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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至 11月中旬的 30天

里，“天宫二号”和国际空间站同

时在近地轨道内运行，两个太空

设施内都有航天员驻守，这种情

况在世界航天史上还是首次出现。

“天宫二号”发射成功以及与

“神舟十一号”飞船的成功对接，

意味着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可能

成为全球第一个独立拥有宇宙空

间站的国家。

纵观中国的航天事业，大有

后来者居上的气势。在短短的几

十年，取得如此成就，中国靠的

是什么？

自力更生可谓中国航天人不

变的信条。1970年，中国利用长

征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

卫星，这让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

第五个能独立发射人造卫星的国

家。从此，中国正式进入了“太

空俱乐部”时代。

在当时，中国正夹在美、苏两

个超级大国之间，一边是美国对中

国长达20年的经济封锁和政治压

制，另一边是苏联单方面撕毁中苏

协定，撤走专家并要求中国偿还贷

款。中国就是在这样恶劣的外部环

境下，依靠自己的决心和实力，迈

出了走向太空的第一步。

2003年，“神舟五号”载人

航天飞船成功返回后，曾经参与

“阿波罗”登月的美国航天界元老

奥尔德林呼吁，“美国宇航局应考

虑在国际空间站上为中国‘飞

人’铺开‘欢迎的地毯’。”俄罗

斯航天专家当时也表示，有意邀

请中国参加国际空间站的建设。

然而，美国对中国航天事业

的崛起一直心怀戒备。为了保持

美国在太空探索领域中的优势，

美国一直拒绝中国参与国际空间

站计划。于是，中国被迫开始独

立研发宇宙空间站的计划。

美国“欢迎的地毯”没有

向中国铺开，中国却在自己航

天事业攀上高峰之际，向世界

展开怀抱。

当中国在向全世界展示自己

的航天技术实力的同时，中国也

向世界发出了邀请——中国载人

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杨利伟曾

在采访中透露：“中国空间站预留

了很多将来与世界各国进行合作

的平台，设计了能与其他航天器

对接、进行舱段级合作的接口。”

在国际空间站的技术合作

上，中国选择欢迎而不是拒绝，

选择合作而不是对抗，选择开放

而不是封闭。这充分反映了中国

追求互利共赢的良好心态。正如

今年9月在中国举行的G20峰会

的4个关键词“创新、活力、联

动、包容”所指，无论是在经济

层面还是技术合作层面，中国正

致力于构建一个全球共享的新时

代。这是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

国，以真正“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的心胸，对全世界践行大国责任，

展示大国风范的态度。在这一点

上，中国向世界展示了一个负责任

的国家应有的大气和豪迈。

中国的航天事业，伴随着国家

实力的崛起，逐渐“后来者居上”，

在全球范围内跻身航天强国之列。

同时，中国以更自信、更开放的心

态，愿意与世界各国合作共同推动

人类航天事业的发展，必然会给国

际间的太空合作带来新的气象。

后来者居上，中国靠什么？
杨俊峰

■ 中国在太空“安家”

“在广阔宇宙的一隅，还有一艘宇宙飞船，
乘坐着两名宇航员。这一画面印入脑海时，
（我）感到很激动。”这是在国际空间站执行任务
的日本宇航员大西卓哉日在自己撰写的一篇文章
中所说的话。

文中提到的“宇宙飞船”就是“天宫二
号”，而“两名宇航员”，则是景海鹏和陈冬。
显然，中国宇航员进驻“天宫二号”空间实验
室的消息让国际空间站内的宇航员也颇为兴
奋。无独有偶，当看到有关“天宫二号”的电
视新闻时，国际空间站站长、俄罗斯航天员阿
纳托利?伊万尼申高兴地说道：“我们不再孤单
了。”

与如今中国载人航天事业获得的喝彩相比，
曾经的中国，却经历过一段被人排挤、卧薪尝胆
的岁月。

1992年，中国开始实施载人航天工程，并确
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然而，相对于初定
计划时的信心满怀，“三步走”在起步时就显得
举步维艰。1983年，美国总统里根首先提出打造
国际空间站的设想，并邀请了全球16个国家参
与。当时的中国也努力寻求加入的机会。然而，
从开始计划到1993年正式实施，美国以涉及军事
用途为名，一直反对邀请中国参与。

失去国际合作的机会，意味着中国在载人
航天的征程上，将布满更多荆棘。好在被拒之
门外的中国航天人并没有因此受挫。仅在6年后
的1999年，中国就成功发射了第一艘无人试验
飞船“神舟一号”。此后，中国又先后发射神舟
系列的4艘飞船，并在神舟五号发射、杨利伟成
为中国“太空第一人”后，完成了载人航天的
起步阶段。

随着“天宫二号”在太空“安家”，中国载
人航天工程进入了第二步中的关键环节，同时也
为建造中国空间站打下基础。“天宫二号”、“神
舟十一号”飞行任务先后圆满完成，标志着我国
完整掌握载人航天器太空长期驻留技术，具备了
建设空间站的基础能力。
“中国不是最早进入宇宙空间的国家。换一

个角度理解，这样反而有后发优势。近年来，信
息技术、新能源、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进
步，将综合体现在中国空间站上。”中国载人航
天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说。

■ 向世界张开双臂

虽然曾经受到排挤。但独立自主逐步实现航
天目标的中国，在“天宫二号”以及未来的空间
站建设上，却大方向世界张开了双臂，热情迎接
国际合作。

据载人航天空间应用系统总设计师赵光恒介
绍，“天宫二号”作为中国首个真正意义上的空
间实验室，搭载的实验项目达到了史无前例的
14 项，其中两项由驻留 30 天的航天员直接参
与操作，一项为国际合作。
“我们一贯坚持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透

明开放的原则下，积极开展载人航天领域的国
际合作与交流，和世界各国一道共同推动世界
航天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
闻发言人、办公室副主任武平介绍说，载人航
天工程实施以来，中国先后与俄罗斯、德国、
法国等国家，以及欧空局等机构和组织签署了
多项政府间和机构间的协议，并且开展了务实
的技术合作。

事实上，“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发射时，中国
就邀请了德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巴基斯坦以
及欧空局航天同行现场观摩，期间还将开展各国
交流活动，进一步推进技术合作的务实开展。

中国在载人航天事业上的开放姿态，也进一
步吸引着国外航天专家的目光。俄罗斯齐奥尔科
夫斯基航天研究院院士热列兹尼亚科夫表示，自

己非常希望中俄尽快开展大规模航天合作，从而
推动两国进一步开发、完善各自的航天技术，促
进太空开发。
“中俄开展航天合作时还可以联合其他国家

共同实施大型航天计划，假如能吸引其他金砖国
家或欧洲国家参与月球开发，那么在2020年前后
各合作伙伴国一定会在月球上拥有前哨站点。”
热列兹尼亚科夫说。

■ 为全人类造福

随着“天宫二号”入驻太空，世界航天事业
的“剧情”也迎来了“神反转”。由于美国、俄
罗斯等国家主导的国际空间站计划运行到2024
年，而中国又计划在2022年打造自己的空间站。
“这意味着届时中国或将成为全球唯一一个拥有
在轨空间站的国家。”法新社报道称。
“天宫二号”担负的重要使命显而易见。当年

中国制定载人航天“三步走”战略，即第一步，发射
载人飞船，开展空间应用实验；第二步，发射空间
实验室，解决有一定规模的、短期有人照料的空间
应用问题；第三步，建造空间站。

如今，“天宫二号”的发射标志着中国载人
航天工程进入第二步中的关键环节，同时将为载
人航天工程第三步，即建造中国空间站打下基
础。根据计划，“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上的诸
多科学实验仍将继续。同时，2018 至 2022 年
间，中国将陆续发射空间站的核心舱和两个实验
舱。一流的太空实验平台将为科学家们取得世界
级的重大突破提供条件保障。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办公室主任王兆耀表示，随着中国空间站建设的
稳步推进，到2022年前后，中国载人航天三步走
发展战略目标将全部实现。

作为人类开展太空实验、探索宇宙的平台，空
间站是中国载人航天“三步走”战略的最高目标。
“载人航天工程是中国规模最大、投入最多、持续
时间最长的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空间站是中国载
人航天20余年发展成果和效益的集中体现。”载人
航天工程空间应用系统总指挥高铭表示。

而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成为为数不多，甚
至是唯一在太空“安家”的国家。对此，中国对
“天宫二号”以及未来的空间站的意义有着清晰
的认识。“空间站的神圣使命是成为太空中的中
国国家实验室，支持科学家从事前沿科学探索、
空间技术研究和空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最终目
的是为全人类造福。”周建平说。

在太空“安家”

与世界携手

“天宫二号”为中国建成空间站打下基础

本报记者 卢泽华

“中国人干得棒极了！”

11月18日，在“天宫二号”驻留了30天的航天员景海鹏、陈冬，搭载“神舟十一号”

返回舱安全着陆，对此，俄罗斯齐奥尔科夫斯基航天研究院通讯院士尤里?卡拉什发出这样的
赞叹。“天宫二号”作为继天宫一号后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二个空间实验室，意味着中国离建造

空间站的目标更进一步。而在中国向“宇宙强国”逐渐迈进的过程中，“天宫二号”逐渐成为

国际与中国进行太空合作的一张闪亮名片。

徐 骏作（新华社发）

▲ “天宫二号”发射时展开太阳电池翼
新华社记者 高 微编制

“天宫二号”面面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