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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卫星耀太空

2017 年 12 月 11 日凌晨，酒泉
卫星发射中心，随着红色火焰喷薄
而出，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点火升
空，将阿尔及利亚一号通信卫星成
功送入预定轨道。入轨后经过 8 天
的飞行控制，卫星成功定点。

“阿星一号”是中国继向委内
瑞拉、巴基斯坦、尼日利亚、玻利
维亚、老挝、白俄罗斯等国际用户
以后，制造并交付的第 9 颗国际合
作商业通信卫星，也是中国自主研
发的东方红四号系列平台的第 9 颗
国际合作商业通信卫星。

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院长
张洪太介绍，阿尔及利亚通信卫星
项目包括卫星、运载、地面测控系
统、地面应用系统四大部分，是迄今
为止签约合同金额最大的天地一体
化项目。该项目的顺利完成，不仅为
中阿两国在其他空间领域技术合作
奠定基础，也对中国通信卫星开拓
国际市场意义重大。

同样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两个月前的 10 月 9 日，中国向委内
瑞拉出口的第二颗遥感卫星——委
内瑞拉遥感二号卫星成功发射。

中国与委内瑞拉在卫星上的合
作最早开始于2008年。2008年10月，
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
射中心成功发射委内瑞拉一号通信
卫星。这是中国国首次向拉丁美洲用
户提供整星出口和在轨交付服务。
2012年9月，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在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委内瑞
拉遥感卫星一号。这是中国航天出口
的第一颗在轨交付的遥感卫星，实现
了中国遥感卫星出口零的突破。

中国卫星“走出去”并不局限于
发展中国家，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合
作也不断增多。目前，中国与法国合
作研发的首颗海洋卫星正处于紧张
的总装测试阶段，将于 2018 年下半
年发射升空。这是中国与法国航天
合作的首颗卫星，将在应对气候变
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从1990年发射亚洲一号卫星开
始，中国商业航天国际发射经过了
将近30年的发展。截至目前，中国已
累计为 20 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卫
星组织实施了超过45次国际商业发
射，累计发射超过50颗卫星，还提供
了 10 余次国际商业搭载发射服务。
中国在航天“走出去”上迈出了坚实
的步伐。

政策技术双驱动政策技术双驱动

近年来，中国航空航天事业对外
开放晒出亮眼成绩单。而成绩背后，
离不开中国政府强大的政策支持，和
中国航天精神支撑下的攻坚克难。

2015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下发《关于航天发射有关增值税政
策的通知》，明确境内单位提供航天
运输服务适用增值税零税率政策，

实行免退税办法。同时，境内单位在
轨交付的空间飞行器及相关货物视
同出口货物，适用增值税出口退税
政策，实行免退税办法。这项免税退
税服务的实施，大大降低了卫星发
射的成本，有助于中国卫星开拓海
外市场。

国 务 院 新 闻 办 公 室 发 布 的
《2016中国的航天》白皮书中明确提
到，要积极鼓励和支持企业参与空
间领域国际商业活动。“一带一路”
空间信息走廊建设，金砖国家遥感
卫星星座建设，航天发射及搭载服
务，航天领域人员交流与培训等都
将是未来5年的重点合作领域。这些
政策支持都为中国航空商业发射竞
争国际市场保驾护航。

另外，从一箭一星到一箭多星，
从单向发射到可回收式发射，中国
的卫星制造和发射技术不断成熟。

2013年4月26日，中国用长征
二号丁运载火箭以“一箭多星”方
式，将“高分一号”成功发射升
空，同时还成功搭载发射了两个荷
兰卫星分配器和三颗分别由厄瓜多
尔、阿根廷和土耳其研制的小卫
星。而到2018年，由中国航天科工
集团公司研制的快舟十一号中型固
体运载火箭将以“一箭六星”的方
式实施首飞，这将给外国卫星搭载
服务提供更多空间。

卫星方面，中国将陆续推出新
的通信卫星公用平台——东方红三
号B平台、东方红四号增强型平台、
东方红五号平台、全电推平台等。火
箭方面，根据每一次发射需求改造
现役火箭，同时将具有更大推力的
运载火箭投入商业发射，还在可重
复使用火箭上下功夫。据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杨保华透
露，有了可重复运载火箭，低轨卫星
发射预期报价将低至每公斤约5000
美元。

更先进的燃料、更大运载能力
的火箭、更强大的卫星平台以及更
低廉的成本，必将从根本上为提高
中国商业航天的国际竞争力奠定雄
厚基础。

国际用户频点赞国际用户频点赞

“我们终于盼到卫星了”，2013
年12月21日，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
的路边挂满了这样的标语。当地人
们挥舞国旗，载歌载舞，庆祝中国帮
助他们成功发射了玻利维亚通信卫
星。玻星地面测控站主站拉巴斯站
负责人路易斯·门多萨感叹：“中国
帮助我们圆了卫星梦！”

这颗由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发射的“图
帕克·卡塔里”星是玻利维亚拥有的
第一颗卫星。有了它，玻利维亚的农
村地区不再与外界隔绝，超过 15 万
个农村家庭因此能看上卫星电视。
据玻利维亚航天局预计，在 15 年的
设计寿命内，这颗卫星将带来超过5
亿美元的收入。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是
中国的一句古训。中国帮助世界其
他国家发射卫星，不仅为当地带来
巨大的经济效益、民生福利，还提供
卫星运营、技术支持、人才培养等

“天地一体化”服务。例如，在发射阿
星一号之外，中国还为阿方培训了
323 名技术人员，从 2015 年 1 月至
2016年7月，开展了约128个学时的
教学、实际操作、参观等综合培训工
作，使阿方人员能独立操控卫星并
在将来进行更多功能的开发应用。
阿尔及利亚航天局局长奥赛迪克·
阿兹丁认为，这种高层次的人才培

养对阿尔及利亚未来航天技术的可
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四研究院
副院长、航天科工火箭技术有限公
司董事长张镝说，价格是否低廉，
是否能按需发射，以及产品的美誉
度，往往是国际商业卫星发射用户
最关心的事情。

而多年数次的成功发射证明，
中国商业卫星发射不仅具有价格优
势，发射成功率也高。据长三甲系
列运载火箭总指挥岑拯介绍，长征

系列运载火箭发射成功率已达到
98%，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产品可
靠、兼容性高，组织模式新、准备
时间短、国际信用好、履约能力
强，中国已经在国际商业发射市场
打响品牌。

阿尔及利亚驻华大使艾哈桑·
布哈利法说：“之所以选择中国，
除了技术、价格等商业因素之外，
还因为中国会传授技术，并帮助我
们培养人才，是真正能和我们同心
同德发展经济的合作伙伴。”

“图帕克·卡塔里”星发射时，
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亲自到西昌

卫星发射中心，现场观摩了卫星发
射过程，他表示：两国将不断加强
航天领域合作，未来玻利维亚发射
卫星，中国是首选合作对象。

探索浩瀚宇宙，建设航天强国，
是中国不懈追求的航天梦，这不仅
将助力中国各项事业发展，同样也将
惠及世界上更多国家。正如西昌卫星
发射中心主任张学宇所说：“中国始
终认为和平探索、开发和利用太空是
世界各国都享有的平等权利，有助于
人类的和平与安全、生存与发展。”

国际卫星发射青睐中国
本报记者 叶 子 张一琪

浩瀚太空，茫茫宇宙，中国的探索脚步从未停止。近年
来，中国越来越多地承接国际商业发射订单。仅2011年以
来，中国就完成了尼日利亚、委内瑞拉等国的卫星出口、在
轨交付、商业发射和搭载服务。

专家指出，中国航天发射次数目前已稳坐全球前三宝
座，并且中国航天发射的成功率也遥遥领先，在国际上确
立了中国航天发射品牌。中国为其他国家的卫星发射做了
哪些贡献？国际商业发射又为何青睐中国？

经过 60 余年的长足
发展，以“两弹一星”、
载人航天、月球探测为
代 表 的 一 系 列 辉 煌 成
就，展现出中国航天事
业取得的伟大进步。尤
其是近年来，中国运载
火箭成功升级换代，天
宫二号与神舟十一号、
天舟一号交会对接，嫦
娥五号蓄势待发，火星
探测正式立项，中国航
天事业密集实现突破，
为中国航天强国建设写
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某种程度而言，过
去中国航天一直致力于
实现从“跟跑”向“并
跑”迈进。如今，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中国航天已经来到
了变革的十字路口——
朝向“领跑”的方向去
努力。

航天大国偏重于硬
件、硬实力，航天强国
偏重于软件、软实力。
要 想 实 现 “ 领跑”，由
航 天 大 国 走 向 航 天 强
国，航天软实力建设必

不可少。
如何提升航天软实力？在笔者看来，需要在创

新、应用、品牌3个方面下功夫。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中国航天事业的发

展，根本的驱动力就在于创新。目前，中国只有 30％
的航天技术指标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其根本原因，就
在于中国航天的创新能力不足。实现“跟跑”“并
跑”，重在突破技术壁垒。而实现“领跑”，关键则在
创新。因此，创新能力是中国航天软实力建设的重中
之重，只有通过创新，才能引领世界航天事业的未来。

应用能力是航天软实力的另一重要指标。航天不
仅要“高大上”，更需要“接地气”，让普通民众对中
国航天“有感”。目前，中国航天的落地应用能力持续
增强。无论是“通联全球”的北斗三号卫星，还是

“观风云、知天象”的风云三号卫星，一批“高精尖”
的航天技术正逐渐转化成便民“福利”。目前，中国已
有 2000 多项航天技术成果惠及国民经济、百姓生活。
在军民融合潮流的推动下，中国航天事业的应用能力
将进一步获得提升。

将中国航天打造成为国际品牌是提升航天软实力
的必然要求。在卫星发射、导航系统、气象预测等领
域，中国已经开展广泛国际合作，并获得世界认同。
近年来，为了将认同变成品牌，中国也实施了一系列
措施。一方面，加强质量管理。比如，中国为提高火
箭发射成功率，狠抓质量管理体系建设，于 2010年通
过了质量、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一体化管理体系认
证。另一方面，提升性价比。比如，作为中国发展商
业航天的代表作，快舟系列火箭将现在发射卫星的国
际价格拉低了一半，快舟一号甲已于今年初采用一箭
三星的方式成功发射，截至目前共获得发射订单 16
个。未来，中国将继续在国际合作中提升品牌形象，
将航天事业打造成为一张亮丽的中国名片。

如今，中国航天对外合作的足迹遍布五大洲。“不
忘初心，方得始终。”胸怀航天强国梦想，就要强化使
命担当，加强技术创新和实践创造，只有这样，才能
不断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随着中国进入空间能
力进一步提升，探索浩瀚宇宙的脚步将越来越快。在
未来的征途中，中国航天必将以新的成就，标注中国
发展的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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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9日，参观者在北京科博会上参观展出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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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26日，随着遥感三十号 03组卫星发射升空，远望 3号船在南
太平洋某海域成功测控，卫星进入预定轨道。图为科技人员正在进行气
象数据观测。 亓 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