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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途在星辰大海 — 商业运载火箭企业法律尽职调查及合规要点（下篇） 

作者：卢在光丨李潜丨刘佳艺丨李茹娜 

承接我们此前发出的《征途在星辰大海 — 商业运载火箭企业法律尽职调查及合规要点（上篇）》，本文

拟从知识产权、涉密人员脱密期合规要求、政府合作协议、出口管制与技术转移等方面对商业运载火箭企业

法律尽职调查的关注点进行梳理与分析。 

一、知识产权 

由于商业运载火箭本身属于技术密集型硬科技行业，核心技术对商业运载火箭研发生产企业具有高度

重要性，关乎其持续性运营能力。与高校/科研院所人员离职创业项目类似，在商业运载火箭企业投资项目

的法律尽职调查中需要关注的要点包括：核心技术的来源，委外研发/科研合作等协议（如有）项下研究成

果的重要性、知识产权归属以及后续改进/衍生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属，共有知识产权（如有）的权利行使与

收益分配约定等内容。 

如果标的企业存在国防专利（即涉及国防利益以及对国防建设具有潜在作用需要保密的专利），由于国

防专利的申请与审查过程并未公开，投资机构通常无法通过公开途径核实国防专利的法律状态。在这种情况

下，建议投资机构尽力争取要求标的企业在不违反相关规定的情况下充分披露国防专利的相关非涉密基本

信息以及对其所持国防专利的先进性和合规性的确认，以便对标的企业的知识产权整体情况进行判断。 

二、涉密人员脱密期合规要求 

我国《保守国家秘密法》规定对在涉密岗位工作的人员按照涉密程度实行分类管理，涉密人员离岗离职

实行脱密期管理。涉密人员在脱密期内，应当按照规定履行保密义务，不得违反规定就业，不得以任何方式

泄露国家秘密。实践中民营商业运载火箭企业存在大量研发/技术人员来自于航天科技集团、航天科工集团

等航天“国家队”企事业单位的情况。由于运载火箭是实施航天活动、进入太空的重要运输工具，关系到国

家和外空安全，是各航天国家实施国家安全监管的重要领域，根据我们的过往项目经验，相关企事业单位可

能对涉密人员离职程序存在专门的规定。 

由于我国目前商业运载火箭上市案例相对较少，针对存在上述情况的企业，结合过往其他类似硬科技行

业的上市申报案例，我们注意到上市监管机构可能会重点关注：1. 该等人员入职发行人是否违反相关保密

规定、原任职单位相关人员（离职）管理规范等，离职程序（包括脱密手续）是否合法合规；2. 该等人员在

原任职单位所从事的研究工作与在发行人处实际从事业务的联系、是否存在违反原任职单位关于竞业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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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协议约定的情形等；3. 集团公司的核心技术是否自主研发、来源是否合法合规，是否存在职务发明的

情况，是否存在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或技术秘密的情形或风险，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等，发行人在上市

申报文件中需对前述问题进行论证。因此，我们建议，投资机构在对商业运载火箭研发生产企业进行法律尽

职调查过程中，也可以参考上述问题重点了解相关情况。 

三、政府合作协议 

为推进商业运载火箭等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近年来北京、上海、武汉、海南、山东等地均陆续出台

了相关支持性政策文件，以吸引民营商业运载火箭企业落地，其中部分政策文件如下表所示。作为相关政府

部门向民营商业运载火箭企业提供政府补贴等优惠政策的前提，该等政府部门及其关联主体通常会与商业

运载火箭企业签署政府合作协议，并提出在当地设立项目子公司（甚至要求融资及上市主体需注册在当地）、

投资入股、合作双方投入资金规模、项目公司业务业绩与税收贡献指标、未来股权回购安排等一系列要求；

若商业运载火箭企业未完成该等约定，则还可能需要承担相关违约责任，因此该类政府合作协议也应当是法

律尽职调查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事项之一。 

日期 政策文件 内容 

2021.01.11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北京市支持卫星网络产

业发展的若干措施》 

◼ 支持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开展卫星星座建设，推动商业火

箭和卫星……等产业环节在京落地；支持商业火箭产业；

在大兴区、经开区建设商业航天产业基地以及商业火箭创

新中心等，做强“南箭”； 

◼ 对在京依法从事商业火箭、卫星研发、生产或发射经营等

活动的企业，给予商业航天发射保险不超过 50%的贴费。 

2021.12.29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支持星箭网络产业发展

的实施办法（试行）》 

◼ 对在经开区依法从事商业火箭/卫星研发、生产或发射经营

等活动的企业，按照《北京市支持卫星网络产业发展的若

干措施》，给予商业发射保险贴费不超过市级标准 1：1 的

配套资金支持，对成功入轨的同一型号火箭，给予第 1 至

3发不超过发射测控服务费 50%的补贴，每发最高补贴 200

万元等。 

2021.11.18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海南省金融业“十四五”

发展规划》 

◼ 对投向航天科技等重点领域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给予登

记备案绿色通道；优化我省商业航天领域市场准入环境，

设立由社会资本出资、市场化运作的商业航天发展混合所

有制改革基金；鼓励保险机构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的前

提下，开展航天领域相关保险业务。 

2022.02.16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本市推进空间信息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

见》 

◼ 锻造数字化智能化制造能力，开发可重复使用火箭，打造

高层级航天器研发平台，建设商业卫星批产线及火箭总装

线；引导支持商业航天有序发展，推进商业公司组建，加

快拳头产品研发，吸引国内外头部企业落地。 

2022.03.03 

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加快推进我市航天

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 围绕“一核两区多园”功能定位，推动航天产业发展，鼓

励开展运载火箭的总装集成等； 

◼ 在项目落地、人才落户、总部用地、职工住房、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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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政策文件 内容 

配套等需求上依法依规给予支持；结合航天产业本地配套

率给予 150 万元至最高 5,000 万元的资金支持；市级财政

预算每年安排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全市航天产业发展，引导

民营资本和社会力量有序参与航天领域。 

2022.08.30 
广州市南沙 

“探天九条” 

◼ 在 2022 第八届中国广州国际投资年会南沙专场上，广州南

沙对外重磅推出“探天九条”，从航天器发射奖励、商业

化支持、保险贴费支持、频率资源申请支持、产业联动支

持、空间要素保障、研发创新支持、多元融资支持、专业

化能力支持等九个方面提出扶持措施； 

◼ 2023 年，国内首个全产业链商业航天产业化基地 — 中科

宇航产业化基地在广州南沙投产运营1。 

/ 山东省 

◼ 山东中科院产业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国科中心”）计划在

济南培育从火箭、卫星研制运营，到载核、发射，再到卫

星数据应用、科普教育等全产业链条，低轨卫星、低空无

人飞行器均为国科中心的布局领域；2021 年 4 月 27 日，

中国航天科技园（济南）项目“云泉中心”封顶。该项目

系济南市重点工程，项目建成后，拟引进总部企业，打造

以信息技术应用、卫星技术应用为主的信息技术平台，打

造信息行业创新和科研培训基地。 

四、其他合规注意事项 

◼ 出口管制：我国对运载火箭及其专用物项和技术以及相关两用物项和技术、服务实施出口管制，商

业运载火箭企业向境外转移相关物项和技术、服务的，需事先取得国家出口管制部门的许可，严禁

采用调整、修改相关物项、技术、服务的技术参数等规避国家出口管制的各类行为；若商业运载火

箭企业不能自行判断是否属于出口管制范围的，则应主动向出口管制主管部门咨询。 

除了中国法律法规项下的出口管制要求外，还需注意是否涉及相关企业从美国取得相关技术。美

国涉及航天与火箭的相关出口管制法律法规包括商业控制清单（Commerce Control List）2、出口管

制条例（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3、武器国际运输条例（International Traffic in Arms 

Regulations）与美国军需品清单（United States Munitions List）4等。 

◼ 委外合作中可能涉及的技术转移问题：商业运载火箭企业在商业运载火箭技术和产品的科研生产

过程中不得向未取得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资质的单位提供任何形式的相关技术或产品转移。 

◼ 脱密处理：若商业运载火箭企业业务涉及军工研制、生产和销售，需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军工信息豁

 
1 来源：央广网，发布日期：2023 年 1 月 10 日。 

2 火箭相关物项主要载于商业控制清单（Commerce Control List）项下第 9 类及其他相关章节。 

3 火箭相关物项主要载于美国出口管制条例（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项下第 744 章及其他章节。 

4 火箭相关物项主要载于美军需品清单（United States Munitions List）项下第 4 类及其他相关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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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披露相关工作，在未来进行上市申报时对相关信息进行脱密处理。 

五、结语 

随着洲际运输、太空旅游等新兴应用场景与需求的涌现，商业运载火箭产业也逐渐打开成长曲线，可谓

前景广阔、未来可期。而商业运载火箭从研发、生产到发射所涉及的流程与环节繁多且复杂，除了我们在本

系列上篇提到的基础资质证照类的合规要求外，关于知识产权、核心技术人员劳动用工、政府合作、技术出

口和转移等事项也是关乎商业火箭研发生产企业是否能够稳定经营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我们建

议投资机构在对此类企业进行法律尽职调查过程中需关注的重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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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声明 

汉坤律师事务所编写《汉坤法律评述》的目的仅为帮助客户及时了解中国或其他相关司法管辖区法

律及实务的最新动态和发展，仅供参考，不应被视为任何意义上的法律意见或法律依据。 

如您对本期《汉坤法律评述》内容有任何问题或建议，请与汉坤律师事务所以下人员联系： 

卢在光 

电话： +86 10 8525 4623 

Email： zaiguang.lu@hankunlaw.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