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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天，向未来!
((2021中国的航天》白皮书El前发布，除了系统介绍2016年以来我国在航天领域的重大工程和科学应用外，也介

绍了未来5年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的主要任务、政策与措施、国际交流与合作等内容。“中国航天重大工程正处在一个承上

启下的转折点。”国家航天局副局长吴艳华介绍，15年前启动的重大工程项目基本到了收官收尾和正常运营应用阶段，

现在正在规划实施未来15年新的重大工程、重大任务，“中国航天过去更加注重空间技术推动，新时代我们更强调以空

间应用和空间科学研究的新发现来引领技术创新，推动可持续发展”。

未来五年，哪些亮点值得期待

运载火箭形成陆地、海上多样化的发射能力，5年来共实施207次发射；中国空间站建造全面实施，6名航天员先

后进驻，开启了有人长期驻留时代；嫦娥四号首次着陆月背巡视探测，嫦娥五号带回1731 g月壤；天问一号实现中国航

天从地月系到行星际探测的跨越，在火星上首次留下中国印迹；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成开通，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

统形成体系能力⋯．．

5年来，重大工程的实施，对我国空间科学起到了巨大的推动和带动作用。那么，“十四五”期间，中国航天有哪些

值得期待的亮点?据吴艳华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要启动一批新的航天重大工程，包括探月工程四期、行星探测工

程，还要论证实施重型运载火箭等一批重大工程，批复以后要接续实施。

“我们要推动空间技术、空间应用一体化协同发展，尤其是要协同构建空间基础设施，包括通信、导航、遥感三类卫

星，形成完善的空间基础设施，推广卫星应用，广泛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为全世界服务。”吴艳华表示，下一步，

将统筹规划空间科学探索，发射一批用于科学论证的卫星。同时我们要用好空间站、月球探测和行星探测这些平台，深

入开展科学研究，争取有原创性的科学发现，为人类作出贡献。

划重点嫦娥八号2030年前发射

目前国家已批复探月工程四期任务，包括嫦娥六号、嫦娥七号、嫦娥八号任务，这三项任务将在未来10年陆续实

施。“我们已经发射的嫦娥四号，落在了月球背面，任务已成功实施。”刘继忠表示，后续还有三次任务。嫦娥六号要到月

球的高价值地区进行采样返回，后续还有新的月壤、新的样品返回地球。嫦娥七号主要是对月球极区进行科学探测，特

别是对月球的水分布进行探测。嫦娥八号则将实施极区的科学探测以及为科研站后续的关键技术进行验证。

“整个探月四期，我们基本上要达到建设科研站基本型的目标，同时也是为后续我们与国际合作建设国际月球科研

站打下基础。这些任务我们和国际同行也在密切沟通协调，将一起合作开展相关探测。”刘继忠介绍，比如，嫦娥七号任

务已经和俄罗斯的“luna-26”签订了协议，共同进行探测。“按照目前整体研制进展，在2025年前后，我们将完成嫦

娥六号和嫦娥七号的相关工作，同时开展嫦娥八号的研制；在2030年之前，要完成嫦娥八号发射。2030年以前，探月

四期能够取得预期成果。”

划重点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

“总体来说，像地球的南极站、北极站一样，未来倾向于在月球南极建成地面科考设施，在月轨、月表建设科研实验

设施，开展多学科、多目标科研工作。”吴艳华介绍说。

那么，国际月球科研站是什么?后续如何开展工作?我国将和俄罗斯共同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我们的嫦娥六号、

嫦娥七号和俄罗斯规划的相应任务，用5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建站之前的勘察工作。我们再用1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设

施建设。建设月球科研站就像建立一个小城镇一样，它要有能源系统，要有通信导航系统，要有远程运输系统，要有天

地往返系统，还要有地面支持系统。如果考虑到远期有人常驻的目标，还要有生命保障系统。”吴艳华表示，计划2035

年以后，根据各个国家、各个组织的科考任务分次到月球上做科考。

投人产出比1：10，航天回报“经济账”这么算

花这么多钱搞航天值不值?这是一个经常会被问到的问题。不说情怀与责任，仅箅经济账，航天探索的回报也极为

可观。“航天的发展确实是需要高投入。但是，航天及其应用所产生的效益更大。据初步统计，可以达到1：10以上的投入

产出比。”据国家航天局对地观测与数据中心主任赵坚介绍，目前，航天应用已经广泛用于国土资源调查、环境保护、农

业发展、林草监测、防灾减灾、气象预报、海洋开发、交通运输、教育医疗、城乡建设等经济社会各个领域，衍生出的新

技术应用，也已经进入千家万户，老百姓也能切身体会到航天科技所创造的美好生活。

赵坚举例，通信广播卫星可以为民众开通全球移动通信、广播电视直播以及提供高速宽带上网，极大方便了人们在

信息时代的数字化生活；卫星导航定位成了百姓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助手，极大方便了人们的交通和出行，改变了人

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气象卫星可以提供全球和特定地区的精准气象预报，为人们的衣食住行提供暖心、周到的气象保

障。“致广大而尽精微”是航天技术发展的重要遵循。在推动空间科学、空间技术跨越发展的同时，必须算好、用活这笔

“经济账”。“航天技术的进一步开发和利用，将帮助我们共同守护好这颗蓝色星球，造福民众。”赵坚言词肯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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