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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两年，华为再度发布Mate系列手机，外界
“期待值拉满”。华为常务董事、终端事业群CEO
余承东在发布会现场表示：“过去70年，卫星通信
主要集中在专业领域，普通消费者很难享受到卫星
通信的服务，我们此次带来全球首款支持北斗卫星
消息的大众智能手机，开启大众卫星通信新时代。”

余承东介绍，华为Mate 50系列在地面没有
网络信号的情况下，比如在荒漠、海上、山里等，如
果有通信需要，仍可通过畅连App发送消息。此
外，通过北斗卫星消息，华为Mate 50系列还能一
键生成轨迹，发送出去，让救援人员及时准确获取
位置。

据了解，卫星通信系统实际上是一种微波通
信，以卫星作为中继站转发微波信号，在多个地面
站之间通信，实现对地面的“无缝隙”覆盖。

“华为的卫星通信技术是通过北斗卫星发布短
报文功能完成，即便是没有基站信号的偏远地区，
也可以通过短报文的方式发送信息。这类信息可
以在关键时刻起到作用，比如海事中遇险船对外呼
救等。目前，国内智能手机和卫星通信技术融合方
面，主要还是在GPS定位等功能上，短报文还未普
及，所以此次华为发布的Mate 50系列具有一定
的意义。”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
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员盘和林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

据悉，智能手机的核心能力是通信，传统智能
手机的通信能力需依赖于通信基站，没有基站分布
的位置存在通信死角。但使用卫星通信应用后，用
户在荒漠无人区、近海遇险、地震救援等无地面网
络信号覆盖的极端环境下，也能通过畅连APP，发
出文字和位置信息求助，并且可将多条位置生成轨
迹地图。

卫星通信对设备也有要求，比如要求天线功率
大、抗干扰性强，所以常见的卫星电话基本都配有
一根很长的天线，且一般只能在户外场景使用。将
卫星通信技术应用于智能手机，可以说是弥补了运
营商信号网络覆盖上的不足，比如在海洋、森林这
些“信号荒漠”地区，卫星通信可以让手机具备打电
话、发短信的能力，不至于变成一块“砖”。

漠无人区、大洋深处、雪域高山、地震救援一
线网络信号差，甚至无地面网络信号覆盖。在这
些环境下，如何与外界畅通联系，是通信界一直致
力于解决的难题。

昨日凌晨1：00，苹果2022秋季新品发布会
上，iPhone 14系列产品推出卫星通信功能，支持
在没有网络的紧急情况下传送信息，通过卫星通
信功能来与救援人员联系。9月6日，华为推出
2022年全新旗舰手机HUAWEI Mate 50系列，搭载
鸿蒙3.0操作系统，是全球首款支持北斗卫星通信
消息的大众智能手机，用户在地面没有信号的情
况下也可发送信息。

具体而言，卫星手机技术功能、资费成本、行
业布局等如何？ 综合羊城晚报、中新网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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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作为通信领域的领军企业之一，在卫星通信方面可
谓筹谋已久，如今率先通过短报文功能实现手机终端卫星通
信技术。不过，有专家认为，此次华为Mate 50系列并非真
正意义上的“卫星通信”，因为它只能发短信，还没办法实现实
时打电话等功能。

对于支持卫星通讯的智能手机，消费者使用费用如何，需
要多花钱吗？一手机厂商的技术负责人对记者表示：“卫星从
制造到上天成本十来个亿，每年运营维护一个亿，按照十年寿
命来算，需要一颗卫星每年发2亿条短消息、每条1块钱，才不
亏本。实际上，以在中国使用海事卫星电话为例，除交200元
入网费外，接打每分钟费用约为1.8元。”因为卫星通信需要很
高的运营维护成本，资源稀缺，未来手机厂商按条收费的可能
性比较大。但对于具体的收费方式，华为方面目前暂无回应。

记者了解到，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现阶段在日常生活
中，卫星电话无法成为主流通讯工具。因为首先要买一部专
门的手机，其价格及资费标准都不亲民，在电商平台上，一部
便携式卫星电话的价格大多在4000元至10000元之间；而
且，它的天线较大，携带和打电话都不方便，有时还有延时。

盘和林表示，卫星通信技术应用在智能手机上，一方面，
现阶段资费还比较贵，未来有待降低；另一方面，零部件体积
较大，增加零部件的情况下会让智能手机变得笨重，需要优
化；此外，卫星通信技术也有一定延迟，在信息内容发送上主
要还是报文为主，距离卫星网络通信还有距离。但优点在于，
卫星通信技术可以实现通信全覆盖，在偏远地区也能避免通
信中断和通信困难。

电信分析师付亮表示，通过普通手机使用卫星通信，用户
一定是要多付费的，这部分高成本手机厂商恐难以承担，但具
体通过什么途经收费，还不明确。“可能最终还是由运营商来
代收，毕竟对用户来说，在运营商之外再设一个收费体系，比
较麻烦。”付亮说。

手机若逐渐支持卫星通信功能，是否意味着用户未来不
再需要购买运营商套餐？盘和林告诉记者：“由于地面到卫星
的物理距离限制原因，卫星通信技术有明显网络延迟，上网体
验不会优于蜂窝移动网络。该技术目前主要针对偏远地区的
通信难题，是对当前5G基站网络的一个重要补充，但尚不能
替代蜂窝移动网络，也不会改变移动运营商市场格局。”

有专家表示，随着产业上游商业化运营，不断降低成本，
卫星覆盖率会逐步提高，让卫星通信大范围普及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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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华为新品发布带动，近日，A股的卫星互联
网、卫星导航、通信设备等板块表现活跃，“涨声一
片”。事实上，卫星通信这条“新赛道”市场潜力巨
大，众多企业都已入场竞逐。

据了解，今年年初，国务院发布的《“十四五”数
字经济发展规划》中强调，积极稳妥推进空间信息
基础设施演进升级，加快布局卫星通信网络等，推
动卫星互联网建设。政策支持与市场发力，使卫星
通信技术不断取得进步，逐步探索应用到居民日常
生活当中。

除了华为，其他手机厂商也在抢着上线搭载卫
星通信技术的新品。9月5日晚间，收购魅族科技
79.09%控股权的吉利旗下星纪时代公司宣布，将
推出全球首款直连低轨卫星消费级手机。

赛迪智库在今年5月就曾预言，“手机+低轨卫
星通信”有望在手机红海市场开启新的发展方向，
是构筑未来信息消费新空间的有力手段。赛迪智
库认为，全球手机创新发展空间趋于饱和，面对复
杂的行业发展环境和激烈的外部竞争，手机厂商必
须瞄准前瞻性、革命性的创新技术，加快推动手机
产业与低轨卫星通信产业的融合发展。如此，方能
满足用户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且开启手机行业新
的发展方向，这也是抢占未来手机产业制高点的重
要布局。

站上风口的远不止手机厂商。天眼查数据显
示，我国现有卫星通信相关企业2.5万家。近十年，
卫星通信相关企业注册数量逐年稳步增加，其中，
2020年新注册企业数同比大增141%，2021年同
比增加65.4%，2022年上半年同比增加33.5%。

相关企业的快速增加，将加快卫星通信与大数
据、云计算、物联网等高新技术的融合，有望形成新
的经济增长点。由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研究院
编制的《2022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发展
白皮书》显示，2021年我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
业总体产值达4690亿元人民币，同比维持高速增
长态势。未来，随着卫星产业经济不断发展，卫星
互联网有望应用到各行各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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