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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开启大航天时代
（上接第一版）

据悉，空间交会对接是举世公认
的航天技术瓶颈，也是天宫一号面临
的最重要的技术考验。它的完成离不
开其姿态控制系统，必须用到能够滤
紫外线、耐宇宙线辐射、耐近千度的
高温、抗冲击力强的关键光学材料，
而国内唯一能满足此类要求的只有
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提供的
耐辐照石英玻璃。

1995年，“耐辐照石英玻璃”首次
应用于卫星并取得了良好效果，1996
年，该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十几年来，中国建材总院每年为
我国航天提供百余套配套产品，应用
于通信、资源、科研等卫星和“嫦娥二
号”探月工程上。近两年，研制团队又
在后期热处理等工序上摸索出了新
工艺，大大提高了产品的成品率。

在此次天宫一号项目上，曾承担
并圆满完成了载人航天工程从“神舟
一号”至“神舟七号”的相应科研任务
的中国建材集团哈玻院承担了三项
天宫一号的研制项目，包括天宫一号
资源舱推进分系统先进复合材料承
力锥台研制、天宫一号应用系统先进
复合材料相机支架研制、天宫一号应
用系统碳纤维复合材料安装座研制。

资源舱推进分系统主承力结构
件是天宫一号的重要结构件，哈玻院
设计的碳纤维复合材料承力锥台结
构方案，创造性地使用蜂窝夹层结构
与复合材料十字梁组合结构作为主
承力结构件，该设计方案优于金属面
板方案，解决了推进分系统结构空间
小、有效载荷难以布局的难题。

碳纤维复合材料安装座是天宫
一号应用系统空间光学相机结构传
动轴的安装支座，由碳纤维主轴、副
轴轴盖、底座以及钛合金轴套等零部
件组成。为满足空间光学结构件尺寸
稳定性要求高的需要，采用高模量、
低膨胀系数的碳纤维制造安装座的
主体结构。该项研制任务由哈玻院
2008年期承担，产品最终顺利交付，
并通过了地面试验考核。

除了央企等外，一些地方企业，
也积极参与到航天产业中，为天宫一
号研发和发射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
献。

公开资料显示，天宫一号振动试
验台由苏州东菱振动试验仪器有限
公司研制。此前，从“神五”到“神七”，
可靠性振动试验所用的电动振动试
验台，均由苏州东菱振动试验仪器有
限公司负责生产。

而安装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
1300 多个高低压配电柜的设计和施
工全部是由天津开关厂完成的。

早在 2001年，南京苏特电器公司
就开始介入神舟系列的电器产品供
应，先后成功为“神五”、“神六”、“神
七”提供过产品。此次苏特电器公司
为天宫一号提供节能型配电变压器、
高压电抗器等 100多个品种的产品。

此外，天宫一号上的某零部件采
用了天津燕海化学有限公司生产的
“914”黏合剂，该型号黏合剂从上世
纪 80 年代开始用于我国航空航天产
品配套领域。

撬动千亿航天产业链

航天经济的产业链堪称各个经
济类别中最长，涉及行业也最为广
泛。从能源、钢铁、机械、新材料、电子
通信等行业，到航天服装、航天食品
涉及的纺织、服装加工、农产品、食品
加工等行业，几乎涵盖了各个领域。
因此，航天技术的突飞猛进，也带来
了相关产业的不断发展，从而创造出
规模巨大的航天经济效益。

当前，航天产业已经成为一个成
熟的新兴产业，全球已经有近 70多
个国家的 1100多家企业参与空间系
统的研制开发、部署和运行。据分析，
近年全球航天产业均保持了快速发
展势头。2010年全球航天工业经济总
规模达到 2765亿美元，较 5年前增
长 40%(其中卫星产业占 68%)。

天宫一号如期升空，不仅成为我
国航天事业发展的里程碑事件，也为
中国航天产业爆发式发展拉开了大
幕。

目前我国航天技术的应用已经
辐射到新材料、新能源、生物技术、精
密制造等民用领域，价值洼地的效应
开始凸显。

数据统计显示，我国的航天产业
所折射出的产业链，已经达到 1200
亿元的规模。

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王
兆耀表示，2011年初，“航天工程育种
技术及产业”已被纳入到中国国家
“十二五”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

航天技术是综合集成技术，包含
电子信息、机电一体化、材料能源等
技术，对于许多产业部门都具有广泛
适用性。“十二五”期间，我国航天航
空产业战略目标之一就是扩大航天
民用规模。

中国航天基金会的数据显示，美
国空间技术产业化已创造了超过 2
万亿美元的巨额利润，法国航天产业
每年将近 3000亿元收入，中国航天
产业 2010 年总收入刚刚步入 1000
亿元大关，在全球航天业收入总额中
仅占 3%左右。
其实，航天技术民用化在我国早

已起步、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
我国航天技术就为半导体、电子、原
材料、仪器仪表工业提供了发展良
机；航天技术也曾为传统石化、机电、
能源、交通、纺织、医药等 10 多个产
业，研制、生产了急需的工业工程控
制系统、微机数控系统、各种机器人
等仪器设备。随着我国航天事业的飞
速发展，越来越多的航天技术成果得
以转化。

四季沐歌是我国太阳能领域航
天技术民用化最先“试水”的民营企
业。
据四季沐歌总裁李骏介绍，在太

阳能领域四季沐歌拔得头筹，利用航
天绝热原理，成功推出“绝热舱”技术
和航天镀膜技术。两项航天技术成果
的成功转换和利用，为中国航天技术
民用化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正因如此，国家监管部门和相关
企业在积极为航天技术产业化努力。

去年 1月，国内首只专注于航天
产业发展的股权投资基金航天产业
基金在北京创立，该基金首期募集资
金 30.3亿元人民币，投向集中在航天
产品、航天技术应用产业、航天服务
业及其相关领域，重点推动卫星应
用、航天电子、新材料新能源、太空生
物及太空育种、重大装备制造等快速
实现产业化发展，加快中国航天产业
的市场化、规模化进程。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航天技术
规模化、产业化、民用化之路可谓任

重道远。
根据相关调查，我国航天产业规

模小、与巨大投入不相称，且多个环
节存在脱节现象。

然而，值得欣喜的是，数据显示，
目前我国已有 2000多项航天技术成
果运用到国民经济领域，民用航天产
值已占到航天总产值的半壁江山，投
入产出比达 1颐10。
航空航天板块明显升温

在资本市场上，近年来航空板块
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震荡。近两年来，
由于以中航工业集团为代表的几大
央企集团资产整合动作频繁，引发资
本市场持续关注。今年 7月，航母概
念使得航天航空板块表现抢眼，但到
了 8月，板块行情明显感觉疲态，走
势弱于大盘。

有分析人士表示，作为市场资金
比较追逐的板块，在 9 月下旬，天宫
一号等航天发射、天津国际直升机博
览会等事件陆续展开，将成为触发航
天航空板块良好行情的催化剂。

事实上，早在天宫一号尚在发射
预备期时，就有各大券商分析师表示
了航空板块的乐观前景。有证券研究
报告认为，“借天宫一号之势，航天制
造有望短暂升空”。东方证券也表示，
关注天宫一号事件性催化剂带来的
投资机会。

最被分析师看好的是航天军工
企业。有业内人士认为，参与天宫一
号项目的航天电子有望通过此次天
宫一号的成功发射扭转业界颓势，迎
来利好前景。据相关媒体，近一段时
期，航天电子业绩表现并不理想，“增
收不增利”现象仍然存在。今年 1—6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83 亿元，同
比增长 22.05%，但营业利润 6887万
元，同比减少 18.71%。在收入稳步增
长的同时，公司综合毛利率却持续下
滑。原材料、人工成本的上升是毛利
率下滑的主要因素，而军品价格受国
家严格管控，使得成本无法顺利传导
给系统客户也成为主要原因。

不过，随着公司经营项目的投
产，公司业绩正逐渐好转，而 天宫一
号成功发射的刺激，都将使得航天电
子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事实上，因参与天宫一号的研发
设计，许多上市公司已经得到了券商
和投资者的关注，业绩出现了明显提
升。有消息称，近期航天航空板块的
上市公司都受到了市场资金的追捧，
如航天信息、航天电器都曾有过单日
大单资金净流入超千万元的记录。而
从中报来看，航天信息前十大流通股
东中，博时、华商、富国基金累计增持
数千万股，股东人数较上期大幅减少
34%，筹码高度集中。而根据航天电器
的中报披露，公司今年前三季业绩保
持快速增长，净利润同比增长有望达
到 5%—30%。

除此之外，在卫星应用、通用航
空、大飞机制造、国际转包业务等领

域表现出色的中国重工、航天动力等
也被券商分析师看好。

多家券商也指出，除了天宫一号
发射这一大利好，航天军工板块的中
长期发展前景也非常广阔。这将使得
我国国防开支能够在未来 10—20 年
持续稳定增长，保证我军现代化建设
的顺利实施，航天军工上市公司将长
期受益。

“航天”营销效应初显

利用重大事件的关注率进行品
牌营销已经成为树立企业形象和产
品营销的重要途径。奥运会、世界杯、
世博会都聚集了众多企业的热情参
与。随着我国航天技术的迅猛发展，
借助航天事件营销，成为企业另一眼
球经济策略。

统计数据显示，当年神舟六号发
射时，国内观看电视直播的人数超过
5亿人，网站的访问量也刷新了此前
的流量纪录，具有强大的眼球效应。
而在直播“嫦娥一号”成功飞天时，中
央电视台的收视率整体攀高至
44.39%，比平时提高了 20%，参与直
播的 3 个频道收视率更是升高到
67.4%。

创维集团品牌总监兼新闻发言
人沈健表示，航天品牌和精神的推动
作用是巨大的。创维集团与中国航天
基金会合作，被授予“中国航天事业
合作伙伴”后，公司取得了 20年来最
好的经济效益与业绩。

此前，在天宫一号刚刚进入发射
规划时，就有相关人士告诉记者，其
公司相关产品就被列入天宫一号载
入太空的产品，希望届时予以宣传支
持。

公开数据显示，早在“2010 苏州
电子信息博览会”上，威盛集团举办
“威盛中国芯·时间芯片”活动，面向
全球青年，征集对于未来城市的奇思
妙想，其中 100个最具前瞻性的未来
城市创想作品被封存在威盛电子研
发设计的“时间芯片”中，作为我国首
个空间站的首个搭载物，乘天宫一号
飞行器遨游太空。

对此记者向威盛集团求证，其相
关人士告诉记者，由于相关方面有规
定，目前一些素材不便透露，需要在
特定时间后才可以透露。

不单相关电子产品，食品饮料等
日常快速消费品也加入到航天营销
序列中欲分享一块蛋糕。今年 4月 10
日，燕京啤酒集团正式成为中国探月
工程官方合作伙伴，欲借助天宫一号
提高品牌享誉度。

毋庸置疑，天宫一号的发射成
功，代表我国航天经济发展又迈出了
新的一步，而航天市场的版图也将变
得更加宽广。业内人士指出，天宫一
号的技术突破，表明我国航天技术和
航天产业将在国际市场中占有更多
的份额，而这也将进一步促进我国航
天产业的市场化运行与外延式增长
新模式的形成。

中国建材
总院提供
的石英玻
璃

折叠式太阳能电池板应用，是天宫一号电源系
统采用的新技术之一。 新华社供图

1、天宫一号为何“上天”？
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升空入轨后，将作为交会对接试验中的被动目

标，预计今年第四季度发射的“神八”飞船将作为追踪飞行器，主动接近
天宫一号并与之对接。

2、天宫一号能飞多远？
航天器飞行速度大致 7000多 m/s，而音速是 340m/s，也就是说，作

为航天飞行器，天宫一号的速度大致是音速的 22至 23倍。
3、天宫一号有何使命？
天宫一号在整个载人航天工程中主要承担着两项重要使命，一是突

破交会对接技术和组合体控制技术，二是作为空间实验室的雏形，验证
空间站关键技术，为将来空间站的建设打基础。

英国《金融时报》：中国走出太空建站第一步

中国即将发射天宫一号，向建造自己的空间站迈出第一
步，此举进一步表明中国在追赶美国和俄罗斯。而美国正在削
减太空项目资金，俄罗斯“联盟”号飞船正在老化。

日本专家：中国依靠自身力量探索太空

日本国际变动研究所理事长、前首相官邸安保议员小川
和久日认为，美政府宣布终止宇宙飞行器项目，加之俄罗斯
“联盟”号宇宙飞船的老朽化，都为中国发展载人航天事业提
供了很好的参考，也提供了很多经验。中国依靠自身力量大力
探索太空，这一点非常值得肯定。

韩专家：中国宇宙产业水平接近美俄

韩国朝鲜大学航空宇宙工学系教授孔昌德说，任何一个
国家想要成功开发宇宙航空产业，必须同时具备两大条件。一
方面，需要拥有尖端的科学技术；另一方面，则需要有雄厚的
科研资金及一系列开支。美国、俄罗斯、欧盟（以法国为代表）
等国已成功实现了宇宙产业研发方面的“商用化”；中国和印
度也已接近了“商用化”标准；韩国和巴西则处于起步阶段。

法新社：中国全球影响力的象征

中国将其雄心勃勃的载人航天工程看做全球影响力的象
征之一。此次发射天宫一号，其核心任务就是试验空间交会对
接。空间交会对接技术难度很大，因为在太空中的空间实验室
和航天飞机都是高速运行的，时速达到 28000公里以上，如果
计算不准，就可能发生飞船相撞事故。

美国专家：中国影响力增长的必然结果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资深战略专家彼得·辛格博士说，在航
天科技和太空探索方面的投入表明，中国正在成为一个世界
强国。这是它不断增长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的必然结果。

美国彭博社:这是世界强国一个标志
天宫一号升空是中国希望在 2020年底将人类送上太空

的计划的一部分。天宫一号计划外加高铁、北京奥运会等，共
同形成中国崛起成为一个世界强国的一个标志。这代表了声
望，中国正在赶上西方国家，正在探索超越美国信息优势的方
式。

英国天空新闻网：美苏式太空竞赛已经远去

天宫一号的发射将巩固中国在印度、伊朗、韩国等这些新
兴国家中的领导地位。这些新兴国家正在向火箭连接和对接
技术注资。在 50年前，前苏联和美国是这些技术的先驱者。天
宫一号标志着中国为实现打造一个永久太空站的目标迈出了
第一步。

日本 NHK:显示中国航天技术进步和国力增强
天空一号如果进入预定轨道，中国将在两个月内首次进

行空间对接。此次发射是中国政府实现独立建造航天站的第
一步。10月 1日是中国的国庆节，此时发射意在宣传航天技术
的进步和国力增强。国际社会对于今后中国航天开发的利用
将予以关注。

俄罗斯专家：强大经济实力是稳固后盾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安德烈·奥斯特洛夫斯
基表示，天宫一号顺利进入太空轨道意义重大，它标志中国在
科技、经济等多个领域实现了新突破，意味着中国成为世界上
第三个独立实施空间站项目的国家。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在载
人航天技术方面进步的幅度超越了其他国家。中国强大的经
济实力是其发展载人航天并不断取得新成就的稳固后盾。

《今日美国报》：该项目极具实用价值

《今日美国报》报道，有美国专家表示，中国天宫一号试
飞将是发展中国载人航天技术重要桥梁，该项目将标志着中
国太空实验室腾飞。而该项目具有极高的实用价值，其目的绝
非“太空竞赛”。该太空实验室将在生产太空药物和相当于“国
际空间实验室”的微重力试验中扮演重要角色。

美国专家：应将太空计划看做公益事业

美国“海军分析中心”中国研究项目主任冯德威现在美国
和俄罗斯在太空项目领域高度合作，并在多个方面获得了赞
赏。中国也应当将太空计划看做一项公益事业，而不仅仅是民
族自豪感的来源（但这无可厚非）。耗资数百万英镑的中国航
天“921工程”有着巨大的民族感染力。

观点

源园多年前，美、俄等国家就掌握了交会对接技术；员猿年
前，由 员远个国家参与的国际空间站第一个舱段升入太空。

员怨怨园 年以来，世界航天发射 员远园园 多次的成功率约为
怨猿援苑豫，其中中国航天近 员猿园次发射成功率约为 怨源援源豫。

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 员源苑次飞行，也是中国载人
航天工程实施以来的第 愿次发射。

中国将在 圆园员远年前研制并发射空间实验室，并在 圆园圆园
年前后建造空间站。

天宫一号对接机构的研制之路长达 员远年之久，目前已成
功申报 圆园多项专利。

数字

天宫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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