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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政策名称 时间 相关内容摘要

美国
2024年国防部商业航
天一体化战略

2024年4月
协调国防部工作，推动商业航天解决方案更有效地融入
国家安全太空架构。

欧盟
2024年版欧洲航空安
全计划（EPAS）

2024年5月

概述航空安全和环境保护的战略重点、主要安全风险和
影响欧洲航空安全体系的其他问题以及必要的措施。
EPAS旨在作为EASA成员国的地区航空安全计划，加强地
区、州和行业层面的安全管理。

未来飞行行动计划 2024年3月
希望到2028年实现eVTOL空中出租车、打击犯罪的无人机
和应急服务无人机系统的常规飞行。

国家航天战略 2021年9月

通过该战略成为“银河英国”，成为下一阶段太空创新
的先锋，建立最具创新性和吸引力的太空经济之一，为
太空企业的起步、发展、创新和繁荣创造条件，并在国
际上展示领导力。

英国



 

 

政策名称 发布部门 时间 相关内容摘要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 国务院 2024年3月
加快前沿新兴氢能、新材料、创新药等产
业发展，积极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
低空经济等新增长引擎。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政治局 2023年12月 打造商业航天等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
目标纲要

国务院 2021年3月
建设全球覆盖、高效运行的通信、导航、
通感空间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商业航天发
射场。

关于促进商业运载火箭规范有序
发展的通知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
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

2019年6月
引导商业航天规范有序发展，促进商业运
载火箭技术创新。

遥感和空间科学卫星无线电频率
资源使用规划（2019-2025年）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防
科工局

2019年4月 鼓励、规范和引导商业遥感卫星发展。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规划2016-
2020年

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6年12月 建成较为完善的商业卫星通信服务体系。

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国务院 2016年3月
加快构建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加快北
斗、遥感卫星商业化应用。

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中长期发
展规划2015-2025年

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国防科工局等部门

2015年10月
支持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国家民用空间基
础设施建设和应用开发。

中国制造2025 国务院 2015年5月
加快推进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建设，发
展新型卫星等空间平台与有效载荷、空天
地宽带互联网系统。

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
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

国务院 2014年11月
首次提出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国家民用空间
基础设施建设。



 

地区 政策名称 时间 相关内容摘要

北京市
北京市加快商业航天创新发展行动方

案（2024-2028年）
2024年1月

增强商业航天创新能力，提升产业能级，实现可
重复使用火箭入轨回收复飞，形成低成本高可靠
星箭产品研制能力和大规模星座建设运营能力。

上海市
上海市促进商业航天发展打造空间信
息产业高地行动计划(2023-2025年）

2023年10月
以商业航天发展为引领，加强卫星通信、导航、
遥感一体化发展，推动空天地信息网络一体化融
合，探索星箭一体新模式。

广州市
广州南沙新区（自贸片区）促进商业

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扶持办法
2023年12月

抢抓商业航天发展机遇，提供企业初期融资支持
、航天器研制补贴等政策措施，覆盖商业航天企
业全生命周期。

深圳市
深圳市关于支持卫星及应用产业发展

的工作意见
2021年5月

发挥信息技术及装备制造产业优势，构建国际一
流、国内领先的“卫星+”创新生态，打造全球
卫星及应用产业创新高地。

江苏省
江苏省航空航天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

划（2023-2025年）
2023年7月

推动卫星数据与地理信息及互联网数据的深度融
合，发展高精度定位终端和服务运营商，推进北
斗省域广泛覆盖和深度应用。

河南省
河南省加快制造业“六新”突破实施

方案
2024年3月

完成38颗卫星组网及373座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
北斗三代升级，建成立足中部、服务全国、面向
全球的卫星运营和应用服务中心。

山东省 山东省航空航天产业发展规划 2024年1月
新建5家以上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建成东方航
天港、卫星星座、国际枢纽机场等标志性工程，
打造10个左右特色鲜明的航空航天产业园区。

湖北省
湖北省突破性发展商业航天行动计划

（2024-2028年）
2024年5月

加快打造湖北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商业航天创新发
展高地。

成都市
促进航空发动机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

政策实施细则
2024年4月

从争取国家战略布局、支持产品适航取证、支持
创新平台建设等方面给出具体支持。

重庆市
重庆市以卫星互联网为引领的空天信

息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
2024年3月

构建空天地一体化、通导遥深度融合的空天信息
服务体系，创建卫星互联网产业创新中心，引进
培育科技型龙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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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0%

23.60%

21.30%

0.70%

火箭一级发动机

火箭贮箱等结构

电气设备、火工

品线路管路

燃料

41.60%

29.50%

28.60%

0.20%

电气设备、火工品

线路管路

火箭贮箱等结构

火箭二级发动机

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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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X  

 

 

复用模式 火箭型号 公司 运力 发射价格 单位发射价格

猎鹰九号 SpaceX（美） LEO：22.8t 约1700万美元 1000美元/千克以下

中子号（未发射） 火箭实验室（美） LEO：13t 约5000万美元 3800美元/千克

新格伦液氧甲烷火箭（尚未发

射）
蓝色起源（美） LEO：45t 约6800万美元 1500美元/千克

人族R（尚未发射） 相对论航天（美） LEO：33.5t 约5500万美元 1640美元/千克

朱雀三号（尚未发射） 蓝箭航天
航区回收：18.3t

返场回收：12.5t
-

3万元/千克（约合4200美

元/千克）

力箭二号 中科宇航
LEO：12t

500km SSO：8t
-

力箭二号重型 中科宇航
LEO：22t

500km SSO：15t
-

智神星一号（尚未发射） 星河动力
LEO：8t；17.5t

（两级半构型）
-

1-2万元/千克（约合1400-

2800美元/千克）

天龙三号（尚未发射） 天兵科技
LEO：17t

500km SSO：14t
-

3万元/千克（约合4200美

元/千克）

星舰（发射成功；回收复用尚

未成功）
SpaceX（美） 超100t -

初期200美元/千克

后期成熟后20美元/千克

二级完全复用火箭/轨道转移

飞行器（OTV）（尚未发射）
Stoke空间（美） LEO：3t - 200美元/千克

部分复用

火箭 一次新火箭3万元/千克

（约合4200美元/千克）

重复使用火箭1.5万元/千

克（约合2100美元/千克）

全复用

火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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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X   Canaltech  

 



 

 

 

研发企业 火箭型号 最新进度 首飞时间

星际荣耀 双曲线三号
双曲线二号完成百米级

VTVL试验
-

星河动力 智神星一号
完成增压输送系统二级液

氧箱冷流试验
预计2024年

天兵科技 天龙三号 完成9台发动机交付 -

中科宇航 力箭二号
完成冷分离正反推小火箭

地面试验
预计2025年8月

东方空间 引力二号 完成半系统热试车 预计2025年底

箭元科技 元行者一号
全尺寸静态点火和海上溅

落回收试验
预计2024年底

翎客航天 RLV-T6 完成工程样机静态热试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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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Merlin 1A Merlin 1B Merlin 1C Merlin 1D Merlin 1D+

年份 2005 未应用 2010 2013 2018

混合比 2.17 2.17 2.17 2.34 2.36

质量流量(kg/s) 130.5 133.2 161.3 236.6 269.6

室压(MPa) 5.39 6.05 6.14 9.72 10.80

海平面推力(吨) 33.1 35.6 43.1 66.7 77.2

海平面比冲(s) 253 264 267 282 286

真空推力(吨) 37.7 40.2 49.2 75.7 84.2

真空比冲(s) 286 303 304 320 312

推重比 - - 75 160 180

亮点
针栓式

喷注器
-

再生

冷却喷管

新研涡轮泵和

燃烧室，发动

机节流

可在111%的推

力下工作，推

重比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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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参数 液氧液氢 液氧煤油 液氧甲烷

混合比 6.0 2.7 3.5

室压/MPa 25 25 25

喷管面积比 30 30 30

推进剂密度比冲/(10⁶ kg

·m⁻²·s⁻¹)
2.56 3.40 2.80

推力室理论比冲/s 415.4 335.0 345.0

主要代表火箭
YF-77火箭发

动机
梅林发动机 猛禽发动机



 

材料 价格 利用率 生产工序 力学性能 加工性能 典型案例 火箭

铝合金 较低 较低 工序较多 低温中等 较好
液氧煤油发动机

（梅林发动机）
猎鹰九号

不锈钢 低廉 80%以上 工序简单
低温抗拉强度

和延申率较高
较好

液氧甲烷发动机

（猛禽发动机）
星舰

复合材料 高 低 工序复杂 较好 一般 液氢发动机
战略航天

火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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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屈服强度

（Mpa）

抗拉强度

（Mpa）

热导率

（W/mK）
电导率（S/m）

熔点

（℃）

密度

（g/cm^3）

镍基合金 550 965 11.4 0.8 ~ 1.4 x 10^6 1200+ 8.1~8.83

纯铜 100~150 230~240 401 5.9 x 10^7 1083 8.9

钨合金 517 680~1100 162* 5.6 x 10^8 3410 16.8~18.9



 

* 260  

 

材料
抗拉强度

（Mpa）

屈服强度

（Mpa）

杨氏模量

（Gpa）

热导率

（W/(m·K)）

循环次数

（次）
材料状态 用于型号

无氧铜 125 60 *110 362 186 退火 HM7

锆铜 309 268 119 352 393
固溶+1/2

硬+时效
-

银锆铜

(NARloy-Z)
281 230 111 336 641

固溶+1/2

硬+时效

Vulcain/2/X,

SSME, RS-68,

 J-2X, LE-7/A/X



 

 

NASA   NASA  

 

国别 型号 冷却方式 循环方式 内壁材料

SSME 再生 分级燃烧 银锆铜

RS-68/A 再生 燃气发生器 银锆铜

J-2/J-2X 再生 燃气发生器
In718管束

/银锆铜

Merlin 1C/Merlin 1D 再生 燃气发生器 银锆铜

火神/火神2/火神X 再生 燃气发生器

芬奇 再生 膨胀循环

日本 LE-7A /LE-X 再生 分级燃烧 银锆铜

银锆铜

美国

欧空局



 

 

   

 

密度 g/cm3 8.9

抗拉强度 N/mm^2 ≥380

硬度 HV 110-145

延伸率 % ≥15

导电率(20℃) IACS(%) ≥75

热导率(20℃) W/m.k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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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观 中性 乐观 悲观 中性 乐观

卫星数量（颗） 6307 8410 10512 41000 45000 49000

单台发动机对应卫星载荷

（颗/台）

发动机复用次数（次）

单套铜合金组件价值量

（万元/套）

铜合金组件市场空间

（亿元）
12.6 16.8 21.0 16.4 18.0 19.6

40 120

国内
国内外情景假设

海外

150

2



Liquid propellant rocket engines  

 



 

 

 

 



 

 

涂层工艺 优点 缺点

等离子喷涂(Plasma

Spraying)

涂层材料要求宽松、沉积率高

、操作简便、成本低。

涂层结合强度低易脱落、高温时易硫化、坑

蚀、腐蚀、氧化。

电子束物理气相沉积

(EB-PVD)

层基体结合强度高、抗热疲劳

性能好。

设备造价昂贵、受元素蒸发影响、涂层成分

控制较困难、基体零件尺寸不能太大。

激光重熔(Laser

Remelting)

陶瓷层热导率降低显著、减少

基体与热障涂层间膨胀系数、

有利于相稳定。

工艺参数不稳定、与等离子喷涂工艺缺点类

似，不能大批量方式沉积复杂大型工件。

化学气相沉积(CVD)
陶瓷层热导率降低显著、能大

批量方式沉积复杂大型工件。

工艺参数不稳定、与等离子喷涂工艺缺点类

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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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观 中性 乐观

卫星数量（颗） 6307 8410 10512

单发火箭载荷（颗/发）

单发火箭所需发动机数量

（台/发）

发动机使用的热障涂层数量

（千克）
140 150 160

热障涂层更新频率

（次/发）
0.85 0.9 1

热障涂层需求量（吨） 375 568 841

热障涂层的价值量

（元/千克）
5500 6000 6500

对应市场空间（亿元） 20.6 34.1 54.7

18

9



 

 

 

 

 



Wind 3D  

3D  

发动机
类型

公司 发动机型号 3D打印应用具体案例

蓝箭航天 天鹊11
广泛采用3D打印技术，缩

短组件制造周期

九州云箭 凌云发动机
3D打印技术，减少了90%

的焊缝

星际荣耀 JD-2火箭发动机
3D打印管路类和涡轮泵类

零件

宇航推进 沧龙一号火箭发动机
推力室和全尺寸涡轮泵零
组件的研制中大量采用3D

打印

天兵科技
YF-102/85吨级开式循环液

氧煤油发动机

广泛采用3D打印技术，突
破了离心式喷注器增材制

造及后处理技术

深蓝航天
雷霆R1针栓式可重复使用

液氧煤油发动机
85%重量为3D打印制造

航天六院
130吨级重复使用液氧煤油

补燃循环发动机
部分零部件使用3D打印

液氧甲烷
发动机

液氧煤油
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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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观 中性 乐观

卫星数量（颗） 6307 8410 10512

卫星价值量（亿元/颗） 0.40 0.45 0.50

结构件价值量占比

增材制造渗透率 9% 10% 11%

1、增材制造在卫星结构成

型的市场空间（亿元）
15.1 22.7 31.5

单发火箭载荷（颗/发）

增材制造在火箭箭体及其他

结构件渗透率
1.0% 1.2% 1.4%

2、增材制造在火箭箭体的

市场空间（亿元）
10.5 16.8 24.5

单发火箭所需发动机数量

（台/发）

增材制造在发动机领域价值

量（亿元/台）
0.025 0.030 0.035

3、增材制造在发动机部件

的市场空间（亿元）
78.8 126.1 184.0

总计市场空间（亿元） 104.5 165.7 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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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秦科技

隐身材料 防护材料伪装材料

隐身涂层材料

结构隐身材料

隐身涂层材料

结构隐身材料

隐身涂层材料

结构隐身材料

产品分类 专利保护 公司产品牌号 所处阶段

2个牌号高效热阻材料 小批试制

1个牌号高效热阻材料 预研试制
防护材料

2项授权发明专利，11项在
申请国防发明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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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板块 领域 主要产品 对应主体

传统汽车

涡轮增压系统连接件、
内外饰紧固件、车身紧
固件、底盘紧固件、管

路紧固件

母公司

新能源汽车
电控紧固件、换电系统

连接件
母公司

电子电器 电子电器
螺钉螺栓、尼龙线扣、

铆钉紧固件
母公司

军工 航空航天
滑轨、壳体及其他零部

件
成都新月

汽车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产能规划
投资总额
（亿元）

进展

汽车零部件、
连接件、紧固
件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项目

无锡超捷
53000万件/年螺丝螺母
异形连接件10000万件/

年
3.2 已投产

补充运营资金 母公司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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