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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会话题有多热门， 看看影视
作品题材重合情况就能略知一二，在《小
别离》《小欢喜》备受观众热捧后，三部曲
的最后一部《小舍得》开播，这次主题是
小升初，有一个显著的标签“鸡娃”。连同
即将播出的相近题材的《学区房》，再次
引发了全民关于教育话题的热烈讨论。

以进名校为目标， 给娃打鸡血，拼
命让孩子学习各类技能，“鸡娃”的故事
火爆荧幕， 一再触及诸多社会现实问
题。无论是有娃的家长，还是无孩的单
身青年，戏里戏外都能看出几分现实生
活的影子。

眼袋、泪沟、法令纹，宋佳和蒋欣在
剧中毫无少女感可言。相反，两位妈妈
在剧中都很显老，却很真实。宋佳肌肤
透亮， 镜头里能清晰可见肌肤细节，包
括疲倦的眼袋。蒋欣妆感厚重，却要努
力保持光鲜，或许这才是生活里事业家
庭两头忙的中年女性。

这些妈妈群体的挣扎与无奈，正成
为中国家庭普遍面临的问题。鸡娃的故
事里，有家长教育理念的变迁，有社会
价值观的碰撞，有不同社会阶层的财富
差异与身份隔阂，带动了网友们关于辅
导班、升学、学区房的热烈讨论，让“教
育内卷”的话题一再登上热搜。

可能有人本来不焦虑， 但所有人都
采取非常手段， 助力自己的孩子赢在起
跑线上，再佛系的家长也没法淡定。佛系
的家长重视快乐成长， 不想给孩子童年
造成太大压力， 他们眼中现代社会理应
人人平等。 鸡血的家长认为平等并不现
实，只有努力才能成为人上人，他们在寻
找确定性中，放弃了孩子更多的可能性。

鸡血的家长常在，而真正一直佛系
的家长不常有。 在激烈的资源竞争中，
这些家长渐渐迷失，又在迷失中不断反
思。全民“鸡娃”是一场对稀缺教育资源
的极致竞逐，也是中国大城市崛起的新
一代中产家庭特殊的时代选择。

这些有心又有力的父母，拥有体面
职业、较高收入，更希望由己及娃，通过
自己的进取经验， 借由教育这个最可及
的资源， 尽可能扫清孩子前程的种种障
碍，帮助孩子实现超越自我的跃升。只要
教育资源不平衡一直在， 对好学校的饥
渴就在，学区房总会成为家长们的刚需。

对教育最焦虑的地方，往往并不是
真正缺乏资源的地方，而是那些教育资
源最富足的地方。年初以来，以北京、上
海为代表，一系列政策出台，意在给学
区房降温，平抑疯狂的房价，对抗全社
会弥漫已久的教育焦虑，直指优质教育
资源分配的痼疾。

房地产与教育的挂钩紧密，弱化学
区的政策虽落地不易， 又难免力不从
心，但旨在助力教育均衡的意图不言而
喻。除此之外，整顿教培行业的不规范，
限培训机构数量、限时间、限价格等措
施，其实是教育领域变相的“去杠杆”和
“再平衡”，共同守护不同群体间教育公
平的底线。

全社会对于教育的终极愿景，应正
如几十年前陶行知先生所说：“不要让
孩子成为人上人，不要让孩子成为人下
人，也不要让孩子成为人外人，要让孩
子成为人中人。”让孩子成为平常人，并
非无所作为， 而是要有平和的心态，正
常的生活、快乐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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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捧红了“鸡娃”，谁制造了焦虑
陶凤

布局“太空经济”北京商业航天产业基地揭牌

培育产业集群

“商业航天是国家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

技术资本密集、产业融合度高、辐射带动强，

正迎来高速发展的关键机遇期，与人工智能、

大数据、互联网等行业相互融合，加速迭代，

将培育出潜力巨大的产业集群。”北京市政府

副秘书长张劲松在会上表示。

北京商业航天产业基地正承担着产业聚

集的任务。据介绍，基地位于大兴区安定镇，

紧邻京台高速公路，距大兴国际机场12公

里，总面积约600亩。基地将围绕商业火箭研

发、关键零部件、系统集成以及卫星互联网示

范应用等领域，汇聚卫星应用、信息技术、航

天材料和先进能源、航天特种技术应用等配

套企业，形成全产业链布局发展。同时，建立

商业航天企业孵化、共享、创新平台，营造航

天产业节约集约、协同共享、创新发展的良好

生态。

此外，基地可享受国家、市级、中关村及

大兴区“1+N”系列政策，涉及人才、科技、高

精尖、金融、上市、互联网等方面。大兴区对标

市级支持卫星网络产业发展的政策，将研究

出台商业航天专项支持政策，设立产业发展

基金，加速航天产业和人才集聚。

当日，大兴区与北京星际荣耀空间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星河动力（北京）空间科技有

限公司、珠海欧比特宇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火眼位置数智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等16家企

业签订意向合作协议。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瀚在接受北京商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整个世界对于商

业航天或航空技术都比较看重，商业航天的

发展也成为很多地方抢夺的目标。作为高新

技术企业和高校的聚集地，北京聚焦商业航

天的发展无疑具有自己的优势，政策和资金

等正是其多元优势的体现”。

商业航天机遇来了

除了商业航天产业基地，北京还要支持

亦庄商业火箭创新中心、海淀“星谷”建设，形

成示范引领作用，向周边辐射，做强“南箭北

星”。目前，北京航天产业规模占全国的1/3，

航天人才占全国一半，研究机构发布的2020

年全国商业航天30强中，16家北京企业上

榜。张劲松表示，北京已经形成“南箭北星”的

产业格局。

放眼全国，商业航天的竞赛也已经越发

激烈。今年4月，我国首个商业航天发射中心

确定落户浙江宁波，建成后将实现年发射规模

100发，是目前我国航天年发射次数的2.5倍，而

其航天配套产业规模更将达到千亿。不单是宁

波，山东威海也正着力打造“东方航天港”，目

标是成为我国最大的海上航天发射中心。

而受国家政策开放利好，近年来众多商

业航天、卫星网络企业纷纷成立，特别是处于

产业链前端的部分商业火箭、商业卫星企业

备受关注。据了解，目前我国已有4家民营火

箭企业实施发射，多家企业开始实施自己的

星座计划。

多元化融资是关键

中国航天基金会理事长吴志坚介绍，国

内民营航天企业数量正在不断增多，已注册

商业航天企业数量超过300家，其中近三年

设立的创企数量占比近50%。2020年我国航

天发射39次，其中商业发射19次，占国内年

度发射总次数的49%。

航天企业如雨后春笋，但商业航天企业

的资金来源却仍面临不小的挑战。据介绍，

2020年我国商业航天企业融资额超过90亿

元，与2019年相比增长76%。年度内大额融资

交易和一企多轮融资频现，蓝箭航天和星际荣

耀均完成12亿元融资，长光卫星完成24.64亿元

Pre-IPO轮融资，天兵科技连续完成3轮融资，

微纳星空连续完成2轮融资；卫星制造和卫星

发射环节融资额均超过4亿元，反映出产业链

上游企业成为社会资本追逐热点。

江瀚表示，对于整个航天事业的发展来

说，商业化发展有助于集中更多的资本，有更

多的市场发展空间。“从融资角度来说，当前

的商业航天实际上依然是一个高风险的产

业，虽然收益也很高，但是整体风险性很大，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多元化的融资，

由风险投资和天使投资这类比较具备创新

性的投资介入，也需要一定的银行投资，从

商业投资的角度来推动整个市场的发展。”

江瀚说道。

北京市经信局一级巡视员王伟介绍，北

京将支持设立商业航天产业基金，发挥市级

引导基金作用，支持投资机构合作设立商业航

天专项子基金。在基金清算时，拿出政府出资

超额收益的20%，奖励管理团队。同时，继续执

行商业航天发射保险50%贴费政策，支持企

业创新发展。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吕银玲

亚洲经济领跑

“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亚洲经济体经

历了经济增速大幅下降，但经济表现明显好于

世界其他地区。”博鳌亚洲论坛上发布的《亚洲

经济前景与一体化进程》2021年度报告（以下

简称《报告》）如是写道。具体来看，2020年亚洲

经济体经济增速为-1.7%，较2019年下降5.7个

百分点。尽管如此，依旧比发达经济体高3个

百分点，比欧洲发展中经济体高0.3个百分点。

“亚洲经济去年出现了60年来首次的负

增长，经济萎缩伴随着物价下跌、失业增加、

贸易与跨境投资的减少以及大宗商品价格异

动。”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宇燕表示。不过

与此同时，疫情冲击之下，亚洲经济抗压能力

进一步显现，亚洲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进

一步提升。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20年亚洲经

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比2019年提高0.9个百

分点至47.3%。

在国际直接投资方面，亚洲吸引的外商

直接投资有所减少，但相对表现突出。据联合

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估计，2020年亚洲发展中

经济体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为4760亿美元，

较上年下降4%，而全球外商直接投资降幅高

达42%；在贸易方面，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数

据，2020年前三季度，亚洲货物贸易总额为

9.16万亿美元，较2019年同期下降7%。

亚洲区域经贸合作也持续推进。截至

2021年2月，亚洲经济体与区域内外经济体生

效的区域贸易协定共有186个，占全球区域贸

易协定总数的54.9%。

作为亚洲最大的经济体，中国领跑亚洲：

2020年中国经济实现了2.3%的增长。与此同

时，中国贸易逆势增长。据中国海关统计，

2020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4.65万亿美

元，居全球第一位，较2019年增长1.5%。

此外，《报告》指出，2021年亚洲经济体将

出现恢复性增长，经济增速有望达到6.5%以

上，其中南亚地区的经济增速有望达到8.5%

以上。不过，疫情仍是影响亚洲经济体的主要

变量。

工厂并未转移

疫情导致亚洲工厂部分生产网络中断，

加剧了对亚洲全球价值链的破坏，并存在发

达经济体将生产活动迁移回本国的情况，

《报告》预测，“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当前

阶段，预测影响亚洲工厂的深度是非常困难

的，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进展的可能情况以及

各个国家及地区的反应各不相同。总体来

看，新冠肺炎疫情对亚洲的生产一体化构成

了巨大挑战”。

疫情重压之下，亚洲经济“自力更生”，内

部经济循环愈加明显。《报告》显示，2019年，

亚洲主要经济体对亚洲自身的贸易依存度均

在近50%及以上。具体来看，亚洲主要经济体

对中国、东盟依存度普遍较高。尽管东南亚国

家的贸易规模相对较小，但是越南等国家的

贸易增速加快。值得关注的是，去年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为1.35万亿

元，甚至在疫情之下，同比增长了0.7%。此外，

日本在亚洲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疫情冲击全球经济格局，亚洲工厂作为

全球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其变化发展备受

瞩目。《报告》显示，亚洲主要经济体仍然高度

依赖亚洲工厂，并且绝大多数亚洲经济体对

亚洲工厂的依存度逐年递增。

“尽管2020年疫情导致亚洲工厂部分生

产网络中断，但并未使亚洲的全球价值产业

链中心出现转移，亚洲工厂对中国的依赖程

度远高于美国、日本和亚洲其他经济体。在

亚洲贸易额前22位的零部件产品中，亚洲仍

有18种零部件产品主要依赖中国。”《报告》

指出。

具体来看，2019年中国香港、印度尼西

亚、菲律宾、韩国等对亚洲工厂依赖度最高。

绝大多数亚洲经济体对亚洲工厂的依存度逐

年递增，其中，印度增速最快。印度商工部日

前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印度最大的进口

商品来源国是中国，价值587.1亿美元。其中，

主要产品包括电信设备、计算机硬件及电子

元件等。

通信技术服务“红火”

不过，《报告》也指出，亚洲经济体对服

务业需求的增速高于对货物需求的增速。

而亚洲经济体之间服务贸易的联系也在增

强，增速超出与其他经济体之间的联系，主

要源于区内制造业生产分工中服务业成份

增多。

其中，亚洲内部以计算机服务和通信服

务出口最为繁荣，出口额均占世界总量1/3左

右。在疫情催生的众多业态模式中，远程在线

办公、远程教育以及远程医疗增长较为显著。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信息通信技术服务

出口表现也颇为亮眼。数据显示，2005-2019

年我国信息通信技术服务贸易年均增速达

22.81%，2019年进出口额807.6亿美元，占服

务贸易总额比重为10.3%。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

王晓红指出，信息通信技术已经成为一个国

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产业、贸易竞

争力的重要标志，当下在各国都具有极其重

要的战略地位。“而我国信息通信技术服务

贸易市场主要集中在美欧日发达经济体和

周边区域，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务实推进，

沿线国家的新兴出口市场正在快速拓展。”

王晓红说。

对于未来亚洲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报

告》指出，RCEP的签署和落实将在贸易投资

领域为亚洲经济带来新的积极因素。李保东

也表示，RCEP正在加紧落实生效，这个协定

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其他

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一道，将全方位、多层次

促进亚洲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新签署的RCEP将成为今后一段时间亚

洲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支撑经济全

球化的重要力量。”对外经贸大学原副校长林

桂军也在当日举行的发布会上指出，RCEP最

重要的意义其实并不在于贸易，而是在于进

一步增强了亚洲价值链在全球的地位。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常蕾

我国商业航天发展进入快车道。4月18日， 北京商业航天产业基地在大兴揭牌，

16家企业也在首届北京商业航天发展大会上签订意向合作协议。北京商报记者从会

上了解到，2021年，大兴区将在产业基地的基础上，形成商业火箭研发等全产业链布

局发展，并将研究出台商业航天专项支持政策。随着“太空经济”在国内外迎来关键

机遇期，社会资本如何更好地参与商业航天竞争也成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暌违两年，博鳌潮起。“以中国为主干的亚洲市场将进一步扩大，为世界经济创造巨大的需求。”在

4月18日举办的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首场发布会上，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李保东说道。疫情冲击

全球经济格局，发达经济体纷纷撤出亚洲。作为亚洲最大经济体，中国稳住了其在亚洲工厂中的主导

角色，亚洲的全球产业链价值中心地位也并未迁移。李保东表示：“亚洲区内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直

接投资以及金融市场进一步融合、互联互通进一步提升的大趋势非常明显，而且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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