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 航天白皮書宣佈，將

對載人登月進行專項論證，這是中國官方首次正式提出對載人

登月工程的規劃。航天專家龐之浩昨日就此向香港文匯報表

示，從載人登月技術角度分析，中國首先應突破重型運載火箭

技術，並且掌握十分熟練的太空交會對接技術。業內專家普遍

認為，依照當前中國國力以及航天發展速度研判，中國載人登

月時間應在2025年至2030年前後完成。

國家航天局新聞發言人張煒昨日表示，中國航天人一直在為

實現載人登月的夢想而努力，目前工程尚在論證過程中。

克服兩難點：重型火箭 交會對接
龐之浩表示，載人登月工程的論證，需要考慮技術可行性、經濟性等多方面

因素。目前，尚無法判斷工程啟動的時間，但目前中國還須突破多項航天技術

難點，才可實施載人登月計劃。

「重型運載火箭是最必要的」，龐之浩指出，美國阿波羅登月採用的土星五

號火箭，運力達到100噸以上，中國亦需要研究該規格的火箭。航天白皮書已

提出，未來5年將啟動重型火箭的論證和預研。依照此前專家披露的消息，中

國重型火箭運力應在130噸左右，將突破大推力發動機技術、大直徑箭體設計

與製造技術、高精度制導、低溫推進劑在軌管理等技術。

龐之浩表示，掌握十分成熟的交會對接技術，亦是實施載人登月工程的必要

條件。阿波羅登月時，美國分別在地球軌道、月球軌道進行兩次交會對接，這

必須要十分熟練的交會對接技術才可行。此外，龐之浩指出，載人登月工程必

須要強大的資金支持，舉國之力才可完成。

另據了解，目前航天界已開始討論載人登月的具體方案。目前來看大致方向

有兩種，一種是研製重型運載火箭，採取一到兩次發射和一次月球軌道交會對

接；另一種是基於現有技術能力，採用多次發射、多次地球軌道交匯對接和一

次月球軌道交會對接。有關專家表示，上述兩種方案還需要進一步論證。

中國載人登月
最早2025年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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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人登月 美獨領風騷
載人登月是指太空人搭乘航天器由

地球飛往月球，航天器在月表 陸
後，太空人出艙踏上月球表面進行科

學試驗，並可搭乘航天器返回地球。
迄今，全球僅有美國通過實施「阿波羅

工程」登月成功。工程開始於1961年5
月，至1972年12月第6次登月成功結束，
歷時約11年。
進入21世紀後，美國再次啟動「重返月

球」計劃，預計在2020年前後登陸月球，
並建立月球基地。但是，受經濟衰退影
響，美國已開始減少對這項計劃的投入，
並有消息稱該計劃已被終止。

火星探測 失敗率極高
火星探測是指人類通過向火星發射太空

探測器，對火星進行的科學探測活動。目
前，人類已有超過30顆探測器到達過火
星，並向地球發回大量數據。
美國自1964年開始探測火星，其發射的

水手4號衛星是人類史上第一枚成功到達
火星並發揮數據的探測器。
火星探測的失敗率極高，大約有三分之

二的探測器，在前往火星的征程上有去無
回。中國首個火星探測器「螢火一號」在
2011年11月搭乘俄羅斯的「福布斯-土壤」
探測器升空，但由於俄方原因導致探測器
變軌失敗，目前尚在積極搶救中。

國家航天局新聞發言人張煒昨日在新聞發

佈會上表示，自2006年至今，中國長征

系列運載火箭共完成67次發射任務，把79個航

天器成功送入預定軌道。中國航天事業發展迅

速，在載人航天、探月工程、北斗導航系統等

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堅持合理開發 反對軍備競賽
白皮書指出，中國航天事業的發展原則是：

堅持服從和服務於國家整體發展戰略，堅持科

學發展、自主發展、和平發展、創新發展和開

放發展。白皮書強調，中國反對外空武器化和

外空軍備競賽，堅持合理開發和利用太空資

源，願與國際社會一道，共同維護一個和平、

清潔的外層太空。

針對未來5年中國的航天發展任務，張煒表

示，在太空技術方面，中國將繼續實施載人航

天、月球探測、高分辨率對地觀測系統、衛星

導航定位系統、新一代運載火箭等重大科技工

程，建設由對地觀測、通信廣播、導航定位等

衛星組成的太空基礎設施框架，開展載人登

月、重型運載火箭、深空探測等專項論證。

張煒表示，中國太空應用方面，將進一步完

善對地觀測、通信廣播、導航定位衛星應用服

務體系，繼續推進在國土、農業、林業、環

境、氣象、海洋、災害監測、遠程教育、遠程

醫療、電力、通信、交通等各行業、區域和個

人應用，擴大衛星應用規模和水平。

在太空科學研究方面，中國未來5年的計劃

包括：積極開展日地太空探測、月球科學研

究、微重力科學與太空生命科學實驗，太空環

境探測與預報研究，提升太空科學研究水平

等。

適度投入資金 加強國際合作
對於國家在航天工程的投入資金

問題，張煒在回答香港文匯報提問

時強調，中國航天活動主要是根據

國情、國力以及發展需求「適度投

入」。

白皮書還明確，中國將統籌規

劃、合理部署各種航天活動，「優

先安排應用衛星和衛星應用，適度

發展載人航天和深空探測，積極支

持太空科學探索」。對於航天活動

的資金問題，白皮書指出，將逐步

建立多元化、多渠道的航天投資體系，確保航

天活動經費投入的持續穩定。

在國際合作方面，張煒強調，中國願意在平

等互利、和平利用、共同發展的基礎上，加強

交流與合作，進一步加強在太空科學、對地觀

測衛星數據共享與服務、國際商業發射服務、

衛星應用等領域合作的深度和廣度。

《2011年中國的航天》白皮書是繼2000

年、2006年後，中國政府發佈的第3部航天白

皮書。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 中國政府確定未來5年將發展太空事業列為國家整體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

分。國家航天局昨日發佈《2011年中國的航天》白皮書，在「十二五」(2011-2015年)期間中國將繼續實施載人航天、

月球探測、高分辨率對地觀測系統、衛星導航定位系統、新一代運載火箭等重大科技工程。備受外界關注的中國載人

登月工程、重型運載火箭及包括火星在內的深空探測工程，將進行專項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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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發佈的航天白皮書，勾
勒出中國航天事業未來5年發展
藍圖，明確指明運載火箭、人
造衛星、載人航天、深空探測
等多方面工程的發展方向。這
些試驗目標、技術突破的背
後，人們不難發現，一條龐大
的航天產業鏈正逐步浮出水

面。在「十二五」中國經濟轉型的大背景
下，航天這座「科技金礦」正顯示出空前
的優勢，太空經濟大幕已拉開。
很多人都記得美國戰後的經濟騰飛之

路，以航天工程提升科技和製造業水平，
通過太空經濟拉動內需。美國阿波羅登月

計劃耗資大約240億美元，卻拉動數千億
美元的民用市場，因為其產業鏈─從基
礎原料到航天產品幾乎全部可以轉入民
用。不少專家認為，中國在經濟轉型期
間，亦可借鑒這一模式，太空經濟將成為
未來中國發展的有力推進劑，令「中國製
造」完成一次鳳凰涅槃。
直觀的太空經濟方面，中國宇航產品日

臻完善。不僅為國內發射多顆通信、氣象
衛星，更對尼日利亞、委內瑞拉、巴基斯
坦等國家發射衛星，實現整星出口和在軌
交付。與此同時，神舟系列飛船亦完成定
型，可批量生產，為今後的運營奠定基
礎。北斗導航系統將開始運行，預計到

2020年將實現4,000億元至5,000億元的產
業規模。
航天技術拉動經濟發展的勢力更不容小

覷。如中國當前發展如火如荼的光伏產
業，其關鍵技術來自於太空太陽能電池技
術的二次開發。
專家們也注意到，目前中國太空經濟發

展仍面臨不少禁錮，整個航天體系全部為
國有投資且按計劃執行，對民營企業存在
一定的行業壁壘。對此，航天白皮書中已
明確，將鼓勵科研機構、企業、高校以及
社會團體，發揮各自優勢，積極參與航天
活動。

■劉凝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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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

記者從昨日召開的2012年國防科技工業工
作會獲悉，將實現中國首次「落月」的
「嫦娥三號」工程研製取得重大進展。日
前，已圓滿完成月球 陸器的懸停避障及
緩速下降試驗，月球巡視器的綜合測試及
內、外場試驗等各項驗證性試驗。
國防科工局方面表示，探月工程二期的

主要目標是實現月球軟 陸探測與月面巡
視勘察，包括「嫦娥二號」、「嫦娥三號」
和「嫦娥四號」任務。「嫦娥三號」任務
是探月工程二期的關鍵任務，將突破月球
軟 陸、月面巡視勘察、月面生存、深空
測控通信與遙操作、運載火箭直接進入地
月轉移軌道等關鍵技術，將實現中國首次
對地外天體的直接探測。

﹁
嫦
三
﹂
完
成
驗
證
性
試
驗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新
聞
通
識

■29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在北京舉辦新聞發佈會，
發表《2011年中國的航天》白皮書。 新華社

■國家航天
局新聞發言
人張煒。

中新社

中國「十二五」期間航天計劃
1. 航天運輸系統：增強現役運載火箭的可靠性和發射適應性，發展新一代運載火箭和運

載火箭上面級，實現「長征五號」、「長征六號」、「長征七號」運載火箭首飛。開展
重型運載火箭專項論證和關鍵技術預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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