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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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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dquo;十一五&rdquo;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巨大成就，产业结构升级加快，

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总体上说，&ldquo;十二

五&rdquo;时期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条件和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不会发生根本改

变。 　　2012年12月27日，我国自主建设、独立运行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向亚太大部分

地区提供连续无源定位、导航、授时等服务。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简称北斗系统，是由我国自

主建设、独立运行，与世界其他卫星导航系统兼容共用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可为各类用户

提供高精度、高可靠性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2014年3月，为加快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民

用领域的推广应用和产业化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发布了《关于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推广应用的若干意见》。

 　　在2010-2020年间，随着我国卫星发射提速，卫星产业链将整体获益，其中卫星制造和发

射行业受益最为直接。此外，卫星制造关键部件的厂商也将分享我国卫星发射量的增长，卫

星导航芯片和模块、卫星导航模拟器、时间同步系统的需求也将迎来新一轮增长。

 　　受益于良好的外部环境，卫星产业将迎来历史性发展机遇，有望带动产业链上、下游等

相关产业的蓬勃发展。在资源、技术、企业、配套设施等方面具备优势的地区应抢抓机遇，

积极培育市场，出台优惠政策招商引资，成为卫星应用市场的主力军，使卫星应用产业成为

拉动地方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又一重要力量。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5-2020年中国卫星行业深度研究与行业竞争对手分析报告

》，依托庞大的调研体系，结合科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卫星应用行业的发展环境、现状、

区域市场、优势企业、产业园区、发展趋势、政策法规、发展规划等方面进行细致深入的分

析，帮助客户全面把握卫星产业的总体发展状况。此报告是您跟踪卫星产业最新发展动态、

编写产业规划、编制产业政策、制定招商策略的重要参考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商务部、财政部、智研数据研究中

心、卫星工业协会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详实、丰富，同时通过专业的分

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或贵单位若想对卫星产业有个系统深

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卫星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第一章　卫星产

业概述

 　　1.1　卫星的分类及应用领域

 　　　　1.1.1　人造卫星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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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2012-2014年中国卫星产业发展环境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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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卫星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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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2012-2014年各省市卫星产业及部分产业园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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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4　成都建设北斗卫星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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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各省市卫星产业园区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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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2　西安航天产业基地发展思路及措施

 　　　　5.3.3　济南卫星产业园建设全面启动

 　　　　5.3.4　湖南省建设全国最大军民结合卫星应用产业园

 　　　　5.3.5　北京亦庄建设卫星导航产业技术创新孵化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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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卫星产业项目招商引资相关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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