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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系统作为我国重要的时空基础设施，在未来我国数

字经济、高端制造业发展的进程中，将与其他新基建配套，

成为推动发展新要素、新模式与新业态的一股强大支撑力。

一、良好的政策环境推动广西北斗产业高速发展

（一）政策效果明显，市场主体活力不断激发

一是市场主体增长迅速。自《加快推动广西北斗应用及

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施行以来，我区北斗产业相关市场主

体发展迅速，2021 年广西相关企业新增 749 家，2022 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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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企业数 890家，年均增长率 25.06%，产业发展政策效果显

著（图 1）1。二是产业聚集态势初现。从我区北斗相关企业

分布情况来看，广西北斗卫星导航产业围绕南宁、柳州、桂

林、钦州等地市呈现“南宁一极领先，柳桂钦多点发展”的

产业聚集态势（图 2）。三是知识产权发展情况总体向好。

2021年，我区相关专利申请量首次突破 50个。截至 2023年

3月，广西北斗相关技术专利申请量累计 240个，整体来看，

广西在北斗领域起步虽晚，但随着产业政策落地见效，预计

我区北斗技术专利申请量还将保持快速增长态势。

图 1 广西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相关企业变化趋势图

图 2 广西北斗卫星导航相关企业分布情况

1 数据来源：企查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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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下游环节占比提升，产业化应用化推广明显

广西北斗产业链虽仍在建设之中，但北斗技术已被用于

各行各业。北斗应用产业链的基础和核心包括芯片、板卡、

天线、接收机和导航电子地图等基础产品2，而广西在基础产

品的设计制造领域仍处于起步阶段。目前，我区北斗产业相

关企业主要聚集于专业终端产品（包括高精度测绘终端、授

时终端等）以及消费终端产品（指各类导航终端）等中游集

成环节，并在下游应用环节以行业市场为主，逐渐拓展大众

市场（图 3）。面向东盟的北斗产业加速聚集发展。一方面

广西加快建设面向东盟的北斗导航服务基地。中国—东盟空

间信息技术创新示范基地已引入 20 余家企业落户，其中培

育出 1家规模以上企业、5家高新技术企业，获得专利授权

等知识产权近百项3。2023 年 1 月中国—东盟地理信息与卫

星应用产业园竣工，初步建成立足广西、面向东盟、辐射西

南中南的地理信息和卫星应用产业基地4。目前五象新区地理

信息小镇（一期）进驻企业 17家，并于 2020年完成主营业

务收入 1.02 亿元5；另一方面北斗系统不断走出国门服务东

盟，广西已建成面向东盟的北斗导航应用示范与产业化工程

13个，其中中国—东盟跨境地质灾害监测系统已在柬埔寨、

老挝、泰国、马来西亚、缅甸 5个东盟国家进行示范应用6。

2 中国信通院《北斗技术与产业发展白皮书（2019年）》
3 柳州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广西积极打造中国—东盟北斗总部基地》
4 南宁晚报《中国—东盟地理信息与卫星应用产业园竣工》
5 数据来源：广西大数据分析应用公共服务平台
6 中国新闻网《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进入服务全球新时代 东盟将享受更精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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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广西北斗产业生态图谱

（三）充分发挥市场主导作用，代表企业发展持续向好

一是招投标规模持续提高，广西北斗应用市场竞争日趋

激烈。广西卫星相关招投标中标结果从 2019 年的 127 条增

加到 2022年的 726条7，广西卫星相关招投标市场竞争日趋

活跃。从区内外竞争情况来看，2019—2022年，广西北斗企

业的中标次数及占比不断提高，显示出我区北斗企业在不断

追赶区外企业的发展趋势（图 4）。二是代表企业持续向好

发展。一方面上市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保持稳定增长，桂林星

辰与广西广电网络等两家上市企业持续不断加大对研发的

投入，保障营业收入规模在疫情下实现稳定增长8。另一方面

广西中小微型北斗企业总体呈现营收水平不断上升，净利润

水平持续提高的发展趋势（附表 1）。

7 数据来源：标找找
8 数据来源：百度股市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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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广西区内外北斗企业竞争格局

二、广西北斗产业发展面临的三重挑战

（一）核心领域缺乏龙头，配套中小企业发展不足

一是我区核心领域以小微企业为主。我区北斗相关企业

中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等核心领域的存续企业仅有 632家，从企业规模

分布情况来看，仅有莱克北斗、数丝科技以及广西交科等几

家大型企业，小微企业占比超过 90%，而中型企业仅占北斗

企业的 7%9。二是中小企业难以依托我区市场发展自身。广

西 4811家卫星相关企业中仅有 576 家企业有招投标信息，

占比不足 12%。区内北斗相关标讯的中标单位以区外企业以

及广西大型企业为主，我区北斗小微企业中有标讯的企业比

例分别只有 17.51%以及 18.61%（图 5），由此可知我区北斗

产业小微企业难以分享我区日益增长的招投标市场红利10。

9 数据来源：标找找
10 数据来源：企查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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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广西具备标讯的北斗企业比例分布情况

（二）完整产业链条尚未形成，产业发展“快而不优”

一是产业链亟待完善。我区北斗产业虽在中下游的集

成、应用环节聚集了大批代表企业，但在基带芯片、板卡等

北斗系统重要基础零部件设计制造上缺乏“链主企业”、关

键企业。北斗芯片、北斗板卡等行业具有进入壁垒高、有较

高的技术要求等特点，要求入场企业必须具备较强研发实

力，导致以小微企业为主的我区北斗相关企业目前仍是以北

斗芯片的代工销售为主，仅有中百科技、中科蓝谷、南宁台

塑等少数几个企业从事设计生产射频芯片相关产品。二是产

业发展“快而不优”。近年来广西卫星相关市场主体数量年

平均增幅虽然达到 25.06%，但企业市场竞争力有待提高。

2020年主营业务收入规模 5000万以上的广西卫星相关企业

数量仅 17家（附表 2），规模在千万以上企业仅 50家11，以

此推测 2021—2023 年我区大部分北斗企业仍难以满足“年

主营业务收入首次突破 5000万元、1亿元”的政策补贴标准，

我区北斗产业发展“快而不优”的问题凸显。

11 数据来源：广西大数据分析应用公共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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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创新能力不足，民用消费市场潜力仍为激发

研发投入不足是中国我国北斗产业发展的共性问题。卫

星导航定位协会研究显示，我国北斗导航系统的研究经费的

90%用于卫星研制和发射，仅有 10%用于导航芯片研制12。

一方面我区北斗产业创新能力仍有待加强。从知识产权发展

情况来看，广西虽然在北斗各重要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数量

均高于发展水平与自身相近的云南、山西等西部省份，但与

西部地区走在前列的省份（如四川）存在较大的差距，同时

专利申请量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图 6）。另一方面，我区

尚存巨大民用市场潜力有待挖掘。从招投标情况来看，广西

党政机关、国企以及事业单位等政府机构成为北斗卫星相关

行业市场的主要采购方，我区 6139 条与卫星导航有关的招

投标讯息中，仅有 535条标讯其采购方为其他一般企业，仅

占我区卫星相关全部标讯的 8%左右（图 7）。

图 6 西部省份卫星重要技术领域专利申请情况

12 中国信通院《北斗技术与产业发展白皮书（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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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广西卫星导航招投标招采单位类型13

三、广西北斗产业发展建议

（一）优化产业链条，强化引培“链主企业”、关键企业

引进和培育北斗芯片、北斗板卡等研发制造相关企业，

加快补齐我区上游产业链。依托桂林航天电子、桂林星辰、

北港大数据等重点企业，持续增强北斗产品的集成供应能

力，努力打造价格优势与技术创新优势，提高中游产业竞争

优势。以广西广电网络、卡西亚科技、中控空间、世纪空间

等为牵引，推动发展卫星传输、高精度位置服务、授时技术

服务、GIS等服务产业，拓展地图导航、创新应用等各种技

术和产品应用，助推北斗产业化应用化发展，全面延伸下游

产业链。

（二）强化要素保障，提升产业创新竞争力

促进创新成果转化落地。出台北斗创新性企业落户、北

斗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等特色政策，推动高校、科研院所与广

13 来源：标找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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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斗企业建立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北斗系统应用技术

创新体系。对企业吸纳高校、科研院所相关北斗科技创新成

果在广西实现转化的，依据现有政策给予支持。加强人才要

素保障。一方面鼓励政府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优先使用本

地北斗产品和服务，发挥示范效应。另一方面通过定期举办

投资峰会、产业峰会，加强技术与人才、资本与企业的高效

对接，并依托南宁市职业教育资源优势，培养技能型、应用

型、创新型北斗产业人才。

（三）鼓励拓展大众消费领域应用，提升大众用户体验

挖掘、培育和发展北斗在手机和车载导航、旅游出行、

景区管理、文化娱乐、电子商务、精准物流、健康养老、特

色群体关爱、助残关怀、穿戴设备、自动驾驶、智能网联汽

车、共享经济等大众消费领域应用的新模式新业态。鼓励在

城市公交车、出租汽车、共享两轮车和轨道交通上应用北斗

系统，支撑城市智能化精细化管理。鼓励改善北斗导航的用

户体验，增强大众的认同感、获得感。

附表：1.广西部分中小微型北斗企业发展情况统计表

2.2020年广西卫星相关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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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企业名称
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净利润（万元）

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

广西盛洲北斗科技有限公司 60.9 166.8 694.7 -6.9 -93.9 130.8

广西北斗海达测绘科技

有限公司
8.5 127.1 106.8 -0.3 6.9 19.9

广西东测科技有限公司 786.0 805.0 750.4 27.0 15.0 -34.5

广西北斗天璇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0.3 108.8 144.7 7.8 77.8 75.1

广西联星卫视设备有限

责任公司
2173.0 3117.0 2287.0 -87.0 31.0 23.0

广西中遥空间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18.0 17.8 65.5 19.4 -38.5 19.9

桂林天石科技有限公司 20.5 20.3 62.3 0.2 0.1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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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2020

企业名称 行业分类
主营业务收入

（万元）

润建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390665.12

广西蓝水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批发和零售业 273394.88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西电力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15092.26

广西交通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业 114470.00

赛尔康（贵港）有限公司 制造业 111300.77

柳州长虹航天技术有限公司 制造业 95904.00

国营长虹机械厂 制造业 54347.30

广西中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38983.59

广西一通劳务有限公司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27747.09

桂林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业 20470.60

广西丰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业 14884.46

广西三实城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业 14515.53

广西亚速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批发和零售业 8444.55

广西国杰斯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批发和零售业 7126.50

新缘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业 5898.26

广西安盛建设工程检测咨询

有限公司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5478.36

广西大汉岩土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5173.00

（执笔：叶圣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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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地址：南宁市体强路 18 号广西信息中心 1412 号房

联系电话：0771-6113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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