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北斗工程自1994年啟動，採取
「三步走」 發展戰略。第一步，於2000
年完成北斗一號系統建設，解決了有無
問題，為國土及周邊提供服務。第二
步，於2012年建成了北斗二號系統，將
服務範圍擴大至亞太區域，服務於 「一
帶一路」 沿線國家和地區。第三步，在
2020年建成北斗三號系統，面向全球提
供高精度、高可靠的定位、導航、授時
服務。中國北斗走出了一條 「自主創
新、開放融合、萬眾一心、追求卓越」
的獨特道路。

創新比例超70% 打破技術壁壘
不久前剛剛發射的北斗三號五十九

顆、六十顆收官衛星，已在地面上待命
多年。這兩顆衛星，將在確保北斗三號
全球衛星導航系統精穩運行的基礎上，
開展下一代北斗系統新技術試驗試用。
林寶軍告訴記者，該組衛星升級了星載
原子鐘配置，搭載了新型星間鏈路終
端，入網工作後，將進一步提升北斗三
號全球衛星導航系統可靠性及定位導航
授時、全球短報文通信等服務性能。

敢於創新，是北斗三號研製工作的

底色。因為敢於在北斗三號的
研發中採用大量創新技術，林
寶軍被稱為 「北斗狂人」 。在他
的領導下，北斗三號不僅沒有遵循
航天器新技術應用不超過30%的慣
例，反而實現了超過70%的創新比
例。這一大膽策略不僅打破了技術壁
壘，也讓北斗系統在多項核心指標上趕
超了昔日的行業領導者GPS。

2021年，GPS之父布拉德．帕金森
在一次採訪中表示， 「我認為中國（北
斗）已經超過GPS。」 事實上，在中國
北斗三號建成後，全球導航衛星系統服
務組織曾對全球四大衛星導航系統
的運行，進行了為期兩個月的測
試評估。結果顯示，目前能夠
向全球用戶提供導航服務的
只有中國北斗和GPS；而在
時頻、信號、空間精度等核
心指標上，北斗已經全面超
過GPS。對於那個 「美國人
做不出來，我們能不能做出
來」 的難題，林寶軍和團隊
用真實的成績給出了肯定的
答案。

中國創新導航
全球仰望北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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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續寫中朝傳統友誼新篇章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10月6日，中共中

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同朝鮮勞動黨總書記、
國務委員長金正恩互致賀電，熱烈慶祝兩國建交75
周年。

習近平指出，75年前，中朝正式建立外交關
係，掀開兩國關係新的歷史篇章，具有劃時代的重
要意義。75年來，兩國在鞏固人民政權、維護國家
主權的鬥爭中相互支持，在加強交流合作、推進社

會主義建設的道路上攜手前行，在促進地區和平穩
定、維護國際公平正義的事業中密切協作。中朝傳
統友誼歷經時代變遷和國際風雲變幻的考驗，成為
兩國和兩國人民共同的寶貴財富。

習近平強調，我高度重視中朝關係發展，近年
來和金正恩總書記多次會晤並通過函電等保持密切
溝通，共同引領和推動中朝關係深化發展。新時期
新形勢下，中方願同朝方一道，以兩國建交75周年

為契機，加強戰略溝通協調，深化友好交流合作，
續寫中朝傳統友誼新篇章，共同推動兩國社會主義
事業行穩致遠，更好造福兩國人民。

金正恩：為朝中友好合作關係繼續作出努力
金正恩表示，75年前，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

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朝中友好
關係進入新的歷史發展階段。75年來，兩黨兩國秉

持對自身事業正當性的堅定信念，戰勝各種考驗和
挑戰，在社會主義道路上奮勇前進。一如既往地繼
承和發展具有悠久歷史和優良傳統的朝中友誼符合
兩國根本利益。朝鮮黨和政府將按照新時代要求，
為鞏固和發展朝中友好合作關係繼續作出努力。祝
願中國人民在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
領導下，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征程中
不斷取得新的成就。

同金正恩就中朝建交75周年互致賀電

北斗衛星導航系統（英文簡寫為
BDS，下稱北斗系統）由中國政府建
造，免費為全球用戶提供全天候、全
天時、高精度的定位、測速和授時
服務。北斗是中國古代對大熊座部
分星體的稱謂，在古代被用作辨
識方向，而今融合人類最新科
技成果，重新賦予 「北斗」 全
新內涵。按照規劃，中國將
在2035年前建設完善更加
泛在、更加融合、更加智
能的綜合定位導航授時
體系。所謂 「綜合定
位導航授時體系」 就
是以北斗系統作為
核心和基礎，覆
蓋室內到室外、
深海到深空的
更強、更安
全、更可靠
的系統。

高質量發展 邁入規模應用新階段
《2024中國北斗產

業發展指數報告》顯
示，截至2024年上半年，北斗產業發展
綜合指數已達1431點，對比2013年北斗
產業元年，指數增加幅度超過470%。中
國衛星導航定位協會會長于賢成認為，
北斗市場化、產業化和國際化相關指數
均邁上了新台階，標誌着中國北斗產業
已進入規模應用、高質量發展的新階
段。

報告顯示，截至2024年上半年，中
國各種類型的北斗終端設備（不含消費
類電子）應用超過2700萬台／套，較去
年同期增加超過400萬台／套，同比增長
17.4%，北斗綜合應用滲透率超過
50%。行業領域全面覆蓋，應用深度持
續增強。至2024年上半年，涉及國計民
生的重點行業的北斗終端設備應用數量
超過2000萬台／套。大眾應用融入百姓
生活，北斗已成為智能手機、可穿戴設

備等大眾消費產品的標準配置，2024年
上半年國內智能手機出貨量1.39億部，
超過98%支持北斗定位。

在國際化方面，北斗產業的海外業
務、國際投融資、國際專利、國際標準
等都有增幅，海外業務的增幅較大。據
不完全統計，業內部分龍頭骨幹企業海
外業務的總營收明顯增加，2024年上半
年已超過35億元，同比增長近60%。

曾被歧視遭背刺 北斗為國人爭一口氣
歷經三十餘年，波瀾

壯闊的北斗導航工程，被
譽為 「五個千萬工程」 ，即調動千軍萬馬，
歷盡千難萬險，經過千辛萬苦，走進千家萬
戶，造福千秋萬代。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編
著的《精神的力量》一書，曾披露過北斗工
程背後鮮為人知的歷史。

1994年2月，一份名為《關於印發〈雙
星導航定位系統工程立項報告〉的通知》的
文件印發，標誌着北斗一號正式上馬。曾任
北斗一號、北斗二號衛星系統總指揮的李祖
洪回憶說： 「在起步階段，我們受過很多
刺激。例如，向某國購買產品後錢都付
了，對方以制裁為名不賣了，退給我們

一些硬紙板。」 在北斗一號研製期間，中國
本來準備從外國引進衛星的太陽翼。雙方對
太陽翼在哪裏組裝有分歧，外方的態度十分
惡劣提包就走，這令中國下定決定搞國產
化。

2003年中國建成北斗導航試驗系統
時，美國GPS系統、俄羅斯格洛納斯系統均
已完成全球組網。而北斗導航試驗系統覆蓋
範圍小，只能提供基本定位、授時功能，無
法測速。同期，歐洲於2002年啟動了伽利
略導航計劃，歐方向中國拋出了 「橄欖
枝」 。然而，中國很快就被排擠出了核心機
構。中國人下定決心：再難也要建成好用的
「中國牌」 衛星導航系統。

實現彎道超車 下一站地月宇宙
導航衛星系統的研製

建設，被認為是航天科技
發展 「皇冠上的明珠」 。導航系統對
國防安全、經濟產業、民生服務等方
面都有不可代替的重要意義。建設自
主可控的導航系統，是綜合實力最強
的大國才敢挑戰的難題。

30年前，中國北斗在 「一無技

術、二無經驗、三無人才、四無資
源」 的 「四無」 局面中啟動研製建
設。技術買不來，國際合作難以展
開，曾經一路荊棘叢生，卻開出最美
的花。2020年，北斗三號提前完成建
設，開始服務全球。2024年，最後兩
顆北斗三號的收官星升空，開啟下一
代北斗系統新技術試驗試用。

中國北斗後發制人，一路 「彎道
超車」 ，在核心功能已部分領先的基
礎上，以更加開拓創新之姿，探索更
加泛在、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綜合
時空體系，這將是對導航系統發展建
設 「無人區」 的探索。我們期待着，
全球乃至地月甚至宇宙時空都有中國
北斗，引導人們抵達下一個目的地。

•2021年5月29日，天舟二號貨運飛船採用自主快速
交會對接方式，完全使用我國自主研發的北斗導航
系統完成對天和核心艙的追蹤定位。

•深中通道建設團隊引入北斗系統，利用沉管和安裝船
上的北斗設備與海上參考基準站的協同作業，實現了
連續多節沉管零偏差對接，這在世界上都是沒有先例
的，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 「海底穿針」 。

北斗衛星
導航系統

話你知

▲第六屆數字中國建設成果展覽會上，北斗組網衛星模型亮相國家北斗重大項目成果展
區，吸引參觀者。 中新社

天舟二號與天和核心艙快速對接

沉管零偏差對接 助深中通道「海底穿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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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步走發展戰略 造福全球

歷30載研發 三號系統收官 指標超趕GPS

自立自強

遙遙領先

熱評

▲北斗三號衛星系統首席總設計師林寶軍和團隊。 受訪者供圖

▲在湖南株洲國際會展中心，觀眾穿戴
VR設備體驗利用北斗技術輔助建模的地
圖仿真模型。 新華社

「三十載，矢志寰球願，牧群星……」 9月19日，
隨着第五十九顆、六十顆北斗導航衛星在西昌衛星發射
中心升空，北斗三號全球衛星導航系統工程正式收官，
中國科學院微小衛星創新研究院研究員、北斗三號衛星
系統首席總設計師林寶軍直抒胸臆，一氣呵成寫下93字
《滿江紅．北斗三號收官星》。

從1994年北斗系統工程立項，中國的衛星導航事
業從零起步，堅持自主創新、分步建設、漸進發展，獨
立自主走出一條從有源到無源、從區域到全球的中國特
色衛星導航系統建設道路，不僅造福國人，更在多項核
心指標上趕超昔日的行業領導者GPS，為全球導航系統
帶來獨有優勢的 「中國方案」 。
據悉，2035年前，中國將建
設完善更加泛在、更加融
合、更加智能的綜合時空
體系。

大公報記者 劉凝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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