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时间 2021 年 9月 17 日 13 时 34 分，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

功着陆! 执行飞行任务的航天员聂海胜、刘伯

明、汤洪波安全顺利出舱，身体状态良好，空

间站阶段首次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这也是东风着陆场首次执行载人飞船搜

索回收任务。东风着陆场地处巴丹吉林沙漠，

着陆面积约 2 万平方公里，是此前四子王旗

着陆场面积的 10 倍。搜索范围的扩大和恶劣

多变的天气对着陆场通信覆盖及质量提出了

更高要求。

在返回器搜索任务中，空中分队往往是

最先抵达处置现场的力量，为了确保万无一

失，搜救回收分队在原有直升机的基础上，配

备了四川企业———沃飞长空旗下的傲势 XC-
25 双头龙无人机，形成多层次空中搜寻力量。

神舟十二号搜救回收地面分队无人机指

挥员李国斐表示，正常情况下出现直升机无

法起飞的情况是极少见的，但我们依然准备

了专门研制的无人机，并进行了充分的人机

结合训练。在直升机无法起飞时作为备份力

量，迅速前出搜索，快速发现目标。

2020 年 12 月 17 日，沃飞长空 XC-25
双头龙无人机还曾参与嫦娥五号返回器搜索

工作，对目标区域进行了 4 小时的大范围长

航时搜寻，构建完备的空中搜寻体系。

（徐莉莎 朱雪黎/文 图据网络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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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彧希

太空的数字经济？

9 月 17 日下午 13 时 34 分，神舟十二号

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也

许是种巧合，就在同一时段，成都国星宇航科

技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赵宏杰，正在 2021 中

国西部国际数字经济应用合作论坛上与大家

分享“太空的数字经济”话题。

“在未来的数字城市上空，将会有一群一

群、一层一层的卫星群，以通信、导航、遥感等

不同的功能，为数字城市添砖加瓦。”赵宏杰

的一席话，引来全场嘉宾极大的兴趣。

城市的太空时代

城市的天际线在哪里？很多人说是东方

明珠、“小蛮腰”广州塔、成都 339，但赵宏杰

说，城市的未来的天际线将在 500 万米的高

空。500 万米，正是低轨卫星群运行的高度。

人类探索太空的脚步从未停歇，尤其是近

年来步速不断加快。根据美国卫星工业协会的

最新报告，2010年至 2020年间，绕地球运行的

卫星数量从 958颗激增至 3371颗。“中国的在

轨活跃卫星是 375颗，遥感卫星 181 颗，轨道频

率资源已经非常紧俏。”赵宏杰说。

但这一增幅与未来的增幅相比微不足

道：上述报告预测，到 2030 年，在轨运行的卫

星数量可能多达 10 万颗。

“可以预见，这将开启城市的太空时代。”

赵宏杰说，城市上空将有越来越多的通信、导

航、遥感卫星群，与 AI、大数据、边缘计算、人

工智能等技术相结合，服务于数字城市。由

此，国星宇航提出了构建“天地一体化数字城

市”的概念，借助卫星群，让城市更聪明一些。

在数字城市方面，国星宇航开发了“城市

之眼”和“园区之眼”。“城市之眼”可以利用遥

感卫星群，服务于城市的环境保护。“园区之

眼”是针对产业功能区的小快灵的产品，可以

实现园区的招商引资、土地规划以及一些入

驻企业的管理。

在数字减灾方面，地灾之眼已经应用到

了云南、四川等多地质灾害的地方，给地方政

府做地质灾害的分析和灾前、灾中、灾后的综

合评估。

在交通运输方面，可以利用卫星的高精

地图，结合地面高精度的导航定位，为车的自

动寻位、智能充电等助力。

“除此以外，还可以做很多融媒体产品，

如高空看四川，高空看川藏铁路等。”赵宏杰

还现场展示了天府国际机场全生命周期的建

设过程。

AI+卫星，让智慧上天

3 年时间，完成 10 次卫星发射任务。对于

一家 2018 年 5 月才落地成都的创业公司来

说，这是火箭般的速度。

2018 年 9 月 5 日，随着白色火箭的一声

巨响，由国星宇航研发的技术验证卫星“天府

军融一号”“成都高新一号”被成功送入预定

轨道。这是全国首次由民营商业航天企业完

成“一箭双星”的发射任务。3 个月后，国星宇

航又成功发射了全球首颗双核 AI 商业卫星。

“AI+卫星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我们的愿景

是让智慧上天。”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赵宏杰

说，这是因为公司掌握了三项颠覆性技术———

“一是低成本快响应的卫星研制技术体系，

就是怎么把卫星更便宜、批量化生产，希望未来

就像生产汽车、飞机一样，做工业化流水线，可

以一年产出 200颗甚至 1000颗卫星；二是星地

协同 AI技术体系，就是让 AI上天，让卫星在轨

就可以对它获取的数据进行边缘计算；三是面

向未来的空间网络技术体系，让卫星在天上也

形成网络，发挥集团作战的效果。”

赵宏杰坦言，作为硬科技公司，国星宇航非

常注重知识产权的积累，已申请了近百项发明

专利，取得了 47 项软件著作权和 9 项国际专

利。“我们以成都总部为中心，形成了北京和深

圳的两个研发副中心，地面站网覆盖中国境内

乃至亚太地区，并在积极向海外拓展。”

目前，国星宇航提出了一个“星河”智能

卫星互联网的设计构想，工程一期将由一个

覆盖全球的 192 颗 AI 卫星组成，融合通信、

导航、对地观测一体化的功能，为地面提供覆

盖全球的实时互联网服务。而该工程也被作

为重大项目，写入了《四川省“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9 月 17 日，第十六届中国-欧盟投资贸易

科技合作洽谈会在四川成都高新区中国-欧洲

中心正式开幕。作为第十八届中国西部国际博

览会主体活动之一，本届欧洽会以“中国新发

展，欧盟新机遇”为主题，在 3 天的会期陆续举

办开幕式、中欧数字经济与时代发展高峰论坛

以及主题为智慧能源、绿色转型、地理标志、欧

洲国别推介、会展、职业教育、法律服务、时尚

产业等 9 场分论坛和中欧企业配对洽谈等其

他相关活动。

大会由中国国际商会、中国欧盟商会主

办，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成都市委员会、

成都高新区、成都国际商会等单位共同承办。

欧盟中小企业中心、欧盟中国商会、捷克贸易

促进局、意大利对外贸易委员会、德国贸易投

资署等境内外机构，思爱普、施耐德电气、南德

认证检测、马士基、埃尼集团、欧莱雅等世界

500 强企业，以及来自中欧政商产学研界 2000
余名嘉宾齐聚一堂，线上线下共同展望中欧贸

易合作前景，共享合作成果，探讨“成都机遇”，

助力成都建设国家级对欧合作平台。

重点聚焦数字经济
大咖云集共话中欧合作新机遇

近年来中欧双边经贸往来的广度和深度

不断拓展。开幕式现场，中欧嘉宾纷纷阐述观

点、分享经验，共同探讨中欧合作新机遇。

“中欧互为重要的经贸伙伴，经济互补性

强、合作潜力巨大。”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商

会副会长柯良栋表示，下一步，中国贸促会、中

国国际商会将积极推动对欧投资合作高质量

发展，促进中欧企业在智能制造、绿色能源、数

字文创、服务贸易等领域加强合作。

中国驻欧盟使团特命全权大使张明发来

视频致辞。“去年中欧贸易在疫情中逆势双向

增长，双边贸易额达 6495.3 亿美元，同比增长

4.9%，中国首次成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今年

1-7 月，中欧双边贸易额达 4574.2 亿美元，同

比增长 33.9%，中国继续保持欧盟第一大贸易

伙伴地位。”他介绍说，中国欧盟商会发布的

2021 年《商业信心调查》显示，疫情以来，中国

市场已成为欧洲企业最为重要的避风港，大部

分在华欧企愿意继续扎根中国，对在华发展前

景充满信心和期待。

作为本届欧洽会的主论坛，中欧数字经济

与时代发展高峰论坛紧随开幕式举行。思爱普

全球高级副总裁李瑞成、施耐德电气中国区副

总裁王洁、欧莱雅北亚及中国首席企业事务与

公众联动官兰珍珍、赛诺菲巴斯德中国区总负

责人张和平、欧盟中小企业中心运营总监贾子

奇等中欧知名机构、企业代表，围绕“数字经济

助力智慧城市建设”“城市协同发展”“中小企

业数字化风险防范与成本控制”“数字经济助

力低碳建设”等议题开展了深入研讨，并号召

中欧应加强在数字经济领域合作，携手共进。

“我们在中国的生意额度接近 60%都是由

电商带来的，所以可以看到数字化为我们带来

非常多的利好。”欧莱雅北亚及中国首席企业

事务与公众联动官兰珍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中国市场营商环境的不断改变，给中外

企业带来了非常多的利好，更多跨国企业尤其

是欧洲企业纷纷进入中国市场，坚定在中国市

场发展的信心。希望通过欧洽会促进更多像欧

莱雅这样的中欧品牌企业携手合作，带动更多

产业蓬勃发展。

据悉，为更好服务对欧合作，大会主办方

利用欧洽会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欧洽会

EUCN Fair”等中英双语版官方平台及后台系

统，为与会代表提供需求发布、智能匹配撮合

等更专业、顺畅的参会体验，为数字经济下的

中欧贸易多元合作科技赋能。

多领域洽谈交流
助力提升中欧贸易合作能级

作为欧盟成员国参与最多、欧方企业参与

最广泛、中欧交流规模最大的投资贸易和技术

创新合作盛会之一，欧洽会在推动中欧企业国

际化及促进国家和地区间经济技术交流与合

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至今，大会已

成功举办十五届，累计吸引 1.1 万余家中欧企

业参会，成功安排企业配对洽谈 2.9 万多场

次，达成意向性合作协议 3100 多项，并已被打

造成为成都乃至中国西部地区对欧开放合作

的一扇窗口。

在当天下午举办的中欧项目配对洽谈会

上，来自荷兰、希腊、意大利、西班牙、斯洛文尼

亚等欧洲国家，以及中国企业或机构将以线上

线下融合的形式进行一对一项目配对洽谈。

“会前，这些机构和企业已通过欧洽会官

方平台，发布了近 200 条项目合作需求，达成

预配对需求 100 余条，需求信息涵盖了数字经

济、智能制造、能源、环保、汽车、物流、生物医

药等相关行业和领域。”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

示。

记者了解到，大会期间，中欧智慧能源与

城市绿色发展论坛、首届中欧地理标志产品合

作（成都）大会、欧洲驻华使节推介暨交流会、

第四届中欧国际会展业合作圆桌会、第三届中

欧职业教育高峰对话、中欧法律对话会、欧盟

中小企业绿色转型-中国西南地区营商环境分

论坛等论坛活动也会陆续举行，重点聚焦中国

与欧洲在开放投资、数字经济、科技创新、碳达

峰/碳中和与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合作，并在

知识产权、国际会展、地理标志、职业教育、中

小企业发展等领域进行深度探讨。

其中，当天举行的欧洲驻华使节推介暨交

流会上，中国高新区研究中心对外发布《成都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际化指数》。首届中欧

地理标志产品合作（成都）大会上，来自西班

牙、葡萄牙、意大利的 30 余种产品，郫县豆瓣、

蜀锦、蜀绣等成都特色产品，以及河西走廊葡

萄酒、昭通天麻、赣南脐橙、安吉白茶等中国地

理标志产品进行了现场展示体验。

打造国家级对欧合作平台
蓉欧合作迎来新发展

今年是欧洽会在成都举办的第十六年。作

为距欧洲最近的国家中心城市和国家泛欧泛

亚开放门户城市，成都进一步凸显优势、深化

对欧合作。2020 年，成都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7716.7 亿元，其中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

7154.2 亿元、同比增长 22.4%，对欧盟进出口

总额 1453.7 亿元、增长 30.1%。

张明表示，西部地区正在成为中国对外开

放的新前沿、中欧间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的新

高地。希望欧洲企业搭乘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

展的快车，创造更多商机，收获更多成果。

商务部欧洲司司长翟谦在大会致辞中也

表示，成都是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合作的门户枢

纽，对欧合作有基础、有资源、有潜力，可以借

助欧洽会等优质平台在对欧经贸合作中发挥

更大作用。

2019 年，欧洽会永久落户位于成都高新

区的“中国—欧洲中心”。作为中国西部经济外

向度和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成都高新

区已成为成都对外交往的重要窗口、中国西部

全面开展对欧合作的重要桥梁。

中国—欧洲中心正以“对欧商贸中心、交

往中心、服务中心”为核心功能定位打造国家

级对欧开放合作平台，突出中欧区域性项目合

作，全力推动中欧双方在资本、技术、人才、物

流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目前，已有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可持续发展创新示范项目、联合国工

业发展组织投资和技术促进办公室西部协同

中心、亚马逊 AWS 国际创新中心、德国签证中

心等 189家国际知名机构和企业入驻。

作为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示范点，中国—

欧洲中心全国首创行政审批及服务新模式，设

有西部首个涉外“自贸区政务服务大厅”，占地

670 平方米，集中营造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

的国际营商环境，集中办理 159 项审批服务事

项，以“线上、线下、自助”三种服务方式，为“涉

外企业、跨国机构、外籍人士”三类对象提供

“政务服务、中介服务、生活服务”三种服务。

成都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高新区正立

足中国-欧洲中心这个前沿窗口平台，大力打

造中欧交往枢纽、经贸枢纽、服务枢纽，并将积

极把握“一带一路”、西部陆海新通道、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机遇，主动融入国内国际

双循环，助力畅通中欧贸易合作通道，扩大国

际交流合作，加快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

助力成都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

渊陈淋/文 成都高新区党群工作部供图冤

打造国家级对欧合作平台 共享中欧贸易“成都机遇”

太空数字经济时代来了？

作为国家在西部地区搭建的重要投资促

进平台，本届西博会展现出强大吸金力。9 月

16 日，第十一届中国西部投资说明会暨经济

合作项目签约仪式上，西部地区相关各方与

国内外投资者签约投资合作项目达 758 个，

涉及乡村振兴、节能环保、能源化工、基础设

施、食品饮料和教育等多个领域。其中，四川

签约项目 741 个。

记者梳理发现，当天四川签约项目主要

呈现三个特点。

一是“5+1”现代工业项目成热点。700多个

项目中，第二产业项目有 421个，投资金额与总

金额占比接近 50%，备受投资者青睐。二是民营

企业成为投资主力军，本次在川投资布局的企

业中，民营企业投资个数 663个，投资金额占签

约总额达 81.3%，较上届投资金额比提高了

13.5个百分点，四川对民营企业的吸引力不断

攀升。三是重大投资项目占比较大，单个投资额

在 10亿元至 30亿元的项目 102个，占签约项

目总数的 17.4豫，签约金额占投资总额的

29.4豫，单个投资 30 亿元以上项目 62 个，投资

金额占签约总额的 36.5%，项目质量较上届有

所提升。四是五大经济区协同发展。川东北经济

区强势崛起，签约项目 246 个、占签约总数的

33.2%，签约金额占签约总额的 22.05豫；成都平

原经济区带动辐射作用进一步增强，签约项目

346 个、占签约总数个数的 46.7%，签约金额占

签约总数的 59.6豫。

值得一提的是，四川还围绕特色优势产

业和战略新兴产业以及重大基础设施和重要

改革领域，推出对外招商投资合作项目 1638
个，涉及投资总额 31741.87 亿元。渊田姣冤

“投资蛋糕”再吸金 四川签约项目达 741 个推超 3.1 万亿

中欧名企采购大会
发布超 200 亿
采购需求
涉及铸造、电子元器件等细分领域

9 月 17 日下午，在四川成都举行的中欧

名企采购大会上，SEPP 中欧跨国采购平台发

布了来自欧洲 10 多个国家的超过 200 亿的

采购需求，包括冲压、铸造、机加工、模具、钣

金、注塑、原材料、设备、电子元器件、MRO 等

细分领域，并安排平台采购专员现场和供应

商进行对接互动。

此次大会由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重

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指导，四川发展新

兴产业园区投资建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重

庆现代产业发展研究院、中德（蒲江）中小企

业合作区管委会承办。

SEPP 中欧跨国采购平台由德国联邦采

购物流协会 BME 和德国先进工业科技研究

院 IAIT 发起。依托两家德国机构及其合作伙

伴的 20,000 多家欧洲企业会员以及在全球

采购领域的权威地位和影响力，SEPP 中欧跨

国采购平台帮助中国企业对接欧洲海量采购

需求。2020 年，该平台发布了 512 亿人民币

的采购需求，促成交易 107 亿，2020 年帮助

超过 100 家中国企业打入欧洲市场。

发布会上，德国联邦采购物流协会 BME
首席战略官雷卡多·库尔托做了“中国企业如

何进入国际供应链”的主旨演讲，为中国企业

进入欧洲供应链提供了思路。

雷卡多·库尔托表示，BME 发起的 SEPP
中欧跨国采购平台得到了工信部中小企业发

展促进中心和中德（蒲江）中小企业合作区大

力支持，未来将赋予该平台更多职能，为更多

欧洲企业提供采购外包、供应商代管、企业数

字化、仓储物流、金融税务等解决方案。

（张宇/文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供图冤

“四川造”无人机迎接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