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乔宇

向星辰，再出征。3月12日凌
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一号发射
工位首次发射取得圆满成功，长征
八号遥六运载火箭以“一箭十八星”
方式，将千帆星座第五批组网卫星
送入预定轨道。

“千帆星座”是由上海垣信卫星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垣信卫
星”）建设运营的巨型低轨卫星星座
计划。截至目前，垣信卫星已经完
成五次组网发射，共将90颗卫星送
入轨道。这标志着我国首个商业航
天发射场已具备双工位发射能力。
我国商业航天产业已经实现了从星
箭制造到商业发射场测试，再到卫
星数据应用服务的商业航天全产业
链“闭环”，为未来航天产业的规模
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政
府工作报告》中介绍今年政府工作
任务时提出，“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
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推动商
业航天、低空经济、深海科技等新兴
产业安全健康发展”。

商业航天为何连续两年被写入
《政府工作报告》，又如何实现“安全
健康发展”？带着这些问题，《证券日
报》记者采访了多位业内权威人士，
试图探寻商业航天的未来“航向”。

产业化提速

“从定位来看，2025年《政府工作
报告》对于商业航天的定义，由2024
年的‘新增长引擎’变为了‘新兴产
业’。”华泰证券通信首席分析师王兴
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从政策目标
来看，2025年政府工作任务也由2024
年的“积极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
低空经济等新增长引擎”转向了“推
动商业航天、低空经济、深海科技等
新兴产业安全健康发展”。

在王兴看来，这体现出商业航
天产业在我国的战略地位显著提
升，也显示出过去一年里商业航天
产业化速度较快。

中国卫星网络集团有限公司的
国网（GW）星座以及垣信卫星建设
运营的千帆星座等低轨卫星星座计
划已启动组网建设；高轨卫星通信
产品扩容，进一步拓展了卫星通信
在消费级市场的应用；遥感技术在
农业监测、环境监测、应急管理等领
域不断深化应用……目前，我国商
业航天跨过了从0到1的培育期，已

经进入发展壮大期。
王兴表示，2025年有望成为低

轨卫星星座组网的关键年。今年的
卫星发射数量对比去年或将出现大
幅增长，仅在卫星制造侧就有望为
相关产业带来上百亿元的市场空
间。同时，我国商用卫星“出海”进
程将持续推进，“追求应用和经济效
益或是我国商业航天产业下一阶段
的核心目标，卫星服务‘出海’将有
望成为产业发展的重要机遇。”

此外，随着我国商业航天全产
业链工业化水平迈入新阶段，行业
降本增效路径日渐清晰。

中关村意谷（北京）科技服务有
限公司首席财务官赵欣在接受《证
券日报》采访时表示，在商业航天发
展之前，航天企业普遍存在不计成
本追求技术突破的情况。伴随着低
轨卫星星座组网工作的加速实施，
商业航天市场拥有了可持续的规模
化订单，这将有力推动相关供应链
体系发展实现跃升。

“例如，目前中关村科学城星谷
创新产业带已经形成覆盖姿态和轨
道控制系统、星载计算机等一系列
卫星核心部件的完整配套体系；位
于北京大兴的商业航天基地则集聚
了多家火箭发动机总装测试企业及
核心火箭零部件供应商。这标志着
我国商业航天已具备模块化、批量
化交付能力。”赵欣说。

据赛迪智库商业航天产业形势
分析课题组预测，2025年，我国商业
航天产业将迎来转型升级期，市场
规模有望突破2.5万亿元，国际合作
也将持续拓展。

不断取得突破

去年以来，我国商业航天技术
取得了多方面实质性突破。例如，
2024年11月30日，海南商业航天发
射场首次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填补
了我国商业航天发射场的空白。同
年9月份，我国自主研发的朱雀三号
可重复使用垂直回收试验箭，在酒
泉卫星发射中心完成10公里级垂直
起降返回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商
业航天在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
上取得重大突破。

国内民营火箭公司江苏深蓝航
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蓝航天”）
董事长霍亮向《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自去年起，公司和其他商业航天
企业就重点聚焦可复用火箭与大推
力发动机领域，集中开展关键技术

攻关。当前，技术迭代已进入深水
区，创新势能正在重构行业竞争格
局。预计今明两年，商业航天市场
将迎来可回收火箭的密集亮相期，
产品落地进程将明显提速。

据霍亮透露，深蓝航天将按计
划执行“星云一号”运载火箭一子级
垂直回收飞行验证，并于2025年择
机发射，执行首次“入轨+垂直回
收”双验证。

“与一次性火箭经过数十年验
证的成熟技术体系不同，可复用火
箭代表着全新的技术范式。”霍亮表
示，这是一项很难的技术，从垂直回
收到动力冗余设计，每个技术节点
的研发难度都在大幅增长。

霍亮告诉记者，火箭的可回收技
术能够在大幅降低发射成本。同时，
硬件复用还能够提高运载投送效率。

我国首家民营太空飞船公司北
京紫微宇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紫微科技”）董事长张晓敏告诉

《证券日报》记者，今年公司将继续
推进自研B300系列留轨版飞船的发
射进程，并计划发射迪迩五号。

“公司计划分别在今年7月份和
9月份实施这两次飞行。”张晓敏表
示，太空飞行器将在太空进行对接
验证，并进行返回试验。与去年发
射的迪迩三号相比，迪迩五号的载
重能力以及服务能力有所提升。通
过搭载自研的智能载荷管理系统，
迪迩五号能够满足更复杂的用户需
求，例如在太空中进行更多交互式
的数据交换等。

新的应用场景正在持续涌现。

通信、导航、遥感等商业航天服务领
域日益深化的同时，随着低轨卫星组
网的日益完善，航海、航空等场景中
的通信需求将能进一步得到满足。

据王兴预计，今年部分行业会
出现低轨卫星通信试点，预计2026
年年中会有正式的低轨卫星应用实
现商业化落地。从长期来看，商业
航天领域新兴应用将不断涌现，显
著拓展商业航天产业的边界，预示
着太空经济大时代的开启。

“我们计划在2027年或2028年
正式进行入轨级载人飞行试验。”张
晓敏表示，在此之前，紫微科技将在
今年进行多次亚轨道飞行，并在正
式进行载人飞行前，进行20次以上
无人飞行试验。

各方鼎力支持

3月11日，星际荣耀航天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宣布完成数亿元人
民币D轮融资首批交割，此轮融资由
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管理
的省级产业投资基金——四川省天
府芯云数字经济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投资；深蓝航天近期宣布完成总规
模近5亿元的新一轮融资；北京九天
行歌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完成A++轮
超亿元战略融资……这些投融资背
后，充分彰显了地方政府对商业航
天产业发展的大力支持。

“商业航天领域近期的几次投
融资体现了地方政府对商业航天的
支持力度和推动产业落地的决心，
也反映出地方政府争夺空天经济发

展契机的态度。”一级市场投资人、
青年投资家俱乐部副理事长宋晓飞
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商业航天
兼具战略价值和商业潜力。政策支
持叠加明朗的市场需求，正在推动
商业航天投融资市场持续呈现活跃
状态。

部分商业航天企业正在奔赴资
本市场。2025年1月27日，成都国星
宇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星宇航”）向港交所递交招股书，
拟冲刺“港股商业航天第一股”。另
有部分商业航天企业预计于两年或
三年后推进IPO。

“预计未来2年至3年，资本市
场将会出现商业航天公司排队IPO
的情景。”宋晓飞表示，目前来看，
商业航天产业仍然面临技术迭代
风险及回报周期长的挑战，所以未
来投资将会向具备核心技术（如火
箭回收）或明确下游应用场景的优
质企业集中。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了
‘安全健康发展’，这意味着商业航
天未来会从更强调快速扩张规模，
迈向高质量发展。”王兴预计，未来
国家队在商业航天产业中的主导权
会进一步提升，并将在商业航天的
卫星发射以及卫星制造领域承担更
多任务。同时，商业航天的市场份
额将向龙头公司集中。

从卫星组网规模突破到可回收
火箭技术攻坚，再从产业集群成型
到应用场景深度拓展……中国商业
航天正凭借科技硬实力，勾勒着太
空经济的壮美蓝图。

商业航天迈入万亿元级“预定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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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殷高峰 贺王娟

Wind资讯数据显示，截至3月
13日记者发稿，今年以来已有67家
A股公司披露了2024年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其中，有6家公司分红超
10亿元。

“从行业来看，医药和计算机行
业的分红比重明显增加，传统行业
分红比重降低。同时，现金分红的
比重增加，其中不乏10派30元的高
派送公司。这也是符合管理部门要
求上市公司回馈股东的行为体现。”
万联证券投资顾问屈放在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为进一步健全上市公司常态化
分红机制，提高投资者回报水平，
2023年12月份，证监会发布了《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

现金分红》，以及《关于修改〈上市公
司章程指引〉的决定》。沪深证券交
易所也同步修改完善了规范运作指
引，明确操作性要求。

此次现金分红规则修订主要思
路是在坚持上市公司自治的基础
上，鼓励公司在章程中制定明确的
分红政策，稳定投资者分红预期，对
不分红、财务投资规模较大但分红
比例不高的公司，通过强化披露要
求督促分红；便利公司中期分红实
施程序，鼓励公司增加现金分红频
次；加强对异常高比例分红企业的
约束，引导合理分红。

“持续稳定的分红被视为上市
公司经营稳健、盈利能力强的重要
信号，可增强市场对其内在价值的
认可。”西安工德永明私募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负责人赵蓉在接受《证券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现金分红强
化了“投资回报源于企业盈利”的认
知，抑制了题材炒作情况的发生。
投资者也将转向关注上市公司的盈
利能力和分红持续性。

新规发布之后，上市公司分红
的积极性明显提高。3月6日，证监
会主席吴清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
会议经济主题记者会上透露，2024
年全市场分红总额达2.4万亿元，创
历史新高。

财税专家、西北工业大学管理
学院企业导师仝铁汉在接受《证券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上市公司积
极分红，一方面是充分响应相关政
策，另一方面也是通过分红以真金
白银回报投资者，让投资者在获得
回报的同时，提高其投资的热情和
信心，同时对提升企业价值和市场

形象起到促进作用。
梳理今年以来已披露的分红预

案，从每股派息（税前）来看，浙江核
新同花顺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同花顺”）、东鹏饮料（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鹏
饮料”）、深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分
别位列前三名，拟每股派息（税前）
金额依次为3元、2.5元、1.5元；从派
发现金总额来看，包括宁夏宝丰能
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兴通讯股
份有限公司、同花顺、北京东方雨虹
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东鹏饮料、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等在内的6家上市公司，预计现金分
红超过10亿元，依次为30.06亿元、
29.5亿元、22.1亿元、16.13亿元、13亿
元、10.93亿元。

“分红能力强的上市公司更易

获得资金青睐，形成资源向优质企
业集中的效应。”赵蓉表示，养老
金、保险资金等机构投资者往往更
偏好分红稳定的投资标的，此类资
金的持续流入既为市场提供了“压
舱石”，也促进了上市公司的良性
发展。

“但也需要防止清仓式分红或
影响上市公司正常经营的大比例分
红行为。”在屈放看来，这也是监管
部门当前的监管重点。

“整体来说，分红将通过短期技
术性调整和长期价值重估的双重机
制影响上市公司市值，并经由改善
市场结构、引导资金流向等路径增
强资本市场韧性。在监管引导和投
资者偏好转变的背景下，分红正成
为A股价值发现和优化资源配置的
核心纽带。”赵蓉说。

大手笔频现 A股上市公司分红积极性持续提升

本报记者 王 僖

连日来，白羽肉鸡行业出现毛
鸡、鸡苗价格回升的局面，尤其是毛
鸡价格较 1个月前“10元 4斤”的极
限低价上升约 40%，大有一扫春节
假期后行业阴霾的架势。

不过，多位业内人士在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此轮毛鸡
价格回升恐怕属于行业“乍暖”的短
期行情，较难持续。因此对于整个白
羽肉鸡产业链来说，还难言“回暖”。

山东卓创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卓创资讯”）数据显示，
本周内（3月10日至3月13日），白羽
肉鸡鸡苗日均价由 2.75 元/只涨至

2.96元/只，涨幅 7.64%；白羽肉鸡日
均价由 3.32元/斤涨至 3.56元/斤，累
计涨幅 7.23%；鸡产品综合售价由
8900 元/吨涨至 8920 元/吨，累计涨
幅0.22%。

卓创资讯白羽肉鸡行业分析师
冯筱程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本
周毛鸡出栏对应了春节孵化场停苗
期，供应量出现断档。也就是说，近
期国内白羽肉鸡市场处于春节断档
期，毛鸡整体出栏量减少，屠宰企业
收购难度加大，导致毛鸡价格上
涨。同时，在供应紧缺的情况下，毛
鸡价格进入上行通道，也对鸡苗价
格形成一定支撑，因此鸡苗价格也
出现相应上涨。

记者查阅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生股份”）、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头部
白羽肉鸡产业链公司官网看到，多
家公司对于当前鸡苗的报价为 3.4
元/只，较春节后涨价 0.7元/只，并且
需求较为旺盛。益生股份证券部工
作人员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公
司目前订单排产比较饱满，商品代
鸡苗的订单已经排到4月中下旬。

在冯筱程看来，本轮毛鸡价格
受春节断档期影响出现上涨，只是
由于供应面的短时缩量。从产品端
来看，市场仍处于“缺鸡不缺肉”的
局面。因此，后期毛鸡价格能否继
续上涨，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会受到

产品端的影响。
“对于鸡苗价格来说，近期虽然

有所上涨，但从养殖户的补栏情绪
来看，对鸡苗价格上涨是持抵触意
向的。此外，在鸡苗价格上涨后，孵
化场整体排苗速度也有所放缓。”冯
筱程表示，这也是业内对此轮鸡苗
及毛鸡价格上涨的持久性并不看好
的主要原因。

回顾今年春节假期后，白羽肉鸡
价格出现了断崖式下跌。卓创资讯
肉禽行业资深分析师孙亚男告诉《证
券日报》记者，行业产能过剩叠加消
费低谷，使得春节后一周白羽肉鸡价
格累计跌幅超过12%，这也使得年后
毛鸡养殖整体出现亏损，养殖户大多

心有余悸，加之近期饲料价格上涨，
因此养殖端会主要通过控制鸡苗价
格的方式控制养殖成本。

此外，3月下旬补栏鸡苗正值五
一期间出鸡，此时屠宰场或有短暂
放假，养殖端也多会避开此时出栏
毛鸡，补栏积极性较为平淡。因此，
不排除 3月下旬鸡苗价格出现下滑
的可能。

另据冯筱程预测，4月份毛鸡日
出栏量或略有减少，加之养殖成本
上行，对毛鸡市场会形成一定的提
振作用，由此可能会推动毛鸡价格
窄幅上行，这也同样会对鸡苗市场
带来提振效果，导致鸡苗价格或出
现跟涨情况，预计涨幅相对有限。

白羽肉鸡行情“乍暖还寒”鸡苗、毛鸡价格回调难持续？

本报记者 李亚男 王 僖

近期，《证券日报》记者从多家国内挖掘机
主机厂商处了解到，2025年以来，在国内挖掘机
销量持续增长的背景下，部分主机厂商上调了
产品价格，也有企业选择“稳价”保份额。

多位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
表示，2025年以来已有多家挖掘机企业选择涨
价，这主要和国内需求持续向好有关。

国内销量大增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于近日发布的统计
数据显示，挖掘机主要制造企业 2025年 2月份
累 计 销 售 各 类 挖 掘 机 19270 台 ，同 比 增 长
52.8%。其中，国内销量 11640 台，同比增长
99.4%，出口量 7630台，同比增长 12.7%；今年 1
月份至2月份累计销售挖掘机31782台，同比增
长 27.2%。其中，国内销量 17045台，同比增长
51.4%，出口14737台，同比增长7.37%。

珠海黑崎资本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首席战略官陈兴文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从数据来看，挖掘机行业复苏迹象
初步显现。一方面，2月份国内挖掘机销量增幅
远高于出口，表明政策驱动的内需修复占据了
主导地位。另一方面，2025年恰逢“国四”排放
标准设备全面替代窗口期，叠加基建项目开工
率回升，形成了“低基数+强替代+新需求”的三
重推动力。

“今年 1月份至 2月份，公司挖掘机国内销
量同比增速优于行业，中大挖产品市场占有率
进一步提升，产品结构持续向好。”徐州工程机
械集团有限公司挖掘机械事业部工作人员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方面，受
益于专项债与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拉动需
求。另一方面，受益于终端市场的需求持续释
放。比如，高标准农田提升了小挖产品的需
求，以及水利、铁路等基建工程的复工，提振了
中大挖产品需求。

江海证券发布研报称，2月份，挖掘机销售
数据超预期，市场需求回暖背景下企业业绩有
望显著改善。今年以来，我国各类挖掘机销售
数据维持了增长态势。其中，2月份国内销量增
长幅度较大，从一定程度上佐证了国内经济向
好趋势日渐明确。

挖掘机主机厂商也向记者表明了对行业景
气度的看好。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山推股份”）证券部工作人员在接受《证券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近期挖掘机市场需求向
好，特别是国内市场进入到了产品需求的旺季。

记者以投资者身份致电广西柳工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柳工”），公司相关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挖掘机存在使用周期，在大规模设
备更新及国内销量大幅增长的背景下，行业新
一轮上行周期有望提前到来。

主机厂商价格策略分化

在挖掘机市场回暖的共识下，已有主机厂
商选择了上调产品价格。

根据 21sun 工程机械商贸网，自 2 月 13 日
起，柳工云南区域代理商云南惠友柳工工程机
械有限公司对部分挖掘机产品价格进行调整。
其中，20吨以下挖掘机上调 1万元/台，20吨至
50吨挖掘机上调 2万元/台，50吨以上挖掘机上
调3万元/台。

前述柳工相关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近
期，多个省份协会下属的几家企业进行了联合
涨价，持续低价低配是不太健康的行业生态。”

“挖掘机涨价的幅度主要根据整体市场情
况，以及各企业间的竞争情况来定。一方面，涨
价和国内需求持续向好有关。另一方面，涨价
之后经销商和代理商的盈利能力也会相应提
高，对公司也会有积极影响。”上述工作人员说。

此外，也有企业选择了“不涨价”的稳价策
略。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
东临工”）工作人员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考
虑到市占率情况，2025年以来，公司挖掘机产品
并未涨价。”

电动化、智能化成主旋律

山东卓创资讯股份有限公司钢铁分析师苗
鹏告诉记者，今年以来截至目前，挖掘机主要原
材料钢材的价格并未出现明显上涨。

在多位接受采访的业内人士看来，此轮挖
掘机价格博弈并非是受原材料等成本压力传导
影响，而是长期供需拐点发生变化所导致的。

陈兴文认为，从长期来看，挖掘机价格逻辑
已出现结构性变化。供给端方面，龙头企业对
价格掌控力显著增强。需求端方面，新能源基
建、城市更新等新场景催生中大型挖掘机占比
提升至 45%，高附加值产品结构优化支撑了溢
价空间。而此轮挖掘机价格博弈主要在于产业
逻辑的转变，智能化、电动化技术迭代推动产品
价值量提升了 30%至 50%，客户对价格敏感度
降低，这与手机行业从 4G向 5G升级时的价格
跃迁规律相似。

山东临工工作人员也表示，相比同吨位的
普通产品，公司的电动化、智能化产品的价格更
高，价格也相对比较坚挺。

当前，电动化、智能化已成为挖掘机行业
发展的主旋律。上述山推股份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工程机械行业正经历深刻变革，客户对
设备的智能化、绿色化、无人化提出了更高要
求。3月 12日，山推股份已经与潍柴动力股份
有限公司签订了整机智能化核心技术战略合
作协议，共同推动由部件到整机的智能化、绿
色化跨越，以及提升公司智控技术在非道路领
域的竞争力。

挖掘机国内销量陡增
主机厂展开价格博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