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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商的北斗，也在广泛参与卫星导航国际事务，积极参加和支

持联合国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国际委员会有关工作。2014 年 11 月，

北斗系统成为继美国 GPS、俄罗斯格洛纳斯系统之后第三个被

国际海事组织认可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标志着北斗系统正式

取得海事应用国际合法地位。此后，北斗踏上多边舞台，国际

贡献越来越大。

如今，北斗的国际标准进展也已有所突破。可以说，北斗

的未来会更美好，国际合作之路也必将继续走下去。

四大系统如何合作

毫无疑问，中国之所以要搞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有一大着

眼点是为了国家安全。为此才想着自主建设、独立运行这套导

航系统。

在北斗系统上马之前，美国的卫星导航系统早已上马。早

在 1958 年，美军就开始立项卫星导航系统。到 1964 年，这套

系统已经投入使用。而 1958 年的中国，正在研发第一支探空火

箭。也就是说，以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的综合国力来看，中国

当时暂时还没有能力将火箭送入太空，更遑论发射卫星，甚至

搞导航系统。当美军的这套导航系统投入使用达 6 年以后，中

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才升入太空。这已经很不容

易了——中国成为继美、苏、法、日四国之后，第五个将人造

卫星送入太空的国度，比英国还快了一年。

时光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陆海空三军联合研制了新

一代卫星定位系统 GPS。直到 1994 年，这一系统终于完成 98%

的全球覆盖。自那时起，中国开始使用美国的 GPS 系统的民用

版本。与此同时，中国也开始发展自己的导航卫星。

中科院院士、现为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高级顾问的孙家栋，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从苏联茹科夫斯基工程学院飞机发动机专业

毕业后，就回国——先搞导弹，1967 年开始参与中国第一颗人

造地球卫星工程，到 90 年代开始担纲北斗导航工程、风云二号

气象卫星工程，本世纪以来又曾担任探月工程总设计师。按照

孙家栋的说法，之所以能在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搞北斗系统，

是因为当时中国的卫星品种已经比较齐全了，而且通过一段时

间的摸索，技术也跟上去了。这种情况下，国家才非常慎重地

开始发展北斗导航卫星。然而，直到十多年以后的 2014 年 5 月，

孙家栋在南京参加第五届中国卫星导航学术年会时，仍遇到貌

似比较尴尬的提问——“我们开的是北斗导航卫星的大会，用

的却是美国 GPS 全球定位系统。为什么？”孙家栋对此回答：“这

并不丢人。就运用水平而言，我们相比GPS总体上还有一定距离。

然而，要看到我们起步比他们晚了二三十年。我们目前北斗的

精度，与当年的 GPS 一期是可以媲美的。”即便是北斗系统尚

未成熟、国人还在应用GPS为主的2014年，孙家栋已经在提——

如果用当时成功发射的 16 颗北斗组网卫星，与美国 GPS、俄罗

斯格洛纳斯系统、欧盟伽利略系统合作，则可以发挥各自特点，

为人类生活带来变化。譬如实现北斗与GPS、格洛纳斯等的兼容，

这样能够使得民用用户在北斗和 GPS、格洛纳斯之间自由切换。

不再是单一的只能用某种导航系统。

2015 年 5 月 8 日，中俄双方在莫斯科签署了《中国北斗和

俄罗斯格洛纳斯系统兼容与互操作联合声明》。该联合声明是

北斗系统与全球其他卫星导航系统签署的首个系统间兼容与互

操作政府文件，是北斗系统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标志。

2017 年 12 月，中美签署《北斗与 GPS 信号兼容与互操作

　　随着北斗系统的建设与发展，近年来在多边舞台上的参与范围不断扩大，参与力度
不断加大，越来越多的平台上出现了北斗身影。

中国古代导航展在奥地利维也纳联合国联合国国际中心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