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隔 7 年
之後，國際

宇航聯合會（IAF）全球系列會
議再次在中國舉行。2017年全
球航天探索大會是近期中國舉行
的最高規格航天國際會議。國家
主席習近平發來賀信，副主席李
源潮出席會議，顯示出中國政府
對這次會議的重視，以及對深化
航天國際合作、共同開發及利用
太空資源的期待。
曾幾何時，中國是被各個航天

大國「屏蔽」的國家，國際空間
站計劃等重大項目曾拒絕中國參
與，這也令中國開始發展完全獨
立自主的載人航天、月球探測等
工程。如今的中國，可以說穩居

世界航天的第一梯隊。政府舉國
之力推動航天項目的發展，促進
科技創新能力不斷升級，培養並
擁有一支年輕、富有朝氣的航天
隊伍，近年來航天事業取得的豐
碩成果也令外國業界艷羨不已。
與中國進行航天合作正成為世

界更多國家的選擇。中國空間站
即將成為未來唯一的近地軌道實
驗平台，中國即將在明年開展月
球背面的「探險之旅」，並計劃
探測火星、木星等，這些都將成
為世界航天乃至空間科學界關注
的焦點。
值得一提的是，「國際月球

村」計劃成為今次會議討論的熱
門。中國和歐空局正就此進行密

切協商，並進行前期預研和遠景
規劃。如果這一計劃成真，月球
村、月球基地或月球科考站，不
僅將成為人類在微重力環境下邁
向深空的最佳跳板，更將成為人
類在地外天體上實施的第一個重
大工程。因此，該計劃或成為改
變人類文明進程的項目，其意義
不言而喻。
探索宇宙的奧秘、和平利用外

層空間是人類共同的目標，開展
更加緊密的航天國際合作的趨勢
不可逆轉。中國正用屢次成功發
射航天火箭的實踐證明自己航天
大國的實力，也在用更加開放、
透明的合作姿態表明自己的誠
意。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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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支持建「國際月球村」
嫦娥四號將搭載4台載荷探測月球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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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2017年全球航
天探索大會昨日在北京開幕，國家主席習近平
向大會致賀信。
習近平指出，人類自古就對浩瀚的宇宙空間

充滿好奇和嚮往，中華民族世代傳遞着飛天的
傳說和夢想。20世紀，人類寫下了太空探索的
輝煌篇章。航天科技對人類社會發展和人民生
活產生了重大影響。面向未來，航天科技成果
必將更好地造福世界各國人民。
習近平續指，中國歷來高度重視航天探索和

航天科技創新，願加強同國際社會的合作，和
平探索、開發和利用太空，讓航天探索和航天
科技成果為創造人類更加美好的未來貢獻力
量。相信本次大會將有力促進全球航天科技發
展和國際交流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
報道）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副主
任楊利偉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

採訪時表示，為滿足中國空間站建設
的需求，航天員在訓練中採用虛擬現
實（VR）等技術模擬太空環境，並
進行空間站設備組裝、維修等訓練。
目前，中國正在對載人登月進行前期
項目論證，相信中國踏上月球的時間
「不會太長」。
2003年，因出色完成神舟五號航天

任務，楊利偉成為中國進入太空的第
一人。他介紹，如今的航天員訓練已
較以往有很大不同。目前，中國航天
員正使用VR等技術，進行空間站組
裝、維修及太空出艙等訓練。隨着航
天技術的發展，人類進入太空的年齡
限制將越來越寬泛，他期待能夠執行
載人登月任務。

楊利偉表示，今年將啟動第三批
航天員的選拔活動。與此前的兩批
航天員不同，這批航天員主要將在
空間站上工作。在空間站中，科學
實驗大增，航天員須有更多的知識
儲備，因此，相關部門將從地方、
社會上選拔工程師和科研人員，包
括飛行工程師、載荷專家，且大都
需要研究生以上學歷。新一批航天
員會選拔10名至12名，其中女性為
2名左右。

擬2022年建成空間站
北京理工大學鄧玉林教授團隊研製

的空間生命科學載荷，日前搭乘美國
太空探索技術公司研發的「獵鷹9」

火箭首「訪」國際空間站，被外界視
為中美航天合作「破冰」的標誌。楊
利偉對此表示，由於美國先前設立了
限制中美開展航天合作的「沃爾夫條
款」，目前美國航天界對中國航天界
仍處於「屏蔽」狀態。然而，中國已
與歐空局等世界其他航天機構建立起
非常好的合作關係，中美開展航天合
作也將是大趨勢。
據了解，中國計劃在2022年完成空

間站的建造，該空間站將成為巨大的
近地空間科學實驗平台。楊利偉指
出，中國的空間站計劃是開放的，未
來可以與其他國家進行艙內、艙外的
科學實驗合作，甚至包括聯合飛行、
艙段等方面的合作。

楊利偉：採VR模擬太空訓練航天員

習近平
致函賀全球航天探索大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由中國社會科
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共同
發佈《上海合作組織黃皮書：上海合作組織發展報告
（2017）》（黃皮書）指出，印度和巴基斯坦將加入上
海合作組織（上合組織），助力該組織進入一個新的發
展階段，可稱作「升級版」的上合組織，然而，上合組
織也面臨責任加大、協商難度加大、安全合作難度加
大、組織協調機制變化等四大挑戰。
黃皮書續指，印巴加入後，「升級版」的上合組織的
規模和影響力將擴大。具體表現在5個方面：人口增
加，成員國人口佔世界比重從25%提升到44%；地域擴
展，從中亞拓展到印度洋；經濟實力從佔世界GDP的
15%擴大到佔25%；安全合作從維護中亞及其周邊穩定
擴大到歐亞大陸區域安全穩定；從推動地區和諧到構建
更加公平合理的世界政治經濟新秩序。
黃皮書進一步指出，印巴加入將給上合組織帶來新的
挑戰。首先，責任擴大，上合組織需有更大的內部調控

能力，需妥善處理成員國之間的歷史遺留矛盾，需更好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需承擔更大的國際責任；其次，
協商一致的決策方式可能面臨挑戰，可能導致很多決策
無法達成共識，協調商談的難度可能更大，組織「論壇
化」的可能性增加；再次，安全合作難度加大，因印巴
兩國對恐怖和極端組織的定義同其他成員國不同，中印
和印巴間的邊界糾紛尚未徹底解決，這些矛盾可能帶入
上合組織，甚至可能在一些議題上引發中俄分歧，並迫
使中亞國家站隊表態，進而削弱上合組織的形象和影響
力；最後，可能造成組織協調機制變化，出現以下三種
情況：一是沿用中俄兩國協調的慣例，印只作為一個成
員國來平等對待；二是印繼續特立獨行，不配合中俄立
場；三是形成中俄印三國協調新機制。
為化解印巴加入後可能出現的矛盾，黃皮書建議，進

一步加強中俄政治互信，繼續深入做好中亞國家工作，
努力增強上合組織的影響力，努力爭取印度對「一帶一
路」倡議的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及環
球時報報道，美國駐華大使館臨
時代辦阮大為宣佈辭職。有報道
引述美國國務院官員指，阮大為
辭職是因為不滿美國總統特朗普
宣佈退出《巴黎協定》。美國駐

華大使館相關人員日前表示，阮
大為辭職是他的個人決定，「我
們感謝他多年來為美國國務院全
心全意地服務」，證實辭職消息
屬實。
特朗普總統上周宣佈美國退出

限制溫室氣體排放的《巴黎協
定》，稱該協定損害美國經濟並
減少就業崗位，遭到國際社會的
強烈譴責。
據了解，美國前駐華大使馬克

斯．博卡斯自今年1月中旬離任
後，阮大為一直作為代理大使主
持日常工作。新任美國駐華大使
布蘭斯塔德或在6月底或7月初赴
北京履新。
阮大為1990年加入美國國務

院，在2016年1月就任美國駐華

大使館的使團副團長一職之前，
曾擔任美國國務院阿富汗事務辦
公室主任、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
務特別代表的高級顧問。2011至
2012年，阮大為曾擔任美國駐阿
富汗喀布爾大使館的政治參贊。
阮大為精通漢語（普通話）、

法語、達里語和希臘語，曾在華
盛頓特區、北京、台北、上海、
雅典和毛里求斯的路易港任職。
在華盛頓，他曾在韓朝事務辦公
室工作，並曾擔任負責政治事務
的次國務部長的特別助理。2015
年，阮大為因在確保唯一一名被
阿富汗敵方扣押的美國服役人員
回國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獲得了美國國務院頒發的傑出榮
譽獎。

美駐華代理大使辭職
或因不滿特朗普退出《巴黎協定》

促航天合作 中國有實力有誠意

中國社科院發佈黃皮書：

印巴加入後 上合組織或臨四大挑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

2017年全球航天探索大會昨日舉行中國專場全

體會議，中國航天界的官員和專家介紹了中國

探月和深空探測等領域的合作熱點。中國探月

和航天工程中心主任劉繼忠表示，中國將於

2018年發射嫦娥四號探測器，並搭載4台國際

合作科學載荷，共探月球背面，在月球南極探

測等熱點項目展開國際合作；中國支持建設

「國際月球村」倡議，包括在月球建立科考

站、長期能源供給且自主運行的科學設施。

■美駐華代理大使阮大為辭職，
或因不滿特朗普宣佈退出《巴黎
協定》。 資料圖片

■■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副主任楊利偉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副主任楊利偉（（中中
排左一排左一））與美國前宇航員奧爾德林與美國前宇航員奧爾德林（（中排左中排左
二二））出席全球航天探索大會開幕式出席全球航天探索大會開幕式。。 新華社新華社

國家航天局副局長吳艷華昨日在會上向參與嫦娥四號任
務國際合作的歐洲空間局和德國、瑞典、荷蘭、沙特

等4個國家的航天機構頒發了「中國探月工程嫦娥四號任務
國際合作夥伴」紀念杯。

料實現地月數傳通信
國家航天局有關人員介紹，中國將在2018年發射嫦娥四
號探測器，這是世界首顆在月球背面着陸並進行巡視探測
的航天器。該探測器將利用月球背面區域可屏蔽地球無線
電干擾等獨特優勢，各類科學載荷將共同實現月基低頻射
電天文觀測與研究、月球背面巡視區形貌和礦物組份探測
與研究、月球背面巡視區淺層結構探測與研究等方面的科
學目標。同時，通過發射月—地數據中繼衛星，嫦娥四號
將在國際上首先實現地月之間的測控和數傳中繼通信。
據了解，嫦娥四號已確定將搭載荷蘭低射頻電探測儀、
德國月表中子與輻射劑量探測儀、瑞典中性原子探測儀和
沙特月球小型光學成像探測儀4台國際合作科學載荷。這些
載荷由中國航天機構按照技術指標先進性、科學目標創新
性、任務功能適用性、工程可實現性等基本原則，面向全
球徵集，它們將有助於科學家獲得月球空間低頻電磁波環
境背景分佈變化信息，利用月表粒子實測數據精確分析月
壤、岩石水含量，並有望解決月表能量中性原子和正離子
等相關的國際前沿月球科學問題，開闢空間天文學探測研
究的新疆界。

擬開展太空科學實驗
在載人航天工程方面，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副主任
楊利偉指出，中國空間站在核心艙、兩個實驗艙上均配備
了具有國際化標準接口的科學實驗櫃，用於開展各類空間
科學實驗，主要領域包括：空間生命科學與生物技術、微
重力流體物理與燃燒科學、空間材料科學、微重力基礎物
理、多用途科學實驗等。
楊利偉續指，在空間站的建造過程中，中國還將研製發
射兩米口徑的空間天文望遠鏡，可用於開展大規模、多色
成像與無縫光譜巡天，為天文和物理科學前沿研究提供觀
測數據。該天文望遠鏡將與空間站共軌飛行，必要時可與
空間站對接，進行推進劑補加、設備維修及更換工作。
國家航天局有關人員還強調，中國將更廣泛地與各航天
國家共商空間探索大計、共建合作平台、共享探測成果。
在月球探測、火星探測、載人航天、空間環境探測等領域
積極開展國際合作，積極推進並參與重要的國際空間科學
計劃和雙邊及多邊合作項目，和平探索開發和利用太空，
讓航天探索和航天科技成果為創造人類更加美好的未來貢
獻力量。

■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副主任楊
利偉。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攝

■■全球航天探索大會開幕式現場全球航天探索大會開幕式現場。。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在全球航天探索大會上，中國航天員王亞平（左三）和中外少年進行「暢想未來」互動活動。
新華社

■■中國有實力中國有實力、、有誠意促有誠意促
航天合作航天合作。。圖為中國火箭圖為中國火箭
於今年於今年33月首度亮相澳大月首度亮相澳大
利亞航展利亞航展。。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