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现货黄金价格
突破每盎司2200美元
据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 美国联

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杰罗姆·鲍威尔20日
发表“鸽味”讲话后，国际现货黄金价格
21日突破每盎司2200美元。

现货黄金价格21日早盘上涨1.6%
至每盎司2220.89美元，随后回吐大约
一半涨幅。

美国彭博新闻社21日报道，金价上
涨主要受美联储放松货币政策的预期
推动。美联储20日重申这一预期。

在无垠的沙漠中，拿出手机给亲朋
好友打个视频电话，分享大漠美景，已
不是科幻电影里才有的场景了。

近年来，我国商业航天已从初创期
转入快速发展时期，成为中国航天事业
的重要补充，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注
入新动能。2月26日发布的《中国航天
科技活动蓝皮书（2023年）》显示，2023
年我国共实施了67次航天发射，其中有
26次商业发射，发射成功率达96%；共研
制发射120颗商业卫星，占全年研制发
射卫星数量的54%。

迎着春风，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
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培育新兴产业
和未来产业，积极打造生物制造、商业
航天、低空经济等新增长引擎。

精准“入轨”后，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
报告的商业航天，正昂首阔步地飞速前行。

商业卫星
低成本是其发展的核心
“低成本化、规模化、星座化、低轨

化是卫星产业的四个趋势。”3月14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寻新记”报道组
走进位于北京的中国商业航天领域第
一家独角兽公司银河航天，该公司卫星
星座通信系统架构师林广荣阐述了自
己对商业航天领域发展的看法。

“卫星要让人用得起，才能有更广
阔的市场和发展，这就需要我们思考，
如何让卫星更便宜。”林广荣说，从卫星
角度来说，可以继续提升单次发射的运
载量，但这是一个复杂且多层面的任
务，涉及卫星设计、制造等多个方面。

从卫星设计层面来说，首先需要采
用轻量化设计，利用先进的材料和技术，
减轻卫星的结构质量，同时确保结构的
强度和稳定性；其次是集成化设计，将多
个功能模块集成在一起，减少冗余部件，
降低整体质量；另外还可以采用模块化
设计，使得卫星可以灵活配置，根据任务
需求增减模块，提高发射效率。

在银河航天方舟实验室，一块好像
“飞毯”造型的金属板引起记者的注
意。林广荣指着这块“飞毯”介绍，这块

“飞毯”上有可以通信的天线，又有可以
把太阳能转换成卫星能源的太阳片，是
一种相控阵天线和太阳翼一体化的通
信卫星。该卫星天线面积更大，具有更
强大的能源系统，可以使卫星在传输信
号时功能更强大，也能够在发射时更加
节省空间，降低发射成本。

“随着技术的迭代，我们可以做到
同价格功能更多，同功能价格更便宜，

现在发射同样一颗卫星，成本不到此前
的三分之一，未来可能会降至十分之一
以下。”林广荣说。

商业航天是技术含量高、创新驱动
强的产业，作为一种新质生产力的体
现，商业航天领域每年都有很多颠覆性
的技术和科技创新集中涌现。

位于天府新区眉山片区的环天智
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西南地区唯一
一家拥有自主可控卫星星座的企业。
该公司拥有10颗在轨卫星，并计划于
2024年再发射5颗卫星，完成天府星座
一期二阶段组网。

通过该公司的基于天空地一体化的
卫星应用平台——“星瞰河山-天府粮
仓”，耕地运营者可通过“卫星影像+AI识
别动态”，监测到区域内的耕地现状、耕地
变化以及高标准农田建设和提质增效项
目情况，可以助力天府粮仓更好地建设。

3月19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环天
智慧董事长邹云坤说，目前国内商业航
天正在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资本、社
会力量和地方政府投入其中。“随着航
天技术的创新发展和与民用领域的深
度融合，卫星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
将更深度地服务于民生领域的各行各
业。”他说。

民营火箭
已成为我国航天的重要力量

想要更好地探索太空，就离不开火

箭。作为“腾空”的运载工具，火箭是太
空活动的基础。

商业火箭领域的从业者，对“火箭
大街”项目一定不会陌生。3月14日，初
春乍暖，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
简称亦庄），以荣华南路为核心，半径不
足两公里的区域内，中国商业航天估值
位于市场前列的民营火箭企业分布于
此，中国最早一批成立的商业航天企业
蓝箭航天也是其中一员。

2023年7月12日，全球首枚成功入
轨的液氧甲烷火箭朱雀二号遥二运载
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腾空而起，
并成功入轨。这是国内民商航天首款
基于自主研制的液体发动机实现成功
入轨的运载火箭，填补了国内液氧甲烷
火箭的技术空白，意味着我国首款大推
力液氧甲烷发动机通过飞行验证，标志
着我国运载火箭在新型低成本液体推
进剂应用方面取得突破。

致力于液体运载火箭研发的蓝箭
航天，目前已形成自主可控的全链条交
付能力，降低了商业火箭发射成本。

“中国商业航天目前处于蓬勃发展
的阶段，政策、资金、人才等要素朝着这
个产业聚集。”蓝箭航天董事长张昌武
说，对于企业来说，竞争与机遇并存，在
火箭、卫星、卫星互联网、卫星下游应用
等赛道上，商业化程度不一，但都出现
了许多市场参与者。

我国商业航天从零开始，通过近10
年的发展，如今已成为我国航天不可或

缺的重要力量。2023年12月5日，北京
星河动力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射

“谷神星一号”，成功将两颗卫星送入轨
道。2023年，该公司共实施7次发射，其
中包括1次海上发射。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新增了
商业航天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表述，以及
商业航天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这些表
明中央层面明确支持商业航天产业发
展。作为从业者，我感到振奋，也感到
机遇非常宝贵。”张昌武直言，中国商业
航天发展有赖于领域内实质性的能力
提升和技术突破。“尤其是大运力、可重
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必须在未来3年
实现根本性的突破，中国商业火箭发展
的真实刻度应该和可重复使用火箭的
刻度对齐。”他说

行业前景
需形成产业市场体系

浩瀚星河，我国勇于探索太空的商
业航天、卫星公司正“百花齐放”。蓝图
虽已绘就，但仍需加快前进步伐。

“商业航天研发、验证等带来了市
场化思维和商业模式的创新，高效完成
过程，可以对全球尖端的技术和市场动
态做出快速反馈。”卫星应用产业协会
首席专家庞之浩说，长久以来，中国航
天事业以重大科研为主的模式，尚未构
建出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产品。商业
航天模式与传统航天模式相比，更加包
容新技术和新理念，决策、研发和生产
的流程也更加高效。

区别于传统航天工程，商业航天产
业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采用更灵活、更
高效的资源配置模式，需要利用互联网
模式实现规模效应，规模是互联网最好
的工具，形成规模才能催生更好的商业
模式和更大的应用市场。

对于新质生产力在商业航天领域
的应用，庞之浩说，新质生产力的形成
过程要求充分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和现
有产业基础，是要素质量提升和资源配
置效率改善的过程。“从商业航天领域
来说，商业航天将航天事业从科研模式
转成工业模式，意味着商业航天需搭建
一个完整的链条，驱动一条产业链上的
公司通力合作，从而形成一个可持续的
产业生态。”他说。

新型商业航天企业凭借其专业性，
在商业航天产业链条的关键环节发挥
引领作用，建立起有效的商业运营模
式，不断把商业航天推向规模化、产业
化。在产业链上的传统地面工业企
业，正发挥我国成熟的工业体系优势，
与航天企业相互赋能，构建新型航天产
业生态。

或许在将来的某一天，人类徜徉在星
辰大海的太空里的愿望，也会加快实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边雪朱宁 秦怡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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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支撑位

问：周四沪指高开，盘中探底回升，
收盘微跌，你怎么看？

答：市场周四震荡，各股指小幅收跌，
盘面上个股涨少跌多，贵金属、农业板块
表现较好，北上资金净卖出约60亿元。截
至收盘，两市涨停71只，跌停3只。技术上
看，深成指失守5日均线，两市合计成交
10677亿元环比增加；60分钟图显示，各
股指均失守5小时均线，60分钟MACD指标
均呈现死叉状态；从形态来看，和前几个
星期一样，周中调整似乎已成为场内投
资的共识，短期来看，由于成交量依然保

持万亿级水平，后市只需关注两个支撑
位，一是周一的跳空缺口，二是各股指的
60小时均线，只要不有效失守，后市仍会
反复活跃，沪指也会去上摸年线。期指
市场，各期指合约累计成交减少、持仓增
加，各合约负溢价水平整体有所缩减。
综合来看，沪指从2635点开始的反弹已

持续28个交易日，不出意外，下周将会是
一个时间窗口。

资产：周四按计划以6.08元均价卖出
越秀资本20万股。目前持有华创云信
（600155）120万股、酒ETF（512690）500万
份、会稽山（601579）65万股、卓胜微
（300782）5.8万股、太极实业（600667）120
万股。资金余额8344562.07元，总净值
42685622.07元，盈利21242.81%。

周五操作计划：酒ETF拟适当减仓，
太极实业、华创云信、会稽山、卓胜微拟持
股待涨。 胡佳杰

商业卫星广泛应用、民营火箭“茁壮成长”

我国商业航天提质发展按下“快进键”

工作人员通
过卫星遥感图监
测区域内的重点
目标现状。

发射前处于
压紧状态的银河
航天灵犀03卫
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