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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 岳

6月17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
空间站时代，为“十四五”时期创新驱
动发展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航天工程涉及的产业链条长、行
业众多，几乎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部件
都能在资本市场找到对应的“点”，所
以，航天技术的每一次突破，都将为资
本市场注入新动力。这次也不例外。

首先，神舟十二号把航天技术带
到了新高度，将引领和助推一批高科
技企业迈向更高、更新的领域。

3名航天员进驻天和核心舱，完成为
期3个月的在轨驻留，开展机械臂操作、
太空出舱等活动，验证航天员长期在轨
驻留、再生生保等一系列关键技术。

航天员的一举一动都是对中国前
沿科技实力的检阅，相关上市公司自
然会密切关注。至于比较“常规”的种
子培育等试验，已经成为一些上市公
司的“日常操作”。

其次，航天科技创新发展的任何
进展都将辐射到上下游及周边产业。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
纲要在航空航天方面提出三个目标：
一是培育航空航天先进制造业集群；
二是加快航空航天关键核心技术创新
应用，增强要素保障能力，培育壮大产
业发展新动能；三是打造全球覆盖、高
效运行的通信、导航、遥感空间基础设
施体系，建设商业航天发射场。

由于航天产业涉及产业链条长、
行业众多，科技产业化辐射力度大。
以卫星导航和位置服务产业为例，中
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5月份发布的报
告显示，2020年我国卫星导航与位置
服务产业总体产值达4033亿元，较
2019年增长约16.9％。

如果对航天产业链涉及的产业规
模进行全面盘点，将是十分震撼的。
许多上市公司直接或间接受到航天科
技创新的影响。

第三，航天科技突破为资本市场
注入新动力，资本市场也在源源不断
地为航天产业输血。

“要改革重大科技项目立项和组
织管理方式，实行‘揭榜挂帅’、‘赛马’
等制度；弄通‘卡脖子’技术的基础理
论和技术原理；瞄准‘卡脖子’的关键
核心技术难题”。对于推动科技创新，
解决“卡脖子”技术难题，决策层已作
出有力部署。

航天科技作为多学科特别是前沿
学科的集大成者，被世界各大经济体
视为争夺科技主导权的“牛耳”。当
前，我国航天科技已居世界前列，且仍
在不断地实现自我突破，资本市场功
不可没。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当年伟人的豪情壮志，如今已成为现
实。我国在航天探索方面取得的成就，
更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最好
注解。资本市场的发展也如是。

航天新突破为资本市场注入新动力航天新突破为资本市场注入新动力

本报记者 赵子强 见习记者 任世碧

6月17日9时22分，神舟十二号载
人飞船发射圆满成功。这是我国载人
航天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19次飞行
任务，也是空间站阶段的首次载人飞
行任务。

航天军工板块当日表现活跃，整
体上涨1.51%。相关概念股中，云南锗
业、九鼎新材、海特高新和北方华创以
涨停价收盘，赛微电子、景嘉微、兴森
科技等个股涨幅也均超过9%。

《证券日报》记者根据同花顺数据
统计发现，航天军工板块上市公司业
绩表现普遍较好。在277家航天军工
行业上市公司中，今年一季度实现净
利润同比增长的公司有237家，占比逾
八成。其中，124家公司报告期内实现
净利润同比翻番。截至目前，已有18
家航天军工公司披露了2021年上半年
业绩预告，其中10家业绩预喜。

市场做多资金也开始加仓航天

军工股。6月17日，航天军工板块中
共有88只个股呈现大单资金净流入
态势，其中，有34只个股大单资金净
流入超过1000万元，合计吸金17.84亿
元。北方华创大单资金净流入居首，
达到2.67亿元，赛微电子、云南锗业、
兴森科技、雅化集团、海特高新等个
股当日也均受到1亿元以上大单资金
抢筹。

据《证券日报》记者不完全统计，6
月份以来，包括中信证券、中国银河证
券、兴业证券等在内的20家券商发布
30份研报，看好航天军工板块下半年
配置机会。中信证券表示，自2020年
下半年开始，陆续有军工企业公告拟
融资进行新生产线建设，多数生产线
至少到2022年底才开始投产，这表明
行业“十四五”末仍具备长期订单支
撑。随着2021年上半年业绩预告逐步
增多，军工行业成长性将逐步兑现，三
季度有望出现新一轮板块行情，当前
是军工行业较好的布局期。

航天军工板块大涨航天军工板块大涨11..5151%%
近近1818亿元资金追捧亿元资金追捧3434只个股只个股

本报记者 吴晓璐

据记者梳理，今年以来，多地发布
航空航天产业发展规划，建设航空航
天产业链，打造产业集群。市场人士
表示，航空航天产业链复杂，研发周期
长、投入大、风险高，单靠市场机制难
以快速形成创新联盟和产业集群，需
要政府规划来推动企业的发展壮大。
未来，卫星互联网、太空旅游和通用航
空产业等三大领域将成为太空经济热
点。

从上市公司层面来看，《证券日
报》记者据东方财富Choice数据统计，
截至6月17日，A股公司中，航空装备和
航天装备企业（申万二级行业）共56
家，合计首发募资265.83亿元。2020
年，这56家公司合计实现营业收入
2289.87亿元，同比增长7.11%，合计实
现净利润109.9亿元，同比增长50.8%。

航空航天产业是高端装备制造业
的代表。从上述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
来看，2018年至2020年，56家企业研发
费用分别为60.3亿元、73.78亿元和
83.06亿元，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3.11%、3.45%和3.63%。

中钢经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胡麒
牧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目前航空
航天类上市公司的主业涵盖了装备、
材料、芯片、软件、设计、导航、工程等
多领域，该板块是最典型的技术密集、
创新驱动、高附加值行业，除了处于行
业核心地位的国企上市公司外，越来
越多民企科创企业也登陆资本市场，
积极参与到航空航天的配套产业中。

从企业性质来看，上述56家上市
公司中，30家为民营企业，26家为国有
企业。远望智库高级研究员、著名航
天学者黄志澄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当前及未来较长一段时
间，在我国航空航天产业发展中，国有
企业依旧具有主导地位，民营企业主
要是提供产业链下游的配套产品。近
两年，一些民营商业航天公司兴起，主
要分布在商业火箭和卫星制造领域，
以及航天应用产业。

从多地发布的规划来看，对航空
航天产业亦有布局。4月初，《浙江省
航空航天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公
开征求意见稿）》从全省角度谋划了航
空航天产业的未来发展蓝图；4月中上
旬，《哈尔滨市航空航天产业链发展提
升三年行动计划》印发，预计至2023
年，哈尔滨市航空航天产业总规模将
超过600亿元；4月26日，《苏州市发展
航空航天产业三年行动计划》和《苏州
市促进航空航天产业发展若干措施》
发布，苏州将瞄准大飞机产业、航天产
业、通用航空产业、航空智能装备和航
空功能服务等5个重点领域，大力支持
产业集聚发展。

胡麒牧表示，航空航天产业链复
杂，研发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单靠
市场机制难以快速形成创新联盟和产
业集群。这就需要通过政府层面的规
划、协调和政策支持来推动企业的发
展壮大和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多地出
台的文件为当地航空航天产业的发展
提供了很好的政策环境，有利于培育
重点企业竞争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的
航空航天产业集群。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资
深院士李德仁认为，未来中国至少有5
个万亿元产业和航天经济有关，包括

“实景三维中国建设”“城市信息模型
（CIM）平台建设”“城市运营大脑建设”
“机器人、自动驾驶相关应用”“空天信
息实时智能服务系统”。

多地绘出航空航天产业发展蓝图多地绘出航空航天产业发展蓝图
专家看好三大领域专家看好三大领域

本报记者 殷高峰 李万晨曦

2021年6月17日9时22分，航天史
上最强“双十二”发射任务——长征二
号F遥十二运载火箭托举着神舟十二
号载人飞船驶向太空。此次执行我国
载人航天工程所有飞行任务的运载火
箭、载人飞船、货运飞船、空间站舱段，
均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研
制。航天科技集团第六研究院（以下
简称“航天六院”）承担了本次发射的
动力支撑任务，而作为航天科技集团
第九研究院（以下简称“航天九院”）旗
下唯一上市平台，航天电子承担了遥
测遥控任务，为发射提供保障。

航天六院：
精益求精 确保零隐患上天

陕西上市公司航天动力的大股东
——航天六院在此次火箭发射中承担
了动力支撑的任务。

作为我国唯一集运载火箭主动力
系统，轨姿控动力系统及空间飞行器
推进系统研究、设计、生产、试验为一
体的专业研究院，航天六院在此次载
人航天工程任务中，承担着载人飞船
的各种主推力及姿轨控发动机、热控
分系统及生命保障系统泵阀等的研制
任务，并配套了返回舱、推进舱两套推
进子系统和9种22台泵阀产品。

航天六院院长王万军在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有着功勋火
箭、金牌火箭之誉的长征二号F运载火
箭是目前我国唯一用于载人发射的火
箭型号，此前已先后护送11位航天员、
5艘无人飞船、6艘载人飞船和2个空间
实验室进入太空。

“载人航天工程任务是一项系统
工程，一次完整的载人航天飞行，需要
品种各样、功能各异、高可靠性的主发
动机、助推发动机、高空发动机、姿态
控制发动机和轨道转移发动机，功能
从运载火箭的主要动力装置扩展到神
舟飞船轨道的变换和修正、姿态控制，
应用范围十分广泛。而在发射任务及
后续航天员即将开展的系列科研试验
中，高质量、高稳定、高安全度的火箭
发动机和空间推进系统的研制，成为
了关键中的关键。”王万军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
《证券日报》记者了解到，为确保

发射场质量控制，航天六院科研团队
系统总结经验做法，进一步细化、完
善、提升载人航天工作标准，按照“8+
8”工作思路，围绕8个工作要点与8个
检查确认，明确64项质量工作项目和
80项计划。

相对于长征二号F遥十一火箭，本
次发射的遥十二火箭共有108项技术
状态变化，其中火箭配套发动机工艺
状态变化共16项，具有典型代表性的
是利用3D打印工艺革新传统加工方
法，改进发动机推力室隔板加强肋的
工艺。航天六院11所科研团队不断对
发动机进行完善和技术改进，确保载
人飞船发射任务万无一失、发动机产
品“零隐患”上天。

“参与如此重要的国家重大工程任
务，六院始终将‘国之大者’铭于心践于
行，用液体动力的一次又一次成功，高
质量完成时代重任，以更加优异的成绩
庆祝建党100周年。”航天六院党委书记
刘志让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航天电子：
航天军工电子配套龙头

为神舟十二号飞船提供遥测遥
控、卫星导航的，是湖北企业——航天
电子。

航天电子相关人士在接受《证券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为飞船提
供惯性测量单元、飞船应急数据记录
器、300万门FPGA和配套单粒子刷新
电路、抗辐照SPARC处理器、推进管理
器、飞船逃逸程控器等；为火箭配套的
系列产品，包括捷联动调陀螺仪、遥测
传输设备、各类传感器、地面测控通信
设备、遥测地面检测站等，均是高质
量、高可靠的王牌产品。与前几年比，
公司测控通信板块的产品研发周期更
短、产品稳定性和可靠性更高，可以完
全适应我国航天发射的新需求。

作为航天九院旗下唯一上市平
台，公司目前已基本实现了航天九院
企业类资产的整体上市。航天电子是
航天军工电子配套龙头企业，受益于
我国航天事业的快速发展，公司近年
营收净利均保持稳定增长。

高质量动力系统和可靠遥测遥控高质量动力系统和可靠遥测遥控
助航天史上最强助航天史上最强““双十二双十二””发射成功发射成功

本报记者 王丽新 见习记者 郭冀川

6月17日，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的多位专家表示，航天工程涉及众
多革新性技术，每个环节都会对社会
和经济发展产生长远影响。航空事业
所带动的科技进步，对人们日常生活
的影响会越来越深。

航天科技
如何带动制造业升级？

“航天制造业是工业制造业综合实
力的代表，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引
领作用。”国资委机械工业经管院创新
中心主任宋嘉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随着我国航天技术和产业的快速发展，
相应的制造标准体系将得到不断完善，
推动关键材料、核心工艺、智能制造、增
材制造（俗称3D打印）等总体提升。这
些核心能力和标准将逐级引领包括汽
车、船舶、石化装备、农机等在内的设备
制造的理念、能力、工艺水平提升。

发展航天工程对材料、能源、生物、
高端制造等相关领域基础制造与技术
进步有明显的带动作用。上海市科学
研究所副研究员金爱民告诉《证券日
报》记者，首先是先进材料与机械制造
业，因为航天设备面临的工况恶劣，要
求较高的材料与机械加工可靠性，这促
进了产业的科技发展。此外，航天工程
技术涉及光学、半导体、电子等产业，航
天科技进步将加速新技术在民用领域
落地，提升我国飞机制造水平和其他制
造业实力。最后，航天技术以其综合性
的高科技需求，将带动传统工业如机
械、冶金和化工行业的升级。

此次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行任务，将
首次在轨验证航天员与机械臂共同完
成出舱活动及舱外操作的能力。这对
宇航设备和通讯技术提出了更高要求。

建设和运营空间站是衡量一个国
家经济、科技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
志。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助
理季启明指出，在近地轨道建造和运
营空间站，可以长期开展有人参与的、
大规模的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
能够极大地促进空间科学、生命科学
等空间技术发展，辐射带动相关领域
技术创新。中国空间站的建造运营将
为人类开展深空探索储备技术、积累
经验，是中国为人类探索宇宙奥秘、和
平利用外太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做出的积极贡献。

航天科技
如何向“地面消费”普及？

“航天工程涉及众多革新性技术，
每个环节都会对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
长远的影响。”北京大学航天航空工程

学博士王博向《证券日报》记者介绍，
一方面，航空技术将提升制造业产业
链水平。如新材料、新能源、新型制造
等，并将向更广泛的工业装备领域辐
射。另一方面，将推动太空经济发
展。如此次为提高航天员工作生活便
利性和舒适度，采用了情景照明技术
和WIFI通信技术，这将推动通讯产业
的新技术落地应用。

王博说：“神舟十二号航天员乘组
在轨工作生活3个月，将考验再生式生
命保障、空间站物资补给、航天员健康
管理等各项保障技术，这些新的技术
将来也能给人们的地面生活造福。航
空事业看起来离我们的日常生活比较
遥远，但其带动的科技进步，对日常生
活的影响将会逐渐加深。”

北京九天微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战略总监董路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因为涉及人身安全和人员基本生活条
件保障，载人航天领域技术密度高，对
可靠性要求高。发展此类航天工程项
目，会推动激发相关技术创新升级。

投资航天板块
要看业绩不要追概念

近期，航天板块相关股票受到资
金追捧。

上海迈柯荣信息咨询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长徐阳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航天事业的发展将继续带动配套产业
发展成熟，如商业航天服务、卫星基础
建设、卫星互联网等产业。依托空间实
验和太空经济的商业化运作，军民融合
有望在多个领域展开，如航空材质的服
装面料、建材领域应用航空材料等，都
将给一些行业带来新的技术变革。

徐阳说：“过去20年中国制造业
经历了五大提升：一是产业规模大
幅度提升；二是制造领先的赛道越
来越多；三是科技研发投入加大；四
是产业体系不断完善；五是企业整
体实力提升，单项冠军企业林立。
这不仅提振了航天军工板块的投
资信心，而且技术溢出效应也有望
带动其他板块的综合实力突破。”

巨丰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
霞告诉《证券日报》记者，近期市
场热点聚焦于5G应用、国产软件、
北斗导航系统、卫星产业等。从
中长期来看，受益于空间站建设，
航空发动机和航天电器两个产业
都有望实现业绩增长。

张翠霞说：“航空技术如何走
下高精尖的神坛，降低成本，迈向
普通民用消费级，需要较长的技
术磨合期，需要相关企业加快推
进。太空经济在资本市场上有充
分的想象空间，但投资者需要谨慎
概念炒作。”

神舟十二号飞天神舟十二号飞天
““空间站产业链空间站产业链””大升级大升级

九霄逐梦再问天九霄逐梦再问天 阔步迈向新征程阔步迈向新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