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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华经情报网发布的《2020-2025年中国临近空间飞行器行业发展潜力分析及投资方向研究报
告》涵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
。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
企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
权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
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官网地址：https://www.huaon.com//channel/electric/601413.html

报告价格：电子版: 9000元    纸介版：9000元    电子和纸介版: 9200元

订购电话: 400-700-0142 010-80392465

电子邮箱: kf@huaon.com

联 系 人: 刘老师

特别说明：本PDF目录为计算机程序生成，格式美观性可能有欠缺；实际报告排版规则、美
观。

https://www.huaon.com//channel/electric/601413.html


华经情报网 www.huaon.com

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临近空间是指介于普通航空飞行器最高飞行高度和天基卫星最低轨道高度之间的空域，即离
地球表面约20-120km的空域。而临近空间飞行器是指能够飞行在临近空间执行特定任务的
一种飞行器，既能比卫星提供更多更精确的信息（相对于某一特定区域），并节省使用卫星
的费用，又能比通常的航空器减少遭地面敌人攻击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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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目录：
第一章 临近空间飞行器的相关定义概念
1.1临近空间的基本概念
1.1.1临近空间
1.1.2临近空间优势
1.2临近空间环境的概述
1.2.1临近空间环境的概念
1.2.2临近空间环境参数
1.2.3临近空间环境特征
1.2.4临近空间环境探测
1.2.5临近空间环境预报
1.3临近空间飞行器基本综述
1.3.1临空飞行器概念
1.3.2飞行器研究历程
1.3.3临空飞行器优势
1.3.4飞行器主要材料
1.3.5飞行器主要类别
第二章 临近空间飞行器的发展环境
2.1政策环境
2.1.1军民融合政策解读
2.1.2军工体制改革动向
2.1.3卫星产业扶持政策
2.1.4民用空间基础规划
2.1.5智能制造成国家战略
2.2经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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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经济运行总体概况
2.2.2工业经济运行形势
2.2.3宏观经济发展趋势
2.3技术环境
2.3.1航天技术
2.3.2航空技术
2.3.3新材料技术
2.4产业环境
2.4.1全球卫星市场发展
2.4.2卫星产业发展态势
2.4.3卫星制造行业形势
2.4.4卫星产业链的发展
2.4.5卫星国际合作分析
2.4.6卫星应用发展机遇
第三章 2015-2019年临近空间飞行器行业发展情况分析
3.1国外临近空间飞行器发展成果
3.1.1美国的临空飞行器
3.1.2俄罗斯临空飞行器
3.1.3其它国家临空飞行器
3.2临近空间飞行器发展现状
3.2.1低动态临近空间飞行器
3.2.2高动态临近空间飞行器
3.3临近空间飞行器军事用途
3.3.1远程打击
3.3.2侦察监视
3.3.3通信中继
3.3.4导航定位
3.3.5综合预警
3.3.6电子对抗
3.4临近空间飞行器民事用途
3.4.1建设服务
3.4.2资源勘探
3.4.3气象预测
3.4.4灾后救援
3.4.5近太空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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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2015-2019年平流层飞艇产业发展情况分析
4.1平流层飞艇基本介绍
4.1.1飞艇介绍
4.1.2工作原理
4.1.3应用领域
4.1.4技术门槛
4.1.5发展机遇
4.2平流层飞艇研发成果
4.2.1“天舟”01试验艇
4.2.2 PFK300试验艇
4.2.3 FKDY浮升一体化飞艇
4.2.4 FKC-1~FKC-3超视距飞艇
4.2.5中高空演示验证艇
4.2.6平流层飞艇“圆梦号”
4.3主要国家平流层飞艇发展情况分析
4.3.1欧洲
4.3.2中国
4.3.3美国
4.3.4日本
4.3.5韩国
4.3.6俄罗斯
第五章 2015-2019年高空长航时无人机产业发展分析
5.1高空长航时无人机基本概念
5.2高空长航时无人机发展特点
5.2.1高速大载荷飞行
5.2.2隐身飞行设计
5.2.3新型驱动能源
5.2.4先进气动布局
5.2.5综合任务载荷组件
5.3高空长航时无人机技术发展思路
5.3.1无人机能源动力技术
5.3.2无人机自主导航技术
5.3.3测控和信息传输技术
5.3.4软件使能自主控制技术
5.3.5空天地多机分布协同技术



华经情报网 www.huaon.com

5.3.6多目标组合优化设计技术
5.3.7气动-隐身一体化设计技术
5.4高空长航时无人机重点产品研发进展
5.4.1“西风”无人机
5.4.2“鬼眼”无人机
5.4.3“秃鹰”无人机项目
5.4.4“太阳神”系列无人机
5.4.5“全球观察者”无人机
5.5高空长航时无人机发展趋势分析
5.5.1更加注重隠身性能
5.5.2应用领域加速拓展
5.5.3充分利用新型能源
5.5.4自主能力不断提高
第六章 临近空间飞行器的能源支撑技术
6.1传统能源技术
6.1.1高能蓄电池技术
6.1.2太阳能电池技术
6.1.3氢氧燃料电池技术
6.2磁流体发电技术
6.2.1磁流体发电原理
6.2.2磁流体技术介绍
6.2.3磁流体发电装置
6.2.4磁流体发电优点
6.2.5磁流体发电前景
6.3飞轮储能技术
6.3.1系统基本结构
6.3.2系统工作原理
6.3.3系统关键技术
6.3.4技术研发现状
6.4微波输能技术
6.4.1技术基本概述
6.4.2关键技术分析
6.4.3应用方案设计
第七章 2015-2019年临近空间通信行业发展分析
7.1临近空间通信行业发展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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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临近空间通信特点
7.1.2临空通信系统构成
7.1.3卫星通信发展历程
7.1.4卫星通信业务分析
7.1.5卫星通信应用领域
7.2临近空间通信平台系统与平面通信系统的组网
7.2.1与卫星通信网组网
7.2.2与短波通信网组网
7.2.3与地-空（空-空）通信网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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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SOA技术
7.3.2切换技术
7.3.3异构网络技术
7.3.4软件无线电技术
7.4 2015-2019年卫星通信行业军事应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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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3欧洲应用分析
7.4.4俄罗斯应用分析
7.4.5中国军事应用分析
7.4.6其他国家应用分析
7.5 2015-2019年卫星通信行业民商业应用分析
7.5.1市场应用格局
7.5.2业务份额分析
7.5.3消费者服务业务
7.5.4卫星固定业务
7.5.5卫星移动业务
7.6临近空间通信行业未来发展前景分析
7.6.1国外行业发展前景
7.6.2国内行业发展前景
7.6.3通信卫星发展空间
第八章 2015-2019年临近空间导航行业发展分析
8.1临近空间飞行器导航系统发展情况
8.1.1北斗导航定位系统
8.1.2天文导航定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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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惯性／北斗／天文组合导航系统
8.2全球主要卫星导航系统
8.2.1相关概念介绍
8.2.2子午卫星导航系统（NNSS）
8.2.3全球定位系统（GPS）
8.2.4格洛纳斯系统（GLON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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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中国卫星导航产业发展综述
8.3.1产业链分析
8.3.2行业发展历程
8.3.3行业发展特点
8.3.4市场发展规模
8.3.5高精度导航发展
8.3.6消费类导航发展
8.4中国卫星导航产业区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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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4长三角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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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中国北斗导航系统商业化应用分析
8.5.1基础产品应用
8.5.2终端服务应用
8.5.3高端行业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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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1发展环境优化
8.6.2应用前景分析
8.6.3产业链前景分析
8.6.4国际化发展前景
第九章 2015-2019年临近空间遥感行业发展分析
9.1临近空间遥感产业发展概述
9.1.1遥感卫星特点
9.1.2行业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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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技术应用分析
9.2全球卫星遥感产业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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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高分辨率在轨卫星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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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1欧洲经验借鉴
9.5.2美国经验借鉴
9.5.3加拿大经验借鉴
9.5.4印度经验借鉴
第十章 临近空间飞行器重点企业发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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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企业发展概况
10.1.2气球工作原理
10.1.3项目研发进展
10.1.4项目测试情况
10.1.5超级网络覆盖
10.2光启科学
10.2.1企业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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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企业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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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6企业战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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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3产品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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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5产品研发动向
10.4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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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临近空间飞行器发展前景展望
11.1临近空间飞行器发展机遇
11.1.1发展潜力巨大
11.1.2未来发展趋势
11.1.3卫星产业融合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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