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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of aerospace product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urrent management 
mode of China,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hina’s aerospace research and production, some suggestions for im-
provement are put forward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management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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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结合航天产品的研制生产工作特点，对当前中国航天产品科研任务管理工作模式进行了简要论述，并针对管理工作中存
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关改进建议，以推动中国航天科研生产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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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对于中国的航天产品来讲，无论是在科研还是生产方面

都拥有很多工作任务，在时代不断进步与发展的过程中，航

天产品的型号变得丰富，相应的任务量也在不断增长，相关

产品的设计复杂程度也在不断提升 [1]。在这种情况下，航天

产品的研制计划管理工作具有了更高要求，需要对当前航天

产品的科研任务管理工作模式进行论述，从而使航天产品科

研项目管理水平得到全方位提升，保证在计划周期内实现科

研产品研发。

2 指挥调度系统的建设及制作

航天事业指挥调度工作是从 20 世纪 70 年代所推行的，

主要是为了保障及促进技术指挥线的畅通。技术指挥线在日

常工作过程中的主要职责就是制定科研产品的方案以及开展

产品的设计工作，并同时配合产品机制，确保产品最终的生

产质量，通过大量的试验来确定最终的产品定型，基于最终

成品开展保障要求及经费估算工作，和研制工作协同管理。

对于计划工作部门来讲，需要根据设计师系统所提出的相应

设计技术方案以及措施和研制进度等将国家投资以及物资和

外协等条件进行统筹安排 [2]。在计划确定之后，需要由多个

部门围绕计划开展相应的工作技术工作，指挥员和设计师系

统也需要根据计划对各项技术问题进行处理，并协调好各系

统的技术进度，力求能够按照计划进度完成相应工作任务，

同时在计划部门开展相应工作的过程中，还需要根据技术工

作的变动以及改动情况对计划不断调整。

3 管理工作的组织及实施

以各类卫星、载人飞船、空间站、航天飞机以及月球探

测器等航天系统作为观察平台，通过各种遥感器进行侦察、

监视、预警、以及气象、地形、地貌观测、获取了海量的各

类空间数据，为各类航天信息的应用提供了数据保障，是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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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和利用外层空间的技术基础。各类航天信息应用系统是

航天信息综合应用的关键环节，对航天信息应用系统开发中

涉及的关键技术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航天信息应用系统的结

构，并设计了航天信息综合应用平台。该平台为各类应用系

统的开发提供底层支持，使开发者只需关注业务功能的实现，

大大减少了应用系统的开发工作量，为高效、高质量的航天

信息应用奠定了基础。

首先，对于随着多型号研制并举和高密度发射以及用

户对产品质量要求的日益提高，现行航天质量管理要求成

体系、标准高，航天型号的复杂性、系统性、创新性特点

决定了型号质量管理工作需要持续改进，而调度工作贯穿

航空科研任务全过程，该机构的工作人员需要和总设计师

系统以及生产单位和技术保障工作部门进行紧密的沟通，

要就是负责科研生产计划的相关组织实施工作，同时对于

计划来讲，也是指挥调度系统组织并开展各项研发工作的

最主要依据。

其次，管理工作的各阶段工作任务。第一个阶段是产品

型号的方案论证以及总体方案的设计研究，根据部署工作任

务要求组织各种方案的论证会以及讨论会和技术协调会，在

型号研制并试验的过程中，需要组织相关的技术设计人员配

合生产作业。第二个阶段就是产品的总装阶段，在该阶段组

织和督促各单位向总装车间交付所设计的产品成品，然后与

有关单位共同配合，在总装车间完成产品的总装及测试和其

他各项准备工作。

再次，管理组织协调会及调度会。基于中国目前的工业

基础和现状，航天总装制造厂受传统工艺、流程、能力布局

等因素的影响，组织协调工作面临问题较多，需要在特定范

围内召开相关会议，通过会议决定各项事务的解决流程以及

解决方法，将最终的结果以书面的形式通知给各单位，在派

遣相关的监督以及检查小组对各项内容的实际落实情况以及

开展情况进行监督。

最后，对各项工作计划的执行情况作出全方位的管理及

监控。对于各项工作计划的执行来讲，指挥调度人员需要根

据任务的计划节点，开展相应的工作进展检查对之，前阶段

工作中所出现的问题要进行及时的反馈，汇总并提出相应的

解决对策，针对问题进行全方位的解决，将问题在萌芽阶段

就消除，确保产品的研制计划不会受到影响。

4 短线及关键技术攻关管理

在航天产品科研任务当中，需要根据产品的型号研制工

作特点，在初样和初样研制任务阶段做好各项工作，在该阶

段所暴露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数量很多。对于不同的研制任

务来讲，工作特点也大不相同，在工作时所出现的问题及矛

盾也具有独立特征，需要抓住主要矛盾，以点带面使整个研

制工作得到全面推动。在实际管理工作过程中，需要成立专

项的课题攻关小组，并制定好专题工作计划，将关键技术攻

关任务全面分解并落实到各单位及工作人员，明确各阶段工

作过程中各小组的实际工作目标及工作内容和要求，根据不

同的责任分工来开展调度以及协调和检查工作。在此过程中

还需要增强对总设计工作的调度，以总设计工作为突破口，

使其他分系统的工作得到全面带动，将总体设计和上下左右

系统之间的衔接以及协调关系做好稳定，避免在方案上出现

脱节以及反复情况。对一些先进的其他国家技术以及经验要

不断吸收和消化，在此过程中不断提高自身的研制工作水平，

从而达到节约研制经费和缩短研制周期的目的。除此之外，

在研制任务执行的过程中，根据关键技术的公关组织管理实

施目标以及相关岗位和经费以及责任包制等，需要通过责任

以及权利和利益的有效结合，使工作人员在研制工作过程中

的积极性得到提升。

5 全面协调确保研制任务成功

对于航天产品科研任务来讲，由单一工作部门来完成科

研任务的可能性较低，在产品研制的过程中是涉及到不同的

结构以及不同的理论知识内容的，需要多个部门共同配合，

才能够使研制任务真正完成。对于指挥调度工作人员来讲，

需要在此过程中做更多更加细致而且艰苦的工作，主要包括

如下几点。

5.1 对技术状态进行全面协调

对于航天产品的科研任务来讲，设计出图以及工艺编

写文件，对后续各项任务的开展将会产生直接影响，相关生

产单位需要在设计出图以及工艺编写文件环节加强控制，这

样可以为后续的生产单位生产及交付工作赢得更多更宝贵的 

时间 [3]。

5.2 需要做好专题计划

对于航天产品科研任务来讲，各阶段的工作任务内容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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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多，而且不同的工作内容之间还具有一定联系，需要根

据相关的任务要求做好专题计划，从而使后续的各项生产任

务能够有效衔接。

5.3 增强动态管理

在航天产品研制的过程中，为了保证各项任务及活动都

可以按照规定的节点以及施工进度完成，需要对整个生产现

场加强管控，使各单位的协调与配合真正实现。在实际工作

过程中有许多问题会突然出现，相关协调以调度人员需要及

时进行处理，这也就需要在开展实际工作过程中，各方调度

工作人员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并解决 [4]。

5.4 通过现场调度使调度协调水平得到增加

在航天产品科研任务管理工作过程中，依据各生产任务

的进展和存在的影响问题，需要开展现场调度会对所存在问

题进行解决，然后让各单位对任务进展情况有充分的了解，

增强对工作的认知。

6 结语

综上所述，对于航天产品科研任务管理工作来讲，指挥

调度系统的建立及完善是非常重要的，能够使航天产品的科

研以及生产和试验多个阶段，得到更加全方位以及系统的动

态化管理。在航天产品科研任务管理工作过程中，需要对调

度系统全方位建立并不断完善，根据航天产品的科研任务工

作要求，不断提高指挥调度系统的完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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