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中国北斗应用大会期间，多名全
国卫星导航及相关领域院士、专家齐聚郑
州，纵论北斗产业发展大计，为北斗产业高
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
书记张桂华在大会致辞中表示，要不断加
强支撑北斗技术创新发展的研究，开展北
斗应用的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的持续攻
关，加快创新，优化资源配置，打破技术瓶
颈，加强产学研协同创新，努力实现芯片、
终端、服务、标准一体化的自主化发展格
局，让北斗更好地服务国家安全、经济社会
发展，为人民谋福祉。

1994年，我国启动北斗一号系统工程
建设；2000年底，北斗一号系统建成，向中
国提供服务；2012年底，北斗二号系统建
成，向亚太地区提供服务；2020年，北斗三
号系统建成，向全球提供服务。目前，北斗
卫星导航系统已广泛应用于交通运输、气
象预报、科学考察、森林防火、通信系统、救
灾减灾、应急搜救等领域，北斗已经逐步渗
透到我们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

中国工程院院士、河南省时空大数据
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王家耀介绍，北斗具
有短报文通信功能，其他卫星导航定位系
统都没有。就精度而言，北斗全球范围里

面的精度与美国的GPS是相当的。我们将
全球的空间和时间信息的服务能力集中在
一起，这是首次。北斗系统在国际上首创
的三种轨道的一种混合星座，增加了精密
单点定位，绝对是一个优势，覆盖范围广、
精度高。

据了解，近年来，郑州高新区以精密测
绘为重点的北斗应用产业确定为四大主导
产业之一，进行重点培育。高新区获批全
国唯一的北斗应用技术知名品牌创建示范
区，先后成功举办两届(第八届、第十届)北
斗年会和 2020年“北斗峰会”。高新区成
立了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郑州北斗应用
推广工作站，建设了国家北斗产业产品质
量监督检验中心，编制了郑州高新区北斗
应用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5)，形成了以
天迈科技、威科姆等上市挂牌企业为引领
的创新型产业集群。

王家耀说：“建设北斗关键还是在用，
需要用得更加普及、更加深入。在北斗产
业化方面，我们有一定的基础，郑州高新区
有北斗产业园，但是还没有做强，还没做
大。河南潜力很大，我们是终端，从服务的
角度可以扩展，数据中心一定要建起来，北
斗卫星服务中心可以带动产业的发展，我
们要落实。”

“北斗”与郑州再次相约
2022中国北斗应用大会在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9月21日，以“智能时空 创新引领”为主题的中国北斗应用大会暨中
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第十一届年会在河南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这
是继2019年、2021年之后，中国北斗应用大会第三次与郑州相约。

本届大会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河南省人民政府指导，河南省科学技
术协会、郑州市人民政府、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联合主办。来自全国卫
星导航与位置服务领域的院士、专家及企事业单位代表齐聚一堂，共话北
斗技术创新与应用创新之道，探讨北斗规模化应用与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前景与路径。记者 孙庆辉 高新时报 方宝岭 文/图

大会表彰了2022年度卫星导航定位
科技进步奖、卫星导航定位创新应用奖获
奖单位以及卫星导航定位终身成就奖获
奖者。今年的卫星导航定位终身成就奖
授予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刘经
南。开幕式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总
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杨长风为大会作
了题为《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新时
代新发展》的报告。

签约环节，郑州高新区管委会分别
与北航国家大学科技园、航天宏图信
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 20 家科研院
所、企业进行了项目签约，签约总额达
51.8亿元。

在高端论坛方面，大会邀请了中国科
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德仁，中
国科学院院士杨元喜，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家耀，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武文忠，
国际大地测量协会主席 Zuheir，北京北
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总经理周儒欣等院士、专家，他们带来了
北斗智能时空体系建设及应用服务方面
的最新研究成果。

除高端论坛外，大会还设立了室内外
无缝导航定位创新与发展论坛、北斗赋
能智能网联汽车论坛、5G+北斗创新发
展论坛、北斗+时空大数据应用发展论
坛、北斗高精度定位与低轨卫星增强论
坛等 10余个分论坛，专题研讨北斗技术
创新与融合应用，助力产业高质量发
展。此外，大会还举办了第五届“北斗
之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以及
“北斗乐跑·科普中国”大赛全国总决赛
等活动。

【北斗时间】院士、专家共谋北斗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据了解，北斗三号全球系统开通两年多
来，在交通运输、公共安全、救灾减灾、农林
牧渔、城市治理等行业领域，以及电力、水
利、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已逐步形成
深度应用、规模化发展的良好局面，正在全
面赋能各行各业并实现显著效益。中国卫
星导航定位协会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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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到4690亿元人民币，保持较快增长态势。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会长于贤成在
开幕式上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卫星导航
与位置服务产业克服疫情影响持续向好，
相关企业总体营收水平和盈利能力不断提
升，五大区域产值稳定增长，产业链各环节
均衡发展，上游基础器件、中游终端和系统
集成以及下游运营服务等各环节的产值，
均有不同程度增长。北斗应用发展体现出
强劲韧性，在国家安全领域、重点行业领域
和大众消费领域的应用数量呈现平稳增长
态势，北斗大众应用突破口不断涌现，需求
持续释放，应用数量快速增长，普及程度越
来越高。

中位协北斗时空技术研究院对我国重
点行业、重点区域的北斗应用发展情况进
行了长期跟踪和研究分析，相关研究成果
表明，2022年上半年，行业领域北斗系统应
用总量不断攀升，大众消费领域支持北斗
的产业出货量持续增长。截至2022年6月
底，以公安、应急为代表的国家安全领域已
累计应用北斗设备近 200万台套，其中公
安行业应用数量超过 180万台套；以交通
运输、能源和金融为代表的重点行业领域
已累计应用北斗设备近 1200万台套，其中
交通运输行业应用数量超过 800万台套，
农业应用数量近 100万台套，自然资源领
域应用数量近 15万台套。2022年 1~6月，
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北斗大众消费领域应
用数量近1.4亿台。其中，支持北斗的智能
手机出货量超过1.3亿台。

“十四五”期间，从国家到行业再到地
方，北斗相关政策密集出台，有力推动了北
斗产业的快速发展，使北斗应用规模进一步
扩大。据了解，国家各部委近两年共出台了
北斗相关规划和政策措施近 80项，主要在
智能汽车、煤矿治理、旅游数字化、气象监
测、地理信息服务等方面，深化北斗系统的
推广应用，内容涉及建设基础设施、系统平
台，健全覆盖芯片、模块、终端、软件、应用等
产业链上中下游各环节的北斗产业生态。

同时，具有产业发展优势的五大区域
和产业发展重点城市，如北京、河北、天津、
浙江、广东等 13个省市共出台北斗相关政
策近 200项。各省市正加快推进在金融、
能源、电力、水利、气象、减灾防灾等领域北
斗国产化替代和标准化配置，鼓励创新研
发各种具有北斗功能的终端设备和集成化
系统，并探索在国民经济关键领域推动北
斗标配化应用，不断扩大北斗应用规模，提
高了北斗应用水平。

武文忠在大会上表示，“十四五”期间，
自然资源部积极推进北斗系统规模应用市
场化、产业化、国际化发展。一方面，健全
优化基于北斗三号的全国基准站服务“一
张网”，完成自然资源系统基准站支持北斗
三号的升级改造，构建基于北斗系统的全
国高精度智能化位置服务平台；另一方面，
将导航定位与位置服务业作为地理信息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领域，常态化开展自
然资源领域北斗应用监测，全面构建自然
资源领域北斗系统应用生态，支撑地质调
查、助力地灾监测、服务海洋事务等，同时
推动北斗短报文应用。

郑州市目前正积极发展 5G及北斗相
关产业，稳步推进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加快
推广 5G及北斗场景应用，培育新产业、赋
能新经济、形成新动能，推动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制定了《郑州市 5G及北斗产业发展
规划 (2021—2025年)》。

【郑州论道】北斗产业发展良好，并保持较快增长态势

【北斗寄语】郑州高新区成北斗年会最亮的那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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