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告

今日 版 第 183 期 总第 9854 期 企业家日报社出版 值班副总编辑：肖方林 责编：袁志彬 版式：黄健 全年定价：450元 零售价：2.00元 2020 年 8 月 19 日 星期三 庚子年 七月初一

ENTREPRENEURS' DAILY

做 中 国 企 业 的 思 想 者

国内统一刊号：CN51—0098 邮发代号：61—85 中国企业家网：www.zgceo.cn 电子版：www.entrepreneurdaily.cn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jrwbd http://weibo.com/qyjrb

8

企业家日报微信公众平台
二维码

中国企业家网
二维码

新闻热线：028-87319500

投稿邮箱：cjb490@sina.com

P2
新冠肺炎疫苗何时上市
———访国药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敬桢

■ 郭倩 潘晨

2020 年 7 月 31 日，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

航系统正式开通。这个由我国建成的独立自

主、开放兼容的卫星导航系统，从此走向了服

务全球、造福人类的时代舞台。

点亮北斗的，是中国航天人 26 年的不懈

努力。作为我国自主研发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的中坚力量，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以下简

称“五院”）从单星研发到多星并举，从艰难追

赶到昂首超越，趟出了一条独立自主、创新超

越的道路。

关键器部件100%国产化
核心器部件国产化率 100%，是北斗三号

卫星亮眼的标签。自 2009 年 11月启动建设，

10 余年以来，共有 400 多家单位、30 余万科

技人员集智攻关，攻克星间链路、高精度原子

钟等百余项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上百项器部

件国产化研制。

对五院而言，国产化推进之初步履维艰，

全院上下不惜花费超过其他卫星 3 倍多的时

间反复进行验证、测试、迭代。

五院北斗系统工程副总设计师、北斗三

号工程卫星系统总设计师谢军回忆，那段时

间只要一下班或周末，他就跑去厂家现场“督

战”，有时做产品试验，他也一直守着，有时甚

至 36 小时不合眼。经过了上万个日日夜夜的

风雨兼程，他和北斗研制团队成功实现了上

千项关键技术的突破，最终使得北斗卫星导

航系统可以为全球用户提供全天候、全天时、

高精度的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

在国产化的征程中，有一个很难攻克的产

品，就是卫星使用的陀螺。五院北斗二号卫星

总指挥兼总设计师杨慧介绍，在研制北斗二号

卫星的时候，国产陀螺的寿命仅有三个月，但

任务要求陀螺必须连续工作八年。为了达到任

务要求，北斗团队不仅联合国内合作伙伴进一

步突破陀螺寿命难题，更重要的是在系统上设

计多种应对模式，确保卫星在一些极端情况下

仍能正常工作。卫星在轨运行的实践证明，他

们的方案是正确的。而在坚定的国产化路线

中，国产陀螺如今设计寿命已达到十几年。

高精度原子钟产生整个卫星的脉动，产

生时频基准，传递到其他卫星、地面站乃至用

户手里的终端，堪称卫星导航功能的“心脏”。

北斗三号卫星副总师张立新介绍，二十年前，

我国还没有自己的铷钟。国内组织了三个团

队攻关，最终攻克了原子钟难题。如今，北斗

全球组网星已用上了新一代国产原子钟。

由于北斗系统无法像 GPS 一样在全球

建立地面站，为了解决境外卫星的数据传输

通道，五院北斗三号研制团队攻克了星座星

间链路技术，采取星间、星地传输功能一体化

设计，实现了卫星与卫星、卫星与地面站的链

路互通，这就是说，虽然“看不见”在地球另一

面的北斗卫星，但用北斗卫星的星间链路同

样能与它们取得联系。

“在建设北斗系统的时候，航天人一直以

国际一流的标准在约束自己，要求自己，走出

了一条很好的可借鉴的路。”谢军说。

管理创新托举北斗前行
从北斗一号数年研制一颗星，到北斗二

号 3 年研制 15 颗星，再到北斗三号 3 年并行

研制 20 颗星；从单机产品年交付量百十台套

到最高时每年上千台套……这一系列跨越式

的进步得益于五院不断创新和优化的管理模

式，赋能北斗高效组网。

针对北斗工程时间紧迫、技术复杂、多星

多线并举、参研单位众多的特点，五院跳出了

单个卫星管理模式，开创了组网卫星研发生

产组织管理的新模式，首创了“四加一”的管

理流程体系，包括技术、计划、产品保证和技

术安全四大流程，加上与之紧密契合的政治

工作流程。与此同时，远程测试、无线健康状

态检查、智能管控等新手段的应用，使批量生

产更加智能高效。

质量管理是北斗全寿命周期的关键。谢

军介绍，在生产研制的过程中，为了避免由于

进度带来质量问题，五院有着严格的质量管

理规定。第一步，产品技术状态上一定是按照

严格的充分论证，更改要经过层层审批、试验

验证。第二步，对所有要上天的产品与其他产

品一样都有相应完整的力学和热真空实验。

第三步，加严了产品验收，验收过程中做好产

品的数据比对。

2018 年北斗三号卫星成功实现一年 19
星发射，在太空中再次刷新了“中国速度”，其

背后是北斗团队不断精简、优化的发射流程

管理。目前，北斗三号整星研制周期缩减

25%，发射场周期减少 27%，发射场人员减少

39%，在原有整星研制流程的基础上整合了

总装和测试项目，减少了大部件拆装次数，从

而降低了人为问题的发生概率。

在历经北斗管理创新全过程的北斗三号

卫星副总指挥王东看来，墨守成规就会止步

不前，放下姿态、创新思想，才是创造“中国的

北斗、世界的北斗”的必由之路。

催生更多“北斗+”融合应用
曾经以为离我们很遥远的北斗卫星，其

实一直都在默默为我们服务。目前绝大部分

的国产手机已经可以接收和使用北斗信号。

而在更广阔的行业领域，“北斗+”融合应

用正在加速落地。在北京，数万辆出租车已安

装应用北斗车载设备，用户及交通主管部门

能实时掌控车辆运行情况及道路运输状况，

有利于降低车辆空载率，有效改善城市交通

拥堵。在黑龙江、河南、安徽、四川等农业发展

重点地区，基于北斗系统的各类无人驾驶农

机可以实现精准作业……

事实上，北斗系统自提供服务以来，已在

交通运输、农林渔业、水文监测、气象测报、通

信时统、电力调度、救灾减灾、公共安全等领

域得到广泛应用，融入国家核心基础设施，产

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据统计，2019 年我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

务产业总体产值达 3450 亿元，预计 2020 年

产业总体产值将超过 4000亿元。北斗与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融合发展，

正在构建以北斗时空信息为主要内容的新兴

产业生态链，并正在成为北斗产业快速发展

的新引擎和助推器，推动着生产生活方式变

革和商业模式的不断创新。

随着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建设的收官，北

斗卫星导航系统的重点工作今后将从工程建

设转移到维护稳定运行、提高服务水平上来。

按照计划，2035 年，我国还将建设更加泛

在、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综合定位导航授时

体系。北斗将以更强的功能、更优的性能，服

务全球、造福人类。

谢军表示，中国北斗未来将持续推进海

内外应用推广，不断深化卫星导航的高精度

服务与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的继续融合，

加快卫星导航领域与高端制造业、软件业的

融合，推动生产方式和发展模式的变革，服务

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发展。

铁路新蓝图：2035年
7万公里高铁
将率先实现智能化

近日，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国铁集团）出台了《新时代交通强国铁路

先行规划纲要》（下称《纲要》），提出了 2035
年、2050 年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纲要》指

出，到 2035 年，全国铁路网将达到 20 万公里

左右，其中高铁将达到 7 万公里左右。智能高

铁率先建成，智慧铁路加快实现。

刷脸进出站、无感支付、无感安检；人、

货、车、场等全要素全过程数字化；高铁沿线

形成空天地车一体化的智能监控系统全覆

盖，一旦有自然灾害以及异物入侵，智能监测

预警系统马上报警；在安全关键及高危工种

岗位推行无人值守、远程监控……《纲要》描

绘了一系列炫酷的智能高铁的应用场景。

来自国铁集团的数据显示，截至 7 月底，

我国铁路营业里程达 14.14 万公里，其中高

铁里程 3.6 万公里。这意味着未来 15 年高铁

营业里程将倍增。而在智能化方面，梳理整个

《纲要》，智能一词通篇共出现 25 次，具体落

在装备技术、新型载具、铁路信息基础设施、

客货运服务体系、经营管理等五大领域。

在装备技术领域，将研发新型智能列控

系统、智能牵引供电系统、智能综合调度指挥

系统以及新一代铁路移动通信系统。创新应

用空天地一体化和智能化综合勘察设计装备

技术。研发适应极复杂环境条件的超大、超

深、超难工程建造装备技术，发展智慧工地等

智能建造装备技术。

在新型载具领域，不仅将研发 3 万吨的

超级载具，还将研究新一代智能动车组、智能

大型养路机械、新型智能综合检测和综合作

业装备。

在铁路信息基础设施领域，将加大 5G
通信网络、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等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应用，推进新一代移动通信专网

建设，打造中国铁路多活数据中心和人工智

能平台。

在客运服务体系领域，除了继续建设

12306 智慧服务信息系统，打造一站式全程

畅行服务生态链，电子客票、刷脸进出站、无

感支付、无感安检、验检合一和智能引导等一

大波便捷智能服务将得到普及。

在货运服务领域，未来将实现人、货、车、

场等全要素全过程数字化、网联化和高效匹

配，进而构建覆盖全国的铁路物流服务网络。

95306 货运服务信息系统将进一步完善，实

现在线受理、跟踪查询、电子票据、结算办理、

货物交付及客户管理等一站式服务。建设信

息互联共享、装备标准统一、票据一单到底、

快速换装转运的多式联运体系。无人智慧场

站将成标配，货运装卸作业及物流仓储均实

现智能化。

在经营管理领域，将建立健全设施设备

养维和评价标准体系，推进全生命周期云端

智能健康管理，提高维修检修专业化、集约

化、精准化、智能化及造修一体化水平。

实现智能高铁目标，关键设备、技术等领

域将继续推进自主创新。《纲要》用了四个并列

的关键词来形容未来中国铁路技术标准体系，

系统完备、先进适用、自主可控、世界领先。

目前，我国研制的智能型复兴号动车组，

具备工作状态自感知、运行故障自诊断、导向

安全自决策等功能的，已经应用于京张高铁，

实现了时速 350公里自动驾驶功能”，中国铁

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信息所副所长贾

光智介绍，京张、京雄、浩吉铁路等一批智能铁

路已经开始运营。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

智能、5G等现代技术和新型基础设施将全面融

合与应用，进一步提升铁路关键技术水平。

未来，我国高铁还将拥有“超级大脑”。国

铁集团工电部通信信号处主管莫志松表示，

智能高铁将通过采用国产北斗定位替代传统

的轨道电路，这一技术的应用可使列车追踪

间隔由目前的最短 3 分钟缩短到 2 分钟左

右，提高线路运输能力 30%以上，并基于此打

造高铁的“超级大脑”，实现列车群的高效协

同联控 。

按《纲要》规划，15 年后，中国将成为全

球铁路科技创新高地，实现铁路产业链和价

值链向中高端聚集。 渊黄浩冤

■ 王文博 李志勇

最新出炉的 7 月份经济数据显示，需求

端正在加快好转。其中，汽车类商品零售总额

实现两位数增长，智能电子设备也保持较快

增长，成为消费恢复的重要推动力。值得注意

的是，作为消费市场大头儿，汽车家电市场还

将获得更多利好政策。

记者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工

信部等多个部门都在瞄准大宗商品消费升级

发力，从推出汽车家电消费补贴，到完善老旧

产品报废回收管理，鼓励绿色智能产品更新

换代，打通消费全链条。分析指出，随着利好

政策陆续落地，以及地方细化举措出台，接下

来消费复苏将获得更有力支撑。

汽车家电等消费回暖明显
7 月份，限额以上单位汽车类商品零售

额同比增长 12.3%，为 2017 年以来次高增

速；限额以上单位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

比增长 11.3%，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同时一

些新产品增势强劲，比如 3D 打印设备、智能

手表、智能手环都保持比较快的增长等。在国

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宏观经济数据中，汽车

以及升级类电子产品表现突出。

事实上，此前一系列统计也表明，作为消

费市场大头儿的汽车家电市场已经出现加速

回暖迹象，并成为消费恢复的重要支撑。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7 月份，汽

车产销分别完成 220.1 万辆和 211.2 万辆，同

比分别增长 21.9%和 16.4%，延续了二季度以

来的回暖势头，保持了良好的运行态势。虽然

前 7 个月的累计产销量同比下降，但降幅相

较前 6个月仍然保持进一步收窄。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统计显

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家电市场零售额规模为

3690 亿元，虽然总体同比仍然是下降，但随

着疫情防控向好态势发展和各项促消费政策

生效，市场迅速复苏至去年同期水平。第二季

度中国家电市场零售总额达 2486 亿元，两倍

于第一季度，同比增 2.64%。

另外，线上销售、升级类产品都成为家电

市场新亮点。《2020 年中国家电行业半年度

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2020 年上半

年全国家电线上渠道销售规模为 1523.5 亿

元，同比增长 3.7%，在整个家电行业销售额

的占比达到 45.3%，较去年同期增长 9.7 个百

分点。《报告》同时指出，健康化、智能化、集成

化的家电产品持续热销，升级类消费正在成

为家电市场新的增长点。

多部门密集部署政策加码
为巩固消费市场的向好势头，利好政策

还在密集释放。记者注意到，近期以来，多部

门相继部署下半年促消费重点，其中汽车家

电领域屡被提及。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宁吉喆近日表

示，下半年，我国将加快推动智慧零售、在线

教育等新型消费高质量发展，推动汽车和家

电消费转型升级，鼓励限购城市适当增加汽

车购置限额，放宽新能源汽车限购，对购置新

能源汽车等给予适当补贴。

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日前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接下来，将着力扩大有效需求。着

力稳定汽车等传统大宗消费，在延长新能源

汽车购置补贴政策基础上，加快推进城市公

交、物流配送等公共领域新能源汽车置换，开

展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除了前端销售市场的促进政策，打通全

链条消费也成为政策发力点。日前，商务部发

布了《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对目前报废车回收市场， 咱紧转 P2暂

让“中国坐标”闪耀星空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趟出独立自主、创新超越之路

多部门密集部署政策 消费复苏“加速器”启动

荫图为此前参观者在第二十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上参观展出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