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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涉足临近空间，并且将临近空间视为国家安全新

的&ldquo;高边疆&rdquo;。而围绕临近空间作战平台的部署、进攻与防御，是21世纪世界军事

强国竞争的重要领域。

对于军事应用来说，临近空间上接航天，下连航空，能够极大地拓展空天战场的范围与纵深

，从而形成无缝的空天一体作战能力，因此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临近空间飞行器可以在早期

预警、侦察监视、通信保障、电子对抗、导航定位等方面实现空天地信息的有效中继和衔接

，而且由于临近空间飞行器易于实现长时间高超音速飞行，这就使其越来越成为远程快速打

击武器的新宠。  

不仅如此，临近空间飞行器在生存性方面远超航空范围的飞行器，这主要是因为临近空间飞

行器可以做到比航空范围的飞行器飞得更高、更快，同时又有较大的机动性，使得现有的防

空和反导武器系统很难对其有效拦截。而与运行在太空范围内的航天器相比，临近空间飞行

器则有不易受干扰、成本较低、部署周期短、损失后易于补充等优势。正因为临近空间飞行

器拥有如此之多独特的优势，自然越来越受到各国军界的青睐。  

平流层飞艇和高空气球等平台滞空时间久，可持续稳定地工作在20km以上的高空。其搭载的

光学/红外设备受到的大气环境影响小，能够稳定、高效地开展天文观测、空间感知、侦察监

视等活动。目前，平流层飞艇和高空气球及其载荷方面的应用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外研究热点

。  

随着新能源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亚洲与欧美在临近空间长航时无人机领域的研究差距正在逐

步减小。中国的彩虹-4T无人机，最大飞行高度20km，试验总飞行16h，是我国第一型临近空

间无人机。2020年，韩国航空航天研究所设计开发的EAV-3太阳能无人机完成飞行测试，无

人机最大飞行高度达到22km。  

临近空间飞行器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在民用和军事领域都有着广泛的应用需求和场景

。民用的应用需求主要有科学探测与实验、通信、城市综合服务、对地观测等；军用需求包

括快速突防、预警监测、侦察监视、电子干扰和通信导航等。可见临近空间飞行器应用前景

可期。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临近空间飞行器市场深度分析与前景趋势报告》共十一

章。首先介绍了临近空间、临近空间飞行器的定义和临近空间环境；然后报告深入分析了中

国临近空间飞行器的发展环境及行业发展现状，并详细阐述了平流层飞艇和高空长航时无人

机等细分市场的发展；随后，报告对临近空间飞行器的能源支撑技术以及相关的临近空间通

信行业、导航行业、遥感行业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并剖析了临近空间飞行器国内外重点企业



运营和研发情况；最后，报告对临近空间飞行器行业的发展前景进行了科学的展望。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商务部、科技部、中企顾问网、中企顾问网市场调

查中心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详实、丰富，同时通过专业的分析预测模型

，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或贵单位若想对临近空间飞行器产业有个系统深

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临近空间飞行器相关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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