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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产业加速向需求牵引生态演进
▶ 本报记者 李争粉

2024年，我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

务产业总体产值达 5758亿元，同比增

长 7.39%。北斗系统在多个领域实现

深度应用与创新突破，其高精度定

位、短报文通信、时空信息服务等核

心能力，持续赋能千行百业。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会长于

贤成近日在《2025中国卫星导航与位

置服务产业发展白皮书》发布会上表

示，随着北斗规模应用进程不断推

进，我国北斗产业发展呈现稳步回升

态势。

北斗的生命力在于应用

近日，在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松

山街道五新农机示范基地，种植户

正在抢抓农时开展中稻机械化插秧

工作。

据了解，北斗导航插秧机插秧精

准度可控制在 2 厘米以内，确保秧苗

均匀分布、间距精准，有效改善田间

通风采光条件。相比传统的人工插

秧一个人每天只能插秧 1-2 亩，而采

用机械化插秧，一天能插秧 50-60亩。

作为福建省中稻重要产区，今年

霞浦县预计种植中稻 4.5 万亩，亩均

产量预计 500 公斤。当地采用“水稻

—土豆”轮作模式，每年 10 月初收割

中稻后再种植一季土豆，既能提高土

地利用率，又能增加农户收入。

上述场景仅仅是北斗在农业应

用的一个缩影。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24 年年

底，交通、公安、应急、能源、通信、水

利、农业、广电等主要行业和领域的

北斗终端设备应用总量，接近 3000万

台/套。特别是在交通、农业、公安、广

电、移动通信、能源等 6 个行业或领

域，北斗终端设备应用数量均已超过

100 万台/套，其中，交通运输行业的

应用数量最大，超过 1350万台/套。

北斗应用发展快速，工业和信息

化部批复了北斗三号短报文公众应

用商用试验，中国移动推出了北斗短

信产品，越来越多的智能手机款型具

备北斗短报文功能；北斗高精度车道

级导航已基本实现全国城乡镇道路

全覆盖，在车道指引、隧道导航、事故

预警等方面可提供车道级导航功能，

提升用户驾驶安全度和通行效率。

“大众消费领域将成为北斗规模

应用主战场。”业内人士表示，随着行

业市场增长渐趋平稳，大众消费市场

凭借庞大的用户基数、旺盛的使用需

求与成熟的产业配套，正加速成为北

斗规模应用的核心增长极。这片蓝

海将推动北斗技术走向千家万户，更

将重塑北斗产业生态，为其开辟广阔

的发展新空间。

构建完整产业链供应链

近日，武汉依迅北斗时空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依迅北斗”）

推出 3款北斗定位模组——高精度双

频低功耗模组、高精度高可靠性组合

导航模组以及单北斗高精度双频低

功耗模组，通过融合双频定位，RTK
（实时动态载波相位差分）与 DR（惯

性导航）技术将定位精度提升至厘米

级和分米级，可广泛应用于辅助驾

驶、无人机、智慧交通等领域。

2024年，依迅北斗牵头研发成功

国内首款 14 纳米北斗高精度授时芯

片，并基于该芯片开发出一系列模组

和终端，推向市场后反响良好。

目前，北斗基础产品供应链稳

定，芯片、模块、天线等系列基础产品

不断迭代升级，性价比持续提升，已经

实现亿元级量产规模，有力支撑了自

主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稳健发展。

然而，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北斗

产业依然面临不少挑战。例如，部分

细分领域因技术标准化进程滞后、同

质化竞争引发价格战，导致产品单价

持续下行；受国际环境等因素影响，

以出口业务为主的企业受到较大冲

击。此外，研发投入的刚性增长成为

普遍现象，特别是在车规级芯片、时

空数据融合处理等关键技术领域，持

续高强度的投入虽可为企业长期发

展奠定基础，但短期内也挤压了利润

空间。2024年，我国卫星导航与位置

服务产业呈现结构性分化特征，产业

总体产值虽保持增长，但企业营业收

入表现受细分赛道竞争格局、技术壁

垒等影响而差异明显。

“未来北斗产业将加速向需求牵

引型生态演进，而具备全产业链整合

能力、场景解决方案差异化的特色企

业，有望在分化中占据先机。”中国卫

星导航定位协会研究院院长李冬航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低空经济作为国家战略性新

兴产业，依托北斗时空技术，在政

策支持、技术突破和市场需求共同

推动下，正迅速崛起。无人机物

流、低空旅游、通用航空以及应急

救援等领域，都已成为北斗技术的

用武之地。

据中国民航局预测，到 2025
年，我国低空经济市场规模将突破

1.5万亿元大关，到 2035年更有望

达到3.5万亿元。

低空经济成北斗重要应用领域

近日，在云南省红河州的梯田

上，无人机悬停、抓取、吊运香蕉，

全程如行云流水。40公斤的香蕉单

程运输成本仅为传统人力的 1/3，
耗时缩短80%。

在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当地

种粮大户李龙（化名）打开“滴滴农

机”APP，一键呼叫无人机飞手。

飞手操作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植

保无人机，15分钟就完成了 30亩

地的农药喷洒。之后，李龙在该系

统上就能对飞手表现进行评价，作

业时间、农药喷洒量、喷洒面积等

数据一目了然。“像打车一样，操作

非常方便，效率比人工提高了百

倍。”李龙表示。

这些看似“魔幻”的场景，实则

是中国低空经济崛起的缩影。而

支撑这一变革的关键核心技术之

一，正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从农

业运输到建筑施工，从电力建设到

应急救援，北斗与吊运无人机的深

度融合，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传统

产业逻辑。

“低空经济已经成为北斗应用

的又一重要领域。”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会长于

贤成表示，中国民航已建成低空飞行服务三级体

系，北斗机载终端覆盖率达95%，支持无人机配送、

城际运输等新业态，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关注低空

经济。低空经济进入密集创新和快速发展的黄金

窗口期，北斗系统将在低空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

关键设备及零部件与解决方案提供和运营服务中

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北斗深度嵌入低空经济全产业链

“作为高精度定位与导航服务的核心支撑，北

斗系统深度嵌入低空经济全产业链。”业内专家表

示，随着低空经济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与深化，北

斗系统将加速与5G通信、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融合

创新，在低空交通管理、应急救援、低空物流、低空

文旅、城市建设和管理等领域发挥更大效能，持续

为低空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与此同时，低空经济的繁荣发展也将促进北斗

产业发展。海量的应用需求将推动北斗技术迭代

升级，加速北斗产业链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助力

北斗系统在全球卫星导航市场中进一步提升竞争

力，开辟新的增长极，实现产业发展与技术创新的

“双向”赋能。

“当前国内低空经济蓬勃发展，面向实际的低

空空域飞行器高效管控体系的构建是关键难题，而

这一难题的解决高度依赖通信与导航两大核心能

力的突破。”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研究院院长李

冬航表示，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为我国自主可控的

空天基础设施，在无人机地面管控系统、机载导航

产品研发、低空空域服务保障和应用系统解决方案

等诸多方面，都将发挥无可替代的关键技术作用，

从而赋能低空经济新质生产力发展。

北
斗
与
低
空
经
济
深
度
融
合
开
启
产
业
新
方
向

▼
本
报
记
者

李
争
粉

本报讯（记者 王查娜）在近日举

行的 2025低空技术与工程大会上，北

京理工大学和中国电子学会共同发布

《低空技术与工程发展报告》（以下简

称《报告》）和《低空技术产业创新场景

清单》（以下简称《清单》）。《报告》以国

家战略视野解析低空技术与工程如

何构建空天地一体化创新生态，为科

技强国开辟“第二发展空间”。《清单》

涵盖工业场景低空智能化应用、低空

旅游、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展示、

海洋综合治理与污染处置等十四大

场景。

大会同步举行了“国彩低空技术

产业研究院”揭牌仪式。国彩低空技

术产业研究院聚焦低空技术产业发展

前沿，联动科研机构、高校、企业与政

府资源，构建“人才培训-技术转化-产

业落地-经济赋能”全链条生态。

此外，中国电子学会和国彩低空

技术产业研究院进行了无人机等级考

试签约。全国青少年无人机技术等级

考试是由中国电子学会发起，面向 8-
18岁青少年机器人技术能力水平的社

会化评价项目。依托等级考试体系，

将建立统一的无人机操作员等级评定

标准，填补行业空白，推动产业规范化

发展。

现场，北理工—国彩—延庆区低

空技术产学研创新平台、中国电子学

会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延庆分平台正

式启动，两个平台将重点服务北京市

延庆区及周边地区低空技术领域，打

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最

后一公里”，加速技术孵化和产业化

进程。

低空技术产业是推动经济社会绿

色低碳转型、培育发展新动能的关键

领域。北京市延庆区自 2020年 10月

获批中国民航局首批、北京市唯一的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区以来，大力

发展低空技术产业。

低空技术清单涵盖十四大创新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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