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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被视为中国商业航天发展元年。当年国家
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发布《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中长期
发展规划（2015—2025年）》，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国家民
用空间基础设施建设，标志着中国航天迈向政府与市场
相结合的道路。

2024年对商业航天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根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发布的《中国航天科技活动

蓝皮书（2023年）》显示，2024年是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
关键之年，预计中国航天全年实施100次左右发射任
务，有望创造新的纪录，中国首个商业航天发射场将迎
来首次发射任务，多个卫星星座将加速组网建设。

艾媒咨询数据则显示，中国商业航天市场规模自
2015年以来保持高速增长，2017—2024年年均增长率保
持在20%以上，预计2024年商业航天市场规模约达2.34
万亿元。

由于商业航天产业带动力强、关联产业多，北京、上
海、天津、深圳、武汉、宁波等多个地区陆续出台商业航天

发展政策，商业航天产业园区和基地也在多个城市落地。
针对航空航天产业的支持政策。北京市印发了《北

京市促进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实施方案》，其中在未来空
间领域提出面向未来太空探索需求，重点发展商业航
天、卫星网络等细分产业。

在促进商业航天领域的发展方面，上海则提出到
2025年，形成从火箭、卫星、地面站到终端的全覆盖产业
链。新引进和培育10家商业航天重点企业，培育5家具
备科创板上市条件的硬核企业，扶持一批民营“专精特
新”优势企业，实现空间信息产业规模超2000亿元。

江苏则将发展商业航天任务列入了整个省的航空
航天产业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并提出重点发
展火箭发动机及主要结构部段、微小卫星、有效载荷和
分系统研发制造。推动卫星数据与地理信息及互联网
数据的深度融合，重点发展高精度定位终端和服务运营
商，加快集成导航定位、通信、信息增值服务的位置运营
服务平台建设，推进北斗省域广泛覆盖和深度应用。

去年6月，广州生产的“力箭一号”运载火箭以“一
箭26星”的方式将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刷新了
我国一箭多星的最高纪录，这也让人们对广州的商业航
天产业发展充满了期待。如今，随着广州不断加大政策
扶持力度，以及中科宇航、吉利航天等龙头企业纷纷落
地，广州商业航天产业链正愈发壮大。

“一箭26星”发射成功吸引了不少客户，中科宇航
（广州）装备工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秦峰说：“现在我
们已经有不少订单在排队，甚至有的已经排到后年了。
目前我们的客户主要是国内的商业卫星公司及科研机
构。今年计划实施5次发射任务。”

“太空旅游未来将是非常好的商业航天项目，普通
人在经过锻炼符合相关的标准后就可以来到太空观
光。”李秦峰介绍，亚轨道飞行器单次可搭载7名乘客，
最大飞行高度将达100千米—120千米，乘客经过简单
的专业培训，即可获得约10分钟的“宇航员”体验，其中
包括约3分钟摆脱地球引力的失重感体验。

多地“入局”商业航天 山东已实现“造发一体”

中信证券研报预计，商业航天时代，航天活动遵循
以盈利为主要目的、遵循市场机制，因此运载火箭的低
成本、大运力是未来的趋势。参考SpaceX的发展历程，
预计未来十年中国商业火箭核心受益于卫星星座建
设，市场空间将达千亿规模。

星际荣耀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李勇鹏表示，商业
航天产业链特别长，是典型的链主型行业。以火箭为
例，研发、生产涉及到所有的工程学科，所以在产业链
从材料到制造再到应用，方方面面的带动效应和需求
非常强。

“上游包括基础材料、零部件、芯片等电子元器件
的生产加工。再往下是分系统级的制造，比如卫星上
的天线、陀螺等等。然后是系统级，包括火箭的生产和
卫星的总装生产。产业链下游是发射服务环节，之后
是应用端。比如去年华为、小米推出了卫星通话功能
的手机就是应用端的例子。”李勇鹏谈道。

在中国宇航学会成员、航天科普传播专家白国龙
看来，商业航天作为有着万亿产业的潜力赛道，不仅能
够带动航空航天产业上中下游的域内企业，同时有着
很强的溢出效应。

“以山东海阳为例，该市是一个仅有50多万人口的

县级市，但却依托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港口条件，发挥航
天、海工等工业制造基础雄厚的独特优势，打造航天海
上发射母港。同时作为商业航天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海阳航天文旅产业也迅速发展，每年都吸引大量
游客观礼火箭发射，航天文旅板块也成为带动当地经
济发展的新引擎。”白国龙说。

白国龙分析，商业航天将为教育、文旅、科普、传
媒、市场营销等领域带来新的增长机遇。比如这两年
白酒、汽车、首饰、服饰、数码3C等品牌纷纷选择商业
火箭作为品牌营销合作的平台。与此同时，不少地方
也开展航天旅游、航天研学、航天科普，这些来自其他
领域的合作也反向推动了商业航天发展，增加了其在
大众心中的认知，也让更多投资机构关注到该领域。

谈到商业航天的未来应用，中山大学航天航空学
院副院长张锦绣教授告诉记者，未来整个商业航天产
业链中，卫星制造和发射服务大约仅占20%，其余80%
集中在卫星地面设备制造和服务应用，比如车联网无
人驾驶，低空经济无人机和飞行汽车智能导航和高速
通信网等等。“未来，随着天上的卫星越来越多，
更重要的是把后端的地面设备和产业应用做
上来。”

张锦绣介绍，低轨遥感卫星，特别是合成孔径雷达
卫星星座，无论白天黑夜，无论刮风下雨都可以获得海
量遥感数据，这可应用于城市楼宇、桥梁等大型设施的
安全监测，如城市超高层建筑每年的沉降形变
等。目前因为数据获取不及时和不均匀，还无法
实现有效监测，但随着低轨卫星星座的建设，
基于卫星遥感数据实现城市大型设施的
数字化监测将成为可能。此外，海量
遥感数据在农村还可以用于监测农
作物的种植率、生产情况，甚至
病虫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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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数中国航空航天的“山东力量”

在中国航空航天事业发展中，山东从不缺席。
济南高新区是济南空天信息产业的核心集聚

区。据统计，济南高新区已拥有空天信息产业相关
企业60余家，年营收超百亿元。济南高新区依托已
经布局的卫星星座，制定空天信息产业规划，绘制产
业地图，按图索骥，围绕产业链关键环节加快项目招
引，推动包括卫星平台及载荷研发、卫星总装、卫星
测试、卫星运营在内的卫星产业链在济南高新区初
步形成。而随着车联网、无人驾驶技术的不断成熟，
以及比亚迪、吉利等更多新能源车企在济南落地整
车生产项目，济南高新区正着手打造卫星应用产业
示范区。

而在青岛，胶州市、城阳区、西海岸新区等已经成
为空天信息产业核心集聚区。在胶州市，建设并运营

全国首个低轨未来出行星座项目；在城阳区，建设低轨
卫星产业园，打造低轨卫星通信产业发展高地；在西海
岸新区，已集聚为我国先进吸气式发动机自主创新发
展提供支撑的“仲华”热物理试验装置、国内首条液体
火箭低温推进剂铝合金贮箱HOETS产线项目等。

说起山东的航天航空产业，不得不提海阳这座小
城，海阳市大力发展商业航天产业，实现了火箭卫星

“山东造、山东发”，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目前，以东方航天港为平台，海阳已实现了集星箭

研制、配套服务、卫星应用、航天文旅于一体的全链条
商业航天产业集群。

塑强商业航天产业核心竞争力，海阳市设立了总
规模20亿元的航天产业基金，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投入，
加速完善产业链。陆海空间公司成立之初，就获得了

五千万元投资，围绕陆海空间的卫星产业，还带动了火
箭、载荷、测运控等产业。

依托东方航天港的海上发射能力和商业火箭核心
资源，烟台市和武汉大学合作了“东方慧眼”项目，未来
将发射约200颗在轨卫星开展通导遥一体化应用。

截至目前，海阳东方航天港累计保障完成10次的
海上发射任务，成功将57颗卫星送入既定轨道，累计招
引集聚产业项目21个，总投资271亿元，预计到2030
年，海阳市的商业航天海上发射母港、国家级空天信息
产业园区全面建成，培育起全链条、低成本、高附加值
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航空航天产业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近日，《山
东省航空航天产业发展规划》已经省政府同意，聚力打
造全国航空航天产业新高地。

商业航天将带动众多产业链

4月24日，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
中心举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林西强在会上表示，经总指
挥部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4月25日20时59分发射神舟十八号载
人飞船，飞行乘组由航天员叶光富、李聪、李广苏组成，叶光富担任指
令长。

4月24日，我们同时迎来了第九个“中国航天日”，这代表着中国
商业航天发展已进入第九个年头。

在中央政策推动下以及地方政府寻找经济新动能的热情鼓动下，
围绕商业航天的新一轮投融资热潮渐起。由于商业航天产业带动力
强、关联产业多，北京、上海、天津、深圳、武汉、宁波等多个地区陆续出
台商业航天发展政策，商业航天产业园区和基地也在多个城市落地。

从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及商业航天到今年被写进政府工作
报告，商业航天又迎来新的机遇。业内认为，中国已开启“商业航天
2.0时代”。

多地部署商业航天产业

4月12日至6月2日，以“逐梦苍穹，点亮未来”为主题的“大国重
器”社会课堂——爱国主义教育航天展在青岛市西海岸新区金沙滩
啤酒城举办。长度近50米高7米的火箭残骸实物、展示火箭发展全
过程的3D裸眼大屏、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模型、天和核心舱1:1互动
体验舱、天问一号探测器仿真模型等在展览现场倾力呈现。

本次展览拥有1.5万平方米的超大展陈空间，巧妙贯穿航天展
双主题线，室内外共设置了11大主题展区，具体包括“开启星辰”“问
梦天宫”“九天揽月”“国之脊梁”“逐梦之路”“登天之梯”“登陆月球”

“火星探秘”“星空影院”“科学迷宫”等。
本次航天展由中国遥感应用协会、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

指导，由青岛出版集团、青岛城运控股集团主办，由《商周刊》社、青
岛城运文化旅游集团、青岛城运控股交运集团承办，《瞭望中国》杂
志社、《中国阳光》杂志社为支持单位。

“大国重器”社会课堂——爱国主义教育航天展火热进行中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记者 孙梦

在研学导师带领下，学生们正在参观长征二号F火箭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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