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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概述: 

近期，美国“钢铁侠”马斯克的星链公司（Starlink）第 15 批低轨

卫星发射入轨，马斯克已把 900 颗左右组网卫星送入太空。国内外

低轨卫星星座新闻近期也频频刷屏。我们不禁要问：中国有可能发

展巨型低轨卫星星座吗？这样的星座会怎么部署？巨型星座会给我

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 

 

分析与判断: 

►产业规模存在快速扩张的可能  
 

SpaceX、OneWeb 等公司计划建造大型低轨卫星通信星座，以提供

全球宽带接入，目标分别是 4.2 万颗和 4.8 万颗。与上世纪 90

年代的低轨星座浪潮相比，新兴星座主要具备以下优势：批量

化、模块化生产降低了卫星制造成本，火箭重复利用和“一箭多

星”技术降低了发射成本。 

 

当前，世界各国对频率轨道资源的争夺处于白热化状态。就高轨

系统来说，目前全世界 90%的 GEO 轨位 C 和 Ku 频段控制在少数几

个运营商手中，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得向这些运营商付费租

用卫星轨位。 

 

2019 年 11 月 20 日，“2019 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批准并通过

了一项新的分阶段规则方法，用于在特定频段和业务中部署非静

止卫星轨道（NGSO）卫星。国际电联希望过滤掉那些保留频谱但

从未建成的星座系统，要求操作者在网络“投入使用”

(Bringing into use，BIU)后两年内至少将其拟议星座的 10%送

入轨道，五年内部署 50%，并在七年内完成部署。 

 

可以说，轨位、频率稀缺性和国际电联的时效性规定决定了，我

国低轨卫星建设部署需要提速，产业规模可能快速扩张。 

 

►军民共用共建是低轨星座的重要特征 
从星座建设层面看，当前航天科技、航天科工、中国电科等军工

集团是我国空间技术、通信技术的中坚力量，产业链中的民营企

业也有望参与合作。 

 

从应用方面看，与大多数空间基础设施类似，低轨卫星星座的服

务对象将包含军方和民间（参考 GPS）。在军事应用市场，

StarLink 等低轨星座凭借其全球覆盖、传输时延低、抗毁性强等

优势，有可能成为美国军事领域的关键基础设施。据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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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陆军已于今年 5 月同 SpaceX 公司签署协议，在未来 3 年时

间内使用“星链”服务。 

 

根据美国国防部航天发展局 2019 年 7 月透露的未来军用卫星体

系规划，美下一代军用卫星将更多利用廉价的小卫星星座，以代

替现有的大型高价值卫星，增加天基系统的“弹性”。 

 

此外，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2018 年发起了“黑杰克”项

目，旨在利用商业低轨星座的技术积累和成果，发展搭载导弹探

测、导航授时、军事通信等多种任务载荷的军用低轨星座；军用

星座将部署在商业低轨星座附近，并与其建立星间链路以利用其

全球宽带传输能力。 

 

►明确用途、微小卫星批量生产和可重复利用火箭是三大

主要问题 
截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我国在轨卫星共 382颗。此前，我国

航天科技和航天科工集团分别提出了“鸿雁”和“虹云”低轨卫

星工程。如果我国低轨星座进行重新规划，预计重点将明确实际

用途，解决微小卫星批量生产和火箭可重复利用技术等问题。 

 

我国目前没有批量生产卫星的经验，预计前期由航天科技和航天

科工两家单位牵头探索，后期或将部分订单转至其他具有卫星生

产能力及经验的企业共同生产，以此来逐步提升卫星产能。具体

细化到卫星制造产业链内部，预计卫星总装、测试由国家队负

责，体系外单位更多参与零部件、加工等配套生产。 

 

发射服务方面，可重复利用火箭也是需要突破的难点之一。2020

年 9 月 22 日，长征四号乙已经实现部件的重复利用。长征二号

系列火箭也可作为原型进行可回收火箭系列的研究。 

 

投资建议： 

 

►关注卫星应用和商业火箭产业 
卫星制造方面，中国卫星、康拓红外两家公司同属中国空间技术

研究院，前者主营为微小卫星制造和地面站建设，后者主营宇航

控制芯片和地面测试服务。 

 

宇航元器件类公司也是潜在受益者，包括鸿远电子（宇航级

MLCC）、上海沪工（航天器 机加业务）、全信股份（航天电缆）

等。 

 

运营方面，中国卫通目前拥有稀缺的商业卫星运营牌照。 

 

风险提示 
卫星互联网建设进度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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