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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舰试飞获较大突破，相关产业催化持续进行   
 

[Table_Rating] 增持（维持） 
 

 
 
[Table_Summary] 
◼ 主要观点 

事件描述 

北京时间 2024 年 3 月 14 日晚间，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实施了“星

舰”（Starship）第三次飞行测试，同时也是 SpaceX 公司成立的 22

周年。 

 

分析与判断 

航天器加速突破，星舰引领航天热潮。“星舰”是 SpaceX 公司目前正

在研制的一款重型运载火箭，采用可重复使用设计，该火箭由两部分

组成：1）起飞级为“超级重型助推器”，并联安装了 33 台“猛禽”液

氧甲烷发动机；2）第二级集成了 6 台发动机的飞船，最大运载能力超

过 200 吨。 

三次试飞引全球关注，本次发射取得持续性突破。本次试飞共分为两

个阶段：1）发射阶段：北京时间 3月 14日晚 21点 25分，SpaceX星

舰从得克萨斯州博卡奇卡的发射场点火发射，四分钟后完成一二级分

离； 21 时 40 分，星舰“已达到环绕速度”。2）信号丢失阶段：直播

进行到近一个小时时星舰信号丢失； 22 点 30 分左右，直播宣布或已

失去星舰，星舰第三次试飞结束。本次发射星舰顺利完成了飞船达到

轨道速度、助推器和航天器按计划分离等任务，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国产航天器亟待突破，降本需求持续显著。发射成本方面，国产长征

七号运载火箭单发费用 1.07亿美元，运载成本则高达每公斤 5.37万人

民币，较猎鹰 9 号有约三倍的下降空间；运载能力层面，星舰可发射

有效载荷最高可达 300 吨，长征五号近地轨道最大运载能力为 25 吨；

发射数量层面，2023 年美国进行 109 次成功航天发射，而中国同期仅

成功发射 66 次。 

国产航天器持续发力，发展进程迅速推进。《中国航天科技活动蓝皮书

（2023年）》显示，2023年我国共实施 67次发射任务，研制发射航天

器数量高达 221 个，发射次数及航天器数量均刷新我国最高记录。 

 

◼ 投资建议 

建议关注：地面终端零部件：信维通信、臻镭科技、国博电子、铖昌

科技；卫星制造：中国卫星、上海瀚讯；卫星应用（通信、导航）：振

芯科技、海格通信、盟升电子、华力创通；卫星核心网：震有科技；

运营商类：中国卫通；火箭类：航天电子。 

◼ 风险提示 

市场竞争和不确定性加大的风险；技术创新的风险；商业化落地不足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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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事件点评 

事件： 

北京时间 2024 年 3 月 14 日晚间，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实

施了“星舰”（Starship）第三次飞行测试，同时也是 SpaceX 公

司成立的 22 周年。 

从最后结果来看，这个地球历史上体积最大、推力最强，寄

托着人类建立月球永久基地和登陆火星愿景的火箭，继去年 11 月

成功实施热分离后，今天又将实验进度推到了重返大气层——整

个既定流程安排的最后一步。 

点评： 

航天器加速突破，星舰引领航天热潮。“星舰”是 SpaceX 公

司目前正在研制的一款重型运载火箭，采用可重复使用设计，总

高度约 121 米，直径约 9 米。该火箭由两部分组成：1）起飞级为

“超级重型助推器”，并联安装了 33 台“猛禽”液氧甲烷发动

机，其中内置 13 台用来改变推力方向，最大推力约 7600 吨；2）

第二级集成了 6 台发动机的飞船，包括 3 台真空版“猛禽”发动

机和 3 台海平面版“猛禽”发动机，最大运载能力超过 200 吨。 

 

图 1：星舰基本性能参数概览 

 
资料来源： SpaceX 官网，上海证券研究所 

 

三次试飞引全球关注，本次发射取得持续性突破。本次试飞

共分为两个阶段：1）发射阶段：北京时间 3 月 14 日晚 21 点 25

分，SpaceX 星舰从得克萨斯州博卡奇卡的发射场点火发射，火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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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空，发射四分钟后，已完成一二级分离； 21 时 40 分，太空探

索技术公司（SpaceX）创始人马斯克发文，向星舰团队表达祝

贺，星舰“已达到环绕速度”。2）信号丢失阶段：直播进行到近

一个小时时星舰信号丢失，直播画面上相关数据没有再实时更

新，高度停留在 65KM； 22 点 30 分左右，直播宣布或已失去星

舰，星舰第三次试飞结束。 

 

表 1：星舰发射原计划时间表 

时间 EVENT 事件 

0:00:02 Liftoff 发射 

0:00:52 Starship/Super Heavy reach Max 最大气动压力 

0:02:42 Super Heavy main engine cutoff 助推器主发动机熄火 

0:02:44 
Hot-Staging seperation/Starship Raptor engine 

ignition 

飞行器发动机点火和

级间分离 

0:02:55 Super Heavy boostback burn starup 助推器返仓点火启动 

0:03:50 Super Heavy boostback burn engine shutdown 助推器返仓点火关闭 

0:06:36 Super Heavy is transonic  助推器跨音速飞行 

0:06:46 Super Heavy landing burn 助推器着陆点火启动 

0:07:04 Super Heavy landing burn shutdown 助推器着陆点火关闭 

0:08:35 Starship engine cutoff 星舰发动机熄火 

0:11:56 Payload door open 有效载荷舱门打开 

0:24:31 Propellant transfer demo 推进剂转移演示 

0:28:21 Payload door close 有效载荷舱门关闭 

0:40:46 Raptor in-space relight demo 
猛禽发动机空中重燃

演示 

0:49:05 Starship entey 星舰再入大气层 

1:02:16 Starship is transonic 星舰跨音速飞行 

1:03:04 Starship is subsonic 星舰亚音速飞行 

1:04:39 Landing 着落 

资料来源：Space.com，财联社，上海证券研究所 

 

2023 年 4 月首飞试验中，星舰仅升空 2 分 30 秒后火箭姿态

失稳并开始旋转，最终解体爆炸，主要系一级有多台发动机出现

故障，并向飞船下达了终止飞行的指令；2023 年 11 月 18 日“星

舰”进行第二次飞行试验中，火箭级间分离后“超重”助推器爆

炸，而第二级的飞船飞行几分钟后失联，试验效果也未达到预

期；本次发射星舰顺利完成了飞船达到轨道速度、助推器和航天

器按计划分离等任务，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表 2：星舰第三次试飞成果概览 

星舰第三次试飞任务 

成功完成第一级和第二级的升空燃烧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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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和关闭星舰的有效载荷舱门 
完成（尚不确定

是否完全成功） 

在第二级飞行舱中进行推进剂转移演示 
完成（尚不确定

是否完全成功） 

在太空中重新点火 Raptor 发动机 未完成 

星舰受控再入大气层 未完成 

尝试新的飞行轨迹，星舰飞行器的水面着

陆点定位在印度洋 
未完成 

资料来源：大数据文摘，上海证券研究所 

 

国产航天器亟待突破，降本需求持续显著。发射成本方面，

国内航天器发射成本较国外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国产长征七号运

载火箭单发费用 1.07 亿美元，运载成本则高达每公斤 5.37 万人民

币，较 SpaceX 成熟产品猎鹰 9 号每公斤仅万元级别的运载成本

有约三倍的下降空间；运载能力层面，星舰可发射有效载荷最高

可达 300 吨，长征五号近地轨道最大运载能力为 25 吨；发射数量

层面，2023 年美国进行 109 次成功航天发射，而中国仅同期成功

发射 66 次。 

 

 

国产航天器持续发力，发展进程迅速推进。《中国航天科技活

动蓝皮书（2023 年）》显示，2023 年我国在航天器领域实现了重

大突破，共实施 67 次发射任务，研制发射航天器数量高达 221

个，发射次数及航天器数量均刷新我国最高记录。央国企层面，

航天科技集团同期完成 48 次发射任务，发射总质量达 150.96

吨；航天科工集团快舟系列运载火箭实施 6 次发射。民营层面，

星河动力公司谷神星一号运载火箭 6 次成功发射；蓝箭航天朱雀

二号、星际荣耀双曲线一号运载火箭各实施 2 次发射；天兵科技

天龙二号成功实施 1 次发射。 

建议关注：地面终端零部件：信维通信、臻镭科技、国博电

子、铖昌科技；卫星制造：中国卫星、上海瀚讯；卫星应用（通

图 2：2023 年各国发射入轨及占比（单位：吨）  图 3：2023 年世界各国运载火箭型号发射次数及占比  

 

 

 

资料来源： 长征星云，上海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长征星云，上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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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导航）：振芯科技、海格通信、盟升电子、华力创通；卫星核

心网：震有科技；运营商类：中国卫通；火箭类：航天电子。 

 

2 风险提示 

市场竞争和不确定性加大的风险：多元竞争主体不断加入宇航制

造和卫星应用领域，竞争范围和层次不断拓展，企业盈利不确定

性风险加大。 

 

技术创新的风险：宇航制造和卫星应用涉及多门类学科，若不能

及时适应市场对技术研发能力的要求，将对生产经营和业绩实现

产生不利影响。 

 

商业化落地不足风险：卫星通信行业产品聚焦于国防、公用领域，

民用商业化进程相对较慢，存在潜在盈利能力不足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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