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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 九个重大项目牵引，商业航天产业发展进入快车道。第九届商业航天

高峰论坛发布了超低轨通遥一体星座、天目气象探测星座、女娲星座、

珞珈二号毫米波 SAR 遥感应用系统、武汉市卫星数据应用公共服务

平台、航天星云·卫星资源共享服务平台（5.0）、四维地球遥感云服

务平台、天龙三号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威海一号激光通信载荷项目等

九项商业航天重大项目。这些重大项目推进实施，叠加多地产业政策

加持将有力推动商业航天产业资源融合和快速发展。 

⚫ “超低轨通遥一体星座”建设启动，2030 年拟完成 300 颗星组网。

航天科工空间工程总体部启动超低轨通遥一体星座，旨在打造“感、

传、算”一体的超低轨星座及其应用系统，实现分米级精准“感”知、

分钟级实时“传”输。根据规划，超低轨通遥一体星座将分三阶段实

施：技术与业务验证阶段（2021-2025）、规模组网阶段（2026-2030）

和融合发展阶段（2030-未来）。2030 年，星座将完成 300 颗星组网运

行，提供可见光、合成孔径雷达（SAR）、高光谱、红外多类型全时

相遥感服务体系，形成全球 15 分钟响应能力。我们假设单星采购成

本约 1000 万元，一箭双星发射方式，且发射成本约为 2000 万元，则

星座组建过程中的制造发射端投入预计约 60 亿元。未来随着星座系

统逐步搭建完成，如何运营将决定星座的持续生命力。一方面，该星

座将对重点目标进行高分辨率实时观测和目标特性获取，通过销售卫

星及用户终端产品（含软件）、空间数据产品及增值服务来获取商业

利润；另一方面，通过构建超低轨空间基础底座打造新质新域产业生

态，面向社会征集搭载载荷，实现多赢局面。 

⚫ 快舟十一火箭运载能力余量发布，火箭商业模式探索助力行业发展。

“快舟十一号”固体运载火箭由中国航天科工集团负责工程抓总研

制，由下属航天三江承担总体研制任务。面向市场公开发布剩余运力，

是快舟十一号火箭团队探索商业航天合作模式的一次有益尝试，同时

也意味着我国商业航天发射逐步成熟，有望满足我国低轨卫星大规

模、快速、低成本组网的需求，国内卫星互联网建设将提速。 

⚫ 投资建议：在多地产业政策引领下，相关产业链企业有望获得快速培

育和成熟，并通过占据优质轨道和频率资源，为商用运营项目提供更

好的发展环境和产业链基础。我们认为随着下游更多商业模式探索和

应用场景崛起，包括低轨卫星、超低轨卫星在内的多星座组网有望迎

来蓬勃发展期，并进一步催生更多星、箭、地面站/终端的配套需求，

产业链相关公司将深度受益，建议三维度配置。1）卫星制造企业，

中国卫星（600118.SH）；2）卫星核心配套商，航天智装（300455.SZ）、

铖昌科技（001270.SZ）、天奥电子（002935.SZ）、臻镭科技

（688270.SH）；3）卫星运营相关企业，中国卫通（601698.SH）、航

天宏图（688066.SH）、航宇微（300053.SZ）、海格通信（002465.SZ）。 

⚫ 风险提示：商业航天发展进程不及预期和产业链毛利率不及预期的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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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地方政策加持+应用牵引，商业航天迈向高速发展期 

（一）第九届商业航天高峰论坛宣布 9 个重大项目 

该论坛以“构筑现代化商业航天产业体系：创新与引领”为主题，围绕空间信息应用、先

进卫星技术、航天运输系统、太空经济及生态发展等领域，开展商业航天创新产品和应用交流。 

构筑现代化商业航天产业体系。航天科工集团董事长袁洁指出商业航天具有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典型特征，将继续推进商业航天产业发展：1）应用牵引。进一步开发卫星应用场景，

发挥卫星应用效益，以空间信息助力农业、制造业、服务业向高端化、绿色化发展，利用卫星

数据在新型大众消费领域提供惠民服务，助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2）创新驱动。

推动创新体系与产业体系相衔接、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结合，打造具有航天特色、区域

特点的商业航天产业集群；3）体系发展。夯实商业航天在技术、质量、人才、标准规范、设

施设备等方面的能力基础，促进商业航天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发挥倍

增效应；4）共建共享。以商业航天力量推动空间基础设施一体设计、一体建设，促进能力协

同、合作共赢。 

武汉国家航天产业基地将被打造为商业航天产业汇聚平台。武汉国家航天产业基地由湖

北省、武汉市与航天科工共同打造，是我国首个商业航天产业综合发展基地，重点发展商业航

天运载火箭及发射服务、卫星平台及载荷、空间信息应用服务、航天地面设备及制造等四大主

导产业，并辐射带动延伸产业发展。 

九个重大项目牵引，商业航天产业发展进入快车道。峰会发布了超低轨通遥一体星座、

天目气象探测星座、女娲星座、珞珈二号毫米波 SAR 遥感应用系统、武汉市卫星数据应用公

共服务平台、航天星云·卫星资源共享服务平台（5.0）、四维地球遥感云服务平台、天龙三号

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威海一号激光通信载荷项目等九项商业航天重大项目。九个商业航天重大

项目推进实施，叠加多地产业政策加持将有力推动商业航天产业资源融合和快速发展。 

表 1 部分商业航天重大项目 

项目 负责单位 具体情况 

超低轨通遥

一体星座 

航天科工二

院空间工程

总体部 

卫星轨道低于 300 公里，充分发挥超低轨距离近、延时低和路损小等优势，打造以“小而精、快而智、多而廉”

为差异化特征的超低轨通遥一体星座及其应用系统，在实现分米级精准“感”知、分钟级实时“传”输的同时，

通过先进星载智能处理、星端直连、星间通信实现空间信息直达用户终端，进而孵化直连用户感、传、算一站

式服务的新域新质空间基础设施，建立面向卫星直连大众用户的数字经济新业态。 

天目气象探

测星座 

航天工业发

展股份有限

公司 

天目一号”气象探测星座立足于“全球监测、全球预报、全球服务”国家气象强国战略需求，依托 GNSS 遥感

探测技术，创造性开展海洋-大气层-电离层一体化立体业务探测，全天候全天时实时获取海面风场，大气温度等

环境要素。星座目前已发射 6 颗卫星，是国内首个兼容北斗、GPS、GLONASS 和 GALILEO 世界四大导航系统

的掩星星座，同时也是国际上首个实现“海反+大气掩星+电离掩星”一体化立体探测的商业掩星星座。 

女娲星座 

航天宏图信

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女娲星座"一期工程 54 颗卫星，是由 44 颗雷达卫星和 10 颗光学卫星组成。旨在实现对地观测全球快速重访，

卫星组网后，星座对全球任一点平均重访间隔达到小时级，对全国陆地全覆盖达到天级，对全球区域全覆盖达

到月级。星座利用激光星间通信组网，构建全球自主可控实时遥感混合星座，打造商业航天产业新业态。 

珞珈二号毫 武汉大学、航 国际首个星载 Ka 频段高分辨率 SAR，是大范围、大比例尺遥感数据定期、快速、及时获取的“利器”，可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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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波 SAR 遥

感应用系统 

天科工二院

23 所 

时多天候对地观测并获取高分辨率微波影像，服务自然资源调查、水资源监测、灾害预警预报等多个领域。 

武汉市卫星

数据应用公

共服务平台 

航天三江行

云公司 

该项目立足发展卫星数据应用产业，打造通导遥卫星数据汇聚、公共行业需求统筹、多源数据融合处理、一站

式应用综合服务平台，计划 2023 年底上线服务，实现卫星数据服务向体系化、智能化转变，形成产业生态圈，

做大产业规模，赋能传统产业提档升级。 

航天星云·卫

星资源共享

服务平台

（5.0） 

航天科工三

院海鹰卫星

运营事业部 

新一代卫星中台，强化卫星应用价值创造，打造通导遥、天空地一体化空间信息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平台正推

动业务活动“一键化”，支持服务按需供给，为政府、行业、企业和个人提供更加方便、快捷、高效的卫星资源

数据要素服务。 

四维地球遥

感云服务平

台 

中国四维测

绘技术有限

公司 

2023 年 2 月 28 日，四维地球 2.0 版本“四维地球遥感云服务平台”重磅上线，注册用户 50 多万，成为以“四

维云”为代表的卫星遥感云服务平台的核心用户入口和服务出口，实现了国内卫星遥感云服务智能化、标准化、

平台化转型的有力探索。 

天龙三号大

型液体运载

火箭 

天兵科技 

天龙三号作为国内商业航天领域首款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高可靠、高性能、低成本、快响应”特点，其采用

天兵科技自研的天火十二液氧煤油火箭发动机，单台海平面推力 110t，为国内民营最大推力液体火箭发动机 

威海一号激

光通信载荷

项目 

航天科工二

院 25 所 

具有高精度瞄准捕获跟踪、海洋大气湍流修正等技术优势，创造性地架起星间、星地高速激光传输“桥梁”，并

通过多颗卫星的激光“接力”，实现了大容量海洋遥感数据、渔船检测数据的实时回传，为我国海洋经济建设、

海洋信息获取提供有力支持。 

资料来源：商业航天高峰论坛，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整理 

（二）“超低轨通遥一体星座”建设启动，卫星互联网行业发展提速 

超低轨道是指轨道高度低于 300 公里的轨道。通常而言，低轨是指距离地面 500-2000 公

里的轨道高度，而超低轨距离地面更近，轨道高度通常在 300 公里以下。未来中国超低轨通遥

一体星座应用的空域范围计划将在 150 公里到 300 公里之间。超低轨卫星因为距离地面更近，

轨道高度上残留空气并产生阻力，卫星长时间运行需要消耗更多的燃料，付出额外代价。但对

地“遥感”变为“近端”，可以获得更高的观测分辨率、更短的传输时延，实现同等分辨率下

光学载荷重量、成本降低 50%，合成孔径雷达（SAR）载荷重量、成本均降低 40%。相较于

技术方面的挑战，超低轨道蕴含更高应用价值。 

表 2 低轨以内各空间项目的轨道高度比较 

项目 轨道高度 

超低轨通遥一体星座 150~300 公里 

中国空间站 395 公里 

国际空间站 418 公里 

星链 550 公里 

遥感卫星 500~600 公里 

低轨 500~2000 公里 

资料来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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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科工空间工程总体部启动超低轨通遥一体星座，旨在打造“感、传、算”一体的超低

轨星座及其应用系统，实现分米级精准“感”知、分钟级实时“传”输。同时，该星座可通过

先进星载智能处理、星端直连、星间通信实现空间信息直达用户终端，满足抢险救灾、应急调

度等重大行动对关键信息、高分辨率实时观测、目标特性获取和时效性的迫切需求。此外，该

星座还将孵化卫星直接服务于大众（toC）的新型产业生态。 

表 3 超低轨通遥一体星座特点 

感 以可见光、红外、高光谱和 SAR 等多元探测手段实现精准感知。 

传 以星间组网、星端直连，实现用户信息和数据的实时、安全、可靠传输。 

算 以先进星载智能处理，实现实时计算，分钟内将信息送达用户手中。 

资料来源：航天科工二院空间工程总体部，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整理 

表 4 超低轨通遥一体星座参数 

设计寿命 5 年 

空间分辨率 0.5 米 

卫星总体设计 
1）对卫星的外形进行针对性的气动设计，减少卫星的阻力；2）增稳设计，减少气动对

于卫星姿态的影响；3）电推进相关产品也将应用在星座卫星上。 

空间信息传输 
空间信息能在 15 分钟内直达用户。通过星上的 AI 智能处理、卫星与用户终端直连、星

间通信等功能，可省去大量的地面集中数据处理环节 

资料来源：环球时报，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整理 

根据规划，超低轨通遥一体星座将分三阶段实施，同时面向社会征集搭载载荷，目前已

与国家林草局、国家灾研院等多家用户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 技术与业务验证阶段（2021-2025）：计划 2023 年完成超低轨通遥一体星座首发星发

射。计划 2024 年完成 9 星业务验证星簇发射，同时完成卫星数据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计划构建即时 ToC 遥感业务应用示范系统，提供 1 天级服务响应能力和信息直达用

户。目前超低轨通遥一体星座首发星已完成正样产品设计与投产，将搭载光学遥感

相机、星载智能处理设备、原子氧探测器等有效载荷，计划于 2023 年 12 月发射。 

• 规模组网阶段（2026-2030）：计划 2030 年，完成 300 颗星组网运行，提供可见光、

合成孔径雷达（SAR）、高光谱、红外多类型全时相遥感服务体系，形成全球 15 分

钟响应能力。 

• 融合发展阶段（2030-未来）：完成业务系统全面建设，达到全球范围 10 分钟以内的

即时业务响应和服务能力，助推空间经济发展，为全面建设航天强国提供重要支撑。 

超低轨通遥一体星座建设，制造发射端投入预计达 60 亿 

制造发射端：超低轨通遥一体星座拟在 2030 年完成 300 颗星组网运行，假设单星采购成

本 1000 万元，一箭双星发射方式，且发射成本约为 2000 万元，则星座组建中的制造发射端需

投入约 60 亿元。 

下游运营端：未来随着星座系统逐步搭建完成，如何运营将决定星座系统的持续生命力。

一方面，该星座将对热点区域或重点目标进行高分辨率实时观测和目标特性获取，通过销售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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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及用户终端产品（含软件）、空间数据产品及增值服务来获取商业利润；另一方面，通过构

建超低轨空间基础底座打造新质新域产业生态，面向社会征集搭载载荷，实现多赢局面。 

（三）快舟十一号火箭运载能力余量发布，火箭商业模式探索助力行业发展 

快舟十一号固体运载火箭研制团队近期发布运载能力余量，结合市场需求，推出火箭“订

舱”服务，并正式面向市场提供商业搭载机会。 

 “快舟十一号”中型固体运载火箭由中国航天科工集团负责工程抓总研制，由集团下属

航天三江承担总体研制任务。 

• 该箭为四级运载火箭，一、二、三级固体级段加四级液体级段，起飞质量 78 吨，起

飞推力 180 吨，推重比 2.31，主要承担 400 至 1500 千米 LEO 和 SSO 小卫星、微小

卫星单星及多星组网发射任务。 

• 其近地轨道（LEO）最大运载能力 1.5 吨，运载系数 1.92%，700 千米太阳同步轨道

（SSO）运载能力 1.0 吨，运载系数 1.28%，每千克的发射费用控制在 1 万美元以内。 

• “快舟十一号”火箭具有“低成本、快响应、市场化”的核心特点，采用移动发射

平台和“三平”模式（水平组装、水平测试、水平运输）发射，具备快速发射能力。 

面向市场公开发布剩余运力，是快舟十一号火箭研制团队探索商业航天合作模式的一次有

益尝试，同时也意味着我国商业航天发射逐步成熟，有望满足我国低轨卫星大规模、快速、低

成本组网需求，国内卫星互联网建设将提速。 

二、 投资建议 

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环境不断完善，产融结合不断深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初步形成，已

经由基础制造、产品研发为主，逐步迈向应用牵引、市场主导的新阶段，有力支撑航天强国建

设加快推进。 

在多地产业政策引领下，相关产业链企业有望获得快速培育和成熟，并通过占据优质轨道

和频率资源，为商用运营项目提供更好的发展环境和产业链基础。我们认为随着下游更多商业

模式探索和应用场景崛起，包括低轨卫星、超低轨卫星在内的多星座组网有望迎来蓬勃发展期，

并进一步催生更多星、箭、地面站/终端的配套需求，产业链相关公司将深度受益，建议三维

度配置： 

• 卫星制造企业，中国卫星（600118.SH）； 

• 卫星核心配套商，航天智装（300455.SZ）、铖昌科技（001270.SZ）、天奥电子

（002935.SZ）、臻镭科技（688270.SH）； 

• 卫星运营相关企业，中国卫通（601698.SH）、航天宏图（688066.SH）、航宇微

（300053.SZ）、海格通信（002465.SZ）。 

三、 风险提示 

 商业航天发展进程不及预期和产业链毛利率不及预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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