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计划，北斗三号将于
2020年年底前完成全球
组网，30多颗星将在全
球范围内提供更高质量
服务。届时，北斗系统必
将以更加完美姿态拥抱
全球，造福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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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个税扣除标准每年都会根

据物价变动进行调整，实现家庭生计开

支扣除的“指数化”。多年实践证明，“指

数化”调整可有效避免通货膨胀导致家

庭税负加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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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多领域改革，推动高水平开

放——不久前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为中国经济把向定调，致力进一步提升

经济的“安全系数”和“信心指数”，受到

世界广泛关注和赞誉。

中国经济方略
全球“吸睛获赞”

北 斗 拥 抱 全 球
从光耀亚太到走向全球，北斗与世界分享中国“奇迹”

□ 杨 骏 梁 辉

浩瀚星空中，十几颗中国“星星”

闪烁，将“光芒”洒向广袤大地。

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

近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

会上宣布，北斗三号基本系统建成，

提供全球服务,这标志着北斗系统正

式从区域走向全球。

巴基斯坦的交通运输、港口管

理，印尼的土地规划、海岸线测绘，

中俄的农业自动化……从光耀亚太

到拥抱全球，北斗与世界分享中国

“奇迹”。

今天你北斗了吗

作为一名在印尼销售卫星导航

应用设备的代理商，杨经理每天都很

忙，不断有客户向他咨询北斗系统。

“北斗系统在印尼很受欢迎。”

杨经理说，北斗系统提供的服务优于

国际同类产品，尤其是动态定位与测

量服务。比如给城市中两座高层建筑

中的移动物体定位，北斗系统更棒。所

以，他卖出的北斗产品数量年年增长。

2017年11月，北斗三号系统拉

开全球组网序幕，2018年11月，基

本系统完成组网建设。该系统副总

设计师谢军说：“在正样设计之初，

北斗三号就把服务精度设计目标，

对标第三代GPS及伽利略系统设计

指标。”

北斗迈出一大步，让世界各国从

此多了一个选择。“我们看到北斗系

统具有很大的潜力。”马来西亚彭亨

大学教授萨比拉说。

参与中马卫星导航联合实验室

项目的萨比拉说，北斗系统给中马两

国之间学术合作与交流带来机遇，自

去年与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合作开展

北斗系统合作以来，彭亨大学已有学

生撰写了高水平技术论文。目前，他

们的研究旨在为北斗系统在马来西

亚等地面向公众、投入使用做准备。

愿与各国共享北斗成果

开放的北斗，与世界携手共赢。

在北斗三号系统开通全球服务

前，北斗二号系统亚太区域服务应用

产品就已进入70多个国家和地区。

从缅甸的土地规划、河运监管，老挝

的精细农业、病虫害监测，到文莱的

都市现代化建设、智慧旅游，中国北

斗系统已大显身手。

这些年，北斗的国际化步伐明显

加快。

——2014年6月5日，中阿合作

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提出北斗系

统落地阿拉伯项目的倡议。

——2015年5月8日，中国与俄

罗斯签署“北斗和格洛纳斯系统兼容

与互操作联合声明”。

——2018年4月10日，中国北斗

首个海外中心——中阿北斗/GNSS

中心在位于突尼斯的阿拉伯信息通

信技术组织总部举行揭牌仪式。

“北斗合作对‘一带一路’建设也

具有特殊意义。”阿拉伯信息通信技

术组织秘书长穆罕默德·本·阿莫说,

“因为‘一带一路’强调实行联通，中

国和阿拉伯国家的下一步合作也是

实现进一步联通,双方可利用北斗这

一先进技术，推动地区技术进步和经

济发展。”

基础设施，是拉动一国经济发展

的重要力量。欧洲、亚洲、非洲……一

系列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的实施与落

地，让北斗受到越来越多国家青睐。

巴基斯坦国家位置服务网项

目，是巴基斯坦国家级重点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也是北斗海外首个组

网落地项目，它满足了巴方在城市

规划、国土测绘、环境监测、防灾减

灾、交通监控等领域实施现代信息

化管理的需求。

不断探索与东道国开展合作的模

式，让北斗走得更稳更远。通过合作

建设基准站、联合技术研究、联手产品

开发、合资推广应用、人员培养交流

等,北斗之光在全球越来越“亮”。

共促全球卫星导航应用发展

服务全球，造福人类，促进全球导

航系统发展，北斗系统发展永无止境。

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

室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沈军介绍，在

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框架下，目

前已成立中俄卫星导航重大战略合

作项目委员会，持续协调、促进、发展

两国卫星导航领域合作。

沈军说，中俄双方开展的合作包

括导航系统兼容与互操作、监测评估

联合应用等多个领域。具体开展的

项目包括卫星导航系统时间比对、卫

星导航应用芯片研发、农业自动化驾

驶等。

俄罗斯“格洛纳斯系统与格洛纳

斯论坛”联合会执行主任弗拉基米

尔·克利莫夫说，格洛纳斯与北斗两

大卫星导航系统可以兼容，协调运作

两个系统有助提升卫星导航信号的

质量，提高导航准确性。

信号好、精度高，北斗将会给全

球卫星导航事业发展注入新活

力。据相关专家介绍，北斗在赤道

上空地球静止轨道上布有多颗高

轨地球同步卫星，对东南亚这样的

低纬度地区而言，北斗抗遮挡能力

强，因此信号接收质量更好。“一些

导航设备如果没有安装北斗系统

或者不能兼容北斗系统，在印尼可

能就不那么受欢迎。”印尼代理商

杨经理说。

阿莫认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

发展中国家，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

都能享受到免费的北斗定位和导航

服务，“这不仅是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的进步，对各国生产、交通等领域的

发展都有很多益处。”

按计划，北斗三号将于2020年

年底前完成全球组网，30多颗星将

在全球范围内提供更高质量服务。

届时，北斗系统必将以更加完美姿态

拥抱全球，造福全人类。

百 项 突 破 惠 及 世 界

□ 张 泉 李国利

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

主任、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新闻发言人

冉承其近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宣布，

北斗三号基本系统已完成建设，于近

日开始提供全球服务，标志着北斗系

统服务范围由区域扩展为全球，北斗

系统正式迈入全球时代。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北斗系

统启动研制，按“三步走”发展战略，

先有源后无源，先区域后全球，走出

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卫星导航系统建

设道路。

实现历史性跨越

北斗系统是我国自主建设、独立

运行，与世界其他卫星导航系统兼容

共用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可在全球

范围，全天候、全天时，为各类用户提

供高精度、高可靠的定位、导航、授时

服务。

“提供全球服务，是北斗建设的

一大步，也是北斗发展的新起点。”

冉承其说，今后，无论你走到哪里，

北斗将始终伴你左右，无处不在、无

时不有。

据介绍，北斗三号系统向全球提

供10米的定位精度，在国际上处于

先进水平。在亚太地区，定位精度则

可达到5米。

目前，北斗系统在智慧城市、减

灾救灾、农林渔业、气象环境、精准机

控等领域均取得了较好应用，产生了

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同时走出国

门惠及世界。

北斗前装车辆超过200万辆，

国内销售的智能手机大部分支持

北斗；从业单位达14,000家、人员

超过 50 万人，形成珠三角、京津

冀、长三角、鄂豫湘、川陕渝五大产

业区；北斗已加入民航、海事、移动

通信等国际组织，国际搜救卫星组

织将北斗纳入全球卫星搜救系统

计划……

冉承其表示，到2020年，将继

续发射 11颗北斗三号和 1颗北斗

二号卫星，完成全面建设，进一步

提升系统服务性能；2035年还将建

成以北斗为核心，更加泛在、更加

融合、更加智能的综合定位导航授

时（PNT）体系。北斗将以更强的

功能、更优的性能，服务全球，造福

人类。

自主创新助力性能提升

“北斗三号系统在信号质量、

精度以及稳定性方面，会给大家带

来全新的感受。”北斗三号系统卫

星总设计师林宝军说。冉承其介

绍，相较于北斗二号系统，北斗三

号系统有四方面的性能提升：更高

精度、更强原子钟、更新技术、更优

信号。

性能的提升源自技术的突破。

据介绍，北斗三号研制过程中，攻克

了100多项关键技术。“从实施北斗

系统的那一天开始，我们就坚持依靠

中国自己的科技人员，来解决核心技

术产品。”冉承其说。

原子钟是导航卫星的“心脏”，

是决定整个导航精度的一个核心

技术。北斗三号系统突破了新型

氢原子钟以及原子钟的无缝切换

技术，使导航系统的时频精度提高

了一个量级。同时，原子钟可以连

续无缝、不间断地工作，使北斗系统

运行更稳定。

北斗三号在全球首创突破了

Ka频段星间链路技术，使所有北斗

卫星连成一个大网，每颗星之间可

以“通话”，可以测距，一星通、星星

通，使卫星定位精度大幅度提高。另

外，各个卫星的星载原子钟之间可以

同步走，提高了整个导航系统时间

同步的精度。

此外，北斗三号设计了全新的信

号体制，在高精度的信号生成、信号

播发以及设备稳定度等方面也获得

了突破。

创卫星导航系统建设新纪录

除提供全球服务和多项技术

突破，北斗三号系统卫星密集发

射 、快 速 组 网 同 样 引 人 注 目 。

2018 年，北斗三号系统一年内完

成10箭 19星发射，创下世界卫星

导航系统和我国同一型号航天发

射的新纪录。

据北斗三号卫星系统总设计师

谢军介绍，围绕着北斗系统的建设目

标，在任务初期就进行了全面、科学

的策划，把所进行的工作项目进行了

分解，对用户需求、任务要求也进行

了详细分解，同时做了全面的风险控

制等分析工作。

“我们通过计划流程和技术流程

的优化，整个研制周期相对于以往的

卫星缩短了近1/3。同时，还采用一

些先进的科学方法，比如发射场的远

程测试，可以大大地减少发射场的工

作人员数量，缩短发射场的测试时

间。”谢军说。

北斗
开启全球时代

□ 仲 民

在2019年的曙光中回看2018年，关

于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中国建造共同发

力的“这一年”中，就包括“北斗导航向全

球组网迈出坚实一步”。

于北斗而言，其诞生，便标注了不

凡。生活中，很多“俱乐部”是你有钱就

能进。但在国际竞争的舞台上，很多是

有钱都进不来，卫星导航便是其一。经

历了2000年“北斗一号”第1颗和第2颗

试验卫星后，2007年我国成功发射了第

一颗“北斗二号”导航卫星，正式开始独

立自主建设第二代卫星导航系统，成为

卫星导航“俱乐部”四个会员之一。在四

川汶川地震中，在基础设施和通信设施

全部被破坏的极端情况下，略显稚嫩的

北斗牛刀初试，让“信息孤岛”下的灾区

与外界取得联系。

于北斗而言，其发展，未停顿于二

代。2009年“北斗三号”工程正式启动，

其目标锁定在尚未发射的第三代GPS导

航卫星以及欧洲伽利略导航系统设计指

标上。2017 年 11 月 5 日，随着“北斗三

号”第1颗和第2颗组网卫星的成功，我

国开启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全球组网的

新时代。2018年年底前，更是多次以“一

箭双星”的“批发”方式，一口气发射了18

颗北斗三号组网卫星和1颗北斗二号备

份卫星。至此，“北斗三号”系统基本系

统星座部署圆满完成，成为全球唯一由

3种轨道卫星构成的导航系统。

于北斗而言，其惊艳，不止步于救

灾。2012年12月27日“北斗二号”开通

“亚太服务”，6年后的同一天，具有实时

导航、快速定位、精确授时、位置报告和

短报文通信服务5大功能的“北斗三号”

开启了“全球时代”，其中全球定位精度

10米、亚太地区定位精度5米、时间精度

相当于300万年误差1秒、服务容量提升

10倍……未来还可提供米级至厘米级的

服务。目前，全国已有 617 万辆道路营

运车辆、3230 座内河导航设施、2960 座

海上导航设施使用北斗，产品出口90多

个国家和地区。

传唱中，那曲豪迈的“天上的星星参

北斗”的歌谣脍炙人口。而在四大全球

卫星导航系统中，北斗成为一张代表中

国名片。广袤的星空下，中国的北斗向

全球招手。

信号好、精度高，

北斗将会给全球卫星

导航事业发展注入新

活力。世界各国特别

是广大发展中国家，

包括阿拉伯国家在

内，都能享受到免费

的北斗定位和导航服

务，这不仅是全球卫

星导航系统的进步，

对各国生产、交通等

领域的发展都有很多

益处。（资料图片）

北斗系统在智慧城市、减灾救灾、农林渔业、气象环境、精准机控等领域均取得了

较好应用，产生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同时走出国门惠及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