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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商业航天企

业想“上天”，科研

人员也希望有更

好的待遇和机会，

当然一拍即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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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张小平肯定不会想到，

自己年初从西安航天动力研

究所离职，半年后的今天却

引起轩然大波。

27 日上午，一篇《离职

能直接影响中国登月的人

才，只配待在国企底层？》的

文章刷爆朋友圈。文章称，

该所基层研究人员张小平离

职加入民营火箭企业，对该

所目前的发动机方案论证及

研制工作造成了极大影响，

甚至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国

载人登月重大战略计划。

一个基层科研人员竟成

了整个研发的灵魂人物，其

离职导致了后续发动机研制

出现“深层次的技术难题”，

职务和影响力之间的巨大反

差令人生疑。在网上，更有

不少人将问题归结于国企低

效的晋升机制。

昨晚，钱江晚报记者辗

转联系上张小平，他表示暂

时不便接受采访。

此事的前因后果，是否

真如网文所说，钱报记者进

行了调查。

四问“张小平离职事件”
张小平是谁，他离职真能直接影响中国登月？钱报记者找到了他

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半夜发说明：材料中措辞失当，夸大了张小平地位和作用

一问：一起离职事件为何这么火
昨日，《离职能直接影响中国登月的人才，只配待在国企

底层》的公号文章，使“曲高和寡”的航天动力专业，突然成了

人们关注的焦点。

文章援引一份加盖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公章的《张小平参

与我所型号研制情况》文件，其中写道：张小平离职前系该所研究

员，低温发动机副主任设计师，负责四种国家重大型号发动机的

研制及预先研究任务，并负责总体设计研究及技术把关。

这份落款时间为9月17日的文件，还将张小平比喻为两型

发动机研制的灵魂人物，“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由于张小

平的离职，目前某型号发动机在今年出现了“深层次的技术难

题”，其后续结果将直接影响我国重型运载火箭的方案选择和研

制进度，甚至影响载人登月战略计划的论证和策划工作。

文章最后将张小平的离职原因归结为年薪 12 万元——

过低的薪资水平，和遭遇瓶颈的晋升渠道。

较低的职务层级和情况汇报中不可替代性的强烈对比，

以及同意离职后又要追回的巨大反差，让张小平和西安航天

动力研究院彻底火了。

不过钱报记者调查发现，其实早在一周前，网文所附文件已

在网上流出，并在航天圈内流传。最早的一篇，发布于9月21日

下午，作者是一位名叫“米迦勒”的网友。他声称，张小平的情况

属于职称和职务严重不等。“现在人人都是副主任，基本占到了研

制人员队伍的70%以上甚至更多”。他表示类似张小平这样的

科研人员，评上研究员后如果不能进入行政管理口，“一辈子就是

在副主任级别上拿着低待遇，因为技术被淘汰而淘汰。”

二问：张小平究竟是谁
处在舆论漩涡中的张小平，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通过查询

中国知网，在一篇张小平的论文的作者介绍中写道，张小平出生

于1970年，现年48岁，其研究领域为液体火箭发动机系统。

钱报记者翻阅其多篇论文发现，最迟在2001年，张小平就

已进入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进行工作。而在十年前，他已成为

高级工程师。昨日，据澎湃报道，张小平的前同事称，张小平评

上研究员这一职称已有多年，在原单位也是相当高水平的研究

员，“是个专家型人才，不仅发表了论文，也有很多著作。”

据了解，在离职前，张小平一直在原单位从事低温发动机

相关研制工作，主要侧重论证、研发和理论计算等方面。至于

其年薪，知情人士表示绝不止12万元。

钱报记者在湖州日报相关报道中看到，今年三月离职后，

早在 4 月 4 日，张小平就已作为蓝箭公司企业代表，在湖州办

理相关企业建设手续。目前，张小平已在蓝箭企业内任职。

昨晚，钱江晚报记者通过中间人，与张小平取得了联系，

他表示不便接受采访，相关情况以公司发布为准。

三问：张小平真有那么厉害吗
张小平真有网文说的那么厉害吗？

昨晚 11 点半，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在官网发布《关于张

小平离职事件的情况说明》。其中表示：张小平 1994 年入职

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2011 年 8 月取得研究员资格，2015 年

3 月起担任低温推进剂发动机型号副主任设计师，从事液氧

煤油高压补燃和液氧甲烷发动机系统设计，参与了多项低温

发动机项目论证。2018 年 3 月,张小平向西安航天动力研究

所提出辞职申请。出于爱惜人才考虑，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

与张小平进行了多次沟通和挽留，但其离职意向坚决，并在单

位未批准的情况下自行离所。

“由于张小平为国家重要涉密人员，根据保密法和单位相

关规定，离职前必须在所内非密岗位进行脱密，脱密期为 2

年。为此，2018 年 4 月，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与张小平进行

谈话，向其解读离职流程及脱密期管理规定，告知其须遵守国

家保密规定，回单位履行脱密义务。但张小平仍然自行离所，

对保守国家秘密和单位技术秘密带来了较大隐患。

鉴于以上情况，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向西安市劳动争议

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要求张小平继续履行聘用合同，按

脱密期管理规定回所脱密。2018 年 9 月 17 日，根据律师意

见，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承办人向仲裁庭提交了《张小平参与

我所型号研制情况》材料。承办人因急于达到让其回所脱密

的目的，在材料中措辞失当，夸大了张小平在所参与研制项目

中的地位和作用。该材料经张小平个人朋友圈发布后，扩散

到网络上，引起了较高的关注度和一些误解、误读，产生了不

良影响。今后，我们将加强内部管理，在工作中更加严格、严

谨，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钱报记者从张小平入职的蓝箭空间科技有限公司了解

到，张小平目前已入职，主要在西安工作，网上流传张小平跳

槽蓝箭航天后年薪从12万涨到百万，不属实。

“其实不能用挖这个词。我们也是国家航天事业的一分

子，是一个补充。”对于张小平跳到蓝箭航天后的工作，昨天蓝

箭航天CEO张昌武没有正面回应，他表示其实中国航天已经

有足够多的积累，不会因一两个人就影响大的节奏。

公司高级工程师袁宇表示，其实来蓝箭航天，个人待遇并

没有提高多少，其实就只想把航天这个事情搞好。“从来不干

预工程师的想法，只要大家把创造力和执行力聚合起来，一起

做出一个产品，脚踏实地往前走。”他比较认同蓝箭的氛围。

四问：商业航天企业为何频繁抢人
针对此事，钱报记者也采访了几位同样跳出体制的航天

从业人员。目前任职于国内某民营卫星企业的刘先生说，几

天前他就看到圈子里有在传这事。文章有夸大之处，刘先生

一眼就能看出来，“不管他是什么职务，中国航天科技发展了

60 多年，绝不会因为一两个人就停下来。”他说，如果张小平

确属核心人物，那他根本不可能这样轻易离职，“更别说 6 个

月后才曝光”。不过，刘先生表示，现在航天科研人员从科研

院所流向民营航天企业的趋势愈发明显。自从 2015 年国务

院印发《关于印发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中长期发展规划

（2015—2025 年）的通知》，鼓励支持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发

展，国内的商业航天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些企业的老板

不少也都是体制内跳出去的。民营商业航天企业想“上天”，

科研人员也希望有更好的待遇和机会，当然一拍即合。

刘先生说，在他周边，就不断有人跳出体制，但其实钱并

不是他们跳槽的主因，“要是为了钱，我早转行干金融了。”他

说，在民营企业里受限制更少，利用平台资源可以参与更多的

项目研发，“更容易出成果，成就感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