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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立方水立方””推出推出““APECAPEC””深度游深度游

“APEC会议”欢迎晚宴会场所在地“水立方”，自上月推出“APEC深
度游”项目以来异常火爆，日均游客量达8000人次，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
游客前来这里参观浏览。据悉，“APEC之旅”预计开放至春节前。

（人民视线）

中国向马尔代夫紧急送水援助

12 月 7 日，中国外交部
受权发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关于菲律宾共和国所提
南海仲裁案管辖权问题的立
场文件》。此举是中国外交为
维护国家领土主权打出的又
一记重拳。

菲律宾不顾中国反对，
单方面就中菲有关南海问题
提起国际仲裁并强行推进仲
裁进程。仲裁庭确定，今年
的 12月 15日为中国提交辩诉
状的日期。

提交国际仲裁背后是菲
损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险恶用
心。如果中国回应菲诉状进
行辩诉，就意味着认可仲裁
这种方式，落入菲设置的圈
套。但一味隐忍不发也会增
加中国所面临的压力。一些
不明真相的人士难免对中国
不回应仲裁感到疑惑，进而
对中国主权立场和证据产生
质疑。而别有用心的人则会
借机炒作，将接受仲裁与遵
守国际法画等号，批评中国
无视甚至挑战国际规则。做
或者不做，中国似乎陷入了
两难境地。

在仲裁庭规定的时间节
点前发表针对菲提起仲裁问
题的政府立场文件，是中国
化被动为主动的举措。

从方式看，由外交部发
布政府立场文件恰当合理。
政府文件具有较高效力，是
中国官方对菲所提仲裁问题
的严肃回应。文件不同于仲
裁 庭 所 要 求 的 “ 辩 诉 状 ”，
不是针对仲裁庭的要求作出
回应，避免了授人以柄。文
件开头还特意划清界限，强
调仲裁的单方面性质，重申
中方坚决反对的态度，彻底
粉碎菲诱压中国接受仲裁的企图。

从内容看，立场文件经过精心设
计，有理有节。其一，文件明确指出仲
裁庭对菲提起仲裁没有管辖权。论据分
三个层次：菲提请仲裁事项的实质是南
海部分岛礁的领土主权问题，不涉及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解释或适用；通

过谈判方式解决南海争端是
中菲两国之间的协议，菲无
权单方面提起强制仲裁；即
使菲提出事项涉及公约，也
构成海域划界不可分割的组
成部分，已被中国 2006 年声
明所排除，不得提交仲裁。
这三个层次相辅相成，环环
相扣。其二，文件揭露菲损
害 中 国 主 权 权 益 的 非 法 行
为，包括菲多年来侵占中国
岛礁的事实以及菲借诉讼对
中国南沙群岛主权进行“切
割”的企图，为反对仲裁提
供佐证。其三，文件详细阐
述了中国拒绝仲裁方式的理
由。菲执意提起仲裁已搅动
了国际舆论，针对中国的不
公正评论不绝于耳，中国发
表政府文件可以匡正视听。

从行文看，立场文件反映
出，中国外交在维护主权权益
问题上经验更加丰富。尽管中
国外交部已多次就菲仲裁问题
表态，但以政府文件形式系统
阐释中方政策立场尚属首次。
而这份政府文件的亮点是“法
律”角度，以法律为依据，多
次引用权威国际法案例，提高
了文件的说服力和公信力，同
时，体现出中国对国际法的尊
重，回击了“中国不遵守国际
法”的歪曲言论。

发布政府立场文件是中国
外交主动策划的表现，但并不
意味着中国处理领土主权问题
的政策发生了质变。中国依然
坚持和平解决争端，也关心南
海的和平与稳定。关键是，有
关国家要认清形势，放弃强加
于人的错误做法，回到谈判磋
商的正道上来。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
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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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2 月 7 日电 12
月 7 日，中国和巴
西联合研制的地
球资源卫星 04 星
在太原成功发射
升空。当天，国家
主席习近平同巴
西总统罗塞夫互
致贺电。

习 近 平 在 贺
电中说，中巴地
球资源卫星合作
项目开创了发展
中国家在航天领
域开展合作的成
功 先 例 。 多 年
来，中巴地球资
源卫星项目成果
丰硕，为提高两
国科技水平，服
务两国经济社会
发展作出重要贡
献。04 星成功发
射，恰逢中国长
征系列运载火箭
第 200 次发射，展
示了两国科技合
作最新成果和水
平。希望双方积极
落实中巴航天合
作十年计划，加强
科技创新合作，进
一步充实中巴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
内涵，造福两国和
两国人民。

罗 塞 夫 在 贺
电 中 说 ， 不 久
前，我同习近平

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布里斯班峰会期
间会见，一致认为巴中地球资源卫星合作
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科技创新合作潜力。我
们秉承南南合作精神，将卫星图像免费向
非洲和拉美国家分享，具有历史意义。04
星成功发射有力推动了巴中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发展。巴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巴中地球
资源卫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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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运载火箭完成第200次发射

中国成第三个双百次宇航发射国家
本报记者 余建斌

长征运载火箭完成第200次发射

中国成第三个双百次宇航发射国家
本报记者 余建斌

12月7日11时26分，太原卫星发射中心，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拔地而起，搭载着中巴合作研制的资
源一号04星向大气层外飞去，卫星发射成功。

这是中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200次发射，圆满完成这次发射后，我国成为继美俄之后，世界上第
三个独立完成200次宇航发射的国家，标志着我国进入空间能力迈上了新台阶。

两个“100次”时间缩短30年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研制生产，从
1970年到2007年，历时37年实现第一个100次发射。此次长征四
号乙运载火箭的成功发射，标志着有“金牌火箭”之称的长征系
列火箭仅用7年就完成了第101至200次发射。同时，发射成功率
也从前 100 次的 93%提升到后 100 次的 98%，比肩世界航天强国。
同世界各航天强国的最近100次发射成功率相比，我国位居前列。

据航天专家介绍，1970年长征一号火箭成功发射东方红一号
卫星以来，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先后把载人飞船、月球探测器、北
斗导航卫星等250多颗国内外航天器成功送入太空，我国航天事业
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创新超越的发展道路。

40多年间，我国运载火箭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串联到捆绑、从常
温推进剂到低温推进剂、从一箭一星到一箭多星、从发射卫星到发
射载人飞船和月球探测器的重大跨越，研制形成了长征一号、长征
二号、长征三号和长征四号 4个系列 13种型号的运载火箭，成为具
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和较强国际竞争力的高科技产品。

火箭可年产20余发，实现组批投产

目前，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生产能力也得到了极大改善，由1998
年的年产8发火箭，提升到目前的21至22发，实现了组批投产。

根据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火箭专家介绍，从1970年至今，长征系列
运载火箭先后有13种型号投入使用，完成了五次重大的技术跨越。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200次发射，由我国已经建成的酒泉、西
昌、太原3个航天发射场共同完成。

目前，我国航天发射任务组织管理能力、综合性试验能力、
高密度发射能力、国际商业发射服务和开展国际航天合作能力不
断提高，满足发射低、中、高不同轨道、不同类型航天器的需
求，形成了多星多箭并行测试、快速发射评估、快速射后恢复、
快速状态转换、“零窗口”发射等核心技术。以此次完成长征火箭200
次发射的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为例，其多个发射工位已能够满足国
内外多种型号卫星发射需求，具备世界一流的低温发射能力和复

杂天候发射能力，能同时并行完成多发不同型号发射试验任务。
同时，由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北京航天指挥控制中心、远

望号海上测量船、中继卫星和其他国内外陆基测控站组成的航
天测控网，逐步实现了由陆基向天基、由地球空间测控向深空
测控的拓展，不仅能满足卫星测控需求，还能为载人航天和
深空探测等任务提供测控支持。

长征五号、长征七号两三年内首飞

据了解，为适应未来航天事业发展需要，我国正在
研制新一代无毒、无污染的大推力运载火箭，长征五
号、长征七号多项关键技术已获得重大突破。

以长征五号为例，不仅采用新型的无毒、无污染
的液氧煤油和液氢液氧推进剂，运载能力也成倍增
长，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到 25吨，地球同步转移轨
道运载能力达到 14 吨，是现役的长征系列运载火
箭最大运载能力的两倍左右，与国际上主流运载
火箭的运载能力相当。目前，长征五号、长征七号
等新一代运载火箭的研制已全面进入最后冲刺
阶段，将在今后两三年内逐步完成首飞。

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董事长雷凡培
介绍，“随着新一代运载火箭的逐渐研制成
功并投入市场，包括未来重型运载火箭的
研制，可显著提高我国进入空间的能力。”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局长、国家航
天局局长许达哲透露，中国航天发展未
来规划的重点方向，主要涵盖了大力
发展航天运输系统，稳步推进航天重
大科技工程，着力构建由遥感、通
信、导航卫星等组成的长期连续稳
定运行的国家空间基础设施，以及
加强空间科学研究等四方面内
容。其中包括积极推进太阳系行
星及小天体探测活动等计划。

据新华社北京12月
7日电 （记者钱春弦） 7
日是国际民航日，今年
也是 《国际民用航空公
约》 诞生 70 周年。中国
民航局副局长王志清在
此间表示，作为世界第
二民航大国，我国在国
际民航舞台上正发挥日
益重要的作用。

据介绍，截至2013年
底，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
量连续 9 年位居世界第
二，已成为全球第二大航
空运输系统，航空安全水
平跻身世界先进国家行
列。全国运输机场数量达
193 个，机队规模达 3664
架，国内航空公司共开通
国际航线 427 条，已通航
50 个国家 118 个城市，同
时有 56 个国家的 111 家
外国航空公司通航我国
40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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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次发射的数个第1次200次发射的数个第1次

据新华社拉各斯12月7日电 蒙罗维亚消
息：当地时间 5 日晚至 6 日中午，中国人民解放
军援利比里亚医疗队先后收治 3名埃博拉疑似
患者，这标志着由中方独立运营管理的援利埃
博拉诊疗中心正式开始收治埃博拉疑似患者。

据介绍，上述 3名疑似患者中，一名是在家

里发病多日后自行前往就诊，另两名则是由利
比里亚埃博拉指挥中心和当地一所医院转入。

目前，诊疗中心依据3名疑似患者的临床症
状和留观病人治疗方案，分别给予了相应处置和
治疗。诊疗中心已提取3人血样，送当地相关检测
机构进行化验，以确定他们是否感染病毒。

据新华社北京12月7日电 马尔代夫首都
马累海水淡化厂 4日下午失火导致部分设备损
毁，全岛淡水供应中断，15万居民面临严重水
荒。应马尔代夫政府要求，中国政府向马方提
供了紧急现汇援助和饮用水，迄今已通过两架
民航班次向马累空运瓶装饮用水，首批12吨于
当地时间 6 日晨抵马累，第二批 8 吨于当地时
间6日晚运抵。

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增派空军两架伊尔－76

飞机满载40吨矿泉水紧急起飞前往马尔代夫，按
计划于北京时间12月8日4时许抵达马尔代夫马
累机场。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正在执行
护航任务的远洋救生船暂停护航任务，已经载960
吨淡水紧急向马尔代夫马累港机动，按计划于8日
凌晨3时到达。此外，中国政府紧急调派正在印度
洋海域执行任务的海军援潜救生船长兴岛船赶赴
马累，利用自带海水淡化装置为马民众供水。该船
按计划于8日凌晨抵达。

援利医疗队收治首批埃博拉疑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