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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报价

《2017-2022年中国卫星行业市场监测与投资战略研究报告》信息及时，资料详实，指导性强

，具有独家，独到，独特的优势。旨在帮助客户掌握区域经济趋势，获得优质客户信息，准

确、全面、迅速了解目前行业发展动向，从而提升工作效率和效果，是把握企业战略发展定

位不可或缺的重要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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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2015年全球航天产业的总收入为3353亿美元。卫星产业的总收入约为2083亿美元，占全球

航天产业收入的62%。卫星产业收入占航天产业收入同比下降了1个百分点（2014年两者占比

为63%）。卫星制造业和发射服务业是航天产业基础的核心。  

      非卫星产业的航天收入包括载人航天飞行收入、非地球轨道航天器收入和政府预算，2015

年总收入为1270亿美元。

 2015年全球航天产业、卫星产业收入结构数据来源：公开数据整理

 

      截至到2015年年底全球在轨卫星共1381颗。从数量上看，通信卫星占比51%，而其业通信

卫星占比37%，民军两用通信卫星占比14%；对地观测卫星占比14%；技术实验卫星占比12%

；导航卫星占比7%；军事侦察卫星占比8%；科学卫星占比5%；气象卫星占比3%。

      与2011年在轨卫星数量（986颗）相比，5年期间卫星数量增长了39%；低地球轨道（LEO）

的小卫星和微小卫星促卫星数量增长；如地球静止轨道（GEO）通信卫星等一些种类卫星的

平均运行寿命变长。

 2015年在轨运行卫星任务分布情况数据来源：公开数据整理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卫星行业市场监测与投资战略研究报告》共八

章。首先介绍了卫星行业市场发展环境、卫星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卫星行业市场运

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卫星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卫星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最后分析了卫星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卫星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卫

星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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