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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报价

《2022-2028年中国临近空间飞行器市场分析与市场全景评估报告》信息及时，资料详实，指

导性强，具有独家，独到，独特的优势。旨在帮助客户掌握区域经济趋势，获得优质客户信

息，准确、全面、迅速了解目前行业发展动向，从而提升工作效率和效果，是把握企业战略

发展定位不可或缺的重要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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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临近空间飞行器是指工作于临近空间并利用临近空间独有资源和特点来执行一定任务的

一类飞行器。美军认为，临近空间飞行器可以包括临近空间飞艇、充氦气的高空自由浮动气

球、平流层高空长航时无人机、远距离遥控滑翔飞行器等多种形式。

        临近空间飞行器可以有多种分类方法。按飞行速度，可分为高速和低速临近空间飞行器

；按充气压力，可分为零压力和高压力临近空间飞行器；按推进方式．可分为自由浮空和机

动飞行临近空间飞行器；按结构，可分为硬式、半硬式和软式临近空间飞行器。一般采用软

式结构，它通过气囊中氦气的压力来保持外形等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均投入大

量人力、物力用于发展航天技术，苏联起步较早，美国在空间技术起步阶段落后于苏联，随

后迅速赶上并超过苏联。我国空间技术起步较晚，1970年才成功发射我国第一颗卫星&ldquo;

东方红一号&rdquo;。中美苏三国空间飞行器起步期     国家   时间   事件及其意义       苏联   1957

  成功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ldquo;史普尼克1号&rdquo;，开创了人类航天史的新纪

元       美国   1958   成功发射美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ldquo;探险者一号&rdquo;       苏联   1959  

成功发射探月探测器&ldquo;月球1号&rdquo;，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颗成功地探测到地外星体

的探测器       苏联   1961   率先将宇航员加加林送入太空       美国   1969   用&ldquo;阿波

罗&rdquo;飞船将三名宇航员送上月球，首次实现了人类登上月球的梦想       中国   1970   成功

发射我国第一颗卫星&ldquo;东方红一号&rdquo;       苏联   1971   把第一座空间站&ldquo;礼炮

号&rdquo;送入轨道       苏联   1971   火星3号的登陆器成功在火星软着陆，成为第一个抵达火星

的探测器       美国   1976   维京1号的登陆器在火星表面软着陆，成为第一个向地球发回照片的

探测器       美国   1981   首次发射并返回了航天飞机&ldquo;哥伦比亚&rdquo;号   数据来源：公

开资料整理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临近空间飞行器市场分析与市场全景评估报

告》共十一章。首先介绍了临近空间飞行器行业市场发展环境、临近空间飞行器整体运行态

势等，接着分析了临近空间飞行器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临近空间飞行器市场竞

争格局。随后，报告对临近空间飞行器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临近空间飞

行器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临近空间飞行器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临

近空间飞行器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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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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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临近空间飞行器关键技术调研分析经过五十余年的发展，我国走出了一条特色航天事

业道路，开创了航天事业的新局面，成为了世界航天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在尖端前沿空间科

学技术领域仍处于追赶位置。目前世界航天力量呈现阶梯型分布，美国、俄罗斯、欧洲以绝

对优势居于第一梯队，中国处于第二梯队领头羊位置，加拿大则领衔第三梯队。中美前沿空

间科学技术领域发展对比     领域   中国   美国       空间站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第三步计划于2022

年完成空间站的建设，目前正处于空间站的研发阶段   国际空间站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俄

罗斯联邦航天局、欧洲航天局、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加拿大国家航天局和巴西航天

局六个太空机构联合推进，于2011年完成了组装工作       全球卫星导航   2019年5月17日，长征

三号丙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第45颗卫星。目前，北

斗已具备了为&ldquo;一带一路&rdquo;沿线国家和地区提供基本导航服务的能力，预计2020年

完成全部部署，具备全球导航能力   全球覆盖率高达98%的24颗美国GPS（全球定位系统）卫

星星座于1994年已完成布设       月球表面探测器   我国于2018年12月8日发射人类首个月球背面

探测器&ldquo;嫦娥四号&rdquo;，实现了人类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和巡视勘察   美国于1969年



用&ldquo;阿波罗&rdquo;飞船首次将宇航员送上月球，后来，共有六艘&ldquo;阿波罗&rdquo;

飞船登月，16人次将足迹留在月球表面       火星探测   我国火星探测计划于2016年正式立项，

并将于2020年左右发射一颗火星探测卫星   美国于1975年就发射了火星探测器，随后多次成功

发射火星探测器，并开始探索火星移民计划       其他深空探测活动   2019年4月确定小行星探测

任务，但尚未实施其他深空探测活动   美国实施了彗星探测、外太阳系太空探测等深空探测活

动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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