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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1日起，长江海事局在管段内长江干线水域全面实施“电子巡航”，在监控中心便可对江面

航行船舶进行监管。“电子巡航”系统以地理信息系统为基础，整合船舶交管系统、卫星定位系统、船

舶识别系统、视频监控系统、气象预告系统和水位信息系统，搭建统一协同的巡航监控预警平台。 新华

社记者程敏摄 

 

我国的北斗导航系统今年喜讯不断。9月19日，第14和第15颗北斗导航卫星顺利升空；今年年底前，

北斗导航还将形成覆盖亚太大部分地区的网络，这标志着我国测绘地理信息行业获得重大进展。但由于

人才缺失、基础设施不牢等诸多问题，测绘地理信息产业要想取得从“事业”到“产业”的突破，仍需

时日。 

 

■本报记者 张巧玲 见习记者 

 

孙爱民在日前召开的首届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年会及展览会上，采用我国拥有核心专利的北斗

导航技术的民用导航仪亮相，使得北斗在产业化道路上再进一步。 

 

作为我国测绘地理信息行业近年来崛起的新秀，北斗的发展一直引人注目，其产业化发之路更是社

会关注的焦点。我国测绘地理信息产业在迈向产业化发展的道路上究竟还面临哪些困境？近日，《中国

科学报》记者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采访。 

 

“事业”须变“产业” 

 

在日前举行的第145场中国工程科技论坛暨测绘地理信息发展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

院士、武汉大学教授李德仁展示了一段特殊的动画片段，将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人物和故事鲜活地展示

在人们面前。 

 

这正是李德仁领导的“敦煌莫高窟数字化保护团队”所开展的敦煌莫高窟数字化工程的一部分。他

们采用各种数字化技术，并以三维重建方式，力图将久远的历史还原到最本真的状态。 

 

事实上，空间定位等技术应用于文物保护已成为测绘地理信息应用的重要内容。李德仁在接受《中

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介绍，我国测绘地理信息行业近年来获得了迅速发展，目前已从小测绘发展到大

测绘地理信息的“大众化”瓶颈

相关新闻 相关论文

1 2012年全国优秀测绘工程奖评选结果公示  

2 2012年测绘科技进步奖评选结果公示  

3 中国公布钓鱼岛海域部分地理实体标准名称  

4 测绘地理信息发展论坛举行  

5 贵州地矿局物化勘院拓展国外测绘业务  

6 全国地理学理科基地联合实习启动  

7 我国首颗高分辨率光学立体测绘卫星投入使用  

8 肖文交任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副所长  

图片新闻

  

  

>>更多
 

一周新闻排行 一周新闻评论排行

1 2012年度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公布  

2 段振豪因贪污科研经费一审被判13年  

3 清华一毕业生元旦在美遇劫身亡  

4 教育部：横向经费不归负责人个人所有  

5 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公布  

6 清华成果三年两次被《科学》年度十大进展引

用  

7 中国科学院2013年院士增选工作启动  

8 方舟子曝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抄袭论文  

9 2012年“创新团队发展计划”入选名单公布  

10 科学家造出低于绝对零度的量子气体  

更多>>  

 

编辑部推荐博文

北京地图上最神秘的地方——兼谈如何用地图

撒谎  

答饶毅教授  

未来学研究的相对性  

“引人”不如“沃土”，“选手”不如“裁

判”  

听觉心理学：正在消失的学科？  

此地草木，彼岸《诗经》  

更多>>  

 

论坛推荐

《Immunity》(2012-12-14)  

Finite Fields（Rudolf Lidl, Harald 

Niederreiter）  

英文土力学ppt8  

《Introduction to The Geometry Of 

Complex Numbers》Roland Deaux著， 电子版  



测绘，再发展到智慧测绘。与此同时，推动产业化发展也已成为测绘地理信息行业的共识。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副局长李朋德介绍，2006年以来，我国测绘地理信息产业年均增长速度超过

25%。目前，测绘地理信息业的产业化发展呈现腾飞态势，业务链不断拓展，2011年测绘地理信息行业产

值突破1500亿元人民币。地理信息企业不断壮大，地理信息产业园区开始出现，已有9 家企业在国内外

上市。 

 

但李德仁认为，测绘地理信息在产业化发展过程中仍遇到不少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走向大

众化。目前，测绘地理信息的发展依然停留在满足政府和专业应用的层面上，对大众化地理信息需求的

挖掘和开发力度不够，“严格意义上只能叫‘事业’，算不上‘产业’。如果不能真正满足大众化需

求，产业将做不大”。 

 

国家遥感中心副主任景贵飞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测绘地理信息行业应转变思

路，将用户定位于公众需求，真正做到“4A”（即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想要知道任何信息）。 

 

李朋德同样指出，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数字网络媒体的普及，社会公众对测绘地理信息数据以及

服务产品的需求越来越迫切，测绘地理信息已成为百姓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据悉，目前测绘地理信息事业的投资模式也在发生变化，由政府财政投资与公益性测绘为主向市场

化投融资模式转型，投融资模式呈现多元化趋势。 

 

李朋德指出，虽然今后政府将继续作为地理信息企业的最大客户，由政府发布公开数据，但企业需

要在产业链其他环节上寻求突破，这样才可能带来政府—企业合作的大发展。 

 

“企业将面临在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市场之外创造和寻求机会的挑战，而投资模式将日益由提高附加

值等手段驱动。”李朋德认为。 

 

安全与需求博弈 

 

2011年3月，国家测绘局编写的《地理信息从业人员保密知识读本（图文版）》一书正式出版。该书

主要介绍了地理信息从业人员应知应会的保密知识和防范技能，突出了地理信息保密工作的特点，旨在

帮助广大地理信息从业人员严守保密法纪，增强保密观念，提高保密意识，掌握保密技能，切实维护国

家安全和利益。 

 

记者获悉，近年来随着测绘地理信息技术的进步和产业化步伐的推进，地理信息安全隐患也随之日

益突出，地理信息失、泄密案件时有发生，对我国加强地理信息安全监管提出了新挑战。 

 

李德仁认为，测绘有其特殊性，在以前，测绘数据、坐标都是保密的，随着社会的进步，相应的保

密政策也需要不断调整。 

 

“在诸葛亮时代，空城计可以保密，现在不行。因为各国都有卫星，城里有没有兵能看得一清二

楚，没有哪一个国家不能获得其他国家的精确地图。”李德仁说。在这种形势下，简单地将地图保密已

没有实际意义，应对政策法规等作出相应调整。 

 

据悉，截至目前，我国测绘法修订颁布已有十年时间。十年来，我国已形成4部行政法规、6部部门

规章、35部地方性法规、近十部地方政府规章为主体的测绘法律体系。但这些法律法规有些规定已无法

适应测绘地理信息工作的现实需要，在地理信息安全、地理国情监测、地理信息共享、地理信息产业发

展、应急测绘保障等方面，或缺少相应制度，或现有制度已不符合客观实际，相关法律责任条款也不完

备，应加快推进测绘法修订工作。 

 

李朋德也指出，我国应加快《测绘法》修订，完善地理国情监测相关法律法规，形成以《测绘法》

为核心的基础测绘政策和法制环境。 

 

此外，还要建立较为完善的测绘地理信息市场监管体系，以及建立基本统一、主体合法、职能落

实、事权清晰的测绘地理信息行政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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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遥感信息工程学院博士生姚远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目前测绘地理信息的民用市场已

远远超过军用市场，但国家地理信息安全依然与国防安全紧密相关。为了降低测绘地理信息安全与产业

化发展的冲突，他们也在研究一些技术手段，使两者达到平衡。 

 

“比如给老百姓的数据可以人为增加一定误差，这并不影响老百姓的使用功能，另一方面也有利于

保证国防安全。”姚远说。 

 

高端人才告急 

 

2011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从业单位已近2.2万家，从业人员超过40万人。此外，测绘的相关专业目

前依然是热门专业。 

 

“武汉大学测绘专业近年来的就业率可以达到97%，与水利水电专业并列为该校就业‘大户’。”姚

远介绍说。 

 

姚远进一步表示，随着测绘地理信息行业业务的不断拓展，高校里的测绘专业，已从传统的大地测

量专业扩大到遥感、卫星测量等方面，还包括后端的数据管理、城市管理和服务、电子地图等领域，专

业划分越来越细。 

 

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元喜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也介绍，中国的测绘人才几乎是全世界的总

和，但无论是技术人才还是管理人才，都无法满足我国测绘地理信息产业发展的需求。以导航测绘为

例，导航测绘需要不同层次的人才，包括理论和方法的创建者，系统、设备、工程建设者，技术实施

者。同时也需要测绘导航管理人才，保障人才。 

 

杨元喜同时指出，目前我国测绘导航科技人才发展的总体水平仍存在明显差距，高层次创新型科技

人才匮乏，原始创新能力不强。 

 

“测绘导航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才素质。”杨元喜指出，应尽快培养和造就适应新形势的测绘

导航领军人才、测绘导航信息技术服务人才、具有开放观念的管理人才，提升测绘导航整体创新能力和

可持续发展能力。 

 

在今年6月召开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宁津生在介绍中国工程院咨询项目《中国测绘工

程学科发展研究》时就提出，要根据当前社会对测绘工程技术的需求，建立测绘工程学科的新体系，培

养测绘工程技术所急需的业务、管理等方面的具有综合素质的人才。 

 

“我们的学科建设应及时作出调整。”李德仁指出，随着测绘地理信息行业从小测绘向大测绘再到

向智慧测绘发展，地理信息处理与管理正在向自动化、智能化发展，三维空间数据管理成为研究热点，

基于网格计算、云计算的地理信息系统解决方案不断涌现，行业和产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也提出了新的

要求。 

 

“现在更需要多方面的人才，尤其需要掌握空间技术、半导体技术、网络技术、计算机技术及具备

管理才能的复合型人才。”李德仁表示。 

 

基础设施不牢 

 

2008年7月1日，我国启用了2000中国大地测量坐标系（CGCS2000），标志着国家有了统一的、高精

度的地心坐标系和地心坐标框架。CGCS2000与ITRF（国际地球参考框架）定义一致（历元2000.0），全

球联测精度达3cm。 

 

然而，我国还没有构建后续公用地理参考系，空间基准框架点较少，全球覆盖不够，境外没有可控

的监测点，也没有动态更新机制。这样不但影响基准的使用效能，也影响北斗导航卫星的轨道测定与控

制精度。 

 

“大地测量基础设施不完善，直接影响测绘地理信息的生产能力。”杨元喜告诉记者。 



以下评论只代表网友个人观点，不代表科学网观点。  

 

杨元喜介绍，大地测量基准基础设施、观测基础设施、数据处理基础设施、服务基础设施等共同构

成了大地测量基础设施。大地测量基准基础设施包括坐标基准、重力基准、磁力基准、时间基准等。

“它们不仅是大地测量与导航的基础，也是测绘全行业的基础设施。” 

 

其中，大地测量观测基础设施包括天基、空基、海基、地基等多种手段在内的立体的、网状的大地

测量观测系统及其支撑结构。数据处理基础设施包括大地测量数据分析与综合计算平台、软件系统和标

准。保障基础设施包括各种产品与数据服务和分发中心、服务模式。 

 

“我们现在发射的卫星很多，测绘地理信息数据也很多，但数据生产能力非常薄弱，这些数据还不

能真正形成满足社会需求的各类测绘地理信息产品。”杨元喜表示，以测绘导航服务基础设施为例，测

绘导航能力的最终表现形式是服务能力。服务水平的重要基础是健全的服务基础设施、传输通道、法规

和标准。国际上十分重视测绘导航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如地球自转服务（IERS）、国际GNSS服务

（IGS）、国际激光测距服务（ILRS）、国际VLBI服务（IVS）等。我国至今还没有任何这类服务中心，

可直接影响大地测量与导航的能力生成。 

 

景贵飞也认为，测绘地理信息的数据最终需要产生个性化的个人服务产品。尽管现在每年有大量的

数据，也有相当数量的服务产品，但相对于其应用潜力、潜在用户数量还距离太远，远未得到充分开

发。 

 

“你可能听说过80%的信息与位置相关，但我们是否完成了这种相关？我们现在捧着一个金饭碗，但

没有用它。”景贵飞认为，应该让更多的投资者意识到测绘地理信息行业的商机，让全社会都进行开

发，从而推动数量级增长的产品出现。 

 

杨元喜指出，大地测量基础设施是提高大地测量保障能力的核心基础，当前我国应积极构建全球动

态可控、可维护、稳定和可靠性好的大地坐标基准框架和全球重力、磁力基准基础设施，提升全球基准

维持和保障能力；构建无闰秒、连续的中国时频体系，具备为指挥决策、国家核心经济领域提供中国独

立的时间基准维持的能力。 

 

同时，应建立全球覆盖的立体大地测量观测体系，包括定位、重力、测高、导航等，提高全天候实

时大地测量信息获取能力；构建大地测量与导航数据处理中心，使其具备实时进行各类数据融合的能

力，具备提供各类高精度、高可靠性的大地测量产品的能力；构建、改善自主可控的大地测量信息服务

中心（如CGS等），并健全相应数据服务标准和规范，为各类用户提供现势性好的大地测量与导航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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