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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卫星及应用产业布局情况
历经30年发展，全国卫星及应用产业布局已基本形成京津冀、珠三角、长

三角、华中和西部川陕渝五大核心区域。其中京津冀地区军民协同发展，拥有
航天科技、航天科工、中科院等众多高端科研机构总部以及北航、北理工等航
天航空领域一流高校，产业基础完善、创新能力较强，在五大区域中最具竞争
力；珠三角地区全力瞄准导航终端和芯片研发设计，占据了终端生产的绝对优
势地位；川陕渝研发能力强，但产业化步伐相对滞后，在卫星产业成熟化发展
阶段还未找到重点突破口；华中地区主要在地理信息领域具有强大的研发能力
和产业基础，与其他地区错位发展。

相对来说，长三角地区更侧重民用，依托北斗卫星导航平台，承担着探索
卫星产业化应用路径和模式的重任。从经济综合实力、产业链完整程度和产业
配套成熟度来看，以北京为核心的京津冀地区和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地区将
会成为卫星及应用产业最具发展潜力的两大阵地。

尽管浙江省在卫星领域基础薄弱，缺乏高端科研机构、缺乏产业基础，更缺
乏专业领域一流高校。但后来者未必不能超越，目前杭州已瞄准空天信息产业并
专项出台了《空间信息技术与应用化方案》，计划将高分辨率遥感、精准导航定
位等技术应用于“城市大脑”，更加精益化地提升城市数字化水平。据不完全统
计，已有20余家空天信息企业及研究机构落地云栖小镇，包括具备快速微小卫
星设计研发和生产制造能力的民营企业和北斗时空研究院等尖端科研机构。

12月 21日，国家北斗导航
位置服务浙江（宁波）数据中心
建设正式启动，中科院院士王建
宇院士工作站同时落地宁波市江
北区，这标志着宁波在卫星应用
产业领域迈出了很大一步。在王
建宇院士看来，发射“宁波一
号”卫星并非遥远的梦想，空间
数据有望成为宁波数字经济发展
的新动能。

目前，我国正在自主创新研
究“天基信息实时服务系统”
（PNTRC），把卫星通信网与现
有互联网做成空天地一体化网，
今后产值上万亿元。未来5至10
年，我国每年将有80至 100颗
低轨道商用卫星的发射需求量。
地处北纬30度的宁波海岸线和
海岛，是发射低轨道商用卫星的
理想基地。而且，中国航天科工
集团宁波航天智慧科技城、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宁波创新研究院、
哈尔滨工业大学宁波智能装备研
究院等科研机构，不约而同都在
谋划打造卫星应用数据产业链。

为此，建议宁波市瞄准时
机，紧抓战略机遇，高水平谋划
“北纬30度”卫星发射基地及卫
星应用数据产业链，以这个重大
项目为支撑，积极争取高能级创
新平台落地，加快提升卫星及应
用产业能级，释放高精尖技术的
叠加和倍增效应，撬动宁波经济
高质量发展。

宁波发展卫星数据产业链有条件

宁波建发射基地具地理优势
宁波的沿海岸线和海岛，地处北纬30度附近，发射倾角好，地空距离短，离赤道

近，这既可充分利用地球自转的离心力，又可缩短地面到卫星轨道的距离，从而增加
火箭的有效负荷。同时，宁波的沿海岸线和海岛具备建设深水码头条件，可通过海运
解决巨型火箭运输难题。

目前，世界上在北纬30度附近建设卫星发射基地已有多处先例。如，日本种子岛
宇宙中心（地理坐标：北纬30°24′东经130°58′）、美国肯尼迪航天中心（地理坐
标：北纬28°35′西经80°39′）、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地理坐标：北纬28°14′，
东经102°01′）等。建议在宁波象山南田岛、高塘岛一带选址（地理坐标：北纬29°
07′，东经121°58′）建设低轨道商用卫星发射基地。

据中国国家航天局统计，目前中国在轨卫星超过200颗，卫星应用产业规模年均增长
率超过20%。未来5至10年，我国每年将有80至100颗低轨道商用卫星的发射需求量。

卫星应用数据产业链前景广阔
卫星及应用产业所呈现的巨大发展空间，来自于海陆空、人天地物相互关联的技

术覆盖度，来自于纵横交错、无边无界的产业覆盖度，更来自于多维立体、快速高效
的思维覆盖度。

卫星主要分三大类型，包括通信卫星（占比70%）、导航卫星（占比20%）和遥感
卫星（占比10%）。从卫星产业链来分析，主要分为卫星制造领域、卫星运营领域（提
供通信服务和转发器租赁）、地面设备制造领域（提供地面支撑系统及应用业务服
务）、卫星服务领域（为最终用户提供各类解决方案和增值服务），业务收入分别占比
约6%、2%、44%和48%。其延伸的产业链具有产业链条长、关联度大、市场前景广
阔、吸纳就业能力强等特点。

卫星产业链上游，主要包括提供数据采集能力的基础设施，覆盖航空航天、电子
芯片、传感器、测绘仪器等高端制造业，科技含量高、环境污染少，聚集了大量核心
技术。卫星产业链中游主要针对上游提供的数据资源和技术成果进行集成应用，包含
数据库和平台等软件开发，可带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5G、量子通
信、量子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全面融合发展。卫星产业下游，主要为通、导、遥一
体化的信息服务，应用范围可覆盖国防安全、城市规划、精准农业、智能制造、环保
卫生、交通出行等30多个领域，是智慧城市、自动驾驶、物联网应用等多个全球新兴
科技领域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

从行业价值链的税前利润率分布来看：卫星制造与卫星发射服务业低于10%，地
面设备制造业为5%-10%，卫星运营业为50%—80%，卫星服务业为5%-30%。卫
星运营和卫星服务业由于商业价值最高，因而成为产业发展最为活跃，同时也是各方
角力的“主战场”。

卫星产业链由上至下收入占比和利润率不断增高，说明产业链下游、面向最终用
户的环节收入和利润更为可观。因而，宁波争取兴建低轨道商用卫星发射基地的真正
目的，在于打造卫星应用数据产业链。

打造“北纬30度”
卫星应用数据产业链

目前，宁波以北斗导航浙江（宁波）北斗数据中
心、天链测控等平台、企业为支撑，已初步具备发展
卫星及应用产业基础，建议紧抓战略机遇，放眼长远
谋项目，“争”出宁波速度。

以重大项目为抓手
建议宁波积极借力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北京航天

航空大学、中国科学院和酒泉卫星发射基地、西昌卫
星发射基地，联系宁波籍的航天航空领域专家，争取
低轨卫星发射基地落户宁波的海岸或海岛，也可以探
索建设酒泉或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宁波分中心的模式。

现阶段低轨商用卫星已成为全球太空竞赛的跑
道，OneWeb、Space X、谷歌、Facebook、波音
等巨头均已进入战略部署，发射微小卫星相比传统卫
星具有研发周期短、生存能力强、研发制造成本低、
可批量部署、协同工作等特点。据测算，未来5年全
球至少有2600颗微小卫星发射的需求量，商业卫星
比例占到75%。据专业人士测算，对企业来说，进入
新能源汽车产业领域需要200亿元的启动资金，而进
入低轨商用卫星产业领域的启动资金只需新能源汽车
产业的1/2，今后商机无限，而且产业定位符合国家
战略方向。

建议宁波市积极对接中科院下属相关研究院，加
快成立创新服务平台，全面打造集“核心技术攻关-
软件开发-应用产品和工具开发-市场培育”一体化
的高能级创新中心。在卫星发射基地建设基本落地的
基础上，尽早对接上海某研究院和上海某卫星工程中
心，达成战略合作，完善卫星研制环节，成为宁波主
动对接上海的重要战略举措。

谋划搭建高能级平台
建议宁波市提早谋划，提高创新平台能级水

平。主体选择层面，主动打破龙头企业引领的旧有
模式，面向“一带一路”以及整个长三角，鼓励有
技术有能力的大中小企业、科研院所、高校团队多
方参与，优势互补。参与方式层面，鼓励以资金或
技术股权入股的形式，共建创新平台，协同研发、
协同培养人才，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更加紧
密合作的创新网络。合作模式层面，建议建立信息
共享和互信机制，打破技术和产业壁垒，形成“产
学研用金、才政介美云"联动，鼓励产学研多主体参
与、社会力量介入、跨国合作和军民融合等方式大
力推进协同创新。

以“北纬30度”命名
建议以神奇的“北纬30度”品牌概念打响宁波

发展空间信息产业的第一枪。空间信息产业离不开经
纬度的准确测量，以“北纬30度”命名，既符合产
业特征更能带来焦点效应；从内涵看，“北纬 30
度”，也寓意地处中国大陆最东面、北纬30度线上的
宁波在空间信息产业领域发展目标，既有北纬30度
一样的世界高度和世界深度（北纬30度既是地球山
脉的最高峰所在地，又是地球海底最深处的所在
地），更会取得北纬30度一样的神秘奇迹，富有发展
想象空间。

同时，尽早拓展卫星数据产业链在各领域的应
用。建议宁波市与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科研机构开
展合作，推进卫星大数据上下游产业发展，形成卫星
应用数据产业链。整合宁波现有的资源，探索建设卫
星大数据云服务平台、卫星大数据交易平台、数据交
易平台结算中心及研究中心、卫星科普馆与教育基地
等，实现商业卫星大数据的产业化及市场化运营。同
时，借鉴中国卫星全球服务联盟与银川市共建“中阿
卫星数据产业园”的经验，宁波可以建设面向中东欧
国家的“中国—中东欧卫星数据产业园”。

紧抓卫星应用数据产业链的国家战略机遇
从2016年起，国家层面密集出台了发展卫星产业的战略指引。在国务院印

发的《“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中，指出要做大做强卫星及
应用产业，加速卫星应用与基础设施融合发展；2017年，在《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推动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意见》中，详细阐述了“海、陆、
空”一体化的基础设施建设路线图和技术路线图；2018年，《数字中国建设发
展报告（2017年）》则更加明确地提出要加速北斗、遥感卫星商业化应用，推
进空间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国土空间信息平台建设。

据不完全统计，2017年我国应用卫星规模约为3221.3亿元，同比增长
19.9%。其中，卫星导航和位置服务规模为2550亿元，卫星遥感市场规模为
71.5亿元，卫星通信规模为599.8亿元。从市场情况来看，卫星商业化应用很
快会进入扩张期和成熟期。未来5至10年，商用卫星产业发展逐步向开放、众
创的平台+产业的发展模式转变，从单一产品服务模式向全产业链延伸服务的
方向转变。

目前，我国正在自主创新研究天基信息实时服务系统（PNTRC）。美国正在
建PNT，即定位导航授时，加遥感就是R，加通信就是C。中国做PNTRC五位
一体的服务，将改变通信、导航、遥感这三个系统分离、系统孤立、信息分离、
服务滞后的状态，解决一星多用、多星组网、天地互联、多网融合的难题。通过
数据挖掘，能实现时空迅速的融合；又通过星地协同，组网传输，智能处理，实
现按需服务。把空间信息服务加到互联网上去为大众服务，产值上万亿元。

那么，宁波如何打造卫星应用数据产业链？
建议瞄准“对地观测脑”。如果把“对地观测脑”跟人脑对比，人脑有视

觉、听觉功能，基于联想分析功能，在卫星上装一个高性能的计算机，把通信
导航卫星连通互联网后，就有了视觉、听觉和记忆功能，在天上实时地在轨做
目标发现、变化检测，实时传送。通过天上卫星，对地观测卫星、通信卫星和
导航卫星，实现各类资源的集成，获取用户最关心的、最有用的数据和信息，
服务于用户的决策，实现智能化实时的系统。

据我们了解，把卫星通信网与现有互联网做成空天地一体化网，国家已经
设立700亿元专项基金。武汉大学与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的协同创新团队，许多成员是镇海中学、效实中学毕业的宁波籍青年
专家。他们在集中力量做一星多用、多星组网、多网融合的“对地观测脑”，
让它的时间分辨率达15分钟，空间分辨率达1.5米，导航精度达到米级、亚米
级，通信能力全球覆盖，能打电话、传视频、传图像。

发射“宁波一号”卫星并非遥远梦想
建议宁波打造“北纬30度”卫星应用数据产业链
国研经济研究院东海分院研究员 陈旭钦 助理研究员 管如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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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卫星及应用产业一览表

*由国研经济研究院东海分院整理

区域

京津冀

珠三角

长三角

华中

川陕渝

核心城市

北京
天津

深圳
广州

上海
苏州
南京
合肥

郑州
武汉

成都
西安

重点领域

通信
导航
遥感

导航

通信
导航

地信

通信
导航
遥感

重点环节

卫星研发
卫星制造
卫星发射
产业应用

终端生产

卫星研发
卫星制造
卫星发射
产业应用

卫星研发
卫星制造

卫星研发
卫星发射

产业基础

航天长城、中国卫
通、中国资源卫星
中心、中国遥感卫
星地面站

航空航天制造业

上海北斗卫星导
航平台、上海国家
民用航天产业基
地

3S 产 业 、泰 国
THEOS 卫星地
面站

西昌发射中心

创新基础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航天九院
704 所、五院503所、北航、北理工、山
东大学、天津大学、中科院电子所、中
科院遥感所、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
心、中科院光电研究院、中电3 所、中
电54 所等科研院所和高校集聚

珠海航展等重大交流平台

航天八院、航天804所、中科院上海
微小卫星工程中心、中电38 所和中
国科技大学、中国航空无线电电子研
究所、中科院上海天文台等科研院所
和高校集聚

武汉大学、国防科技大学、中南大学
等高校集聚

西北工业集团、电子科技大学等科研
院所和高校集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