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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企业跟进“筷子夹火箭”回收成为商业航天比拼重点

可灵AI用户留存提升

快手AI正重塑内容生态

垂直着陆VS“筷子夹”

火箭回收试验比拼提速

推动模型应用正循环

尽管火箭回收技术和路径仍

在探索和试验中，但可重复使用火

箭技术将极大推动商业航天发展，

有望成为实现人类大规模、低成本

进出空间的重要途径，这已经成为

行业的共识，而且成为当下商业航

天领域企业争相发力、比拼的热点

阵地。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自“商业

航天”首次写进今年《政府工作报

告》以来，我国航天业在可重复使

用火箭技术方面加速“奔跑”。按

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规划，将

在 2025 年、2026 年分别开展直径

4 米级、5 米级可重复使用运载火

箭的首飞测试。在前不久闭幕的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

会上，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两级

完全可重复使用的重型火箭模型

首次亮相。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

院总体设计部设计师陈子聿介绍，

重型火箭一级重复使用构型计划

2030年首飞，两级完全重复使用构

型计划 2033—2035 年首飞。这些

探索表明，中国航天事业正在积极

追赶国际先进水平，努力实现火箭

的可重复使用，提升整体发射能力

和经济性。

今年9月11日，由蓝箭航空自

主研发的“朱雀三号”可重复使用

垂直回收试验火箭，在酒泉卫星发

射中心完成10公里级垂直起降返

回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商业航天

在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上取

得重大突破，为将来实现大运力、

低成本、高频次、可重复使用的航

天发射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9月

22日，深蓝航天在内蒙古额济纳旗

试验场，实施了星云一号火箭一子

级高空回收飞行试验。火箭总体

飞行正常，但遗憾在最后阶段出现

故障，未能完成全部试验流程。深

蓝航天表示，试验全过程都在预先

管控区域和安全预案内进行，未造

成人员伤亡以及无关财产损失。

国家航天局总工程师李国平

在第十五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

览会期间指出，近十年以来，中国

的商业航天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

绩。从 2023 全年来看，我国火箭

发射共 67 次，其中民营商业火箭

发射13次，成功入轨12次，占全年

成功发射数量的 18%。同时商业

运载火箭液氧甲烷发动机、可重复

使用等关键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

进展，填补了相关领域空白。数据

显示，我国商业航天领域的企业已

达到500多家，商业航天也进入高

质量发展阶段。

针对商业航天市场的竞争趋

势，深蓝航天常务副总裁赵亚此

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

SpaceX验证了商业航天的发展路

径，已将火箭发射的相关技术问

题“转化”为一个工程问题。对于

未来国内市场的竞争，他预测未

来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市场会经历

剧烈的洗牌，商业航天从 2015 年

发展至今，前期在资本的助力下

持续地研发投入，现在走到了一

个需要“交卷”、开启商业化进程

的时候。

谈及快手AI在其他方面的探

索，快手方面告诉本报记者：“基于

丰富业务场景，用AI重塑生态，让

模型和应用形成正循环飞轮。目

前，快手的大模型布局核心还是围

绕内容理解应用、推荐大模型和视

频生成大模型三个方向进行重点

突破，并力图实现算法、应用和商

业模式的多方创新。在模型训练

和投入上则倾向和快手已有业务

打配合，形成正循环。”

以快意语言大模型的应用为

例，在商业场景里，基于快手大模

型构建的数字人脚本创意生成、数

字人渲染生成、数字人实时互动等

全流程AIGC服务，可助力商业化

广告主低成本生成高品质的视频

和直播内容。

在内容的理解和推荐方面，快

手通过大语言模型、多模态大模型

等技术，已经可以准确高效地理解

视频内容和用户兴趣，将这些标签

应用在推荐、搜索、广告、垂类运

营、生态分析、内容安全等各种场

景中，也可以全面地提升全站运营

效率。

另外，快手也一直在尝试运用

AI大模型这些智能化技术，从素材

的生产、理解、分发到承接，提供全

链路的解决方案，智能化生产、数

字人直播、营销大语言模型等技术

的应用，不仅提升了内容生产的效

率，也增加了转化率。

关于大模型在业务中的具体

应用场景以及数据表现，程一笑

说，在内容理解方面，快手持续推

进大模型技术在短视频、直播、评

论、商业化及电商等多场景落地，

并取得了在用户留存、商业化消耗

和电商 GMV 等多个方面的进展；

在内容推荐方面，升级后的推荐大

模型技术，带来了显著的时长增

长；在内容生产及互动方面，本季

度AIGC营销素材消耗继续提升，

日均消耗超 2000 万，而互动助手

AI小快也融入了包括奥运竞猜、用

户私信和评论区互动等更多场景，

MAU（月活跃用户数）峰值突破

1800万。

程一笑表示，在第三季度，快

手还在持续优化基座大模型的性

能，深化大模型在内容理解、内容

推荐、内容生产及用户互动的应

用。在基座大模型方面，快手正在

研发的快意大模型MoE模型，在总

参数量仅数百亿规模的情况下，模

型预训练阶段的多个指标超过了

快意1750亿模型，大幅降低了模型

训练推理成本，也能更好适配快手

现有的业务场景。

本报记者 曲忠芳 北京报道

美 国 太 空 探 索 技 术 公 司

（SpaceX）在第五次试飞其大型运

载火箭系统星舰（Starship）时，公

开上演了一出“筷子夹火箭”的景

象，即由发射塔 架 上 的 巨 型 机

械 臂（Mechazilla）捕 获 回 收 一

级超重型助推器，时隔一个月

后，星舰的第六次试飞因安全

条件不充分，这一景象遗憾没

有重现。

“筷子夹火箭”的奇观不仅

被大众津津乐道，也给商业航天

领域带来了新的创投机会。仅

就国内市场来看，几家商业航天

企业凭借对标 SpaceX、跟进“筷

子夹火箭”回收方式获得了资本

界的押注。

国内火箭回收发展状态如

何？SpaceX 已“验证”的“筷子夹

火箭”回收方式是否会成为火箭

回收的“殊途同归”？火箭回收为

什么成为全球商业航天比拼的焦

点？……针对行业内外关注的这

些热点问题，《中国经营报》记者

进行了采访调查。

SpaceX的“筷子夹火箭”试验

成功后，验证了这种新型回收火

箭方式的可行性，为未来航天探

索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记者综合SpaceX官方介绍及

公开信息了解到，用以捕获夹住

火箭的“筷子”，实际是两根长达

36米的机械臂，重量超过700吨。

关于研发及建造成本，SpaceX 方

面并没有透露，业内推测整个系

统的开发包括其中的试错成本可

能需要千万级甚至上亿美元的投

资。尽管如此，SpaceX 预计，通

过使用这一系统，未来每公斤有

效载荷的发射成本可以降至约

10 美元，这相当于目前“猎鹰九

号”发射成本的 1/10。两根机械

臂各由多个灵活的关节组成，配

备了大量的传感器，用于监测火

箭的速度、姿态、位置等实时数

据及状态，同时还装有减震装

置。当实时数据信息被传输至中

央控制系统后，计算机械臂的最

佳运动轨迹，从而确保抓取过程

的安全和精准。

“筷子夹火箭”的方式，对于

超重型火箭的发射具有重要价

值，一方面去掉了传统火箭的着

陆腿，减少了火箭的整体重量，提

高了有效载荷能力，同时降低了

传统着陆可能带来的损坏风险，

进一步提高了再利用率；另一方

面，将回收过程直接整合至发射

塔上，能够在极短时间内完成火

箭的回收和维护，为快速再次发

射提供可能，节省了运输成本。

华福证券研报中指出，未来随着

“筷子夹火箭”技术的成熟和广泛

应用，SpaceX 将能够更高效地回

收火箭的各个部分，包括助推器、

整流罩等。这将进一步提高火箭

的可回收比例，减少新造火箭的

需求，从而降低整体发射成本。

同时，可回收火箭的重复使用意

味着需要更少的燃料和推进剂来

支持新的发射任务。

“ 筷 子 夹 火 箭 ”的 方 式 被

SpaceX试验“跑通”之后，国产商业

航天企业是跟进探索，还是仍按照

自己节奏加快其他方式的试验呢？

今年 3 月开始运营的商业航

天公司大航跃迁，凭借“国内首

家研制筷子夹塔架回收可重复

使用液体火箭企业”的标签已完

成亿元级融资，由申能诚毅领

投，天创资本、柏彦基金等共同

完成。在该公司的官网上，通过

视频演示、图片的形式展示了其

“地面捕获+智能控制”的特色。

大航跃迁方面称已完成多项技

术攻关：主要包括“筷子夹”塔架

回收验证平台的搭建、箭载飞控

计算机——“火石一号”以及国

内首款回收塔架控制器——“小

火石”的研制。

无独有偶，另一家同样在今

年初创的公司宇石空间，创始人

唐文博士曾在星际荣耀任职，其

今年 10 月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该团队全面对标SpaceX的星舰产

品，是采用不锈钢火箭+“筷子”捕

获臂回收方案的团队。

本报记者另从深蓝航天方面

了解到，该公司也在跟进“筷子夹

火箭”回收方式，计划到 2026 年

以“筷子夹火箭”的方式对其“星

云二号”进行回收试验，其“星云

一号”测试使用的回收方式仍是

使用脚支架垂直降落。深蓝航天

自 2018 年开始运营，在 2024 年 5

月至7月仅三个月的时间里完成

了四轮融资。

需要提醒的是，“筷子夹火

箭”的火箭回收方式代表了新兴

的技术方向，“新兴”还意味着有

较大的风险因素，即使 SpaceX 后

续也需要不断地测试与验证，因

此，在国产厂商真正“亮出”实际

产品之前，显然还存在很大的变

数，值得持续关注。

记者从我国海上发射母港东

方航天港方面了解到，目前许多

商业公司仍专注研发垂直降落的

回收方式，比如降落至海上再通

过船回收。千里马招标网显示，

今年以来，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

山东海阳东方航天港等主体均有

数起与海上发射及回收相关的招

标项目信息。

与“筷子夹”相比，垂直着陆

回收的技术相对成熟。SpaceX最

为成功的产品——“猎鹰九号”，

使用的正是垂直着陆技术，通过

反推发动机减速，在海洋平台或

陆地上实现精确着陆，这一回收

过程已相对成熟。

除了“筷子夹”、垂直着陆技

术，海外部分商业航天公司此前

还试验过海上打捞回收方式，如

美国火箭实验室公司曾于去年 8

月试验了“箭体伞降、缓降落海、

船只打捞”的新方案，打捞的一级

火箭状态良好，但是重复利用仍

存在较大难度，尚待验证。

本报记者 李昆昆

李正豪 北京报道

近 日 ，快 手 科 技

（01024.HK） 发 布 了

2024 年第三季度业绩。

财报显示，快手 2024 年

前 9 个月营收为 915.14

亿 元 ，较 上 年 同 期 的

809.09 亿元增长 13.1%；

毛利润为 501.69 亿元，

较上年同期的400.99亿

元增长25.1%。

第三季度，快手在

稳步推进基座大模型各

项性能优化提升的同

时，也在加速大模型在

内容理解、内容推荐、内

容生产及用户互动等各

领域场景的应用，并力

图实现算法、应用和商

业模式的多方创新。在

模型训练和投入上则倾

向和快手已有业务打配

合，形成正循环。

快 手 方 面 在 接 受

《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

时 表 示 ：“ 目 前 ，快 手

AIGC 视频客户渗透率

达到 24%，商业内容生

产方面，目前磁力开创

日均生成的短视频素材

已经达到 10 万条以上，

显示出智能化技术在商

业化领域的广泛应用和

显著成效。”

据了解，可灵AI自2024年6月

问世以来，已累计升级迭代十余

次，基础模型质量持续快速演进，

视频创作的画面可控性也不断提

升，陆续上线了首尾帧控制、运动

笔刷、对口型等功能，并内测视频

人脸模型功能，为用户提供了更加

丰富的创作手段。数据显示，截至

目前，可灵 AI 的用户已超过 500

万，累计生成超5100万个视频和超

1.5亿张图片。

在业绩电话会上，快手科技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程一笑称，9月

发布的可灵 AI1.5 模型，支持原生

1080P 视频，并在可控生成方面先

后研发上线了镜头控制、首尾帧控

制、运动笔刷、对口型等多种能

力。可灵AI的用户留存也逐月提

升，并在9月份月活超150万。

艾媒咨询CEO张毅告诉本报

记者：“可灵在AI方面的能力，尤其

是视频生成这方面的能力，还是有

比较好的基础。AI大模型产品，一

个很重要的基础一定是要有足够好

的数据基础，比如语料。而快手那

么多年在短视频各种类型的素材方

面，涉及不同的方向，比如场景、人物

以及剧情，这些庞大的数据积累基

础，让大模型的生成效果以及它的

呈现更加有技术性和高效。如果没

有这些优势，去做这样的产品，基础

就不牢，需要有更好的算法或是其

他的储备。”

张毅称，从劣势的角度来讲，

这种技术能力和结果的生成，以

及在商业落地方面还会有很长的

路要走，这个过程对快手来说也

会耗费比较多的资金、时间成本，

以及很多不确定性，对一家上市

公司来讲，这也许会对其财报形

成压力。

架构的选择方面，可灵整体框

架采用了类 Sora 的 DiT 结构，用

Transformer 代替了传统扩散模型

中 基 于 卷 积 网 络 的 U- Net。

Transformer 的处理能力和生成能

力更强大，扩展能力更强，收敛效

率更好，解决了U-Net在处理复杂

任务时冗余过大、感受野和定位精

度不可兼得的局限。在此基础之

上，快手大模型团队还对模型中的

隐空间编/解码、时序建模等模块

进行了升维。

另外在时序信息建模上，快手

大模型团队设计了一款计算高效

的全注意力机制（3D Attention）作

为时空建模模块。该方法可以更

准确地建模复杂时空运动，同时还

能兼顾具运算成本，有效提升了模

型的建模能力。

除了模型自身的能力，用户输

入的文本提示词（prompt）也对最

终生成的效果有着重要影响。为

此，团队专门设计了专用的语言模

型，可以对用户输入的提示词进行

高质量扩充及优化。

在视频生成上，快手也曾与多

个高校或科研机构联手，陆续发布

可控运动的视频生成算法Direct-

a-Video、多模态生成算法 Video-

LaVIT、图生视频算法I2V-Adapt-

er、多模态美学评价模型 UNIAA

等关键技术，为可灵大模型积累了

深厚的技术沉淀。

如今，快手已搭建了以快意语

言大模型、推荐大模型、视觉生成

大模型为核心的大模型矩阵，覆盖

内容生产、理解、推荐等多个层面，

并深度服务快手的商业生态场景。

“筷子夹火箭”的火箭回收方式代表了新兴的技术方向，“新兴”还意味着有较大的风险因素，即使

SpaceX后续也需要不断地测试与验证。

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将极大推动商业航天发展，有望成为实现人类大规模、低成本进出空间的重要

途径，这已经成为行业的共识，而且成为当下商业航天领域企业争相发力、比拼的热点阵地。

近期，SpaceX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6次试飞成功。 视觉中国/图

快手可灵AI独立App即将上架。 视觉中国/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