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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航天高峰论坛：关注商业航天未来 

11 月 24-26 日，第七届中国（国际）商业航天高峰论坛召开，设有

了商业运载系统研制与发射、微小卫星创新发展、空间信息应用助力产业

发展、太空经济及生态发展四个分论坛。本届论坛我们观察到：1）中美俄

都将发展航空力量放在了国家战略的制高点，未来国际航天竞赛将会非常

激烈，近年来中国在航天领域局部国际领先；2）目前全球的商业航天产业

处在能力和市场快速发展的时期，我们认为民营企业参与商业航天将是未

来航天事业发展的主线之一。建议关注太空经济领域等相关投资机遇。 

商业运载系统研制与发射：核热发动机解决价格与可靠性问题在商业

运载系统研制与发射分论坛中讨论了太空旅游新兴业态，但是目前化学运

载火箭载荷比低使其无法单级入轨，安全系数较低，过高的价格与有限的

降价空间使得化学运载火箭难以推广太空旅游产业。一个可靠的解决办法

为使用核热发动机：控制火箭起飞质量与入轨质量比，达到安全可靠的同

时提升了喷气速度，可使得 100 吨运载火箭单级入轨，运载能力 3-29 吨。

其技术目前已经成熟，价格相比化学运载火箭更低，未来可以运用于大型

航天器的推进，需要注意核辐射风险问题。 

卫星制造：柔性化卫星平台提高微小卫星载荷比在商业运载系统研制

与发射分论坛中讨论了柔性化卫星平台，2020 年 12 月，哈工大资产投资

公司（未上市）与哈工大卫星技术研究所（未上市）核心团队共同发起设

立工大卫星（未上市），依托柔性化卫星技术平台体系，提供微小卫星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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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批量化制造及在轨交付服务。微小卫星面临着载荷比难提高的问题，

使用柔性化卫星平台技术，可以减少研制周期，并且满足不同载荷比的定

制化设计。公司正在对生产厂房进行升级改造，预计产能将从 10 颗/年提

升至 50 颗/年。我们认为使用柔性化卫星平台，可以加速卫星制造从定制

化模式向规模化生产转变，释放行业产能。 

空间信息应用：“行云工程”推进卫星物联网建立在空间信息应用助

推产业发展分论坛上，航天科工集团宣布我国首个即时遥感星座将启动建

设，该星座将由上百颗低轨遥感卫星组成，形成全球覆盖的对地观测能力，

尤其是观测效率将大幅提升。太空经济及生态发展分论坛相关数据显示，

我国首个卫星物联网“行云工程”第一阶段建设任务已完成，计划于 2021

年完成第二阶段组网建设。“行云工程”将构建一套由 80 颗卫星组成的物

联网星座系统，将全球各种物联网信息节点或传感器等进行连接。2022 年

将完成 12 颗卫星的发射任务。随着我国航天工程的稳步推进，相关产业链

公司有望迎来机遇。 

太空经济：商业航天助力航天事业发展 

太空经济及生态发展分论坛相关数据显示，2020 年全球太空经济总值

估计为 3850 亿美元，其中商业航天总量 3150 亿美元，占比 81.8%。国

内方面，航天科工集团提出了打造太空经济新生态孵化平台的构想，以带

动太空科技成果及太空产品转移转化。目前，卫星通信、导航、遥感在各

行业广泛融合创新应用，体系化、系统化的商业航天服务能力已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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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构建了商业航天同传统航天协同、共进、融合发展的良性格局，我们

认为这将促进全球航天产业腾飞。 

风险提示：商业航天发展不及预期；行业竞争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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