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
财 政 部 办 公 厅

发改办高技〔2012〕3551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

2013年组织实施卫星及应用产业

发展专项的补充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

委、财政厅（局），国务院有关部门、直属机构、事业单位办公厅

（室），有关中央企业：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实施

卫星及应用产业发展专项的通知）（发改办高技（2012）895 号，以

下简称《专项通知》）的有关要求，结合2012年专项实施情况，为

更好地组织实施2013年卫星及应用产业发展专项，现就有关事项



补充通知如下：

一 、支持重点

在（专项通知）有关要求的墓础上，2013年卫星及应用专项重

点支持以下内容：

（一）卫星通信应用领域。重点支持5频段移动通信卫星（民

用）和Ka 频段宽带多媒体通信卫星地面系统关键设备的研发，拓

展卫星通信的市场化应用，填补卫星通信服务领域的空白。

（二）卫星导航应用领域。重点支持北斗兼容型导航芯片及

其终端产品的规模化应用，墓于智能位里服务、室内外无缝定位融

合服务、高精度位移监测服务的技术和系统集成，推动北斗导航系

统在智能交通、物流管理、医疗救助、煤矿安全生产、重要设施安全

监测等重点领域的深度应用以及公共领域的规模化应用。

（三）卫星遥感领域。重点支持高分辨率卫星遥感技术应用、

卫星技术综合应用服务示范，优先支持由企业牵头、采用杜会化服

务模式、示范意义重大的项目，着力推动自主卫星数据在国民经济

相关行业、领域和重点地区发挥重要作用；支持高分辨率遥感小卫

星的自主研制及应用，鼓励开展卫星遥感商业应用模式创新。

（四）产业发展基础领域。重点支持环路热管、推力矢t调整

机构、DC-DC模块、星载大容t固态存储器、星载面阵红外焦平面

组件、星载制冷机等卫星平台和有效载荷用关键部组件的研发与

应用，增强我国卫星产业墓础保障能力。

2013年专项支持的重点领域指南详见附件。



二、有关要求

（一）原则上符合2012年公告中“申报条件和要求”。

（二）鼓励企业做大做强，鼓励以自主创新技术产品为纽带，

实施上、中、下游相关企业联合研发和应用。优先支持综合优势强

的重点企业和合同额3峨洲X）万元以上的重大项目。

（三）2013年申报项 目要求制造商和用户已签订研制或采购

合同，项目合同要求是“一个制造商与一个用户签订一份合同”，

卫星遥感应用类重大项目允许“一个制造商与多个用户分别签订

合同”（不多于3个）。合同文本中应明确研制与示范应用的具体

内容、数t、技术指标、合同金额、合同执行期限等要素。在《项目

实施方案》中应详细阐述合同相关的研制、用户应用的具体内容

及相对应的经费构成等。

（四）请各有关项目主管部门抓紧组织实施2012年已批复的

卫星及应用产业发展专项项目，加强监督检查。对于项目申报时

签订T合作意向书的项目，应于2013年3月20日前完成合同签

订，并将合同文本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高技术产业司和财政部经

济建设司。

（五）请你们按要求组织2013 年项目申报，并对符合申报要

求的项目进行认真审查，于2013年2月20日前将项目实施方案

一式七份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高技术产业司和财政部经济建设

司。

特此通知。





附件：

卫星及应用产业发展专项重点领域指南

（2013年度）

一、卫星通信应用

（一）卫星移动通信地面系统关健设备

针对我国首次发射的移动通信卫星，研制卫星移动通信系统

的信关站、运行监测系统等地面设备，满足5波段卫星移动通信民

用地面运营服务要求。

主要技术参数：信关站处理载波数ro条；运行监测设备的监

测带宽：）3OMHz（前向链路），〕600MHz（反向链路）。

（二）宽带多媒体通信卫星地面系统关健设备

针对我国首次研制的Ka频段宽带多媒体通信卫星，研制信关

站、运营主站等地面系统，满足 Ka频段宽带多媒体卫星通信系统

的管理、运营和服务需要。

主要技术参数：系统传输容t不低于巧GbPs，单信关站传输

处理能力不低于4GbPs，系统可支持约100 万个终端组网，系统具

有自适应编码调制、上行功率控制等功能。

二、卫星导航应用

（三）兼容型北斗导航终端及其组件

墓于自主研制的北斗兼容型芯片、模块、高精度天线等核心组



件，开发和推广应用北斗兼容型的导航型应用终端、高精度测t型

终端、低成本组合导航终端、高精度授时终端，满足车载导航、高精

度测t、高精度时间频率同步等典型领域应用需要。

主要技术参数：导航型应用终端：定位精度优于 rom，测速精

度优于0．2耐。，应用规模超过5万台；高精度测t型终端：RTK定

位精度水平方向Zcm土lppm、高程方向3cm土lppm；低成本组合导

航终端：定位精度优于 rom，测速精度优于0．2耐。；高精度授时终

端：授时精度优于50ns；配套核心组件满足相应终端产品规模化应

用 需要。

（四）智能位里服务应用

针对物流、智能交通、林业生态、城市管理、船舶安全、环境保

护、减灾救灾等重点行业以及大众应用，研制墓于北斗兼容系统的

智能位里服务平台及其终端设备，具有导航定位应用系统标准化

接入、自动数据交换、综合应用可视化显示和综合应用效能分析等

功能系统，面向国内外市场开展应用示范。

主要技术参数：水平定位精度优于 10m，平台具备相关行业的

智能管理功能。

（五）室内外无缝定位融合服务应用

融合北斗导航、无线通信和广播等技术，建立天地一体化的广

域室内外无缝定位系统，研发墓于北斗的室内外定位融合服务平

台及终端设备，在灾害救援、煤矿安全生产、物资运输等公共安全

领域以及大众应用领域进行示范应用。



主要技术参数：室外定位精度水平方向优于5米，高程方向优

于2米；广域室内定位精度水平方向优于5米，高程方向优于2

米。

（六）高特度位移监浏应用

应用北斗兼容型高精度位移监测技术，研发远程无人值守实

时监测预警应用网络系统，在水利、电力、大型建筑、铁路桥梁等设

施的安全监测，以及矿区安全监测、地震监测等重要领域开展监测

预誉应用示范。

主要技术参数：北斗／CPS系统双模式；墓于北斗的位移实时

测t精度：水平方向3llnn ，高程方向6Inm 。

三、卫星遥感应用

（七）高分辫率商业遥感小卫星

自主研制采用多种光学遥感手段组合观测的高分辨率遥感小

卫星，服务于市场商业需求，推动我国高分辨率商业遥感卫星及应

用的产业化发展，为我国卫星遥感数据 自主化及开展国际服务提

供支撑。

主要技术参数：空间分辨率：全色优于 lm，多光谱优于4m，可

见短波红外高光谱优于3Om；可见短波红外高光谱分辨率：优于

ronm；卫星设计重t小于1戊旧kg，寿命大于5年。

（八）高分辫率卫星遥感技术应用

面向农业、林业、水利、资源、城市管理、环境保护、防灾减灾等

行业精准业务需求，开发满足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应用需求的业务



服务平台，具备智能化数据管理、集成化综合应用服务等功能，推

进相关区域及重点行业的应用示范。

主要技术参数：卫星数据分辨率全色优于2．5米、多光谱优于

ro米；具备高分辨率数据平时蛋30天、应急情况下‘3天重复观

测的信息保障能力；具备多源遥感数据与业务数据的融合能力；具

备提供3类以上业务化、标准化定制信息与产品服务的能力。

（九）卫星技术综合应用服务示范

瞄准卫星综合应用技术发展的新趋势，运用卫星遥感、通信、

导航及信息服务等多种技术集成，开发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在农

业、林业、水利、资源、城市管理、环境保护、防灾减灾、应急救援等

领域及石化、能源等重点行业开展综合应用示范，推动卫星技术在

国民经济各领域的广泛应用。

主要技术参数：综合应用卫星遥感、卫星通信、卫星导航中至

少两类技术，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具备多元数据管理、规模化信息处

理能力，具备提供3类以上业务化、标准化定制信息与产品服务的

能力。

四、产业发展基础

（十）卫星平台关健部组件研发与示范应用

面向高性能卫星发展需求，自主研发环路热管、推力矢t调整

机构、DC-DC模块等卫星平台关键部组件及元器件，通过示范应

用，带动技术水平提升和规模化应用。

主要技术参数：环路热管最大传热能力优于700w，耐受热流



密度大于4W／c了 ；推力矢t调整机构角度调节精度优于0．020；

DC-DC模块转换效率大于 80％。

（十一）卫星有效载荷核心部组件研发与示范应用

自主研发星载大容t固态存储器、星载面阵红外焦平面组件、

星载制冷机等卫星有效载荷核心部组件，并在国产卫星上示范应

用，为后续大范围使用莫定墓础。

主要技术参数：星载大容t固态存储器容t）4Th；面阵红外

焦平面组件阵列规模达到 1024xl024 （工作波长为 sum－

12．sum）、2以8x2048（工作波长为3um-sum）；制冷机制冷温度达

到6OK、寿命不低于3万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