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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度

姻本报见习记者 彭科峰
车载导航仪进入人们的视线，不过短短几

年的时间，但随着有车一族的迅速扩大，车载
导航仪的市场也在日渐扩大。人们购买和使用
导航仪，目的在于希望它能像一个可靠的向
导，为出行提供指引。但近年来，车载导航仪市
场频频爆出合格率低、信号差、导航路线不可
靠的现象。近日，本报记者走访车主、行业协
会、专业测试机构、行业专家，试图拨开笼罩在
导航仪身上的这层迷雾。

车友的抱怨

5月 22日，来自湖南平江、在京工作多年
的王先生，看着网络上疯传的新闻，随手发了
一条跟帖：“这不奇怪，我就是一个被导航仪忽
悠过的人。”

王先生说，因为工作需要，他于今年 3月
返回湖南老家的档案寄存地办理护照和其他
证件。因为是爱车一族，他早在 2010年就买了
车载导航仪。因为不熟悉岳阳市区的环境，他
从郊区借了辆朋友的车，“地图上显示是在金
鹗中路，结果我来回绕了个遍，还是没找到。”
后来他向附近的居民打听得知，他要找的档案
寄存单位早在一两年前就搬走了。
“地址都换了，怎么导航仪的地图还没更

新？”对此，王先生大呼无奈。最后找到正确地
点的时候已经很晚，人家早已下班。“回京的行
程都耽误了，被公司扣了一笔钱。”
王先生的事情并不是个例，《中国科学

报》记者在浏览相关论坛时发现，不少网友留
言直呼导航仪太“坑爹”，“花钱买个摆设”。而
关于导航仪的投诉中，导向地点错误、参考路
线太绕、地图无法升级、信号不稳定成为主要
的意见。

与车主对导航仪的投诉形成鲜明反差的
是，国内车载导航仪市场近年来正在飞速增
长。根据 EnfoDesk易观智库此前发布的数据
显示，截至 2011年 9月底，中国手机导航客户
端累积账户数为 5233万，相比 2011年第二季
度的 4238万，环比增长 23.5%。

今年 2月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
报告（2011）》蓝皮书称，我国卫星导航产业进
入高速发展期，预计 2015年产值将超过 2250
亿元，卫星导航终端社会持有量有望达到 3.4
亿台左右。
另外，根据全球导航定位协会对外发布的

数字，中国卫星导航市场目前的市场规模在
1000亿元左右。

不足两成的合格率

一方面是网友的埋怨，一方面是蓬勃发
展的市场。那么，国内车载导航仪的合格率到
底有多高？近日，由福建省计量院和中国电子
科技集团第五十四研究所（简称五十四所）认
证中心先后发布的公告，似乎能反映出一些
问题。

今年 4月底，福建省计量院对福州地区车
辆 郧孕杂 车载终端测速装置进行市场抽检发
现，产品功能合格率不足两成。福建省现已安
装 郧孕杂车载终端测速装置的车辆近 员园万台，
但 郧孕杂超速提示功能失灵、定位误差大等现
象普遍存在。

今年 员月，福建在全国首家实施了《卫星
定位系统车载终端测速装置检定规程》，填补
了我国车载卫星定位系统领域的计量空白。根
据这项规程，福建省计量院对福州地区的车载
郧孕杂产品进行抽检，合格率只有 员远援远豫。

相比福建省的这条消息，今年 3月初，由
五十四所认证中心、中国电子商会等联合发布
的检测报告更加让人忧心。该报告称，通过对
国内 13家卫星导航主流厂家的 18款产品进

行了质量检测和实际跑车试验，结果表明通过
率不到 30%。
如果说，福建地区发布的检测报告只能代

表福建本地的车载导航仪的现状，那么，由五
十四所认证中心发布的报告则涵盖了全国的
GPS市场。该所是目前卫星导航产品认证的唯
一专业机构。人们很容易从中引申出国内 GPS
产品合格率低的结论。
中国电子商会汽车电子负责人杨光在接

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详细介绍了当时
检测的具体内容。2011 年 10月至 2012 年 2
月，国家通信导航设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选取
国内 13个主流厂家、18个型号的卫星导航产
品，按照《卫星导航产品认证实施细则》在全国
19个地区开展了实际认证检测，主要检测卫星
导航产品的性能、路径规划、电磁兼容等 10项
指标，结果显示，仅有 3个厂家 5款产品通过
了认证检测，不论是按厂家计算还是按产品型
号计算，通过率都不足 30%。

检测背后的真与假

记者从相关网站查询发现，2010 年国家
质检总局发布公告，在抽检的 49款汽车导航
产品中，有 17款不合格，合格率达到近七成。
此后近两年来，国家有关部门未曾组织过全
国范围的 GPS产品抽检。难道我国的车载导
航产品在短短两年内，合格率就从七成降到
三成？

5 月 27 日，带着疑问，《中国科学报》记
者邮件采访了五十四所负责此次检测的相
关人员。
该所相关人员首先澄清，此次卫星导航产

品认证的统计结果应为通过率，而不是合格
率。通过率是指产品达到认证细则的要求，通
过卫星导航产品认证的比例。
也就是说，汽车 GPS导航产品质量国家

监督抽查与卫星导航产品认证的要求是不同
的，国家监督抽查是在产品国家标准中抽取部
分项目进行检测，比如定位精度、位置更新率、
捕获、效率等等。而认证是按照认证细则的要
求进行检验，认证细则是以产品国家标准为基
础，同时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对各项要求进
行了细化。“可以认为卫星导航产品认证比国
家监督抽查要求更为严格。”
该相关人员介绍，本次认证的产品属于

市场价格在 500~2000元的主流产品，13 个厂
家分布在北京、山东、广东等多个省市。目前
有很多地区都有车载卫星导航产品的生产企
业，像北京、上海、广东、山东、江苏、浙江、陕
西等，生产车载卫星导航产品的企业数量大
概有 100 多家，13 个厂家大概占行业企业数
量的 10%左右。
此次检测内容包括产品的包装、性能、功

能、易用性、持续供电、环境适用性、安全性、电
磁兼容性、售后技术支持、路径规划实地验证
等十大项要求。这些要求分为两类，一类是否
决性质的，一旦达不到要求即判该型号产品认
证不通过；另一类是程度性质的，允许部分项
目达不到要求，但有严格的限制。
该工作人员认为，通过本次认证检测暴

露出大量的产品质量问题，主要表现在产品
性能差、可靠性差、导航地图陈旧或更新不及
时、导航软件编制不合理或可靠性差、说明书
编写简单、电磁兼容性差。其中，死机、定位精
度差、路径规划不合理等问题较为严重。而不
符合要求的产品会给消费者造成诸多不便甚
至安全隐患。
就五十四所出具的检测报告，中国卫星导

航定位协会办公室的一名女性负责人向《中国
科学报》记者表达了她的质疑和担忧。
该负责人称，五十四所检测的标准并不是

依靠现行的国家标准，而是按照该所自己的标
准进行，从这点来说，报告显示的通过率不足

三成就不能说明问题。该机构检测的未通过产
品，并不代表这些产品不合格。这是一个严格
的概念区分问题。
另外，该机构检测的产品数量比较少，不

能代表整个行业。“车载导航仪市场还是一个
新兴行业，该检测机构的报告对于整个行业来
说是一种伤害，也不利于行业的发展。”该负责
人说。

盗版地图与模糊的标准

尽管五十四所工作人员强调通过率和合
格率的不同，但这次检测暴露出来的产品问
题依然让人触目惊心，盗版地图、定位精度
差……这些问题不容忽视。多名业内专家、行
业人士纷纷表示，造成目前国内车载导航仪市
场不够规范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目前的国家标
准不够详细、规范。部分标准的缺失，导致市场
上的各种导航设备鱼龙混杂，不同的导航软件
和地图千差万别，让消费者无所适从，更加难
以辨别优劣。
中国电子商会汽车电子专业委员会秘书

长杨光向《中国科学报》的记者强调，目前车载
导航仪市场最严重的问题其实是正版地图的
缺乏。根据他的统计，目前安装盗版地图的汽
车导航厂家，盗版率可能达到 70%甚至 80%。
从软件的角度来看，这个数字很让人担心。而
此前中国电子商会通过对 290名消费者进行
抽样调查发现，GPS导航产品的软件性能类问
题突出，占总投诉量的 46%。

5月 28日，记者在走访中关村地区出售车
载导航仪的商家时，盗版地图泛滥的事实也得
到了验证。在记者询问的十余家销售者中，明
确告诉记者使用的是盗版地图的超过 8家。有
商贩对记者表示，“我们也有正版的，但是价格
要 1000多，你要是图便宜，只想花两三百，那
就只能给你盗版的”。至于地图升级的问题，这
些商家大多表示，并不是所有的破解地图都能
升级，“看你运气了”。
就国家标准的问题，杨光向记者表示，有

些媒体断章取义，称他曾经说导航行业没有指
导性的国家标准。实际上他的意思是，在软件
方面，尤其是在地图的使用和更新方面，目前
国家没有对此进行详细的规定，“比如消费者
能够明确知道我多长时间更新一次地图，对于
多长时间需要对这个数据，包括导航实际体验

进行一次检测，甚至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更新地
图，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

根据记者查询的资料，GPS汽车导航仪行
业的确存在国家标准，汽车 GPS导航仪现有国
家标准 GB/T 19392-2003《汽车 GPS导航系统
通用规范》，对产品的性能、功能、电磁兼容性、
环境适应性等作出要求。导航电子地图现有
GB 20263-2006《导航电子地图安全处理技术
基本要求》、CH/T 1019-2010《导航电子地图
检测规范》等标准。但记者查看资料发现，这些
文件的发布已经有四五年，且在很多方面的规
定并不细致。

五十四所的工作人员也向记者表示，目
前在车载导航仪行业，地图更新时间、采用哪
种更新方式、硬件检测的时间间隔、地图数据
比对的时间间隔等要求，在现有的标准中还没
有规定。我国汽车特别是私家车销量每年持续
递增，汽车保有量已超过 1 亿，但车载卫星导
航仪安装率不高，远远低于欧美、日本等发达
国家，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便于出行的
需要，车载卫星导航产品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应
用市场。卫星导航市场急需规范化、健康化。

对于目前车主反映的车载导航仪存在的
种种问题，前述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办公室
负责人表示，首先，车主应该主动选择使用安
装正版地图的导航仪；其次，导航仪是否准确
导航，和使用者也有关系，“拿手机举例，一般
大家使用手机的时间比较长，它的各种功能你
都会去摸索使用，但导航仪不一样，可能很多
人平常并不会频繁使用导航仪”。该负责人表
示，有些车主不懂得按照说明使用导航仪，比
如在选择导航线路方面，导航仪会提供省时、
最短距离等几种选择，有些车主选择不当，就
可能会造成绕路。另外，有些车主也存在没有
及时更新导航地图的现象，导致地点发生改
变，但是导航仪还是按照旧有地图进行使用，
这样导致了一些问题的产生。

对于目前车载导航行业的国家标准相关
规定不完善的情况，该负责人表示，目前协会
正在和国家有关部门进行协商，并组织专家对
地图更新等进行讨论和修订，将会向有关部门
提议尽早修改和完善相关国家标准。

而对于市场上的导航仪价格存在较大差
异的问题，该负责人则指出，这主要与生产厂
家所采用的芯片、选购的显示屏的大小、尺寸
和分辨率、使用的地图版本有关系。

北斗系统优势明显

迷失的车载导航仪

观点

刚刚过去的“5·20世
界计量日”，对于国内车载
导航仪（GPS）市场来说并
不平静。福建省对福州地
区的车载 GPS 进行市场
抽检，发现产品合格率不
足两成。此前，河北某检测
机构和中国电子商会联合
发布的检测报告也称，国
内主流卫星导航仪生产厂
家送检的产品通过率不足
三成。
两条负面新闻给这个

行业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
影。车载导航仪的质量果
真如此低劣吗？检测机构
的报告是否科学？未来车
载导航仪市场走向如何？
本报就此展开调查。

2009年在北京某展会上展示的首款支持 SIM卡的车载导航仪。 陈建力摄（新华社）

就北斗系统相关问题，本报记者近日采访了第三
届年会北斗 /GNSS导航应用分会主席、中国卫星导航
定位协会咨询中心主任曹冲。
《中国科学报》：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目前的发展情

况怎样？
曹冲：目前世界上有四大卫星定位导航系统，包括

美国的 GPS系统、欧洲的伽利略系统、俄罗斯的格罗
纳斯系统以及中国的北斗系统。

其中美国的 GPS系统目前发射上天的卫星 30多
颗，伽利略系统有十几颗，格罗纳斯系统的数量与之相
近。

我们的北斗系统已经成功发射了 13颗卫星。其中
9颗卫星处于组网工作状态，2颗卫星正在测试，2颗卫
星处于轨道维持状态。另外，3颗卫星今年内即将发
射。
《中国科学报》：北斗系统将来是否会成为全球定

位导航系统的主流？
曹冲：今年年底争取投入民用，明年覆盖亚太地

区，到 2025年，再覆盖全世界，届时将达到 30 多颗卫
星，形成比其他国家的定位导航系统还要庞大的系统。

目前北斗系统在区域定位方面要比 GPS强。我认
为随着国家加大投入和行业发展，未来达到如杨元喜
院士所说，占据 80%的中国市场、20%的世界市场的目
标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中国科学报》：和其他定位系统相比，北斗目前最

大的优势是什么？
曹冲：相比美国的 GPS 系统，北斗系统的首次定

位速度要比它快很多。GPS首次定位一般需要 1～3分
钟。北斗系统除定位速度快的优点外，还是世界上首个
集定位、授时和报文通信为一体的卫星导航系统。

另外，使用北斗定位导航系统，其独有的短报文系
统，可以在没有移动通讯信号时依然能与外界取得联
系。也就是说，北斗具有双向通讯功能，而国外的导航
系统是单向的，只能广播，而我国却可以把信号传回
来，这就相当于我们能够收发短信。

像在以往的抗震救灾时，GPS没有信号，只有我们
的北斗系统有信号，在救援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科学报》：北斗系统对现在的车载导航系统

有什么帮助？
曹冲：目前公开的消息，北斗系统的地面精度应该

在 5到 10米之间。使用北斗系统，可以进一步增强车
载导航仪的信号。比如在高楼大厦之间、树木的遮挡
下，利用北斗系统的导航仪，再使用一些增强设备，它
的精度会更高。

实际上北斗系统和 GPS是可以兼容使用的。目前
一些导航仪厂家在研发 GPS、北斗双模的导航仪。这样
其精度更高，用户使用起来也更方便。 （萧杨）

车载导航仪飞入寻常百姓家也不过是近
几年的事。

在一个蓬勃发展的新兴行业，出现这样
那样的问题并不奇怪。但是现在的情况是，汽
车导航产品本身的性能并不令人满意，消费

者频频抱怨。
尽管“国内导航仪七成不合格”看来只是

虚惊一场，但检测机构查出的盗版地图、定位
精度差等问题却不容小视。这其中，有企业研
发和投入等内部问题，不少企业抱着“捞一把
就走”的心态，一味强调产品的销售，忽视产
品研发和品牌建设，同时也有国家标准不完
善、监管机制不健全等外部原因。

当然，消费者也应该承担自己的责任，不
但要学会善于使用导航仪，也应该自觉抵制
盗版产品，不要让“劣币驱逐良币”。

记者认为，我国应该尽快通过推动关于
卫星导航设备的新的国家标准出台，设立导
航产品的性能门槛，提升汽车导航产品企业
的生产水平，淘汰那些不能给消费者带来便
利的产品。同时，应通过推行导航产品的认证
制度，加强监管，让消费者使用性能优越的产
品，避免被劣质导航产品导入迷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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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本报见习记者彭科峰
在采访中，多名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国内市场上的

绝大多数汽车导航产品都是 GPS导航产品，即使用的
是美国提供的免费全球定位服务，这或许是导致部分
导航产品出现差错的原因之一。目前，我国自主研发的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即将投入民用，将对未来导航仪市
场的发展产生推动作用。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向
《中国科学报》介绍，尽管起步较晚，但由我国自主研
发的北斗系统的相关车载导航仪产品也已经投入市
场，相信随着北斗系统的完善，采用该系统的产品会
越来越多。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五十四研究所的工作人员
表示，目前国内现在已经出现了 GPS、北斗、GLONASS
双模或多模的导航产品，这是一个可喜的信号，因为中
国的民用卫星导航市场绝大多数份额被 GPS产品占
据，该产品因为成熟度高，市场普及应用广，造成芯片、
模块价格比北斗产品低。同时，由于 GPS芯片加工制
造和核心技术基本被国外公司垄断，因此影响了我国
导航产业的发展。相信随着北斗系统建设进程的加快
并免费开放，国内巨大的市场优势势必能解决双模产
品制造成本高等问题，从而加快产业化推广、应用，在
为相关企业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能促进整个卫星
导航产业规模做大做强。

北京东方联星科技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自主知识
产权的北斗多模卫星导航芯片及其应用产品的设计、
开发、生产和销售的企业。该公司已经生产了北斗多模
接收机模块、实时高精度测向系统、导航信号模拟器、
卫星导航实验室设备等多类产品。公司总经理张峻林
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目前很多国内车载导航仪厂
商都在该公司购买导航芯片，北斗系统开发的产品应
该说很受欢迎。“随着北斗系统的日益完善，大家使用
北斗导航系统的机会会越来越多。”

北斗：另外一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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