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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航天的“春天”：投资火热 产业规模破万亿
本报记者 李昆昆 李正豪 北京报道

“对我来说，在未来，我们在太

空中承载着人类文明，在星际间遨

游。我认为，这是非常令人兴奋的

未来。”这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CEO马斯克近期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说的一段话。

商业航天不只是马斯克的梦

想，国内一些企业也在暗暗发力。

最近，深蓝航天自主研发的“星云-

M”1号试验箭完成了1公里级垂直

起飞及降落（VTVL）飞行试验，深

蓝航天由此也成为了全球第二家

完成液氧煤油火箭垂直回收复用

全部低空工程试验的公司（第一家

为美国的SpaceX）。

深蓝航天相关业务负责人在

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深蓝航天一直致力于实现可

回收复用火箭的目标。国内未来

的商业火箭都有发射频率提高和

发射成本降低的需求。商业可回

收复用火箭，在全球都具有可预见

的巨大需求，这也是深蓝航天全力

以赴的唯一目标。”

记者注意到，目前，商业航天

市场正吸引越来越多产业资本的

关注和投入。国内的VC/PE（风险

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市场中，参与

商业航天领域相关投资的机构已

超100家。2022年第一季度，国内

至少21家商业航天企业宣布获得

融资。

航天产业是当今世界上最具

挑战性和广泛带动性的高科技领

域之一，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集中体

现，是国家战略新兴产业和先进制

造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商业航

天作为我国航天工业发展的重要

补充和生力军，近年来在各级政府

的扶持和引导下发展迅速，依托中

国雄厚的航天工业技术基础和人

才储备，商业航天企业在研发设

计、生产制造等方面具备一定的规

模，但我国商业航天产业整体仍处

于探索和业务布局阶段，离形成真

正的产业闭环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本报记者 曲忠芳 李正豪 北京报道

近 一 段 时 间 ，沉 寂 许 久 的 墨 水

屏领域热闹起来。继华为以 Mate-

Pad Paper 进 军 墨 水 屏 平 板 市 场 后 ，

汉 王 科 技（002362.SZ）、海 信 等 多 家

厂 商 争 相 推 出 了 最 新 的 墨 水 屏 设

备，产品形态涉及平板电脑、手写电

纸本、阅读手机等。另外，据以预测

苹果公司新产品而被业界所知的分

析师郭明 透露，苹果正在测试彩色

电子墨水屏技术为可折叠产品做准

备，不过截至目前，苹果公司方面尚

未对此消息置评。

《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到，电子

墨水屏又称为电子纸显示技术，尽管

它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打印

机公司施乐的开发，但业界普遍以

1997 年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教授约瑟

夫·雅各布森等人创立的 E Ink 公司作

为墨水屏技术发展的开端，E Ink 公司

后于 2009 年被中国台湾的元太科技收

购。要说墨水屏商用的里程碑式产

品，莫过于 2007 年亚马逊推出的 Kin-

dle 电子阅读器。在智能手机“大混

战”的年代里，部分厂商也曾试图将墨

水屏应用到平板电脑、手机上，但因阅

读功能及市场需求的局限性，墨水屏

难以成为“标配”。

业界多位人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

访时指出，与手机等电子设备日新月

异的持续升级换代不同，墨水屏产品

的“进化”则相对缓慢，这主要是因为

市场规模有限，难以支撑技术的持续

创新。墨水屏虽然难以成为主流智能

设备的标配，但在垂直领域的应用仍

存在一定的增长空间。对于产业链上

下游来说，参与厂商需要在智能物联

网（AIoT）时代挖掘更多的应用场景，

找到新的价值支点。

2015年，国家发改委、财政部、

国防科工局等联合发布了《国家民

用空间基础设施中长期发展规划

（2015—2025 年）》，明确鼓励民营

企业发展商业航天。也是从这一

年开始，中国民营商业航天事业按

下加速键。2015年，也被认为是中

国商业航天的发展元年。

火石创造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的数据显示，我国商业航天自2015

年起步以来，产业规模呈现逐年增

长态势，产值由2015年的3764亿元

增长至 2020 年的 10202 亿元，年均

增长率达22%。

而截至2021年底，已披露的中

国商业航天产业相关投融资接近

400 亿元，分布于产业链的各个模

块。从产业链看，中游的地面设备

制造和下游的卫星应用及运营两

个模块的商业价值较高；而产业链

上游的卫星制造和发射服务处于

初步发展阶段。

据了解，深蓝航天聚焦在液体回

收复用运载火箭方向，是一家自研自

产可回收复用火箭，并向市场提供发

射服务的商业航天高新企业。

此次深蓝航天执行公里级试

验所使用的箭体依然是“星云-M”

1 号试验箭，已经执行 3 次飞行任

务、7次地面静态点火，做到了液体

运载火箭的可回收复用。

众所周知，SpaceX正是凭借可

回收复用的火箭技术，让航天发射

成本大幅降低，才获得了巨大的成

功，马斯克的星链计划也有了从科

幻变成现实的机会。在科技领域，

往往突破一个技术难点就能在短

时间内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深蓝航天方面告诉记者，“火箭

回收主要有四个领域的技术难点，分

别是：回收复用火箭的总体设计，多

次启动和大范围调节的动力系统，返

回着陆飞行控制和返回火箭结构机

构。而本次深蓝航天公里级垂直回

收飞行试验的成功，标志着深蓝航天

已经初步掌握了这些核心技术。”

在全球航天战略部署加快的

新形势下，中国也积极投入到“航

天强国”的建设中，商业航天在近

几年得到快速成长并初具规模。

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预

测，2022年中国商业航天的市场规

模将突破 1.5 万亿元，相较于 2020

年预计有 47%的增幅，中国商业航

天将步入黄金时期。

随着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的商

业航天领域融资规模也不断增长。

目前，在国内的VC/PE市场中，参与

商业航天领域相关投资的机构超

100家，2021年我国商业航天企业共

完成了18轮融资，大部分集中于运

载火箭和卫星开发企业。根据智能

产业媒体智东西的数据，2022年第

一季度，国内至少有21家商业航天

企业宣布获得融资，公开披露的融

资总额超过 37.3 亿元人民币。其

中，火箭相关厂商占比超过50%。

艾媒咨询 CEO 张毅告诉本报

记者：“我们国家航天总体来说主

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以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以下简称‘中国航

天’）为主的央企，另一部分就是以

新兴的民企为代表的商业航天。

其实民企商业航天总体来说起步

相对晚一些，但是发展的速度还是

非常快。尽管民营商业航天发展

只有短短几年时间，但现在已到了

可批量发射卫星，同时能够做到可

回收，部分产品已经进入商业领

域，应该说这些都非常重要。”

张毅认为，民营商业航天也是国

家航天一个重要的补充力量。目前，

在全国范围内拿到投资的民营商业

航天企业数量不少，发展势头还是比

较强劲的。当然美国开展的时间相

对比较早一些，与美国相比，我国在

发射卫星方面还不是一个量级，美国

发射了很多，已经处在商业的应用阶

段，所以在这方面，国内民营商业航

天仍然需要去追赶。

国内商业航天崭露头角

与美国商业航天相比，国内

商业航天还存在差距。

艾媒咨询数据显示，在美国

政府及社会资本等的支持下，

SpaceX研制了猎鹰9号、猎鹰重

型火箭、龙系列航天器、星舰

SN15飞船等极具竞争力的商业

航天产品。数据显示，2011—

2021 年间 SpaceX 共进行了 141

次发射、100 次成功回收火箭、

78 次 助 推 级 复 飞 。 其 中 ，

SpaceX 的猎鹰 9 号火箭在全世

界火箭梯队中表现突出。

截至2022年3月，马斯克的

星链计划发射卫星超过2000颗，

而且这些卫星都是过去三四年

发射的，星链计划的意义不仅在

于实现太空互联网通信，更是提

前抢占了仅存的近地轨道资源。

深蓝航天本次公里级VT-

VL 垂直回收试验飞行的完成，

也宣告低空回收阶段画上了圆

满的句号。

深蓝航天向本报记者透露，

下一阶段，深蓝航天将采用与入

轨火箭完全相同的全尺寸试验

火箭，继续进行高空回收试验阶

段（类似于 SpaceX 第二阶段采

用全尺寸样机“猎鹰 9 号 R”进

行 回 收 测 试），向 着 10km、

100km的高度快速突破迈进，最

终实现入轨火箭一子级的可控

回收和重复使用。

深蓝航天目前的技术水平

相当于SpaceX在2014年初的水

平。若一切能够按照规划进行，

深蓝航天将会在2024年年底之

前完成“星云-1”运载火箭的第

一次入轨发射—回收任务，中国

可回收运载火箭商业化运行将

再进一步。

张毅表示，我们与国外相比

不足的地方有两个方面：一是资

本还没有足够灵活。当然，这与

美国在过去几十年在资本市场

的耕耘有很大关系。二是时间

问题，实际上（技术等方面）仍然

有一定的差距。

当然从未来的趋势看，中

国商业航天的后劲十足，主要

有以下一些原因：一是以中国

航天为代表的国内航天工业发

展多年，这些央企原先积累的

庞大基础和资源，为中国未来

民营商业航天的发展打下了强

劲的行业基础。

二是中国航天人才储备丰

富。目前来看，国家商业航天人

才储备以工科院校为主，尤其是

工信部旗下的哈工大、北航等，

工科类的院校应该都有很大的

后劲，中国的工科人才目前积累

了接近两亿人。

三是从发展空间看，商业

航天包括未来（航天器）的入

轨，以及卫星所带来通讯等产

业的机遇，为未来的商业航天

提供很大的机会。“所以，中国

的商业航天，未来的五到十年，

会进入一个迅速发展的阶段，

这没有任何值得怀疑和争议的

地方。”张毅说。

与美国商业航天仍有差距

巨头扎堆“墨水屏”产业探索“破圈”之路

近日，汉王科技推出了一

款 10.3 英寸的汉王手写电纸本

N10。发布会现场，汉王科技

副总裁王杰表示，该款产品的

研发打磨历时 2 年，通过数以

万计的研发论证与消费调研，

根据用户的痛点和需求做加减

法，摒弃了一些“华而不实的伪

需求”。比如，去除了电容屏和

导光板，降低了 31%的厚度，能

够消除普通电容屏产品书写时

误触的不便。

据王杰介绍，汉王科技的

第 一 款 电 子 纸 产 品 发 布 于

2009 年 ，此 时 距 亚 马 逊 首 款

Kindle 阅 读 器 面 市 已 近 2 年 。

此后经历迭代，汉王科技对上

游内容资源进行整合，实现了

从终端提供商向“内容+终端”

提 供 商 的 转 变 。 伴 随 着 无 纸

化 办 公 的 流 行 ，汉 王 科 技 从

2020 年开始推出手写电纸本，

借 此 完 成 从 大 众 阅 读 向 职 场

智 能 办 公 手 写 无 纸 化 设 备 布

局的转变。

不同于汉王科技持续多年

的投入，华为可谓是墨水屏领

域的新晋选手。今年巴塞罗那

世界通信展期间，华为推出了

搭 载 鸿 蒙 操 作 系 统 Harmony

OS 2 的 墨 水 屏 平 板 MatePad

Paper，该设备在国内售价 2899

元起。

而海信则是国内少数坚持

推出墨水屏手机的厂商之一，

最新发售的 A9 阅读手机采用

6.1 英寸定制墨水屏，在刷新速

度、色温调节等方面比前代明

显提升，售价 1799 元起。

本报记者从主流电商网站

搜索“墨水屏”发现，目前，国

内 市 场 上 的 墨 水 屏 设 备 品 牌

众多，除了汉王科技、华为、海

信 ，还 有 科 大 讯 飞 、文 石 、小

米、亚马逊 Kindle、大上科技、

掌 阅 iReader 等 。 设 备 屏 幕 涵

盖 6 英寸到 10 英寸多种尺寸，

价 格 更 是 从 六 七 百 元 到 数 千

元不等。需要指出的是，这些

设 备 大 多 数 是 电 子 阅 读 器 产

品，护眼、省电成为厂商营销

中的主打标签。

产经观察家、钉科技总编

丁少将认为，一些企业推出墨

水屏显示的终端设备，主要是

针对垂直人群的特定场景需求

开发，这属于企业的差异化竞

争 策 略 ，因 而 并 不 具 备 普 遍

性。从用户的需求来说，彩色

屏能显示更加丰富逼真的多媒

体信息，而墨水屏在这方面则

有天然缺陷。比如，智能手机

要标配墨水屏的话，既无必要，

也无实操可能——不仅应用场

景受局限，还增加了大量的硬

件购买成本和后期维护成本。

现 在 智 能 终 端 广 泛 应 用 的

AMOLED 显示屏，已添加了健

康护眼的功能，软件层面也设

置了更多的护眼模式。

国产厂商“参战”的背后

根据第三方机构洛图科技

（RUNTO）数据，随着无纸化办

公、数字阅读的习惯加速普及，

大尺寸电子纸设备在 2022 年的

出货量将达1500万台左右，同比

增长超15％。

除了市场需求偏窄的阅读

器之外，电子纸如何挖掘到新

的“金矿”？从产业链上中游企

业的表态来看，对于电子纸的

未来增长前景或许不应悲观。

洛图科技（RUNTO）报告

指出，目前电子纸产品上游供

应 链 包 括 膜 片 厂 商 、背 板 厂

商、模组厂商、芯片厂商，下游

的整机厂商更是众多。今年 4

月中旬，作为最大膜片供应商

的 元 太 科 技 表 示 ，将 与 京 东

方、亚世光电等 6 家背板厂商、

模 组 厂 商 等 合 作 推 广 彩 色 电

子纸的应用。除此之外，上游

供 应 链 的 产 能 预 计 2022 年 将

普遍扩大数倍。

公开信息显示，元太科技成

立 于 1992 年 ，主 要 经 营 TFT-

LCD（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

面板业务，2009 年并购了美国

E Ink 公司，完成了电子纸上中

游产业链的布局整合，从 2016

年底开始淡出 LCD 业务，专注

于电子纸的研发与制造。根据

元太科技的 2021 年财报，该公

司去年全年营收 196.5 亿元新台

币（约合 43.62 亿元人民币），创

下近 9 年来的最高值，净利润为

51.5 亿元新台币（约合 11.70 亿

元人民币）。

元太科技官方透露，其全新

电子纸显示屏技术将支持呈现

普通显示广告牌使用率最高的

黑色、白色、红色、黄色、蓝色、绿

色和橘色七种颜色，非常适合低

耗电、仅需有限色彩显示的电子

纸应用，适用于零售、教育、办

公、交通、医疗、工业、物流等多

个领域。

元太科技董事长李政昊公

开表示，若以全球 3000 万个 10

英寸电子广告牌计算，持续使

用 5 年时间，与同样数量 LCD

广告牌使用的电力消耗相比，

电子纸广告牌可减少 1.2 万倍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与一次性

使用的印刷纸张相比，具有低

碳、动态显示、类纸质感特点的

电子纸广告牌则可减少 6 万倍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而针对汉王科技发力的无

纸化办公布局，易观分析师董

振认为，随着国家碳达峰、碳中

和“双碳”战略的加速落地，技

术的进步协同智慧化场景应用

的大规模普及，电子纸办公本

设备未来将成为最具增长潜力

的电子纸终端。同时，电子纸

技术趋势正向大尺寸、柔性化、

手写模块标配化方向发展。在

无纸化办公的趋势下，带有手

写原笔迹等笔记功能的大尺寸

电子纸办公本未来发展潜力非

常巨大，有望实现办公场景下

纸质记事本的替代。

丁少将指出，智能终端尤其

是智能手机，本就是从黑白时代

进化到彩色时代，主流趋势是显

示设备要追求更接近自然的色

彩表现力，墨水屏的功能相对单

一，很难成为主流智能设备的标

配应用。目前，彩色墨水屏开启

推广应用，未来在一些垂直领域

存在一定的应用空间。对于参

与企业来说，需要在物联网时代

挖掘更多应用场景，如商超、办

公等领域的数字标牌的应用，从

而找到新的价值支点。

阅读器之外的“破圈”探索

航天产业是最具挑战性和广泛带动性的高科技领域之一。 视觉中国/图

我国商业航天自2015年起步以

来，产业规模呈现逐年增长态势。

众多厂商争相推出了最新的墨水屏设备。 视觉中国/图

“中国的商业航天，未来的五到十年，会进入一个迅速发展的

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