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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8E_E4_BF_83_E8_c80_303275.htm 关于促进卫星应用产

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2007年11月18日 卫星应用产业是国家战略

性高技术产业。应用卫星研制生产已形成系列化，正在从试

验应用型向业务服务型转变，卫星应用已成为经济建设、社

会发展和政府决策的重要支撑。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和《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

划纲要（20062020年）》，为贯彻落实《高技术产业发展“

十一五”规划》和《航天发展“十一五”规划》，加速以卫

星通信广播、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应用为核心的卫星应用产

业发展，建立完整的卫星运营服务、地面设备与用户终端制

造、系统集成及信息综合服务产业链，促使卫星应用产业为

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服务，特提出以下意见。 一、加快卫星应

用产业发展的指导思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远近结

合、军民结合、自主研制与国际合作相结合的原则，以国民

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共安全重大需求为牵引，以业务化和规

模化发展为目标，以强化自主创新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建设

、推进卫星应用公共资源的共享、培育卫星应用企业集群和

产业链为重点，以体制机制创新和开放式发展为途径，以加

强卫星应用和培育卫星应用市场为突破口，加强国家对卫星

应用产业的宏观治理和政策引导，统筹规划与建设卫星及其

应用系统，加大对卫星应用产业扶持力度，促使卫星应用产

业成为加强与改善政府宏观治理和科学决策的重要手段,不断

提高卫星应用业务化运行能力，形成具有国内外市场竞争力



的新兴产业。 二、卫星应用产业发展的主要目标。到2020年

，完成应用卫星从试验应用型向业务服务型转变，地面设备

国产化率达80%，建立比较完善的卫星应用产业体系，促进

卫星应用综合业务的发展，形成卫星通信广播和卫星导航规

模化发展、卫星遥感业务化服务的产业局面；使卫星应用产

业产值年均增速达到25%以上，成为高技术产业新的增长点

。 三、推进卫星通信广播产业集约化发展。发挥卫星通信和

卫星广播作为国家重要信息基础设施不可替代的作用，积极

发展卫星通信广播综合业务，扶持发展灾难应急通信、远程

教育、远程医疗等公益性卫星通信事业。 （一）进一步完善

卫星通信广播的治理政策、体制、机制，合理有效整合国内

卫星通信企业，推动卫星通信广播与其他行业应用相结合的

综合业务的发展。 （二）进一步提高国产通信广播卫星在容

量、寿命、精度、安全和可靠性等方面的性能，积极发展新

型移动通信、宽带接入、移动多媒体广播、卫星直播等业务

卫星。 （三）不断提高符合国家信息安全治理规定的卫星通

信广播终端、地面系统及设备的核心技术开发和生产制造水

平，大力扶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创新成果产业化，提高地面

设备的国产化程度和应用比例。 （四）以政策推动和市场需

求为导向，积极推动卫星通信、卫星广播制造业产业化发展

，形成具有产业规模、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卫星通信广播制造

和服务企业。 四、促进卫星导航产业规模化快速发展。加速

建立自主卫星定位导航系统，提高卫星导航应用的基础保障

能力，大力促进卫星导航终端设备的产业化，推进卫星导航

运营关联产业的发展。 （一）加快形成建立以北斗卫星导航

系统为核心的民用导航产业体制。建立统筹协调机制，研究



制定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民用应用政策，促进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的产业化应用；对于涉及国家经济、公共安全的重要行业

领域须逐步过渡到采用北斗卫星导航兼容其它卫星导航系统

的服务体制，鼓励其他行业和领域采用北斗卫星导航兼容其

它卫星导航系统的服务体制。 （二）加强卫星导航应用的基

础保障体系建设。加快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建设；统筹规划

国家级高精度卫星导航增强系统的建设，提高导航定位精度

和完好性及其服务能力；建立健全卫星导航终端产品检测平

台和公信力测评机制，不断提高导航终端产品的质量。 （三

）促进卫星导航运营企业和卫星导航终端设备的产业化发展

。大力推动卫星导航运营业的规模化、规范化发展；鼓励自

主知识产权卫星导航接收芯片、要害元器件、电子地图、用

户终端等产品的标准化和产业化。 五、着力建立业务化、一

体化的自主遥感卫星应用和服务体系。以建立国家高分辨率

对地观测系统为契机，提高卫星遥感应用和服务的能力和水

平，推动卫星遥感数据资源共享和有效利用，促进卫星遥感

应用产业的形成。 （一）促进我国遥感卫星数据的开发利用

和开放共享。加强卫星遥感服务与应用体系建设，加快资源

整合，逐步建成国家统一的陆地观测、气象、海洋卫星遥感

数据接收和处理地面系统，基于国家自然资源和地理空间基

础信息库，构建国家卫星遥感数据平台；制定统一的对地观

测遥感数据标准与政策；在保证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形成卫

星遥感数据开放和共享机制，促进我国自主卫星遥感数据的

公益性服务、商业服务和国际市场服务。 （二）加强卫星遥

感数据在重要行业和地区发展中的应用。加快应用技术研发

和应用系统建设，促进遥感数据在国土资源、农业、林业、



水利、气象、海洋、环境、减灾、测绘、交通、教育等领域

和区域开发、城乡治理以及重大工程中的应用，实施应用示

范工程，培育遥感服务企业，拓展卫星遥感应用服务产业链

。 （三）全面提升我国遥感卫星数据源的自主保障能力。提

高我国遥感卫星研制、运行和治理水平，加快国家高分辨率

对地观测系统和业务遥感卫星系统的建设，形成连续、稳定

、及时、高质的业务数据服务能力；完善遥感定标试验场等

卫星遥感数据应用与产业化技术支撑体系，促进卫星遥感数

据产品及公共应用平台的开发和应用。 六、加强国家对卫星

应用的统筹规划和宏观治理。建立政府部门的协调机制，研

究制定相关政策，统筹规划卫星、卫星应用及其相关基础设

施的发展，协调空间资源、重点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的建设

；各级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在积极落实国家有关总体规划的

同时，应结合实际，积极推动卫星应用区域和行业的综合应

用和典型示范。 七、强化自主知识产权卫星数据、产品和系

统推广应用。涉及国家安全及国民经济命脉的应用领域和政

府投资项目，应优先使用或采购自主知识产权卫星数据、产

品和系统；在涉及卫星应用各领域政府投资项目评审中，相

关评审机构要增加对应用国产卫星数据与产品的可行性评价

。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应加紧研究卫星数据知

识产权有关政策，把知识产权工作纳入到卫星应用项目的评

定和治理活动中，把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作为治理的重要内容

。 八、加强我国卫星应用标准体系建设。加速卫星应用标准

的顶层设计和重要基础性标准的研究制定，加强各行业与卫

星应用领域相结合的要害技术标准的制定与推广；积极参与

卫星应用标准化领域的国际合作。 九、加大对卫星应用产业



基础条件建设的支持力度。加大政府对卫星应用业务系统的

重要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推动卫星应用产业基础能力建设

，加强对轨道、频率等资源的规划与协调，加速形成卫星应

用产业发展的基础条件。 十、加强卫星应用及产业化相关科

学技术和研发投入的支持力度。加强卫星应用创新能力建设

，建立若干卫星应用国家工程中心、工程实验室和重点实验

室，发挥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优势，形成企业为主体的、

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卫星应用技术创新体系；加大力度支持卫

星应用共性、要害技术开发和工程化系统集成与重大应用工

程建设。 十一、鼓励社会投资和企业参与卫星应用。国家和

各级地方政府对具有产业化前景，且列入国家发展规划、以

企业投资为主的重大卫星应用项目，给予投资补助或贷款贴

息。通过政策环境建设，积极引导社会投资发展卫星应用产

业，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 十二、加速成果转化，推进卫星

应用的产业化。鼓励各行业主管部门、科研单位等要及时发

布卫星应用技术成果，促进卫星应用最新成果的转化与推广

应用；组织实施卫星应用产业化专项、应用示范工程和产业

发展基地，推广应用成果和经验；积极培育和发展中介机构

，逐步建立卫星应用系统产品的测评和认证机制，为促进卫

星应用技术和产品推广应用提供服务。 十三、扩大卫星应用

产业的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积极开展国际合作，提高应用

的整体技术水平；支持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推动卫星应用产

品和服务的出口。 十四、加大人才培养、培训和宣传普及工

作力度。加强专业与应用相结合的教育培训体系建设，加速

卫星应用人才培养，积极开展多层次的卫星应用技术在职培

训，大力宣传、普及卫星应用知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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