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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方来客为联调，白发青丝笑。他年陌路不
相识，星在天间闹。”

这是王淑芳在1998年北斗系统建设早期，面对
在航天某厂模拟卫星和地面联调的情景，有感而发
所作的词句。如今，在交通运输部导航中心任高级
工程师的她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仍然记忆犹新。

如今，距离北斗系统建设的第一声发令枪，已
经过去整整 22 年。在这 22 年的奋斗历程中，北斗
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并将中国卫星导航事业
推向了世界的顶峰。

掌握“登山的保险绳”

没有假日，不舍昼夜，在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
铁皮屋子里，十几名专家开启了他们为卫星导航的
开发而进行的测绘工作。

这就是北斗最初的创业故事。
上世纪 90年代，中国做出研发独立自主北斗卫

星导航系统的战略决策。当时，卫星导航技术被少数
几个大国所垄断。当北斗的建设者们希望向先行者
学习时，却发现对方已将核心技术的大门牢牢紧锁。

“永远不能把登山的保险绳交到别人手里。”在某
卫星导航定位总站高级工程师谭述森看来，卫星导航
系统之于国家，就相当于登山队员的保险绳，必须自
主掌握。1994年，北斗导航战略启动时，52岁的谭述森
也做出了自己人生的重要选择——离开了奋斗二十
九载的军事测绘战线，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北斗事业。

当时，卫星导航大国已把频率资源瓜分殆尽。身
为北斗导航频率设计和国际协调首席专家，谭述森
经过周密准备，主动出击，创造性地证明了北斗与其
他卫星导航系统频率重叠时互不影响，赢得频率共
用的“世界共识”，为国家争取了宝贵的频率资源。

王淑芳也清晰地记得，在早期北斗研发过程中
所迈过的一个又一个坎。当时，王淑芳牵头做北斗用
户机测试系统，由于一代北斗的双星定位原理必须
标定信号经过用户设备的时间延迟，始终找不出个
办法来，实验屡屡失败。“当时没有人知道成功与否，
技术验证就像走迷宫。”王淑芳和她的团队一次次试
验，后来还是找到了解决办法，一直到现在，北斗的
测试系统都继续用这个办法。

如今，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北斗人的努力下，技
术日臻完善，并在各个方面发挥着作用。2013 年，有
25名探险爱好者在可可西里无人区遇险，就是靠着
仅有的一部装有北斗模块的手机，才与外界取得联
系，顺利获救的。

“相比国外卫星导航系统，北斗系统独具的位置
报告和短信服务相结合的特色，这正是北斗的优势
所在，也体现了北斗卓越的系统顶层设计和今后的
扩展能力。”谭述森自豪地说。

飞入寻常百姓家

“我今天专门戴了一块北斗时空手表，它看似很
简单，却可以直接接收天上的北斗卫星导航信号。时
间精度非常高，可以达到50纳秒，应该是世界上精度
最高的手表。”6月16日，在国新办《中国北斗卫星导
航系统》白皮书发表新闻会上，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
理办公室主任冉承其给中国北斗做起了广告。

如今，在技术上日渐成熟的北斗导航技术正越
来越多地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北斗菜”、北
斗魔盒、北斗时空表……随着穿戴设备、智能制造以
及其他各种智能硬件的兴起，“北斗＋”概念也逐渐
实现落地，“飞入寻常百姓家”。

为何要发挥北斗导航技术的商业优势，让其更
多地服务于民用领域？

这还要从俄罗斯和欧盟的教训说起。俄罗斯在
“格洛纳斯”系统的建设过程中投入巨大，但由于在
经济宽裕时忽略了商业化开发，最终在俄罗斯经济
下滑时，演化成财政上的巨大负担。而欧盟的伽利略
系统，更是因为始终未能找到合理的商业模式，在资
金匮乏的情况下，计划遭到一再延迟。反观美国的
GPS系统，却发展出一个庞大的市场——车载导航、
手机导航、交通监控、安全生产……这些都能以直接
或间接方式反哺GPS系统的研发升级。

正是在吸取他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近年来，
北斗系统在民用领域取得了不少进展。北斗相关产
品已广泛应用于交通运输、海洋渔业、水文监测、
应急搜救等领域，逐步渗透到人们生产和生活的方
方面面。据统计，到2016年4月份，应用北斗技术
的终端已超过2400万台，应用北斗作为手机芯片的
手机销量超过1800万部。今年一季度，在中国境内
出货的智能手机，使用北斗芯片的已超过30%。

做世界的北斗

“中国的北斗，世界的北斗”。这是关注北斗的
人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目前，北斗正逐渐向全
球拓展，成为继高铁出海、核电外交后的又一张

“中国名片”，代表中国科技产业登上世界舞台。
2012 年底，北斗系统正式向全世界公开宣布提

供服务。运行3年多来，系统保持连续稳定运行。“北
斗系统的性能优良，运行可靠，使用令人放心，目前
已经是国际海事组织认可的第三个卫星导航系统。”
冉承其说，“带北斗功能的产品，已经输送到全球 30
多个国家，技术合作比这还要更多一些。”

据冉承其介绍，围绕“一带一路”进行国际推广
和服务应用，是北斗系统未来的建设重点。“我们跟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是全方位的，包括技术
交流、技术转移培训、教育培训、产品输出，甚至包括
合资公司的组建、系统性能的监测以及高精度应用
服务，都毫无保留地向‘一带一路’国家进行宣传和
推荐。”冉承其说，“我们与巴基斯坦、沙特、缅甸、埃
及、伊朗、印尼以及东盟、阿盟等国家和组织，都有很
好的合作，很多项目进入到实质性项目里。例如我们
跟巴基斯坦已经完成了国家位置网一期工程的建
设，正在磋商推进二期工程的建设。”

如今，北斗国际化进程也在加速。今年 1 月
份，中国与沙特、阿拉伯信息通信技术组织等签署
了卫星导航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促进了北斗系统
落地阿拉伯国家。8月初，随着首个定位服务单基
站在老挝首都万象建成并通过技术测试，中国北斗
卫星导航系统服务正式落地老挝。

根据北斗系统全球组网建设计划，2018年，中
国北斗将率先为“一带一路”国家提供基本服务，
2020年左右，将建成由5颗静止轨道卫星和30颗非
静止轨道卫星组成的覆盖全球的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从而具备服务全球的能力。

“后续全球服务计划也在稳步推进，我们已经
验证了全球组网的新一代技术的体制，下一个任务
是尽快地把这些技术变成产品、变成卫星，让它们
尽快上天。”冉承其说。

中国外文局近日发布了《中国国家形象
全球调查报告 2015》，《报告》 中有一项颇
为有趣的调查结论：中国的“科技创新”是
海外民众关注的一大热点，61%的海外受访
者对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表示认可，这个数
字甚至超过中国受访者 （57%）。

随着中国高铁、核电和航天等科技的发
展并不断走出国门，中国科技已经获得了一
定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多的科技创新产品
也逐渐成为中国在世界上的新名片。

回溯历史，风云万变，这个星球上的国
家，不断演绎着先进与落后更迭的故事。而
这些故事的背后，无不以科技进步为先导。
总体来说，中国科技发展至今，已经由整体
上从学习和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向实现创新并
引领国际科学发展的新阶段转变。神舟飞船、
嫦娥奔月、北斗导航、海斗潜海，不断地展示
着一个充满创新活力的科技大国风范。

然而，中国科技的国际地位与西方发达
国家仍有差距。中国科技要“走出去”，核
心技术掌握不够、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等发展
困境饱受外界诟病。

破除这些困境，首先要激发创新内力，
练好创新“内功”。坚持自主创新、营造创
新环境、掌握核心技术、打造引领产品，乃
是破题之道。

当前，中国科技“走出去”处在新的机
遇期。“科技创新”被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
核心位置，世界各国也在强化创新战略部
署，抢占科技经济制高点。坚持自主创新，
营造万众创新的良好环境，要下定决心攻克
核心技术，并强化产业引领能力，才能使中
国科技在世界舞台立足。在具有核心技术优势的领域，着力打造一
批国际引领性科技产品，构建科技领域的“中国优势”，才能形成中
国科技的世界影响力。

中国科技更好地“走出去”，还需善借外力，巧借“东风”。因
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乘国家政策和国际合作之势，借媒
体宣传和中外交流之力，乃是解题妙法。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实施，中国科技“走出去”再迎
利好局面：对技术落后的欠发达国家提供先进技术援助，与资源丰
富或市场广阔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科技合作，同技术领先的发达国家
开展科研交流……搭乘“一带一路”列车，中国科技“走出去”已
经取得突出成绩；同时，通过媒体主动发声，推介中国科技，向国
际社会描述中国科技发展的真实情况，并鼓励中国民间科技组织积
极、有序参与国际组织交流，开展互惠互利的科技交流与合作，为
中国科技“走出去”加油添力。

当然，中国科技走出去不仅仅是尖端科技的走出去，更要注重
创新科技、民生科技的走出去和科技企业、科技品牌的走出去。这
更需要内在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对外科技形象传播的强化。一方
面继续积极营造万众创新的社会氛围，鼓励科技创新，促进科技创
新成果转化；另一方面加强对外传播，塑造中国科技企业、科技品
牌形象，打破海外对中国科技、中国品牌的错误认知，为中国科技
走出去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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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前后，完成 35颗卫星发射组网，建成覆盖全球的北斗卫
星导航系统……

2020 年前后，完成 35颗卫星发射组网，建成覆盖全球的北斗卫
星导航系统……

中国 导航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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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日，中国成功发射了第23颗北斗导航卫
星。 杨志远摄 （新华社发）

▼2015 年 11 月 3 日，参观者在中国国际工业博
览 会 上 观 看 新 一 代 北 斗 导 航 卫 星 模 型 。

龙巍摄 （人民视觉）

▶谭述森 （前右三） 与同事一起研讨交流技术
问题。 王安民摄 （新华社发）

王淑芳在交通运输部机房工作。 （新华社发）王淑芳在交通运输部机房工作。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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