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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
郑京良，长期从事卫星总体
技术研究和项目管理，参与
多个卫星型号研制任务，探
索规模化低成本卫星研制模
式和配套体系构建，多次荣
获航天科技集团和中国国防
企协管理创新奖项。

我国商业航天市
场潜力巨大，将成为万
亿元级的新兴产业。
商业航天为什么能被
叫作新质生产力？在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
院长期从事卫星总体
技术研究和项目管理
的郑京良看来，航天领
域作为高科技行业的
典型代表，本身自带创
新基因，而商业航天产
业作为对传统航天事
业的研发、投入、产出
等诸多模式合理“扬
弃”后诞生的新兴产
业，与新质生产力内涵
更加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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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自带创新基因
商业航天乘势腾飞

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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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明确将商业航天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北

京、上海等地围绕推动商业航天发展，出台行动计划、方案；    年，商

业航天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正式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从火箭发

射、卫星制造到应用服务，商业航天开足马力驶向发展“快车道”。

当前，国内商业航天市场蓬勃发展，据《中国航天科技活动蓝皮书

（    年）》显示，    年，我国共完成  次商业发射，研制发射   颗

商业卫星，占全年研制发射卫星数量的  %。商业航天腾飞的背后，既

有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也有航天国家队和民营航天企业的积极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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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直连卫星产品技术开始上线商用，

一些汽车企业也传来了车载卫星通信技术

成果的进展……如今，商业航天已经全面融

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许多令人激动的

改变。郑京良认为，未来，商业航天的快速

发展将会让普通人能够直接享受太空经济

带来的便利和美好。

随着商业星座的建设，卫星数据价值也

被重视，卫星应用领域不断挖掘数据潜力，

牵引用户需求，开发卫星应用产业，催生万

物互联、智慧城市、智慧物流、数字农业等创

新领域的高速发展。以通信卫星为例，国内

率先创造性实现消费类手机卫星直连，打破

了传统电信运营商的地面基站模式，可为全

球用户提供稳定高速互联网服务，推动了如

远程医疗教育、远洋通信、机上Wi-Fi等产

业发展。

在导航和遥感方面，通过北斗和各种低

轨导航增强卫星提供的高精度定位服务，我

们可以更加精准地导航和定位；为农业、畜

牧业、渔业、水利、电力等传统行业提供精准

的、高时效的遥感数据支持，帮助农民、牧

民、渔民等更好地进行生产和管理，提高产

量和收益，帮助水利、电力企业进行设备资

源监控，防灾预警等。

除此之外，商业航天的发展将推动新兴

产业的兴起。太空旅游将成为可能，让我们

有机会亲身体验太空的奇妙和壮观。太空

采矿等新兴产业也将为我们带来丰富的资

源，解决资源短缺的问题，推动人类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

“商业卫星产业是一个高投入、高风险、

长周期的产业，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也需

要整合上下游优质资源和技术创新，吸引更

多研发人才。”郑京良认为，商业航天的加速

发展离不开政策的牵引和支持，期待我国加

速开放产业关键资源、降低市场准入门槛，

抢占时间窗口，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建立健

全航天保险立法、规范风险评估体系，保障

商业卫星持续发展。 本报记者 叶薇

创新基因助产业向“新”

“与传统航天相比，商业航天更加注重

市场需求导向，更追求商业盈利能力。”郑京

良介绍，从应用上说，商业火箭主要用于卫

星发射，此外还可应用于空间站货运、亚轨

道飞行及太空旅游等；商业卫星的应用则主

要面向通信、导航以及遥感三大领域。

商业航天的发展对产业上游材料、零

件供应商提出低成本、高精度、高可靠等需

求，对促进材料、动力、能源、芯片等尖端技

术的革新与研发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比

如，上海卫星工程研究所推出的折叠式柔

性太阳翼，折叠厚度只有100毫米，有了这

种材料突破，就能支撑商业航天实现一次

多星的发射。又比如，我国已开启了可重

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研制。作为一种

新型、低成本的液体火箭推进剂，液氧甲

烷不仅燃烧效率高、更易制取，还更加绿

色环保。

“商业航天通过大量创新，使火箭卫星

的研制流程比原来缩短了近一半。在卫星

集成制造端，大量采用自动化流水线生产技

术，可以像生产汽车一样生产卫星，提高了

卫星生产效率。航天八院率先建设了小卫

星生产线，年产能达到200颗。”郑京良介绍

说，八院协助国内多个单位建设了商业卫星

产线，助力整个行业能力提升。

他认为，商业航天是以全要素生产率的

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实现了生产力质的飞

跃。这种生产力的提升不仅体现在技术的

先进性上，也体现在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和生产力发展路径的创新上。“商业航天被

称作是新质生产力的代表当之无愧。”

“上海星箭”加速奔星辰

上海正加快形成从火箭、卫星、地面站

到终端的产业链，计划到2025年实现空间

信息产业规模2000亿元，实现年产50发商

业火箭、600颗商业卫星，着力打造“上海

星”“上海箭”。

在郑京良看来，上海具备做大做强商业

航天产业的基础，产业决策、科研攻关、核心

制造等环节优势明显。正在建设中的G60

卫星互联网产业基地更是为上海增添了不

少底气。据悉，上海将打造卫星互联网集

群，加快集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成为国际

一流卫星研发制造运营标杆示范基地。

航天八院立足上海，正积极布局商业

航天的发展。其所属的卫星总体所——

上海卫星工程研究所正打造卫星制造“一

站式”配套服务能力，充分发挥总体单位技

术优势，面向市场提供卫星系统设计、生

产、总装、测试等系统性解决方案；为各商

业卫星制造商提供优质的基础产品、地面

系统建设及测运控服务和卫星应用服务，

比如国际首创的卫星纳米热控薄膜产品，

生产制造的液冷产品、微振动抑制产品、低

冲击解锁产品等已应用于近20型商业卫

星；测运控平台可满足多星同时运行的测

运控任务需求；在所里挂牌成立的高分辨

率对地观测系统上海数据与应用中心已在

数字农业、智慧城市、环境监测等领域开展

多种应用服务。

太空资源点亮未来生活

近日，因被曝“使用过期
原料”“椰肉丁闻到馊味才废
弃”等问题，现制酸奶品牌茉
酸奶被推上风口浪尖。今年
 月，上海消保委就曾点名
茉酸奶，对其芒果酸奶奶昔
的高脂肪与高糖分提出质
疑。“食”刻守护“舌尖上的安
全”，一点也不能松懈。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
先。天气一天天热起来，食
源性疾病的高发季即将到
来，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容不
得半点马虎。今年年初发布
的《    年上海市食品安全
状况报告（白皮书）》（以下
简称《食品安全白皮书》）显
示，上海食品安全总体状况
保持有序、可控、稳中向好
的态势，连续 年未报告发
生集体性食物中毒事故及
其他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市
民对食品安全总体状况满意
度最高。

肯定成绩的同时，《食品
安全白皮书》也指出，相较于
饭店、食堂和饮品店，市民对
快餐店和小吃店的满意度较
低。快餐店和小吃店是街区
烟火气的象征，是城市活力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何才
能提升这些店家对食品安全
的重视呢？淮海中路街道今
年计划完成  家小餐饮标
准化建设，根据现场检查的
实际情况，对存在的问题提
出整改要求并指导帮助；对
通过标准验收的小餐饮企业
予以资金奖励。以软件升级
促进硬件提升，强化市场主
体责任意识，推动食品安全
质量再上一个台阶。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申
城各类食品类投诉举报中，
主要反映通过直播带货、电
商平台、商超菜场、饭店用餐
等途径购买消费的餐饮食
品、水果、饮料、肉制品、禽畜
肉及副食品，存在变质、含异
物、过期、食用后引起不适、
标签标识不规范以及商家无
资质生产经营等问题。

严厉打击与食品安全相
关的犯罪，是在发生安全事
故之后的“亡羊补牢”。但要
确保食品安全，仅靠“亡羊补
牢”还不够，更需防患于未
然，督促引导和鼓励生产经
营者主动落实食品安全主体
责任。对于一些好的方法也

要推广，像美团与市场监管部门形成协作机
制，携手开展食安合规治理，通过各方协同开
展公益培训、安心餐厅等系列措施，帮助连锁
餐饮商家落实企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对食品安全现状的信任，很大程度上源自
对食品安全情况的认知。一个值得注意的现
象是，市民食品安全知识知晓度随着年龄的增
高而降低，老年人知晓度较低。对此，除了宣传
食品安全知识需要采用传单、宣传栏和讲座等
老年人容易接受的方式之外，还应在老年人常
去的社区食堂，强化食品安全管理。

针对近年来出现的一些新型食品消费形
式，要探索有益的监管模式，像现在比较火爆
的“剩菜盲盒”。“盲盒”自带的不确定性和“剩
菜”本身的安全问题，可能存在隐患。类似问
题，也存在于预制菜、直播带货、生鲜电商
中。对于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食品安全监
管，要不断根据新情况采取新措施。

食品安全是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
命安全的重大民生问题。我们应多方携手，
营造浓厚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氛围，努力使
上海成为食品最安全、消费最放心、市民最满
意的安全城市之一。

   郑京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