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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第二个“中国航天日”来

临之际，武汉国家航天产业基地正

式开建，标志着国家级商业航天产

业基地建设迈出实质性步伐。

当前全球航天技术已走到大

规模工业化生产阶段，进入广泛的

商业化应用阶段已成必然。

中国航天技术的
“商用时代”

据美国航天基金会去年发布

的《航天报告》显示，2015 年全球

航天经济总量达 3353 亿美元，其

中商业航天占76%。

《武汉国家航天产业基地实

施方案》2016年8月正式获得国家

发改委批复，武汉航天产业基地成

了我国第一个国家级的商业航天

产业基地。

业内人士表示，预计到 2020

年，将形成年产50发运载火箭的

能力以及年产 140 颗商用卫星的

能力，并有望成为继北京、上海之

后的“中国航天产业第三极”。

资深国资专家李锦在接受

《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近

年来，在国家大力推动军民融合以

及“互联网+航天”的产业升级变

革的大背景下，航天科工作为我国

航天工业主体之一的中央企业，率

先试水商业航天领域，在为航天产

业注入新鲜血液，推进航天产业商

业化进程方面树立了典范。

作为首家入驻产业基地的商

业航天平台公司，中国首家按商业

模式开展研发和应用的专业化火

箭公司——航天科工火箭技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火箭公司”），将

首期投资约17亿元，建设运载火

箭总装总调中心，计划 2018 年建

成投产，预计投产运营后两年内可

实现年产值15亿元。

航天科工集团相关负责人对

《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火箭公司

正在开辟的是一条国内商业公司

尚未走过的路。在其国内首个纯

商业发射任务中，政府未参与任何

实际运营，只负责监管，而从火箭、

卫星研制方到配套方、运输商、保

险商都是商业公司，大家靠一纸商

业合同链接在一起。此外，例如首

单商业发射在发射场的收费及服

务标准缺乏政策依据等诸多难题，

也都需要火箭公司团队去协调克

服。

李锦表示，随着中国经济的

高速发展，我国正确地抓住了发展

机遇，在载人航天、月球探测、北斗

卫星系统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丰

硕的成果，缩短了我国与世界先进

水平的差距，也大大增加了我国发

展商业航天的自信心。

无论对于公司的未来还是商

业航天的未来，火箭公司董事长张

镝都抱着十分看好的态度。在他

看来，商业航天企业的发展和互联

网企业类似，起初都是围绕基础做

建设，一旦找到适合的经济模式就

会实现爆发式增长。“产生独角兽

企业只是时间问题。”张镝说。

探索商业航天
新蓝海
在航天科工董事长高红卫看

来，商业航天产业蕴含巨大的价

值，“商业航天领域每投入1美元，

可以带来 7 美元到 14 美元的回

报。据推算，全球航天产业将带动

产生几万亿美元的收入”。

或许是看准了商业航天产业

巨大的市场空间，近年来，世界主

要航天国家纷纷出台相关政策和

法律法规鼓励并推动商业航天的

发展，为航天发展注入了新的活

力，中国当然也不例外。

“伴随着国家鼓励航天商业

化发展政策的不断出台，社会资本

参与航天领域的热情高涨。未来

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的环境下，我

国航天商业化进程将不断加快。”

一家军工企业负责人称，“但不可

否认的是，目前我国商业航天的发

展还面临一系列挑战。”

从规模层面来看，我国商业

航天产业刚刚起步，航天企业市场

化的程度、市场化航天企业的数量

还不足以满足商业航天的发展。

从技术层面来看，我国目前

还存在如火箭运载能力、卫星系统

寿命、卫星应用创新等方面的不

足，中国要实现从追赶世界先进技

术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的转型，还

需要在交叉融合领域尽快布局，加

快交流合作。

从制度层面来看，我国商业

航天在法律法规方面还不健全。

当前我国航天数据分散在各归口

部门，资源冗余、难以共享，国家级

的航天数据应用服务体系尚未建

立，航天数据应用产业化程度不

高。与此同时，军民航天资源的融

合发展缺乏统筹，航天地面基础设

施重复建设严重等问题也都制约

着中国商业航天的发展。

高红卫表示，“商业航天是航

天技术应用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

和产业发展到一定规模的必然产

物，虽然我国的整体航天水平与

美国、俄罗斯等航天强国相比仍

有差距，但是我们应该基于现实

国情着力加快航天部分领域的商

业化进程，发挥政府政策推动和

市场需求的协调作用，不可操之

过急。”

5 年前，中国积极鼓励“军民

融合”，先后出台了多个鼓励军民

融合发展的纲领性文件。5年后，

“军民融合”已上升为国家战略。

加速军民融合已然成为“十三五”

的主旋律之一。

北京现代产业规划研究院院

长彭剑彪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军民融合发展作

为一项国家战略，关乎国家安全

和经济发展全局，是大势所趋。

伴随着国家鼓励军民融合发展政

策的不断出台，社会资本参与军

工领域的热情不断高涨。相信未

来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的环境

下，我国的军民融合进程将不断

加快。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我

国军民融合的发展还面临着渠道

不够畅通、体制机制藩篱仍然存

在，思想观念转变不够彻底等一

系列挑战，极大地影响了军民融

合的步伐。

军工企业多领域
“落子”军民融合
《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到，

目前各大军工企业都在积极落实

军民融合战略，包括中国电子、中

国兵器、中国电科、保利集团、航

天科工、中航工业等军工央企都

有军民融合的相关动作。

以十大军工央企之一的航天

科工集团为例，已在工业互联网、

商业航天、“营改增”税控、智慧城

市、应急救援、高端设备空间信息

服务等多个领域进行的军民融合

中“开花结果”。

在航天科工董事长高红卫看

来，一家军工企业要在社会上有

影响力，必须高度重视军民融合

产业。“2017年集团公司军民融合

产业营业收入要达到 1470 亿元；

初步构建协同共享的集团公司军

民融合产业研发体系架构，逐步

提升研发能力；着力构建‘制造与

服务相结合、线上与线下相结合、

创新与创业相结合’的新业态”。

高红卫认为，当前，集团公司

的军民融合产业已经发展到不能

靠采取简单的方式方法和经营策

略来保持持续发展的阶段了，必

须要有新方法、新思路、新举措来

推动更大规模的产业发展。

“具体到实际，应该通过军民

融合发展社会性的大平台来引领

和扶持中小微企业，必须在专业

化、系统化的基础上，大幅提升智

能化、共享化的能力，促进供给侧

结构更加合理，生产力层次更加

丰富。”高红卫称。

中航工业航电股份董事长卢

广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

军工是尖端技术优先应用领域，

也是颠覆性创新的汇聚之地。“从

目前来看，中国军民融合产业前

景极为广阔，通用航空、北斗卫星

导航、商业航天发射、网络安全

等，每一个产业无不是以万亿计

的市场规模。”

“毫无疑问，近年来民营企业

参与国防建设的深度和广度都在

进一步扩大，在‘军转民，民转军’

这一军民融合的过程中，取得了

丰硕的成果。”彭剑彪称。

民企盼军民融合
更“接地气”
南京世域天基通信技术有限

公司CEO郭正标是一个拥有商业

航天梦的初创企业创始人，一个

连续创业者。他涉足商业航天已

有4年，渴望通过技术变现，通过

自建低轨毫米波卫星通信星座，

实现未来“5G+天基互联网+空间

计算”的商业融合，使公司成为国

内第一家拥有牌照的民营空间宽

带运营商。

但郭正标十分清楚，这样的

构想靠单枪匹马是没法落地的，

“工程庞大，并不是我们一家可以

完成的，未来还是希望加强与各

相关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的合

作，让技术配套层面更加完备。”

郭正标对《中国企业报》记者如是

表示。

其实，像郭正标这样愿意参与

“军民融合”的民营企业不在少

数。但是实际操作过程中却不

尽理想。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

有超过8万多家高新技术民企，产

值超亿元的有 1500 多家，并且部

分企业在新材料、电子、信息等众

多领域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均达

到或超过了军工标准，可目前能够

参与装备科研生产的尚不足1%。

究其原因，郭正标坦言：首

先，是缺乏公平竞争环境。国家

的宏观政策是希望民营企业能够

参与到国防建设体系中，但事实

上，很多民营企业无法享受到与

军工企业同等优惠的政策。其

次，思想观念尚未转变，人们对将

国家安全与发展视为一体的社会

意识还比较淡漠。由于民营企业

的体量较小，资金、技术、设备等

方面还不够完善，一部分央企为

了规避风险不愿意和中小企业合

作，甚至对民营企业有着实质性

歧视。再次，体制与机制的藩篱

仍然存在。其中一大阻力就是我

国顶层统筹统管军民融合的体制

尚未建立，军民两大系统各自为

政、建设相互脱节。加之中小民

企获取和知晓相应军用标准的信

息较为滞后，以及重重的行政审

批，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民营

企业参与军民融合的进程。

郭正标认为，“民营企业是有

能力参与军民融合的，可能初期

的力量会比较弱小，也会有个别

的资质还达不到要求，但是希望

国家可以培育和扶持这股力量，

多倾听一些民间企业的声音。此

外，央企能够以更加灵活的方式，

如通过PPP的或股权投资的方式

与民营企业合作，把民间企业一

些好的东西用起来，互惠互利。”

“军民融合”数以万亿计产业待启

中国商业航天“春天”到来 切忌操之过急

本报记者 赵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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