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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 8月 22日，解放后第一条上海经汉口至重庆的航线

开航，由中国人民航空公司DC-3型飞机执飞，每周往返两班。

1956年12月，民航上海管理处开始组建飞行队，为中队编制，配

有“革新型”飞机7架，次年成立一个专业飞行中队，有飞行人员

20多人。到了 1959年，改成飞行大队，按机型下辖 3个中队，这

就是位于虹桥机场东区南侧、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飞行五大队。

1957年 1月，民航上海管理处使用“革新型”飞机执飞的上

海-杭州-南昌-广州、上海-合肥-徐州-北京、上海-南京-郑

州-西安-兰州等3条航线同时开航。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民航飞机主要以苏式为主，包括里-2、
安-2、伊尔-18、安-24等。后来，陆续有三叉戟等飞机加入。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上海民航运输总体搬迁至虹桥机

场。1964年 4月 24日，虹桥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进行总体试运

转，4月 29日下午，一架来自巴基斯坦的波音 707客机降落在光

滑如砥的虹桥机场跑道上。这是上海的第一条国际航线。后

来，我国陆续引进了英国三叉戟、波音 707等喷气飞机，打破了

苏式机一统天下的局面。

运10在大场机场成功首飞

1970年8月，国家计委、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下达（70）航

工字第36号文件，正式同意在上海试制生产大型商用飞机并纳

入国家计划，称“708工程”。

“708 工程”，意味着我国开始自主研发首款喷气式大客机运

10。“708工程”集中了熊焰、马凤山、程不时等全国的大批航空工

业精英，从政策、人才到资金形成了“举国体制”。1980年9月26
日，历 10年之功，聚全国之力托举的大型喷气客机运 10在大场

机场成功首飞，而后飞遍全国、七上拉萨。运 10航程大于 8000
公里，能从北京直航欧洲和非洲；最大起飞重量110吨、载客180
人，可以在通常的机场起飞与着落。运10是我国首次独立研制

的喷气大飞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运10项目，在上海飞机制造厂跟美国麦

道公司合作组装了35架麦道82飞机和两架麦道90飞机后因麦

道公司被波音合并项目中止，民机制造业陷入艰难境地。

改革，赋予民航新的活力

新中国成立至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民航的管理体制多次

调整，加上当时的政治和计划经济环境，航空运输发展缓慢。即

使到了80年代末，出门乘机也需要县团级单位以上出具介绍信

方能购票。

1980年3月5日，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发文：民航总局不再

归空军代管。自此，上海管理局逐步实行企业化运作。

上世纪 80年代，虹桥机场旅客吞吐量以年均 20%的速度增

长，“乘机难”成为制约上海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桎梏，上海市

着手酝酿筹建上海航空公司。1985年12月，中国民航局颁发了

《经营许可证》；同月27日，国家工商总局颁发《营业执照》，宣告

了上海航空公司的正式成立。

1988年 6月 25日，上海民航史上召开了一次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体制改革大会，国务委员邹家华、上海市长朱镕基及中国民

航局局长胡逸洲出席大会。在虹桥机场礼堂举行的这次大会

上，正式宣布将原有的民航职能一分为三，成立民航华东管理

局、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中国东方航空公司。

这次体制改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以发挥政府职能为主的

民航华东管理局接收了上海管理局过来的 263人，整建制接收

了该局的空中交通管制部门、油料处、修建处、民航上海中专学

校、民航上海医院等8个设在上海的单位及其设备设施、建筑物

和所在地的土地。华东管理局组建后，领导辖区的省局、航站。

2000年，各省民航系统继续推进改革，最终完成了民航体制的彻

底变革。

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东航）在飞行第五大队的基础上组建成

立，属于国家骨干航空公司，也是中国民航指定的第二国际承运

人。依据体改方案，原上海管理局所辖的民航第五飞行大队、乘

务大队、飞机维修厂、航材库、运输服务公司、售票处、国内国际

仓库、综合仓库、运输服务处、广告公司、电子设备维修站、模拟

机培训中心、直升机公司、航空食品公司、中日合资的上海虹桥

国际机场宾馆等部门及其建筑物，包括62架飞机和航空器材全

部划归东航。

归属东航的职工共有 2526人，其中飞行员 271 人，占总人

数的10.7%；大、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1263人，占总人数50%。东

航承担的运输任务：经营上海-东京、上海-大阪、上海-福冈、上

海-长崎等国际航线，上海-香港、杭州-香港等地区航线，福

州-香港、厦门-香港、南京-香港包机航线，以及通往北京、广

州、桂林、西安、成都和昆明等36 座城市的国内航线，还承办航

空摄影、探矿、灭虫、播种和海上石油开发服务等业务。

东航在成立了安徽、山东、江西、江苏等分公司后，又跨地区

联合云南航空公司、兼并西北航空公司，重组成为中国东方航空

集团公司，总部设在虹桥机场内。

虹桥机场这次“分家”后得到的是机场内的土地和 1500名

员工，主要拥有飞行跑道、滑行道各一条，停机坪25.7万平方米，

候机楼2.1万平方米。1999年9月16日，东海之滨的浦东机场投

入运行，航班大量东移，上海进入全国唯一的“一市两场”运行新

模式，起降客、货机呈爆发式增长。随着“双星座”功能的不断发

挥，上海航空枢纽港的建设渐行渐近。

与此同时，空管体制、机制改革也快速推进。1997年成立华

东地区空管局后，2005年在青浦朱家角建起了民航区域（华东

区）管理中心，统一指挥华东上空的民航飞机。经过前后几次的

高度层改革，将原来每隔1000米一个的高度层压缩为600米，最

后缩小为300米一层，完全和国际接轨，大大提高了空域利用效

率，加速了航班流量。

上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前后是上海民航承前启后的年代，

民航的发展向规范化、条例化、精细化方向坚实迈进，尤其是进

入新世纪后，一路厉兵秣马，运输的量变和质变之花同时开放。

政府机构改革进一步深化，民航华东管理局下属的山东、安

徽、江苏、浙江、江西、福建省民航局先后完成了职能转换、机场

归地方、企业剥离、航司独立运行的改革，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

政企、政事分开。

2002年 1月，总部位于虹桥机场的华东空管局也相继完成

了对所属六省一市的行业整合，成立了山东、安徽、江苏、浙江、

江西、福建以及厦门、青岛、宁波、温州10个分局（站），实行总局

空管局（北京）、地区级空管局（上海）和分局站（华东各省市）的

垂直管理，理顺了行业关系。华东空管局为飞行运行中的中枢

神经，担负着航空管制指挥、通信导航监视、航空气象、航行情报

等重要职能，专业技术人员近6000人，负责空域面积114平方公

里，南起广东汕头，西起安徽阜阳，北至山东烟台威海一线，东到

A593航路的交接点，以九分之一的空域、五分之一的人员，保障

了全国近三分之一的客运航班和40%的货运飞行总量。

浦东机场利用吹填造陆的方式，不断向东延伸，先后建设了

5条60×4000米4E、4F级南北向跑道，实行了“两起两落”的高效

运行。上海世博会前夕，虹桥机场完成了西跑道和西区航站楼

建设，两条窄距跑道间隔365米，实行“西起东落”的相关运行模

式。上海航空枢纽港建设基本成型。

早在 1991年，东航总飞行师樊儒、机长纪人胜驾驶MD-11
远程客机满载300多名乘客，横穿大洋抵达洛杉矶，破冰了第一

条跨太平洋国际航线，为东航“飞向世界”迈出重要一步。2010
年，东方航空换股吸收合并上海航空的重组顺利完成；当年，随

着东航与上航联合重组，中国联合航空加盟东航。东航还控股

了中国货运航空、东方通用航空、武汉航空等10多家分公司、拥

有 50 家海外营业部和办事处。东航股份于 1997 年在上海、纽

约、香港三地挂牌上市，为中国航企第一家。

在百花齐放的中国民航天地里，民营航空公司成为花丛中

的耀眼明星。上海春秋旅行社王正华创办的春秋航空为上海

民营航空的“报春第一花”，于 2005年 7月成功首航，由此催生

了国内民营航空的热潮。春秋之后，便是吉祥。吉祥航空正式

成立于 2005年，择地虹桥机场，第二年 9月首航，为我国第五家

民营航司。

从ARJ21到C919，上海的“高度”不断提升

倘若记述中国航空史上划时代大事，很难绕过 2008 年中

国商飞公司在上海的组建成立，C919 大型客机项目正式实

施。这是我国民用航空工业经历几起几落、痛苦挣扎、涅槃重

生的理念创新、体制创新和管理创新，为商用飞机新时代突围

吹响了冲锋号。

缅怀往昔，中国民用航空工业之路犹如一条充满荆棘的天

路，九曲十八弯，道道堑壑横亘。从来没有哪一个项目，如大飞

机那样虬根曲绕，蜿蜒坎坷，令人唏嘘。

2002 年，ARJ21 在上海立项研制。这款我国自主研制的

70-90座客机拥有良好的安全性、经济性、舒适性和共通性，虽

然是支线但拥有单通道干线的客舱舒适性，座位比同类支线机

宽0.5英寸，为乘客提供最舒适的乘坐体验。

进入新世纪，在“航空四君子”的呐喊声中，北京亮马河会议

点下国产大飞机重启的第一把火。接着，国家科技部会议、北航

大会议，火焰越烧越旺……至战略科学家王大珩先生发起的159
次香山会议达到高潮。一代又一代航空人接力相传，情倾大飞

机。经过无数次的艰难论战，经过了历时数年艰难论证，在国家

意志、人民意愿、航空人永不放弃的合力下，国产大飞机项目列

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2008年 5月 11日，中国商飞在上海宣告

成立，作为大型客机项目的实施主体，同时也是统筹干线和支线

客机发展、实现我国民用飞机产业化的主要载体。首款喷气支

线客机ARJ21同步纳入中国商飞行列。

进入新时代，中国民用航空工业迎来了新时代。2017年 5
月5日，C919大型客机从上海浦东机场四跑道一跃升空。

作为工业皇冠的大飞机，C919汇聚了全国的优秀航空人才

和时代的先进智慧，也带动了上海地区的航空产业链发展。位

于上海漕河泾的中国航空无线电电子研究所（615所），为国产商

用飞机提供航空电子的核心处理与综合应用技术。昂际航电也

在上海成立，茁壮成长。

2011年11月，担负为C919、C929提供“中国心”的中航商用

航空发动机有限公司（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成立后并入该集团，

改称中国航发商发）在上海正式成立，长江-1000A开始研制。

为推进国产商业飞机事业，国内著名的航空航天高校“三巨

头”西工大、北航大、南航大，以及上海交大、复旦、浙大等众多院

校为民用航空输送着源源不断的人才。

光阴荏苒，斗转星移。全球第一工业大国的一块重要短板

——商用飞机制造，正悄然补上。

2016年 6月 28日，首架ARJ21飞机在全球首家客户成都航空

投入上海——成都航线。2020年 6月 28日，三架ARJ21在浦东

祝桥生产基地分别交付国航、东航、南航。东航专门组建一二

三航空专门运营 ARJ21 飞机，目前已经接受 17 架 ARJ21 飞

机。这是上海所在的航空公司正式开始运营在上海研制的飞

机，是上海商用航空的历史性事件。2022 年，ARJ21 飞机交付

超过 100架。

伴随着中国民用航空工业成长的，有新生的民航上海航空

器审定中心。民航上海审定中心的诞生，不得不说是中国民航

发展史上的一个璀璨亮点。因为此前我国没有完整的大型飞机

适航审定队伍。民航代表政府和公众对出厂的客机进行严格的

审查审定，依据法规为“CCAR25部”，细分条款 400多条，详细

规定了飞机设计与制造的机身结构要求、动力要求、航电要求、

强度要求、液压要求等详细条件……中国商飞研发的 ARJ21、
C919都由上海审定中心负责适航审查。上海审定中心的赵志

强、张惠中等试飞员先后完成了单发、颤振、失速、最大刹车能

量，最小离地速度等高风险审定试飞科目。

在各方的合力下，C919经过5年的试验和试飞验证，2022年

9 月 29 日取得中国民航局颁发的型号合格证。2022 年 12 月 9
日，首架C919交付全球首家用户中国东方航空，中国自主研制

的世界主流喷气干线客机在其诞生地上海进入中国和世界主流

航空公司。2023年5月28日，C919从虹桥机场起飞，首航北京。

中国商用航空，在上海迎来了崭新的篇章；而上海，也借助

中国民航运输和民机制造的齐头并进，从此拥有了“两副强劲

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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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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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
这是1929年上海第一条航线开通运营后一年的

载客人次。

1.2亿，
这是2019年上海虹桥和浦东两大机场的旅客运

输人次。

0，
1949年解放时上海没有一架可用的运输飞机。

29，
这是 1951年当时的民航上海机身修理厂（今中

国商飞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的前身）连同民航各

地修理队，从龙华机场“两航”遗留的器材和已经停

飞的残破飞机中修复出来的飞机架数。

800，
这是2023年中国东方航空机队架数，其中包括2

架C919大型客机和 17架ARJ21飞机。9月，东航向

中国商飞增订 100架 C919大型客机。同年，ARJ21
交付也已超过百架，并开始了在海外的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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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飞越，上海从东方大港，跃升为国际一流航空

枢纽和国际航运中心。

飞越百年，中国民航运输业和民用航空工业，也在

上海这片风云涌动的天空上，留下了从同源发轫，到双

轨前行，再到并轨交融、携手腾飞的奇妙航迹 .....
又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值此首届上海商用航展开幕之际，回溯历史，定位

当下，资鉴未来。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暗夜中的探索

一、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上海地区的民航运输业和

航空制造业开始起步

1.1921年 6月，虹桥机场初建，但“扼于经费不足”，

仅建成一条土质飞机跑道，未能正式通航。

2.1922年，原为北洋政府淞沪护军使署的龙华大操

场被正式辟为机场。

3.1927年，上海虹桥航空工厂创建，先后仿制成功法

国高德隆、英国爱弗罗等教练机，但未被采用。1932年

“一·二八”事变时，日本侵略者炸毁了工厂。

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通过借助外国的力量，上

海开始了与外埠的空中连接。

1.1929年 7月，沪蓉航线上海到南京段在虹桥机场

首先开航，一年内载客1200人次。

2.1929年 10月，由中美合资合营的中国航空公司在

龙华机场开航，首先开辟沪蓉（汉口、重庆、成都）、沪粤（香

港、广州、河内）、沪平（北平）3条航线，到1936年航线总长

度 6721千米。抗日战争开始后，公司从上海搬到重庆。

1949年时，拥有国内外航线27条，连接38个城市，航线总

长45868千米，拥有C-47、C-4等运输机46架，员工4000
人左右。国际航线有上海-厦门-马尼拉、上海-关岛-
威克岛-中途岛-檀香山-旧金山等（见图1）。

3.1931年 5月，由中德合资合营的欧亚航空公司在

上海虹桥机场开航，先后开通上海-北平-满洲里，上

海-兰州等航线，抗日战争开始后，公司从上海搬迁到西

安再到昆明。1943年改为中央航空公司，最困难时只有

一架飞机。1948年时，公司拥有员工 2300多人，C-47、
C-4运输机37架，航线26条，总长度33550千米。

4.1948年，龙华机场按照国际民航组织会议所规定

的国际通航机场B级标准完成改建，不仅成为中国民用

航空运输的枢纽机场，也成为亚太地区最大的一个国际

民航机场。

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也是我国航空教育和

航空制造的重要基地

1.1931年 2月，我国历史上第一家正规飞机制造工

厂、成立于 1918年的海军飞机工程处（后改名为海军飞

机制造处）从福州马尾搬迁到上海高昌庙江南造船所。

在上海期间先后制造“江凤”号、“江鹤”号等双翼水上飞

机。1937年搬迁到成都，后改组成为第八修理工厂。

2.1934年“航空技术会议”后，各高等院校开始设立

航空工程系。1935 年，上海交通大学在其机械学院自

动工程组的汽车门之外，增设航空门。到 1949 年上海

解放时，包括重庆分校在内，交大共培养航空毕业生约

180人。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民航运输和民
航工业的“两翼”新生

一、担当民航飞机修理龙头，服务新中国民航事业

创建

1.1950年9月1日，军委民航局上海办事处从“两航”

员工中抽调人员，组成飞机修理队，对遗留在龙华机场

的C-46、C-47飞机进行修复。1951年扩编为“军委民

航局机械修理厂上海分厂”，后改称民航上海机身修理

厂、民航第 2 修理厂。独立修理了 C-47、C-46 飞机 13
架（以“上海”号命名），又支持天津、广州、重庆、武汉等

地的修理队在龙华机场修理了16架，使新中国的民航机

队达到59架。

2.1960 年后民航第 2 修理厂先后改名为民航上海

飞机修理厂、民航 102 厂、国营 521 厂、空军 13 厂、5703
厂、上海飞机制造厂等，为今天中国商飞上海飞机制造

有限公司的前身（见图 2）。曾维修了毛主席的专机伊

尔-14等。

二、连接华北、华南、中西部和西北部的华东民航

运输龙头

1.1952年，中央军委、国务院做出《关于整编民用航

空的决定》，民用航空实行政企分开，组建中国人民航空

公司承担民航运输。同年8月23日，人民航空公司使用

DC-3飞机开通上海-汉口-重庆航线。

2.1956年，伴随着伊尔-14等苏联飞机成为运输主

力，新中国成立以来开辟航线数量达到最高，上海也开

辟形成了四大航线：上海-合肥-徐州-北京，上海-南

京-武汉-宜昌-重庆，上海-南京-武汉-西安-兰州，上

海-杭州-南昌—广州。

3.1963年，中央决定扩建虹桥国际机场。1964年 4
月29日，一架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波音707抵达虹桥

机场，开通了上海解放后的第一条国际航线（见图3）。

三、上海担当华东地区民航事业的管理中心

1.1950年5月，上海（华东）民航办事处成立，1951年

先后改为民航华东办事处、华东民航分局、华东民航管

理处等。1958年改为民航上海管理局，下属山东省局、

江苏省局、安徽、浙江、江西省局。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追赶喷气时代的
慷慨序章

一、上海民航运输开始拥抱喷气时代

1.1974年 9月 29日，中国民航使用波音 707开辟北

京-上海-大阪-东京国际航线。同时，日本航空公司使

用DC-8开辟相同航线。上海民航运输开始面向世界、

拥抱喷气时代。

二、中国人自主研制的喷气客机从上海飞上蓝天

1.1970年8月，中央军委、国家计委向上海下达了大

型客机的研制任务，代号“708工程”，飞机型号被命名为

运 10。来自全国 20多家单位、600多人的 708设计组在

上海组建，熊焰为行政领导，马凤山为技术负责人（总设

计师）。空军上海飞机修理厂（5703厂）作为主机厂，第

三机械工业部航空电器厂（今上海航空电器有限公司）

负责起落架制造，上海第一汽车附件厂（今上海航空发

动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发动机试制。1973年，设

计组改为上海市“708”设计院，后改为上海市飞机设计

研究所（今中国商飞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2.1980年9月26日，运10飞机于在上海大场机场飞

上蓝天。到 1985年 2月，共飞行 121架次、164小时。其

间，曾飞抵北京、哈尔滨、广州、昆明、合肥、郑州、乌鲁木

齐、成都等多地，7次飞往拉萨（见图4）。

3.2019年，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之际，运 10总设计师

马凤山被评为“新中国最美奋斗者”。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民航运输
的腾空展翅和民航工业的艰难长征

一、上海民航运输腾空展翅

1.1987年，民航管理体制改革拉开大幕，按照政企分

开原则，组建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中

国南方航空公司等6家国家骨干航空公司。1988年6月

25日，新组建后的民航华东管理局、中国东方航空公司、

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在上海正式成立。

2.到1991年，上海虹桥机场已有通往国内41个大中

城市的45条航线，构成了以上海虹桥机场为航空枢纽的

辐射航线网络（见图5）。

3.1999 年 10 月，上海浦东机场建成投入试运行，

2000年8月正式开放使用，新中国第一次出现了“一市两

场”的格局。

二、合作生产麦道飞机，艰难曲折中上海成为民用

客机产业基地

1.1985年3月18日，上海航空工业公司、中国航空器

材公司、美国麦道公司共同在北京签订协议，合作生产

MD-82及其派生型飞机。1987年7月2日，中美合作生

产的第一架MD-82飞机在上海大场机场试飞成功，同

月交付中国北方航空公司。1994年 10月 18日，第 35架

MD-82 飞机交付，中美合作生产 MD-82 飞机全面完

成。麦道合作项目缩短了中国在航空技术和管理方面

与世界航空工业先进水平的差距。

2.1999年 10月 3日，中美合作生产的MD-90-30干

线飞机在大场机场成功首飞，机体国产化率达到 70%。

项目确立的上飞、成飞、西飞、沈飞各厂的总装、制造格

局，持续至今。后因麦道公司被波音公司兼并，项目在

合作生产2架飞机后终止。

三、上海成为我国大型飞机适航审定中心和最前沿

1.1985 年 9 月 1 日，民航局颁发《中国民用航空条

例——运输类飞机适航标准》。1987 年 5 月 4 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器适航管理条例》正式发布，这是

国家法定适航管理工作的开始。马凤山带领的上海飞

机设计研究所技术团队参与了我国第一部适航标准的

编制。

2.1989年 8月 24日，民航局上海航空器审定中心成

立。2007年3月28日，中国民用航空上海航空器适航审

定中心正式成立，主要承担运输类飞机（涡桨除外）适航

审定工作。

二十一世纪：在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
的交融中构建民航与民机“两翼齐飞”的
新发展格局

一、上海成为年运输量过亿的国际民航枢纽

1.2006年，上海机场集团旗下的浦东、虹桥两大国际

机场全年完成旅客吞吐量 4601.54万人次，货邮吞吐量

全球第三、国内居首。与上海通航的国内外城市169个，

其中国际及地区94个。2019年，两大国际机场完成旅客

吞吐量1.22亿人次。

2.2007年，华东地区空中交通管理局完成一体化改

革，承担了全国 30%的客运航班和 40%货运航班的运行

指挥，域内日均飞行流量超过6000架次。虹桥机场完成

“西起东落”的双跑道运行模式、浦东机场完成 5条跑道

运行，国际枢纽机场基本建成（见图6）。

3.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上海民航运输业也迎来

主体多元化时期。1985年，我国第一家多元化投资的股

份航空企业上海航空成立。2004年，我国首家民营资本

独资航空企业春秋航空在上海成立。2006年，又一家民

营资本航空企业上海吉祥航空在上海成立。

二、民用航空工业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不断取得历

史突破

1.2002年，ARJ21项目经国务院批准在上海开始研

制。这是我国首次完全按照国际适航标准自主研制的

喷气客机。2008 年 11 月 28 日，ARJ21 在上海大场机场

成功首飞。

2.2008年 5月 11日，作为我国大型客机项目实施主

体同时也是我国民用飞机产业化主要载体的中国商用

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揭牌成立。原上海航空工业

（集团）公司、上海飞机制造厂、上海飞机设计研究所等

划归新成立的中国商飞。同年 10 月，中国商飞上海飞

机客户服务有限公司成立。2011年 8月，上海《大飞机》

杂志社成立。2012年 9月，中国商飞民用飞机试飞中心

成立。

3.2009年 1月 18日，作为我国大型客机发动机项目

责任主体和总承制单位的中航商用航空发动机有限责

任公司在上海成立。2017年更名为中国航发商用航空

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

4.2012年3月，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与GE公司

合资组建的昂际航电在上海成立，该公司为C919提供

航电集成解决方案。中国航空无线电电子研究所（615
所）承担C919驾驶舱显示系统等研制任务，上海航空测

控技术研究所（633所）承担C919客舱核心系统和娱乐

系统等研制任务。

5.2014年12月30日，我国自主研制的ARJ21通过中

国民航局适航审查，取得型号合格证。这是我国喷气客

机取得的第一张型号合格证。中国民用航空上海航空

器适航审定中心承担了ARJ21的主要审查任务。

6.2015年11月2日，首架C919大型客机在浦东总装

厂房总装下线（见图7）。2017年 5月 5日在上海浦东国

际机场飞上蓝天。2022年9月29日，C919通过中国民航

局适航审查，先后取得型号合格证、生产许可证等（见图

8）。中国民用航空上海航空器适航审定中心承担了

C919的主要审查任务。

三、东方航空全球首家运营C919，上海构建民航与

民机“两翼齐飞”新发展格局

1.2016年 6月 28日，首架ARJ21飞机在其首家客户

成都航空的首条航线上海——成都航线投入运营。

2020年 6月 28日，3架ARJ21在浦东祝桥生产基地分别

交付国航、东航、南航（见图9）。东航专门组建一二三航

空专门运营 ARJ21 飞机，目前已经接受 17 架 ARJ21 飞

机。这是上海所在的航空公司正式开始运营在上海研

制的飞机，是上海商用航空发展的历史性标志。2022
年，ARJ21飞机交付已超过100架。

2. 2022年 12月 9日，首架C919交付全球首家用户

中国东方航空，中国自主研制的世界主流喷气干线客机

在其诞生地上海进入世界主流航空公司。2023 年 5 月

28日，C919在上海首航（见图10）。

3. 2023年9月28日，作为C919的全球首家用户，中

国东方航空再次与中国商飞签署购机协议，增订 100架

C919大型客机。这是C919大型客机收获迄今为止最大

单笔订单，中国东航同时成为C919大型客机全球最大

用户。中国商用航空在上海揭开了历史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