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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并出台多项政策

支持商业航天，为行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正是紧紧抓住这一机遇，山东烟台海阳市依

托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资源优势，布局最为稀

缺的发射资源，打造了我国首个海上发射母

港，并不断突破产业发展边界，探索形成集研

发、制造、发射、应用、配套、文旅等于一体的

全产业链。

从海上出发

2024 年 1 月 11 日 13 时 30 分，在海阳市附

近海域的东方航天港，伴随着巨大轰鸣声，引

力一号遥一商业运载火箭从船上点火升空，

成功将云遥一号 3 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

枚火箭不仅刷新了全球运力最大固体运载火

箭、中国运力最大民营商业运载火箭等多项

纪录，也将海阳这个我国唯一的海上发射母

港带入公众视线。

火箭发射时，险峰长青投资人叶展旗在

现场观礼。他告诉记者，在商业航天领域，发

射场是非常关键的基础设施。海阳建设的海

上发射平台为大规格火箭的生产、运输、发射

以及未来的回收提供了很大便利。

“与大家熟悉的陆地发射不同，海上发射

卫星是一种新的火箭发射模式，具有灵活性

强、任务适应性好、发射经济性优等特点。”山

东省海上航天装备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滕瑶

说，海阳港地处黄海海域，火箭通过短距离海

上运输，可灵活选择发射点和航落区。由于

航落区大多为公海，能满足各种轨道有效载

荷发射需求，解决外界长期关注的航落区安

全问题，具备发展商业航天产业的天然优势。

海阳探索宇宙的征途始于 2019 年。彼

时，长征十一号固体运载火箭选中海阳港作

为发射技术服务港，以一箭 7 星方式圆满完

成我国首次海上发射任务，使得海上常态化

发射成为可能。

东方航天港（山东）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张华回忆道，当时中国商用航天市场

处于起步阶段，四大航天发射场的商业发射

频次尚不稳定，民营火箭企业对于发射场地

的需求却日益增长。对此，烟台海阳两地政

府敏锐捕捉到商业航天产业的巨大潜力，认

为借助独特的海上发射资源，当地有望成为

中国四大卫星发射场之外的重要补充，填补

市场空白。两地政府果断行动，抓住了发展

的黄金窗口期。

商业航天最大的特点和核心挑战在于，

在确保火箭发射高效与安全的同时，如何实

现低成本运营。商业火箭发射场面临的问题

亦是如此，如何高质量、低成本、快速响应地

完成发射服务。

从固体火箭制造组团出发，不需多久就可

到达海上发射母港。东方空间联合创始人兼

联席CEO、引力一号总设计师兼总指挥布向伟

说，这种紧凑而集中的布局设计，不仅显著缩

短了转运距离，更实现了火箭“出厂即发射”的

高效模式，为企业节省了大量成本，极大提升

了整体运营效率。引力一号火箭发射的准备

时间仅为1个多月，随着技术进一步成熟，预计

未来发射准备时间有望缩短至半个月。

东方航天港集团总经理助理王肖铭表

示，在规划建设之初，东方航天港就依托海阳

港独立、安全且可拓展的优势，打造“前港后

厂”的发射格局，在航天大道两旁汇聚了火箭

技术准备、星箭对接、码头合练等全链条功能

模块，形成一站式服务体系，极大提升了整体

运营效率。

海阳海上发射能力的建构，源于海工装

备与航天发射装备的协作创新。“烟台在海工

装备等领域具有显著优势。”滕瑶表示，海阳

市联合中集集团等海上装备龙头企业，以“公

共平台+专有能力”模式共建海上发射能力，

实现航天与海工装备领域的融合。其中，由

东方航天港推出的国内首艘专业海上发射

船，可以满足当前在役以及在研中的大中型

固体运载火箭、中小型液体运载火箭的发射

与回收等多功能的海上发射需求。

截至目前，东方航天港已成功保障我国

4 型火箭 11 次海上发射任务，累计将 61 颗卫

星顺利送入太空，成功率达百分之百。东方

航天港集团董事长高中前表示，目前航天港

已经形成“机动+半固定”的海上发射新能

力，未来将继续探索一次出海、多次发射等新

型商业发射模式，进一步提升发射任务的高

效性和经济性，力争年度保障海上发

射任务 10 次以上，推动海上发射高频

化、常态化、系统化。

构筑产业链

引入火箭发射产业后，海阳作为

一个小县城，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如

何吸引更多产业链相关企业前来？如

何构筑产业生态，推动当地实现结构

转型？如何强化优势，同一线城市展

开竞争？海阳给出的答案是，在充分

利用发射技术和成熟服务所形成的优

势基础上，紧抓商业航天的产业特点，

不断探索形成适合商业航天企业发展

的“沃土”。

“从我们投资商业航天企业的经验来看，

从工程化到产品化再到规模化，至少要经历

8 年至 10 年。”元航资本合伙人张志勇表示，

商业航天产业具有“四高一长”的特点，即“高

技术、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长周期”。这也

意味着商业航天相关企业短期内很难盈利。

九天行歌是一家专注于液体火箭核心部

件研制的企业，已成为东方空间等多个型号

火箭贮箱的供应商。九天行歌项目技术总监

李新友表示，火箭贮箱是火箭制造中的核心

构件，关乎全箭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是运载火

箭的关键分系统。2021 年，九天行歌在海阳

布局建立运载火箭核心部件产业基地项目。

在当地政府帮助下，项目一期仅用时 1 年多，

就实现从荒地到大厦的转变。特别是在初期

基建工作中，政府以代建形式提前建好了厂

房。作为承建方的中国电建集团山东电建一

公司副总经理马先秋表示，火箭总装和制造

工厂的厂房具有很高安全需求，在防爆、防静

电等方面有很多需要注意的细节，他们设计

代建的厂房能够节省至少四分之一的建设时

间，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生产企业的基建压力。

代建厂房，是海阳帮助商业航天企业缩

短建设周期、实现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海

阳航空航天产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邵亚辉表

示，海阳对照园区重点项目清单，逐一摸排项

目建设情况、手续办理进度，坚持主动服务

“送上门”，服务企业“零距离”。在此基础上，

全面发挥服务企业专员制度作用，及时了解

企业需求，为项目提供全程陪办、按需帮办、

及时跟办、协调督办的全流程“保姆式”服务，

全力推动项目早落地、早投产；探索“邻企合

作模式”，提升园区落地企业综合配套集成，

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

东方航天港还积极探索“园区+基金”的发

展新模式。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荣锋介绍，2023年，他们联合申

万宏源携手推出航天投资基金，总规模达20亿

元；打造“园区+资本+产业”协同合作机制，充

分发挥私募股权投资（PE）与政府引导基金的

优势，通过政府资金的引导和市场化运作，有

效实现资源链接，通过招投联动推动构建商业

航天全产业链生态，形成良性发展循环。

海阳以海上发射母港、火箭总装制造为

龙头牵引，逐步吸引关联产业集聚发展，逐步

打造以海上发射带动产业园区发展、以火箭

制造推动全产业链布局的商业航天产业生态

圈。海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姜丹介绍，利用航

天技术的基础性、强关联性、高促进性和高增

长性特征，海阳因地制宜探索形成低成本、高

附加值、全产业链的商业航天高科技产业集

群。产业集群将烟台、青岛等周边资源有效

集聚起来，促进海阳市产业结构升级，实现了

以港促产、以产兴城、港产城融合发展。

塑造“星”优势

如果把火箭发射场比作车站，把火箭比

作公交车，上面的乘客——卫星，同样备受关

注。海阳市在商业航天领域的探索不单局限

于火箭发射和研制，随着低轨卫星互联网热

潮来临，其在卫星数据应用与智能遥感星座

建设上的潜力也在持续释放。

海阳拥有核电、风电、光伏等多种新能

源资源，具有发展算力基础设施能源的价格

比较优势。早在 2019 年，航天港便规划建设

商业卫星数据应用中心。目前，卫星数据智

算中心一期已完成设备安装，具备 50PB 超

算算力和 3PB 存储能力，将进一步满足配套

落地企业的大模型推理训练和卫星数据存

储需求。

种得算力“树”，引来金凤凰。东方航天

港战略引进武汉大学院士团队，推动成立陆

海空间（烟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主导建设

“东方慧眼”智能遥感星座。该公司总经理陈

建鹏表示，他们的核心业务主要围绕卫星产

业展开，在海阳市主要布局卫星的研制、生

产、发射和运营。东方航天港在航空航天遥

感测量和卫星数据处理方面处于世界一流水

平，为团队提供了理想的科研成果转化和产

业化平台。

2 月 3 日，“烟台二号”卫星自东方航天港

启程运抵广东阳江海域，使用捷龙三号遥三

运载火箭成功发射。据陈建鹏介绍，这是“东

方慧眼”智能遥感星座计划的两个先发试验

星，团队采用通导遥一体化设计和星地智能

化处理技术，相当于把人工智能送上天，在太

空中建立对地观测的“大脑”和“慧眼”。比

如，0.5 米分辨率能够分辨出汽车的前后挡风

玻璃，在交通道路、港口设施舰船等场景能实

现良好监测效果。

今年，东方航天港联合龚健雅院士团队

打造的“开放地球引擎 OGE 系统平台”已经

上线运营，将在海阳构建起高性能地理分析

和人工智能分析模型，建立孪生地球引擎

服务体系。龚健雅院士表示，该系统弥补了

我国在新型时空信息基础设施方面的空白，

将服务于实景三维、数字孪生城市建设，进一

步为自然资源管理、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等提

供安全可控的信息服务。

商业航天的发展不仅限于传统的通信、

导航、遥感等应用场景，而是随着技术的应用

与突破不断创新扩展。艾媒咨询 CEO 张毅

指出，商业航天的创新动力来自于技术进步

与市场需求的双重推动，这使得商业航天应

用领域持续拓展，不断催生新的商业模式与

服务形态。

未来更可期

多位业内人士在采访中表示，未来两年

将是中国低轨卫星星座大规模发射组网的开

始，以中国星网和 G60 为代表的卫星星座将

迎来重大进展。新鼎资本董事长张驰认为，

本轮国内商业航天热，主要来自下游卫星需

求，由低轨卫星互联网的热潮带动。

过去几年，中国商业运载火箭行业取得

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尤其是民营火箭公司频

繁实现重大技术突破。山行资本合伙人朱思

行指出，以东方空间公司为代表的商业火箭

企业，在中大型火箭、液体燃料和可重复使用

火箭等方面迈出了坚实步伐，未来两年这仍

将是中国商业火箭技术突破的关键节点。我国

已经对火箭可回收理论做了多年储备，工程实

现值得期待。随着各项技术的成熟和普及，我

国商业火箭发射行业将迎来爆发式发展。

在庞大市场需求驱动下，地方政府对于

商业航天的热情也在增加。据记者不完全统

计，今年 1 月以来，就有北京、安徽、湖南、湖

北、广东、内蒙古、河南、重庆等地发布了支持

商业航天发展的政策文件。张毅认为，随着

商业航天基础设施资源逐步完善，航天发射

服务和技术将不断进步。这既为商业化运作

带来挑战，也为专业化运作提供机遇，海阳应

大胆创新，探索新的商业模式和技术解决方

案，不断实现新突破。

海阳市已经在海上发射领域取得了领先

地位，接下来的重点是将这些成熟的海上发

射技术转化为实际的装备和能力，不断提升

海上发射业绩和能力，将海阳市打造成海上

发射技术的标杆。滕瑶表示，未来的商业航

天市场绝不会局限于一省之内。海阳成熟的

商业发射团队可以与其他具备海上发射能力

的空港展开合作，吸引更多商业发射任务。

在政策引导和支持下，推动各地形成共同、多

元的创新和竞争格局，推动行业快速发展。

今年 1 月发布的《山东省航空航天产业

发展规划》提出，要实施东方航天港引领工

程，推动东方航天港与国内优势航天企业合

作，建设世界首个坐底式火箭发射平台；建设

空天飞行试验中心，延伸海上发射组团功能；

支持海阳港通用泊位建设。

“我们将充分发挥海上发射的独特优势，

持续巩固东方航天港海上发射母港的战略地

位，准确把握商业航天发展新趋势，以更高视

野和更大决心推动东方航天港的重大工程建

设，为商业航天持续繁荣提供有力支撑。”海

阳市委书记刘海彬表示。

随着前沿卫星技术迅猛
发展，我国商业航天产业驶入
发展快车道，预计 2024 年商
业航天市场规模约达 2.34 万
亿 元 。 今 年 的《政 府 工 作 报
告》明确提出，积极打造生物
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
新增长引擎。山东烟台海阳
市抢抓机遇，打造出我国首个
海上发射母港，探索形成低成
本、高附加值的商业航天高科
技产业集群。一个寂寂无闻
的县级市，如何变身商业航天
的沃土，逐梦星海？

商业航天正逐渐成为国

际航天发展的重要方向。当

前 ， 随 着 各 地 加 快 规 划 布

局 ， 商 业 航 天 产 业 发 展 迅

猛。如何高效培育、推进产

业发展已成为重要课题，需

要不断寻找更优方案。

因地制宜是地方发展商

业航天的关键。各地在资源

禀赋、产业基础与科研条件

上 各 有 所 长 ， 应 从 实 际 出

发，扬长避短，有策略、分

步骤地打造未来产业的发展

引擎，从而形成对先进生产

力的吸引力和承载力。山东

海阳充分利用当地的海港和

海工优势，找到了最佳契合

点，为商业航天的发展提供

了沃土。此外，也需做到统

筹协调。政府要发挥政策优

势，提前进行科学规划和引

导，推动不同地区之间形成

发展合力，避免资源盲目投

入与重复建设。

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

败的良好环境必不可少。当

前，我国在商业航天领域的

技术需求与产业目标已经明

确，关键在于如何“小步快

跑”加速实现目标。要发挥

商业航天的“商业”特色，

通过市场机制调节，推动企

业在竞争中塑造优势，探索

技术发展方向。要让航天保

险 为 民 营 航 天 企 业 应 对 制

造、发射和在轨运行中的风

险提供更为有效的保障，推

动行业稳定发展。给予商业

航天企业更多上市融资等政

策支持，增加在净利润等指标上的包容性，为企业发展

提供更广阔的融资平台。

商业航天的发展，关键在于需求的推动。当前，我

国商业航天产业主要集中在卫星制造与火箭发射等中上

游产业，存在下游应用场景不明确与客户认可度不足等

制约因素。但我国产业完备，为形成丰富的应用场景提

供了良好基础。这就需要积极开拓大众消费市场，创新

服务模式；利用通导遥一体化、在轨数据处理和人工智

能等新技术，实现对各行业的快速、准确、灵活服务，

推动商业航天的规模化应用和发展。

探寻产业发展最优解

引 力 一 号

火箭总装现场。

（资料图片）

在东方航天港展示的中国运载火箭模型和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东方航天港展示的中国运载火箭模型和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