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政策破冰到技术攻坚
商业航天将迎来历史性转折

202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
调了推动商业航天等新兴产业安全健康
发展的重要性，身处北京亦庄的张昌武感
受尤为深切：“中国商业航天近年来虽取
得显著进展，但在技术创新、行业阶段和
全球市场竞争力上，与美国等国际先进水
平仍有差距。”

张昌武告诉记者，可重复使用运载火
箭技术的突破是缩小差距、降低发射成
本、提升发射频率的关键所在。“这一技术
不仅是蓝箭航天的重点攻关方向，也是
国家实现航天强国目标的核心牵引。”

两会释放的政策信号正在打开新局
面。张昌武特别提及“优化发射许可审批
流程”的建议：“当前行业面临审批流程繁
琐、卫星互联网准入门槛较高等瓶颈。在
安全可控的前提下，相关部门应进一步解
放思想，简化发射许可流程，降低准入门
槛，让更多具备能力的民营企业参与星座
建设。”

北京作为政策创新的试验田，已在空
天产业准入等领域先行先试，这种改革锐
气正从京华大地向全国辐射。张昌武表
示，相信通过政策优化和资源倾斜，中国
商业航天将迎来从“追赶”到“并跑”甚至

“领跑”的历史性转折。

与此同时，蓝箭航天正加速前行。在
实验室里，朱雀三号火箭的回收装置正
在进行第127次地面试验。朱雀三号液
氧甲烷运载火箭是计划于2025年首飞
的可复用火箭，并在2026年实现一级火
箭的常态化回收运营。这一目标不仅是
企业自身的里程碑，也与中国商业航天
迈向规模化、高效化的愿景紧密相连。

星空筑梦者扎堆
北京正成为商业航天的沃土

北京，这座千年古都，如今已成为中
国商业航天民营企业竞技的舞台。从蓝
箭航天到其他新兴航天企业，这座城市孕
育了无数逐梦星空的开拓者。其背后既
有政策的春雨滋润，也有资金“活水”的浇
灌，更离不开人才的星光汇聚。

近年来，国家对商业航天的重视逐步
从战略层面落实到具体行动。记者注意
到，北京市率先出台商业航天“星谷”计
划，设立百亿级产业基金，在亦庄划定3.8
平方公里航天产业集聚区。

更关键的是制度创新：全国首个商
业航天发射保险补贴机制、民营企业参
与军工科研的“白名单”制度等突破性政
策如同打开枷锁，让“造火箭的民企”从
科幻走进现实，根据目标规划，到2028
年，北京亦庄将形成商业航天500亿元级

产业集群。
无论是发射许可的逐步优化，还是卫

星互联网项目的推进，北京都成为政策落
地的前沿阵地。北京经开区工委书记张
强介绍，亦庄未来将加快培育应用场景，
推动商业航天在车联网、6G通信、生物医
药、智能制造、智慧城市、低空经济等领域
的示范应用；培育商业载人航天、在轨作
业等未来业态；推进空天地多网融合，打
造商业航天、低空技术、自动驾驶、具身智
能、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数字城市系统融
通“一张网”。

北京汇聚了国内顶尖的投资机构和
风险资本，为商业航天提供了资金活水。
尽管张昌武提到，国内资本市场对商业航
天的试错容忍度仍待提高，但北京的金融
生态已然为行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从
初创期的天使轮到成熟期的产业基金，北
京的资本链条为蓝箭航天等企业提供了
从“0到1”再到“1到N”的成长土壤。这
种资金支持，不仅助力技术研发，更推动
了产业链的协同壮大。

作为全国航天科研、人才与资本的汇
聚地，北京展现出的虹吸效应，吸引怀揣
航天梦的创业者与早期企业在中关村等
科技园区扎堆。如国内第一家民营火箭
企业零壹空间、小卫星全产业链服务商九
天微星、聚焦液体可回收火箭研制的深蓝
航天及卫星运营企业银河航天等。

机遇与挑战并存
新的历史叙事正在书写

面对时代的红利，张昌武敏锐地洞察
到了机遇与挑战的产业临界点。

机遇图谱已然展开：卫星互联网重大
工程的加速部署，2025年将成为中国商
业航天市场规模快速扩张的起点。下游
应用场景的丰富——从通信到遥感，从导
航到物联网——将催生新的增长极。同
时，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有望在今年取得
实质性突破。蓝箭航天的“朱雀三号”若
按计划实现首飞并逐步常态化运营，将大
幅降低发射成本，提升运力水平，推动行
业迈向规模化发展。

“在政策、资本、重大项目等利好因
素下，今年国内卫星互联网重大工程加
速实施快速部署，行业市场规模将快速
增长、卫星下游应用行业也将进入新的
发展阶段。”张昌武告诉记者，在科技创
新方面，有望实现火箭回收复用技术，从
而降低发射成本、提高发射频次，提升总
体运力水平。

而挑战同样严峻。可回收火箭技术
虽已初露曙光，但要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并
实现稳定应用，仍需攻克诸多难关。

“这不仅是技术上的试炼，更是时间
与耐心的较量。此外，商业航天的高投
入、高风险属性对资本提出了更高要求。”
张昌武说，国内资本市场需要有更长远眼
光和更大的包容度。与此同时，国际竞争
的加剧也不容忽视。在卫星频率和轨道
资源的争夺中，中国需加快部署，以应对
潜在的规则限制。

北京这座日新月异的城市，如今正凝
视着新的历史叙事——在这里，民营航天
企业与城市的脉动同频共振，共同谱写中
国航天强国梦的新篇章时，正在同题共
答：中国人如何在新时代，开辟自己的问
天之路？

答案，或藏在那些彻夜不熄的实验室
灯光里，或在那些精密计算的轨道图纸
上，或在发射场倒计时归零时工程师攥紧
的掌纹间，或在那些穿梭云端的火箭轰鸣
中……正如张昌武所言：“政策的加码为
我们注入了信心，技术的突破将为我们插
上翅膀。”未来的星辰大海，已不再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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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业航天星辰征途起点 为何是北京？

在北京亦庄，以荣华南
路为中轴的“火箭一条街”，正
书写中国商业航天的“传奇”：
这片半径不足两公里的区域，
十年间聚集了空天企业超
160家，商业火箭整箭研制企
业数量占全国75%。

如同浓缩的太空竞技场
——蓝箭航天的“朱雀”系列
火箭试飞的余音尚未散去，百
米之隔的星河动力、星际荣耀
等民营企业已展开拉锯，用技
术突围的加速度诠释着：在这
条中国商业航天“最卷街道”
上，唯有持续突破天际线者，
方能定义未来。

在政府工作报告连续两
年提及商业航天的背景下，北
京的民营航天企业正与这座
城市共同描绘一幅波澜壮阔
的时代画卷。作为中国首家
取得火箭发射许可的民营企
业，蓝箭航天的成长轨迹恰似
一面棱镜，折射出北京如何将
千年积淀转化为仰望星空的
动能，更映射着中国商业航天
在政策破冰与技术攻坚中开
辟的崭新航路。

“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
及商业航天，并明确将其作为
新兴产业重点发展方向，这充
分说明商业航天在国家现代
化产业体系建设中的重要地
位。”2025年3月，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在采访蓝箭航
天创始人兼CEO张昌武时，感
受到他对商业航天未来发展
的坚定信念。“政策的持续加
码为我们提供了更广阔的发
展空间，尤其是在技术创新、
产业链协同、市场拓展等方
面，将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这不仅体现了国家对商业航
天产业的高度重视，也为我们
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注入
了强大的信心和动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边雪

蓝箭航天创始人兼CEO张昌武
受访者供图

“朱雀二号”液氧甲
烷运载火箭吊装工
作正在进行。

蓝箭航天供图

2024年1月19日，
“朱雀三号”可重复
使用火箭垂直返回
技术在酒泉卫星发
射中心完成首次飞
行试验。

蓝箭航天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