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26日深夜，全球第三座、亞洲第一座
可實現24小時連續發電的熔鹽塔式光熱電站
在甘肅敦煌併網發電。該電站100%採用太陽
能，無須其他能源補燃，解決了以往新能源發
電對風、光等條件過度依賴的問題，初期年發
電量可滿足3萬戶家庭用電，且不對環境造成
污染。圖為電站外景。 中新社

「長九」重型火箭工程五年內啟動
擬2030年左右首飛 百噸級運力實現大跨越

《2016中國的航天》是自2000
年中國政府首次發佈航天白皮書
以來，首提「航天強國」發展願
景。

在今年4月14日首個「中國航天日」到來之
際，習近平主席作出「探索浩瀚宇宙、發展航
天事業、建設航天強國，是我們不懈追求的航
天夢」的重要指示，「航天強國」的夢想在白
皮書中得到充分具體體現，載明國策，昭告天
下。

2000年底，中國發表首部航天白皮書—《中
國的航天》，此前一年，中國成功地發射並回
收了第一艘「神舟」號無人試驗飛船。中國從
無人飛行到載人飛行，從一人一天到多人多
天，從艙內實驗到太空行走，天地往返、出艙
活動、交會對接，從神舟一號到神舟十一號，
先後將11名航天員送入太空，這11艘飛船正是

通往中國載人太空站的11步階梯。
最新一部航天白皮書向世人簡潔、生動勾勒

了中國從航天大國向航天強國邁進的最新藍
圖：中國未來五年從「嫦娥」探月到發射載人
太空站，未來十年從登陸火星到實現載人登
月，「長征九號」火箭的研製佈局……

值得留意的是，2016年是中國航天事業創建
60周年，也是「十三五」規劃的開局之年。中
國政府在此歷史節點上發表航天白皮書，體現
了對航天事業的轉型升級的全新要求：中國航
天要按照「一體兩翼」的發展思路，推進太空
科學、太空技術、太空應用全面發展。國家航
天局副局長吳艷華就此指出，以前，中國主要
是通過太空技術帶動科學研究和應用推廣，新
時期要充分發揮太空科學和太空應用兩翼的牽
引作用，推動太空技術創新發展。

■記者 凱雷

首提「航天強國」願景「兩翼」發展轉型升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凱雷 北京報

道）中國官方昨日發佈《2016中國的航天》

白皮書，未來五年中國將開展重型運載火箭關

鍵技術攻關和方案深化論證，啟動重型運載火

箭工程實施。國家航天局副局長吳艷華表示，

中國正啟動下一代重型運載火箭的研製攻關，

擬命名為「長征九號」，起飛重量3,000噸

級，低軌運載能力100噸級，計劃2030年左

右實現首飛，將實現低軌運載能力從25噸級

（「長征五號」）到100噸級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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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
10

年左右，中國
完成起飛重量
3,000噸級、低
軌 運 載 能 力
100 噸級的重
型運載火箭研
製。」吳艷華
說。

新型發動機關鍵技術攻關
吳艷華說，經過10年時間的醞釀和論證，國務院在2016
年正式批准啟動了重型運載火箭關鍵技術攻關和方案深化
論證。中國將為此開展運載火箭總體、500噸級液氧煤油發
動機、200噸級氫氧發動機以及10米大箭體結構等關鍵技
術攻關。
白皮書說，中國最大運載能力新一代運載火箭即今年

「首飛」成功的「長征五號」，實現中國液體運載火箭直
徑從3.35米到5米的跨越，大幅提升「長征」系列運載火
箭運載能力，低軌運載能力達到25噸級，高軌運載能力達
到14噸級，成為中國運載火箭升級換代的重要標誌。
吳艷華解釋，「長五」雖然實現了中國火箭運載能力的
升級換代，但尚不能滿足火星採樣返回等航天重大任務的
需求。

助力火星採樣太空站建設
專家指出，重型運載火箭是未來中國發展火星採樣、國
際太空站等航天任務的基礎保障。
綜觀世界，美、俄等航天強國均致力於重型運載火箭發

展。早在20世紀60年代，美國和蘇聯就在載人登月競賽中
分別研製了土星5號和N-1重型火箭，此後又分別研製了航
天飛機和能源號火箭。
「美、俄通過重型火箭的研製，對帶動本國航天科技和
工業快速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吳艷華舉例說，美國通
過研製土星5號火箭，牽引出10米級大直徑箭體結構、690
噸級推力的F-1液氧煤油發動機、百噸級推力的J—2氫氧
發動機等技術；通過研製航天飛機，牽引出8.4米直徑的箭
體結構、200噸級推力的RS—25氫氧發動機和千噸級推力
的固體助推器技術，為其航天後續重型火箭發展奠定了堅
實的技術基礎。
據公開報道，美國和俄羅斯正在將重型火箭作為發展目
標。美國在2011年對外公佈新型重型火箭SLS的初步方案
後，已完成初步設計評審，正式進入詳細設計和製造階段。
俄羅斯在2013年宣佈將在2030年後研製出近地軌道運載能
力130噸的重型火箭，實現載人登月，並建設月球基地。

未來五年重大航天項目
1. 2017年上半年：發射中國首艘貨運飛船

「天舟一號」。它將與「天宮二號」交會

對接，驗證中國太空站推進劑在軌補加技

術。

2. 2017年：發射「嫦娥五號」，完成月球採

樣返回任務。

3. 2018年：發射「嫦娥四號」，實現國際上

首次月背軟着陸。

4. 2018年：發射中國太空站核心艙「天和一

號」。

5. 2020年：發射首個火星探測器，一步實現

繞、落、巡，對火星進行着陸巡視探測工

作。

記者馬靜、凱雷 製表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白皮書明確提出未
來商業航天發展政策，要健全完善航天多元化投入體
系，要推動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吳艷華透露，外界
所關注的商業航天發射場、商業航天測控系統等問題
「都在深化論證」。他說，中方對此也是持開放、支
持的態度，「這也符合國際發展趨勢」。
白皮書顯示，要進一步完善准入和退出機制，建立

航天投資項目清單管理制度，引導民間資本和社會力
量有序參與航天科研生產、空間基礎設施建設、空間
信息產品服務、衛星運營等航天活動。
白皮書還稱，要推動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完善政

府購買航天產品與服務機制。
據統計，2015年全球航天經濟總量達到3,350億美

元，其中商業航天活動佔比約76%。吳艷華說，關於衛
星的研製、核心配套產品的研製、衛星應用與服務等各
個領域，「都歡迎鼓勵國際國內各種資本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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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先進火箭比較（部分）
高度 重量 低軌運載力

美國土星5號 110.6米 3,039噸 119噸

俄能源運載火箭 60米 2,400噸 105噸

中國長征五號 56.97米 879噸 25噸

中國長征九號(在研) - - 100噸左右

資料來源：中國青年網、今日頭條

■中國首枚大型運載火箭長征
五號今年11月3日在海南文昌
升空。 資料圖片

工業利潤增速創今年次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海巖北京報道）國家統計局
昨日發佈數據顯示，中國11月工業企業利潤增幅大幅
上升至14.5%，增速比10月份加快4.7個百分點，為
2016年以來第二高，顯示工業企業經營向好。

企業效益向好趨穩固
國家統計局工業司何平指出，工業生產、銷售增長
加快及價格上漲，促使11月工業利潤增速加快。此
外，計算機通信和電子設備製造、專用設備製造和石
油加工等行業拉動明顯，以上三個行業合計拉升規模
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增速6.1個百分點。
何平還指出，前11月，規模以上工業利潤同比增長

9.4%，增速比1至10月份加快0.8個百分點，企業效
益向好態勢逐步穩固。一方面，工業生產者價格
（PPI）明顯上漲，顯示內地工業品市場需求不足局面
有所緩解。另一方面，企業利潤率有所上升，前11月
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利潤率為5.85%，同
比上升0.26個百分點。

原材料行業價格反彈
不過何平亦指出，當前工業利潤增速加快是在去年

低基數的基礎上實現的，同時，利潤增長過多依賴於石
油加工、鋼鐵等原材料行業價格反彈，前11月，因主
要大宗商品價格反彈，原材料行業、石油加工煉焦和核

燃料加工業、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三個行業對全
部規模以上工業利潤增長的貢獻率達到109.4%。
此外，「回款難」仍是當前制約企業生產經營的較

大障礙。11月末，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應收賬款同比增
長9%，增速比主營業務收入高4.6個百分點，應收賬
款平均回收期為37.9天，同比增加1.4天。
對於未來工業利潤增長趨勢，中金公司易恆和梁紅
分析稱，工業企業利潤增長加速正從上游產業向中下
游傳導，11月以來煤炭價格出現回落，因此上游行業
利潤增長可能放緩，但中下游行業盈利將進一步復
甦。短期內，工業企業利潤及收入增速可能會繼續明
顯加快，尤其是考慮到明年 2 月以前基數偏低。

外交以理服人 造就「帽子戲法」
12月26日，中國與聖多美

和普林西比恢復了中斷近20
年的大使級外交關係。就在
幾天前，聖普政府發表聲
明，決定同台灣斷絕所謂
「外交」關係。不管是「斷
交」還是「建交」，本屬中

國與聖普雙邊關係範疇，卻引起西方媒體強烈反應。

西方媒體挑撥離間
在西方媒體眼中，這並非孤立事件。蒙古近期明

確表示今後不會邀請達賴竄訪蒙古。近日挪威在與
中國發表的聲明中表示，該國高度重視中國的核心

利益。因此，美國媒體驚呼，中國在外交領域上演
了「帽子戲法」。

可惜的是，西方媒體不忘挑撥離間，將三國立場
定性為對中國「服軟」。有媒體稱中挪聯合聲明是
對挪威「人權衛士」形象的徹底羞辱。可笑的是，西
方想當然地認為中國是用經濟手段達到外交目的。個
別媒體甚至酸溜溜地說，中國帶來的經濟誘惑即便是
發達國家都難以拒絕。西方國家對此羨慕嫉妒恨，唯
獨忽視了中國外交「以理服人」的真諦。

中國的領土完整受到國際法和國際規則保護。蒙
古堅定支持「一個中國」政策，是尊重中國領土完
整的應有之義。挪方也將堅持「一個中國」政策，
尊重中方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作為兩國關係發展

的政治基礎。

關係轉圜不存強迫
相互尊重、平等互利是新型國際關係的必要條

件。當今世界，平等相待是國家間相處之道。各國
都有權自主選擇發展道路與價值觀念。中國與挪威
關係實現轉圜，並不存在迫使或屈從，而是雙方通
過溝通回歸相互尊重的正常化軌道。另外，西方還
要適應中國吸引力和影響力不斷提升這一顯著事
實。很多國家在權衡利弊之
後自然會做出明智的選擇，
中國不願也沒必要強迫他國
對華合作。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 蘇曉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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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局：
願在相關原則基礎上與梵對話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家宗教局局長王作

安昨日表示，中國願意在相關原則基礎上與梵蒂岡進行
建設性對話，縮小分歧，擴大共識，推動關係改善。
王作安說，中梵關係一直以來是廣大神長教友普遍

關心的問題。中國政府對改善中梵關係的立場始終是
明確的、一貫的，希望梵蒂岡採取更加靈活務實的態
度，用實際行動為改善關係創造有利條件。
王作安是在正召開的中國天主教第九次全國代表會

議上作出上述表態的。本次代表會議將選舉產生中國
天主教新一屆常委會和一會一團新領導班子。

光 熱 發 電

發展商業航天
鼓勵民資參與

■■河北邢台一所小學的老師為河北邢台一所小學的老師為
學生講解航天知識學生講解航天知識。。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國家航天局副局長吳艷華出席發佈
會。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