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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卫星互联网是指基于卫星系统，在尽可能少依托地面基础设施的情况下，提供大容量、多业

务、按需互联、即时接入等功能的网络系统，是新一代的空间信息基础设施。当前，部分商

业互联网公司从应用角度，将卫星用于延伸互联网服务覆盖范围，提供互联网接入功能，以

此形成的网络也称为卫星互联网。

中国卫星互联网市场规模由2016年的225.4亿元增长至2020年的309.2亿元，卫星互联网将助力

提升宽带人口普及率，且当前中国在轨卫星数量位于世界前列，我国商业航天市场的逐步开

放，将带动通信小卫星研制、火箭发射、卫星通信系统终端设备与软件应用市场发展，中国

卫星互联网将迎来爆发式发展。据SIA数据，2021年中国卫星互联网行业市场规模达到292.48

亿元，预计2025年市场规模将达到446.92亿元  

2020年4月20日，国家发改委首次明确了新型基础设施的范围，卫星互联网被纳入通信网络基

础设施的范畴。卫星互联网是一个全球重资产配置的产业，国际上轨道和频段稀缺资源争夺

激烈。此次将卫星互联网纳入新基建的范畴中，凸显了我国补强天基信息化的战略目标，卫

星互联网建设有望提速。国务院2022年1月12日印发《&ldquo;十四五&rdquo;数字经济发展规

划》，提出建设高速泛在、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

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积极稳妥推进空间信息基础设施演进升级，加快布局卫星通信网

络等，推动卫星互联网建设。2023年2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电信设备进网许可制度

若干改革举措的通告》。通告对卫星互联网设备、功能虚拟化设备，按照《电信条例》《电

信设备进网管理办法》等规定，纳入现行进网许可管理。  

九天微星获得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简称&ldquo;中网投&rdquo;）亿级战略投资的交割2021

年2月已完成。这是中网投作为千亿级国家队基金首次布局民营航天领域，也是九天微星完成

的第七轮融资。2021年4月29日，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发射成功，标志着中国空间站在轨组

装建造全面展开。就在4月28日，中国卫星网络集团有限公司（简称&ldquo;星网公司&rdquo;

）在雄安新区揭牌。2022年1月，2021年8月成立的卫星激光通信设备研制商氦星光联

（HiStarlink）宣布完成数千万人民币的天使轮系列融资，两轮融资仅间隔一个多月。其中，

天使轮由真格基金领投，奇绩创坛共同投资；天使+轮由首业资本投资。天使轮系列募集的资

金将持续用于公司星间激光通信以及核心器件的研制，人才团队的壮大，以及商业合作关系

的拓展。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卫星互联网行业分析与产业竞争格局报告》共十一章。

首先介绍了卫星互联网及卫星通信的概念，接着分析了全球卫星互联网产业的发展状况，然

后对我国卫星互联网产业的发展现状、产业链、技术发展做了详细分析。随后，报告对低轨



卫星互联网做了详细分析、给出了卫星互联网主要应用场景的前景分析，最后重点对卫星互

联网建设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了分析、介绍了国内外重点卫星互联网企业布局状况，并科学

预测了卫星互联网产业未来发展的前景和趋势。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商务部、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中国卫

星导航定位协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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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或贵单位若想对卫星互联网产业有个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卫星互联网相关行业，

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报告目录：  

第一章　卫星互联网相关概念综述  

1.1　卫星互联网基本概念  

1.1.1　卫星互联网的定义  

1.1.2　卫星互联网的特点  

1.1.3　卫星轨道细分类型  

1.1.4　卫星互联网的优势  

1.1.5　卫星互联网应用方向  

1.2　卫星通信相关概念  

1.2.1　卫星通信的定义  

1.2.2　卫星通信发展背景  

1.2.3　卫星通信系统构成  

1.2.4　卫星通信的分类  

1.2.5　传统卫星通信的特点  

1.2.6　小卫星的独有特性  

   

第二章　2021-2023年全球卫星互联网产业发展经验借鉴  

2.1　2021-2023年全球卫星通信发展现状分析  

2.1.1　全球卫星产业发展规模  

2.1.2　全球卫星通信发展历程  

2.1.3　全球卫星通信发展特点  

2.1.4　全球卫星通信市场规模  

2.1.5　全球通信卫星发射数量  



2.1.6　卫星通信产业链竞争格局  

2.1.7　卫星通信标准研究现状  

2.2　2021-2023年全球卫星互联网发展进程分析  

2.2.1　全球卫星系统发展阶段  

2.2.2　全球卫星互联网发展历程  

2.2.3　全球卫星互联网营业收入  

2.2.4　全球卫星互联网发展特点  

2.2.5　国际卫星互联网发展现状  

2.2.6　全球卫星互联网星座系统  

2.2.7　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计划  

2.2.8　卫星互联网运营成本分析  

2.2.9　国外卫星互联网发展趋势  

2.2.10　全球卫星互联网应用方向  

2.3　各国卫星互联网产业发展状况  

2.3.1　美国卫星互联网部署现状  

2.3.2　俄罗斯卫星互联网发展状况  

2.3.3　欧盟卫星互联网发展现状  

2.3.4　欧洲卫星互联网发展模式  

2.3.5　加拿大卫星互联网发展模式  

2.3.6　日本卫星互联网发展状况  

   

第三章　2021-2023年中国卫星通信产业发展综合分析  

3.1　中国卫星通信产业发展环境分析  

3.1.1　航天产业基地建设状况  

3.1.2　航天基础设施建设能力  

3.1.3　航天领域重点技术突破  

3.1.4　商业航天产业政策汇总  

3.1.5　商业航天产业发展现状  

3.1.6　卫星产业发展重要意义  

3.1.7　中国卫星发射数量分析  

3.2　卫星通信产业链各环节剖析  

3.2.1　卫星及其应用产业链  



3.2.2　卫星通信产业链环节  

3.2.3　卫星制造环节分析  

3.2.4　发射服务环节分析  

3.2.5　地面设备制造环节  

3.2.6　运营与服务环节分析  

3.2.7　卫星通信产业链生态  

3.3　中国卫星通信产业发展潜力  

3.3.1　卫星通信产业政策  

3.3.2　中国通信卫星数量  

3.3.3　卫星通信市场规模  

3.3.4　卫星通信建设态势  

3.3.5　卫星通信进入壁垒  

3.3.6　卫星通信发展瓶颈  

3.3.7　卫星通信发展建议  

3.4　卫星通信关键技术  

3.4.1　卫星通信专利数量  

3.4.2　设计和制造技术  

3.4.3　发射与回收技术  

3.4.4　星座与编队技术  

3.4.5　宽带化与软件化技术  

3.4.6　平板天线技术  

   

第四章　2021-2023年中国卫星互联网产业深度分析  

4.1　中国卫星互联网发展驱动因素  

4.1.1　卫星互联网发展阶段  

4.1.2　互联网接入水平分析  

4.1.3　卫星互联网产业政策  

4.1.4　卫星互联网技术优势  

4.2　2021-2023年中国卫星互联网市场运行分析  

4.2.1　卫星互联网市场规模  

4.2.2　卫星互联网发展现状  

4.2.3　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  



4.2.4　卫星互联网关键技术  

4.2.5　卫星互联网发展格局  

4.2.6　卫星互联网运营模式  

4.2.7　卫星互联网企业概况  

4.2.8　卫星制造核心企业  

4.2.9　卫星通信核心企业  

4.2.10　卫星互联网企业动态  

4.3　卫星互联网产业链分析  

4.3.1　卫星互联网产业链  

4.3.2　产业链环节价值分布  

4.3.3　产业链环节关键技术  

4.3.4　卫星互联网成本分析  

4.3.5　卫星互联网地面设备  

4.3.6　卫星互联网接收终端  

4.4　卫星互联网区域分布格局  

4.4.1　卫星互联网企业分布现状  

4.4.2　卫星互联网创新资源分布  

4.4.3　卫星互联网重点城市布局  

4.4.4　卫星互联网城市发展方向  

4.5　中国卫星互联网星座代表工程  

4.5.1　&ldquo;鸿雁星座&rdquo;计划  

4.5.2　&ldquo;虹云工程&rdquo;卫星计划  

4.5.3　行云工程应用场景  

4.5.4　&ldquo;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rdquo;项目  

4.5.5　天启物联网星座  

4.6　中国卫星互联网发展问题及建议  

4.6.1　频谱轨道资源抢占问题分析  

4.6.2　发展卫星互联网面临的问题  

4.6.3　卫星互联网发展对监管的挑战  

4.6.4　新基建下卫星互联网高质量  

4.6.5　中国卫星互联网总体发展建议  

4.6.6　卫星互联网安全风险及应对措施  



   

第五章　2021-2023年中国低轨卫星互联网行业解析  

5.1　全球低轨卫星互联网发展态势  

5.1.1　低轨卫星星座特点分析  

5.1.2　全球低轨卫星战略布局  

5.1.3　低轨卫星互联网发展历程  

5.1.4　低轨卫星互联网驱动因素  

5.1.5　低轨卫星互联网发展特征  

5.1.6　低轨卫星互联网发展现状  

5.1.7　低轨卫星互联网企业布局  

5.1.8　低轨卫星互联网竞争态势  

5.1.9　低轨卫星互联网军事应用  

5.1.10　低轨互联网星座建设规划  

5.1.11　低轨卫星通信星座发展借鉴  

5.2　中国低轨卫星互联网发展状况  

5.2.1　低轨通信卫星系统优势  

5.2.2　低轨卫星互联网顶层设计  

5.2.3　低轨卫星互联网市场规模  

5.2.4　低轨卫星互联网参与主体  

5.2.5　低轨卫星互联网产业链  

5.2.6　低轨卫星互联网资源竞争  

5.3　中国低轨卫星互联网需求潜力及风险  

5.3.1　低轨卫星互联网需求特点  

5.3.2　低轨通信卫星系统关键技术  

5.3.3　低轨卫星互联网应用场景  

5.3.4　发展低轨卫星互联网风险  

   

第六章　卫星互联网产业应用场景分析  

6.1　不同卫星类型应用分析  

6.1.1　低轨通信卫星  

6.1.2　导航卫星  

6.1.3　遥感卫星  



6.2　卫星互联网主要应用场景分析  

6.2.1　卫星通信系统应用场景  

6.2.2　卫星互联网下游应用分析  

6.2.3　卫星互联网两大应用场景  

6.2.4　卫星互联网潜在应用场景  

6.2.5　卫星互联网适用偏远地区  

6.2.6　卫星互联网与产业互联网  

6.2.7　卫星互联网商业需求与应用  

6.2.8　卫星互联网终端设备应用  

6.3　卫星物联网应用发展态势分析  

6.3.1　卫星互联网与卫星物联网  

6.3.2　在物联网中的应用状况  

6.3.3　卫星物联网市场规模分析  

6.3.4　卫星物联网发展现状分析  

6.3.5　中国卫星物联网发展动态  

6.3.6　卫星物联网的机遇与挑战  

6.3.7　卫星物联网未来发展趋势  

6.3.8　卫星物联网应用前景分析  

6.4　卫星互联网在不同领域的应用分析  

6.4.1　航空领域  

6.4.2　民航领域  

6.4.3　铁路领域  

6.4.4　军事应用  

6.4.5　海洋领域  

   

第七章　中国卫星互联网建设必要性可行性分析  

7.1　卫星通信与其他通信方式对比分析  

7.1.1　卫星通信与地面通信对比  

7.1.2　卫星互联网与5G对比分析  

7.1.3　卫星互联网与5G成本比较  

7.1.4　卫星互联网与5G互补融合  

7.1.5　卫星互联网与6G的关系  



7.2　卫星互联网建设必要性分析  

7.2.1　全球性卫星通信网络建设  

7.2.2　主要国家竞相布局卫星互联网  

7.2.3　卫星轨道与频段稀缺资源竞争  

7.2.4　国产化自主可控战略性工程  

7.2.5　卫星互联网为重要发展战略  

7.2.6　建设低轨通信卫星系统必要性  

7.3　卫星互联网建设可行性分析  

7.3.1　中低轨卫星时延和速率提升  

7.3.2　卫星网络部署时间和成本优势  

7.3.3　软件定义赋予通信卫星灵活性  

7.4　卫星互联网发展战略意义  

7.4.1　为太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  

7.4.2　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焦点之一  

7.4.3　卫星互联网具有巨大军用潜力  

7.4.4　推动航天技术的变革与创新  

7.5　卫星互联网发展社会意义  

7.5.1　卫星通信弥合数字鸿沟  

7.5.2　卫星互联网普惠民生力可行  

7.5.3　卫星互联网弥合数字鸿沟  

   

第八章　2021-2023年国际卫星互联网典型企业分析  

8.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  

8.1.1　企业发展概况  

8.1.2　卫星发射数量  

8.1.3　公司&ldquo;星链&rdquo;计划  

8.1.4　Starlink前沿技术应用  

8.1.5　卫星互联网业务  

8.1.6　企业估值分析  

8.2　一网公司（OneWeb）  

8.2.1　企业发展概况  

8.2.2　卫星星座计划  



8.2.3　企业融资动态  

8.2.4　企业风险提示  

8.3　英国O3b Networks公司  

8.3.1　企业发展概况  

8.3.2　企业发展动态  

8.3.3　卫星星座发展  

8.3.4　现有星座简介  

8.3.5　卫星星座规划  

8.4　铱星通讯（Iridium Communications, Inc.）  

8.4.1　企业发展概况  

8.4.2　企业铱星系统  

8.4.3　2021年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8.4.4　2022年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8.4.5　2023年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8.5　加拿大电信卫星公司（Telesat）  

8.5.1　企业发展概况  

8.5.2　低轨卫星星座发展  

8.5.3　政府资金支持动态  

8.5.4　卫星互联网计划  

8.5.5　2021年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8.5.6　2022年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8.5.7　2023年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8.6　美国全球星（Globalstar）  

8.6.1　企业发展概况  

8.6.2　全球星系统介绍  

8.6.3　企业卫星星座  

8.6.4　2022年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8.6.5　2023年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第九章　2020-2023年中国卫星互联网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9.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9.1.1　企业发展概况  



9.1.2　火箭发射动态  

9.1.3　卫星发射动态  

9.1.4　卫星互联网应用  

9.1.5　企业发展目标  

9.2　中国东方红卫星股份有限公司  

9.2.1　企业发展概况  

9.2.2　卫星互联网业务  

9.2.3　经营效益分析  

9.2.4　业务经营分析  

9.2.5　财务状况分析  

9.2.6　核心竞争力分析  

9.2.7　公司发展战略  

9.2.8　未来前景展望  

9.3　中国卫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3.1　企业发展概况  

9.3.2　卫星互联网产品  

9.3.3　经营效益分析  

9.3.4　业务经营分析  

9.3.5　财务状况分析  

9.3.6　核心竞争力分析  

9.3.7　公司发展战略  

9.3.8　未来前景展望  

9.4　北京华力创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4.1　企业发展概况  

9.4.2　经营效益分析  

9.4.3　业务经营分析  

9.4.4　财务状况分析  

9.4.5　核心竞争力分析  

9.4.6　公司发展战略  

9.4.7　未来前景展望  

9.5　九天微星  

9.5.1　企业发展概况  



9.5.2　卫星互联网业务  

9.5.3　企业融资动态  

9.5.4　企业技术优势  

9.6　银河航天  

9.6.1　企业发展概况  

9.6.2　&ldquo;银河Galaxy&rdquo;5G星座  

9.6.3　企业融资动态分析  

9.6.4　公司创始人介绍  

9.6.5　企业卫星研发动态  

9.6.6　企业未来发展规划  

   

第十章　中国卫星互联网产业投资分析  

10.1　A股及新三板上市公司在卫星产业投资动态分析  

10.1.1　投资项目综述  

10.1.2　投资区域分布  

10.1.3　投资模式分析  

10.1.4　典型投资案例  

10.2　商业航天领域投融资状况  

10.2.1　全球商业航天投资规模  

10.2.2　全球商业航天投资领域  

10.2.3　中国商业航天融资规模  

10.2.4　商业航天领域融资动态  

10.3　中国卫星互联网投资动态分析  

10.3.1　卫星通信领域投资规模  

10.3.2　卫星互联网投融资轮次  

10.3.3　卫星互联网投融资数量  

10.3.4　卫星互联网企业融资动态  

10.4　中国卫星互联网产业投资策略及风险分析  

10.4.1　卫星产业链企业布局  

10.4.2　卫星通信产业链投资  

10.4.3　低轨卫星互联网融资  

10.4.4　卫星互联网投资策略  



10.4.5　卫星互联网投资前景  

10.4.6　产业链投资价值分析  

10.4.7　产业链总体投资策略  

10.4.8　卫星互联网资金壁垒  

10.4.9　卫星互联网投资风险  

   

第十一章　中国卫星互联网产业发展趋势及前景预测分析  

11.1　中国卫星通信发展前景分析  

11.1.1　卫星通信行业发展趋势  

11.1.2　卫星通信行业发展前景  

11.1.3　卫星通信星座应用展望  

11.1.4　高通量卫星应用前景  

11.1.5　卫星通信产业发展展望  

11.2　中国卫星互联网产业发展趋势及前景分析  

11.2.1　卫星互联网发展方向  

11.2.2　卫星互联网发展机遇  

11.2.3　卫星互联网发展趋势  

11.2.4　卫星互联网需求预测  

11.2.5　卫星互联网应用前景  

11.2.6　卫星互联网商业机会  

11.3　中国低轨卫星互联网发展展望  

11.3.1　低轨卫星互联网发展动力  

11.3.2　低轨卫星互联网发展机遇  

11.3.3　与5G融合发展成未来趋势  

11.4　2024-2030年中国卫星互联网产业预测分析  

11.4.1　2024-2030年中国卫星互联网产业影响因素分析  

11.4.2　2024-2030年中国卫星互联网市场规模预测  

11.4.3　2024-2030年中国卫星通信市场规模预测  

   

图表目录  

图表1　卫星互联网的特点  

图表2　卫星轨道细分分类  



图表3　卫星通信频段一般划分及范围  

图表4　商业航天与传统航天的区别  

图表5　低轨移动通信星座与静止通信卫星区别  

图表6　地面移动通信与卫星通信优劣势对比  

图表7　卫星通信系统的系统组成  

图表8　典型卫星通信系统构成  

图表9　卫星通信系统原理  

图表10　卫星通信星形组网方式  

图表11　卫星通信网状组网方式  

图表12　ITU-R的微小卫星分类标准  

图表13　其他通信卫星分类方式  

图表14　小卫星相对于传统大卫星的优缺点  

图表15　2020年全球航天产业、卫星产业收入概况  

图表16　2016-2020年全球在轨务运行的卫星数量及不同类型卫星所占市场份额  

图表17　2020年全球发射卫星类型数量占比  

图表18　2016-2020年全球通信卫星服务业收入情况  

图表19　2009-2020年全球通信卫星入轨数量  

图表20　截至2021年全球在轨卫星轨道分布  

图表21　截至2021年全球LEO在轨卫星用途分类  

图表22　2001-2020年全球通信卫星发射统计  

图表23　世界卫星通信产业链呈金字塔竞争格局  

图表24　全球卫星星座部署状况  

图表25　Starlink卫星发射进程跟踪  

图表26　国外各卫星星座拥有卫星数量及在轨数  

图表27　各国主要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计划  

图表28　StarLink卫星星座计划轨道情况  

图表29　铱星、全球星和Starlink主要参数对比  

图表30　2002-2020年全球卫星产业及卫星运营服务业收入规模

  详细请访问：http://www.cction.com/report/202310/414124.html

http://www.cction.com/report/202310/41412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