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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中心
在文昌国际航天城内开工建设

将为商业火箭开辟专有发射工位

系中国商业航天领域的标志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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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邱江华

驱车驶过文昌清澜大桥，航天大道
两旁椰林茂密，港口时有火箭运输船停
泊，不远处的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中
心一号工位遥遥在望。

短短两年时间，我国首个商业航
天发射场在文昌拔地而起，成为海南
加快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向天图
强”，不断探索经济发展新动力的生动
缩影。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
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
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
梦。对海南而言，位于北纬 19 度左
右，同型号火箭在文昌发射运载能力
可以提升约10%至15%，得天独厚的
区位优势使得火箭发射商业卫星具备
显著竞争力。

近年来，文昌国际航天城建设“加
速跑”，产业发展进入新阶段——

加快打造商业航天胜地。海南国

际商业航天发射中心建设步伐加快，一
号发射工位提前竣工，为2024年常态
化发射奠定重要基础。

积极构建产业发展新格局。以火
箭院、国家航天局、中国空天院为链主
的“三链”产业生态逐步形成。

开放交流、招商引资有新突破。在
2023中国（文昌）商业航天高峰论坛
上，首支百亿元产业基金落地，现场签
约26个重点产业项目，涵盖火箭链、卫
星链、数据链“三链”等核心领域、重要
环节，为文昌商业航天产业发展注入新
活力。

目前，文昌已在商业航天领域形成
了区位优势，政策叠加的优势，不对称
竞争的主场优势，创新链、产业链、资本
链逐步融合的协同优势，正加紧推进

“出厂即发射、发射即运营、数据即服
务、返回即复用”的产业组织创新优势。

与此同时，放眼海南，在不断探索
宇宙奥秘的征途上，航天科技正不断带
动其他产业蓬勃发展，为海南高质量发

展持续加力。
由海南省航天技术创新中心联合海

南空天信息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微小卫
星创新研究院、齐鲁空天院、中科卫星集
团共同设计研制“海哨一号”雷达卫星，
计划今年9月发射升空。

据了解，“海哨一号”卫星的轨道倾
角小于45度，设计轨道高度为350公
里，届时将填补国际上民用超低轨合成
孔径雷达的空白，能全天时、全天候对
地面情况“精准把脉”。

空间信息产业是以卫星通信、导
航、遥感为基础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通
过“海哨一号”卫星研制，打通“卫星链”
和“数据链”，以数据链端的需求催生卫
星链端的先进遥感载荷研制，以抢占科
技制高点催生海南航天领域新质生产
力发展。

“海南独特的优势使得空天信息产
业发展具有巨大潜力。”在文昌举办的
以“加快金砖卫星数据应用 推动空天
信息国际合作”为主题的2023文昌国

际航空航天论坛上，国家航天局总工程
师李国平曾表示。

当下，西北工业大学文昌卫星与大
数据技术研究中心已与海南数据产品
超市、海南电信公司达成合作，落地航
天板块数据超市，后续将围绕数据安
全、数据质量、航天数据产品开发等方
面开展广泛合作。

在今年省两会上，文昌市委副书
记、市长，文昌国际航天城管理局局长
刘冲表示，下一步，将依托海南国际商
业航天发射中心，加快推进火箭产业
园、星箭超级工厂建设，快速形成低成
本批量化制造能力，推动产业链整合
创新。

“与此同时，我们将加快科技创新
公共平台建设，加快形成以火箭链、卫
星链和数据链为代表的商业航天产业
集群，让商业航天这个战略性新兴产业
为海南自贸港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刘冲说。

（本报海口3月24日讯）

航天科技助推地区发展“加速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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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将加强政策引导

协同推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化

落地火箭链、卫星链、数据链项目5—6个

当前，海南积极以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
量发展，“向天图强”被写进2024年省政府
工作报告中。海南如何发挥独特的航天优
势，加快“向天图强”？3月21日，海南日报
记者就此专访文昌市委副书记、市长，文昌
国际航天城管理局局长刘冲。

刘冲说，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商业航
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赛道之一，是构建
我国航天产业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推动力。

当前，文昌国际航天城以“建设航天领
域重大科技创新基地”“打造空间科技创新
战略高地”为总目标，聚焦打造“世界一流航
天发射场”“世界一流航天科技城”，服务保
障国家重大战略，支撑航天强国建设，推动
商业航天产业发展，培育壮大火箭链、卫星
链、数据链和“航天+”产业，全力构建“一中
心两区”，即国际发射中心、国家级商业航天
创新示范区、国际合作先行区。

“文昌发展商业航天具备独特优势和核
心能力，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生动
实践。”刘冲表示，当前文昌正在推进全域航
天城建设，走出一条具有海南特色的航天产
业发展道路，具体要分三步走。

一是发挥“两场三链”的核心优势和产
业集聚优势，打造商业航天胜地和航天产业
集聚地。文昌拥有中国首个滨海发射场和
全国唯一的商业航天发射场，具有纬度低、
射向范围广、落区安全、交通便利的区位优
势，能够形成高效率、低成本的核心发射能
力。以商业航天发射场为核心形成的产业
发展逻辑，正得到广泛实践认可，产业集聚
效应正吸引航天头部企业在文昌加速布局。

目前，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中心一号
发射工位已竣工，今年下半年将实现常态化
发射，已逐步形成以火箭院、国家航天局、中
国空天院为链主的产业生态。

“文昌将以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中心
为依托，加快建设星箭产业园，打造卫星超
级工厂，以场带产、以产兴城，发挥龙头企业
牵引作用，加快补链延链强链，打造‘出厂即
发射、发射即运营、数据即服务、返回即复
用’的产业组织创新模式和‘创新即生命、开
放即未来’的发展生态。”刘冲表示。

二是发挥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协同
优势，打造科技创新高地。科技创新是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文昌国际航天城内
落地了一批重大产业项目，搭建了火箭装配
厂房、卫星总装测试厂房等科技创新公共平
台，创建了海南省航天技术创新中心、海南
卫星数据与应用研究中心等航天领域新型
研发机构，挂牌深空探测实验室文昌基地，
组建了一期规模10亿元的海南航天产业基
金，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正加速融合并发
生化学反应。这里将加快提升新一代载人
航天、重型火箭、可重复使用火箭、深空探测
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保障能力，坚持科技、
金融“两个动力”，聚焦关键共性技术攻关，
发挥产业投资基金撬动作用，推动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全面提升航天领域创新能力，增
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源动力。

三是发挥海南自贸港政策、商业航天开
放政策的叠加优势和国际化优势，打造国际
合作根据地。

刘冲说，文昌国际航天城有国家发改委
给予海南含金量极高的“航九条”政策，有自
贸港政策，有文昌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在海
洋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交通运输、国际旅游
等重点行业应用场景广泛，能够有效牵引释
放空天大数据价值。

“我们将布局以国际化、应用场景为优
势的共用平台，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培
育壮大空天信息产业，形成航天数据汇聚能
力和处理能力，实现航天数据资源高质量汇
聚、高水平流动开放和引领带动，加快形成
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刘冲表示。

（本报文城3月24日电）

2023年
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中心一号工位建成

深空探测实验室文昌基地挂牌成立

航天技术创新中心有序运行

借助现有优势
文昌国际航天城正加快推进“三区三链”

（发射区、起步区、旅游区，火箭链、卫星链、数据链）
发展和“航天+”产业体系构建

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中心

发展历程

市民游客在文昌清澜大桥桥头公园
观看火箭发射。 本报记者 王程龙 摄

3月20日，鹊桥二号中继星在文昌航天
发射场成功发射。 （资料图片）

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中心二号发射工位
施工现场，建设者在作业。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长
征
七
号
遥
六
运
载
火
箭
在
文
昌
航
天
发
射
场
成
功
发
射
。
新
华
社
记
者

张
丽
芸

摄

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中心一号发射工位。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整理 邱江华 制图/张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