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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 卫星互联网是是基于卫星通信的互联网，通过一定数量的卫星形成规

模组网，从而辐射全球，构建具备实时信息处理的大卫星系统，是一

种能够完成向地面和空中终端提供宽带互联网接入等通信服务的新型

网络，具有广覆盖、低延时、宽带化、低成本等特点。

ü 目前卫星互联网与地面通信系统互补合作、融合发展，已经逐渐步入

宽带互联网时期。

ü 卫星互联网产业链主要包含了卫星制造、卫星发射、地面设备、卫星

运营及服务四大环节。卫星服务业和地面设备制造业是全球卫星产业

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2019年二者占比之和为90.70%。

ü 当前卫星互联网主要集中在空间段及地面段的基础设施建设，上游卫

星制造、卫星发射及地面设备中的地面站建设成为关注的焦点。

ü 低轨道卫星空间轨位和频谱资源日益紧张，首次纳入“新基建”范畴

的卫星互联网建设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性工程，是我国天地一体化信

息系统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ü 低轨卫星通信核心商业应用场景主要包括偏远地区通信、海洋作业及

科考宽带、航空宽带和灾难应急通信等。

ü 卫星互联网产业发展过程中建议政府从顶层设计方面予以支持，企业

从落实部署和技术转化方面加快脚步，投资机构重点关注全产业链核

心环节。

主要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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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互联网
概念及演进

第1章

卫星互联网是一种能够完成向地面和空中

终端提供宽带互联网接入等通信服务的新

型网络，具有广覆盖、低延时、宽带化、

低成本等特点。全球卫星互联网发展主要

经历了三个阶段，目前卫星互联网与地面

通信系统互补合作、融合发展，开始步入

宽带互联网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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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卫星互联网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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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卫星互联网概念及演进

卫星互联网是基于卫星通信的互联网，通过发射一定数量的卫

星形成规模组网，从而辐射全球，构建具备实时信息处理的大

卫星系统，是一种能够完成向地面和空中终端提供宽带互联网

接入等通信服务的新型网络，具有广覆盖、低延时、宽带化、

低成本等特点。

广覆盖 低延时

低成本宽带化

实现全球宽带无缝通信

作为地面网络的补充和延伸，
实现有线电话网和地面移动
通信网均无法实现的广域无
缝隙覆盖，有效解决通信基
础设施匮乏地区互联网接入
问题。

建设成本低于地面通信设施

与地面5G基站和海底光纤光
缆等通信基础设施相比，具
有显著成本优势。现代小卫
星研发制造成本低，软件定
义技术又可以进一步延长在
轨卫星使用寿命。

实现延时与地面网络相当

卫星网络布置于近地轨道，数
据信号在卫星与地面终端往返
传输延时被大大降低，达到几
十毫秒级别的较低延时。

高通量卫星技术日渐成熟

高频段、多点波束和频率复
用等技术的使用显著提升了
通信能力，降低了单位宽带
成本，能满足高信息速率业
务的需求，极大的拓展了应
用场景。

2、卫星通信轨道——卫星互联网低轨化方向发展

卫星轨道类型 轨道⾼度 卫星⽤途

LEO（低地球轨道） 300~2000千⽶ 对地观测、测地、通信等

MEO（中地球轨道） 2000~35786千⽶ 导航

GEO（地球静⽌轨道） 35786千⽶ 通信、导航、⽓象观测等

SSO（太阳同步轨道） ⾼度⼩于6000千⽶ 观测等

IGSO（倾斜地球同步轨道） 35786千⽶ 导航

数据来源：赛迪顾问，2020.05

表 1 卫星轨道细分分类

按照轨道高度，卫星主要分为低轨、中轨、高轨三类，其中低轨卫星由于传输时延小、链路损

耗低、发射灵活、应用场景丰富、整体制造成本低，非常适合卫星互联网业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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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卫星互联网发展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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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地面通信网络竞争阶段（20世纪80年代～2000年）。以摩托罗拉公司“铱星”星座为代表的多个

卫星星座计划提出，“铱星”星座通过66颗低轨卫星构建一个全球覆盖的卫星通信网。这个阶段主要

以提供语音、低速数据、物联网等服务为主。随着地面通信系统快速发展，在通信质量、资费价格等

方面对卫星通信全面占优，在与地面通信网络的竞争中宣告失败。

对地面通信网络补充阶段（2000~2014年）。以新铱星、全球星和轨道通信公司为代表，定位主要是

对地面通信系统的补充和延伸。

与地面通信网络融合阶段（2014年至今）：以一网公司(OneWeb)、太空探索公司(SpaceX)等为代表

的企业开始主导新型卫星互联网星座建设。卫星互联网与地面通信系统进行更多的互补合作、融合发

展。卫星工作频段进一步提高，向着高通量方向持续发展，卫星互联网建设逐渐步入宽带互联网时期。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主
要
代
表

2000~2014年 2014年~至今

第三阶段

铱星（Iridium）
全球星（Globalstar)
轨道通(Orbcomm)
泰利迪斯（Teledesic）
天桥系统（Skybridge)

20世纪80年代~2000年

新铱星（Iridium）

全球星（Globalstar)

轨道通(Orbcomm)

与地面通信网络正面交锋，
展开竞争

作为地面通信的
填隙和备份

与地面通信融合发展，
扩展覆盖范围

Starlink
O3b
OneWebx
鸿雁
虹云

低速语音 物联网服务低速数据 高速率
窄带移动通信——低频段 宽带互联网-高频段

低延时 海量数据

图 1 低轨卫星互联网演进阶段

数据来源：赛迪顾问，2020.05

一、卫星互联网概念及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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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互联网产业
发展现状

随着太空空间探索的逐步深入，国内外就

卫星互联网纷纷展开部署，2019年全球卫

星产业总收入为2860亿美元，同比增长

3.20%。国外低轨卫星星座计划主要包括

OneWeb、O3b、Starlink等，国内低轨卫

星星座计划主要包括鸿雁星座、行云工程、

虹云工程、天象星座等。

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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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卫星互联网产业现状

1、全球部署——部署星座

来源：赛迪顾问，2020.04

星座名称 推出时间（年） 卫星数量（颗） 轨道类型 频段 目前在轨数

OneWeb 2015
720 LEO Ku/Ka 已经发射3次，分别为5、32、

34颗

1280 MEO - -

O3b 2008 60 MEO Ka 16颗

Starlink 2015
4425 LEO Ku/Ka 已经发射6次，每次约60颗

7518 极低轨 V -

Orbcomm 1991 64 LEO - 35颗

Telesat - 117 LEO Ka 1颗验证星

Iridium 2007 75 LEO L/Ka 75颗

Globalstar 1998 56 LEO - -

Boeing 2016 2956 LEO Q/V -

LEOSat 2015 108 LEO Ka -

第二代铱星 2018年已全
部完成 75 MEO - 75颗

波音 2956 MEO V -

Kuiper 3236 MEO Ka -

Kepler 140 - Ku/Ka 2颗

KLEO 624 MEO Ka 2颗试验星

Viasat 2011-2020已
完成 5 - Ka 5颗

表2 国外低轨卫星星座部署计划

目前，OneWeb、O3b、SpaceX、Telesat等多家国外企业已提出卫星互联网计划。其中，

O3b星座系统是目前全球唯一一个成功投入商业运营的中地球轨道(MEO)卫星通信系统；

SpaceX公司是全球迄今为止拥有卫星数量最多的商业卫星运营商，其部署的Starlink星座计划第

六批60颗“星链”卫星已于2020年3月18日成功入轨，累计发射近360颗卫星。

数据来源：赛迪顾问，2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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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卫星互联网产业现状

2、中国部署——国内卫星通信发展历程

在相关政策的鼓励下，我国卫星产业稳步发展，2017年以来多个近地轨道卫星星座计划相继

启动。

《国家民用空间基础
设施中长期发展规划
（2015-2025年）》

《国家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纲要》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推进国防科技工业军
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意

见》

鸿雁星座
航天科技集团中国卫星
300颗卫星；LEO轨道

虹云工程
航天科工集团空间公司
156颗卫星；LEO轨道

政
策

重
大
部
署

《“十三五”国家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规划》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
于工业通信业标准化
工作服务于“一带一
路”建设的实施意见》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
规范对地静止轨道卫星
固定业务Ka频段设置使
用动中通地球站相关事

宜的通知》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
厅、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
广播电视卫星地球站干
扰保护工作的通知》

天象星座
中电科集团

60颗综合+60颗宽带卫星；
LEO轨道

天基物联网星座
九天微星、中科天塔

72颗卫星； LEO轨道

202020192018201720162015

行云工程
航天科工集团

80颗卫星；LEO轨道

时间 进程

2017.01 “行云试验一号”入轨

2018.03 “行云工程”正式启动

α阶段
2020.05

“行云二号01星、行
云二号02星”入轨

β阶段 实现小规模组网

γ阶段 完成全系统构建

时间 进程

2018.12 首颗试验星“重庆号”

2020.12 建成“2+4+2”系统

2022.12 一期60颗卫星组网运营

2023.12 建成窄带系统

2025.12 建成宽带系统

时间 进程

2018.12 首颗技术试验星“虹云武汉号”
入轨，实现单星关键技术验证

2020.12 发射4颗业务星，组建小星座

2025.12 实现156颗卫星组网运行

时间 进程

2019.06 天象1星、2星入轨 ，
构建开放式验证平台

时间 进程

2018.12 瓢虫系列7颗卫星入轨

2021.12 部署12星、24星、72星
银河Galaxy卫星星座

银河航天
650颗卫星；LEO轨道

时间 进程

2020.01

首发星“银河一号”
入轨，在国内第一次
验证低轨Q/V/Ka频

段通信

图2 国内卫星通信相关政策及重大部署

翔云星座
欧科微

28颗+卫星；LEO轨道
时间 进程

2018.11 “嘉定一号”入轨

2020.12 2、3、4号卫星入轨，
完成组网

2022.12 建成系统构建

天启星座
国电高科
38颗卫星；LEO轨道、MEO轨道
时间 进程

2018.10 天启一号入轨

2019.06
2019.08
2019.12

天启三号入轨
天启二号入轨

天启4号A/B星入轨，5星组网

2020.01 天启05星入轨

2021.12 完成38颗卫星组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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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通信行业发展规
划（2016-2020年）》

中国卫星互联网产业发展研究白皮书



二、卫星互联网产业现状

3、产业规模

图3 2010-2019年全球卫星产业规模及增长率

2010-2019年全球卫星产业规模稳步增长，2019年全球卫星产业规模为2860亿美元，同比

增长3.20%。从细分结构图中可以看出，卫星服务业和地面设备制造业一直是卫星产业的主要组

成部分，2019年二者占比卫星产业规模份额达90.70%。

数据来源：赛迪顾问，2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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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19年全球卫星产业细分结构图

数据来源：赛迪顾问，2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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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0% 

45.10% 

7.10% 
2.20% 

卫星运营服务 地面设备制造 卫星制造业 卫星发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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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互联网
产业链分析

第3章

卫星互联网产业链主要包含了卫星制造、

卫星发射、地面设备、卫星运营及服务四

大环节。中国企业在卫星互联网全产业链

重点环节已经形成有效布局。未来需要进

一步夯实产业重点环节技术实力，推进低

成本、高通量卫星快速发展，加快低轨卫

星组网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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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卫星互联网产业链分析

卫星制造

卫星平台

热控系统 姿轨控制系统

供电系统遥感测控系统

数据管理系统

主动
热控

被动
热控

敏
感
器

控
制
器

化学推进系统

电
推
进
系
统

遥测/遥控天线

数字处理单元

固态存储单元

主平台
结构

次级
结构

特殊
功能
结构

测控接收机

测控发射机

遥测/遥控单元

功率放大器

电
源

电源控制器

电源转换器

电缆

结构系统 推进系统
太阳能电池

化学燃料电池
氢氧燃料电池

核电源

承力筒
承力构架

仪器设备支撑连接
结构

电缆及管路支撑连
接结构

防热结构

密封舱体

电弧推进
电阻推进

磁等离子体推进

脉冲等离子推进

离子电推
霍尔电推

电加热器

制冷器

热控涂层
热管

隔热材料
导热填料
相变材料

红外地平仪

磁强计

星敏感器

陀螺仪

角加速度计

射频敏感器

执
行
机
构

SoC芯片

SIP模块微系统

推进机构

磁力矩器

飞轮

卫星发射

火箭制造

箭体制造

发动机制造

推进系统

发射服务

其他组件 火箭控制系统

发射及遥测系统 发射场建设制导和控制系统 安全自毁系统

遥测系统 逃逸系统

卫星载荷
天线分系统 转发器分系统 其它组件

透明
转发器

处理
转发器

分路器

低噪声放大器
微波接收机
功率放大器

输入/输出多工器
星上处理器

金属原材料

电子元器件

多波束天线

波束形成网络

处理器（DSP/FPGA）

多波束反射面天线

多波束相控阵天线
多波束透镜天线

非金属原材料

数据来源：赛迪顾问，2020.05

卫星互联网产业链主要包含了卫星制造、卫星发射、地面设备、卫星运营及服务四大环节。

其中卫星制造环节主要包括卫星平台、卫星载荷。卫星平台包含结构系统、供电系统、推进系统、遥感测

控系统、姿轨控制系统、热控系统以及数据管理系统等；卫星载荷环节包括天线分系统、转发器分系统以

及其它金属/非金属材料和电子元器件等。卫星发射环节包括火箭制造以及发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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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卫星互联网产业链全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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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设备主要包括固定地面站、移动式地面站（静中通、动中通等）以及用户终端。

固定地面站包括天线系统、发射系统、接收系统、信道终端系统、控制分系统、电源系统以及卫星测控站

和卫星运控中心等；移动站主要由集成式天线、调制解调器和其它设备构成；用户终端包含设备上游关键

零部件及下游终端设备。

卫星运营及服务主要包含卫星移动通信服务、宽带广播服务以及卫星固定服务等。

三、卫星互联网产业链分析

地面设备

卫星运营及服务

用户终端

卫星电视终端

固定地面站

物联网移动终端

卫星移动终端

卫星无线电设备

卫星导航系统硬件

天线系统 发射系统 接收系统 信道终端系统 控制分系统 电源系统

移动站

集成式天线

调制解调器

其它设备

终端设备零部件
基带芯片

射频芯片
功率放大器
调制解调器

卫星测控站

宽带广播服务

卫星电视服务

卫星宽带服务

卫星广播服务

卫星移动通信服务 卫星固定服务

移动数据

移动语音

转发器租赁

管理网络服务

卫星运控
中心

天线

馈源设备

伺服跟踪设备

变频器

大功率放大器

激励器

发射波合成器

自动功率控制电路

低噪声放大器
接收信号分路器

下变频器
中频放大器
滤波器

解调器

基带设备

射频设备

监视设备

控制设备

测试设备

数据来源：赛迪顾问，2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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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卫星互联网产业链全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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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术
关
注
度

技术成熟度

透明转发器

宽带
转发器 星敏感器

激光星间链路

电弧式
推进

氙粒子推进系统

多波束无源相控阵天线

多波束有源相控阵天线

行波管放大器

固态
放大器

天基物联网

镉镍蓄
电池组

氢镍蓄
电池组

锂离子蓄电池组

硅太阳能
电池

氪电推进系统

太赫兹频段

液体燃料火箭

固体燃料
火箭

SFB多波束天线

MFB多波束天线

VSAT

再生式OBP

微波星间链路 三结砷化
镓太阳能
电池

动中通

Q频段

V频段

Ka频段

C频段

Ku频段

SPARC
架构SOC芯片

数据来源：赛迪顾问，2020.05

当前卫星互联网主要集中在空间段及地面段的基础设施建设，上游卫星制造、卫星发射及地面设备

中的地面站建设成为关注的焦点。

卫星制造方面，随着卫星向着高通量方向发展，目前正在积极开拓Q、V频段，而太赫兹频段正处

于规划阶段；宽带转发器开始广泛应用，作为转发器重要部件的行波管放大器由于在高带宽、高频

段方面的优异性能已经成为主流产品；多点波束技术是提升卫星通信能力的重要手段，多波束相控

阵天线使用电子手段实现快速扫描，已经成为天线发展的重要方向。

星载计算机是卫星的运控中心，基于SPARC架构的SOC芯片已经广泛应用于宇航级芯片产品；而

各类高精度星敏感器产品也是卫星制造的关键环节，备受关注。

与此同时，随着卫星制造和发射向着低成本化方向发展，包括更高转换效率的三结砷化镓太阳能电

池、锂离子蓄电池、比冲高价格便宜的氪电推进系统、可重复使用的液体火箭未来发展前景广阔。

以激光星间链路为代表的星间链路技术的推广可以进一步降低对地面网路的依赖。随着组网形成，

动中通移动站、天基物联网也将迎来更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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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卫星互联网技术成熟度与关注度示意图

2、卫星互联网产业链重点环节发展趋势

三、卫星互联网产业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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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赛迪顾问，2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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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卫星互联网产业布局

三、卫星互联网产业链分析

区域 产业链环节 产业 代表城市

华北

卫星制造：★★★★★

★★★★★
北京市、天津市、
石家庄市

卫星发射：★★★★

地面设备：★★★★★

卫星运营及服务：★★★★★

华东

卫星制造：★★★★

★★★★

上海市、杭州市、
南京市、合肥市、
宁波市

卫星发射：★★

地面设备：★★★★★

卫星运营及服务：★★★

中南

卫星制造：★★★★

★★★★
深圳市、武汉市、
广州市、长沙市、
珠海市

卫星发射：★★★★★

地面设备：★★★★★

卫星运营及服务：★★★★

东北

卫星制造：★★★

★★ 哈尔滨市、长春市
卫星发射：★★

地面设备：★★

卫星运营及服务：★★

西南

卫星制造：★★

★★★
成都市、重庆市、
贵阳市

卫星发射：★★★★

地面设备：★★★★

卫星运营及服务：★★★

西北

卫星制造：★★★

★★★ 西安市、兰州市
卫星发射：★★★★

地面设备：★★★

卫星运营及服务：★★★

备注：★★★★★优 ★★★★较优 ★★★良 ★★中 ★较差

表 3 中国卫星互联网产业区域布局

卫星互联网产业区域分布：

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处于卫星互联网产业建设的前端；

西南、西北和东北地区卫星互联网产业链特色优势明显。

卫星互联网产业部分重点城市：

北京：龙头企业实力强劲，民营航天企业形成集聚，产业发展迅速起步；

深圳：多个低轨卫星互联网项目启动，卫星制造、地面设备领域处于领跑地位；

武汉：以虹云、行云项目为重点，致力于打造武汉国家航天产业基地；

上海：创新资源优势明显，“上海版”新基建行动方案引领信息通讯网络天地融合发展;

西安：卫星载荷生产和地面遥测的重要基地，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条较为完整；

成都：地面设备制造环节基础扎实，卫星运营服务环节具备一定发展潜力；

重庆：依托鸿雁星座计划，初步搭建了通航产业“制造+运营+服务”的全产业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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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互联网
战略意义及应用前景

第4章

目前，低轨道卫星空间轨位和频谱资源日

益紧张。各国纷纷部署星座计划，一场围

绕卫星发射“通行证”的太空资源争夺战

正在悄然展开。首次纳入“新基建”范畴

的卫星互联网建设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性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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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卫星互联网战略意义及应用前景

1、全球低轨卫星战略布局

地球近地轨道可容纳约6万颗卫星，而低轨卫星所主要

采用的Ku及Ka通信频段资源也逐渐趋于饱和状态。目

前，全球正处于人造卫星密集发射前夕。到2029年，地

球近地轨道将部署总计约57000颗低轨卫星，轨位可用

空间将所剩无几。空间轨道和频段作为能够满足通信卫

星正常运行的先决条件，已经成为各国卫星企业争相抢

占的重点资源。

近年来，中国低轨通信卫星发展布局呈现快速发展态势。

“十三五”期间，以航天科技、航天科工为首的央企卫星

集团分别提出了自己的卫星互联网计划，并发射了试验星。

2020年4月，卫星互联网首次纳入“新基建”范围，社会

资本助推中国航天进入商业时代，全面开启空天轨道资源

的战略布局。卫星互联网建设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性工程，

融入遥感工程、导航工程，成为我国天地一体化信息系统

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目前，中国星座计划中组网数量在

30颗以上的低轨卫星项目已达10个，项目规划总卫星发射

数量达到1900颗。

美国, 

50000

中国, 1900欧洲, 500

其他, 4600

美国 中国 欧洲 其他

单位：颗

美国

中国

欧洲

其他

87.7%

3.3%

0.9%

8.1%

数据来源：赛迪顾问，2020.05

图6 2029年全球近地轨道卫星布局及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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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天地一体化信息系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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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卫星互联网战略意义及应用前景

3、核心应用场景

传统地面通信骨干网在海洋、沙漠及山区偏远地区等苛刻环境下铺设难度大且运营成本高，通

过部署传统通信骨干网络在互联网渗透率低的区域进行延伸普及存在现实障碍。目前，地球上

超过70%的地理空间，涉及30亿人口未能实现互联网覆盖。建设卫星互联网是解决地球“无互

联网”人口数字鸿沟问题的重要手段，是实现网络信息地域连续覆盖普惠共享的有效补充。其

中，低轨卫星通信核心商业应用场景主要包括偏远地区通信、海洋作业及科考宽带、航空宽带

和灾难应急通信等。

数据来源：赛迪顾问，2020.05

应用市场主要包
括：卫星定位、
海事卫星电话。
通过船载卫星设
备终端，实现海
上船只与地面通
信网络的互联互
通，满足船载设
备、科考设备、
船员等数据交换、
网页浏览、即时
通信、邮件收发、
VoIP语音等通信
需求。

应用市场主要包
括：卫星电话、
互联网电视、卫
星宽带。在卫星
互联网建设成熟、
设备终端成熟轻
便的情况下，通
过小型化卫星中
继站，借力星座
系统低轨卫星在
用户收发终端与
地面卫星站之间
建立地空通信链
路。

应用市场主要包
括：机载WiFi。
Gogo、松下航
电等为大多数的
航空公司提供航
空互联网服务。
机载终端ViaSat
装机量从2017年
开始稳步大幅提
升。

应用市场主要包
括：应急呼叫、
数据保护与恢复、
异地灾备系统等。
当今信息时代下，
短暂的网络中断
可能酿成巨大的
经济损失和社会
损失。通过卫星
互联网提供的高
速备份链路，将
关键业务上星备
份，形成稳定的
网络环境。

偏远地区

海洋作业及科考

航空

灾备

图7 低轨卫星通信核心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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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互联网
发展趋势及建议

在全球高度关注卫星互联网布局的前提下，

卫星互联网产业向高频段化、网络安全化、

新型应用落地发展的趋势显著。同时，在

卫星互联网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可以从顶

层设计方面予以支持，企业可以从落实部

署和技术转化方面加快脚步，投资机构可

以重点关注全产业链核心环节。

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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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发展趋势及建议

1、未来发展趋势

（2）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网络安全保障

（1）高通量通信卫星向高频段发展

高通量卫星一般选用C、Ku和Ka频段。 C频段和

Ku频段带宽有限且发展较早，目前已接近饱和，

现今大多数高通量卫星均采用Ka频段作为发射首

选。日益紧张的频谱空间资源已经成为制约卫星

通信发展的重要因素，高通量卫星不断增长的带

宽需求将推动卫星通信向频率更高的Q/V频段进

行发展。

卫星网络与空间飞行器、地面站等有机融合，形成

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由于此网络存在跨陆、海、

空等多个层级的空间特殊性，导致其面临来自不同

层面的安全威胁。未来，中国卫星互联网应构建空

天地一体网络安全保障体系，有效应对身份认证、

安全路由、安全传输等多种威胁，形成覆盖卫星、

基站、系统、终端在内的一体化纵深防御体系。

（3）助力万物互联实现全覆盖新型应用

卫星互联网是对我国超过70%没有信息接入能力

区域的联网必要补充。全区域覆盖将助力我国实

现天空、水体、土壤等全生态环境保护；实现对

河水水位流量、农业病虫害、森林火灾、地震数

据等极端气象的灾害预警；实现电力物联网对偏

远无人地区的电力设施及线路的实时布控。

19

中国卫星互联网产业发展研究白皮书



五、发展趋势及建议

（1）对政府的建议

（2）对企业的建议

（3）对投资机构的建议

从战略部署出发，规划把控总体

在轨卫星数量。
01

02

03

从市场调控出发，尽快布局中低

轨道频段资源。

从政策鼓励出发，加大低轨卫星

发射扶持力度。

01

03

02

01

03

02

卫星制造环节，建议关注平台建设中锂

离子蓄电池、OBC、高精度星敏感器方

向，卫星载荷中多波束天线方向。

卫星发射环节，建议关注液体燃料火箭

方向。

地面设备环节，建议关注基带设备和射

频设备方向。

就已有星座计划而言，稳步

完成部署星座阶段目标。

就地面设备制造而言，加快

挖掘卫星发射的辅助服务。

就技术成果转化而言，助推

传统航天企业完善创新机制。

2、发展建议

04
卫星运营及服务环节，建议关注移动数

据、宽带服务和转发器租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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