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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將研可完全重複使用重型火箭
目前已形成系列化型譜及發展路線 助力未來大規模深空探測

「重型運載火箭意義重大。代表國家進
入太空的最大能力，是航天強國的

核心標誌，是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重
要體現。」顧名坤說。中國重型火箭論證始
於2010年，經歷預研、關深等四個發展階
段，目前處於立項前論證階段。隨着運載火
箭國際發展趨勢不斷變化，任務場景逐漸豐
富，技術創新加速迭代，重型火箭方案持續
優化，發展方向更加聚焦。

具有較大運載能力的運載火箭，多由兩
個或兩個以上子級連接起來並依次工作。火
箭的子級是火箭完成一個獨立工作階段後被
拋掉的部分。每一子級都有自身的箭體結構

和動力裝置。例如，多級火箭的一子級點火
工作後推動整個火箭加速飛行，一子級工作
結束後與整個火箭分離，二子級火箭點火工
作繼續推動火箭飛行，依次類推。

顧名坤介紹，2020年以來，重複使用技
術日趨成熟，成為下一代運載火箭的重要特
徵；智能飛行等新技術應用從本質上提升火
箭飛行可靠性。中國優化了重型火箭構型，
基於重複使用和串聯構型，形成了重型運載
火箭系列化型譜及發展路線。

重型火箭基本型為三級串聯構型，地月
轉移軌道運載能力約50噸，用於執行深空探
測任務，起飛重量約4,000噸，起飛推力約

6,000噸，全箭高度約110米，箭體結構直徑
達到10米級，一子級具備重複使用能力。在
基本型基礎上，取消三子級，形成兩級串聯
構型，低軌運載能力約150噸，用於執行近
地軌道任務，一子級具備重複使用能力。隨
着重複使用技術發展，未來將攻克二子級軌
道再入重複使用關鍵技術，研製具備完全重
複使用能力的重型運載火箭。

可支撐大規模空間基建
談及重型火箭未來的應用，顧名坤表

示，該型火箭是月球科研站建設、月球資源
開發與利用，火星科研站建設、載人火星探

測等大規模深空探測活動實施的基礎保障。
此外，重型火箭還可有效支撐大規模空間基
礎設施建設，比如衛星星座、空間太陽能電
站、在軌服務與維護系統等。

重型火箭還可用於全球貨物快速運輸，
具有極大的經濟效益，有望改變傳統運輸模
式，引領航天運輸系統創新發展，帶動太空
經濟發展。

利突破高性能液體火箭發動機等關鍵技術
通過重型火箭的研製，預計將帶動突

破一系列「卡脖子」關鍵技術。顧名坤表
示，通過研製重型運載火箭，將突破高性

能液體火箭發動機、大直徑高效率箭體結
構、智能先進GNC、大型運載器子級重複
使用、無人值守加注發射、連接器自動對
接等關鍵技術，帶動中國航天運輸系統跨
越式發展，牽引航天領域關鍵技術達到世
界一流水平。

顧名坤對重型火箭的研製充滿信心。他
表示，憑借長征系列火箭豐富的研製經驗，
特別是新一代運載火箭研製和重型「關深」
攻關取得的最新成果，在保障條件及時到位
的情況下，重型運載火箭可在立項後10年左
右時間完成工程研製，為月球科研站、大規
模深空探測等重大工程實施奠定基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中國重

型運載火箭的研製進展備

受全球關注。中國航天科

技集團一院總體設計部總體室副主任顧名

坤18日透露，中國未來將攻克二子級軌

道再入重複使用關鍵技術，研製具備完全

重複使用能力的重型運載火箭。他透露，

經過6年技術攻關，中國重型運載火箭突

破了總體設計，大推力液氧煤油發動機，

大推力液氧液氫發動機，大直徑箭體設

計、製造及試驗，大功率伺服機構等為代

表的關鍵技術，目前，重型運載火箭系列

化構型總體方案已明確，並具備一子級重

複使用和兩級串聯構型的拓展能力，有較

好的任務適應性，總體性能達到國際先進

水平，兼具經濟性和可靠性。

可分為部分重複使
用和完全重複使用兩
大類。目前，中國還
沒有現役的可重複運
載火箭，但已實現
130噸級重複使用液
氧煤油補燃循環發動
機試車，突破多項關
鍵技術。SpaceX 的
可回收火箭，屬於
部分重複使用。

火箭
可重複使用技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
2023年是中國空間站工程應用與發展階段的開
局之年，今年空間站的精彩依然繼續。中國航
天科技集團五院的專家18日介紹，今年將發射
完成天舟六號、神舟十六號、神舟十七號3次載
人航天工程的發射任務，改進型的天舟飛船將
通過一次「送貨」，保障兩次總長達一年的載
人飛行任務。

年內擬安排逾60次發射任務
在軌任務方面，將首次開展大小機械臂級

聯狀態下的艙外載荷支持，首次小機械臂安裝
載荷，以及首次人貨同時出艙。同時將開展在
軌推進劑補加，電推進測試和應用，以及多項
軟件升級等任務。
航天科技集團全年宇航發射和飛行試驗次

數持續保持高位，呈現高密度常態化特點。
2023年計劃安排60餘次宇航發射任務，發射
200餘個航天器，長征系列運載火箭累計發射次
數將突破500次。其中，空間站任務是各界關注
的焦點。
五院空間站系統副總指揮敬錚表示，空間

站三艙「T」為基本構型長期飛行，今年神舟十
五號和神舟十六號乘組連續駐留，開展航天員
和貨物連續出艙，支持太空科學、材料與技術
試驗項目，並進行空間站設施設備的維護維修
和技術升級。

空間站系統將持續通過在軌任務規劃、利

用飛行數據，開展系統能力評估、設計平台升
級和能力拓展總體方案，高效支持應用和試驗
任務，發揮空間站最大效能。

談及今年空間站在軌任務的難點，敬錚表
示，航天員和貨物出艙、以及載荷支持難度
大，地面支持和研製任務重，空間站系統將持
續保障任務高效運行、建設水平領先的國家太
空實驗室，支持開展較大規模的太空科學試驗
與技術試驗，帶動中國太空科學、太空技術和
太空應用的創新發展。

在載人飛船方面，按計劃執行兩船次返
回、兩船次交會對接、三船次應急援待命，涉
及神舟十五號至神舟十八號共四艘神舟飛船。
同時，還將並行開展後續飛船的研製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天舟飛船將有更多改進。

五院貨運飛船系統副總設計師徐小平表示，貨
運飛船系統將完成天舟五號飛船在軌飛行和離
軌，天舟六號飛船的發射和飛控，天舟七號和
八號飛船的總裝測試試驗，天舟九號和十號飛
船的結構和單機研製。

其中，今年將發射天舟六號貨運飛船，分
別給神十六乘組、神十七乘組上行運輸生活物
資、乘員設備、駐留消耗；為空間站補給推進
劑，上行維修備件和艙體補氣氣瓶等；為在軌
工作上行應用試驗的設備和消耗物資；配合空
間站進行組合體軌道和姿態控制等。天舟六號
貨運飛船為改進型飛船，擴大了密封艙容積，
增加了貨物運送能力。

今年空間站開展航天員和貨物連續出艙
2023年主要航天發射工作

◆空間站

中國空間站工程應用與發展階段的開
局之年，完成天舟六號貨運飛船，神
舟十六號、神舟十七號載人飛船發射
任務。

◆北斗三號導航系統

完成3顆備份衛星發射，進一步增強
系統可靠性。

◆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衛星

發射風雲三號06/07星、環境減災二
號06星、高軌20米SAR衛星、新一
代海洋水色觀測衛星、中星26號、
中星6E、澳門科學一號A星。

◆新一代商業遙感衛星系統

計劃再發射7顆四維高景系列衛星，
為傳統、新興市場用戶提供高時效、
高性能的時空信息服務。

◆中國航天科技集團一院總體設計部總體室副主任顧名坤透
露，中國未來將研製具備完全重複使用能力的重型運載火箭。
圖為2022年10月31日15時37分，搭載空間站夢天實驗艙的
長征五號B遙四運載火箭發射。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1月18日上
午，中國國務院副總理、中美全面經濟對話中
方牽頭人劉鶴與美財政部長耶倫在瑞士蘇黎世
舉行半天會談。雙方圍繞落實中美元首巴厘島
會晤重要共識，就全球和兩國宏觀經濟金融形
勢、應對全球共同挑戰等進行了專業、深入、
坦誠、務實的交流，會談富有建設性。

中方歡迎耶倫今年訪華
雙方認為，世界經濟復甦處於關鍵時刻，雙
方加強宏觀政策溝通協調，共同應對經濟金融
等領域的挑戰，有利於中美兩國和整個世界。
雙方討論了深化宏觀經濟和金融領域合作的有
關問題。雙方認識到可持續金融合作的重要
性，同意在雙邊及聯合國、G20和APEC等多
邊框架下加強合作。雙方同意繼續支持新興市
場和發展中國家綠色低碳發展和經濟轉型。中

方表達了對美國對華經貿和技術政策的關切，
希望美方重視這些政策對雙方的影響。
中方歡迎耶倫財長今年適當時候訪問中國。
雙方同意經貿團隊在各個層級繼續保持溝通交
流。
當地時間1月17日，劉鶴在世界經濟論壇年

會上發表的致辭中表示，我們相信，經過努
力，2023年中國經濟將實現整體性好轉，增
速達到正常水平是大概率事件，預計今年進口
會明顯增加，企業會加大投資力度，居民消費
會回歸常態。
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首席經濟學家展望》
報告顯示，近三分之二的世界主要經濟學家表
示，今年世界經濟增長前景依舊暗淡，全球經
濟陷入衰退風險很高。受地緣政治局勢緊張、
美歐可能進一步收緊貨幣政策影響，歐美國家
經濟增長前景尤為堪憂。

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
顧清揚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分析指
出，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在2023年的經濟
表現是極為關鍵的。這主要體現在兩方面，第
一方面是中國經濟在2022年遭遇諸多困難和
挑戰，在2023年通過政策調整預計將在供應
鏈、生產鏈、消費需求上進行補足；第二方面
世界主要經濟體美國、歐洲、日本大概率會進
入經濟衰退，因此全球非常需要中國這樣一個
經濟增長引擎，對全球經濟發展起到托底和支
撐作用。
顧清揚認為，全球有必要將發展的主要議
題拉回到以經濟發展、經濟合作為中心。而
中國在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一直強調發展、
保障民生，這樣的理念獲得「一帶一路」倡
議參與方的廣泛認可，這也是中國的一大貢
獻。

劉鶴與耶倫會談：加強宏觀政策協調 有利中美和整個世界

◆1月18日，中國國務院副總理、中美全面經濟對話中方牽頭人劉鶴（左）與美財
政部長耶倫在瑞士蘇黎世舉行半天會談。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
報道）中國國家發改委在18日舉行
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2023年中國
將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資，引導
外資更多投向先進製造業、現代服
務業、高新技術、節能環保等領域
和中西部、東北地區，更好發揮外
資在推動產業轉型升級、保障產業
鏈供應鏈穩定等方面的作用。與此
同時，發改委強調新一年要推動海
外礦產資源開發合作，加強境外風
險監測評估，「走出去」企業行穩
致遠。
國家發改委政策研究室主任金賢
東在發布會上提到，新一年要持續
提升對外開放水平，依託中國超大
規模市場優勢，以國內大循環吸引
全球資源要素，落實「十四五」規
劃綱要部署，有序推進電信、互聯
網、教育、文化、醫療等領域開
放。健全外商投資准入前國民待遇
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繼續清理外
資准入負面清單之外的限制，保障
外資企業平等適用各項政策。
同時，將加強外商投資促進和服

務工作，推動前六批重大外資項目
加快實施，協調解決項目涉及國家

層面的用地、用海、環評、能耗等
問題。進一步暢通與外資企業溝通
渠道，及時協調解決企業反映的突
出問題和合理訴求，為外資企業擴
大在華投資提供優質服務。
此外，中國亦在謀劃推進新一年

「走出去」戰略。金賢東提到，將
促進境外投資提質增效，加強境外
投資分類指導，推動海外礦產資源
開發合作，推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
合作，深化國際產能合作和第三方
市場合作。同時，還要完善全口徑
外債管理，支持企業利用全球資源
要素拓展境內外業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觀察到，「推動
海外礦產資源開發合作」已連續幾
年作為推動中企「走出去」的戰略
重點。其政策背景，一方面中國作
為全球最大的鐵礦石等資源進口
國，保證能源安全的問題日益突
出；另一方面，2020年新冠疫情帶
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大宗商品價
格持續低迷，全球礦產資源形勢發
生新變化，海外礦產資源投資併購
迎來窗口期。去年中國成立一家新
央企中國礦產資源集團，其職責之
一是推進海外礦產資源投資。

中國新一年推動海外礦產資源開發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