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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航天的成就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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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概述了国际航天发展的现状，对国际航天发展的新趋向“新世纪航天新计划”及其特点进行了概括，同时
客观地总结了我国航天事业发展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在此基础上充分地展望了我国航天事业未来的发展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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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进入浩瀚的太空是人类的梦想，也是现代人类

正在实现的目标。 如：人类为何要进入太空；认识宇
宙、探索宇宙形成的机理与演变规律，从而进一步认
识地球自身，使人类与地球和谐相处，造福人类；开
发利用空间资源，进行生命科学、天文学、微重力科
学、空间材料学等实验和研究，为人类服务，并引领
科学和技术发展；进入空间，维护国家安全和民族
利益。

目前已有 １３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航天活
动，近 ３０ 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自己的航天工业。 进
入新世纪后，自美国布什总统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提出“空
间探索新构想”以来，俄罗斯、欧盟、印度和日本等
国家和地区陆续推出了航天新计划。
2　航天新计划的特点

１）世界载人航天活动的发展态势发生了重大
变化，飞向月球进而奔向火星成为新世纪载人航天
活动的新趋势。 至今，全球已进行了 １２４ 次探月活
动，成功 ６２ 次，其中 ６ 次载人登月，有 １２ 人登上
月球。

２）制订了宏大的深空探测计划。 无人深空探
测是深空探测的基本方式和主要手段。 是在太阳系
进行更广泛、更深入的探测活动，主要对月球、火星、

彗星和小行星进行探测；寻找地外生命是近期深空
探测的热点。

由于深空探测任务周期长、风险高，并具有很强
的科学性、探索性和开放性，所以世界各国多采用多
目标、多任务的综合探测方式和国际合作。

至今，全球进行了约 ４０ 次的火星探测活动，其
中有 １５ 次为火星着陆任务，成功或部分成功的有
６ 次。

美国“凤凰”火星探测器于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４ 日发
射升空，历时 １０ 个月、６．８ 亿公里的太空航行，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５ 日在火星北极地区成功着陆。 该探
测器利用机械臂挖起土壤、岩石等样品送到自身携
带的仪器中进行现场分析，并将数据传至地球，以判
断是否含有有机物或其他生物生命痕迹。 ＮＡＳＡ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已宣布发现了水的存在，引
起了各国科学家的关注。

３）卫星及其应用仍是发展重点。 发展更高带
宽、网络化和受保护的先进通信卫星系统；重视导航
卫星系统的发展与升级，如美国已开始建设新一代
ＧＰＳ系统，俄罗斯计划更新 ＧＬＯＮＡＳＳ 系统，欧洲正
在加速伽利略系统的建设；注重高空间分辨率、高光
谱分辨率及高时间分辨率对地遥感卫星的发展。
3　我国航天的成就

经过 ５２ 年的奋斗，围绕国家战略需求，立足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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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创新，在运载火箭、人造卫星、载人航天和空间探
测领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发射了 ９０ 颗各类人造地
球卫星，４ 艘无人飞船，２ 艘载人飞船和 １ 个月球探
测器。
3．1　运载火箭

我国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已形成 ４ 个系列，１４ 个
型号；低轨运载能力达到 ９．５ ｔ，ＧＴＯ（地球同步转移轨
道）运载能力达到 ５．５ ｔ，具备了发射不同轨道、不同类
型卫星及载人飞船的能力；完成了 １０７次发射。

自 １９９６ 年 １０ 月以来，长征系列运载火箭连续
６５ 次发射成功；对外发射服务 ２８ 次，发射外星 ３０
颗；发射飞船的 ＣＺ －２Ｆ 火箭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3．2　卫星

１）研制发射了通信广播、对地观测、导航定位、
技术试验及科学与探测 ５ 个领域的卫星，基本实现
了系列化、平台化发展。 卫星发射成功率逐年提高，
在轨运行稳定，工作寿命大幅增加，正由试验应用型
向业务服务型转变。

２）２００７年实现了卫星整星出口，已交付尼日利亚
通信卫星，今年将要发射交付委内瑞拉的通信卫星。

东方红四号通信卫星平台的综合能力比上代提

高了 ２０ 倍。
对地观测遥感卫星的光学成像分辨率达到

２．３ ｍ，填补了微波成像的空白，为汶川震后救灾提
供了技术支持。

我国是世界上第三个具有极轨和静止轨道气象

卫星的国家，其技术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发射了海洋卫星，在海洋生物资源调查、海洋环

境监测领域迈入世界先进行列。
建成了“北斗一号”区域导航系统，２００７ 年发射

了北斗二号试验卫星，为导航卫星组网建设提供了
技术储备。

探测一、二号卫星协同欧空局的 ４ 颗卫星，首次
实现了对地球空间六点联合观测，取得了具有国际
水平的实验成果，部分空间实验和理论研究达到国
际领先水平。
3．3　载人航天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神舟五号把航天员杨利伟送入
太空，并安全返回。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神舟六号实现了 ２ 人 ５ 天在轨
驻留，圆满完成了一期任务。
3．4　探月工程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嫦娥一号首颗月球探测器

发射成功；同年 １１ 月，成功传回月球表面照片。
近期还将公布更多资料，实现了飞向月球、对月

球探测，圆满完成了首次月球探测工程，是航天发展
史上的又一里程碑。
3．5　5 条基本经验

我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航天科技工业体

系，具备了较好的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设施，培养
出一支高素质、富于创新活力的队伍，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成就。

对此，温家宝总理总结了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的
５ 条基本经验：

１）坚持党的统一领导，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
的优势，是我国航天事业不断发展的根本保证；

２）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艰苦奋斗，是我国
航天事业不断发展的基本立足点；

３）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重点突
破，走符合我国国情国力的航天之路，是我国航天事
业不断发展的战略选择；

４）坚持多学科集成、多部门协作，运用系统工程实
施科学管理，是我国航天事业不断发展的有效方法；

５）坚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充分发挥各类人
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我国航天事业不断发展的
关键所在。
4　我国航天事业的未来发展
4．1　国家高度重视航天事业的发展

胡锦涛主席指出：“发展航天工业是党和国家
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增强我国经济实力、科技
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而作出的一项强国兴
邦的战略决策。”

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对航天技术
等战略领域的投入，尽早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增强科
技与经济的发展后劲，同时把航天产业列为国家重
点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化的领域之一。

国家科技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中将载人航天、
月球探测、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等列为重大科技
专项工程。

此前，新一代运载火箭也被列为国家重大专项
工程。
4．2　枟中国的航天枠白皮书确定的发展目标

运载火箭进入空间能力与可靠性水平明显提

高；建立长期稳定运行的卫星对地观测及应用体系；
建立较完善的卫星通信广播系统，产业规模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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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提高；初步建立卫星导航定位系统与应用产业；
载人航天实现航天员出舱活动、航天器交会对接及
空间实验室；探月工程实现月面巡视探测。

在 ２０２０ 年前，以发展应用卫星及其应用为主，
完成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两个三步走的任务，适度
开展深空探测活动，注重提高进入空间的能力。
4．3　应用卫星的发展

１）完成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重大专项的建
设，与现有规划、计划项目结合，形成长期稳定运行，
为各类用户提供高空间分辨率、高光谱分辨率与高
时间分辨率的对地观测数据和各类遥感信息产品，
实现技术上的跨越，形成产业链。

２）建成我国区域性无源导航卫星系统，在此基
础上逐步扩展成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为各类用户提
供地理位置及时间基准服务。

３）进一步发展气象、资源、海洋、环境与灾害监
测等卫星系统与星座，实现对陆地、大气、海洋的立
体观测和动态监测。

４）积极支持商用广播通信卫星的发展，开发长
寿命、高可靠性、大容量的通信与电视直播卫星等。

预计 ２０２０ 年前将研制发射 １００ 多颗各型卫星，
满足各类用户的需求。
4．4　加速新一代运载火箭研制与海南发射场建设
４．４．１　进入空间的能力

运载火箭是进入空间的工具，进入空间的能力
决定了空间活动的规模，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科技水
平与综合实力。
４．４．２　长征五号

为满足我国未来航天发展的需要，国家已批准新一
代运载火箭重大专项立项，其代号为长征五号（ＣＺ －５）。

ＣＺ －５ 低轨运载能力为 ２５ ｔ，ＧＴＯ 运载能力为
１４ ｔ，采用 １２０ ｔ 级液氧／煤油发动机和 ５０ ｔ 级氢氧
发动机作为动力，推进剂为无毒、无污染的液氢、液
氧和煤油。

ＣＺ －５ 涵盖了新一代运载火箭的新技术，按模
块化设计，形成型谱。

全箭总长为 ６３ ｍ，起飞重量为 ６４３ ｔ，起飞推力
为８３４ ｔ，ＧＴＯ 运载能力为 １０ ｔ。 基本型火箭的芯一
级采用两台 ５０ ｔ 级氢氧发动机，３．３５ ｍ 助推器采用
两台 １２０ ｔ级液氧煤油发动机，２．２５ ｍ 助推器采用
一台 １２０ ｔ 级液氧煤油发动机，上面级采用改进的长
三甲三子级的氢氧发动机。

为满足 ＣＺ －５ 系列发射的需要，优选在海南文
昌建设新的发射场并已获得国家批准。 海南地处我
国低纬度地区，有利于充分发挥火箭的运载能力；面
对南海、射向范围大；航区与落区基本在海上，安全，
影响小。 火箭生产总装测试基地设在天津滨海新
区，现已开工建设。 大直径的火箭箭体可以通过海
运直达海南发射场。
4．5　载人航天的发展

今年 ９—１０ 月发射神舟七号，首次实现航天员
出舱活动；后续将完成航天器在空间的交会对接以
及空间实验室的建立；在 ２０２０ 年前后，将建成规模
适度的空间站，开展较大规模的空间应用。
4．6　月球探测及深空探测

探月二期工程，即月球探测器在月面着陆探测，
现已立项，研制工作全面展开。

在 ２０２０ 年前，完成探月三期工程，在月球着陆
巡视探测的基础上，发射小型采样返回舱，采集月球
样品返回地球，进行深入的系统研究。

中俄联合开展的“萤火”火星探测计划已经开
展，预计我国自行研制的“萤火”火星探测器将于明
年搭载俄罗斯质子号火箭奔向火星，在火星轨道上
进行探测活动。
5　结语

中国航天立足自主创新，重视人才培养，注重体
系能力建设，着力推进从航天大国迈向航天强国的
进程，创建国际一流的宇航企业集团，为国民经济建
设、国防建设、社会进步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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