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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北斗产业园内的展厅一角。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李翰 摄

信息技术产业信息技术产业，，众星闪耀众星闪耀““参北斗参北斗””
———株洲市产业链面面观之五—株洲市产业链面面观之五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李军

上海
平台化运营园区

形成北斗西虹桥基地模式

产业链名片
上海拥有卫星导航应用相关企业近 200

家，包括华测、联适、威固等行业龙头，涉及

芯片、应用终端、地图、系统集成、运营服务

等环节，已覆盖产业上中下游，其中北斗高

精 度 导 航 定 位 产 业 规 模 预 计 在 2023 年 超

500亿元。

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以复合型专家
领军，以“用产学研管”深度融合为路径，北
斗西虹桥基地形成了政府扶持、专业平台支
撑、纵向资源集聚、横向跨界融合的发展模
式，成为专业化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园区发展
的参考样板。

创新模式做大做强园区，上海的发展路

径可资借鉴。

作为北斗产业的重镇，上海拥有被誉为

“北斗第一园”的中国北斗产业技术创新西

虹桥基地（以下简称北斗西虹桥基地），该基

地是国内首个正式运营的北斗产业园区。

自 2013年 12月运营至今，北斗西虹桥基

地已集聚导航产业相关企业百余家，形成完

整的北斗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链。同时，成

功孵化引进两家创业板上市公司总部，园区

产值近 40亿元，年产值增长率超 40%。

2020 年，北斗西虹桥基地接近“满员”，

为应对产业发展新一轮提速，新的北斗产业

园区在青浦区赵巷镇开建，面积两倍于北斗

西虹桥基地。

跨越式发展背后，是“上海北斗西虹桥

模式”的持续赋能。

简单来说，“上海北斗西虹桥模式”是一

种化平台为园区的产业开发运营模式，涵盖

政府载体空间建设与政策扶持、专家团队专业

化辅助、以领军人物郁文贤教授为核心的技术

资源与平台支撑服务等，同时以市场化方式进

行顶层规划、产业促进、园区运营等职能。

平台搭建之初，由于政府对北斗导航细

分产业领域不熟悉，决定不入股而尽量给予

政策等支持，由郁文贤牵头成立专门的公司

——上海西虹桥导航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进

行专业化运营。

助力园区产业发展，2017年又成立由郁

文贤任院长的上海北斗导航创新研究院，发

挥导航产业技术领域整合器和催化剂作用，

促进导航产业技术集群创新。作为高端智库，

它已成为服务政府、企业、产业及社会的公益

性、枢纽型北斗导航协同创新功能型平台。

概言之，北斗西虹桥基地模式不是单一

的创新，而是“用产学研管”深度合作的成功

案例。需要承认，该模式的有些因素难以复

制。比如，关键人物郁文贤是“北斗”卫星创始

人陈芳允的弟子，这类复合型领军人才殊为

难得。

可 学 的 部 分 ，有 人 曾 精 炼 地 概 括 为 ：

“顺”“借”“敢”“专”“快”。具体而言：顺“势”，

服务国家战略、对接世界水平；“借”力，整合

各方资源、集聚产学研用；“敢”当，探索模式

创新、担当拼搏精神；求“专”，打造专业平

台、营造创新氛围；抓“快”：快速构造生

态、形成竞争优势。

借鉴上海北斗西虹桥基地模

式，不妨学深悟透这“五字诀”，

结合株洲实际发力打造特

色园区。

武汉
集约化发展

一栋大厦集聚北斗产业链

产业链名片
武汉光谷现有梦芯科技、依迅北斗等

相关企业 500 余家，已形成完整的产业集

群，包括上游地球空间信息数据获取、中游

数据处理加工与运营服务、下游系统集成

及应用服务等。产业集群核心企业总收入

约310亿元，企业总收入年增长率超15%。

一栋大厦聚集北斗产业链，楼上楼
下的企业在食堂就能谈合作，这是武汉
以集约化方式发展北斗产业，提升产业
集群发展能级的独特路径。

优化资源配置，积极引导、促进产业

集约化发展，更快更高效。看武汉光谷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北斗产业的发

展经验，就是很好的案例。

论北斗产业发展基础，武汉优势明

显，资源禀赋与发展潜力不可小觑。

武汉光谷是国内最早的北斗产业基

地之一，高校、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院所众

多。全国北斗领域 14位两院院士，有 9位

在武汉，是目前拥有地球空间信息领域

院士最多的地区。同时，拥有梦芯科技、

依迅公司等众多“北斗+”创新和“+北斗”

应用的知名企业。

“家底”丰厚不说，武汉还善于经营

盘活，引导北斗产业集约化发展，提升产

业集群发展能级。

在武汉光谷，未来科技城的北斗大

厦，一栋楼就聚集了一条北斗产业链。北

斗产业链上中下游分别为芯片、终端和

系统、运营服务。而北斗大厦汇集武汉导

航院、北斗产业创新中心、梦芯科技等企

业，楼层索引牌标示的入驻企业顺序，恰

好对应产业链上下游延伸情况。

武汉导航院总经理秦镜接受采访时

曾表示，北斗大厦是国内第一个拥有完

整北斗应用产业生态链条的大厦。这种

罕见的全产业链企业聚集，极大提高了

上下游企业的交流合作效率，缩短了技

术更新迭代的周期，推动了武汉北斗技

术的发展。

秦镜说，甚至在食堂吃饭聊天，大家

都能碰撞出新的灵感。比如，依迅公司想

开发新产品，需要对应功能的芯片，直接

就会跟梦芯科技的人员反映，在吃饭过

程中就把工作给谈好了。

大厦中的企业不仅是合作关系，更

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聚合效应

甚至能“从底层技术衍生出分支技术”，

推动北斗应用产业发展。

一个佐证案例是，梦芯科技、武汉导

航院主导的“北斗实时动态定位技术在共

享单车行业秩序管理的创新应用”，助力

滴滴单车在 2019年完成高精度电子围栏

在共享单车领域的整体方案设计及实现。

具体来说，梦芯科技的北斗芯片装

上共享单车，让北斗“看见”单车；武汉导

航院建地面站，类似手机信号基站，形成

电子围栏。两相结合，实现了共享单车

“入栏结算”管理，有效约束用户规范

停车，助力城市社会治理。目前，该

项目在武汉、深圳、厦门等多地落

地，实现百万量级规模化应用。

南京
以用促产

推动北斗产业迈向高地

产业链名片
南 京 现 有 卫 星 导 航 领 域 企 业

300 多家，在北斗导航全产业链聚集

了江苏北斗研究院、长峰航天、多伦

科技等优势企业。目前，南京北斗卫

星应用相关产值 300 亿元，上下游产

业链带动产值超过 600 亿元，规模企

业约 70家。

早布局、抢市场似乎是南京的
“本能”，前瞻谋划、以用促产，南京
不断提升北斗应用产业整体竞争
力，2021 年底入围全国首批“5G+
北斗应用示范基地”。

南 京 的 北 斗 位 置 运 营 产 业 市

场，占有率排名全国第二。细心梳理

其发展历程会发现，前瞻谋划、以用

促产的思路，在南京一以贯之，值得

琢磨深思。

在南京，通过“北斗+”和“+北

斗”，北斗导航已悄然潜入生产生活

的方方面面，如今正迈向“北斗+万

物”。

北斗应用场景风生水起：六合

区成子忠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装

了北斗导航智能终端设备的农机成

了“天线宝宝”，平台可实时监控农

机的耕作，精准计算耕作面积等；南

京天保驾校内，通过厘米级精准定

位，“驾培机器人”能替代教练提示

纠正“学员”的驾驶错误；通过警务

时空位置云数据服务平台，可实现

就近派警、设置“电子围栏”限制叫

车软件的派单接单等。

而早从 2010 年起，南京就启动

制定北斗卫星产业规划，以行业落

地应用为牵引，着力推进北斗在交

通、执法、农业、城管等智慧城市领

域的深度应用，以创新应用带动产

业发展。

2011年初，南京又组织原高新区

及有关企业、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

等 60多家单位组建南京北斗产业联

盟，助推北斗卫星相关产业发展。

这种前瞻性的布局如今一脉相

承。2021 年初，南京发布总投资 73.1

亿元将打造的 135个应用场景，重头

戏——基于 5G/NB 的人车智能定位

管理系统，便运用了北斗高精度定

位、5G通信等先进技术，将新一代信

息技术与企业生产安全管控进行集

成融合。

今年 1 月，“南京市卫星应用技

术中心”获批建设，可预见南京将以

此为契机，进一步提升遥感数据生

产和应用服务能力，向全市提供精

度更高、应用面更广的卫星遥感数

据产品和服务。

正是这种早布局、抢市场的谋

定而先动，让南京 2021 年底入围

全国首批“5G+北斗应用示范基

地”，成为智能驾驶应用技术

标杆，稳步迈向行业应用

新的高地。

深圳
搭建“全过程创新生态链”

做强产业生态

产业链名片
数据显示，2021 年，深圳电子信息产

业规模提升到全国五分之一，全球十分

之一，领跑全国。2021 年《财富》世界 500

强排行榜上，深圳有 8 家企业，华为、腾

讯、正威等都是电子信息行业的佼佼者。

深圳有一条“全过程创新生态链”，
即“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
科技金融+人才支撑”，助推科技创新从
0到 1到 N的全过程成长。立足于这条
“生态链”，深圳创新体系实现历史性变
革、系统性重构。

作为我市 13 条新兴产业链之一，信

息技术与北斗应用产业链内容丰富，除

了新增的北斗应用，还包括此前的信息

技术应用创新工程产业、大功率半导体

器件产业、人工智能与大数据产业。

简单来说，该产业链还包含我市三

大战略产业之一的电子信息，而推动电

子信息产业创建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加快建设中国软件产业园等，也是今年

工作重点。

电子信息产业领域，我市在新型电

子元件、高端功率器件、先进传感器、关

键电子材料等方面优势明显，拥有中车

时代电气、麦格米特、宏达电子、长城电

脑等龙头企业。2021 年，产业规模增长

15.9%。

若向最强者学，最好的“老师”莫过

于深圳。

在电子信息领域，深圳是名副其实

的全国行业高地。去年公布的国家先进

制造业集群名单中，深圳有 4 个集群入

榜，其中之一便是新一代信息通信集群。

国内考察团赴深圳，电子信息产业

已成为“打卡”首选。而围绕深圳大学的

方圆 2公里，是“打卡”必去之地：北边的

中电长城大厦，与深南大道同侧的腾讯

大厦遥遥相望，另一侧矗立着联想、中兴

通讯、TCL等企业大厦，往南则是一众研

究院和实验室大楼。

助推深圳电子产业创造传奇的密

码，则是深圳近年来逐步建立起来的“全

过程创新生态链”，即“基础研究+技术攻

关+成果产业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

深圳被称为“鹏城”，有人曾如此形

象地描述：在这条“生态链”上，前三项是

“大鹏”的躯干，演绎了科技创新从 0到 1

到 N的成长全过程，基础研究是筑基，技

术攻关是播种，成果产业化是收获。而后

两项则是“大鹏”的双翼，一个强化资本

供给，一个注重人才供给。

比如，破解“卡脖子”难题的攻坚环

节，《深圳经济特区科技创新条例》率先

以立法形式建立特定情形下政府主导重

大技术攻关制度，提出充分发挥高等院

校、科研机构、企业以及科技人员在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中的作用，持续推动突破

关键核心技术瓶颈。它也是我国首部覆

盖科技创新全生态链的地方性法规。

正是基于这一“全过程创新生态

链”，深圳逐步创新体系实现历史性

变革、系统性重构，电子信息产业

生态才得以长袖善舞。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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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
星参北斗。”一曲《好汉歌》，气
势磅礴。

而在“地上”，我国的北斗
产 业 发 展 也 是 气 象 万 千。
《2022 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
服务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
2021年我国卫星导航与位置
服务产业总产值达 4690 亿
元，增长态势依然稳定高速。

众多城市纷纷发力“参北
斗”，以“北斗+”“+北斗”赋能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株洲，
是其中冉冉升起的“新星”。

目前，株洲正乘势而上加
快培育北斗产业。前不久的第
十届全球湘商大会上，株洲成
功引进两个北斗相关项目，今
年以来，株洲北斗产业园已签
约引进项目 11个，北斗产业
链进一步完善。

信息技术有基础，北斗应
用有奔头。株洲，正豪情满怀
地奔赴一场高精尖技术和设
备的“盛宴”。这次，我们选取
上海、武汉、南京与深圳四座
城市，总结梳理其发展经验，
以期带来思考与启发。

核心提示

产业链名片
我市信息技术与北斗

应 用 产 业 2021 年 产 业 总

规 模 689 亿 元 ，拥 有 上 下

游企业 408 家，省级“单项

冠军”企业 2 家，国家级与

省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 18 家 。近 年 来 ，我 市 先

后获批全国信息消费示范

城市，全国 IPv6 技术创新

和融合应用试点城市，拥

有株洲特色北斗产业园。

发力北斗应用
做好跨界融合文章

李军

智见

在我市 13 条新兴优势产业

链中，信息技术与北斗应用产业

链，可谓一员新增的猛将。

对该产业链来说，“北斗应

用”是新增的产业，也是画龙点

睛的一笔。北斗产业的上下游包

含芯片、终端和系统、运营服务。

北斗产业要发展，扎实的信息技

术基础不可或缺，而信息技术与

北斗应用两相结合，方能如虎添

翼。

发力北斗应用，以市场需求

为导向的跨界融合是重要方向。

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完整

的北斗产业链，2020 年北斗系统

完成“全球组网”并投入使用后，

北斗产业快速增长，国内众多城

市 加 快 产 业 布 局 ，呈 现 群 雄 逐

鹿、各擅胜场的竞争态势。

如何在新“战场”把握先机？

万变不离其宗：先看市场要

什么，再看自己有什么，然后纵

深推进跨界融合，推出打上“株

洲 标 签 ”的 北 斗 应 用 技 术 与 产

品，抢滩产业市场、抢占产业高

地。

资料显示，目前北斗导航有

三大市场范畴：行业市场、大众

市场与特殊市场，分别处于规模

化应用发展期、标配化应用启动

期与维持稳定增长期。三大市场

范 畴 内 ，又 有 众 多 细 分 应 用 领

域，不乏市场蓝海。

紧盯市场需求进行技术攻

关，往往能取得经济与社会效益

的双赢。比如，武汉的梦芯科技

与武汉导航院主导的研发，就助

力滴滴单车实现高精度“电子围

栏”管理，也在城市社会治理方

面提供一臂之力。目前，该项目

在深圳、厦门等地落地，实现百

万量级规模化应用。

另一方面，我国 5G 商用迎

来三周年，进入规模化应用关键

期。专家预测，“北斗+5G”将成

为继移动位置服务经济和共享

经济之后，北斗应用市场新的重

大商业机遇，5G 带来的物联网

革命，将推动北斗及时空信息应

用的泛在化。

发展北斗应用产业，要仰望

星空，更要脚踏实地。瞄准市场

需求，不断以创新应用推动跨界

融合，株洲追梦“北斗”的步伐，

必能行稳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