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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卫星通信行业发展趋势分析与未来前景预测报告（2025-2032）》
涵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更
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业
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
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
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官网地址：http://www.chinabaogao.com/baogao/202505/7522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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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前言：
卫星通信萌芽于1945年，经过几十年的持续探索与突破，卫星通信市场逐渐发展壮大，成
为现代通信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带来卫星通信爆发式需求，以及卫
星通信在国防现代化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政府不断加大对卫星通信行业的政策支持力度，国
内卫星通信取得显著进展。

卫星通信三类系统中，低轨卫星低延时、低成本、灵活组网等特点突出，正在成为卫星通信
建设的焦点，由于卫星频轨资源具有排他性和时效性，全球低轨卫星通信竞争日益激烈。
一、持续探索与突破，卫星通信成现代通信技术重要组成部分
卫星通信是地球上（包括地面和低层大气中）的无线电通信站间利用卫星作为中继而进行的
通信。卫星通信主要由空间段、地面段、用户段构成，在典型的卫星互联网系统中，信号传
输路径通常为:用户基带信号通过发射端处理为射频信号发送至卫星，卫星完成变频、放大
等处理后转发至接收地面站，再还原为基带信号供用户使用。
卫星通信萌芽于1945年，经过几十年的持续探索与突破，卫星通信市场逐渐发展壮大，成
为现代通信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数据，2023年全球发射的2932个航天器中，通信卫
星2262颗，占比达77%。2023年全球卫星通信市场规模超2000亿美元，预计2024年全球卫
星通信市场规模达2300亿美元左右。
卫星通信行业发展历程 时间 事件 1945年 英国物理学家A.C.克拉克在《无线电世界》杂志
上发表“地球外的中继”一文，提出利用地球同步轨道上的人造地球卫星作为中继站进行地球
上通信的设想，为卫星通信发展奠定理论基础。 1957年10月4日 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
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开启了人类探索太空的新纪元，也为卫星通信的实现提供
了可能。1960年8月美国把覆有铝膜的直径30m的气球卫星“回声1号”发射到约1600km高度
的圆轨道上进行通信试验，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不使用放大器的无源中继试验。
1962年12月13日 美国发射了低轨道卫星“中继1号”，1963年11月23日该星首次实现了横跨
太平洋的日美间的电视转播，让人们看到了卫星通信在远距离实时传输方面的巨大潜力。
1963年7月 美国宇航局发射了“同步2号”卫星，这是世界上第一颗同步通信卫星，虽与赤道
平面有30°的倾角，尚未完全静止，但已在大西洋上首次用于通信业务。 1964年8月 美国宇
航局发射的“同步3号”卫星，定点于太平洋赤道上空国际日期变更线附近，成为世界上第一
颗静止卫星，1964年10月，通过该星转播了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实况，此时卫星通信尚
处于试验阶段。 1965年4月6日 美国宇航局发射了最初的半试验、半实用的静止卫星“晨鸟”
，用于欧美间的商用卫星通信，标志着卫星通信进入实用阶段。 20世纪80年代后 国际商业
卫星发展进入新的高潮，摩托罗拉公司提出铱星计划，旨在通过77颗卫星组成的近地星群建
设覆盖全球的卫星电话网络，虽最终因技术条件和商业模式等问题破产失败，但这一时期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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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通信在通信报文转发、电视信号转播等方面已成为主流趋势。 21世纪 商业卫星开发定位
转变，明确为地面通信系统补充，如2007年创立的O3bNetworks公司，通过与电信运营商
合作，为岛屿或船舶提供宽带卫星通信服务获得成功。期间，卫星通信功能定位向卫星互联
网转变，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推动卫星逐步服务于互联网广域覆盖与接入。 2015年 埃隆·马
斯克基于SpaceX提出星链项目，计划发射4425颗低轨卫星（后增加到4.2万颗），为全球客
户提供高速宽带互联网服务，推动卫星通信进入低轨宽带卫星互联网时代，同时高通量通信
卫星崛起，采用更高通信频段、更先进技术，实现更强大通信带宽能力，为卫星通信发展注
入新活力。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二、政府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我国卫星通信行业取得显著进展
我国卫星通信行业起步较晚，但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带来卫星通信爆发式需求，以及卫星
通信在国防现代化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政府不断加大对卫星通信行业的政策支持力度，在此
背景下，国内卫星通信取得显著进展。2015-2024年，我国卫星通信市场规模由460亿元增
长至896亿元，CAGR为7.7%。
我国卫星通信行业相关政策 时间 政策 发布部门 主要内容 2025.03
《卫星网络国内协调管理办法(暂行) 》 工业和信息化部 首次系统性规范卫星网络国内协调
机制，明确干扰处置、流程优化等核心细则，降低低轨星座组网协调成本 2025.02
《关于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促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通知》
国家发改委、能源局
提出风电全面参与电力市场交易，明确卫星互联网与地面能源设施协同发展机制 2024.10
《终端设备直连卫星服务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规范手机直连卫星服务全流程管理，明确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要求，支持商业化应用试点
2024.09 《自然资源要素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指导目录》 自然资源部
将卫星互联网纳入重点支持领域，明确卫星频率轨道资源统筹分配规 2024.03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 国务院
首次提出“数字基础设施大动脉”建设目标，要求加快卫星互联网技术验证和星座组网
2024.01 《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 工信部等七部门 要求前瞻布局6G、卫
星互联网、手机直连卫星等关键技术，推进高通量卫星与低轨星座协同发展 2023.10
《关于创新信息通信行业管理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 工信部
提出分阶段推进卫星互联网业务准入制度改革，允许民营企业参与移动通信转售等业务
2023.04 《计量发展规划(2021-2035年) 》 国务院 开展海上卫星导航设备、海洋装备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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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技术研究提升海洋装备数字化测量能力，健全海洋立体观测、生态预警、深海气候变化
、生物多样性监测等领域计量保障体系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三、低轨卫星成卫星通信建设焦点，资源排他性及时效性使得全球低轨卫星通信竞争日益激
烈
按照轨道划分，通信卫星可分为低轨卫星（LEO）、中轨卫星（MEO）、高轨卫星（GEO
），三者在覆盖范围、通信延迟、带宽能力和系统部署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适用于不同的
通信场景。
高轨卫星具备技术成熟、寿命长等优势，但也存在时延高、损耗大，轨道资源极其稀缺的特
点。而相比之下，低轨卫星低延时、低成本、灵活组网等特点突出，正在成为卫星通信建设
的焦点。
卫星通信系统分类 类别 简介 低轨卫星（LEO） 覆盖广、延迟高，适合固定场景的“传统主
力”。地球同步轨道卫星(GEO)运行高度约为35786公里，与地球自转周期相同，因而在地面
观察下始终“静止”于某一区域上空。GEO 卫星具有单颗覆盖范围广(可覆盖地球表面40%以
上)、建设与运营技术成熟、卫星寿命长等优势，适用于电视广播、大范围互联网接入、气
象监测等场景。只需部署三颗GEO卫星，即可实现对全球的基本通信覆盖。但其主要缺点
也较为突出:由于轨道高度极高，通信时延通常在500ms左右，难以满足实时性要求较高的
应用需求，如远程医疗、在线游戏等;同时，发射成本高、频谱资源紧张以及信号穿透大气
层后的衰减也制约其扩展性。因此，尽管GEO系统是传统卫星通信的“主力形态”，但在当前
高带宽、低延迟需求增长的趋势下，其相对劣势逐渐显现。 中轨卫星（MEO） 延迟与带宽
的“折中方案”，兼具通信与导航功能。中地球轨道卫星(MEO)运行高度介于2000公里至3578
6公里之间，综合了LEO与GEO的部分优点。相较GEO系统，MEO 卫星具有更低的通信延
迟(通常在100~150ms左右)和较高的信号带宽;相比LEO系统，其星座规模较小，单星覆盖
范围更大，从而降低了系统部署和运营复杂度。MEO卫星广泛用于全球导航与定位系统，
如美国的GPS、欧洲的伽利略(Galileo)等，其在军事通信、广播电视和远洋通信等领域也具
有广泛应用。其“延迟-覆盖”的折中特性，使得MEO系统特别适合对时延敏感性适中、但覆
盖面与可靠性要求较高的场景。 高轨卫星（GEO） LEO:低延迟、高带宽，推动“空天地一
体”网络的关键。低地球轨道卫星(LEO)运行高度通常在数百至两千公里之间，代表性项目包
括SpaceX的Starlink、OneWeb、Amazon Kuiper 及中国星网等。LEO系统最大的优势在于
通信延迟极低(约20ms~50ms)，几乎可媲美光纤网络，非常适合实时性要求高的应用，如视
频会议、远程办公、无人驾驶等。同时，LEO卫星可采用高频段通信，具备更高的可用带宽
，有利于承载海量数据与高清视频流量。由于轨道较低，单颗LEO卫星的覆盖范围相对较小
，因此需通过构建上千颗卫星组成的星座网络来实现全球覆盖。多星组网不仅提升了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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冗余性和抗干扰能力，也支持“星间链路”进行高速中继转发，构建空间互联网骨干网络。此
外，LEO卫星更易于更新迭代，且运行轨道低，有利于空间碎片的自然衰减，具备良好的可
持续性。随着技术进步与商业模式成熟，LEO卫星系统正在成为推动“空天地一体化”通信网
络发展的关键抓手，有望成为下一代通信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由于卫星频轨资源具有排他性和时效性，全球低轨卫星通信竞争日益激烈。
根据国际电信联盟(ITU)相关规定，卫星频轨资源具有排他性，其中地球同步轨道(GEO)资
源需由各国协调分配，而低轨(LEO)与中轨(MEO)卫星资源则遵循“先申请、先占用”的时序
优先原则，即先报备、先部署着拥有相应频谱与轨道的使用权。据测算，地球近地轨道的可
容纳卫星数量上限约为6万颗，而当前全球各国及企业提交的低轨卫星申报数量已远超该上
限，资源争夺的紧迫性愈发凸显。
此外，时效性是确保轨道使用权的重要门槛。ITU明确规定，卫星运营商需在监管时限内完
成星座部署节奏:自首颗卫星投入使用起的两年内完成至少10%的部署、五年内达成50%、
七年内实现100%。这一部署节奏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占而不用”的资源浪费，也进一步压
缩了各国及企业的实际部署窗口期。
为“抢频抢轨”，全球主要科技强国纷纷加快推进本国低轨卫星星座的部署进程。据不完全统
计，目前海外已正式公布的低轨卫星星座规划项目共计14项，其中美国独占9项，其余由俄
罗斯、加拿大、印度、韩国及荷兰等国家分别承担1项。
中国在低轨卫星通信领域的推进同样进入快车道。截至目前，中国境内登记在册的卫星星座
项目已达100个，规划发射卫星总量超过6万颗，显示出强烈的战略意图与产业发展潜力。
其中，GW星座是中国构建自主可控星链体系的核心工程，由中国星网统筹实施，计划总计
发射约13,000颗卫星,目标在未来5年内完成首批约10%的卫星部署,并在2035年前实现全部
卫星入轨，支撑星地融合通信网络的建设;鸿鹄-3星座由民营火箭企业蓝箭航天提出，定位
于构建全球宽带卫星互联网系统，计划总发射卫星数量为12,000颗，目前已完成包括“鸿鹄
号”“鸿鹄2号”等多颗实验星发射，进入系统验证阶段;千帆星座由垣信卫星主导，整体规划部
署1000颗卫星。
随着各大星座计划的稳步推进，我国低轨卫星通信体系正逐步成型，有望与国际头部星座实
现差异化并行发展，构建独立、安全、广覆盖的新型空间信息基础设施。
中国主要卫星布局 名称 类型 运营公司 规划总数(颗) 在轨数量(颗) 千帆星座 通信 垣信卫星
15000 90 GW星座 通信 中国星网 12992 28 HONGHU-3 通信 鸿擎科技 10000 0
低轨卫星星座计划 通信、导航、遥感 洲际航天 6000 0 吉利未来出行星座
通信、导航、遥感 时空道宇 5676 30 三体计算星座 遥感 国星宇航 2800 0 秦岭小卫星星座
遥感 西安航投 2000 8 太湖星座 遥感 太湖星云 600 0 楚大星座 通信、遥感
航天科工二院空间工程总体部 516 0 灵鹊星座 遥感 零重力实验室 378 1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z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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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述信息仅作参考，图表均为样式展示，具体数据、坐标轴与数据标签详见报告正文。
个别图表由于行业特性可能会有出入，具体内容请联系客服确认，以报告正文为准。
更多图表和内容详见报告正文。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卫星通信行业发展趋势分析与未来前景预测报告（2025-2032）》
涵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更
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业
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
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结合了行业所处
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行业报告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
，规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
本报告是全面了解行业以及对本行业进行投资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观研天下是国内知名的
行业信息咨询机构，拥有资深的专家团队，多年来已经为上万家企业单位、咨询机构、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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