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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让 GPS 获得“新生”

Industry elegant demeanour行业风采

■ 本报记者 张 邢 李瑞平

据国家测绘局原副局长、中国全球卫

星定位系统技术应用协会会长常志海介

绍，2010 年，中国汽车保有量为 8500 多万

辆，每年新增机动车辆 2000 多万台，中国

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和全球第

一大新兴市场。他指出，目前，根据国家相

关产业发展战略，2012 年中国将建成覆盖

亚太地区的北斗卫星定位导航系统；2015

年形成覆盖全球的卫星导航系统；按照国

家规划，2020 年，中国导航产业地面设备与

产品国产化将达到 80%，到 2020 年，卫星导

航产业规模将达到 4000 亿元。

与此同时，GPS 行业也正随着车联网、

物联网、云计算、北斗导航、智能交通以及

4G 网络新概念的兴起，面临更大的新生空

间，GPS 行业具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但经记者了解发现，目前，中国 GPS 市

场虽然蕴含巨大商机，但产品同质化现象

严重、技术含量低、“山寨”产品层出不穷等

尴尬，市场局面鱼龙混杂，价格战与恶性竞

争正成为无法回避的事实。时至今日，行

业内还没有统一的国家标准可依，只有少

数城市有地方行业标准，产品的达标合格

率堪忧。根据广东省质监局 2010 年调查

报告显示，中国市场上的 GPS 导航仪合格

率仅为 25%，其行业的产品质量亟待提升。

在问题与机遇并存的今天，中国 GPS

未来发展道路又会几何呢？

政策“点燃”

根据深圳市智能交通行业协会副秘书

长王勇兵介绍，中国有 80%的 GPS 企业集

中在广东地区，广东省有 70%的 GPS 企业

集中在深圳。纵观目前 GPS 行业现状，结

合以往情况分析，从整个应用层面而言，中

国 是 GPS 应 用 大 国 ，然 而 并 不 是 应 用 强

国。因为中国目前绝大部份 GPS 芯片和

OEM 接收板靠进口。但可喜的是，近年来

中国加大了北斗芯片核心技术的研发力

度，并取得了巨大的技术成果。

王勇兵指出，随着 8 颗北斗卫星的相

继升空，其核心芯片技术的研发成果让国

人欢欣鼓舞。卫星导航产业是现代产业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份，属于国家要大力发展

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范畴。其作为“十二五”

规划的重点内容之一，得到了国家在产业

政策、资金投入等多方面的重点支持。这

势必对企业与行业的技术革新与升级产生

重要影响，同时，也给行业发展带来更加广

阔的市场发展空间。

此外，深圳领航通移动视讯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李广辉表示，目前，国内自主研发

的北斗芯片技术在广东地区已经获得率先

应用。

据了解，此前有相关媒体报道，今年 8

月前，广州市约 1 万辆公务车将安装车载

电子监控系统，此次选用的是完全由中国

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新安装的

1 万辆车载电子监控系统是北斗卫星导航

系统，完全由中国自主研发，由海格通信集

团承担技术研发及服务，北斗导航在技术

上能够与美国 GPS 相媲美。这是北斗二号

“军技民用”落地以来在广东省的最大一笔

订单，中标金额达 1658.89 万元。

而这一消息对深圳市绚华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黄伟平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

他难掩激动地向记者表示：“到 2015 年，中

国北斗卫星覆盖全球，深圳市绚华科技有

限公司将迎来良好的发展机遇，公司的服

务产值将得到极大提升，踏上一个崭新的

台阶。”

常志海也表示，从国家政策层面来讲，

国家交通运输、公安、安全监管、工业和信

息化相关部委联合下发相关文件，目的是

确保今年 12 月 31 日前所有“两客一危”车

辆安装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卫星导航系

统。从 2011 年 8 月 1 日起，所有“两客一危”

运输车辆出厂前应当安装符合规定的卫星

导航装置，否则不予发放道路运输许可证。

据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原所长史其信

教授介绍，目前，中国已将卫星导航作为新

兴产业列入了空间海洋发展“十二五”规划

中，工信部、科技部、财政部等多个部门参

与了该规划的制定。国家将大力支撑发展

自主技术，支持多个卫星间的兼容互用，支

持鼓励多个卫星导航产品的开发。同时，

北斗导航重大专项强调扶持自主导航系统

建设，并在 2020 年将实现目标。随着国家

“车联网”与“物联网”的共同发展，将为国

家新一代卫星导航产业发展创造难得的历

史机遇。

中国节能协会宋忠奎教授阐述了“交

通节能减排对卫星导航技术需求解析”，为

中国 GPS 相关企业描绘了宽广的应用前

景。通过对 GPS 在各种节能产品性能测

量，对公共交通、环境气候、工业气体排放、

建筑质量、节能照明等领域的技术与管理

应用的详解，不仅为 GPS 相关企业指明了

发展方向，也让他们看到了新的商业蓝海。

与此同时，记者还了解到，目前政府正

准备着手制定 GPS 行业国家标准，并将不

断完善 GPS 行业地方标准。

而面对这些商机，越来越多的车厂将

推出车载信息服务，更多的第三方车载信

息服务商开始出现，三大电信运营商积极

地参与到卫星导航运营以及位置信息服务

之中。这都表明了该行业发展的喜人态

势、机遇与巨大的挑战。

企业“自燃”辟新途

同 时 ，记 者 也 在 近 期 于 深 圳 召 开 的

“2011 中国卫星导航运营商大会”采访时发

现，目前各大 GPS 企业都纷纷推陈出新，不

断开辟新的发展途径，以谋求差异化的发

展、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和扩大发展空间。

公交报警——近日，记者发现很多地

方在公交车配备了安防报警器材，此举有

效降低了公交车偷扒等流窜作案违法犯罪

现象的发生，为社会治安作出了积极贡献。

对此，专门从事监控报警系统研发的

深圳北斗数码技术（深圳）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拥军表示，“国内近年来在沿海城市与经

济发达地区，对公共交通系统进行了功能

升级，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我们公司

的监控报警系统在华东地区的几个省份推

广应用得很好。但是在内地一些经济欠发

达或偏远地区，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系统达

到普及还有待时日。”

据了解，该款系统采用了 3G 传输与

GPS 功能，可以实现公交车自动报站功能，

并在车载终端装有一个硬盘储存设备，能

保留一个月运行图像的数据，如果乘客不

慎将物品遗失在车上，可以致电服务站反

映情况找回；如果乘客遇到人身与财产安

全威胁，客运公司在家里或办公室就可进

行有效监控并实时报警，公安部门将通过

GPS 提供的信息结合警情发生地段，选择

最近距离追踪拦截不法分子。

此外，刘拥军还自豪地表示，国产 GPS

（北斗模块）并不贵，在价格上有竞争优势，

在技术上并不逊色于进口 GPS。但是，中

国北斗产品要实现逐步兼容并全面取代进

口 GPS，至少需要 5 年左右的时间。

导 航 服 务 与 车 联 网—— 在 GPS 导 航

服务平台方面，深圳市众思达科技公司副

总 经 理 凌 星 炜 表 示，他 们 正 在 着 力 打 造

“在途无忧”的服务品牌，并借助远程监管

功能与油耗控制功能，进行车辆位置与车

况信息的反馈，对百万台车辆进行在线查

询实施管理，基本实现车联网，逐步实现

物联网。

凌星炜精神振奋地告诉记者说：“中国

北斗芯片目前已经实现了国产化，明年将

可能实现批量生产。北斗芯片的生产成本

会更低，比美国芯片还要好用，从而保障中

国的国家地理与经济信息安全。”

凌星炜指出，在未来的科技运用中“车

联网”、“物联网”、GPS、北斗、移动互联网

等技术将进行完美结合，通过对手表或手

机等物品定位，实现对外勤人员远程管理

或者老人护理，体现新兴科技的人文关怀。

油耗控制——国内 GPS 油耗控制方面

知名专家，上海康汇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总

监林曙威表示：“面对世界能源日益短缺的

情况，GPS 的油耗监控作用不容小视。油

控的工作原理就是在发动机内部的油路上

增设一个计量装置，按照行车里程数与时

间给出一个合理的油耗标准，通过 GPS 定

位对行车里程与油耗进行换算监控。系统

产生 5%的用油偏差属于正常范畴，如果一

旦发现油箱大量输出燃油或漏油的情况系

统将进行实时报警，让弄虚作假多报燃油

费的情况与职业‘油耗子’成为历史。”

让汽车充满智能——广州创赢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总裁助理马水才在谈到 GPS 让

汽车变得充满智能时，如数家珍地说，他们

的产品在运输方面有着一定的技术优势，

不但实现对运输途中的车辆实行区域管

理，还进行对超出行驶范围的车辆实时锁

车，在最短的时间内对丢失的车辆进行监

控定位，并实施电子围栏报警，保护驾驶员

安全，减少企业损失。同时可以做到：有效

减少汽车空载率，增加物流企业的效益；通

过对驾驶员进行规范管理，有效避免司机

接私活、避免司机被劫持等。

同时，该公司研发的北斗船载导航系

统具备北斗与 GPS 的双重兼容的模块；当

GPS 信号不强的时候，系统就自动切换成

北斗导航网络，实行双模互换导航机制。

此外，该公司还在三维地图方面形成立体

画面，可以定位空中山体建筑或者大厦的

某一个点。

各种各样的新技术与 GPS 的融合，彰

显出国内 GPS 企业在新形势、新商机下谋

求发展的创新思维。

焦点话题

编者按：GPS 是一种接收卫星信

息的全球定位导航系统，因其用途广

泛被世界许多国家采用。目前，GPS

占有中国 95%的市场，涵盖物流运输、

能源勘探、机场海关、公共交通、互联

通信等许多民用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