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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探索宇宙，就是想解决资源枯竭的问题，要

让今后的人们吃上饭。我们不能只管当代，要看到三代、

五代以后的事情。”79 岁的“中国载人航天之父”戚发轫如

是解读中国航天事业的意义。

神九飞天，令“航天经济”这个名词再次走进人们的

视 野—— 航 天 科 技 在 巨 额 投 入 的 背 后，能 产 生 多 大 的

经 济 效 益 ？ 航 天 高 科 技 如 何 在 民 用 领 域 广 泛 应 用、产

生商业价值？如何使普通企业更深入地参与到国家航

天事业中？一系列思考引导我们走近航天，了解航天事

业的经济内核。

中国航天事业有前途更有“钱”途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用毛主席的这句

诗词来形容神九升天、蛟龙下海再恰当不过了。“这充分

显示了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航天经济、海洋经济将成

为推动中国经济继续腾飞的两大动力。”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部长吕薇如是表示。

航天经济惠及民生

航天经济包括各种太空活动所创造的产品、服务和市

场以及形成的相关产业，如无线电通信和卫星电视、远程

医疗、点对点的全球导航、天气预报与气候监测、保障国家

安全的太空资产等。中国的航天经济规模在 50 多年时间

里增长了几千倍，是迄今为止发展最快的经济形态。

而且，航天技术的成果早已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

活中，例如，方便面里的蔬菜包源自航天员食品中的真

空脱水技术，运动鞋的中空吹塑成型制造技术也是源自

航天服设计的技术灵感等。

航天科技集团的报告显示，中国近年来的 1000 多

种 新 材 料 中 ，80% 是 在 空 间 技 术 的 牵 引 下 研 制 完 成

的，有 近 2000 项 空 间 技 术 成 果 已 移 植 到 国 民 经 济 各

个部门。国家航天局新闻发言人张炜表示，航天工程

涉及到众多的学科门类和技术领域，通过航天重大科

技工程的实施，推动了物理学、化学、现代力学、地球

科学以及材料、工艺、制造等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

中国科学技术研究水平的提升，带动了一大批高新技

术的发展。

据相关研究表明，航天领域每投入 1 元，会产生 8 元

至 14 元的带动效应。据悉，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虽

然耗资 250 亿美元，但美国宇航局将宇航技术中的材

料、能源、通信和控制等技术向民用项目转移，获得直接

利润达 520 亿美元。美国几乎所有的技术领域都从登

月计划中受益，并带来了超过 2 万亿美元的经济增值。

距离中国卫星发射城酒泉距离最近的金塔县航天

镇或是航天事业的最直接受益者，用当地人的话讲：“如

果没有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我们这里的农民不会有这么

好的生活。”据了解，为保障发射中心官兵的日常生活需

求，航天镇大力发展了日光温室产业，全镇累计建成 342

座日光温室。今年还新建了 19 座养殖小区，全镇牲畜

饲养量达到 18 万头（只）。

航天镇镇长吕忠辉表示，航天镇作为离酒泉卫星发

射中心最近的一个乡镇，多年来以打造航空航天后勤保

障基地为目标，加快发展以日光温室、弓棚瓜菜、优质林

果和畜禽养殖为主的特色产业，在丰富了基地官兵“菜

篮子”的同时，农民的“钱袋子”也鼓起来了。

据了解，截至 2011 年年底，航天镇实现农村经济总收

入 2.73亿元，比上年增加 2918万元，增长 12%；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 1.3 亿元，比上年增加 3261 万元，增长 35%；农民人

均纯收入达到7718元，比上年增长12%。

对此，业内人士表示，中国航天事业“钱”途不可限

量，它既能直接创造巨大产出改善民生，又能有力助推

整个国家的产业升级。

未来，中国将全面实施载人航天工程、北斗卫星导

航系统、探月工程、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等一大批航

空航天项目，对市场来说，这将是一块巨大的蛋糕。

“神舟升天等科技将直接推动中国相关产业进步。”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表示，“中国制造”要摆脱增

长困境和摆脱价廉物劣低档形象，就必须充分利用一切

有利机遇提升整体的品牌形象。

航天保险仍有缺失

据记者了解，航天经济的产业链很长，大到一块铁

板，小到一个零件，从能源、钢铁、新材料、电子、机械、通

信等行业，到航天服装、航天食品涉及的纺织、服装加

工、农产品、食品加工等，需要各个行业进行配合。

如此长的产业链极大地促进了航天经济的发展。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武平介绍，自 1991 年

启动载人航天工程以来，第一阶段花费 200 亿元，到明

年完成神舟十号任务，还将花费 190 亿元左右，中国载

人航天工程将共计花费 390 亿元。不过，中国航天事业

的产出却不止这些。《2011 中国航天白皮书》披露的数

据显示，仅由北斗定位系统牵引的卫星应用产业规模

一项，产值已破千亿元大关。预计到“十二五”期末，

产业规模有望突破 3000 亿元。而中国卫星、航天动

力、航天机电等上市公司，每年都会创造数百亿元

甚至千亿元的价值。

国际航天商业委员会主席萨克诺夫认为，由

于航天产业及其卫星服务业涉及的范围广、种类

多，小至沃尔玛连锁超市的 IT 网络，大到美国航

空航天局的火星探测任务，甚至包括美军在伊拉

克军事行动，几乎涵盖军、民、商的各个领域，因

此，其产业规模之大不足为奇。

伴随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旧产业新

空间”的说法甚嚣尘上，保险事业亟待开辟航

天市场。据记者了解，目前，中国的载人航天

事业均没有投保。究其原因，江泰保险经纪

公司航天航空风险部总经理任复茂表示：

“类似神舟九号这种载人返回式飞船的发

射，资金都由国家财政支出，并不是商业化

的发射行为。”

据记者了解，早在神舟系列飞船发

射前，有关方面曾有过投保设想，但由于

各种原因，最终没有结果。虽然飞船发

射从理论上讲是可以承保的，但毕竟不

像卫星发射那样成熟，而且飞船的保额巨大，对保险公

司来说风险太大。

业内人士表示，即使飞船本身不能投保，按照以往

经验来看，对于一些地面上的保险需求，保险公司还是

有机会的。据悉，此次神舟九号发射的地面财产、地面

人身意外和落区责任等，都没有投保商业保险。

“随着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政府主导的航天发射

活动购买商业保险或成为一种趋势。”任复茂指出。

任复茂还表示，作为航天大国，中国已经形成了一

个航天保险市场，在承保能力上可以与欧美比肩，基本

实现了涉及非载人的商业卫星发射方面的保险覆盖。

但是，目前来讲，国内涉足航天保险领域的企业专业水

平还有待提高。

政府主导产业也需核算透明

近年来，中国航天事业发展十分迅速。“十二五”期

间的目标是进行 100 次火箭发射、100 颗卫星发射、100

颗卫星在轨稳定运行。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在今

年初更是提出发射 21 箭 30 星的年度计划。

接近航天集团的内部人士对记者透露，虽然中国政

府制定了严密而周全的发射计划，但是实施起来非常困

难，比如北斗卫星，本来准备在 2012 年建网并投入民

用，但是到现在仍没有进一步动作，今年投入民用的计

划基本不能实现了。

同时，有媒体质疑，航天事业的计划者不是很在

意价值和价格的核算，支持他们生产航天产品和服

务的不是对潜在利润和亏损的具体估计，而是一种

航天经济大有可为的信念。报道称，由于对利润和

亏损没有令人信服的核算，许多航天活动会丧失

经济上的透明性。

“由于中国航天是政府主导的产业，所以对于

独立核算方面的意识薄弱，因为许多卫星是用于

科 研 、军 事 的 ，肯 定 会 需 要 大 量 的 人 力 物 力 支

持。”上述人士对记者表示。

对于国外媒体质疑中国航天发展步子迈得太

快，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解释说，

这些年的发展的确很快，但这是相对于过去规模

小、发展慢而言的。目前，中国经济规模居世界

第二，如果把航天看成一个工业体系，与国家经

济同步发展也是正常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在

发展快的同时高度重视可靠、安全。

记者从航天集团内部了解到，中国近些

年发射卫星确实有失败的例子，不过，中国航

天已经解决了很多导致失败的问题。而周建

平也承认，虽然有过失败，但中国航天十几

年来的发射成功率在全球是领先的。

1.神舟一号（1991 年 11 月）：飞船搭载一些农作

物种子，包括各 10 克左右的青椒、甜瓜、番茄、西瓜、豇

豆、萝卜等品种以及甘草、板蓝根等中药材，此外，还

搭载了有利于心脑血管疾病药物开发的 Monascus 生

物活性菌株。神舟一号科研实验相对较少，但自此开

启的“太空诱变育种”实验影响深远。

2.神舟二号（2001年 1月10日）：载人航天应用系

统第一次全系统执行在轨飞行试验任务，中国首次在

飞船上进行了微重力环境下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

料、空间天文和物理等领域的实验，比如开展植物、动

物、水生生物、微生物及离体细胞和细胞组织的空间

环境效应实验等，是中国航天领域首次进行多物种综

合性生物学研究。

3.神舟三号（2002年 3月25日）：中国飞船第一次

搭载生物样品，包括果蝇、灵芝、乌龟的心脏细胞、大

白鼠腿的脊髓神经组织等 20 种生物样品。重点进行

了空间生命与空间材料科学领域的相关实验，这些研

究成果对于获取以至生产高纯、高效的生物制品和进

行生物药品研制具有重要意义。

4.神舟四号（2002年 12月 30日）：首次将杜康酒

曲及植物种苗红豆杉的组胚试管苗带上了天。在太

空微重力条件下进行的空间细胞电融合实验和空间

生物大分子和细胞的空间分离纯化实验可以为空间

制药和培育生物新品种探索新的方法。

5.神舟五号（2003年 10月 15日）：搭载来自祖国

宝岛台湾的农作物种子等。以载人为主要任务，科学

实验较少，其轨道舱运行 100 余天，神舟五号轨道舱开

展了空间环境监测、空间定位等科学实验，获得了一

大批有价值的科学数据。

6.神舟六号（2005 年 10月 12日）：搭载的生物菌

种、植物组培苗和作物、植物、花卉种子用于太空育种实

验，并且是中国第一次实现真正有人参与的空间科学

实验。以宇航员本身作为生理试验的对象，考验人体

在太空环境中的新陈代谢情况。同时也是中国首次在

自己的载人航天任务中进行航天医学空间实验研究，

为人类将来在太空生存的航天医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7.神舟七号（2008年 9月 25日）：搭载物品包括微

生物菌种和杂交水稻。其中，微生物菌种包括灵芝等；

杂交水稻包括“洲 A”和“洲 B”两种。同时释放了伴飞

小卫星，以及进行了固体润滑材料外太空暴露试验。

8.神舟八号（2011 年 11 月 1日）：搭载共计 33 种

生物样品，其中包括桂花树、罗汉果和芦竹，河北怀来

县的葡萄种子，以及“日本晴”的水稻品种。神八以空

间生命科学实验为主，搭载了中德合作的有效载荷。

有效载荷是中德合作的生物培养箱，是开展空间生命

科学的一个改革，是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里面首次开

展空间应用科学领域的国际合作。

9.神舟九号（2012 年 6 月 16 日）：航天员承担 15

项航天医学相关空间实验，其中包括航天飞行对前庭

眼动、心血管及脑高级功能影响研究，失重生理效应

防护的细胞学机制研究，空间骨丢失防护技术研究，

在轨有害气体采集与分析，航天员在轨质量测量 5 项

主要航天医学相关空间实验。另外，还有首次开展在

轨微生物检测、失重条件下扑热息痛的药代动力学研

究、航天员睡眠清醒生物周期节律监测等 10 项航天医

学空间实验。

■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王 哲

从神一到神九
太空科技改变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