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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互联网&商业航天协同共振，国产厂商新成长阶段来临 
  

 

[Table_Rating] 增持（维持） 
 

 
 
[Table_Summary] 
◼ 主要观点 

聚焦卫星互联网，行业向三化持续迈进。自 07 年国家发布《关于促进

卫星应用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以来，政策风向助力卫星互联网向着

商业化、系统集成化、产业互联化三大方向发展。 

24 年国内外火箭&卫星双端呈现边际新变化： 

1）国外层面：Starlink 布局预期进行，星舰试飞获全球关注。火箭发

射方面，截止 2024 年 6 月 5 日，Space X 共计完成 59 次发射任务，

其中星舰 1次，猎鹰九号 58次。卫星制造方面，截止 24年 6月 2日，

卫星累计发射量攀升至 6470 颗，本年发射卫星数量达到 878颗，卫星

发射端成绩持续瞩目。 

2）国内层面：国产航天追赶加速，新规划铸就新驱动。火箭发射方

面，24年年初至今我国完成 27次火箭发射任务，其中民营商业火箭共

发射 4 次。预计 24 全年发射任务次数达 100 次。卫星制造方面，鸿青

科技于 5 月 24 日向国际电信联盟（ITU）提交 Honghu-3 预发信息，

计划卫星数为 1 万颗。 

国产火箭卫星双端成本承压，降本空间依然充足： 

1）火箭发射成本方面，火箭回收带来巨大成本优势。目前全球航天平

均发射成本在 1 万美元/KG-2 万美元/KG，中国商业火箭发射成本则在

1.4 万美元/KG 以下，对比 Space X 猎鹰 9 号火箭仅约 2600 美元/KG

的发射成本，降本空间依然充足。 

2）卫星制造成本方面，国内外差距依旧明显。国外来看，星链单颗卫

星制造成本或已经降至约 216 万人民币，主要受益于星链的高比例的

自研零部件，包括卫星间激光通信设备、霍尔推进器等。国内以银河

航天为例，卫星单颗研制成本为 1000 万元-1500 万元，降本空间可达

3-5 倍。 

 

◼ 投资建议 

建议关注：卫星端：通宇通讯、信科移动、盟升电子、海格通信、铖

昌科技、中国卫通、国博电子、中国卫星、信维通信、雷电微力；火

箭端：高华科技、斯瑞新材、陕西华达、中天火箭、神开股份、国光

电气。 

◼ 风险提示 

市场竞争和不确定性加大的风险；技术创新的风险；商业化落地不足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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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策引领行业新动向，产业发展新趋势显现 

聚焦卫星互联网，行业向三化持续迈进。自 07 年国家发布

《关于促进卫星应用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以来，政策风向助力

卫星互联网向着商业化、系统集成化、产业互联化三大方向发

展。 

 

图 1：中国卫星互联网行业政策发展历程 

 
资料来源： 前瞻产业研究院，上海证券研究所 

 

商业化方面，上海市指出将打造高可信、高精度的卫星应用

及位置服务产业链，推动商业航天发展；系统集成方面，工信部

指出将加强卫星通信顶层设计和统筹布局，推动高轨卫星与中低

轨卫星、卫星通信系统与地面信息网络通信系统的深度融合；产

业互联方面，国务院指出需加快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

网、千兆光网建设，构建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 

 

表 1：近期中央&地方产业最新政策汇总 

发布

层级 
发布时间 

发布

部门 
政策名称 重点内容解读 

国家 

2022 年 12

月 
国务院 

《扩大内需战略规划

纲要（2022-2035

年）》 

推进卫星及应用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物联网、工业互

联网、卫星互联网、千兆光网建设，构建全国一体化

大数据中心体系，布局建设大数据中心国家枢纽节

点，推动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广泛、深度应用，促进

“云、网、端“资源要素相互融合、智能配置。 

2023 年 4 月 国务院 
《计量发展规划

（2021-2035 年）》 

开展海上卫星导航设备、海洋装备测量测试技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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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 1 月 

工业和

信息化

等七部

门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

七部门关于推动未来

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

意见》 

强化新型基础设施。深入推进 5G、算力基础设施、工

业互联网、物联网、车联网、千兆光网等建设，前腊

布局 6G.卫星互联网、手机直连卫星等关键技术研

究，构建高速泛在集成互联、智能绿色、安全高效的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 

2007年

• 《关于促
进卫星应
用产业发
展的若干
意见》:鼓
励社会投
资和企业
参与卫星
应用

2014年

• 《关于创
新重点领
域投融资
机制鼓励
社会资本
的指导意
见》：首
次鼓励民
间资本进
入卫星研
制、发射
和运营商
业遥感卫
星

2018年

• 《“十三五”
国家战略
性新兴产
业发展规
划》：合
理规划利
用卫星频
率和轨道
资源，加
快空间互
联网部署，
探索建设
天地一体
化信息网
络

2024年

• 《2024年
政府工作
报告》：
积极打造
生物制造、
商业航天、
低空经济
等新增长
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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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省

市 

2023 年 10

月 

上海市 《上海市进一步推进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

动方案（2023-2026

年）》 

布局“天地一体”的卫星互联网，稳步推动实施商业

星座组网，加快落实频轨资源授权分阶段发射规模化

低轨通信卫星构建低轨星座，建设测控站、信关站和

运控中心等地面设施，促进天基网络与地面网络融合

应用。 

2023 年 4 月 河北省 

《加快河北省战略性

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

展行动方案（2023-

2027 年）》 

支持引导推安新区、石家庄市、廊坊市、保定市等以

空天基础设施建设为依托，聚焦空天信息技术、卫星

通信、先进遥感、卫星导航、空天装备制造等领域，

重点发展卫星载荷设计及制造、地面设备制造、航空

航天材料及部件、卫星运营和 6G 等上下游产业，组建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联盟，打造全国空天信息

产业发展新高地。 

2023 年 7 月 四川省 

《关于推动卫星网络

产业发展的实施意

见》 

聚焦提升创新能力、扩大产业规模、完善产业生态、

深化应用示范等目标，推动北斗规模应用、卫星互联

网与卫星遥感应用示范，力争到 2027 年，全省卫星网

络及相关产业规模达到千亿级，将四川打造成为国家

重要的卫星网络领域重大战略承载区、技术创新支撑

区、优势企业集聚区、应用示范先行区、运营服务输

出区。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上海证券研究所 

 

2 卫星布局全球性加速，火箭发射提效明确 

国外层面：Starlink 布局预期进行，星舰试飞获全球关注。

火箭发射方面， 2024 年第一季度，Space X 共计完成 31 次发射

任务，并计划于 24 年全年完成 144 发火箭发射。6 月 6 日，星舰

第四次试飞实现历史性突破，相较于前三次星舰试飞，本次测试

顺利完成超重型助推器软着陆、星舰本体在印度洋溅落等目标。

卫星制造方面，24 年年初 Space X 共计发射 5592 颗卫星，其中

在轨服务卫星为 4834 颗；截止 24 年 6 月 2 日，卫星累计发射量

攀升至 6470 颗，本年发射卫星数量达到 878 颗，卫星发射端成绩

持续瞩目。 

 

表 2：星舰四次试飞结果概览 

试飞序

号 

试飞

时间 
发射结果 

第一次

试飞 

2023

年 4 月 

升空 2 分 30 秒后火箭姿态失稳并开始旋转，

最终解体爆炸，发射未达到预期目的 

第二次

试飞 

2023

年 11

月 

火箭级间分离后，“超重”助推器爆炸，而第

二级的飞船飞行几分钟后失联，第二次飞行试

验也未达到预期 

第三次

试飞 

2024

年 3 月 

火箭成功升空，助推器和航天器按计划分离，

航天器的所有发动机都点燃，它以轨道速度飞

入太空，并且绕过了地球的大部分地区 

第四次

试飞 

2024

年 6 月 

顺利实现助推火箭软着陆、飞行高度超过 210

公里、成功入轨、星舰本体海上着陆等目标 

资料来源：澎湃新闻，中国新闻社，上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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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Starlink 卫星数量呈指数型攀升 

 
资料来源：Satellite map，上海证券研究所 

 

国内层面：国产航天追赶加速，新规划铸就新驱动。火箭发

射方面，24 年年初至六月份我国完成 27 次火箭发射任务，其中民

营商业火箭共发射 4 次。根据航天科技集团发布的《中国航天科

技活动蓝皮书（2023 年）》，24 全年我国预计航天发射任务次数预

计达到 100 次，而液体火箭作为可重复使用的低成本运载火箭，

具备较强的经济性和环保型，有望成为未来商业火箭发展的主力

方向。卫星制造方面，除国网及 G60 外，鸿青科技于 5 月 24 日

向国际电信联盟（ITU）提交 Honghu-3 的预发信息，要求建立一

个由 1 万颗卫星组成的星座，分布于 160 个轨道平面。 

 

表 3：24 年部分国产运载火箭发射情况列示 

时间 火箭类型 发射细节 

1 月 5 日 快舟一号甲 
成功发射，实现了 2024 年中国航天发

射的“开门红” 

1 月 9 日 长征二号丙 成功将爱因斯坦探针科学卫星发射升空 

1 月 11 日 引力一号 由东方空间自主研制，成功发射 

2 月 23 日 
长征五号遥

七 

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十一号发射升

空，卫星进入预定轨道 

4 月 21 日 长征二号丁 成功将遥感四十二号 02 星发射升空 

5 月 21 日 快舟十一号 
成功将“武汉一号”等四颗卫星送入预

定轨道 

5 月 31 日 谷神一号 
成功将极光星座 01 星、02 星等 5 颗卫

星发射升空 

资料来源：财联社，澎湃新闻，中青在线，上海证券研究所 

 

3  火箭卫星双端成本承压，降本空间充足 

火箭发射成本方面，火箭回收带来巨大成本优势。 “猎鹰 9

号”按照一级执行 12 次、整流罩执行 6 次来计算，发射成本将平

摊至 1833 万美元。目前全球航天平均发射成本在 1 万美元/K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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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美元/KG，中国商业火箭发射成本则在 1.4 万美元/KG 以下，对

比 Space X 猎鹰 9 号火箭仅约 2600 美元/KG 的发射成本，降本空

间依然充足。 

根据上述论述，液体火箭相较于固体具有更高经济效益，或

成为降低火箭造价、提高发射效率的又一发展引擎。目前国内民

营商业火箭技术路线分为两类：1）直接研发液体火箭，高举高打

模式，诸如蓝箭航天、天兵科技；2）同步研发固、液体火箭，双

轮驱动模式，诸如星河动力，东方空间。 

 

表 4：各国火箭发射成本及运载能力对比 

火箭 国别 首飞 

单发费

用/万美

元 

单发费

用/亿人

民币 

每公斤

成本/万

美元 

每公斤

成本/万

人民币 

LEO 运

力/kg 

猎鹰 9 重

型 
美国 2018 9500 6.08 0.15 1.02 63333 

猎鹰 9 号 美国 2010 6500 4.2 0.26 1.77 25000 

质子 俄罗斯 1965 6500 4.2 0.28 1.9 23000 

安加拉 俄罗斯 2014 11600 7.4 0.45 3.06 25778 

长征 3B 中国 1997 7400 4.7 0.62 4.22 11935 

长征 4B 中国 1999 3100 2 0.76 5.17 4079 

长征五号 中国 2016 18200 11.6 0.79 5.37 23038 

长征七号 中国 2016 10700 6.8 0.79 5.37 13544 

LVM3 印度 2017 6300 4.03 0.8 5.44 7875 

Atlas V 美国 2002 18900 12.1 0.81 5.51 23333 

资料来源：美国联邦航空局商业航天运输办公室，电子发烧友网，上海证券研究所 

卫星制造成本方面，国内外差距依旧明显。平台与载荷两部

分成本占比均为 50%，在定制卫星形成一定规模批量生产情况

下，卫星平台成本有望平摊压缩至 30%。国外来看，星链单颗卫

星制造成本或已经降至 30 万美元（约 216 万人民币），主要受益

于星链的高比例的自研零部件，包括卫星间激光通信设备、霍尔

推进器、专用的芯片、FPGA 等。国内卫星制造成本劣势依旧突

出，根据电子发烧友网推算，银河航天第二代低轨宽带通信卫星

单颗研制成本为 1000 万元-1500 万元，我们认为仍有 3-5 倍降本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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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卫星端&火箭端相关标的推荐 

表 5：卫星侧相关公司概览 

公司名称 公司地址 卫星通信业务 

通宇通讯 中山市 
卫星通信领域布局在终端产品销售、卫星无线路由器、星载

相控阵天线及基于地面站的相关通信设备。 

信科移动 武汉市 

公司依托在移动通信标准制订、技术开发及产业化上积累的

核心优势，紧密跟踪卫星互联网业务发展，可为卫星互联网

建设提供相关卫星通信模块等产品和技术服务。 

盟升电子 成都市 
卫星通信产品主要为卫星通信天线及组件、卫星通信相控阵

天线及组件，目前主要应用于海事、航空等市场。 

海格通信 广州市 

国内拥有全系列天通卫星终端及芯片的主流厂家；在卫星通

信领域，公司是特殊机构市场地面终端主流供应商，正积极

参与卫星互联网重大工程项目，开展全方位布局，掌握核心

技术。 

铖昌科技 杭州市 

铖昌科技是国内少数具有相控阵 T/R 芯片研发和量产单位的

民营企业代表之一，从和而泰公司分拆上市，行业具有较高

的技术经验壁垒、资质门槛等因素。 

中国卫通 海淀区 

中国卫通是航天科技集团从事卫星运营服务业的核心专业子

公司，是我国唯一拥有通信卫星资源且自主可控的卫星通信

运营企业。 

国博电子 南京市 
国博电子产品主要包括有源相控阵 T/R 组件、砷化镓基站射

频集成电路等，覆盖军用与民用领域。 

中国卫星 海淀区 

22 年完成 28 颗小/微小卫星发射任务，并打造了 Anovo 卫星

通信系统、北斗三代宇航级芯片等具备竞争优势的核心产

品。 

信维通信 深圳市 

公司几年前开始布局商业卫星通讯行业，大力拓展相关领域

的产品应用，目前公司高精密连接器等产品解决方案可应用

于商业卫星的地面接收站，已成功给国外部分客户供货，未

来还将切入更多的大型厂商。 

雷电微力 成都市 

国内现阶段能够提供毫米波有源相控阵微系统的少数几家民营

企业之一；已系统性掌握毫米波微系统的相关核心技术，产品

技术性能处于行业先进水平。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上海证券研究所 

图 3：定制卫星中平台成本占比  图 4：低轨通信卫星成本拆分明细 

 

 

 
资料来源： 电子发烧友网，艾瑞咨询，上海证券研
究所 

 资料来源：电子发烧友网，上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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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商业航天相关公司概览 

公司名称 公司地址 卫星通信业务 

高华科技 南京市 

高华为长三乙配套多种传感器及无线传感网络系统，实

现多系统内参数采集，为火箭运行状态判读提供重要依

据。 

斯瑞新材 西安市 

斯瑞新材启动建设的“液体火箭发动机推力室材料、零

件、组件产业化项目”预计实现年产约 300 吨锻件、

400 套火箭发动机喷注器面板、1,100 套火箭发动机推

力室内壁、外壁等零组件。 

陕西华达 西安市 

公司生产的高可靠等级电连接产品及互联产品，应用在

国家各类重点航天器项目中，包括"嫦娥探月系列”、

“神州飞船系列”、“北斗卫星导航系列”、“长征系

列运载火箭”、“高分遥感卫星系列”等重点工程，产

品应用范围覆盖了各类高轨卫星、低轨卫星、载人飞

船、航天货运飞船、空间站、火箭、深空探测等航天各

个领域。 

中天火箭 西安市 小型固体火箭及其延伸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神开股份 闵行区 

神开股份与瀚氢动力签署投资协议，瀚氢动力致力于为

高端流体控制提供先进、可靠的系统及核心零部件解决

方案，服务于氢能源、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领域。 

国光电气 成都市 电推核心部件（卫星霍尔电推），空间行波管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上海证券研究所 

 

 

5 风险提示 

市场竞争和不确定性加大的风险：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持续深化，

市场环境更加开放，多元竞争主体不断加入宇航制造和卫星应用

领域，竞争范围和层次不断拓展，企业盈利不确定性风险加大。 

 

技术创新的风险：宇航制造和卫星应用是涉及多门类学科的综合

性高科技产业，对技术创新的要求较高。不能及时适应市场对技

术研发能力的要求，或是技术研发不能达到预期效果，将对生产

经营和业绩实现产生不利影响。 

 

商业化落地不足风险：卫星通信行业产品聚焦于国防、公用领域，

民用商业化进程相对较慢，商业应用场景较为局限，存在潜在盈

利能力不足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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