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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让星辰覆盖大海斗

中方加入“伽利略计划”。

虽然有了北斗一号，但是如果能够在合作中学习到西方国

家的先进技术与经验，对中国卫星导航技术的发展，无疑有极

大的帮助。本着对高科技的渴求，中国以极大的诚意与欧方在

2003 年草签合作协议，成为第一个加入“伽利略计划”的非欧

盟国家，并且将拥有这一系统的部分所有权和全部使用权。与

此同时，中国承诺投入 2.3 亿欧元的巨额资金用以研发工作。

然而好景不长，进入 2005 年，欧洲政治开始转向，在美国

用技术支持的诱惑下，突然亲美的欧盟对中国进行了排挤，连“伽

利略计划”的决策机构都不对中国开放，更不用说参与到研发

工作中了。中国和欧盟的这次合作可以说是无疾而终，中国投

入的 2.3 亿欧元也打了水漂，连个响都没听到。

死了张屠夫，也不吃带毛猪，有骨气的中国人经过这次波折，

明白了一个道理，这种尖端的技术，花钱是买不来的，由此也

更坚定了独立自主发展北斗系统的决心。

2005 年，6 位院士就发展我国独立自主的卫星导航系统提

出建议，起草了《关于促进北斗导航系统应用的建议》。该建

议于 2005 年 2 月 2 日送呈国务院后，仅两天后就得到国务院批

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有关司、局积极落实国务院批示，

不仅将北斗导航系统建设列为国家基础设施规划，还解决了资

金问题，为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应用的自主创新创造了十分有利

的条件。

按照“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全力建设北斗二号卫星系统、

快速形成区域导航服务能力成为当务之急。2004 年北斗二号卫

星工程正式立项研制，随后导航系统工程被列入我国 16 项国家

重大专项工程。与此同时，作为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抓总研制

单位，航天科技集团首次开始批量研制生产卫星和运载火箭。

从 2004 年项目启动开始，北斗系统进入了为期 4 年的初样研制

阶段。

研制道路上最大的“拦路虎”是高精度时间基准技术，这

项核心技术直接决定着定位精度，决定着整个工程的成败。研

制团队咬紧牙关，全力啃下了这块“硬骨头”，使国产星载铷

钟从无到有，从粗到细，性能指标不断提高，成功突破了国外

的技术封锁。同时，研制团队突破了国际上其它卫星导航系统

均由中圆轨道卫星构建的惯例，创造性提出了国际上首个多轨

道混合导航星座方案，可以用较少的卫星数量实现较高的性能

指标，用较低的投入实现亚太大部分地区的导航覆盖，既满足

国家战略需求，又为国际卫星导航系统建设提供了新的技术路

线。

这一时期，卫星系统共完成了 4 颗初样星和 1 颗飞行试验

星的研制任务，攻克了星载原子钟、高精度星地时间比对、监

测接收机和用户终端等多项关键技术，为北斗建设和可持续发

展奠定了基础。经过十几年的工程实践，大量的工程管理和技

术人员得到了锻炼，一批系统应用方面的人才被培养出来了，

为系统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保障。

值得一提的是，在卫星导航系统建设的初始阶段频率资源

相对比较充沛，而到了北斗系统和伽利略系统建立的时候，频

率争夺战就非常明显了。当时伽利略系统已经提前申请了频率

资源，但是后来伽利略系统资金链断了。根据国际电联“先到

先得”的规定，哪一个国家能够先把这颗卫星发射上去，并且

由这颗卫星发射了这个频率的信号，以后这个频率资源就属于

哪个国家。

中国也向国际电信联盟申请了用于组建北斗卫星网络的公

共频率资源。2007 年 4 月 17 日是北斗卫星所申报的频率资源

　　“巨人”对我们技术封锁，不让我们站在肩膀上，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成
为巨人。

2013年 10月 21日，技术人员对北斗车载用户终端的天线进行抗振动试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