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普通人来说，最常见的一个问题或

许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能用上北斗？实际

上，北斗就在我们身边。

据统计，2017 年，中国申请入网检测

的智能手机中，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的 4G 手

机款型占比高达 99％。目前除苹果手机

外，其他主流智能手机基本都支持北斗系

统。也就是说，只要打开定位功能，绝大部

分手机都有北斗系统提供的服务。只不过

由于手机定位采用的几乎都是多模式卫星

定位，并不会显示哪一刻的服务是由北斗

提供的，哪一刻是其他系统提供的。

除了手机定位，北斗还在其他领域起

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比如特殊市场、大众市

场、行业市场。

特殊市场涉及警用、防灾减灾、应急救

援、公共安全等领域。2008 年汶川地震救

灾时，正是带有北斗短报文功能的终端，发

出了来自震区的第一条消息。

在大众市场，北斗的高精度服务有着

广阔前景。对于经常使用导航的人来说，

想必都经历过主路辅路难分辨、高架地面

不识别的困扰。这样的错误识别，对于自

动驾驶汽车来说更为致命。北斗的高精

度定位则能带来车道级别的导航，用户不

需要自己操心，即使是一个“路痴”，也可

以精准抵达目的地。而当定位精度达到

厘米级时，自动驾驶、自动停车技术也就

不再遥远。

在行业市场，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行

业和渔业得到了很好的应用。2018年11月

22 日，交通部新闻发言人吴春耕表示，全国

已有超过 617 万辆道路营运车辆、3.5 万辆

邮政和快递运输车辆、36个中心城市约8万

辆公交车、370 艘交通运输公务船舶安装使

用或兼容北斗系统，国产民航运输飞机首次

搭载北斗系统。

此外，目前北斗导航与短报文服务系

统已经覆盖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 4

万余条渔船，在没有移动通信信号的海域，

使用北斗系统短报文功能，渔民能够向家人

报平安，向外界发送求救信号，北斗被誉为

“渔民的海上保护神”。

专家表示，北斗导航系统投入民用市场

不到十年的时间，已经产生出巨大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拉动了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催

生出一批新的经济形态，为大数据、互联网、人

工智能等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了基础性

的中国时空体系框架，为正在崛起的智能信息

产业发展发挥着奠基铺路和引领作用。2017

年，我国卫星导航产业的生产总值达到2550

亿元，预计到2020年达到40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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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17日23时48分，我国在西昌

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发

射一颗北斗导航卫星。这是我国北斗二号工程

的第4颗备份卫星，也是第45颗北斗导航卫星。

目前，北斗三号基本系统已完成建设。根

据计划，2020年10月前，由北斗二号和北斗三

号系统共同提供服务；2020年10月后，将以北

斗三号系统为主提供服务。

回首来路，不论是先驱者“灯塔计划”的未

果而终、双星定位系统概念的提出，还是北斗

一号系统从无到有，北斗二号系统正式提供

区域服务，再到北斗三号以昂扬的姿态走向

世界……穿越激荡四十余年，北斗趟出了一条

独特的发展道路，在导航领域成就了一段波

澜壮阔的东方传奇。

□□记者吴承江整理自新华社、《科技日报》、《人民日报》等

中国北斗：征途万里风正劲
□什么是北斗系统

北斗系统是中国自主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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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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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斗系统的前世今生

符合国情之路
“先区域、后全球”的“三步走”战略

我国于20世纪后期开始探索适合国情的卫星导航系统发展道路，逐步形成“三步

走”发展战略：2000年年底建成北斗一号系统，向中国提供服务；2012年年底建成北斗

二号系统，向亚太地区提供服务；2020年前后建成北斗全球系统，向全球提供服务。

在北斗工程诞生之前，我国曾在卫星导航领域苦苦摸索，在理论探索和研制实

践方面都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立项于上世纪60年代末的“灯塔计划”作为先驱者，虽然最终因技术方向转型、

财力有限等原因终止，却如同黑夜中的一盏明灯，为我国积累了宝贵的工程经验。

1983 年，以陈芳允院士为代表的专家学者提出了利用 2 颗地球同步轨道卫星

来测定地面和空中目标的设想，通过大量理论和技术上的研究工作，双星定位系统

的概念逐步明晰。

接下来，北斗是一步跨到全球组网还是分阶段走？当时引发了争议。最终，

“先区域、后全球”的思路被确定下来，“三步走”的北斗之路由此铺开。参与了技术

路线讨论的北斗一号卫星总设计师范本尧院士后来评价说：“全球组网需要大量的

时间和资金。当时用户还集中在国内、周边，因此‘先区域、后全球’的技术途径更符

合中国国情。”

作为解决“有无”问题的第一步，北斗一号需要花小钱办大事，验证系统设计思

想的正确性。1993年初，我国提出卫星总体方案，初步确定卫星技术状态和总体指

标，次年研制工作全面展开。北斗一号系统于2003年建成，使我国成为继美、俄之

后第3个拥有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

面对快速增长的应用需求，北斗二号迈开了提升性能的第二步。早在 1999

年，我国在研制北斗一号的同时，就展开了对第二代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的论证。

2004 年北斗二号卫星工程正式立项研制，随后导航系统工程被列入我国 16 项国

家重大专项工程。2012 年 12 月 27 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正式提供区域服务，成为

国际卫星导航系统四大服务商之一。

站在前两代星座的肩膀上，北斗第三步迈得无比自信。星间链路、全球搜救载

荷、新一代原子钟等新“神器”闪耀亮相，整体性能大幅提升……今日之北斗已经梦

想在握。

“一枝独秀不是春”，中国北斗始终具有国际视野和家国情怀。

在国家支持下，该工程牵引带动了数百家单位、数万人团结协作，早已形成“全

国一盘棋”的大格局。

在航天领域，五院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和航天系统研制实践，创造性地提出了一

套突破关键技术、形成系统集成、确保卫星产品高质量的项目群管理方法，全面支撑

了卫星组批生产和密集发射，已成为宇航产品工程的新路径、新思路。

在学科发展领域，北斗系统的研发直接带动了航天器总体设计、航天器动力

学、航天器环境试验技术、空间数据系统、航天器数字化设计等专业快速发展，促进

了导航星座时空基准建立与维持、导航信号生成与传输、空间微放电机理与抑制、原

子物理应用等新兴学科的建立。在北斗系统上使用星座可靠性分析、卫星共位、大

规模集成电路空间应用、国产碳纤维等大量新技术，显著促进了我国结构材料、微处

理计算机、微波器件、电子技术等基础学科和工业的快速发展，提高了相关领域装备

的国产化水平，提升了科技产业对前沿技术发展的引领能力。

作为上游产业，北斗导航卫星系统既牵引了原材料、元器件、制造工艺的发展，

又促进了下游基础产品、导航终端用户产品和运营服务产业链的形成，为建设下一

代信息基础设施、发展现代信息技术产业体系、推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作出了

贡献。基于卫星导航定位的位置服务已成为新兴产业领域。

2019 年初，一条“北斗微信上线”的

消息在网上疯传。这条消息称：“大家赶

紧把这个链接下载了，这个是我们自己

的北斗微信，我现在已经用上，网速也

快，字体也清楚，家人们，欢呼吧！终于

用 上 咱 们 自 家 的 北 斗 导 航 系 统 了 ！

https://***.weixin.qq.com/*** 这 是 北

斗微信，直接下载，直接覆盖了原来的

微 信 ，不 要 从 浏 览 器 进 入 。 我 们 再 也

不 会 被 腾 讯 封 群 了 ，咱 们 全 体 都 做 这

个动作，下载后网速快，不卡机子不封

群！”

事实上，微信官方辟谣称“北斗导

航系统，是我国的一项重大科技进步。

但它是一种导航系统，是用来指路的，

不是用来上网的。根本没有所谓的北斗

版本，面对此类来路不明的消息和下载

链接，网友们一定要保持警惕。”

谣言二：北斗微信上线，不怕被封群

“‘巨人’对我们技术封锁，不让我们站在肩膀上，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

成为巨人。”北斗一号卫星总指挥李祖洪说，“北斗的研制，是中国人自己干

出来的。”

秉承“探索一代，研发一代，建设一代”的创新思路，中国北斗始终把发展

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以志不改、道不移的坚守拼下累累硕果。

北斗一号系统原创性地提出双星定位方法，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建立了国

际上首个基于双星定位原理的区域有源卫星定位系统。该星座的短报文服务

在国际导航领域独一无二，在汶川地震等国家重大事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作

用。短报文服务作为北斗的特色，在后续北斗卫星中保留了下来，为许多国家

开展导航卫星研制提供了启发。

北斗二号系统突破了区域混合导航星座构建、高精度时空基准建立的关

键技术，实现了星载原子钟国产化，并在国际上首次实现混合星座区域卫星导

航系统。该系统建成后，其各项技术指标均与国际先进水平相当。中共中央、

国务院、中央军委对北斗区域卫星导航系统的建成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该系

统建成并投入使用，是国家和军队信息化建设的重要里程碑，是对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贡献”。

在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建设中，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简称五院)率先提出

国际上首个高中轨道星间链路混合型新体制，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星

间链路网络协议、自主定轨、时间同步等系统方案，填补国内空白；研发国内首

个适于直接入轨一箭多星发射的“全桁架式卫星平台”，实现了卫星自主监测

和自主健康管理；实现了星载大功率微波开关、行波管放大器等关键国产化元

器件和部组件成功应用，打破核心器部件长期依赖进口、受制于人的局面，为

全球组批研制快速组网建设铺平了道路。

作为国家影响力、威慑力的象征，北斗与国际先进卫星导航系统同台竞

技，做到了“核心在手”，打破了美国GPS系统垄断局面，增强了我国在国际导

航领域的话语权和主动权。

□ 北斗系统具体应用在哪些方面？

□ 关于北斗的谣言，别信

2018 年，有网络消息称，其导航功能

可精确到 1 米以内，能够清晰定位到具体

车道。一时间，北斗地图APP将上线的消

息形成刷屏之势。之后有专业人士辟谣，

指出“北斗地图”的说法纯属忽悠，官方也

及时利用新媒体渠道推送北斗的科普知

识以正视听，平息了这次借北斗之名行商

业炒作之实的事件。

作为高科技，北斗尽人皆知，但并非

所有人都了解它的技术特点。北斗系统

是国家投资建设的卫星导航系统，功能是

定位、导航、授时，类似美国 GPS（全球定

位系统），比 GPS 还多了一项能够发送信

息的短报文功能。北斗系统可以给电子

地图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撑，但说成是“北

斗地图”则容易引起误导。因为导航卫星

只能提供定位，只有遥感卫星才能帮忙生

成地图的影像。

一直以来，北斗系统强调“天上建好、

地上用好”，也就是为全球提供导航定位

能力，欢迎所有人利用这种能力研发出北

斗相关应用并去使用。因此，北斗系统不

存在独家代理，也不存在某一厂商代表国

家北斗形象。

也就是说，即便“北斗地图”存在，也

只是某一企业的产品，并不能代表北斗系

统。北斗系统和从事北斗系统开发的厂

家是两回事。

谣言一：北斗地图APP上线

自主创新之路
与国际先进卫星导航系统同台竞技

共同“致富”之路
项目群管理支撑卫星组批生产和密集发射

2019 年 4 月 1 日在突尼斯举办的第

二届中阿北斗合作论坛上传来让人振奋

的好消息：阿拉伯国家上空平均可见 8 颗

以上北斗卫星，定位精度优于 10 米，可用

性 95%以上。可为阿拉伯国家和地区提

供优质卫星导航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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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教育培训到精准农业，从勘测定位

到公共安全，北斗提供的服务越来越丰富

多样。从巴基斯坦的交通运输、港口管

理，到印尼的土地规划、海岸线测绘，再到

中俄的农业自动化，北斗走向全球的步伐

越来越坚实。

今日的北斗，不仅为“一带一路”建设

等中外合作“导航”，也为所有参与国家编

织“合作网”。北斗之光，正在将中外同行

之路照得更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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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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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南亚等地

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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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服务，尤

其是动态定位与测量服务优于国际同类

产品。随着不断组网和更多卫星上天，未

来的北斗，潜力可期。

北斗不断迈出步伐，让世界各国从

此多了一个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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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北斗各类产品已经进入全球

9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带来先进技术，

也带来机遇与希望。北斗走向世界的历

程，展现的正是中国愿同各国共享技术

发展成果、共促全球卫星导航事业蓬勃

发展的意愿。

国际：北斗之光照亮中外同行路

国内：北斗就在我们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