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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斗”将迎新新爆爆发发期期 北斗三号基本系
统将建成 催生“北斗
+”融合应用新模式

11 月 1 日 23 时
57 分， 北斗三号系统
首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
被送入地球高轨。 负责
运载卫星的长征三号乙
运载火箭喷射着熊熊火
焰，渐行渐远，消失在茫
茫夜空之中。

在年底之前， 这颗卫
星的两个同伴———两颗中
圆地球轨道卫星也将被发
射升空。 至此，北斗三号系
统基本系统将建成， 将形成
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
区提供服务的能力。

基本系统的建成，将意味
着，国内已经在“北斗一号”、

“北斗二号”系统基础上如火如
荼开展的北斗应用产业， 将迎
来新的爆发期。 也因此，2018
年被业内人士称为北斗全球系
统建设的关键年。

至 2020 年年底， 将建成世
界一流的北斗三号系统， 提供全
球服务；

至 2035 年，更是将建成以北
斗系统为核心的综合定位、 导航、
授时体系。

北斗的不断国际化， 将给国内
的北斗服务及终端设备制造商带来
更大市场，而更多的普通人也将因为
蓬勃发展的北斗产业，而走进“北斗
式生活”。

文 羊城晚报记者 李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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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将给国内服务、制造商
带来更大市场

广东作为中国的信息化大
省， 在珠江三角洲地区， 拥有
完整的卫星导航产品和应用的
产业链。 在北斗系统的民用产
业化过程中， 广东地区具有无
可比拟的产业优势。

在 2012 年， 广东就启动
了珠三角北斗系统综合应用示
范工程， 为北斗系统大规模应
用取得系统化的应用经验，形
成北斗系统应用的商业模式和
产业基础。 广州、深圳、佛山、
汕头、中山、惠州、江门等地都
已在积极发展北斗相关产业。

广东星舆科技公司 CEO
吕韶清认为， 相比起北斗二
号， 北斗三号卫星导航系统的
定位精度和可靠性都将更好，
这对未来高精度定位产业的发
展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星舆科
技是一家做高精度位置感知的
企业， 高精度位置感知中就包
括基于北斗卫星的高精度定
位， 高精度定位能力是一种基
础感知能力， 定位精度的大幅
提升必将引起产业的革命。

他表示， 无论是未来的移
动互联网、 物联网还是 AI 设
备、 自动驾驶、 高精度地图等
新兴产业， 高精度定位都是一
种刚需的基础服务设施， 随着
定位精度的不断提升， 北斗在
大众应用市场的发展将更加值
得期待。 国家一直在提倡“中
国的北斗、世界的北斗”，北斗
三号的组网成型， 将使北斗产
业越趋国际化。 未来， 随着北
斗卫星导航系统覆盖区域及精
度的提高， 其市场占有率有望
进一步提升， 这将给国内北斗
服务及终端设备制造商带来更
大市场，并随着“一带一路”走
向全世界。

应用牵引是产业蓬勃发展的规
律。

《国家卫星导航产业中长期发展
规划》指出，到 2020 年，我国北斗卫
星导航系统及其兼容产品在国民经
济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得到广泛应
用， 在大众消费市场逐步推广普及，
对国内卫星导航应用市场的贡献率
达到 60%， 重要应用领域达到 80%
以上，在全球市场具有较强的国际竞
争力。

该规划还指出， 到 2020 年，在
能源（电 力）、金融 、通信等重要领
域，全面应用北斗等卫星导航系统；
在重点行业和个人消费市场以及社
会公共服务领域， 实现北斗等卫星
导航系统规模化应用。

杨长风告诉记者，在应用与产业
化方面， 中国已经形成北斗完整产业
链， 北斗在国家安全和重点领域标配
化使用，在大众消费领域规模化应用，
正在催生“北斗 +”融合应用新模式。

其中，北斗基础产品已经实现历
史性跨越。 国产北斗芯片实现规模化

应用，工艺由 0.35 微米提升到 28 纳
米， 最低单片价格仅 6 元人民币，总
体性能达到甚至优于国际同类产品。
目前，高精度 OEM 板和接收机天线
已 分 别 占 国 内 市 场 份 额 30% 和
90%。

北斗系统在行业区域应用正在
显现规模化效益。

据了解，北斗已在公安、交通、渔
业、电力、林业、减灾等行业得到广
泛应用，正服务于智慧城市建设和社
会治理。 超过 500 万辆营运车辆上
线，建成全球最大的 GNSS 车联网平
台，据统计，2017 年道路运输重大事
故率和人员伤亡率均下降近 50%以
上。 交通监测网公安出警时间缩短
近 20%， 突发重大灾情上报时间缩
短至 1 小时内， 应急救援响应效率
提升 2 倍。

全国 4 万余艘渔船安装北斗，累
计救助渔民超过 1 万人， 北斗已成为
渔民的海上保护神。基于北斗的高精度
服务，已用于精细农业、危房监测、无人
驾驶等领域。

大众消费领域将迎来规模化应用

而且，北斗系统在大众应用方面
也是“触手可及”。 北斗由“高大上”
转为“接地气”，日益走近百姓生活。

杨长风介绍说， 目前世界主流手
机芯片大都支持北斗， 国内销售的智
能手机，北斗已成为标配。 共享单车配
装北斗实现精细管理。 支持北斗的手
表、手环、学生卡，更加方便和保护人
们日常生活。

以北京为例，33500 辆出租车、
21000 辆公交车安装北斗，实现北斗
定位全覆盖 ；1500 辆物流货车及
19000 名配送员，使用北斗终端和手
环接入物流云平台，实现实时调度。

此外，北斗融合互联网正在催生
新业态。 北斗与互联网、 云计算、大
数据融合，建成高精度时空信息云服
务平台，推出全球首个支持北斗的加
速辅助定位系统， 服务覆盖 200 余
个国家和地区，用户突破 1 亿，日服
务达 2 亿次。 国内从业企业超过 1
万 4 千家，从业人员超过 45 万。 国
内卫星导航产业年产值年均增长率
超过 15%，2017 年突破 2550 亿元。

2016年我国发布《中国北斗卫星导
航系统》白皮书，现在正在开展《中华人
民共和国卫星导航条例》编制，也成立国
家北斗卫星导航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北斗日益走进百姓生活

北斗加速融入世界

回顾中国北斗的发展历程，从
“北斗一号” 的区域有源服务能力，
“北斗二号” 的覆盖亚太大部分地区
的导航服务能力，再到“北斗三号”
未来的全球服务能力。全球组网、国
际化，是中国北斗事业发展的必然
之路。

随着北斗系统覆盖范围的扩
大和导航精度的增强， 其竞争力
也将显著提升。 而北斗三号基本
系统的建成，表明北斗正加速融
入世界。

11 月 5 日，全球卫星导航
系统国际委员会（ICG）第十三
届大会在“丝绸之路”起点古
都西安举办， 这也是我国自

2012 年成功举办 ICG 第七届大会后，
再度举办该项国际导航领域盛会。 来
自世界各国和相关组织专家沟通交
流，加强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导航系统
蓬勃发展。

如今，北斗已加入国际民航、国际
海事、3GPP 移动通信三大国际组织，
北斗还将为全球提供免费搜索救援服
务。

近期与北斗相关的利好消息还
有：中俄卫星导航合作项委会成立；中
美、中欧卫星导航合作工作组成立；中
俄卫星导航联合监测平台开通； 中国
与美、 俄分别签署系统兼容与互操作
联合声明；与南亚、中亚、东盟、阿盟、
非洲等国家和组织建立合作机制……

性能、容量都得到大幅提升

北斗三号系统相比北斗一号、二号，有何
过人之处？

作为中国自主发展、 独立运行的全球
卫星导航系统，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可在全
球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任何气候条件下，
为用户提供高精度、 高可靠的定位、测
速、授时服务，并兼具特有的短报文通信
能力。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总设计师杨长风
向羊城晚报记者介绍，此次发射的卫星
有三大特点：它是北斗三号系统首颗地
球静止轨道卫星， 也是我国北斗三号
系统第十七颗组网卫星； 该卫星除提
供基本导航服务（RNSS）外，还将提
升短报文服务能力（RDSS），在全面
兼容北斗二号 RDSS 服务基础上，
容量提升 10 倍， 用户机发射功率
降低 10 倍，能力大幅提升；该卫星

还将提供星基增强服务（SBAS），按照国际民
航标准，提供更高精度、更高完好性的导航服
务。 卫星发射成功后， 将进行测试与试验评
估， 并与此前发射的十六颗北斗三号导航卫
星进行组网，适时提供服务。

杨长风说，北斗三号将对标世界一流，增
加星间链路、全球搜索救援等新功能，播发性
能更优的导航信号。 星载原子钟天稳定度达
E-15 量级，定位精度 2.5 至 5 米，较北斗二
号提升 1 至 2 倍。

“此次发射的北斗三号卫星，性能上有了
很大的提升。 比过去的北斗卫星的短消息服
务的用户容量提高了 10 倍。 而且终端设备的
发射功率要求也大为降低， 一般的手机在野
外都可以达到这样的功率要求。 这样，就大大
拓展了北斗卫星在大众领域的应用拓展性。 ”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第四十一颗北斗导航
卫星总设计师陈忠贵说。

制图：张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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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记者 李妹妍

炼炼成成才才俊俊 的

年轻人需要好馆好号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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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来

李东来：阅读推广路上“停不下来”
羊城晚报：大家现在似乎更喜欢电子阅读，看纸质书的比重

在降低，有人对这种现象表示担忧，您怎么看？
李东来：再过 20 年怎么样咱不好说，起码当下我们都还是纸

质书培养出来的，肯定这两者都会用到。 目前整个阅读生态正在
改变。 美国学者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里探讨过，未来的
孩子已经是线上的一代， 他们成长的环境中对纸质书的利用
逐渐减少，电子化利用的比重上升，这是发展趋势。 最大的
力量是惯性是习惯，技术在适应人们阅读习惯的同时，它
也在改变着你，跟着走就是了。

羊城晚报：您对年轻人阅读有什么的建议？
李东来：对年轻人阅读，我有几个建议：选几个

好的图书馆（可以是实体的也可以是网上的）、选
几个好的公众号、选几个有思想的朋友，好的选
择可以使阅读更有效；还有就是，给自己留一些
思考的空间，看完了书哪怕是发一会儿呆，都
不是坏事。

1963 年 出 生 于 辽 宁
沈阳 ，1984 年自北京大学

图书馆学系毕业，1984 年至
2002 年在辽宁省图书馆工作，

2002 年被东莞市委人才引进担任
东莞图书馆馆长至今。 李东来在公

共图书馆领域工作 30 余年，主要研究
领域为图书馆管理、阅读推广、信息技

术应用等。

做阅读推广的一般都喜欢推荐书。我推
荐两本书：一本是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
界是平的》， 主要讲的是世界正被抹平，数

字化推土机把美国和印度班加罗尔都同步化了；还有一
本是理查德·佛罗里达的《寻找你的幸福城市》，国内译
名是《你属哪座城市》，主要讲尖峰城市，全球化潮流导

致的恰恰是地区差异进一步拉大， 选择不同的居住地，意
味着完全不同的人生。
一边是平的，一边是尖峰，哪个才是对的？ 现实往往是两

者都是需要的。 使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变成尖峰城市，总得
有点特殊东西，如何让人才愿意过来并且愿意留下来，我们
得多用点心做些什么。

两本书：
《世界是平的》
《你属哪座城市》

1963 年出生的李东
来对少年时的“知识贫瘠”
印象深刻， 家里仅有的几
本书被他视若珍宝， 小心
翼翼翻来覆去地看， 上街
就盯着各种标语瞧， 连犄
角旮旯挖出带字的纸片都
不轻易放过。 高考报志愿
时， 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业。

“就是奔着多看点书去的，
那时候上图书馆看书对我
吸引力真是太大了。 ”

大一新生李东来诧异
地发现，原来图书馆学专业
上课并不是看书，而是要学
习怎么进行图书采选 、分
类、编目整理。 他笑着回忆
说， 幸好还是跟书打交道，
也颇觉乐在其中。

从北大毕业之后 ，李
东来“顺理成章”被分配到
文化系统， 进入辽宁省图
书馆工作， 一待就是 18
年，“很多人觉得图书馆工

作很枯燥， 但我们就在这
样的日常工作中不断进行
创新， 为读者提供更好的
服务， 包括辽宁省图率先
启动数字图书馆工程等。 ”

2002 年， 东莞图书馆
建新馆， 面向全国招聘馆
长和总工程师， 他看了新
馆的设计图纸和规划之
后，心潮澎湃：机遇来了！

“当时一般省馆才 3
万多平方米、 藏书二三百
万册， 东莞图书馆新馆作
为地级馆， 建筑面积就有
4.5 万平方米，对我吸引力
其实蛮大的。 ” 他直言不
讳，做了 18 年图书馆工作
后， 他对整个行业有更深
入的思考， 也有更大的抱
负。“促成我来东莞图书馆
有‘四个感召’，事业平台
的感召、城市发展的感召、
人才政策的感召， 还有最
重要也‘最致命’的人情味
的感召。 ”李东来说。

“四个感召” 让他
觉得：机遇来了！

东莞图书馆的 24 小
时自助图书馆，是李东来南
下东莞后的第一个“得意之
作 ”———这 里 不 设 管 理 人
员，全部由读者在自助借还
操作平台上自行办理图书
借还手续 ，实现了“365 天
天天开馆 ，24 小时时时开
放”的服务。

创新并非“一时兴起”。
在翻看读者留言中，李东来
发现，出现频次最高问题是
“图书馆开放时间能不能再
长一些？ ”很快，李东来得到
了灵感：“台北诚品书店 24
小时服务，为我们树立了目
标； 银行的 24 小时自助服
务，给了我们技术启示。 ”

2005 年， 东莞图书馆
将图书馆业务系统、图书自
动识别、 图书自助借还、门
禁控制、视频监测等已有技
术整合到一起，真正形成了
“馆”的概念，国内首个无人
值守的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

正式面向东莞图书馆的读
者开放。

“读者什么时候到图书
馆都不会吃闭门羹，目前我
们的自助图书馆已经取得
国家专利。 ”李东来笑着介
绍称，在自助图书馆，每个
星期都有专人将最新到馆
的图书上架， 形成动态馆
藏，让读者能及时借阅到最
新的图书。 这种新的服务方
式也赢得了国际同行的赞
赏，美国图书馆协会主席罗
琳·罗伊将之称为“Never�
Closed� Library”。

服务创新自此“一发不
可收 ”：2007 年 12 月 ， 东
莞图书馆又推出国内首台
图书馆 ATM ， 在时间和
地 域 上 延 伸 了 图 书 馆 服
务 ；2011 年， 东莞实现了
32 个镇 （街） 图书馆 24
小时自助服务点全覆盖，
在全国率先营造全民阅读
新环境。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
灵感来自读者留言

如今的图书馆，已不
再是人们需要查阅资料才
会走进去的地方， 而越来
越多地成为人们闲暇时的
好去处。 据不完全统计，
2017 年东莞图书馆人流
量达 300 多万人次， 平均
一天近万人次到图书馆。

“城市图书馆正是一
个城市文化品位的体现，
带着城市人文之美的温
度。 ”李东来提出，图书馆
以读者为中心要实现书到
人的转变，“我希望我们馆
是跟城市同步呼吸的、为
市民所喜爱的、 提供知识
专业服务的图书馆。 ”

2005 年 9 月，全国首
家漫画图书馆、 全国首家
粤剧图书馆在东莞图书馆
正式开馆，“衣食住行图书
馆”、“东莞书屋”等 10� 个
馆中馆也设立了， 初步试
水为读者开展个性化、特
色化阅读服务。如今，粤剧

图书馆收藏了数千件粤剧
戏曲的相关文献，并建立了
数据量可观的数据库；漫画
图书馆拥有欧美、 日韩、大
陆及港台各类漫画10万余
册、漫画报刊70余种、电子
漫画书8000余册。

让城市的阅读空间越
来越多元， 李东来为此不
停地奔走：开办全开放、全
免费的城市公共教室；形
成公益讲座、打工学堂、市
民空间等“市民学堂”系列
品牌； 每年举办东莞读书
节、 东莞动漫节……截至
目前， 东莞图书馆已联合
全市各单位共举办各类阅
读文化活动 5650 余项，参
与群众 4820 万余人次。

李东来笑称， 自己在
阅读推广这条路上“停不
下来了”。 担任馆长之余，
他还参与创建了中国图书
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密
切关注城市的阅读推广。

为城市阅读空间多
元化不停奔走

图书馆不仅仅
是文明城市的装饰
品，也不仅仅是文明
城市的营养品，图书
馆应成为文明城市
的必需品，让更多的
人享受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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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结结 新创创 广推推

全国首家漫画图书馆、全国首家粤剧图书
馆、全国首个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提起这
一系列响当当的品牌， 东莞图书馆馆长李东

来只是微微一笑，“我们馆只是在阅读推广这方
面做了一些先行探索。 ”

李东来喜欢说“我们馆”，语气中有着藏不住
的骄傲。 2002 年从沈阳南下东莞开始， 他便和
这座城市、这座图书馆结下了不解之缘。 忙里偷
闲片刻，他喜欢到书架前看一看、到读者中间走
一走，“我跟图书馆的缘分，几乎就是一辈子。 自
己喜欢看书，也喜欢看到别人到图书馆看书。 ”

对东莞图书馆而言， 李东来担任馆长的 16
年也是不断推陈出新的 16 年， 越来越多的市民
走进图书馆，成为名副其实的城市阅读中心和文
化交流中心。 而为了让更多人享受阅读，李
东来的工作规划表中， 还包括集合各
种智能手段，为东莞市民提供更广泛、

更方便的阅读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