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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0日-21日，首届明月湖空天信息产业国际生态活动(2023)在重庆举行。在21日的活动中，来自国内外的知名企业代
表、行业专家以及投资机构以“共赴星海”为主题，探讨全球空天信息产业发展全新蓝图。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总工程师李忠宝：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少数能够独立设计、研制
大容量通信卫星国家之一，目前我国已发射各类
同步轨道通信卫星近50颗，建成了较为完备的广
播、固定、移动三大类民商用卫星通信服务体系。
其中，航天科技集团在卫星通信领域着力打造“星
频站网端”全链路核心竞争力，通过构建天地一体
化高通量卫星网络，推动测控、运营和市场营销等
各类业务平台建设，拓展航空和航海信息服务等
新的应用场景，实现“卫星运营服务、网络系统集
成与服务、综合信息服务”三大主业协同发展，加
速推动我国进入卫星互联网时代。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一研究院副院长史红卫：

航天科工集团在空天信息应用服务
方面做出了多项创新实践，包括天目气
象星座建设，空间信息在智慧政府治理
方面的创新应用，空间信息服务模式创
新，空间信息服务技术创新等。展望未
来，业内应加强合作，积极建立空间信息
应用产业生态；强化应用牵引，推动空间
基础设施多样化发展；融入地方发展战
略，实现空间信息产业协同发展，与地方
经济和社会发展深度结合。

蓝箭航天创始人兼董事长张昌武：

低成本、高频次、大运力的运载火箭
仍然是我们国家建设空天基础设施亟待
解决的一个瓶颈问题。为此，蓝箭航天
在过去9年间，不断围绕产品的设计、生
产、实验、测试、发射各个环节，建立起一
整套完整基础设施。2028年前，中国商
业航天的发射能力将有望达到发射100
次/年、有效载荷质量1000吨/年、单价2
万元/千克的全新水平。

世界著名计算机科学家、英国皇家
工程院院士比尔·罗斯科：

计算机科学以及区块链等技术，对
于保护通信信息安全，提高数据机密性
等方面作用巨大，空天信息产业应在建
设透明中心、保障数据安全与信息安全
等方面做出努力，促进空天信息的数据
共享与安全应用。

银河航天创始人、董事长兼CEO徐鸣：

卫星产业呈现出低轨化、大规模化、
低成本化和星座化的“新四化”趋势。而

“新四化”趋势本质上源于技术的变化，
更小、更强的卫星，让卫星通信行业在近
几年呈现出摩尔定律一样的发展速度。
商业航天一词的重点应该是“商业”，因
为航天本身就难以实现“商业化”，所以
更需要用“情怀、勇气、信任”来驱动商业
航天发展。

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高级
副总裁、首席品牌官刘东升：

航天宏图着力建设的“女娲星座”旨
在实现多目标、多尺度、多要素、全天候、
全天时、全谱段、自主的全球互联实时遥
感信息获取能力。2025年前，“女娲星
座”要发射54颗卫星，其中44颗雷达卫
星，10颗高分辨率光学卫星。在2027年
前再发射60颗，共完成114颗卫星，建成
全球领先的通导遥一体化星座。

比亚迪通信信号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刘伟华：

比亚迪在仰望U8中搭载了行业首
创的车载卫星通信，让汽车实现永不失
联的通信。未来，比亚迪将通过行业共
建的方式，打造空天地一体化的通信网
络。

中国卫星网络集团董事长张冬辰：

卫星互联网事业的高质量发展需要
整个产业链的共同努力。中国星网将充
分发挥优势，以技术产品标准为引领，以
市场化机制为基础，以战略合作伙伴为
支撑，着力构建新型供应链体系，培育多
方参与、协同供应的产业生态。

国际宇航联合会秘书长克里斯蒂安·费施廷格：

本次活动的主题“共赴星海 共享未
来”，与国际宇航联合会的发展理念是高
度一致的，国际宇航联合会成员遍布于5
大洲75个国家，联合会一直努力将全球
的产业力量汇聚在一起，推动国际合作
与交流，最终实现全球的可持续发展。
未来将持续推进及加强与中国的相关合
作。

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执行董事
奥利维尔·康坦特：

国际宇航科学院与中国的合作历史
悠久，并始终遵循着开放、包容、发展的
指导原则，希望能够借助本次活动与中
国的关系实现进一步深化，共同探索太
空技术的创新与发展。

中国宇航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王一然：

当前，空天信息产业成为了众多省
市和区域产业发展聚焦的热点，且大多
聚焦产业链上游及其配套，一定程度上
弥补了部分供给不足的问题，成为了国
家队的补充力量。但与此同时，也带来
了多地、多区域发展布局的趋同甚至重
复的问题，出现了上游发展拥挤，下游发
展不成比例的现象，成为了当前国内商
业航天发展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各地应
当从国家战略层面分析本地区的产业发
展优劣势，发挥本区域已有的产业优势，
走差异化道路。开辟产业蓝海，比如拓
展和创新卫星数据的新应用场景。

E-Space创始人格雷格·惠勒：

没有什么比太空事业更能激发人的
敬畏之心，从太空看地球，我们都是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一分子。非常开心看到重
庆将全世界不同的创新者、工程师还有
企业家们聚在一起，通过国际合作共同
应对产业发展的挑战。

萨里卫星公司（SSTL）创始人、
执行主席马丁·斯维廷爵士：

一个汇聚国内外空天信息产业的园
区，能够提供巨大的价值，催生新的商
机，实现更加有力的科技成果转换。

哈尔滨工大卫星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健：

当前资源配置重复分散，行业的牵
引动力不足等问题掣肘了行业的加速发
展，如何降本增效成为产业发展的关
键。空天产业信息共同体这一崭新模
式，将为企业疏通技术卡点、打通供需循
环、有效实现共享资源安装上一个加速
器。 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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