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與香港方面正努力把整個衛
星製造能力完全搭建起來，打造成為內
地與香港在航天領域合作的典範。」 路
同山表示，這條智能製造生產線投入運
行後將能實現從基礎產品配套到衛星總
裝、集成、測試與試驗等全流程AIT
（應用工業技術）業務，具備到發射場
發射的條件。 「屆時該衛星智能製造中
心可適配通信、導航、遙感等不同類型
的衛星共線生產，幾十公斤到一噸重的
不同量級衛星均可在同一條生產線上製
造研製，未來該製造中心生產能力將達
到200顆／年。」

精密製造 助港「再工業化」
作為香港首條衛星生產線，該衛星

智能製造中心項目既是中國航天對外展
示的重要窗口，也是香港 「再工業化」
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該衛星智能製造
中心位於香港將軍澳先進製造業中心，
隸屬於香港航天科技集團。該集團是香
港首家以星鏈工程和衛星精密製造為核
心的商業航天企業。據其表示，目前衛
星智能製造中心正處於積極有序的建設
當中，將於2023年第二季度完成全面
建設，並開展衛星生產業務。

不同量級衛星 可共線生產
「粵港澳衛星智能製造中心這條生

產線採取流水線的生產方式，生產效率
高，多類型、變批量、不同量級的衛星

都能夠在同一條生產線完成，12天便可
下線一顆衛星。」 路同山告訴記者，智
能化生產亦是該生產線的亮點，衛星設
計製造協同、供應鏈智能管理、機電熱
高效集成裝配、自動化測試、智能化試
驗、健康狀態智能監測、精細化質量管
控和智能化產線管控等功能應有盡有。
他說： 「我們的生產線較多的採用自動
化手段，引入了數字孿生、機器視覺、
自動物流、智能倉儲等先進技術，由數
字化管控系統進行集中管理，從而實現
智能化、數字化和信息化。」

八院宇航市場處處長白沐炎是負責
協助建設粵港澳衛星智能製造中心的管
理人員。他介紹： 「與香港用戶溝通接
觸了兩年下來，我覺得香港技術人員比
較務實，綜合素質很高。香港金融活
躍、市場資源豐富，而我們內地對航天
工業應用工程的應用經驗積累比較深
厚，雙方的合作非常順暢。」

記者了解到，廣東近年正在加速航
空航天產業布局，廣州、深圳、珠海、
東莞等城市先後在商業航天領域上發
力。粵港澳衛星智能製造中心的建設預
料也將為大灣區衛星產業帶來新的合作
空間。路同山認為： 「粵港澳大灣區各
地發力航空航天產業，這個過程中會產
生出更多深入合作，在這個過程中我們
也會貢獻更多的航天智慧、航天方案、
航天力量，為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作
出貢獻。」

港首條衛星生產線明年投產
設計研發測試一條龍 年製200顆衛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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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珠港飛明年開通 國際轉運更便捷
【大公報訊】記者盧靜怡、帥

誠、方俊明、黃寶儀珠海報道：第十
四屆珠海航展正在舉行，其間香港機
場管理局與珠海市政府在珠海簽署

《珠海市人民政府與香港機場管理局
合作諒解備忘錄》，標誌着兩地機場
將深化合作，主要合作項目包括開通
「經珠港飛」 客運服務、積極商議香
港機管局入股珠海機場等。記者從珠
海市交通運輸局獲悉， 「經珠港飛」
項目計劃於明年第二季度正式實施。
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教授鄭
天祥表示，香港機管局入股珠海機
場，將進一步實現兩機場資源整合互
補。

珠海市交通運輸局有關負責人透

露，珠海機場將配合香港機場多式聯
運中轉客運大樓啟用，推動 「經珠港
飛」 項目落地實施。通過深度結合香
港機場直飛境外近200個國際目的地的
國際航線優勢與珠海機場近90個內地
省會、二三線機場航點的內地航線優
勢，國內旅客可由 「國內出發地─珠
海機場─港珠澳大橋─香港機場─國
外目的地」 的路線飛往國外；國外旅
客可由 「國外出發地─香港機場─港
珠澳大橋─珠海機場─國內目的地」
的路線進入國內。

港產衛星助培育航天人才
【大公報訊】記者鍾怡報道：香港

航天科技集團聯席主席林家禮說，香港
應發揮本土零關稅、物流效率高等優
勢，投入航天發展，帶動培養先進製造
業人才。 「一顆衛星的零部件來自五湖
四海，這就能帶旺香港的國際貿易。」
林家禮認為，香港具有良好的營商環
境，包括進口全球零配件時零關稅、製
造業零稅制等。同時，香港是國際航運
中心，國際化航線和空運樞紐覆蓋面

廣，海關專業服務、物流效率亦屬於世
界一流。另外，先進基礎科研、知識產
權保護等特點，亦能吸引海外企業、人
才來港發展。

林家禮表示，衛星製造亦會帶動新
一批的年輕人投身先進製造業。團隊已
經與本港多間大學簽訂戰略合作協議，
希望透過商業衛星製造，為更多本地航
天專業及其相關專業畢業生提供實習和
就業機會。

【大公報訊】記者鍾怡報道：為讓
用戶獲得極速上網體驗，香港航天科技
集團計劃製造本土通信衛星，並伴隨着
合作公司研發的激光通信技術，發射至
太空。香港航天科技集團聯席主席林家
禮指出，團隊期望推動香港衛星通信技
術發展。相信該產品推出後，能服務粵
港澳大灣區約6800萬使用衛星網絡的
人群，預計五年內服務有望拓展至亞洲
的10億目標用戶。

林家禮表示，除了通信衛星，團隊
還希望製造雷達衛星、遙感衛星等，給
香港市民的生活提供便利。比如司機駕
駛途中，前方突然發生交通意外，遙感
衛星便能及時更新地圖數據，避免交通
堵塞；雷達衛星亦能監測出危樓中是否
有裂縫，提前通知住戶撤離，防止發生
意外。

林家禮又說，一顆衛星涵蓋逾一萬
個零部件，它們來源於全世界。團隊會
根據不同種類衛星的功能，將零件總裝
在一起。 「我們會用人工智能來完成製

造工藝，不僅使整個過程更加安全可
靠，亦提高總裝效率、保證成品質
量。」

落子將軍澳 實時監測衛星
總裝完成後，衛星還需經過測試。

林家禮補充，團隊設立了專門模擬太空
環境的測試基地，會進行力學振動試
驗、熱真空試驗等。其中，前者可以模
擬衛星發射過程中的振動情況，後者能
模擬衛星在外太空運行時的冷熱環境。

待衛星發射至太空並正常運作後，
如何管控衛星讓它發揮作用，就變得至
關重要。林家禮說，團隊在將軍澳先進
製造業中心設立衛星測運控中心，可實
時監測衛星的在軌情況，獲得有用數
據。比如當衛星經過指定區域時，會拍
攝特定目標，比如建築物、車輛、船隻
等。 「我們期待以香港為中心，方圓兩
千公里的數據都能覆蓋，給市民大眾帶
來更高端、便捷的智慧城市服務體
驗。」

港衛星通信將惠及灣區6800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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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區衛星產業鏈又擴大了
「香港首條衛星生產

線即將投產是一個好事，
這也意味着我們大灣區的
衛星產業鏈又擴大了。」

珠海歐比特綜合電子事業部部長董文岳
告訴大公報，衛星遙感大數據是可以實
現數據共享的，不同地方發射的衛星可
以實現數據貢獻，最終把大灣區的衛星
數據組成一個龐大的衛星網絡，互相的
數據將更加融會貫通。

「珠三角有很多發達的高端製造
業，它們對成本的控制能力、精密製造
能力非常強。未來衛星製造中心投產，
大灣區內地城市強大的供應鏈也可以為
香港高端製造業和再工業化提供支
持。」 董文岳告訴記者，大灣區在科
研、製造領域的底子厚，粵港澳三地合
作打造航天生產供應鏈前景很光明。

董文岳認為，粵港澳大灣區衛星產

業發展氛圍很好，地方政府對於衛星產
業在內地的航天航空產業支持力度很
大。其公司的 「綠水青山一張圖」 服務
平台目前就已經作為智慧城市項目為珠
海服務。 「我們可以通過對城市建築、
水體、植被等監測，緩解了 『城市
病』 。」

大公報記者 盧靜怡、帥誠、方俊
明、黃寶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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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香港將軍澳先進製造業中心、正
在建設中的粵港澳衛星智能製造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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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衛星智能製造中心沙盤在珠海航展首次亮相粵港澳衛星智能製造中心沙盤在珠海航展首次亮相，，吸引了眾多專業人士來參觀吸引了眾多專業人士來參觀。。
大公報記者盧靜怡攝大公報記者盧靜怡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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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特性
測試

環境模擬
試驗

柔性生產
• 可以適配通
信、導航、遙
感等不同類型
30 到 1000 千
克不同量級衛
星共線研製

智能製造
•配備視覺導
引、柔性輸
送、自動倉
儲、智能物
流、數字化
管控等體系

批量生產
•支持多星並
行研製，具
備年產200顆
以上的批量
生產能力

高效出品
•日均一顆衛
星下線，單
顆衛星生產
周期為12天

港首條衛星生產線四大特點

數據來源：艾媒諮詢

2021年 2022年
（預測）

2023年
（預測）

2024年
（預測）

近年中國商業航天市場
規模及預測
市場規模（億元人民幣）
同比增長（%）

2020年

22.0%
23.8% 24.9%

23.2%
2020..33%%

10202.0
12626.0

15775.9
19436.2

23382.0

▲圖為在建的珠海機場新航站樓效果
圖。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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