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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卫星和你的距离有多远？
其实它就在你触手可及的地

方：打车时司机会根据卫星导航定
位来接你，拿起手机打电话时通信
卫星及时为你提供无线通信服务，
在南北极可以享受到卫星接入的
互联网宽带服务，出门时可以更准
确预测未来几天的天气……

庞大的天基组网，可以面向政
府和公众提供应急救灾保障、信息
普惠服务、移动通信服务、航空网
络服务、海洋信息服务、天基中继
服务等六项典型场景应用，并构建
出包括卫星通信、卫星遥感、卫星
导航在内的空天信息产业。

近年来，空天信息产业开始
突破商业价值的临界点，并广泛
应用于应急管理、经济建设、环境
治理、大众民生等诸多领域，越来
越显示出其广阔的市场空间。

万亿级市场破茧
想要了解一家企业的经营业

绩，卫星可以在线“拍照”了解其货
物进出数据；想要掌握国际大宗商
品市场价格走势，卫星可以定位货
轮在港情况，助力精准预测期货市
场；在雪山、丛林、荒漠、海洋等“找
不着北”的野外，天基网络可以帮
助找到方向连上网；如果要防止私
搭乱建、乱排乱放、环境污染，天上
有个“星星”帮助监管……

随着大规模星座天基组网计
划陆续实施，一个全新的产业增
长极——空天信息产业，或将为
世界经济注入新的动力。

据欧洲一家咨询公司预测，
国际上卫星正进入密集发射期，
未来十年发射数量将为前十年的
4倍，市场规模接近3000亿美元。
随着低轨卫星星座项目建设的加
速，将带来千亿级组网市场和万

亿级应用市场。在美国，按照太
空探索技术公司计划，“星链”到
2025年的用户将超过4000万，当
年收入将达到300亿美元。

在中国，卫星导航产业迎来蓬
勃发展势头。中国卫星导航定位
协会发布的《2022中国卫星导航
与位置服务产业发展白皮书》显
示，2021年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
服务产业总体产值达4690亿元人
民币，较2020年增长16.29%，并继
续保持稳定高速增长态势，产业生
态范围进一步扩大。

根据《国家卫星导航产业中
长期发展规划》，北斗导航市场规
模将占到卫星导航产业市场规模
的60%，预计2027年中国卫星导
航与位置服务产业市场规模将达
1.7万亿元左右。

与此同时，空天技术正加速
服务于百姓生活。

专家表示，除了面向政府及
事业单位的服务外，空天技术在
建设智慧城市、赋能行业发展、服
务大众等新兴应用方向初见端

倪，未来将有数万亿级市场空
间。有研究机构分析认为，2019
年国内空天信息产业规模已超
4200亿元，2017年至2019年间复
合增长率约15.5%，预计 2025年
后将达万亿元产业规模。

走下高台 走向市场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空天信

息创新研究院院长吴一戎认为，
空天信息产业将带来外溢效
应。通过大规模的星座建设，卫
星带宽资源充足，卫星制造成本
不断下降，加之人工智能对图像
及信号处理能力的提升，势必将
解锁或升级一批新的应用场
景。“比如可以满足包括无人驾
驶、高精度时空基准物联网等新
的市场应用需求，催生全新的互
联网产业生态和精彩纷呈的应
用场景。”

中国卫星应用大会主席吴劲
风表示，空天信息产业正在让航
天产业走下高台，逐步实现工业

化，服务更多人群。
相较于以往传统航天“高、

大、贵、少”的特点，现在的商业航
天呈现“好、小、廉、多”的特点。

“这使得空天信息产业不再是高
高在上的高冷产业。”银河航天战
略合作总经理初肖洁说，越来越
多社会资本也正积极参与进来，
为产业带来新的发展活力。

早在 2014 年国务院印发的
《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
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就
提出“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国家民
用空间基础设施建设”，建议加
快推动产业外溢到民营企业。
2020年 4月，卫星互联网被纳入
新基建范畴后，北京、上海、深
圳、合肥、杭州等多地发力空天
信息产业逐梦星辰大海，并相继
出台产业政策，扶持空天信息产
业落地生根。

腾讯早在2019年就联合世界
科技巨头和航天科工海鹰集团，
推出“超级地球”项目，计划在未
来数年内组建一个包括300颗卫

星在内的对地观测网，并通过全
球首创的“专属卫星”服务，为政
府机构、科研院所、科技企业提供

“开箱即用”的遥感服务体验。其
服务模式允许用户获得特定地理
区域上空多颗卫星的使用权，并
使一部分难以自购或自产卫星的
政企用户能以较低成本拥有“专
属卫星”服务。这种模式是在整
合国内空天互联网组网相关资
源，加快应用侧拓展。

考验“有为政府+有
效市场”

专家认为，空天信息产业在
推动新兴产业布局、弥合数字鸿
沟、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提升居民
生活质量方面将发挥出特殊的作
用。“中国正处于消费升级阶段，
信息服务领域大有可为，但如何
把卫星能力真正叠加到C端，还
需要产业生态的协同。”中科星图
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
中科星图数字地球合肥有限公司
董事长邵宗有说。

中电博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产业部主任黄钊认为，当前需要
加快建设以政府为指引、高校为
支撑、产业为主体、研发为基础、
市场为导向的“政学产研用”空天
信息产业融合体系，探索成立空
天信息产业联盟，从卫星设计、数
据应用、终端运营、配套等不同环
节，形成资源共享、信息互通、优
势互补、关联合作、技术支持的产
业合作关系，打造产业集群。

专家认为，空天信息产业边
界广阔、市场巨大，应最大化发挥
星座利用效率，加强国际合作，在
通信频段资源、低轨星座开发、信
关站建设等领域展开广泛的国际
合作，打破空间轨道和频段限制，
让空天信息产业真正造福全
人类。

早高峰时段，常熟的路哪里
开始堵了？盛夏七月，常熟水稻
长势如何？一张精确到亚米级
的高清卫星影像图，就能精准给
出答案。2021年10月27日，“航
天星云·常熟一号”卫星在酒泉
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它的
升空意味着常熟在太空里有了

“天眼”，常熟城市大脑也会变得
更“智慧”。

长三角地区经济日益活跃，
地表资源变化加快，城市精细化
管理和治理需求迫切。而太空中
的卫星像一双眼睛，通过光学、雷
达等技术，实时监测地面情况，可
动态掌控地表资源，辅助决策和
设计，及时发现地表异常现象，进
而提高巡查监管效率。简言之，
它是政府现代化管理的有力支
撑。虽然卫星收集数据已不是难
题，但让数据“活”起来、“用”起
来、“跑”起来却没那么简单。

通常来说，中国自主可控的
卫星大多采取“定制化服务”模
式，各地政府和科研机构根据需
要购买卫星数据。不过此类卫星
对特定地区拍摄计划不稳定且手
续繁琐，而国外同类型商业卫星
编程费用高昂。因此，想要长期
稳定监测某地区，城市拥有一颗
自己的卫星，成为了解题之钥。

2020年6月，中国航天科工集
团第三研究院航天海鹰卫星运营
事业部与常熟市城市经济发展有
限公司联合成立了“常熟市航天
海鹰卫星应用协同创新中心”。

“航天星云·常熟一号”就是该中
心与长光卫星技术有限公司深度
合作的结果。该卫星可获取全色
分辨率优于0.75米、多光谱分辨
率优于3米、幅宽大于40公里的
高清遥感影像。可支撑常熟及长
三角区域自然资源调查、生态环
境监测、城市综合治理以及防灾
减灾等领域的卫星应用。

从卫星数据到市场应用，中

间“翻译器”——卫星地面接收站
十分重要。经过一年多的运营，
该中心完成了常熟卫星地面站建
设，打通了卫星和地面链路，构建
起“卫星+地面接收站+应用中心”
的全流程产业链闭环模式。不久
前，“航天星云·常熟一号”卫星从
太空发回了首张常熟城市高清
照，而这张照片的信息接收，是由
常熟自己的卫星地面接收站实施
完成的。

经过几年的实践，“航天星

云”科技创新中心被誉为“开箱即
用”的城市卫星落地方案。

航天海鹰相关负责人分析
说，历经十余载，我国智慧城市先
后完成了起步、实施落地、快速发
展阶段，多数城市已具备数据化
服务能力，先行城市基本完成了
城市的智慧化发展，目前正处于
新型数字化转型阶段。航天海鹰
致力于以遥感大数据支撑为核
心，形成集科研技术及航天科普
展览展示于一体的航天星云科技

创新中心。
当下，航天海鹰围绕卫星互

联网新基建、数字中国、数字经济
建设，针对各地域特点的需求与
行业需求，以需求牵引、因地制宜
推出“十城十星”城市卫星计划，
以科创中心为载体，建立城市级
卫星综合应用服务体系，共享卫
星基础设施，实现卫星资源的共
建、共享、共用，助力数字政府和
智慧城市建设发展，为城市数字
经济发展贡献航天力量。

空天信息产业加速崛起 未来需加大政府引导与产业协同

【纵深】

“开箱即用”的城市卫星落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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