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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国卫星
产 业 总 产 值 将 超 过
4000亿，预计在未来将
超过1万亿元。”中国卫
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
主任冉承其表示，尤其与
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
据的深度融合，将会给卫
星互联网产业带来无限
的应用产业前景。

卫星互联网正面临“全球竞速”的局面

逐梦卫星互联网万亿市场四川底气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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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互联网产业为何被看重？究其原
因，对于国内区域经济发展而言，卫星互联网
具有显著的技术引领和产业集聚能力。

■《成都卫星导航产业发展规划（2021—
2030）征求意见稿》提出，到2030年，成都要实
现相关产业营收规模3000亿元。

在 2020 成都创交会上，新型的
区块链技术应用和新一轮科技革
命被专家学者讨论；在成都高新区
灯火通明的办公室里，技术人员正
在研究如何利用区块链将数据加
密……区块链，这个全球炙手可热
的“硬核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
活，也在用无穷的力量助力四川数
字经济崛起。

2020 年 8 月 25 日，国内首个由
省级政府指导的区块链基础设施

“蜀信链”生态共建计划启动，标志
着区块链发展在四川正式步入快
车道。而随着以“蜀信链”为代表
的技术应用加快落地，四川数字经
济被源源不断地注入活力。

超800家企业逐梦区块链
助力四川数字经济崛起

2020 年 4 月 20 日上午，国家发
改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将区块链正式
列为新型基础设施中的信息基础设
施。在政策指引、激励和技术加持
下，区块链逐渐演变成产业发展“助
推器”，在数字经济高地的四川，更扮
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2020年8月25日，四川省区块链
服务基础设施——“蜀信链”生态共建
计划正式启动，标志着四川区块链发
展进入快车道。当年12月28日，成都
区块链产业创新中心获批，计划5年
打造百亿级区块链产业集群。

天眼查数据显示，截至 1 月 22

日，四川区块链相关企业有852家，其
中成都拥有720家、占比达84.71%。

据四川省区块链行业协会介绍，
2020 年 8 月“蜀信链”生态共建计划
启动至今，已授牌 10 个城市节点、6
个行业节点以及 20 个应用合作机
构，与重庆“渝信链”实现技术对接，
生态建设成效初显，具有较强的全国
影响力。

专家看好四川区块链发展
“蜀信链”将为全国提供范本

“四川在产学研结合上做得非常
有特色，而区块链技术也将在四川数
字经济发展中扮演核心角色。”从事
区块链行业研究多年的刘峰，是上海
对外经贸大学区块链技术与应用研

究中心主任，他认为以区块链为代表
的数字经济发展在四川势头不减。

“‘蜀信链’打造了一套极具行业
示范意义的技术标准和应用标准，建
设了一个区块链应用创新生态，促进
了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协同发展。”
成都链安运营负责人张成锐也认为，

“蜀信链”是四川区块链发展现状脱
虚向实、创新向好的典型案例。

在川渝协同推进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的当下，刘峰认为“蜀信
链”、“渝信链”的川渝区块链一体化
有助于打造一个跨区交互示范模式，
不仅为西南地区打造区块链政企链
上服务一体化样板，也为未来全国链
上服务一体化给出了治理思路。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朱珠

区块链赋能四川数字经济

“蜀信链”为全国链上服务一体化提供范本

作为引领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
力量，近年来，我国抓紧布局了一批
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强了以5G、人工
智能、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等为
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2020年9月，四川出台了加快推
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将卫
星互联网纳入新基建范围，并提出了
阶段性目标。2021 年 1 月，在《国家
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四川）建
设工作方案》中也提到，要将四川本
土的卫星互联网行业作为重点发展
目标之一。

根据麦肯锡预测，预计 2025 年
前，卫星互联网产值可达 5600 亿至
8500亿美元。如何在这万亿市场中
抢占先机？政策接连出台的背后，是
四川坚定发展卫星互联网的决心，同
时也让更多的投资者将目光投注于
这片机会蓝海之上。

为何要发展？
具有技术引领和产业聚集能力

顾名思义，卫星互联网就是基于
卫星通信的互联网。在国际上，卫星
互联网正面临着“全球竞速”的局面；
在国内，多地也在积极布局，其中成
都在地面设备制造环节方面基础扎
实，卫星运营服务环节也具备一定的
发展潜力。

为何各省市对于卫星互联网产
业如此看重？究其原因，对于国内区
域经济发展而言，卫星互联网具有显
著的技术引领和产业集聚能力。

《四川出台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行动方案》中明确，四川将探索
建设天基智能卫星互联网，拓展“卫
星+智慧城市”“卫星+安全服务”等应
用服务能力。在近日公布的《国家数
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四川）建设工
作方案》中，也提出了“北斗导航实现
城市亚米级定位和位置服务，在用数
据中心机架数达到15万个，设备联网
数量达到1000万台”的新目标。

对于行业发展的态度，四川也表
现得颇为积极。2020 年 11 月底，成

都发布了《成都卫星导航产业发展规
划（2021—2030）征求意见稿》，提出
到 2030 年，成都要实现相关产业营
收规模 3000 亿元。其中，上游的火
箭、卫星研制及发射 180 亿元，中游
芯片、零部件及终端集成 420 亿元，
下游应用服务600亿元，衍生关联产
业规模达到1800亿元。

探寻“家底”
四川是卫星导航产业发展大省

一直以来，作为卫星导航产业发
展大省，四川在产业链、人才科研力
量储备、产业园区以及政策支持等方
面都具有相当的优势。不仅如此，四
川还是“北斗追星梦”的亲历者和见
证者，同时是我国五大卫星导航产业
发展聚集区之一。

在本土产业链领域，四川本地的
航空航天、电子元器件、先进制造等产
业发展都较为完善，为卫星导航产业
的硬件研发提供了良好的产业基础。
同时，成都地面设备制造领域聚集度
较高、基础扎实，近年来涌现出振芯科
技、九天微星等航空航天龙头企业，也
引进了星河动力等商业卫星企业。

据2020年中国卫星导航年会披
露的数据，“四川造”北斗终端在全国
市场的占有率达到了40%，四川研制
了北斗三号30颗卫星中的10颗卫星
载荷，提供了星间链路通信、北斗授
时、北斗芯片、北斗终端等一系列配

套产品。此外，四川还衍生出了一批
基于卫星导航的社会综合管理、应急
救援、生态环境监测、车辆调度管理
等应用平台。

而在人才储备方面，四川的三线
建设企业储备了大量高科技人才；电
子科技大学在微波通讯、通信卫星天
线等科研教育领域实力强劲；其余院
校如北航、哈工大、西工大等7所工业
和信息化部属高校在川校友已超3万
人；中科院在川相关院所也拥有卫星
遥感技术、激光通讯技术等优势。

作为重要的经济及科技创新中
心，成都在产业聚集发展态势上构建
形成了以高新西区北斗产品制造产
业集聚区和金牛区西部地理信息科

技产业园区为核心，成都芯谷产业
园、天府新区盟升电子北斗产业基
地、龙泉驿区四川航天技术研究院军
民融合产业园等为支撑的“双核多
点”北斗产业园区布局体系，为四川
卫星互联网产业发展提供了肥沃的
土壤，同时也在卫星互联网上中下游
产业链聚集了一批行业标杆型企业。

未来可期
卫星产业总产值将突破万亿

当前，覆盖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
正加速落地，面对行业的广阔前景，
作为卫星互联网发展大省的四川，应
该如何抓住机遇？

矽谷产业加速器执行董事李辉
表示，当前国内卫星航天的发展已经
进入快速发展期，而商业航天在国内
仍然是新兴产业，正处于“群雄并起”
的阶段。“国家卫星互联网计划是商
业航天产业最主要的推手，将会推动
卫星制造、火箭发射及卫星服务产业
格局发生颠覆性变革，这是四川的机
会。”李辉说。

在2020年的中国卫星导航年会
上，成都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张
鲁进谈到了成都卫星导航产业发展
方向：“成都将立足西南，着眼全球，
聚焦产业基础优、市场价值高、应用
前景广的重点方向，多措并举，精准
发力。”到 2030 年左右，在卫星导航
领域，将成都及周边地区打造成中西
部产业发展的核心增长极、国家综合
PNT系统建设重要支撑，面向欧亚的
应用技术创新中心，形成具有影响力
的产业集群。其中规模超百亿龙头
企业 1—2 家，超 50 亿元的龙头企业
3—5家，超亿元的企业上百家。

“2020 年中国卫星产业总产值
将超过4000亿，预计在未来将超过1
万亿元。”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
公室主任冉承其表示，尤其与人工智
能、云计算、大数据的深度融合，将会
给卫星互联网产业带来无限的应用
产业前景。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罗田怡温彦博

国新宇航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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