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孩子，我要出趟远门，为你摘颗星星回来。”这是2016年10月17

日，航天员刘洋在欢送战友景海鹏和陈冬乘坐“神舟十一”号进入太

空，现场听到战友孩子问“爸爸去哪”时，想到的一句话，她想用这短

短几个字，为孩子编织一个可以实现的梦想。

11月29日深夜，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空间

站关键技术验证和建造阶段12次发射任务全部完成，中国空间站建

造阶段收官之战圆满完成。 按照计划，2022年底之前， 我国将完成

“三步走”发展战略的最后一步，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推向高潮。未

来，中国载人航天将从近地空间走向地月空间，进而迈向深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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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查用户需求向纵深发展 天眼查率先赢得用户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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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查询的发展阶段

流量向头部平台集中

商业查询是指基于公开信息， 使用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及时、准确地提供
多种数据维度商业信息，服务于个人、企业、
政府的第三方信息查询平台。

随着商业查询的广泛应用， 其价值被越
来越广泛的知晓。 比如24-35岁的年轻人群，
在求职或者生意合作过程中， 会使用商业查
询平台进行基础信息查询， 以此防范相应的
决策风险，保障财产安全。

《报告》 把商业查询的价值总结为三部
分，包括用户价值、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对
个人， 提供第三方客观数据， 为企业信用背

书，输出商业、信用信息，为个人、企业决策提
供依据； 对企业， 提供多维信息助力商业决
策，避免系统性风险，提供数智化赋能商业监
管，提升管理秩序；对社会，打破信息不对称，
降低社会运行中的“信用成本”，补充征信系
统，建立围绕企业征信的多维数据体系，以第
三方视角跟踪企业、个人行为，助力诚信社会
建设。

商业查询行业的发展， 离不开政策、经
济、社会、技术、用户等多方因素共同推动，其
中用户需求变化是推动商业查询发展的重要
力量。《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9月，商业查询
行业总体用户规模已达4500万， 增速放缓。
2021年1月以来， 天眼查的流量增长明显，数
据显示， 天眼查的月活跃用户人数已超3500

万，行业渗透率为77.4%，在行业中占据近八
成规模。企查查与启信宝位居二、三位，渗透
率分别为18.9%以及6%。

QuestMobile�数据也显示，2022年前9
个月，办公商务行业TOP�10�App中，效率办
公、商业查询相关App符合增长率表现最佳，
其中天眼查的月活跃用户规模居商业查询行
业第一。

用户需求逐渐拓展

目前， 商业查询经历了征信数据查询阶
段 （2014-2016） 和 企 业 信息 查 询 阶 段
（2017-2019）， 现在正处于商业多维查询阶
段（2020-2022），能够支持不同企业间多维
度数据查询。

用户需求变化是推动商业查询发展的重
要因素。《报告》中提到，商业查询的用户依据
用户属性和对商业查询的使用深度和广度可
以分为大众人群、专业人群、中小企业、集团
公司和政府部门五类。

目前， 天眼查是唯一囊括了五类服务对
象的商业查询平台， 在提供商业查询相关功
能和服务基础上，还能满足用户场景化需求。

比如对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 天眼查提供的
场景服务就不同。初创期和发展期，为企业提
供助力企业发展的营销服务、增值服务，提升
业绩，对于成熟期的企业，则通过数智化升级
提升效率，加强企业内部监管，帮助企业实现
提质增效。

统计数据显示， 天眼查在满足不同类型
用户需求时， 用户选择使用天眼查的比例均
领先于竞争对手： 在大众人群之中选择使用
天眼查的用户占比为62%， 企查查与爱企查
分别为22%以及18%； 专业人群之中选择使
用天眼查的用户占比为58%； 中小企业之中
选择使用天眼查的用户占比更是高达62%，
企查查与爱企查分别为38%以及28%； 集团
公司之中选择使用天眼查的用户占比为
67%； 政府机构选择使用天眼查的用户占比
更是高达70%，更是远超行业平均水平，用户
的真实选择才是一款产品最好的注脚。

纵深服务引领行业

从商业查询行业的发展趋势看， 用户需
求的变化促进商业查询的价值从工具价值向
服务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延展，平台定

位也需逐渐迈进“服务业+数智化”的商业综
合服务阶段。

用户需求的纵深延展意味着商业查询平
台需要提供更加多样化的服务。《报告》 分析
表示， 商业查询行业用户需求正在向纵深发
展，纵向向场景化需求和增值需求方向发展；
深度方面向深度分析需求、 数智化需求方向
延伸。 比如大众人群和中小企业的需求逐渐
拓展细化， 未来需要商业查询平台提供更多
的场景化服务、增值服务；专业人群、集团公
司、政府部门的需求则不断深化，未来在深度
分析、数智化方面的需求将越发强烈。

据了解， 天眼查以八大技术群打造了数
据结构化能力， 首次实现了AI引擎助力商业
决策，比如分布式图计算、海量数据采集、多
源异构数据清洗融合、高性能并行计算、多模
态数据挖掘分析等。

在服务深度上， 天眼查细分用户的使用
场景，比如个人用户的工作、生意和生活等不
同场景，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使用场景，探
索具体场景的需求不同， 进而提供差异化服
务。在服务深度上，天眼查走在用户需求和行
业其他玩家前面， 对行业服务深度的发展具
有深刻的影响。

与此同时， 天眼查在以用户场景化需求
为核心的理念指引下， 透析并预测到了用户
服务广度方面的需求，通过提供场景化服务、
增值服务，引领行业在服务广度方面的发展。

比如在其他商业查询企业较少涉足的政
府部门用户上， 天眼查洞察到不同政府部门
的发展需求，提供数据支持和数智化服务，支
持建设数据治理体系。

针对司法部门， 通过天眼查数据系统，
为司法部门提供相关人员线索，解决数据不
全、更新不及时、接入门槛高等问题。根据
“多模态数据挖掘分析” 发现数据中的隐藏
信息，并通过数据可视化呈现，助力司法部
门数字化建设。

《报告》认为，从平台竞争情况来看，天眼
查在数据查询、数智化服务、增值服务方面均
有领先优势，且与数字经济、全国统一大市场
中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更为契合。

图片来源：企业供图

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稿）》起草推出，开
启了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新阶段。随着国
家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以及数字经济的发
展，商业查询行业的发展潜力逐步被释放。

近日，第三方研究机构易观分析发布《透
视用户需求深挖服务潜力：2022中国商业查询
行业洞察》（以下简称《报告》）显示，商业查询
行业已经迈入多维查询的深度发展阶段。

作为征信系统的补充，商业查询在推动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诚信社会上发挥着越来
越有效的作用。《报告》称，商业查询行业服务
人群逐渐拓展，服务场景也向纵深发展。与此
同时，行业竞争激烈，用户流量逐步向头部平
台集中，天眼查App的市场渗透率已近八成。

2022
科技“大赏”

编者按：2022年，在元宇宙、AI、量子等众多前沿领域，不仅有大厂和创业公司，还有更多传统机构也蜂拥而入。无论是大洋彼岸的Roblox、Meta，还是身边的
AR、VR、脑机、算力，各种概念和产品层出不穷。前沿科技领域卷起的商业旋风，正从上游加速传导至下游，通过由虚入实场景化应用，匹配真实需求与未来世界，
在彼此细分的商业赛道上大浪淘沙，这究竟是一个酝酿巨大机会的“新风口”，还是看破不说破的商业谎言？

载人飞船的抉择

1966年，我国制定第一个“载人宇宙航行
规划”，设想在1973-1975年发射我国第一艘
载人宇宙飞船， 并开始了我国载人飞船的总
体方案论证工作。在1968年1月召开的载人飞
船总体方案设想论证会上， 我国第一艘载人
飞船被命名为“曙光”1号。但是，在进行一段
时间的工作以后， 鉴于各方面的条件尚不成
熟，这个计划被迫搁浅。

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 我国成为世界上
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 这为我国
开展载人航天技术的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于是，载人航天的问题又一次被提了出来。

1986年，我国开始实施“863”计划，即发
展高技术，其中包括发展载人航天技术，中国
载人航天终于再次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关于研制哪种天地往返运输器， 让当时
讨论的专家们有很大的分歧。探讨的5种方案
中有4种是研制航天飞机的方案， 只有1种是
研制载人飞船方案。经过几年的深入论证，根
据我国的国情和国力，遵照“有限目标、突出
重点”的“863”高技术研究发展的指导思想，
专家们最后一致同意从载人飞船起步， 并且
决定不走美苏研制载人飞船的老路， 直接研
制达到世界第三代载人飞船水平的“神舟”。

1992年1月，中央专门研究发展我国载人
航天问题，同年9月21日，党中央正式批准中
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启动， 因此它又被称为
“921”工程。

空间站建造收官战

2003年10月15日，航天员杨利伟等待飞
行指令。倒计时、点火、升空……上午9时整，
杨利伟乘坐神舟五号飞船飞向太空，这一刻，
中华民族千年飞天梦圆，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第一步完成。

第二步是突破航天员空间出舱活动、空
间交会对接两项关键技术， 并发射空间实
验室和货运飞船， 这些也都是建造空间站
的基础。

2008年，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船从中国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载人航天发射场用长征
二号F火箭发射升空。 航天员翟志刚完成空
间出舱活动，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太空

漫步，也使我国突破和掌握了空间出舱活动
技术。

随后的几年，通过发射“天宫”1号目标飞
行器，“神舟”8号、9号、10号飞船与之分别对
接， 我国突破和掌握了自动和手动交会对接
技术，并验证了组合体飞行技术，飞船定型。
通过发射“天宫”2号空间实验室，“神舟”11号
载人飞船和“天舟”1号货运飞船与之分别对
接，验证了航天员中期在轨驻留技术、在轨加
注技术、 货运飞船技术和未来空间站的部分
新技术， 并进行了较大规模的科学实验和技
术试验。由此，“三步走”发展战略中的第二步
已经完成。

2022年11月30日， 中国航天员首次在空
间站迎接载人飞船来访。7时33分，在“T”字基
本构型的中国空间站里，翘盼已久的神舟14号

航天员乘组顺利打开“家门”，热情欢迎远道而
来的亲人入驻“天宫”。“胜利会师”的两个航天
员乘组，一起在中国人自己的“太空家园”里
留下了一张足以载入史册的太空合影。

商业航天遍地开花

根据公开资料， 通信卫星累计为国内偏
远地区1.4亿户家庭提供直播卫星电视以及远
程教育、远程医疗、农村电商等服务，并在多
次灾害救援中提供高效应急通信服务； 北斗
导航为超过700万辆道路运营车辆提供安全
保障服务，为超过4万艘海洋渔船提供定位和
短报及通信服务； 卫星遥感为国内数万家用
户和全球100多个国家提供服务，有力保障国
内外重特大自然灾害应急监测。

银河航天是较早进入商用航天领域的一
员。2018年成立后不久，银河航天便开启了自
主研制低轨宽带通信卫星之路。 花费一年半
的时间， 银河航天成功研制了国内乃至全球
首颗通信能力达48Gbps的Q/V频段低轨宽
带通信卫星———银河航天首发星， 并于2020
年1月成功发射。目前，银河航天首发星已在
轨良好运行1000余天， 完成了多种应用场景
测试，迈出了卫星互联网建设坚实的一步。

能不能把汽车导航芯片用在卫星上？银
河航天综合电子团队突然产生了一个疑问：
汽车导航用的是什么芯片？按照市场价算，一
台普通的汽车大概十几万、二十万元，那汽车
芯片的价位不可能是10万元。

当时银河航天正在02批卫星的研制阶
段，而根据首发星的成本，一个导航芯片就高
达几十万元。 这样的想法让这个团队如获至
宝，越想越兴奋的他们马上开会，把思路打开
后，大家开始去民用工业领域里找替代品。最
终，银河航天02批卫星上的星载计算机，其中
导航芯片就使用的是汽车导航芯片。

银河航天只是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一个
缩影。在政策扶持下，已成为推动国家创新体
系建设和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重要支撑的商
业航天，正在进入快速发展期，资本也已经闻
风而动。华泰证券统计，2011-2021年，中国
商业航天领域总披露融资额达243.1亿元，其
中，2021年就超64亿元。华泰证券预测，2023
年将成为中国商业航天大年， 商业航天板块
是未来几年的重要投资方向。

北京商报记者 郭秀娟

载人航天，三十而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