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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航天按下加速键

此外，火箭本身制造材料的优化，

也可以让“太空运费”更便宜。比

如，用不锈钢替代铝材来制造火箭。

刘建就指出，不锈钢在低温下的强

化效果非常好，抗高温能力也强。

铝材的成本约为每公斤二三百元，

而不锈钢的成本约为每公斤几十元。

2023 年 12 月，朱雀二号遥三运

载火箭又搭载有效载荷并成功入轨，

定位为大型可复用液氧甲烷运载火

箭的朱雀三号已计划于2025年首飞。

据介绍，朱雀三号一子级设计复用

次数不少于 20 次。未来它的发射价

格目标是每公斤 2 万元，相比目前

国内民营火箭每公斤约 8 万—11 万

元的发射价格大幅降低。

2024 年 1 月 11 日，由东方空间

研制的“引力一号”首飞成功，这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

载火箭。不仅大幅提升了我国固体

运载火箭的运载能力，也丰富了我

国运载火箭型谱。

1 月 23 日，由中科宇航研制的

“力箭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在酒泉

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采用“一

箭五星”的方式，顺利将 5 颗商业

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力箭、朱雀、

快舟、双曲线、谷神星等系列商业

运载火箭连续发射成功，标志着我

国在商业运载火箭技术方面取得了

重大突破。

成本不断下降、技术不断突破

的商业航天无疑迎来了重大的窗口

期和机遇期。

星座计划大幕开启

成本降低，运力提升，“上天”

的目标越来越“落地”了。越来越

多的卫星被送上太空，而数以万计

的卫星组建成了卫星互联网，在国

家安全、城市建设、通信互联等方

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卫星

行业的商业化应用场景仍在不断拓

展。

格思航天就是其中的重要参与

者之一。2022 年，垣信卫星与中科

辰新共同发起设立了上海格思航天。

作为一家卫星 ODM（原始设计制造

商）厂商，2023 年 12 月，格思航天

生产的首颗卫星下线。据格思航天

对外披露的信息，其年产量预计为

300 颗卫星。

在浦江创新论坛的展会现场，

格思航天的相关负责人告诉《新民

周刊》，目前通信卫星呈现出低成

本和小型化发展趋势，并以低成本

和批量化生产的方式快速往前推进，

低轨卫星星座成为卫星互联网建设

的主力军，并创造了一个可持续性

发展的产业链。作为国内全市场化

运行的规模化商业卫星企业，格思

航天聚焦低成本卫星研发设计与量

产智能制造，打造了国内首个实现

“研发、供应链、制造端到端数字

化集成”的商用卫星批产智能工厂，

并形成全链自主可控能力。

业内人士指出，传统卫星的生

产周期往往要以月为单位，而格思

航天可以平均 1.5 天就生产一颗卫

星，生产效率得到了大大提升。随

着我国大型低轨星座计划和千帆星

座建设提速，中国卫星制造环节将

迎来快速增长。格思航天的产能已

经能够满足国内卫星千帆星座的前

期部署目标。

8 月 6 日 14 时 42 分，我国在太

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

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星座首批 18 颗

商业组网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

进入预定轨道。此次成功发射的首

批 18 颗商业组网卫星是该公司“千

帆星座”第一代卫星中的第一批次。

“千帆星座”是一个低轨卫星

星座计划，其远景规划将部署 1.5 万

余颗卫星。到2025年，“千帆星座”

将完成一期 648 颗卫星的部署，初

步构建全球覆盖的卫星互联网系统。

它的最终目标是为全球用户提供低

延时、高速率及高可靠性的卫星宽

带互联网服务。

卫星互联网产业市场空间巨大
全球卫星互联网市场空间巨大，2023年市场规模已突破3000亿美元。

伴随我国大型低轨星座的建设提速，中国卫星制造环节将迎来快速增长。

全球卫星产值 (亿美元 )及同比增速 中国卫星制造预计市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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