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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1版)
“相比GPS来说，北斗的短报文

功能是它的特色和优势，同时还增加

了星际增强、地基增强、星间联络等

等新技术，使得我们的北斗，虽然起

步较晚，但是步伐很快。”孙广富表

示，“中国的北斗，是集所有的功能，

从导航定位到短报文、地基增强、星

际增强等功能于一身的、有中国特色

的轨道系统。”

所谓短报文，是一种通过北斗卫

星低成本发送短信、语音的通信方

式，目前的信息承载量大概是 1000
个汉字，25秒左右的语音，未来还将

能发送压缩图像。以卫星为媒介，即

便没有地面网络、无线网络覆盖，也

可以传输信息，解决了过往卫星导航

系统，“我知道我在哪，但不能告诉别

人我在哪”的痛点。

作为短报文功能的落地成果之

一，在此之前被形容为“捅破天”的华为

Mate50，通过“卫星短信”功能的落地，

达成了“全球首款支持卫星通信的大

众智能手机”的成就。国际救援是这

一功能最显而易见的场景，华为常务

董事余承东形象地把这一功能的意义

描述为：“一生用一次，一次续一生”。

广泛的“+北斗”应用

通过卫星通信功能实现刷屏的

华为Mate50，是受益于北斗系统建设

的终端应用之一。在北斗三号全球

组网的三年后，全面转入应用推广阶

段的北斗，正在各行各业崭露头角。

在湖北省襄阳市谷城县的试验

田，载有北斗辅助驾驶终端的自动驾

驶智能播种拖拉机可以按照设定的

路线匀速前行，施肥、旋耕、起垄、播

种及覆土等精细工序一气呵成，一天

播种 100多亩地。同时，依托北斗还

能实现线路直、精度高，既保证出苗

率又节省种子用量。驾驶拖拉机的

人连上北斗之后可以增产20%，可谓

又快又好。

在北京的颐和园昆明湖，200艘

红梁绿柱青瓦的古风小游船在今年3
月装上了北斗终端。对游船的高效

管理只是北斗福利的一部分，北斗还

赋 能 了 小 游 船 的“ 随 船 讲 解 服

务”——游船行驶靠近临近景点时，

终端通过北斗系统精准识别当前景

点定位，自动弹出语音讲解，为游客

提供更优质的游览服务。

在重庆市的长寿区，2000 余套

“云端一体”的北斗高精度智能终端

在今年夏天部署在了 56平方公里的

城市中，城市感知网络有了精准的时

间、位置基准。在水域巡检场景中，

通过将北斗高精度与无人机自主巡

检等技术相结合，从无人机接到巡检

任务开始至污染物识别完毕，长寿区

将巡检效率提高了3倍以上。

在各类应用场景全面铺开的背

景下，2022年我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

务产业总体产值已经达到 5007 亿

元，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发布的

《2023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

发展白皮书》（下文简称《白皮书》）披

露了这一数据。《白皮书》显示，当前，

我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领域企事

业单位总数量在 1.4万家左右，从业

人员数量超过 50万，其中，在境内上

市的业内相关企业（含新三板）总数

为92家。

北斗产业规模的持续增长，与从

“北斗+”到“+北斗”的产业发展思路

不无关系。在北斗产业刚刚起步的

时候，以导航仪等设备类产品为主，

如今到了“+北斗”，北斗功能的载体

由设备变成一个芯片、一个传感器，

成本占比大大降低，各行各业有了条

件利用北斗提供的位置和时间数据

支撑业务。

《白皮书》介绍，2022年国内卫星

导航定位终端产品总销量约 3.76亿

台/套。在专业应用市场方面，截至

2022年四季度，全国累计推广应用各

类北斗终端超过2000万台/套，交通、

公安、农业等行业已初步实现北斗规

模化应用，通信授时、气象监测、应急

减灾、城市管理等领域正在加速推进

北斗规模化应用。

其中，交通运输领域已在道路营

运车辆、邮政快递车辆、内河船舶及远

洋船舶、水上助导航设施、通用航空器

等方面累计推广应用各类北斗终端超

过810万台/套；移动通信领域已有近

330万座4G和5G基站应用北斗授时；

农业领域已在农机自动驾驶、农机远

程监测、渔船等方面累计推广应用各

类北斗终端近160万台/套。

“能不能以‘+北斗’的方式融入到

各行各业中，是北斗应用的最大挑战。”

孙广富说：“北斗独立应用的体量是有

天花板的，如果不融入到各个行业领

域当中去，北斗应用的广泛性也会受

到制约。‘一流的北斗’已经提供了应用

的可能性，需要尽快地把我们各行各

业的应用来推广和推向深入。”

扎根中国的北斗

“北斗+”到“+北斗”，产业发展路

径的变化，离不开芯片、模块等一系

列基础产业链的持续进步。

以手机为例，目前在全国范围内

几乎所有的手机都支持北斗导航，在

全球范围内支持北斗导航的手机数

量大概为50%，支持北斗的国内手机

保有量超过 10亿部。但是事实上，

2012年北斗二号刚刚开始提供服务

的时候，北斗导航却一度进不了手

机，原因很简单——北斗芯片太大，

体积太大，装不进手机。

2013年成立的长沙金维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简称“长沙金维”），是国

家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的见证者

和经历者。这家为北斗大体系提供

地面用户端基带 Soc芯片的企业，在

十年来为北斗二号和三号先后提供

了五款高精度基带芯片。2021年，长

沙金维发布了全球范围内性能最优

的北斗芯片——海豚 3号 14纳米芯

片，搭载了海豚 3 号的产品可以在

120公里时速的情况下，提供接近厘

米级精度，在静态情况下提供毫米级

精度的位置定位。

“海豚 3号同时结合了最先进的

工艺和最先进的能力，目前在国内乃

至在全球，都是唯一一颗。”长沙金维

总经理叶军向记者表示，“海豚 3号

的能力体现在几个方面，高精度、高

频度、低延迟、小型化和低功耗，更为

重要的是，海豚3号做到了100%的自

主可控，在全环节上国外都卡不到我

们的脖子。”

北斗产业链基于自主可控前提下

的全面发展，是北斗产业的显著特征

之一。《白皮书》介绍，卫星导航应用和

服务所衍生带动形成的关联产值是北

斗产业的主要部分，2022年总产值达

到 3480亿元，占比达到 69.5％，但是

以芯片、器件、算法等为基础的基础产

业核心产值也已达到1527亿元，在总

体产值中占比为30.5％。

同时，在北斗产业高端的高精度

市场也以国产化产品唱主角，2022年

国内市场各类高精度应用终端总销

量超过200万台/套，其中应用国产高

精度芯片或模块的终端已超过 80％
左右。

正是因为牢固的产业基础设施

建设，北斗的应用才能在世界各地、

各行各业开枝散叶。叶军透露，一个

北斗芯片一般占小型设备的成本比

例在 5%左右，每当长沙金维产生一

个亿销售额的时候，就能对应到百亿

的市场规模。“在 2020年全球组网以

后，我们将近完成了五六个亿的收

入，意味着通过北斗体系和我们芯片

的支撑，这三年已经有将近千亿的市

场在落地。”

走向世界的北斗

目前，插上北斗翅膀之后的中国

制造，正在世界范围内打出影响力和

竞争力。

在今年2月，高德地图宣布，其调

用北斗卫星的日定位量超过 3000亿

次，创历史新高。高德地图总裁刘振

飞透露，早在去年 11月，北斗对高德

地图用户导航定位需求的贡献率已超

越了GPS等其他卫星导航系统，并且

北斗在民用定位精度等多个维度也超

越了GPS系统。意味着北斗正式实现

了对于国内导航应用定位的全面主

导。刘振飞说：“2020年北斗三号开

通这一里程碑，使得高德的创新速度

明显加快，且更加有的放矢。”

高精度形变监测，是卫星导航系

统在专业领域的重要应用之一，对桥

梁大坝、危险边坡，通过卫星导航系统

对高精度位置数据做到 24小时全天

候、不间断地监测，是减少灾害发生的

成熟办法。叶军向记者透露，过去这

种功能主要使用进口产品和国外的卫

星体系来完成，而现在全面切换到了

北斗，意味着成本的大幅度降低。

凭借性能的优势与成本的降低，

北斗系统对其他导航系统的替代不

止发生在国内，也正随着中国制造走

向海外。

今年上半年，中国汽车整车出口

234.1万辆，同比增长 76.9%，首次超

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出口

国。上汽集团旗下MG名爵作为贡献

出口量最大的车型，上半年全球销量

累计37万辆，未来新一代的名爵7将

搭载北斗智能驾驶系统。

“北斗智能驾驶系统已经在第三

代荣威RX5、名爵 7等多款车型上实

现量产，实现北斗系统的规模化应

用。”上汽集团副总裁祖似杰在《白皮

书》发布会上表示，“利用北斗高精度

定位技术构建了北斗多源融合高精

度智能驾驶方案，上汽在高速公路、

城市快速路等封闭场景提供高级别

辅助驾驶功能，实现自主跟车、超车，

自主切换匝道等功能。”

目前，业内普遍预计，到“十四

五”末期，北斗产业总体产值将突破

万亿元大关。参与北斗系统的专家

向记者表示，从 5000 亿元到 1 万亿

元，产业规模翻一倍，目标虽然有挑

战，但非夸张。更何况，北斗产业的

价值不能只以产值衡量，“精确的时

间、位置支持，将对整个社会生产生

活效率的提高，进而对各个领域赋

能，创造不可想象的价值”。

周立波对此深有体会，“因为成本

的下降和技术的成熟，中国科学家在

野生动物研究领域可以大量使用最先

进的追踪设备，我们的研究有大量的

数据支撑。如今中国科学家在世界大

会上发言，场场爆满，走廊里都站满

人，这就是国际话语权的建立。”

赋能千行万业 北斗产业扎根中国走向世界

证券时报记者 张一帆

在本轮走访之后，记者最大的感

触是，所谓“中国的北斗，世界的北

斗，一流的北斗”是北斗最贴切的

“Slogan”。
“中国的北斗”凸显于核心技术

的自主研发。目前，北斗系统核心器

部件已经实现 100%自主可控，包括

宇航级存储器、星载处理器、大功率

微波开关、行波管放大器、固态放大

器等在内的器部件全部实现国产化

研制。而从建设历程来看，北斗系统

从星座构型、技术体制、服务功能等

方面创新系统设计。

“世界的北斗”体现于北斗在全

球范围内实现广泛应用的能力。自

2020年 7月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

系统正式开通起，北斗系统就进入全

球化发展新阶段。在这期间，我们围

绕北斗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交流，不断

促进北斗服务在海外落地。

“一流的北斗”则体现在主要技

术指标和可靠性上的优质，拥有后发

优势的北斗在技术性能上的优越性

显而易见。以可靠性为例，从北斗二

号系统开始，北斗系统从来没有出现

过一秒钟的中断，优于美国的GPS、欧
洲的伽利略。以服务多样性为例，北

斗系统是世界上首个具备全球短报

文通信服务能力的卫星导航系统，已

经在国际搜救等领域大显身手。

但是，“一流的北斗”不能只体现

在技术层面，在应用层面也要以世界

一流为目标迈进。充分把握后发优

势带来的一流性能，在产业端实现弯

道超车，使北斗成为世界一流的产

业，是北斗产业下一步再发展的重中

之重。

北斗和大家熟知的载人航天是

不同性质的任务。后者的每一次发

射都相当于一座里程碑——标志着

航天事业的新成就以及潜在的技

术、产业进步。而北斗的建设像则

是一个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组网

的完成只是开始，如何维护北斗优

越性能的稳定性？如何充分挖掘北

斗优越的潜在性能？有待产业链进

一步的探索。

目前，全社会数智化的大趋势，

为北斗的进一步推广提供了丰沃的

土壤。在大数据持续从网络世界向

现实世界蔓延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

业内从业者都意识到，在现实生活

中，没有时间和空间信息支撑的大数

据常常是没有意义的，而提供时间与

空间正是北斗导航系统的专业所在。

在此基础上，越来越多的专家呼

吁北斗的应用需求要突破，一定要主

动的需求与现有产业的相结合，从

“北斗+”转变为“+北斗”。以自动驾

驶为例，单纯的卫星导航已经不足以

满足现有的产业需求，需要卫星导航

和人工智能、视觉感应等一系列的技

术融合。一旦北斗与现有产业、技术

充分融合后，所能释放的价值并不仅

仅以产业规模即可估算，通过自动驾

驶实现的规避拥堵一旦实现，对人们

时间的节省、碳排放量的减少，将创

造巨大的价值。

值得欣喜的是，北斗产业并非依

靠行政化的力量推进产业化的进程，

而是不断的技术创新使更进一步的

产业推广成为可能。北斗芯片可以

进入华为，共同创造出“全球首款支

持卫星通信的大众智能手机”，背后

的原因是产业链的不断进步，大大降

低了北斗芯片的成本以及尺寸，为原

本体积巨大的北斗终端集合进小小

的手机创造了可能。

我们期待着在新的发展时期，北

斗产业能以技术进步与融合发展为

动力，实现从“一流的性能”到“一流

的产业”的再进化，赋予“中国的北

斗，世界的北斗，一流的北斗”更加深

刻的内涵，向实现万亿级市场的北斗

产业迈出坚实步伐。

从“一流性能”迈向“一流产业”

零售价:RMB 4元 HKD 5元 北京 长春 济南 西安 杭州 上海 无锡 长沙 成都 深圳 福州同时印刷 本报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皇岗路5001号深业上城A座写字楼57-59楼 邮编:518038 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人民日报社新媒体大厦32层 邮编:100733

时报财经图库时报财经图库//供图供图 彭春霞彭春霞//制图制图

证券时报记者 康殷

9月 26日，继阿里巴巴公告拟分拆

菜鸟上市当晚，港交所网站信息显示，菜

鸟已正式向港交所提交上市申请，成为

阿里巴巴“1+6+N”之后首个正式进入

IPO进程的业务集团。

菜鸟是电商物流行业的全球领导

者。根据灼识咨询资料，菜鸟是全球最

大的跨境电商物流服务企业，也是国内

物流服务的领导者。菜鸟发起 IPO被认

为是在冲刺全球智慧物流第一股。

招股书显示，菜鸟凭借独特的“电商

和科技”基因，通过持续的创新重新定义

了物流行业标准，在多个业务领域都做

到了行业领先。

国际物流方面，菜鸟在2023财年运

送了超过15亿个跨境电商包裹，服务了

超过 10万个从事跨境贸易的商家和品

牌，在中国出口电商物流和进口电商物

流领域都居全球第一。菜鸟推出的颠覆

性解决方案，将中国到全球主要国家之

间普遍的物流时长从 30天至 60天缩短

至10天，甚至更短。

在国内，菜鸟是领先的电商物流服

务商，全球前50强的快消品牌超过半数

与菜鸟有长期合作。同时菜鸟还是中国

最大的逆向物流服务商，以及运营着全

球最大的菜鸟驿站网络，日均处理包裹

超8000万个。

招股书显示，菜鸟已经从最初的技

术平台成为一张全球智慧物流网络，在

战略位置上直接建设和运营一批关键性

设施，包括 2 个综合电商物流枢纽（e-
Hub）、1100 多个总面积约 1650 万平方

米的仓库，并在全球有 380多个物流分

拨中心和 170000个驿站。其中直接用

于跨境物流的仓库面积就达约300万平

方米，为全球第一。

招股书显示，菜鸟的收入主要来自

国际物流服务，包括跨境快递、国际供应

链及少量海外本地物流服务；以及国内

物流服务，包括供应链及质量快递服

务。同时，菜鸟亦自物流科技及其他服

务产生收入。

财务能力方面，菜鸟2023财年的总

收入为 778亿元人民币，近三年的复合

增长率达到21%。菜鸟的盈利能力也在

持续增强，2023财年经调整EBITDA超

过了28亿元人民币。

中国是全球跨境电商物流市场的最

大组成部分和主要增长动力，而电商行

业的增长预计将推动电商物流服务市场

的需求及支出。

招股书显示，菜鸟未来增长的主要

驱动为国际物流和国内物流业务，因此

主要受到中国跨境电商物流市场及中国

国内电商物流市场的增长的影响。

根据灼识咨询，中国跨境电商物流

市场的收入预计将以复合年增长率

18.5%增长，由 2023年的人民币 7110亿

元增至 2027 年的人民币 14020 亿元。

该增长预期由于中国商品丰富、物美价

廉的特质及全球消费者对中国商品需

求旺盛所推动。因此，跨境电商平台、

商家和制造商愈发需要全面的跨境电

商物流服务。

根据灼识咨询，中国国内电商物流

市场的收入预计将以复合年增长率

10.1%增长，由 2023 年的人民币 12150
亿元增长到 2027 年的人民币 17860 亿

元，质量电商物流服务预计成为市场增

长的主要驱动因素。随着在线下购物的

日益融合，菜鸟预期中国消费者对全渠

道履约服务的需求将会增长。

菜鸟表示，本次 IPO募集资金，预计

将用于进一步发展国际物流能力及网

络；进一步发展国内物流能力及网络；研

发及技术创新；营运资金及其他一般公

司用途。

回顾菜鸟上市历程，9月 26日晚间

阿里巴巴在港交所公告，拟通过以菜鸟

股份于香港联交所主板独立上市的方式

分拆菜鸟。

公告显示，阿里巴巴是一家控股公

司，主要通过其子公司和并表联属实体

开展业务。阿里巴巴表示，分拆完成后，

阿里巴巴未分拆集团将继续经营其现有

的主要业务，其中包括淘天集团、阿里国

际数字商业集团、云智能集团、本地生活

集团和大文娱集团以及其他业务，菜鸟

集团经营的业务除外。

阿里巴巴董事会表示，分拆将可使

投资者能够更好地评估公司的价值，并

专注于阿里巴巴未分拆集团的业务；分

拆可更好地反映菜鸟集团自身的价值，

并提高其运营及财务透明度，从而使投

资者将能够分开评价及评估菜鸟集团与

阿里巴巴未分拆集团的业绩及潜力；菜

鸟的业务有别于与阿里巴巴未分拆集团

业务相对更多元化的模式，将吸引专门

关注菜鸟集团业务的投资者群体。

菜鸟正式向港交所
提交上市申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