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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ldquo;大飞机&rdquo;一般是指起飞总重超过100吨的运输类飞机，也包括150座以上的干线客

机，直接反映一个国家民用航空工业甚至整个工业体系的整体水平。目前，大飞机的典型代

表有空中客车公司的A300、A330、A350、A380和波音公司的B747、B777、B787等。

大飞机可分为飞机机身、起落架、发动机、机电系统、航电系统、内饰等。机身包括前机身

、中机身、后机身、机翼、尾翼，约占大飞机整体造价的30%；发动机及动力系统约占25%；

机电系统包括电源、燃油、液压、第二动力、机轮刹车、环境控制和生命保障系统，约

占15%-20%；航电系统包括通信系统、导航系统、飞行管理系统、综合显示系统、核心处理

系统、机载维护系统等，约占飞机15%-20%，此外还有约5%的起落架和4%内饰。  

C919大飞机是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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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9月13日上午，两架注册号分别为B-001F和B-001J的C919国产干线客机相隔半小时左

右相继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起飞，飞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根据不完全统计，C919已获得28

家客户的确认/意向订单，共有815架，订单总金额高达5000亿元。该机构认为，C919成功进

入市场后，总销量有望达到2000架次左右，将开启一个规模达万亿元的市场。  

在C919的组成部分中，机身结构国产化率最高，主机厂中，中航西飞承担C919机身制造任务

的资产在上市公司体内，相关资产证券化率最高；洪都航空营收规模最小，业绩贡献的边际

效应最为明显。机载设备方面，目前为C919供货的主要厂商多数是合资企业，只有小部分相

关资产在中航电子、中航机电等上市公司体内，在相关资产注入后才能显著受益。此外

，C919机身国产化率高，机身结构仍以金属材料为主，航空钛材及航空锻造需求量将会大幅

增加，宝钛股份、中航重机等相关公司将从中受益。同时，未来，随着C919国产化率的不断

提升，国产替代进程加速，国产复合材料、电子元器件应用比例和规模将不断扩大，光威复

材、宏达电子等公司业绩也将受益于国产客机产业。  

2020年11月26日，中国商飞发布《中国商飞市场预测年报（2020-2039年）》，未来20年，中

国航空市场将接收50座以上客机8725架，市场价值约1.3万亿美元（以2019年目录价格为基础

），折合人民币约8.97万亿元。其中，50座级以上涡扇支线客机交付920架，120座级以上单通

道喷气客机交付5937架，250座级以上双通道喷气客机交付1868架。到2039年，预计中国机队

规模将达到9641架。预测假设未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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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经交付的ARJ21-700飞机的售价是国外同类机型庞巴

迪CRJ-900价格的86%，因此，按照ARJ21-700的定价比例，预测C919的售价约为0.8亿美元。

以此计算，C919平均年销售额约为80亿美元，未来二十年总销售额有望达到1600亿美元。随

着国内航空技术水平不断提升，C919的市场占有率仍有提升空间。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大飞机产业发展现状与投资前景分析报告》共十一章。

首先介绍了飞机的定义、分类、制造过程及大飞机的相关情况，接着全面分析了国际国内飞

机制造业的现状，并对中国大飞机项目的发展情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随后，报告对大

飞机项目做了产业链分析、区域发展分析、技术分析、国内外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和产业

链投资分析，最后预测了大飞机项目的未来前景。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民航局、交通运输部、中企顾问网、中企顾问网市

场调查中心、中国航空运输协会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详实、丰富，同时

通过专业的分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或贵单位若想对大飞机

项目产业链有个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大飞机项目，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参

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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