。① 鼓

励国内企业优先使用国产重型燃气轮机，选择国内

制造商作为燃气轮机维修维护第三方服务商；给予

一定的定向补贴，促进国产重型燃气轮机尽快规模

化应用，以积累应用数据并提升国产重型燃气轮机

的综合水平。② 提高自主创新企业与自主创新技术

的市场份额，鼓励发电企业应用国产化技术，将燃

气轮机创新发展示范项目制度化，利用有限的示范

项目容量来在最大程度地推动自主化。③ 结合“一

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实施，配套包含融资在内的优

惠政策，将国产重型燃气轮机积极投放海外市场，

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

加强对重型燃气轮机的产业扶持力度。① 给予

多元化资金支持，以中央 / 地方财政、社会资本等

形式对重型燃气轮机行业给予适度扶持。② 鼓励产

业链上相关企业积极支持国产重型燃气轮机的研发

与制造，提高充分国产化的空间。③ 对于因国内供

应能力不足而依赖进口或独家供应的研制设备、部

分关键部件及原材料，合理制定采购计划，设立绿

色通道，保障阶段性发展需求。

4. 企业改革

为推进动力强国战略，应构建贯通科研与产业

化的重型燃气轮机工程技术创新体系，高效集聚产

业链细分资源，建立自主产品正向开发流程，攻克

以材料为代表的关键核心技术，培育自主可控的试

验试制能力；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围绕重型

燃气轮技术组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产学研

用”协同，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融通的重型燃

气轮机创新生态。

研制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重型燃气轮机产

品，完善全流程设计体系并提升自主研发核心竞争

力；扩充核心部件制造能力，增建全生命周期试验

考核能力，推动重型燃气轮机产品系列化发展。汇

聚行业优势资源，以市场化应用为导向，提升重型

燃气轮机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

对标国际标杆企业，推动重型燃气轮机企业管

理制度改革。深化企业AE管理模式应用，提升重

大工程组织管理能力，由设计单位牵头、制造企业

参与，聚焦最终产品目标，贯穿工程设计、整机成

套、整机安装、整机调试与运维各环节；通过设计

主导、系统集成、资源整合、组织协同，形成“项

目式、矩阵型”新型组织管理模式，精准高效地实

现产品与服务交付。

六、结语

我国重型燃气轮机装备与行业的重大突破是系

统性的。一方面，需要科研院所、高校、创新中

心、动力集团、制造企业之间的大力协同，联合开

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另一方面，需要兼顾研发设

计的可制造性、成本效益的商业利益，以契合市场

需求、获得客户认可信任为最终目标。

坚持科研工程化理念，运用构建的自主重型燃

气轮机AE平台，完整走通首台重型燃气轮机的全

生命周期过程（涵盖研发、设计、安装、调试、运

维等）；提高重型燃气轮机产业链、创新链的整体

效能，实现新时期重型燃气轮机行业高质量发展，

支撑国家新型能源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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