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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星参“北斗”
中国人对北斗，有一种特殊的情怀。
它可以是一颗星星，是定方向、定季节、定时辰的标尺；也可以是一颗颗

自主研发的卫星，带着国人的骄傲和期待奔赴星海；还可以是一个秉持
“天上好用，地上用好”的创新产业体系，赋能千行百业，关系你我生活。

在沪苏浙交界的上海西虹桥，就有一群北斗人，深耕十多年打造国内
“北斗产业第一园”。如今，他们将经验带出上海，带向长三角。9月22日，
长三角北斗空间信息产业创新示范基地在江苏无锡揭牌，标志着北斗产业
赛道的升级与拓展，也预示着将有更多长三角“新星”点亮北斗版图。

本报记者 黄于悦

深耕
产业第一园

“我们要做的，不是简单地推进企业

与产业跨域合作，而是要在这里开创新的

先导性产业，在无锡打造一个长三角的

‘西虹桥’。”揭牌仪式上，上海北斗导航创

新研究院院长、北斗西虹桥基地首席科学

家郁文贤说。

从学校走向产业，从上海走到长三

角，这一步郁文贤走了十多年。

2008年6月，44岁的郁文贤刚刚结束

在国防科技大学27年的求学和军旅生

涯，回到上海，应聘成为上海交通大学电

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院长。近30年与

雷达、卫星打交道的经历，让他看到北斗

产业蕴含的巨大发展潜力。然而当时上

海的导航产业整体上存在技术创新性不

足，前瞻性较弱，资源整合能力不强等问

题。凭借长期一线科技工作者的战略视

野和前瞻思维，2011年，郁文贤策划和推

动“长三角卫星导航应用示范工程”。

经过多轮规划论证，2013年6月项目

正式获批。一个集共性技术研发、科技

成果转化、创新服务于一体的功能性平

台——中国北斗产业技术创新西虹桥基

地落地青浦，成为国内首个正式运营的北

斗产业园区。“那时候，长三角的概念还不

像现在这么火。如今青浦成了长三角一

体化示范区的核心区域，想来也是一种缘

分。”郁文贤说。

经过十年的发展，北斗西虹桥基地从

一期发展到二期，从第一批10家企业入

驻，发展到聚集百余家相关企业，更是成

功孵化引进两家创业板上市公司总部，辅

导了多家科创板冲刺企业。“事实证明，我

们做了对的决定。”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防

科技大学原校长郭桂蓉院士如是说。十

年前，他参与了西虹桥基地建设发展规

划的评审。“如今的北斗西虹桥基地不仅

引领了上海的北斗产业，更辐射长三角、

国内外，已然发展成为‘北斗产业第一

园’，是专业化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园区的

参考模板。”郭桂蓉说。

2022年北斗西虹桥基地产值突破66

亿元，税收接近2.5亿元。园区企业的北

斗导航产品销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

泛应用于交通运输、海洋渔业、水文监测、

测绘地理信息、通信系统、电力调度、森林

防火、救灾减灾等领域。

输出
借势长三角

想带着北斗走出去的人，遇到了想把

北斗引进来的人。

地处苏南的梁溪，是无锡市的中心城

区。有限的土地资源，是老城厢发展的困

境。如何推动中心老城更新和产业转型

升级？梁溪瞄准了“数字+科技”的发展

方向。2022年底，无锡梁溪科技城正式

成立。

今年2月，梁溪区委书记、无锡梁溪

科技城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朱刚带队来

到北斗西虹桥基地。对加速北斗产业在

无锡发展、推动梁溪科技城管理局与北斗

西虹桥基地开展市场化合作，双方一拍即

合。“希望能将西虹桥打造先导性产业生

态的经验和模式带到梁溪。”朱刚在会上

表示。

2个月后，总投资10亿元的无锡市梁

溪区“长三角北斗空间信息数字产业示范

园”项目正式启动，成为梁溪科技城的首

个产业项目。“此前，我们也尝试在其他城

市拓展，但大都不具备输出整个西虹桥模

式的条件，无锡算是一个特例。”郁文贤

说。作为中国软件特色名城，无锡的软件

与信息技术服务产业规模优势突出、产业

链条完整、产业生态完备，拥有国家超算

无锡中心、国家“芯火”双创基地等高能级

研发平台，涌现出了朗新科技、华云数据

等知名企业。在这里，政、产、学、研各方

的力量可以凝聚在一起，“是我们选择了

无锡，也是无锡选择了我们”。

空间信息产业是以卫星通信、导航、

遥感为基础的一个战略性新兴产业。“一

个先导性产业，在初期是非常弱小的，如

果完全由市场化运作，很容易被淘汰，需

要由政府、研发机构、高校团队共同推

动。”上海交通大学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

学院教授、上海北斗导航创新研究院副院

长裴凌介绍。

此次在梁溪落地的长三角北斗空间

信息数字产业示范园，以北斗数字先导产

业为核心，重点围绕通导遥一体化、北

斗+5G室内外无缝定位、城市高精度三维

建模等北斗时空赋能新基建领域，集智

造、创新、人才于一体。建成后，将带动一

批上下游企业入驻，形成百亿级的产业集

群，打造长三角的“北斗西虹桥”。经过4

个多月的筹备，该项目已完成项目一期过

渡载体的建设，22个相关领域的项目签

约入驻。

引领
万亿级市场

天上星星参北斗，北斗远在天边，到

底有何用处？

2020年6月23日，随着北斗三号全

球卫星导航系统最后一颗组网卫星的成

功发射，北斗系统完成了全球星座部署。

“天上好用，地上用

好”，这是“两弹一星”

元勋、北斗卫星导航

系统工程首任总设计

师孙家栋曾提出的期待。如今，北斗早已

不仅是一个导航系统，而是代表着未来新

时空的基石。

“有了这样的基础能力，应用可以说

无处不在。”裴凌介绍，近年来，北斗产业

链由原先的以上游为主，逐渐往中下游迁

移，在互联网、通信企业、智能驾驶等应用

服务领域的占比越来越重。“下一步，我们

要往卫星通信、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领

域继续布局，这些都是北斗空间信息产业

的衍生拓展。”

“过去老百姓对卫星遥感能力的认知

还不够深入，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

国产民用卫星、商用卫星会越来越多。我

们要做的，就是融合北斗卫星、遥感卫星

与航空航天产业，建设数字地球平台，赋

能千行百业，让普通大众都能享受到空天

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红利。”中科星图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郭国龙举例解释，比如

将数字地球技术和低空经济结合，就可以

在路面交通拥堵时，解决城市应急、医疗

救助和物流等存在的延迟问题。

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产业的引领下，

“北斗+”和“+北斗”的生态范畴将日益扩

大，“以北斗为标杆的空天信息产业，将会

是一个万亿级的市场”。郁文贤对空天信

息产业的未来充满期待。除了无锡，北斗

西虹桥基地自2022年起已经开始着手全

面布局以上海为中心辐射长三角的北斗

产业经济带，大力拓展长三角一体化关联

发展区，包括洞泾军工电子产业园、北斗

智联东台产业园等。长三角区域，凭借优

越的经济基础、丰厚的科研资源、完备的

产业链和旺盛的市场需求，将会成为这个

新兴产业的重要力量。

“未来，我们希望在长三角的核心

城市都有发展布局，让各地的北斗产业

如一颗颗闪耀的星星，点亮长三角。”郁文

贤说。

■ 中国北斗产业技术创新西虹桥基地 ■ 长三角北斗空间信息产业创新示范基地概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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