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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中国卫星应用十大事件

编者按：

2021 年，星网集团成立，助推我国卫星互联网产业发展；北斗规模应用进入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

发展的关键阶段；多颗遥感卫星交付，提高对地观测能力。《卫星应用》编辑部聚焦全年卫星应用取得的

重大成果，组织评选了 2021 年中国卫星应用十大事件。

1. 天通一号三星组网，提升我国卫星

通信服务和应急通信保障能力

1 月 20 日，天通一号 03 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

心由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发射升空。该卫星与在轨

的天通一号 01 星、02 星组网，构建我国首个自主

可控的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实现对亚太区域的覆盖，

提供话音、短信、数据、视频回传等业务，提升我

国卫星通信服务和应急通信保障能力。

2. 星网集团成立，

助推卫星互联网产业发展

4 月 29 日，经国务院批准，新组建的中国卫

星网络集团有限公司（星网集团）在河北雄安新区

落地。该公司主要承担统筹中国卫星互联网发展任

务。星网集团的成立，将推动我国卫星互联网产业

链上下游的共同发展，对产业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开启我国卫星互联网发展的新征程。

3. 资源三号三星组网提升观测能力

5 月 28 日，资源三号 03 星在轨交付，投入业

务化运行。资源三号 03 星是自然资源部作为主用

户的重要自主卫星数据源，可有效获取高分辨率立

体影像、全色多光谱影像和激光测高数据，显著提

升 1:5 万比例尺测图及更大比例尺地理信息更新能

力，为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性数据保

障。资源三号 03 星与在轨的 01 星、02 星实现三星

组网运行，重访周期可从原来双星的 3 天缩短到 1

天，2m 分辨率光学立体影像和平面影像对全国或

重点区域的年度、季度、月度覆盖能力进一步提高。

在自然资源调查监测、生态环境监测、防灾减灾等

方面具有显著的应用优势。

4. 我国气象卫星观测能力持续提升

6 月 3 日，风云四号 B 星成功发射，该星是我

国新一代静止轨道气象卫星风云四号系列卫星的首

发业务星。它的成功发射，标志着我国新一代静止

轨道卫星观测系统正式进入业务化发展阶段，对确

保我国静止气象卫星升级换代和连续、可靠、稳定

业务运行意义重大。7 月 5 日，风云三号 E 星成功

发射，该星是风云三号 03 批气象卫星的首发星，

也是世界民用业务气象卫星家族中首颗工作在晨昏

轨道的卫星。该星的发射进一步提升了我国数值天

气预报精度和天气预报准确率，丰富了我国气象卫

星业务观测体系，助推我国空间基础设施现代化建

设。两颗风云卫星入列后，我国气象卫星观测能力

将迎来大幅提升。

5. 商业遥感卫星服务能力不断提升

6 月 11 日，北京三号卫星成功发射。该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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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颗高性能的新型光学遥感卫星，可快速获取高

质量、高分辨率、高定位精度地面影像，推动我国

商业卫星对地观测实现从二维到三维的跨越。7 月

3 日、9 月 27 日、10 月 27 日，吉林一号宽幅 01B

卫星及 3 颗吉林一号高分 03D 卫星、吉林一号高分

02D 卫星（和平精英号）、高分 02F 卫星（航天星

云·常熟一号）分别发射升空。卫星具备高分辨、

大幅宽、高速数传等特点，吉林一号宽幅 01B 卫星

可获取幅宽不小于 150km 的高清影像，高分 02D

卫星可获取全色分辨率优于 0.75m、多光谱分辨率

优于 3m、幅宽大于 40km 的高清影像。长光卫星吉

林一号卫星星座在轨卫星达到 31 颗。这些商业遥

感卫星的发射，有效提高我国高分辨率遥感卫星数

据供给能力，大幅提高我国商业遥感卫星技术水平，

继续为政府及行业用户提供更加丰富的遥感影像及

数据产品，推动遥感服务向大众市场迈进。

6. 海洋观测卫星组网业务化运行能力

基本形成

7 月 29 日，海洋一号 D 卫星和海洋二号 C 卫星

交付自然资源部投入业务化运行，我国海洋观测卫

星组网业务化运行能力基本形成。双星将为我国海

洋资源开发利用、海洋环境保护、海洋防灾减灾、

海上交通运输、南北极调查监测、全球气候变化研

究等提供数据服务。

7. 北斗规模应用进入市场化、产业化、

国际化发展的关键阶段

9 月 16—17 日，首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

在湖南长沙召开，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峰会致贺信，

指出北斗规模应用进入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发

展的关键阶段。峰会汇集国内外北斗应用领域专家，

共绘北斗规模应用发展的蓝图。为全面展示北斗系

统建设发展成果，让与会嘉宾、社会公众感受“中

国的北斗、世界的北斗、一流的北斗”，北斗系统

不断创新应用，服务全球、造福人类。

8.开启VDES卫星系统建设，

助力全球海上安全通信

10 月 14 日，交通 VDES 卫星成功发射，标志

着我国自主可控的交通 VDES 卫星系统建设迈出重

要一步，中国在全面建设升级全球海上安全通信系

统工作中确立了新的发展坐标。VDES 在保持现有

AIS 功能和体系基础上，增加了特殊应用报文（ASM）

和宽带甚高频数据交换（VDE）功能，通信能力由

单收扩增为双向收发，增扩了气象导航等专用信息

通道和信息广播能力，可进行数据交换。同时，在

原岸基系统基础上增加了卫星系统。整个星座部署

完毕共计 60 颗卫星，其中包括 50 颗工作星和 10

颗备份星。

9.《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非

十大应用场景》发布

11 月 5 日，第一届中非北斗合作论坛在北京

以“线上 + 线下”方式举办，共同设计非洲北斗应

用解决方案，共同推动北斗产业落地非洲。论坛发

布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非十大应用场景》，展

示了北斗在非洲道路运输车辆管理、铁路行业、精

准农业、国际搜救、国土测绘、数字施工、智慧矿区、

公共安全、野生动物保护、精准时空智慧城市等领

域的应用案例、应用解决方案。大会提出《促进中

非卫星导航领域合作构想》，共享北斗系统建设发

展成果，携手推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服务于中非经

济社会发展、技术进步、能力建设。

10.《2021 至 2025 年中俄卫星导航

领域合作路线图》发布

11 月 30 日，《中俄总理第二十六次定期会晤

联合公报》发布，卫星导航合作内容被纳入其中。

双方签署了《2021 至 2025 年中俄卫星导航领域合

作路线图》，规划了至 2025 年中俄卫星导航合作

目标、优先合作项目以及综合保障措施，推动中俄

卫星导航领域合作项目务实深入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