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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貨
運航天飛機「昊龍」將亮相第 15 屆中國
國際航空航天博覽會，中國航空工業集
團新聞發言人吳基偉 11 日在珠海舉行的
新聞發布會上說，這是我們支撐實現空
天強國戰略的重要一步。據介紹，目
前，「昊龍」已經完成方案設計，正全面
開展工程研製，力爭早日實現首次空間站
貨物運輸任務。
「昊龍」貨運航天飛機是為了進一步降低
中國空間站貨物運輸成本，由中國航空工業
集團成都飛機設計研究所自主設計研製的一
型帶翼可重複使用商業航天飛行器。當日的
新聞發布會上，中國航空工業集團以演示動
畫的形式，向現場記者展示了「昊龍」貨運
航天飛機與中國空間站交會對接並返回、自
主着陸的過程。

完成貨運後無動力自主返回指定機場
「昊龍」貨運航天飛機採用商業運載火箭
發射，與中國空間站交會對接，完成貨物上

下行之後，無動力自主返回，水平着陸於指
定機場。「空天往返、可重複使用是『昊
龍』重要的特性，形成了中國特色鮮明的低
成本可重複使用貨運航天飛機方案。」中國
貨運航天飛機「昊龍」總設計師房元鵬介
紹，「昊龍」通過多次重複使用，將大幅降
低全壽命周期使用成本，結合飛行器規模
小、任務保障靈活性強的特點，可實現低成
本高頻次發射。
房元鵬說，「昊龍」屬於帶翼飛行器，

超大的機動能力使其擁有同等條件下更多
的返回機會，更寬的再入窗口，可將物資
從空間站以水平着陸的方式帶回機場跑
道。
「目前，『昊龍』已經完成方案設計，正
全面開展工程研製，力爭早日實現首次空間
站貨物運輸任務。」房元鵬談到「昊龍」的
研製進展時透露，未來，「昊龍」將與「天
舟」「輕舟」貨運飛船相互補充，共同構建
起靈活高效、形式多樣、成本低廉的空間站
貨物運輸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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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航天供給側產業鏈一般分為四個環節，即衛星製造業、發射服務業、衛星應用服

務業以及地面設備製造業。與國外相比，中國衛星產業在衛星研製和發射領域，企業

實力突出、競爭力強；而在電子元器件、終端類產品、應用系統和運營服務等領域，

目前中國企業規模較小，整體實力偏弱，

尤其是芯片、板卡、天線、算法、軟件、

接收器和終端技術水平與國外頂尖水平差

距明顯。

衛星製衛星製造造
●●產業規模不斷擴大產業規模不斷擴大，，推動市場增推動市場增長長

●●參與主體多樣化參與主體多樣化，，增強產業競爭增強產業競爭力力

●●核心產品與服務豐富核心產品與服務豐富，，技術創新技術創新
驅動發展驅動發展

火箭製造與發火箭製造與發射射
●●發射市場蓬勃發展發射市場蓬勃發展，，規模持續擴規模持續擴大大

●●民營參與主體加速發展民營參與主體加速發展，，推動發射推動發射
市場競市場競爭爭

●●多樣化產品與服務多樣化產品與服務，，創新技術驅動創新技術驅動
衛星運營及地面設衛星運營及地面設施施

●●國內專業從事商業衛星測控服務國內專業從事商業衛星測控服務
的商業航天企業目前僅有三家的商業航天企業目前僅有三家，，
數量較數量較少少

●●商業衛星測控需求相對不足商業衛星測控需求相對不足
火箭發射服火箭發射服務務

●●發射場逐步建成發射場逐步建成——推動火箭推動火箭
運載市場擴運載市場擴展展

●●高運力高運力、、低成本發射需求低成本發射需求，，推推
動可重複使用技術發展動可重複使用技術發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紫妍

據了解，此次發射的中科宇

航力箭一號遙五運載火箭在位

於廣州南沙的中科宇航產業化基地總裝製

造。在11日舉行的2024珠海論壇「商業航

天發展論壇」上，廣東省常務副省長張虎透

露，廣東將着力推動低軌星座和海上發射基

地建設，加強核心關鍵技術攻關，力爭到

2026年全省商業航天及關聯產業的規模達到

3,000億元（人民幣，下同）。

粵港澳大灣區是中國商航企業集聚地之

一，張虎在致辭中介紹，近年來廣東大力發

展商業航天產業，打造以廣州、深圳為核

心，珠海、陽江等地為支點，全省協同發展

的商業航天產業空間布局，超前布局太空旅

遊和生物醫藥等領域。在商業航天領域，廣

東將着力推動低軌星座和海上發射基地建

設，加強核心關鍵技術攻關，力爭到 2026

年全省商業航天及關聯產業的規模達到

3,000億元。張虎表示，廣東將以本次珠海

論壇的舉辦為契機，持續建設 20 個戰略性

產業集群，加快實施5個未來產業集群行動

計劃，加快培育壯大低空經濟、人工智能、

生物醫藥、新型儲能、商業航天等新興產業

未來產業。

●綜合記者李紫妍及羊城派報道

可複用航天飛機「昊龍」將執行空間站貨運任務

商業航天市場要「管得住」又「放得活」

搭載「阿曼智能遙感衛星一號」
據報道，此次任務是力箭一號運載火箭的第五次飛行，截至目

前，力箭一號運載火箭共將57顆衛星精準送入預定軌道，入軌載
荷總質量超5噸。「阿曼智能遙感衛星一號」以人工智能計算載荷
為特點，配備智能操作系統進行在軌處理分析，可應用於國土詳
查、城市規劃、森林調查、災害監測等方面。「阿曼選擇由中科宇
航自主研發的力箭一號商業火箭執行此次國際發射服務，彰顯了國
際發射市場對力箭一號運載火箭性價比和產品可靠性的認可。」史
曉寧說。

加快培育建設航天產業生態圈
長光衛星技術股份有限公司的吉林一號高分05B星、平台02A03
星當天經由力箭一號遙五運載火箭發射升空，該公司董事長兼總經
理宣明在2024珠海論壇專設「商業航天發展論壇」上介紹，「吉
林一號」星座已初具規模，成為全國最大的遙感衛星系統，同時也
是全球最大的亞米級商業遙感衛星星座。他表示，希望國家能進一
步放開商業遙感衛星分辨率限制，加快新一代高性能遙感衛星的研
製和商業化運行；加大對商業衛星數據的採購支持力度，加快培育
建設航天產業生態圈，充分釋放民營企業市場競爭活力；支持企業
參與更多國家重大專項和頂層規劃，共同推動商航產業結構的優化
升級，促進中國商業航天高質量發展。

料2040年全球太空經濟價值達1萬億美元
銀河航天（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兼CEO徐鳴表示，商業
航天、人工智能等技術將帶來新的科技範式變化，當前的商航發展
已經呈現出明顯的產業趨勢，如呈現出「星座化、規模化、低成本
化、低軌化」的產業規律；隨着技術創新助力單星通信能力不斷提
升工業化和批產化水平，衛星綜合成本不斷降低，出現摩爾定律
「上天」的商航技術規律。此外，商業航天經濟規模巨大，預計到
2040年全球太空經濟價值將達1萬億美元，在2025年至2040年期
間，將對社會經濟產生超過80萬億美元的累積影響，並且，隨着
6G泛在通信時代來臨，手機直連的衛星通信模式還將引領手機消
費市場的大爆發，成為商航應用的新模式。

追求創新發展 兼顧效率和進度
藍箭航天空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創始人兼CEO張昌武則提出，
中國衛星互聯網的組網關鍵在於實現技術可用、成本可控、數量可
觀，在這個過程中，商業航天一方面要追求創新發展，同時要兼顧
效率和進度。而目前，運載火箭及衛星通信載荷的突破是整個行業
目前的發展難題及未來三年發展的着力點，張昌武表示，藍箭正是
針對運載火箭所需的關鍵技術進行持續突破，如新一代液氧甲烷動
力系統，此外，低成本箭體材料應用也將是行業下一階段發展的重
要突破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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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綜合新華視點綜合新華視點、、中新社及記者李紫妍中新社及記者李紫妍、、

方俊明方俊明、、黃寶儀黃寶儀、、帥誠報道帥誠報道））1111月月1111日午間日午間，，力箭一號力箭一號

遙五運載火箭在位於酒泉的東風商業航天創新試驗區發射遙五運載火箭在位於酒泉的東風商業航天創新試驗區發射

升空升空，，搭載的搭載的1515顆衛星順利送入預定軌道顆衛星順利送入預定軌道。。據了解據了解，，今次今次

搭載的搭載的1515顆衛星中包括顆衛星中包括「「阿曼智能遙感衛星一號阿曼智能遙感衛星一號」，」，中科中科

宇航副總裁宇航副總裁、、力箭一號運載火箭總師史曉寧介紹力箭一號運載火箭總師史曉寧介紹，，本次任本次任

務是中國商業航天企業首次向國際用戶提供發射服務務是中國商業航天企業首次向國際用戶提供發射服務，，標標

誌着力箭一號運載火箭正式進入國際商業航天市場誌着力箭一號運載火箭正式進入國際商業航天市場。。

力箭一號運載火箭的力箭一號運載火箭的「「國際接單國際接單」，」，是中國在商業航天是中國在商業航天

領域顯著發展的又一縮影領域顯著發展的又一縮影。。香港文匯報記者注意到香港文匯報記者注意到，，在珠在珠

海航展期間舉行的海航展期間舉行的20242024珠海論壇專設珠海論壇專設「「商業航天發展論商業航天發展論

壇壇」，」，多家民營商業航天龍頭企業在會上分享了其最新產多家民營商業航天龍頭企業在會上分享了其最新產

品與技術發展品與技術發展，，表示以商業航天為代表的太空經濟將形成表示以商業航天為代表的太空經濟將形成

新的萬億級市場新的萬億級市場，，希望國家能進一步支持民營商航企業的希望國家能進一步支持民營商航企業的

發展發展，，釋放其市場競爭活力釋放其市場競爭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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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12時03分，力箭一號遙五運載火箭在東風商業航天創新試驗區發射升空，將搭載的
試驗二十六號A、B、C星，吉林一號高分05B星、平台02A03星，雲遙一號31星-36星，西光壹
號04星、05星，阿曼智能遙感衛星一號，天雁24星共15顆衛星順利送入預定軌道，飛行試驗任
務獲得圓滿成功。 新華社

●2024珠海論壇專設「商業航天發展論壇」，多家民營商業航天龍頭企業在會上分享了其最新產品與
技術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紫妍 攝

●「航天力量」是第十五屆中國航展的重要
內容。圖為珠海航展展廳內的運載火箭模
型。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紫妍 攝

航 天 力 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紫妍、方俊明、黃寶
儀、帥誠 珠海報道）在11日舉行的2024珠海
論壇「商業航天發展論壇」上，國家航天局總
工程師李國平圍繞「推進商業航天持續健康發
展」作主旨報告。
李國平在報告中總結了近年來中國商業航天

領域取得的巨大發展成果，同時指出領域內存
在分布不均衡、同質化競爭等產業結構問
題，以及產業布局還需完善、供應鏈不完善、
安全意識還需加強、耐心資本不足等產業生態
問題。對此他指出，要統籌發展和安全，充分
發揮商業航天的優勢和特色，更好發揮市場機

制作用，創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商業航天
市場環境，實現資源配置效率最優化和效益最
大化，既「管得住」又「放得活」。
李國平認為，商業航天是新質生產力的重要
組成部分，要推進其健康持續發展，首先要加
強頂層規劃，如在政府宏觀政策上給予發展支
持，鼓勵「能商則商」，研究放寬商業遙感衛
星分辨率限制等，留出商業航天發展的空間；

其次要優化行業准入，如加強科研生產活動許
可，優化衛星研製許可、發射許可流程等；還
要鼓勵支持商業航天企業平等參與國家工程項
目，設置商航發展專題，拓寬政府採購商航服
務的渠道等。同時，還可推進商業航天共建共
享、支持商航企業「走出去」、嚴格行業監
管、推動建立商業航天聯盟等，將商業航天培
育成為中國航天強國建設的重要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