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前期发射5颗试验
卫星在轨成功验证全
球系统建设核心技术
基础上，2017年11月
5日，北斗三号全球组
网双星首次发射，顺利
升空。根据计划，到
2020年左右，我国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之际，30多颗北斗三
号卫星将星耀全球。

2016年，北斗二号卫
星工程以4个国际首
创、10大技术创新、
128项发明专利和其
他72项知识产权，获
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
奖。大器晚成的中国
北斗，成功登上了我
国科技重大工程的创
新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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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科技创新
促成香港经济新飞跃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及科技局局长

杨伟雄近日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指

出，事实表明，在“一国两制”优势下，香

港有潜力推出世界级的科研成果。目

前特区政府正加大科研和科创投入，推

出税收优惠引导公私营机构对科研的

可持续投入。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机遇

下，香港发挥优势，与内地错位发展，优

势互补，将迎来香港经济的新飞跃和新

蜕变。

视说新语

创新引擎
潜能无限

□ 王新国

先进技术一旦被民众了解掌握，就

会迸发出无穷力量。在国家创新驱动

战略的引领下，北斗系统作为一项国

家高科技工程，一个开放型创新平台，

日益激发出全民创业创新的巨大激情

和无限潜能，特别是人们将北斗的高

精度定位、高精度授时、短报文发送功

能，与正在普及运用的互联网、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先进智造等前

沿科技碰撞融合，不断地“裂变”“聚

变”，产生巨大的科技发展和经济社会

效益。

有识之士和有慧眼的商家，纷纷

投身北斗产业，加入北斗“朋友圈”，

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初具规模。在上

游，自主研发的芯片、板卡、天线等核

心 产 品 配 套 齐 全 、达 到世界先进水

平，高精度板卡和天线销量分别占国

内市场份额 30％和 90％。在中游，手

持、车载、船载、机载、可穿戴等各型北

斗终端、北斗产品层出不穷、琳琅满

目。在下游，基于北斗的数据采集分

析、监测监控、指挥调度等运营服务业

迅速兴起，在国土测绘、海洋应用、气

象水文、森林防火和智慧城市、驾培

驾考、文物防护、动物保护等行业异

军突起。短短几年，全国从事北斗开

发应用的企业已达 1.4 万家，从业人

员近 45 万，总体产值 2118 亿元；在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吸引了大量忠实的

“北斗粉”。

北斗系统的全域覆盖、全时联通，

将推动万物互联时代的加速到来，一

种全新的“北斗+”生产生活方式已初

见端倪。“北斗+物流”，包装可以根据

商品体积重量自动选择包装箱，发货

可以根据地址自动分拣配送，买家可

以随时知道所购物品的行踪轨迹。“北

斗+支付”，能够对 1 秒钟内成百上千

的股票、车票购买申请进行精确排队，

按序办理；通过精确掌握车辆位置变

化和时间长短，从云端快速准确完成

高速公路行驶缴费、公共场所停车收

费、车辆自动充电计价等。“北斗+工

作”，警察坐在指挥中心，就能通过北

斗移动警务系统实现对巡逻警车和警

力的精准调度，做到快速出警、就近派

警；农民在家里干着家务逗着娃，就能

通过北斗无人机在田里播着种洒着

药；牧民坐在家中喝着奶茶聊着天，就

能通过北斗项圈放牧几公里外的羊群

牛群……

“自主创新、团结协作、攻坚克难、

追求卓越”——“北斗精神”厚积薄发。

今日的“北斗”，远远超越当年的

设计。

明日的“北斗”，或许只受想象力

限制。

在很快就将到来的美好日子，让我

们互致问候：今天，你“北斗”了吗……

□ 李国利 杨 欣 王新国

沙场，三军列阵。刚下演兵场的

战旗、战士、战鹰、战车，接受最高统

帅检阅，米秒不差。

南海，惊涛骇浪。世代漂泊在这

里求妈祖、讨生活的渔民，如今无论

到哪块海域、哪个岛礁，都在祖国俯

瞰之中。

汶川，山崩地裂。震中映秀20

多小时音讯全无，突破死亡线赶到的

部队，第一时间发出100余字短报

文，字字千金。

街头，车水马龙。行色匆匆的人

们，随时能精准找到最近位置的旅

馆、小吃店、共享单车，“出门一时难”

成为过去。

这些，都因缘翱翔星空的中国

北斗。

2014年，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

届部长级会议上，提出北斗系统落地

阿拉伯项目的倡议。

2015年，我国与俄罗斯签署北

斗和格洛纳斯卫星导航系统共用兼

容性声明。

2016年，我国与阿盟国家举办

第一届北斗合作论坛。

2017年，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

后，北斗三号全球导航系统组网发射

又点火启动。

北斗，已成为当代中国展向世界

的一张亮丽“名片”。

大国重器 惟有自力更生

如果说导弹是枪，原子弹是子

弹，那卫星导航就是精确瞄准具。早

在上世纪70年代，从事“两弹一星”

的先驱们，就启动过“灯塔一号”工程

进行探索。终因经济和技术方面难

以支撑，被迫下马。

1994年，在国家经济实力、技术

基础仍然非常薄弱的情况下，党中

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毅然决策启动

北斗一号工程，进行试验探索。

彼时，美国GPS、俄罗斯格洛纳

斯各发射了20多颗卫星已完成了

全球组网。而我国正面对1989年

以来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的最严密

技术封锁。

彼时，最适合卫星导航的黄金频

段美俄已全部占用。我国与同时希

望建设卫星导航系统的欧盟，推动国

际电联从航空导航频段中，最大限度

地挤出一小段频率，提供卫星导航共

同使用。

这一小段频率，只有黄金频段的

1/4，却是建设一个全球导航系统最

基本的频率需求，且各国均可平等申

请。2000年4月17日，北斗和伽利

略系统同时成功申报。按照国际电

联规则，必须在7年有效期内成功发

射导航卫星。

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

是寻求合作，共用资源；二是独立发

展，抢占主动。

北斗人一方面立足独立自主建

设，另一方面积极寻求国际合作。但

对我们这样的大国，在关系国家重大

竞争力的合作中，自身没有过硬实力

和核心技术，往往难有对等交流，处

处面临不平等壁垒。我们与欧盟的

多轮频谱合作谈判，进展缓慢。

2005年，欧盟发射了首颗伽利

略导航卫星。此时，距离我们申请使

用的频段有效期只剩不到3年时间，

而我们的首颗北斗导航卫星还在研

制之中。

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

制度优势再次凸显！在全社会相关行

业、领域、单位、人员的通力协作下，北

斗人背水一战，倒排工期，一周“5＋

2”、每天“白＋黑”，硬是将原定2007

年年底发射的首颗卫星，调整到2007

年2月底，提前完成全部研制工作。

2007年4月14日4时11分，这

颗肩负着重要使命的卫星，从西昌卫

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成功进入预定

轨道；两天后的16日20时许，北京终

于清晰接收到来自这颗卫星的信号。

中国北斗一飞冲天、成功“分

娩”，赶上了建设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的最后一班车！

后发赶超 道路别具特色

按照空间定位原理，对地球上

一个目标点进行定位，至少需要3

颗卫星；考虑到时间误差，精确定

位至少需要4颗卫星。这就是GPS

和格洛纳斯的工作原理和全球组

网方案。

如果按这条路径探索试验，既缺

技术储备，又缺工程经验，更缺经费

支撑，以当时的综合国力，可望而不

可即。

陈芳允院士，“两弹元勋”“863

计划”倡导者之一，创造性提出了“双

星定位”建设方案，即：把地心视为一

颗虚拟卫星，再发射两颗地球同步卫

星构成星座，经地面控制中心计算处

理，实现对区域内地面目标的快速定

位。这一方案用当时我国最成熟的

航天技术，以最小的星座、最少的投

入、最短的周期，实现了卫星导航系

统建设的自主可控，为后续发展坚定

了必胜信心，奠定了坚实技术基础，

积累了丰富工程经验。

绘路！按照别人的图纸搞建设，

无异于削足适履。中国北斗，需求牵

引、创新驱动，哪里急需、哪里先建，

边建边用、逐步延伸……

建成覆盖全球的导航定位系统，

至少需要24颗卫星，美俄用了20多

年时间。但维护我国国家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刻不容缓，经济社会发

展现实迫切，我们拖不起、等不得，必

须在最短时间内让北斗发挥出最大

的效益。

孙家栋院士，“两弹元勋”、东方

红一号卫星的总设计师、北斗工程首

任总设计师，带领北斗人创造性提出

了“分步走”战略，先试验后建设，先

国内后周边，先区域后全球。

地球自转“日行八万里”，导航卫

星绕飞不间断，要为地面一个特定区

域提供连续稳定的导航服务，按照

GPS和格洛纳斯采取的单一轨道星

座构型，在全球组网完成之前无法实

现。要让不可能成为可能，必须构建

一个全新的星座结构。

北斗人再次脑洞大开，开创性地

设计了混合星座构型。2012年年

底，建成了由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倾

斜同步轨道卫星和中圆轨道卫星共

14颗星构成的北斗二号卫星导航系

统，实现了全天时全天候为亚太大部

分地区提供定位导航授时服务，为有

效应对我国周边安全威胁和维护国

家核心利益，及时增加了厚重砝码。

在前期发射5颗试验卫星在轨

成功验证全球系统建设核心技术基

础上，2017年11月5日，北斗三号全

球组网双星首次发射，顺利升空。根

据计划，到2020年左右，我国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

标之际，30多颗北斗三号卫星将星

耀全球。

时间精度是卫星导航的命门，天

地间时间越同步、误差越小，定位精

度越高。核心技术终究得靠自己，北

斗人再次用行动宣示，外部封锁越

严，自我创新越快。不到两年时间，

就自主开发研制出天稳定度达到

10量级~14量级的原子钟，授时精

度50纳秒，300万年只有1秒误差，

彻底打破了他国垄断。

定位精度是导航系统的生命。

依靠卫星，目前定位精度大多在10

米量级。要进一步提高精度，单纯在

天上下功夫，短期内难有大的突破。

北斗人收回仰望星空的慧眼，回

望脚下，却发现地上大有可为。环顾

辽阔大地，国家的气象、交通、地震、

国土资源等行业已建有大量GPS基

准站，通过技术升级改造，即可摇身

变为北斗基站；在此基础上，再新建

和调整优化布局，即可建成国土范围

内无缝隙覆盖的北斗地基增强网。

2017年，1400多个北斗基站遍布全

国，上万台套设备组成星地“一张

网”，国内定位精度全部达到亚米级，

部分地区达到分米级，最高精度甚至

可以到厘米或毫米级。这种全国“一

张网”模式，让中国精度走到了世界

前列。

北斗人还创造了自己的“独门绝

技”，让北斗“客串”通信卫星，通过位

置报告和短报文，具备告知别人我

“在哪儿”“干什么”的独特功能。可

别小瞧这个本事，汶川地震救援表

明，在地面通信信号盲区或其他通信

手段失效后，它就成了紧急时刻拯救

生命的最后“保险索”。

2016年，北斗二号卫星工程以4

个国际首创、10大技术创新、128项

发明专利和其他72项知识产权，获

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大器晚成

的中国北斗，成功登上了我国科技重

大工程的创新巅峰。

服务全球，必须覆盖全球。

2015年8月，两颗全球系统试验卫

星首次建立起星间链路，标志着我国

掌握了这一国际领先的核心技术；经

过持续实践优化，已具备全面建设推

广的能力。

服务全球，必须融入全球。3年

前，北斗与GPS在达成频率兼容共

识基础上，正式建立合作机制，共同

推动民用卫星导航技术发展。两年

前，北斗与伽利略完成卫星导航频率

协调工作。近日，北斗与格洛纳斯成

功进行两大系统的兼容试验，联手打

造兼容使用、精度更高卫星集群的前

景可期。

服务全球，必须赢得全球。北斗

二号建成后，在向国内提供系统服务

的同时，即公开向北纬55度到南纬

55度、东经55度到180度的亚太地

区提供定位精度优于10米、测速精

度优于0.2米／秒、授时精度优于50

纳秒的免费服务。

在我国周边和“一带一路”沿线，

巴基斯坦的交通运输、港口管理，缅

甸的土地规划、河运监管，老挝的精

细农业、病虫灾害监管，文莱的都市

现代化建设、智慧旅游，印尼的海上

集成应用，北斗正提供心贴心定制服

务；分别与马来西亚、新加坡、柬埔寨

等开展交流合作，与沙特、阿联酋、埃

及、摩洛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国

家制定推进措施，在泰国建成了小型

北斗地基增强系统示范网等。中国

胸怀和中国贡献伴随“太空丝路”不

断延展。

利国惠民 发展永无止境

北斗的建成，举全国之力；北斗

的发展，集民众之智。

国之重器，其利于国。

导弹呼啸、战机轰鸣、军舰破浪、

将士列阵，北斗如影随形，战场的主

动权、战斗力的增长极牢牢掌控在自

己手中。

5万余艘渔船、400多万辆营运

车辆安装了北斗终端，民航也将依托

北斗建设航空器全球追踪系统，交通

更加可控安全。

地质灾害多发的云贵川陕等地，

大桥、隧道、边坡以及城市的灯塔、高

楼、老旧房屋，北斗能够实时监测、预

判危险、及时报警，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更有保障。

耕地辽阔的新疆、黑龙江等地，

农业机械安装北斗终端，拖拉机自动

沿线耕作，无人机自动定量喷洒农

药，土地使用率提高5％，复播准确

率提高到100％，农药节省40％，劳

动生产效益大幅提升。

中 国 北 斗 联 天 下

中科院微小中科院微小卫星卫星创新研究院创新研究院
已发射已发射2222颗卫星颗卫星

中科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是我

国“小卫星的摇篮”。“悟空”“墨子”以及

“天宫二号伴星”等小卫星，就是在这间

1.7万平方米的简朴厂房内完成总装。

在科技文化自信的创新精神与一

丝不苟的科学精神共同指引下，中科

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迄今已发射了

22颗卫星，一批“叫得响、数得着”的科

研成果“惊艳”了全球。图为工作人员

在卫星环境模拟实验装置里工作。

新华社记者 张建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