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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中国发展报告》

前言

十多年来，“数字地球”这一概念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得到普及。同时，不仅仅在理论上，也在
实践中被加快推进。特别是随着IT及其互联网在各个领域更加深入、更加广泛的得到应用，以及人类
自身对数字时代科技和文化等文明成果的不懈追求，由“数字地球”所衍生出来的“数字国家”、“
数字区域”、“数字城市”以及涉及各个领域的数字产业，也都已经不再是学术界的专业术语，而日
益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进步符号。基于当前人类的认知水平，“数字地球”主要由信息基础设施和应
用与服务两大部分组成。一方面，她是地球科学、信息科学和空间科学等学科的高度综合；另一方面
，她也是当代科研成果的开发应用与人类社会发展不断增长的现实需求相结合的必然结果。正如1999
年通过的《数字地球北京宣言》所指出的那样，新世纪将会是一个以信息和空间技术为支撑的全球知
识经济的时代，“数字地球”能够回应人类在社会、经济、文化、科学、教育、技术等方面面临的挑
战，呼吁科学、教育、技术、产业、政府部门以及区域和国际组织共同推动“数字地球”的发展，并
在建立“数字地球”过程中，优先考虑解决环保、灾害管理、自然资源保护、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以及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等方面的问题。可以说，对于“数字地球”建设的重要性、战略性和综合性
以及巨大的发展前景，我国各级政府以及科技界和产业界都给予了高度重视，一些部门和地区还研究
提出了有关规划和政策措施予以具体支持。为了深入推进落实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战略，我们组织了
业内的一些专家从不同的角度对我国近年来涉及地球环境相关领域和行业的信息化建设进行了分析研
究，形成了这本《数字中国发展报告》。其主要目的，一是从数字建设的视角通过对不同行业和有关
区域所做的主要工作的初步总结，力图找出一些好的经验、方式方法和有价值的案例，为推动今后的
数字中国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二是希望借组织编辑年度报告的机会，在社会上搭建一个信息沟通、
人才交流、促进合作的平台，为推动数字中国的快速健康发展提供绵薄之力。本报告分7个部分。第
一部分为数字中国发展战略与技术进展，主要介绍了数字地球战略产生的背景、数字中国战略的实施
情况，以及我国在地球空间信息获取、处理、网络通讯与数字广播、卫星信息传输等技术环节的进展
情况；第二部分重点总结了国家基础地理空间设施建设情况，包括测绘、国土、海洋和气象行业的信
息化进展；第三部分主要涉及国家能源矿产行业信息化进展，包括石油、煤炭和地质领域构建数字行
业的进展情况；第四部分总结了我国农业和自然环境相关行业信息化进展，包括农林水利、环保减灾
等部门构建数字行业进展情况；第五部分重点分析了与我国社会公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数字区域、数字
城市、数字交通、数字健康等领域的基本状况；第六部分主要讨论了我国空间信息服务产业的发展状
况；第七部分提出了关于数字中国建设的保障体系和数字中国发展的有关政策建议。总之，组织编辑
这份报告，是我们几家单位组建北大数字中国研究院政策与战略研究中心后开展的一件基础性工作，
并且将每年组织编辑一期年度报告。由于时间紧，以及工作中的失误，这一期可能存在着一些令人遗
憾的地方，我们诚恳地接受各位的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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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字中国发展报告》内容简介：信息化是当今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浪潮，而“数字中国”是国家信
息化的一个制高点。《数字中国发展报告》集中了数字中国有关各领域的一线专家学者，通过第一手
资料，全面、系统地阐述近年来数字中国的发展现状、所取得的成果和发展趋势，并从不同的领域分
别提出了存在的问题和改进的建议，具体涵盖了测绘、国土、海洋、气象、石油、煤炭、地质、农业
、林业、水利、环保、减灾、省份、城市、交通、健康、空间信息服务等领域的信息化和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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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GPS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美国GPS于1994年建设完成，耗资120多亿美元，由美国国防部控制。
该系统由均匀分布在6个圆形轨道面（轨道高度20 200 km）上的24颗卫星和地面系统组成，目前在轨卫
星29颗。GPS提供军、民两种定位精度，军码精度优于10 m，只供美军及其盟友使用；民码精度为20
m左右，已对全世界开放。GPS导航定位服务在全球得到了广泛应用。随着国际GNSS的迅猛发展
，GPS的定位精度、可靠性、完备性、连续性和抗干扰性等方面有待改进。目前美国正在实施GPS现
代化计划，主旨是改进GPS空间部分和地面部分，新增2个民用信号和2个军用M码信号，提高GPS卫星
集成度，改进导航电文，增强GPS无线电信号强度，以满足全球范围内的军事、经济和科学研究等多
方面的最新需求，预计于2013年完成。此外，目前美国已经启动了新一代的GPS－3，预计2020年完成
，星座卫星数量为30颗。GPS－3将改变原有的GPS体系结构，采用高功率信号，设计寿命为15～20年
，抗干扰能力比现有GPS提高100～500倍，并采用最先进的加密技术（高功率点波束军用M码）。GPS
－3性能改善主要体现在扩充系统功能，提高灵活度、信号获取能力，提高定位、测速、授时精度以
及服务连续性，实现自主导航服务，这意味着卫星将具有自主估计钟差和星历的能力。美国计划用20
年时间发射24颗这种新型卫星，替代目前的24颗GPS卫星。完全部署到位后，GPS－3星座将具备交叉
连接指挥控制体系结构，整个GPS星座可以从单个地面站同时升级。另外，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已宣
布为GPS－3研制出新一代G－STAR接收机，该机抗干扰能力强，可设定自动反欺骗模式对抗敌方干扰
活动，可以安装在武器系统上，引导导弹精确攻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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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数字中国发展报告》：“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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