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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北斗系统从 1994 年立项启动至今
已整整 25 年。25 年间，北斗系统快速
发展，相应的法规制度也在不断完善。
2013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
卫星导航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的通知》
提出了相关政策法规方面的总体要求，
为北斗产业发展提供了国家宏观政策
指导。

坚持政策先行原则，各部门行业区
域指导性文件也相继出台。2017年11
月，交通运输部、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
印发《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交通运输行业
应用专项规划》。此外，北京、上海、深
圳、湖北等地也相继出台方案，提出各
地北斗政策法规建设的具体举措。

“无论是以卫星导航为基础提供的
位置服务，还是在信息技术融合过程中
遇到的新问题，最终都需要靠法律来规
范和解决。”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
公室主任冉承其指出，对卫星导航系统
越重视，越需要及时制定相应的法律，
以保障其健康发展。“法治，保
证系统建设透明规范；法
治，保障和促进应用推
广；法治，保障用户安
全使用。”

鉴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特殊战略地位，近年来我国
已启动该领域的专项立法工作。作为国家卫星导航领域
的基本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卫星导航条例》（以下简
称《条例》）已被列入国务院立法工作计划，将规范国家
卫星导航领域相关活动和工作。

来自军地 20 多个部门的代表和专家组成了《条
例》起草工作组。起草工作组组长、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总设计师杨长风说，《条例》是卫星导航系统通过法治
手段保障北斗系统工程建设、稳定运行，提供连续可靠
的服务，促进北斗系统广泛应用的具体体现。

《条例》起草工作组按照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
立法的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有序推进《条例》的立法工

作。他们充分利用北斗官网、官方微博，向全社会公开征
集各界对卫星导航立法的意见建议，并采用“走出去、请进
来”的方法，深入卫星导航建设、应用、管理一线广泛调研，
广泛听取北斗导航各个领域专家对立法的建议。

目前，经广泛调研和座谈研讨，起草工作组已经完成
《条例》征求意见稿。

4 月上旬，第二届中阿北斗合作论坛在突尼斯举行。
这是北斗系统提供全球服务以来，首次在“一带一路”国家
和地区举办的重要活动。“北斗系统走出国门、服务全球，国
际影响大、面临风险多，涉及诸多政策、法律问题。”《条例》
起草工作主要执笔人之一杨君琳认为，法治是北斗国际合
作的通用语言，是北斗走向世界的通行证，也是北斗应对风
险挑战的安全阀。

杨长风指出，《条例》是北斗系统向全球提供服务的法
律承诺，是中国北斗走向世界北斗，实现一流北斗，迈向法
治北斗的关键一步。

在杨君琳看来，《条例》的出台将实现卫星导航领域有
法可依，从中国卫星导航长远健康发展看，他们还将以此为
起点，着手“法治北斗”建设之路，构建科学、完备、全面的北
斗系统法治体系。 （据《解放军报》5月19日03版）

我国卫星导航立法
正在不断完善

卫星导航条例草案拟制
取得进展

法治护航
北斗导航走向世界

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最新数据
显示，2018 年我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
务产业总体产值达 3016 亿元，北斗应
用正在诸多领域迈向“标配化”发展新
阶段。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 15 日在此
间发布的《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
业发展白皮书（2019）》显示，2018年我
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总体产值
达3016亿元，较2017年增长18.3%，其
中与卫星导航技术研发和应用直接相
关的，包括芯片、器件、算法、软件、导航
数据、终端设备、基础设施等在内的产
业核心产值达 1069 亿元，占总产值的
35.44%，北斗对产业的核心产值贡献率
达80%，由卫星导航衍生带动形成的关
联产值达1947亿元。

据悉，2018 年年底，北斗三号基本
系统完成建设，并开始提供全球服务，
这标志着北斗系统正式从区域走向全
球。中国企业的卫星导航定位产品已
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实现销售，其中北
斗已先后落地应用“一带一路”沿线30
多个国家和地区。2019 年 4 月 20 日，
我国成功发射第 44 颗北斗导航卫星，
拉开今年北斗高密度组网的序幕，卫星
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也随之迈向崭新
的发展阶段。

白皮书显示，北斗系统目前已广泛
应用于交通、海事、气象、渔业、测绘、矿
产、农业、林业、国土、水利、金融等十几
个行业领域。截至2018年年底，各类国
产北斗终端产品应用规模累计超过
8000 万台/套，采用北斗兼容芯片的终
端产品社会总保有量接近7亿台/套（含
智能手机），北斗应用正在诸多领域迈
向“标配化”发展的新阶段。基于北斗
的导航服务已被电子商务、移动智能终
端制造、位置服务等厂商采用，广泛进
入大众消费、共享经济和民生领域，深
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

新华社西昌5月17日电 5月17日23时48分，
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丙运载火箭，
成功发射一颗北斗导航卫星。

这是我国北斗二号工程的第4颗备份卫星，也
是第45颗北斗导航卫星。卫星属地球静止轨道卫
星，入轨并完成在轨测试后，将接入北斗卫星导航
系统，为用户提供更可靠服务，并增强星座稳定性。

据了解，北斗二号系统建成并投入运行以来，系
统总体运行稳定可靠，服务性能满足承诺指标要求，
从未发生服务中断，定位精度由10米提升至6米。

目前，北斗三号基本系统已完成建设。根据计
划，2020年10月前，由北斗二号和北斗三号系统共
同提供服务；2020年10月后，将以北斗三号系统为
主提供服务。

我国于20世纪后期开始探索适合国情的卫星
导航系统发展道路，逐步形成“三步走”发展战略：
2000年年底建成北斗一号系统，向中国提供服务；
2012 年年底建成北斗二号系统，向亚太地区提供
服务；2020年前后建成北斗全球系统，向全球提供
服务。

这次发射的北斗导航卫星和配套运载火箭由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
院和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分别抓总研制。

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304次飞行。

我国成功发射第45颗
北斗导航卫星

2019年5月17日

第第 颗北斗导航卫星颗北斗导航卫星45
成功发射

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法治体系建设稳步推进——

建设北斗导航 法治一路护航

5月17日晚，我国成功发
射第45颗北斗导航卫星，熠熠生
辉的中国北斗星座再添新星，为全世
界用户提供更加可靠的卫星导航服务。

北斗系统“硬件”在快速发展的同
时，支撑和保障“北斗”发挥作用的“软
件”，特别是卫星导航系统法治体系也在不
断完善。

在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首任总
设计师孙家栋院士看来，建立我国第一部
卫星导航基本法规，对于确立北斗系统
作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的法律地位，建
设世界一流的卫星导航系统，打造世
界一流的时空信息应用服务体系，
具有根本性的基础保障作用。

我国卫星导航
与位置服务产业
产值突破3000亿元

第十届中国卫星导航年会将于5月
22 日至 5 月 25 日在京举办。记者日前
从本届年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历经
10 年发展的导航年会将携新亮点再次
亮相北京。

本届年会以“导航，遇见十年”为主
题，设置高峰论坛、高端论坛、学术交流、
成就博览四个板块。以往的“中国卫星
导航技术与应用成果展览”将以“中国卫
星导航成就博览会”的形式全新展示；增
设“北斗奖”，奖励在卫星导航领域取得
重大理论、技术突破、获得重大科研成果
或作出突出贡献的人才。

卫星导航系统是国家重大空间信息基
础设施。美国GPS、俄罗斯GLONASS、
欧洲 GALILEO 和中国北斗，是当今世
界的四大卫星导航系统。

自 2018 年年底北斗三号工程建成
基本系统、开通全球服务以来，北斗系统
运行平稳。根据计划，我国将在2020年
全面完成北斗三号全球系统建设，提供
特色服务。

2010年以来，中国卫星导航年会相
继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成功举办九
届，在促进卫星导航技术攻关、支撑北
斗系统建设和应用推广等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

（据新华网）

第十届中国卫星导航年会
将于22日在京举办

北斗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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