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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本报记者 陈伟斌

发自酒泉

卫星还是太贵了，

现阶段想做的人很

多，但在盈利模式

上还比较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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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发

我国商业卫星占比还是低

钱报：目前，我国的民营商业卫星处于什么技术水平？

金仲和：我国商业卫星的技术水平从各项指标综合来说

还不错的，但确实，目前美欧一些国家在这方面还更强一些。

钱报：在我国所有发射的卫星中，商业卫星占比高吗？

金仲和：主要用于商业或民用的卫星，在我国卫星中所占

的比例还比较低。

张涛：这几年在推商业航天，但航天发射服务还是体制内

来支撑的，只能是少量卫星是商业行为去量身定制，量还是很

小，而且高校也占了一部分。

钱报：发射一颗商业卫星的成本要多少？

金仲和：现在从技术上和渠道上都可行了，发射一颗卫星的

成本从几百万到几千万到几个亿都有，差异很大，主要看需求。

钱报：商业卫星在现实中都将会有哪些比较好的市场和

应用？

金仲和：现在最大市场还是官方，比如国土资源详查、测绘

等。比较新兴的就是保险公司和期货市场。比如粮食物产，通

过商业卫星提供的数据，以此为保险公司来设定保险的赔率，

或者为市场预测粮食的价格走势，这都是很有意思的应用。

另外就是提供安全层面的信息，比如森林火灾或者最近发

生在东海的撞船事故，类似这种大范围的监控还是要依靠卫星。

钱报：市场化介入是否会对航天事业有较好的推进？

张涛：我个人理解，商业航天现在的目标不是说马上获得

商业盈利，而是降低航天成本。先把应用市场、服务市场打

开，让老百姓用得起，这是商业航天要发挥作用的地方。

钱报：但现在老百姓用起来了吗？

金仲和：老百姓目前还没能用起来，但成本降低到一定程

度就会有人去用。真正的市场，其实来自每个人。

市场潜力很大，盈利模式却迷茫

钱报：这样看来，商业卫星市场潜力很大？

金仲和：我们对于商业卫星的市场需求还是比较大的，并

且不论国内外，卫星本身以及其能提供的服务市场潜力都很

大，我国现在也在逐渐发展航天市场。

张涛：现阶段，从社会经济发展等需求来看，潜力还是蛮大的。

钱报：以前都是通过什么渠道来获取卫星资源？

金仲和：其实商用卫星市场本来就存在。这个服务从商

业本身来讲，以前主要是是国外卫星在做，要用可以到这个市

场上找、采购。第二个是可以从政府渠道获取，在我国主要是

以项目的形式，几乎以免费的价格提供给需求者。

钱报：现在有些公司也看到这种潜力并通过各种方式在

进入卫星市场，这您怎么看？

张涛：航天发展周期长资本量大，有些创业公司或资本公

司通过滚动发展不是特别合适，或许能独立在短期内赚到钱，

但在大的体系工程中他不能孤立的去生存发展。虽然现在商

业航天在这几年比较火，有的公司规划发几百颗卫星，并且这

种规划很多，但这些规划加在一起确实是超过需求的，创业公

司的模式对于商业航天可能并不是一种优化选择。

钱报：那问题在哪儿？

金仲和：卫星还是太贵了，现阶段想做的人很多，但在盈

利模式上还比较迷茫。可能某些项目我们可以看到会做得很

便宜，但综合成本还是高的。

张涛：赢利点没有找出来。这个和卫星的本身业务特点

有关，一个企业或地方政府的需求很难支撑一个大的体系。

关键在于降低成本缩短产业链

钱报：对盈利模式的迷茫，关键问题在于哪里？

金仲和：追赶空间的主要问题在于成本，市场潜力很大但

关键还是降成本。

钱报：成本为何高？

金仲和：其实中国在制造业上是有优势的，但恰恰是在这

块上，优势还没有形成。这个行业大部分核心从业机构都是国

营机构，垄断性很强，相对而言成本会高，如果能将制造业整体

优势发挥出来，将技术门槛降下来，那么这块发展是能爆发的。

钱报：该如何降成本？

金仲和：卫星完全可以个性化定制。浙大就在做这方面

工作，浙江民营企业对这方面需求很多，跟我们沟通过的企业

也很多，我们现在成本比其他单位低很多就是因为我们把产

业链压缩了。卫星是很多部组件组成的，一系列产业链条非

常长，我们就要研究如何缩短链条——把相关技术集中起来

降低技术门槛，我们过去十几年就在做这个。比如现在我们

一个实验室就能把一颗卫星做出来了，这就降成本了。

并且运载火箭发射一次，如果只装一颗卫星的话成本就

高了。但一次能发射二十颗或五十颗，那么成本就会低很多，

我们也在做这块，就是同样性能重量远远比别人小。

航天技术正逐渐走向百姓生活

据美国航天基金会发布的报告统计，全球航天经济总量约

3300亿美元，其中商业航天产业占比高达76％。原本由政府主导

的航天产业正逐渐走向大众消费时代，并最终走向寻常百姓家。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高红卫表示，目

前卫星的应用除了军事和公共管理领域外，已经在通信服务、

定位服务和地理信息服务方面走进百姓生活，并在全球移动

互联网、物联网应用领域初见端倪。

高红卫说，近年来我国已有 2000 多项航天技术成果移植

到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对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诸多领域产生

深远影响。目前，世界主要航天国家和组织都在大力推进商

业航天发展，其业务范围正在从传统的商业卫星发射、商业卫

星应用，扩展到发展商业载人航天飞行等领域。世界上一些

大型互联网企业进军航天领域，也将为商业航天领域带来新

思维、新理念与新模式。

“当前正是航天技术实现广泛的商业化应用的关键阶

段。”高红卫表示，“如果说过去我们发展航天技术还只是一项

伟大事业的话，那么当前我们应该把它作为一个伟大的产业

来发展。” 据新华社

1 月 19 日，中国商业航

天见证了一项新的纪录的诞

生：成功发射了全国首颗以

县域命名的遥感卫星——德

清一号。

有报道称，对于我国商

业航天来说，2018 年将可

能是里程碑式的元年。商业

航天和老百姓越来越紧密，

遥感、通讯、天际 WiFi、导航

增强等都有很大需求。相关

数据显示，全球航天产业每

年都在以 6%到 7%快速增

长，2020 年我国航天市场

规模将达8000亿元。

那么现在中国民营商业

航天正处于一个什么阶段？

航天技术和老百姓的生活有

何关系？卫星本身以及应用

市场潜力如何？未来又面临

哪些现实问题？对此，钱报

记者对话载人航天空间应用

系统副总师、中心系统部主

任张涛和浙江大学航空航天

学院副院长、微小卫星研究

中心主任金仲和，一起聊聊

这些话题。

你在飞机上玩手机，就要卫星帮忙
“德清一号”或见证我国商业航天元年开启，商业航天和百姓生活日渐密切

专家表示，目前商业卫星市场潜力很大，但盈利模式还比较迷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