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Table_MainInfo]  [Table_Title] 2023.09.05 

卫星互联网：突破边界的数字革命 

——科创强国主题系列五 

本报告导读：华为智能手机卫星通话开启互联新时代，卫星互联网不仅能加码算力

新基建的发展，还将促进数字化转型和创新，因此关注卫星制造配套产业链投资机会。 

 
摘要： 

[Table_Summary]  核心观点：国内卫星互联网企业具备一定技术积累和先发优势，低轨

化、小型化降本增效，提升规模化部署能力，算力“新基建”战略赋

能经济数字化转型和创新。市场普遍认为我国低空轨道卫星发射能力、

发射成本、回收利用等相对仍有一定距离，现代航天航空供应链支持

和技术体系亟待转型和升级，以及卫星低轨道和频谱资源占领相对滞

后。我们认为国内曾参与过北斗卫星项目的企业具备一定技术积累和

先发优势。同时小型化、轻型化、低轨化有望降低卫星研制和发射成

本，实现快速部署。另外，卫星互联网已上升为算力“新基建”战略

工程，未来在政策法规的扶持下或将加速赋能经济数字化转型和创新。 

 卫星通话开启卫星互联新时代，空天地一体化或将拓宽应用场景。

2023 年 8 月 27 日，华为推出了全球首款支持卫星通话的大众智能手

机，这意味着用户的通信方式将不再受地理条件束缚。我们认为在下

一阶段卫星通信的功能定位或将更加多元化，不仅仅局限于语音通话、

数据传输等，而是面向一个更加庞大的市场。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卫

星互联网在车联网、物联网、海洋测绘、卫星导航等领域均具备较强

的商业价值。目前，卫星互联网与智能终端融合已成为重要趋势，未

来人形机器人、自动驾驶以及虚拟现实等领域或将为其拓宽应用场景。 

 制造技术逐步成熟，终端需求持续增加，叠加政策扶持力度走强，产

业发展或将迎来黄金期。随着商业落地不断加速，市场潜力也在不断

爆发。在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下，我国发射星网卫星有望进入快车道，

在构建空天地三位一体的数字网络进程中更进一步。首先，卫星互联

网有望赋能垂直领域，广泛应用于电力、石油、运输业等领域，极大

地延伸了物联网边界，推动了物联网产业的迅速发展。其次，卫星网

络的时延精度落地在厘米级，可以为车辆的智能联网、云端协同等提

供稳定通信保障，有效赋能智能交通网络。最后，卫星互联网为远程

办公、远程教育等数字化项目提供重要的支持，同时还提供更加广泛

的应用场景，进而推动数字化技术的创新和应用。 

 关注卫星制造配套产业链投资机会。产业层面，火箭发射领域的准入

门槛相对较高，技术积累周期长，因此竞争格局会比较集中；卫星制

造领域存在众多企业，整机制造环节相对集中，拥有成本优势和高技

术门槛的公司将能够充分享受行业红利；地面设备制造和运营服务准

入门槛相对较低，需求市场多元化，容量较大，竞争也将较为激烈。

推荐：铖昌科技、中航光电、和而泰、航天宏图。 

 风险提示：卫星运营服务成本上升风险；卫星制造过程中技术研发不

及预期；宏观经济下行引发资本、人才等生产要素投入不及预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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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卫星通话开启互联新时代，或将拓宽应用场景 

 

2023 年 8 月 27 日，华为推出了期待市场期待已久的 Mate Pro 60，堪

称史上最强大的 Mate 手机。其中，新款手机在卫星通信领域再次突破，

并成为全球首款支持卫星通话的大众智能手机。这意味着用户不仅可以

在地面通话，还可以在广阔的天空中与世界各地进行电话交流，实现了

突破地理限制的通信方式。 

 

此次卫星通信领域技术的突破得益于长期以来对于 Context信息的持续

重视，而 Context 信息则是一系列综合数据的集合，包括周围环境、用

户位置、时间和设备状态等多种因素。华为新款 Mate Pro 60 手机通过

与 Context 信息技术的结合，能够有效地在地面和卫星通信之间做到实

时切换，确保通话稳定流畅。同时，根据用户所处的位置和设备状态，

自动选择最佳的通信方式，确保通话质量最优。华为 Mate60 系列搭载

的卫星电话功能将依托于我国自主研制的天通一号卫星系统。天通一号

卫星系统已在轨道上运行三颗卫星，其信号覆盖范围广泛，信号不易受

到台风、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的影响，能为个人通信、海洋运输、远

洋渔业、科学考察等提供全天候、全天时的移动通信服务。 

 

卫星通话是构建卫星通信服务的初级阶段，在下一阶段的发展过程中，

我们认为卫星通信的功能定位或将更加多元化，不仅仅局限于语音通话、

数据传输等传统信息通信传输，而是面向一个更加庞大的市场，卫星互

联网。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卫星互联网不仅有望带动航天、信息、新材

料等领域的技术突破与创新，而且在车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军事

应用等领域具备较强的商业价值。目前，卫星互联网与智能终端融合已

成为重要趋势，未来人形机器人、智能汽车、自动驾驶、MR 头显或将为

卫星互联网打开丰富应用场景。 

  

表 1：国君策略卫星互联网产业链金股组合重点推荐标的 

 

数据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注：以上评级标的 EPS 均采用截至 2023年 8月 31日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最新预测值 

总市值（百万）

2023/8/31 2023E 2024E 2025E 2023E 2024E 2025E

001270.SZ 铖昌科技 通信 179,263 1.14 1.64 2.18 76 53 40 增持

002402.SZ 和而泰 通信 15,312 0.56 0.81 1.19 26 18 12 增持

688066.SH 航天宏图 计算机 17,127 2.42 3.47 5.15 23 16 11 增持

002179.SZ 中航光电 国防军工 46,307 1.61 2.04 2.54 28 22 18 增持

评级代码 公司 行业
EPS 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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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华为智能手机卫星通话功能，开启卫星互联网新时代 图 2：SpaceX 最初设想在地球低轨道上空部署 1.2 万颗卫星 

 

 

数据来源：电子科技大学、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数据来源：SpaceX、赛迪顾问、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2. 技术成熟叠加政策扶持，造就产业黄金期 

 

卫星互联网起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为了争夺当时全球移动通信市场

的主动权，鼎盛一时的摩托罗拉率先提出了新一代卫星移动通信系统。

其商业目的在于将地面上的蜂窝移动系统复制到太空，推动低轨卫星通

信技术发展进而提供全球范围内的高速移动网络。由于铱星计划的通信

成本较高，商业模式亦不清晰，卫星通信技术尚不成熟，以及终端应用

场景和范围存在一定局限性，导致铱星计划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2015 年，马斯克提出了全新的卫星互联网项目，被世人称为"星链计划"

（Starlink），旨在用卫星网络建立全球性的互联网覆盖，为客户提供

更便捷、更高速、超低延迟的互联网连接服务。星链项目的核心在于通

过部署在太空中的大量卫星，使得信号在卫星之间更顺畅地传输，以取

代传统地面网络信号传输过程中的数次中转，从而大幅减少传输延迟，

提供更快的网速。 

 

近年来，我国卫星互联网产业制造技术逐步成熟，产业发展或将迎来黄

金期。随着商业化应用逐步落地，进程随之加快，市场潜力也在不断爆

发。在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下，我国发射星网卫星有望进入快车道，在构

建空天地三位一体的数字网络进程中更进一步。首先，卫星互联网有望

赋能垂直领域，物联网市场大放异彩。全球物联网产业发展如火如荼，

物联网终端数量正处于高速增长期。据 GSMA 预测，2025 年全球物联网

终端的安装数量有望突破 250 亿个，较 2020 年增长 25%。为了实现万物

互联终极目标，需有效解决全地域覆盖，以及低成本的信息互联互通问

题，并为地面通信提供重要补充。目前，卫星互联网技术已广泛应用于

电力、石油、采掘、运输、农林等各个领域，同时也极大地延伸了物联

网边界，推动了物联网产业的迅速发展。 

 

华为手机用户华为手机用户

低地球轨道低地球轨道

华为手机用户

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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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智能驾驶领域配合蜂窝网络，为智能交通网络赋能。卫星网络的

时延精度落地在厘米级，可以为车辆的智能联网、云端协同等提供稳定

通信保障，解决现有地面网络设施建造不完善的问题。用户在驾驶车辆

时可以通过蜂窝基站或低轨卫星直接连接到车联网云端平台，实现对路

况、位置等信息的稳定获取，甚至达成全里程的无人驾驶。车联网规模

持续增加，据华经产业研究院提供的数据显示，全球车联网市场规模从

2017年的 525亿美元升至 2022年的 1629亿美元，复合增速达为 22.3%，

因此卫星互联有望依托车联网行业的快速发展获取更为广阔的增量市

场。更重要的是，中国近期一直在积极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亟需稳定

可靠的互联网连接，因此卫星互联网有望为国内数字化进程提供重要的

支持。举例而言，卫星互联网计划可以为远程办公、远程教育、电子商

务等领域的发展提供支持。此外，卫星互联网计划还能够为数字化创新

提供了更加广泛的应用场景，从而推动数字化技术的创新和应用。 

 

图 4：2025 年国内卫星互联网市场规模或将接近 500 亿元 图 5：地面设备仍占据全球卫星产业的半壁江山 

  

数据来源：华经产业研究院、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数据来源：SIA 2022、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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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卫星互联网具有广覆盖、低延时、宽带化、低本等特点 

 

数据来源：赛迪顾问、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低延时

低成本宽带化

广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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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大幅降低，达到几十毫秒级别的

低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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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定义技术又可以进一步延

长在轨卫星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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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实现的广域覆盖，有效解决通信

基础设施匮乏地区互联网接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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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大拓展了应

用场景

实现延时与地面相当

建设成本低于地面通信设施

实现全球宽带无缝通信

高通量卫星技术日渐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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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国内卫星互联网市场规模或将超 350 亿元，2025 年有望达到 

447 亿元，同比增长 10.6%（资料来源：华经产业研究院），。2023 年 7

月，美国卫星工业协会(SIA)发布了第 26 版卫星产业状况报告，报告对

2022 年度全球卫星产业发展情况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评估。2022 年全球

航天产业规模达到 3840 亿美元，同比下滑 20 亿美元。其中，全球卫星

产业规模占航天产业的 73%，达 2811 亿美元，同比上升了 20 亿美元。  

 

图 7：2022 年在轨运行卫星数量合计 7316 颗，同比增长 51%  图 8：过去 10年，在轨运行卫星数量增长约 7倍 

  

数据来源：SIA 2022、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数据来源：SIA 2022、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截至 2023 年 7 月底，SpaceX 创始人埃隆·马斯克的"星链计划"自 2019

年以来已成功将 4500 多颗星链卫星送入近地轨道，并为 15 个国家，超

150 万名用户提供了互联网接入服务（资料来源：星链网）。与此同时，

中国也紧锣密鼓地加快了卫星互联网的建设工作。据国际电联（ITU）

提供的资料显示，中国星网早于 2020 年 9 月便向 ITU 申请了“GW”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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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022 年全球航天产业规模达到约 3840 亿美元 

 

数据来源： SIA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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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计划，预计未来或将合计发射约 1.3 万颗低轨道卫星，进而构建中国

版星链。2023 年 7 月 25 日，上海市松江区政府又宣布要打造低轨宽频

多媒体卫星“G60 星链”计划，这也是除“GW”星座项目外，国内另一

重要的卫星互联网发射计划。松江区政府发布会上宣称，“G60 星链”计

划一期将实施 1296 颗，未来将实现 1.2 万多颗卫星的组网。 

 

政策大力推动以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算力“新基建”发展，或将为我国

低轨卫星互联网带来重大发展机遇。近年来，中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有

针对性的政策和指导意见，旨在促进卫星互联网的规模化和商业化发展。

2016 年，《“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详细规划了卫星应

用产业的战略方向。2020 年，发改委将卫星互联网纳入“新基建”信息基

础设施范畴，与 5G、物联网和工业互联网一同被视为新基建计划中的通

信网络基础设施。2021 年，《“十四五”信息通信行业发展规划》中，提

出了推动高轨卫星和中低轨卫星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同时着重推进卫

星通信系统与地面信息通信系统的深度融合，以初步建立覆盖全球、实

现天地一体的信息网络体系。这些政策和规划的出台，也为中国卫星互

联网产业的快速增长和发展奠定了夯实的基础。 

 

 

3. 制造发射优先受益，运营服务含金量较高 

 

卫星互联网产业跟传统卫星产业结构相同。卫星互联网产业主要分为卫 

星制造、卫星发射、地面设备、运营服务四大环节。从产业格局来看，

卫星制造领域存在众多企业，整机制造环节相对集中，然而，在某些特

定细分领域，拥有成本优势和高技术门槛的公司将能够充分享受行业的

增长机会。与此不同，火箭发射领域的准入门槛相对较高，技术积累周

期较长，因此竞争格局相对较为集中。尽管如此，一级投资市场在这一

领域仍然非常活跃，吸引了大量投资。另外，地面设备制造和运营服务

领域的准入门槛相对较低，需求市场多元化，容量较大，竞争也将较为

激烈。从投资角度，关注卫星制造配套产业链投资机会。推荐：铖昌科

图 9：国家多部委纷纷出台政策支持卫星互联网产业发展。 

 

数据来源：工信部、发改委、国务院、国资委、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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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中航光电、和而泰、航天宏图。 

 

图 11：卫星产业价值链呈现“金字塔”分布  图 12：2030 年中国卫星互联网市场规模接近千亿元 

 

 

数据来源：SIA 2019、Euroconsult 2018、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数据来源：国家航天局、SpaceX、小火箭、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卫星制造：卫星制造包括整星设计制造、部组件和分系统制造。卫星互

联网发展初期，主要集中在空间段及地面段基础设施建设，其中空间段

卫星制造的一些细分领域的技术、生产工艺、格局等方面较好，或将充

分享受基建红利。卫星载荷部分中的多波束相控阵天线成为趋势，处于

爆发阶段，同时卫星平台部分的高精度星敏感器产品也备受关注。 

 

卫星发射：发射服务包括发射场服务和运载火箭服务。卫星发射的成本，

主要由火箭硬件成本、直接操作成本和间接操作成本组成。火箭硬件成

本占发射成本的 75%，发射操作、推进剂等直接操作成本约占 15%、行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2023E 2024E 2025E 2026E 2027E 2028E 2029E 2030E

（亿元）

卫星制造 卫星发射 地面设备 运营服务

图 10：卫星互联网产业链主要包含了卫星制造、卫星发射、地面设备以及卫星运营服务四大环节 

 

数据来源：赛迪顾问，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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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管理、发射场工程支持与维护等间接操作成本占 10%。考虑到火箭发

射门槛较高，技术积累周期较长，商业火箭企业会非常集中。 

 

地面设备：地面设备制造包括网络设备和用户终端设备，地面站的基本

作用是向卫星发射信号，同时接收由终端用户或其它地面站转发来的信

号，以供终端用户联入“星链”。地面站可分为固定地面站和移动站。固

定地面站是主要构成，包括天线系统、发射系统、接收系统、控制分系

统和卫星运控中心等；移动站相对简单，用户终端包含上游关键零部件

及下游终端设备。 

 

运营服务：卫星通信运营服务分为空间段运营服务和地面段运营服务，

空间段运营服务主要是通信卫星转发器租赁业务，地面段主要负责地面

设备接入业务。我国地面运营商有北斗导航运营商、遥感数据运营商、

卫星通信运营商等。运营商需投入大量资金构建卫星通信网络和地面配

套设施，同时，对于专业化要求、人才储备和技术积累要求极高。 

 

 

4. 风险提示 

风险提示：卫星运营服务成本上升风险；卫星制造过程中技术研发不及

预期；宏观经济下行引发资本、人才等生产要素投入不及预期；民营资

本参与意愿低于预期。 

 

  

图 13：卫星产业链全景图 

 

数据来源：未来宇航《2020 年中国商业航天产业投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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