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零的突破！
我国商业航天如何“飞”得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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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中国民营商业运载火箭成功实施首次入轨发射。新突破之后，我
国商业航天领域正经历何种“成长烦恼”？全球商业航天领域“百舸争流”，我
国企业如何发展壮大？“太空经济”红利离大众还有多远？

民营商业运载火箭已经上天，家门口的太空旅游是不是也已近在
眼前？

“商业航天发展并非一蹴而就。”姚博文表示,我国相关领域还处
在“初创期”。

近年来，国家发射场已向航天民企打开大门、民企研发的微纳卫
星成功上天、民企设计的火箭发动机核心涡轮泵成功通过测试……中
国民营企业已经开始到太空“创业”。多名专家提醒，虽然发展迅速，但
我国商业航天产业与全球领先企业在“内力”方面仍存较大差距。

从时间上看，比起国外领先企业十余年的积累，国内火箭民企最长
只有近五年的历史，仍显“资浅”。另一方面，由于相关领域需要动用大量
的人力和资金，牵涉如国家安全等诸多重大事项，大大提高了企业与资
本的进入门槛，减少了企业数量，使产业略显“单薄”。

此外，有专家透露，一些企业在发展思路与方式上也存在问题。中
国科学院空天飞行科技中心主任杨毅强说，存在个别企业热衷于纯概
念炒作、击鼓传花式资本炒作，有的甚至借商业航天之名，变相跑马圈
地，行房地产之实。也有企业被资本利益“捆绑”，反复进行低层次低水
平建设，导致技术创新困难，陷入僵局。

“中国商业航天发展，必须避免盲目扩张与低水平重复。”杨毅强说。

1 产业仍处“初创期” 低水平重复建设仍存在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科技委副
主任孙为钢指出，随着航天技术的发展，人
们对航天需求的增加， 航天的市场在不断
扩大， 已实现从单一的为国防服务转向为
国防和社会服务， 从单一的国家用户转向
为多元化的用户。

高盛集团预测， 在未来商业航天将达
到万亿美元以上的市场。低轨星座、太空旅
游、星际采矿将成为商业航天的三大主流。

我国的商业航天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
不少问题。“比如思想观念转换的问题，我
们的航天发展是以技术推动为主的， 在商
业航天中，技术只是手段、工具、支撑，市场
才是目的，没有市场就没有商业航天。我们
不能仅仅用过去做项目的方式、 做工程的
方式来推动商业航天的发展。”中国航天基
金会理事长吴志坚说。

此外， 商业航天企业技术的积累仍然
有限。据统计，截至2018年底，55家从事火
箭制造的民营航天企业所取得的专利共46
项，这46项中获得授权的仅17项。中国民营
航天企业的原始创新能力有待进一步提
高，应尽快“断奶”，避免对体制内现有的技
术和人才形成“过度依赖”。

拓展市场、夯实技术
民营商业航天企业急需“断奶”2 “太空对于大众而言已不再遥远。” 中国

航天科工集团空间工程部部长张兆勇认为，
商业航天是培育太空经济的重要手段。

日前，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等有关部门
联合印发《关于促进商业运载火箭规范有序
发展的通知》，旨在“引导商业航天规范有序
发展，促进商业运载火箭技术创新”。业内人
士表示， 国家政策为产业爬坡过坎提供了重
要助力， 但商业航天发展依旧面临一些现实
问题。

记者了解到，当前企业发射实务中，作为
发射人的火箭企业除了要为客户提供火箭定
制、生产、发射、测控服务外，还需要承担协调
发射场及空域安全等服务内容。“这就好比要
求一家运输公司，不但要为客人运货，还必须
得修公路铁路机场等设施。” 一位企业人士
说，“企业负担太重”。此外，发射保险费用承
担方式不合理问题也备受关注。

航天加工程技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刘雨
霏认为， 产业具体问题的背后是诸如市场化
程度不够，立法存在缺失，科技创新能力不强
等问题。她建议，应尽早出台航天法，通过建
立航天基本法治框架，明确部门职责，统筹各
方资源， 并依法建立健全商业航天市场准入
退出、安全监管等各项重要机制。

张兆勇说， 随着我国商业航天产业不断
壮大， 全社会将越来越多地享受太空活动创
造的产品和服务所带来的便利。

降低成本、加速立法、
强化创新助力发展“太空经济”3

此前， 我国火箭民企已获多项重大技
术突破。

民营火箭企业蓝箭航天空间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研制的“天鹊”TQ-12液氧甲烷
发动机近日100%推力试车圆满成功。同为
民企的九州云箭（北京）空间科技有限公司
研制的首台全尺寸涡轮泵介质试验今年也
获成功， 标志着中国在火箭发动机关键零
部件领域取得新突破。

星际荣耀新闻发言人姚博文表示，民
营企业相关业务高度集成， 有利于突破固
化的分工壁垒，提高研发效率，降低火箭成
本。

“吸纳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参与，能拓
展中国商业航天应用范围。” 蓝箭航天
CEO张昌武说。

中国的商业航天发展呈现出百舸争
流、千帆竞发的态势。仅一年左右时间，中
国从事商业航天产业并具有一定规模的企
业， 从去年的30多家增加到目前的百余
家， 商业航天已成为中国航天的重要组成
部分。 航天运载领域企业除了星际荣耀
之外，还包括翎客航天、零壹空间、蓝箭航
天和科工火箭等。翎客航天在2017年完成
了一次垂直起降试验；去年5月，零壹空间
在西北某基地发射亚轨道火箭OS-X“重
庆两江之星”，成为第一家发射自主研发火
箭的民营企业。 ■据新华社、环球时报

记者从相关研制机构获悉，这次发射任务中的载荷之一———“北理
工1号”卫星上的一个黑科技：空间帆球技术也非常值得关注。

据“北理工1号”卫星的总体研制机构北京理工大学向记者介绍，这
颗代号为BP-1B的卫星， 是北理工新技术验证系列卫星的第一颗，直
径500毫米，质量3公斤。作为一颗科学技术验证微型卫星，在稀薄大气
作用下，这颗卫星的轨道寿命约为7到10天。在本次发射任务中，“北理
工1号”卫星将完成两项具有创新性的科研验证任务，帆球技术和新型
空间电台技术。

在空间中展开的帆球，可以作为卫星的太阳能电池板，未来也可以作为卫
星通信的大型天线。图为展开帆球的“北理工1号”在轨飞行效果图。

欢呼背后的黑科技：空间帆球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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