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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据腾讯网报道，9 月 6 日，华为通过线上发布会形式推出华为

Mate50 系列手机，该系列手机支持通过北斗卫星发送消息的硬件能力，

是业界首款支持北斗卫星消息的大众智能手机。9 月 8 日，苹果公司发布

了 iPhone14 系 列 手 机 ， 该 系 列 手 机 支 持 卫 星 通 信 紧 急 求 助

(EmergencySOSviaSatllite)功能，可以连接特定的卫星频率，发送消息传

达给急救机构。 

同是卫星应急短信功能，但实现路径不尽相同。据网易网报道，我国

自主建设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不仅具备卫星导航功能，并且还集成了卫

星通信功能，北斗三代系统支持 14000 比特（1000 个汉字）/次的区域通

信功能，既能传输文字，还可传输语音和图片，并支持每次 560 比特（40

个汉字）/次的全球通信能力，华为 Mate50 系列手机借助北斗卫星的这项

功能即可实现卫星短信功能。据快科技网报道，苹果 iPhone14 系列手机

通过定制组件及特定软件，可以连接特定的卫星频率，发送消息，再通过

基站、中继中心(如有必要)，将短信传达给急救机构。iPhone14 系列手机

使用了波束成形、定向天线阵列，以及直观的方向指示界面，使用者需根

据提示将手机对准卫星的方向，将信息发送给卫星网络，但苹果公司并未

披露具体使用了哪种卫星通信网络。 

卫星通信首次应用于手机终端，有望打开卫星通信消费市场。当前卫

星通信主要应用于广播通信与商业移动通信两大领域，广播通信主要应用

于电视信号卫星广播传输等领域，商业移动通信主要用于海事卫星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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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卫星通信等领域，尚未进入消费终端领域。我们认为，本次华为、苹

果公司率先在业内开拓了卫星短信功能，虽然只能支持文字信息传输，但

仍具有里程碑式意义，未来手机卫星通信功能有望逐步拓展到语音、图像

传输等方面，卫星通信的消费级市场有望逐步打开。 

未来卫星通信需求有望快速增长，卫星网络建设将首先受益。根据 SIA

的统计数据，对于卫星产业链，卫星组网建设费用仅约占产业链总产值的

7.5%，因此对于卫星通信系统，对卫星组网建设的投入将能够带动约 12

倍的终端及服务市场。据澎湃网报道，截止今年 4 月，美国 SpaceX 公司

的“星链”低轨通信卫星系统已经发射 43 批共计 2301 颗卫星，截止 2022

年 2 月，“星链”已有 25 万用户终端。在国内，航天科技和航天科工集团

曾分别提出了“鸿雁”和“虹云”低轨卫星通信星座计划，将分别发射

300 颗和 156 颗低轨通信卫星组建太空通信网，目前两个系统的首颗实验

星都已试射成功，“鸿雁”和“虹云”系统首期组网建设投资估计约为

300 亿元，根据 SIA 的统计数据推算，“鸿雁” 

和“虹云”系统带来的卫星移动通信领域产业规模有望达到约 4000

亿元。2021 年 4 月，中国卫星网络集团有限公司成立，将进一步推动国内

卫星通信网络建设进程。 

投资建议：未来卫星通信有望逐步进入消费领域，对通信卫星的需求

将日益扩大。建议关注与卫星制造、火箭发射、通信卫星运营相关的标的，

如中国卫星、中国卫通、康拓红外、航天电子、铖昌科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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