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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期发展规规划2015-2025》、《&ldquo;十三五&rdquo;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和《

关于加快推进&ldquo;一带一路&rdquo;空间信息走廊建设与应用的指导意见》在内的多项卫星

应用领域相关的规划，从国家层面对卫星导航产业长期发展进行了总体部署。

        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分&ldquo;三步走&rdquo;建设，2020 年完成组网，提供全球导航

服务。从 2000 年到 2003 年， 建成由 3 颗卫星组成的北斗卫星导航试验系统，即北斗一号；在

2012 年前完成亚太地区组成，为亚太地区提供 无源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即北斗二号

；2020 年完成 35 颗北斗卫星组网，向全球提供卫星导航服务，即北 斗三号。

        北斗三号卫星导航系统已基本完成系统星座部署，未来有望提供毫米级的高精度服务。

空间段由 5 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和 30 颗非静止轨道卫星组成。2017 年 11 月 5 日，北斗三号的

首批两颗组网卫星以&ldquo;一箭双星&rdquo; 成功发射，标志着我国开始建造&ldquo;北

斗&rdquo;全球卫星导航系统。2018 年 11 月 19 日，北斗三号系统第 18、19 颗 卫星升空，标志

着我国已成功完成北斗三号基本系统星座部署，服务区域覆盖&ldquo;一带一路&rdquo;沿线及

周边国家。 北斗三号定位精度可以达到 2.5 到 5 m，在建成后将为民用用户免费提供约 10 m 

精度的定位、0.2 m/s 的测速服 务，并为付费用户提供更高精度等级的服务。而且，随着北斗

地基增强系统提供服务，可以提供米级、亚米级、 分米级甚至厘米级、毫米级的定位服务。 

全球四大导航系统对比     

-   

卫星数量   

轨道高度   

位置精度   

授时精度   

速度精度       

GPS（美国）   

31MBO   

20200km   

6m   

20ns   

0.1m/s       

伽利略（欧盟）   

26MBO   



24126km   

1m   

20ns   

0.1m/s       

GLONASS（俄罗斯）   

25MBO   

19100km   

12m   

25ns   

0.1m/s       

北斗卫星导航（中国）   

5GEO+30MBO   

21500km   

10m   

50ns   

0.2m/s   

        天通一号是中国第.一个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天通一号由三颗地球同步卫星组成。天通一

号 01 星由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基于东方红四号卫星平台研制，于 2016 年 8

月 6 日成功发射。天通一号系统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投入使用，由中国电信卫星通信公司运营

，将与地面移动通信系统共同构成移动通信网络， 为中国及周边、中东、非洲等相关地区以

及太平洋、印度洋大部分海域的用户提供移动通信服务，被称为&ldquo;首 颗中国版海事卫

星&rdquo;。天通一号 02 星和 03 星将采用东方红五号卫星平台，提高整星功率和天线口径从

而支持更 大容量的宽带通信。天通一号 02 星和 03 星将分布 01 星东西两侧，形成对太平洋中

东部、印度洋海域及&ldquo;一带 一路&rdquo;区域的覆盖。天通一号业务种类和通信速度     

业务种类   

通信速度       

语音   

1.2/2.4/4.8kb/s（不同语音质量要求）       

传真   

2.4/4.8/9.6kb/s       

数据业务   

1.2kb/s~128kb/s分档可变       



视频回传   

64kb/s~384kb/s分档可变       

短信   

&le;140字节/次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卫星导航市场发展态势与市

场供需预测报告》共十一章。首先介绍了中国卫星导航行业市场发展环境、卫星导航整体运

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中国卫星导航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卫星导航市场竞争格

局。随后，报告对卫星导航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卫星导航行业发展

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卫星导航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中国卫星导航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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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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卫星导航企业面临巨大的市场机遇

二、投资机会侧重于上游产业链中的芯片和终端设备提供商

三、下游应用服务的投资机会

四、看好卫星导航/定位、同步授时两大增值服务

五、卫星导航设备及相关运营服务（PND、VIS）

第三节 2021-2027年中国卫星导航投资风险预警

一、宏观调控政策风险

二、市场风险



三、进退入风险

四、技术风险

 

第十一章 2021-2027年中国卫星导航业市场发展前景和趋势

第.一节 2021-2027年全球卫星导航业市场发展趋势分析

一、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发展趋势

二、2014-2019年GPS手机出货量分析

三、2019年全球GPS便携终端发展预测

四、2019年全球GPS设备和系统市场发展预测

第二节 2021-2027年中国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发展预测

一、2014-2019年中国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发展预测

二、2019年中国卫星导航发展预测

三、2019年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发展预测

第三节 2021-2027年中国卫星导航产业发展前景与趋势北斗系统市场规模及增速测算     应用领

域   主要终端   2016(亿元）   2020E   (亿元）   复合增长率%       谨慎预计   中性预计   乐观预计   

谨慎预计   中性预计   乐观预计       大众领域   智能手机   487   898   1047   1197   17%   21%   25%      

车载导航   364    1020   1190     1360   29%   34%   39%       行业领域   高精度   GNSS测绘仪器   60  

156   182   208   27%   32%   36%       GIS数据采集器       普通精度   渔船导航终端   4   6   8   14   10%  

20%   25%       民航机载导航   0   0   16   31    -    -    -       合计   915   2079   2443   2810   23%   28%   32% 

 

一、未来GPS市场发展趋势

二、未来中国卫星导航专业市场发展前景

三、到2019年中国GPS市场发展前景

第四节 2021-2027年中国GPS市场发展形势预测分析

一、中国卫星导航投资路线分析

二、CMMB发展对GPS的拉动作用

三、3G将为GPS市场带来的机遇

四、GPS发展的TMC动力

五、GPS发展的挑战

第五节 2021-2027年中国GPS市场发展趋势分析

一、GPS市场品牌发展趋势

二、GPS方案技术发展趋势



三、GPS销售渠道发展趋势

四、GPS硬件发展趋势

五、GPS市场的细分与融合趋势

  详细请访问：http://www.abaogao.com/b/tongxun/B88477NCAD.html

http://www.abaogao.com/b/tongxun/B88477NCAD.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