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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实景地图 APP——

走 天 下 ，先 有 图
本报记者 闫 静

外出旅游，在旅游景区里，游客们常常会遇到这样
的尴尬：由于不熟悉景点，而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不知
道景区周边是否有可以让自己饱餐一顿的当地小吃；附
近究竟有哪些购物娱乐场所，等等。

“这些问题，在传统的地图里很难解决。然而，在具
备三维实景地图的智慧旅游平台就可以轻松搞定。”立得
空间公司品牌总监徐洋告诉记者，基于位置服务的智慧
旅游开始走近大众生活。今年 4 月底，她和家人一起到
四川九寨沟旅游，享受了一次“智慧之旅”。

在徐洋的手机里，有一款“乐行九寨”的APP。徐
洋说，最大的亮点就是为游客提供了浏览景区实景地
图。你可以一边在线欣赏景点高清实景，一边查看景区
推荐行程，减少盲目性。在实景地图上，九寨沟景区的
各个景点、各项服务设施、观光车站点和步行栈道等信
息一应俱全。开启“智能导航”功能后，旅客不必再为

“方向”犯愁，景点信息全部“掌握”在手中。除此之
外，“乐行九寨”还能提前预知景区游人数量、在线购买
门票、收听专业的语音导览介绍景点传说和文化、及时
将景区美景分享到朋友圈等。通过APP自带的扫一扫功
能，更能轻松获取周边酒店、餐饮、娱乐、购物等打折
优惠信息。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位置服务，让大众游玩更
轻松。

据了解，作为国内“智慧旅游”的先行实践者，九
寨沟景区是国内首个提出“智慧旅游”的景区，更是国
内首个智慧旅游景区的实践者。据这款应用的开发商北
京秀友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人员介绍，这款 APP去年 9月
29日上线当天，下载量就有5000多次。黄金周7天时间
内，安卓与苹果两个平台的下载量接近 6.5 万次。今年
五一期间，下载量约9.1万次。

立得空间公司近年转型“智慧旅游”运营与服务，
作为“乐行九寨”三维实景地图提供者，它借助自有的
移动测量技术和三维实景地图技术，除了为九寨沟打造
全方位一体化管理的智慧景区外，还帮助神农架、青城
山、溪口镇、三亚等景区建设了类似智慧旅游服务平
台。在旅游业，位置服务应用正遍地开花。

“未来，智慧旅游肯定是大方向。”立得空间总裁郭
晟表示，将位置服务理念引入到旅游景区应用中来，是
景区管理向智慧化转变的基础。让大众享受“智慧旅
游”带来的便利同时，旅游消费也将更上一层楼。

室内位置导航地图日渐走俏，用户在大型商场里不
再“迷失”方向。日前，北京金源新燕莎 MALL 尝试
利用室内导航地图，开展电子化营销，开启了购物中心
智能化运营新模式。

喜欢逛商场的北京女孩于静告诉记者，她家离新燕
莎不远，即使经常来这里逛街，她也无法说清商场里有
多少品牌旗舰店，有多少家商铺。据说，商场里仅乘用
电梯就有近 200 部。自从于静手机上下载了“新燕莎
MALL”APP，就再也不用为找不到想去的品牌店铺犯
难。“这是一款‘逛 MALL’神器。”于静说，通过
APP 能找到车停在哪儿、所需商品的位置，还能找到
需要的品牌资讯。

四维图新是这款移动应用的室内地图开发商，它的
工作人员介绍说，除了提供室内定位导航服务外，这款
移动应用还提供了商场内近 500 家品牌商的品牌介绍、
促销活动等信息服务。它所打造的将是一个移动 APP
新媒体营销服务平台，上线仅一周点击量就突破 12 万
人次。

如今，线上的电子商务大战打得热火朝天，不断冲
击着线下实体商业。“包括大型商业零售企业在内的线
下商家，必须开始自救。”新燕莎负责人介绍说，去年
商业零售行业深度转型的时候，基于位置服务的创新营
销模式与线上线下融合，新燕莎实现了销售额和客单价
的同比增长。四维图新相关负责人坦言，目前只针对金
源新燕莎 MALL 提供了这种移动本地生活服务的应
用，而如何带动更多的线下大型实体商业加入，让用户
有更多选择和更好的体验，将是今后的一大挑战。作为
全球第四大数字地图提供商，四维图新凭借自身领先的
电子地图技术和空间定位技术，将会在构建移动新媒体
营销服务平台中占有优势。

室内位置导航地图 APP——

想 去 哪 ，搜 一 搜
本报记者 许红洲

近日，观众在北京菜百商场欣赏意大利 K 金珠宝。

日前，全新的意大利 K 金珠宝艺术展在北京展出。展览

期间，消费者可以尽情体验意大利风情，更有设计师现

场提供个性化定制服务。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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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场 足 够 大 位 置 在 这 里
本报记者 徐 红

位置服务是一种融合互联网和地图的跨界服务，以地理位置的定位和搜寻满足消

费者的新需求，市场前景看好。到 2018 年，我国位置服务的市场规模将突破 1100 亿

元。位置服务等信息消费正悄然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日前，北京的袁浪准备去天津寻找机
会，开始第二次创业。袁浪尚未去过天
津，不过，有一款手机地图 APP 帮了他不
少忙。导航、定位⋯⋯借助这款 APP，他
一路无忧地成功只身“闯”天津。“一切尽
在‘掌握’中。”袁浪指着手机，对记者说。

这款手机地图 APP 是一种基于位置
服务（LBS）的应用类产品，在市场上很普
及。作为位置搜寻的基础工具，地图实际
上已经成为手机里的“标配”，几乎每个人
的手机里都会下载至少一种手机地图应
用产品，譬如高德地图、百度地图、导航
犬、图吧等。三大互联网巨头 BAT（百
度、阿里、腾讯）也于近两三年纷纷发力地
图领域，不惜重金收购图商，甚至引发“地
图大战”。位置服务的需求可见一斑。

位置服务种类多

位置服务能够实现城市出
行时间、成本和能力的有效组
合，也为图商带来盈利机会

简单来说，位置服务是指“互联网+
地图”的跨界融合服务，即以位置为核心，
通过方位搜索服务大众，为无线运营商带
来新的增值服务和收入来源。

今年 4 月底，在全球移动互联网大会
北京峰会上，各类位置服务的创新应用可
谓琳琅满目。记者发现，位置服务无处不
在。以百姓出行服务为例，网友戏称为

“打车神器”的滴滴打车就是通过地图，将
乘客和出租车司机的“地理位置”联系起
来，使得出租车司机能很快找到有需求的
乘客。“出租车的行驶轨迹都能显示在这
张‘热力图’上，周边有多少空驶出租车、
我叫的那辆车是不是正向我所在的位置
驶来、离这里还有多远等信息，都能实时
了解，而且打车费用可以直接通过手机支
付，很方便。”经常使用“滴滴打车”的北京
女孩安琪说。

除了滴滴打车，还有一类位置服务应
用提供汽车租赁、全国救援、异地还车
等。以这类服务为主营业务的神州租车
公司的首席信息官刘亚霄告诉记者：“位
置服务能够实现城市出行时间、成本和能
力的有效组合。通过地图，能实现对司机
和乘客的定位，而且车费的计算也要用

‘位置’计算，如汽车行驶轨迹、路径长短
计算等，还包括车辆调度。”

和汽车一样，在天空中飞行的飞机也
同样离不开位置服务。譬如，全国第一款
纯手机操控的亿航无人机就是这样的产
品：APP 上的“背景”地图，相当于一张

“调度”图，操控者在地图上指到哪里，无
人机就会飞向哪个方向。倘若没有地图、
没有定位坐标，“指点飞行”就很难实现。

面对使用频率相当高的地图 APP，
图商们看到了盈利机会。比达咨询最新
数据显示，在手机地图领域，国内主流地
图类 APP 下载量排在前 3 位的是百度地
图、高德地图和谷歌地图，图吧导航、老虎
地图、和地图、天翼导航等紧随其后。

应用空间很广阔

位置服务已经走进每个人
的生活，在旅游、租房、气象等
不同行业得到应用

在互联网融合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基
于位置服务的应用场景也越来越多。例
如，“位置”与可穿戴设备、运动手环、环保
行业、O2O 等领域都产生了交集，带来不
少新的消费需求。

以位置服务与餐饮业融合的 O2O 模
式为例，它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盈利模
式。通过体验美食类 APP，记者发现，点
开这类应用，地图界面就会出现“附近美
食”的标识，并显示出具体位置。手机应
用“达人”小美说：“有一款应用做得非常
贴心：当你进入餐厅后，可以在手机上自
动生成的菜单点菜，后厨收到订单后，就
会及时派单处理。用完餐，手机直接支付
也很方便，还可以在线上评价此次用餐感
受。从选择餐厅，到点餐，再到支付，一气
呵成。”有时候，网友的一句“真是舌尖美
味”，就有可能激发食客们的消费冲动，直
接通过网上预订送餐到家，让人足不出户
就可享受美味佳肴。类似的位置服务就
是将引导用户从线上带至线下，缩短了商
家和消费者的距离，提高了营销效率。

在“互联网+汽车”的应用方面，位置
服务也同样“大显身手”。4 月下旬，第 16

届上海国际车展阿里汽车日举办了一场
主题为“阿里汽车与未来同行”的高峰论
坛。在会上，阿里汽车表示要做“车主+”
的汽车后市场服务，即围绕车主的车生
活，从买车、用车、养车到卖车，生态链中
的每一个环节都是通过位置服务模式完
成，为消费者提供了个性化服务。

阿里汽车事业部总经理王立成给记
者举了一个亲身经历的事例：“清明节当
天，我在西安租了一辆车，还车时车主不
在，给他打电话，车主说只要点击关闭锁
车，我就可以走了。他说手机上已显示出
车子停在楼下了。”可见，位置服务的应用
空间非常广。

业界专家表示，位置服务已经走进每
个人的生活，在旅行、租房、天气、智慧医
疗、智能硬件等不同行业和领域都得到应
用，适应了消费需求，扩大了生活服务领
域的消费。

巨头们争抢市场

数据显示，2015 年之后，我
国位置服务应用行业市场规模
增长率不低于 50%

在位置服务的“家族”里，参与角色固
然很多，但在业界看来仍然是 BAT（百
度、阿里、腾讯）之间的争夺。这些互联网
巨头都看好位置服务未来巨大的市场空
间。面对亿万开发者，巨头们都选择开放
自家的位置服务应用平台，将位置数据的
存储和管理能力向开发者开放，满足诸如
定位、地图搜索、公交规划等需求。

国金证券研究报告显示，在地图数据
的生产能力方面，高德与四维图新共同占
据了 90%以上市场份额；在大众用户的手
机地图产品市场，则是高德地图和百度地
图“二分天下”，遥遥领先于其他竞争对手。

有时，会听到这样的抱怨：拖着行李
大半天也找不到住宿的酒店，而就在几个
路口外，却有不少闲置客房等待入住；在
一条街上翘首企盼，几十分钟也打不到
车，而在不远处的另一条街，却有多辆出
租车空驶而过。这都是信息不对称造成
的服务供给和需求的不匹配。而位置服
务的创新应用打破了传统的交易方式，消
费者可以轻松获得所需信息。

此外，大数据也是提升位置信息服务
的好帮手。近年来，车联网就以位置大数
据为依托，得到快速发展；无人驾驶汽车
的使用，也是基于位置大数据；高德每季
度发布的全国城市交通拥堵指数，以及联
合 8 个城市交管委推出的“高德交通信息
公共服务平台”，同样是基于位置大数据。

数据显示，2015 年之后，我国位置服
务应用行业市场规模增长率不会低于
50%；到 2018 年，市场规模将突破 1100
亿元。

日前，由科技部主导推动的“羲和
系统”取得重大进展：手机终端获得室
内、室外 1 米至 3 米的高精度服务成为
可能，进一步推动了位置服务市场的发
展。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导航与位置
服务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市场，有不
少创业者也将目光瞄向这个领域。

正在成为“香饽饽”的位置服务
市场需求究竟有多大？如何扩大位置
服务的深度应用？位置服务市场的应
用前景如何？日前，记者采访了中国
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
长苗前军。

记者：随着卫星导航产业向位置服

务产业转型，应用市场进一步扩大，请

您介绍一下位置服务的理念？

苗前军：位置服务是从测绘地理信
息发展而来，最早是基于传统地图的服
务。后来，地图与卫星导航相融合，把
位置信息推送给用户，实现基于定位的
导航。随着网络和信息化的提升，以及
科技部“羲和系统”的推进，基于位置
的服务 （LBS） 开始走向大众，拉动信
息消费增长。这是一种新型的信息化服

务手段，利用卫星导航、蓝牙、WiFi 等
手段，实现了室内室外全覆盖，使基于
位置的服务得以实现。

位置只是一个信息，它只有和服务
对接，或者说准确定位消费需求才能产
生经济效益。比如在公交行业，城市道
路经常由于车流量大的原因，致使车辆
呈不合理分布。有的路段出现多辆公交
车同时进站的情况，而另一些路段，车
辆却过于稀疏。针对这一情况，基于位
置的车辆调度监控系统能根据位置信息
自动生成最优化的行车计划方案，及时
合理调派车辆。再比如，在超市购物
时，消费者总是热衷于搜寻和购买特价
商品，如果将这样的信息做成 APP 进行
室内导航，并每天更新，那么对于消费
者而言将具有重要意义。

记者：在位置服务需求越来越多的

情况下，如何进一步推动市场向更深一

层应用，以拉动位置服务消费？

苗前军：众所周知，人类活动的信
息有 80%与位置有关。不论是服务于

“一带一路”建设，还是服务于行业应
用，抑或大众市场，核心都在于应用。

中国位置网服务联盟 （中国位联） 去年
启动了“百城百联百用”行动计划，就
是以应用为突破口，选定 100 个城市位
置网互联互通，开展 100 个位置服务应
用示范项目，这也意味着北斗民用化进
程落地应用在加快。

“百城”应用并非单一产品的应用，
而是搭建了一个推广平台，使位置服务
应用产品能找到最合适的应用场所，实
现将北斗普及到千家万户，普及到日常
生活，普及到民生各个领域中。以“百
城百联百用”中的“居家养老”项目为
例，今年会向老人推广 100 万个以上的
北斗终端，让老人们享受到居家养老服
务。再比如，在燃气管网的应用方面，
在地面上巡检时能发现地燃气管网泄漏
的位置。它可以精确定位到是哪一种压
力的管线出了问题。今年，这一应用也
会推广到 100个城市以上。

记者：请您展望一下未来位置服务

的应用前景和发展空间？

苗前军：随着定位服务能力的不断
提高，以及产业形态的日益清晰，还有
服务模式和盈利模式的日趋成熟，位置

服务应用也将更加广泛。在相关政策的
推动下，北斗民用市场也将迎来爆发式
增长，位置服务平台将更加智能化。例
如，为物流货运企业提供运输网络优化方
案，保证货运车辆的装载率，实现物流货
运企业的利益最大化。同时，还能保障在
目标时间内，货运能够及时到达，提升效
率。正如孙家栋院士所说，“这在‘一带
一路’战略中更加有价值”。

未来任何人都离不开位置服务，它
是智慧城市最基础的支撑。下一步，在

“互联网+”的引领下，面向位置的服
务将进一步加强。从“你在哪儿”的静
态服务，到“你去哪儿”的动态服务模
式转变。此外，位置服务会让用户拥有
更舒适更便捷的体验。甚至你只要对着
终端“吼”一声，所有需求就会迎刃
而解。

据 《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
发展白皮书》 预计，今年位置服务年产
值将超过 2250 亿元，导航定位终端社会
总持有量有望达到 5 亿台左右，2020 年
产值将达到 4000 亿元，导航定位终端
社会总持有量超过 10亿台。

未来谁都离不开位置服务
——访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苗前军

本报记者 徐 红

① 消费者正在体

验车联网提供的位置信

息服务。

② 两名消费者正

在体验车载导航系统。

本报记者 徐 红摄

①①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