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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中国航天

人交出的成绩单格外

耀眼：新型火箭首发成

功、首个海滨航天发射

场建成使用、天宫二号

和神舟十一号载人飞

行任务圆满成功、多颗

卫星发射升空……

中国航天事业用

一个个振奋人心的新

成就，掀起阵阵航天热

潮。

393公里
中国载人航天登上新高度

2016年中秋之夜，在西北的戈壁大漠，长征二号FT2火箭托举着

我国第一个空间实验室——天宫二号飞向太空。天宫二号是我国载

人航天工程空间实验室阶段任务的核心任务，主要目的就是为中国空

间站的建造进行航天员中期驻留、推进剂补加、在轨维修等关键技术

验证。一个多月后，搭载着航天员景海鹏、陈冬的神舟十一号载人飞

船如约而至，与天宫二号在距离地球393公里高度完美对接。中国载

人航天登上新高度！

点评：飞天梦想，千年夙愿，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标志着我国载人
航天工程进入应用发展新阶段。经过天宫一号和天宫二号技术积累
后，我国预计将于2020年搭建完成空间站，而国际空间站也将同年宣
布退役，我国空间站将成为唯一在轨空间站，为各国提供服务。因而，
我国正向着建设长期性乃至永久性的空间实验室和建成中国空间工
程系统的最终一步迈进。届时，航天员和科学家太空实验活动将更加
频繁，也将为我国开发与利用太空资源打下坚实基础。

4个
航天发射场呈现新格局

2016年11月，继酒泉、太原、西昌等内陆发射场后，我国在海南建

设的中国第四个航天发射场，被正式命名为“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

这是中国自主设计建设的第一座绿色生态环保、完全对外开放的现代

化新型航天发射场。发射场由测试发射、测量控制、通信、气象、技术

勤务保障等五大系统组成，主要承担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大质量极轨

卫星、大吨位空间站、货运飞船、深空探测器等发射任务。

点评：我国的酒泉、太原、西昌三大航天发射场，分别始建于20世
纪五六十年代，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发展，已成为闻名世界的现代化航
天发射场，迄今共执行100余次航天发射任务。文昌航天发射场的建
设和使用，标志着我国4个航天发射场形成了沿海内陆相结合、高低
纬度相结合、各种射向范围相结合的发射场格局，中国航天发射场布
局开启新时代。

13.5吨
中国“太空家园”建设拉开大幕

2016年6月25日，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长征七号在海南文昌航天

发射场点火升空。长征七号成功将载荷送入预定轨道，绕地飞行13

圈，首飞成功。作为我国目前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最大的火箭，长征七号

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到13.5吨，是以往火箭的1.5倍。长征七号是我

国目前发射占位最短的火箭，这也是我国首次在海洋环境发射火箭。

点评：长征七号的发射成功，标志着我国“太空家园”建设拉开大
幕。我们火箭的运载能力越强，我们就越敢于进入太空，长征七号首飞
成功将提升中国航天综合实力，加速推进中国创建航天强国的步伐。

360万
航天测控事业迎重大突破

2016年4月，是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成立20周年。作为中国载

人航天工程和探月工程的指挥控制中枢，这里圆满完成了六次“神舟”

号飞船飞行控制任务和卫星指挥保障任务，建成了中国第一个、世界

第三个具有透明控制能力、可视化测控与指挥能力、高精度实时定轨

能力、多类型数据融合处理能力、自动化飞行控制能力的现代化飞行

控制中心，先后自主研发了两代飞控软件系统，以载人航天、探月工程

飞控软件为主体，共计360余万行代码。

点评：航天工业是尖端工业，对于一个强盛的国度而言，先进的航
空工业不可或缺，中国航天所取得的成绩有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载人
航天器的精确返回控制技术。如今载人航天器的精确返回控制技术
日渐演变成各国展现综合国力和科技“软实力”的重要手段，航天测控
探索也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

第1家
中国航天技术步入“商用时代”

2016年2月16日，航天科工火箭技术有限公司在武汉注册成立，

致力于为国内外客户提供商业航天发射服务，未来业务范围还将拓展

到卫星应用、飞船发射、深空探测等领域。据悉，这是我国第一家按商

业模式开展研发和应用的专业化火箭公司。中国航天技术步入“商用

时代”。

点评：当前全球航天技术已走到大规模工业化生产阶段，必然要
进入广泛的商业化应用阶段。而伴随着商业火箭公司的商业航天专
业化运作，火箭发射成本及履约周期有望持续降低，商业卫星发射量
有望逐步增加，火箭、卫星制造与发射、卫星应用等航天产业链上下游
持续受益。相比国家投资型航天型号任务，市场型商业航天融资迫
切，围绕相关上市公司平台的资本运作或将逐步频繁。

20次
“高常密度”发射时代到来

2016年４月６日，肩负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任务，我国首颗微重

力科学实验卫星实践十号返回式科学实验卫星成功发射。我国第二

十三颗北斗导航卫星成功发射；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的高分三号卫

星成功发射；我国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成功发射，是我国

在世界上首次实现卫星和地面之间的量子通信；我国新一代静止气象

卫星风云四号01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

点评：2016年，我国已经实施20余次航天发射，有至少15次发射
是重大专项任务或首飞任务，创造了中国航天历史上年发射量最高纪
录，中国宇航任务已经从“高强密度”转为“高常密度”。

1200亿元
航天技术成经济发展“倍增器”

经过60年的发展，航天科技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倍增器。

数据统计，截至2016年，在1100多种新型材料中，有80%是在航天技术

的牵引下完成的；目前我国已有2000多项航天技术成果被移植到国民

经济各个部门，民用航天产值已占据航天总产值的半壁江山，投入产

出比高达1∶10，成经济发展“倍增器”。粗略估计，由我国航天产业所

辐射出来的产业链，已经达到1200亿元的规模。

点评：航天科技是社会经济与科技进步的“发动机”，将不断促进
生产力的发展。它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寻找新的增长点以及国家科
技创新，都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有人统计过，航天科技一美元的投入
将换来7—12美元的回报。航天科技又被称为“技术金矿”，它对技术
的拉动和对经济增长的带动，远远高于想象。

60周年
中国航天事业发展进入新阶段

1956年10月8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

正式诞生，中国从此开始着手建立自己的航天科技工业体系。2016

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60周年。“两弹一星”、“载人航天”和“月球探

测”……一个甲子过去，中国航天已经从一张白纸变成一幅壮美的图

画。经过60年发展，中国已经是名副其实的航天大国，并正向建设航

天强国的目标阔步前行。

点评：中国航天事业是在基础工业比较薄弱、科技水平相对落后
和特殊的国情、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60年来，中国航天从
零而起，独立自主地进行航天活动，一路披荆斩棘，跨越了一个又一个
技术难关，以较少的投入，在较短的时间里，走出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
和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为推动我国科技
进步、国防建设、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报记者 赵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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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亿元
航天技术应用及服务产业稳步增长

2016年9月5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联合13家军工央企、知名

金融机构共同发起创立国华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基金，首期规模为302

亿元人民币，项目储备预计投资额超过1000亿元。该基金将立足航

天，辐射军工和中央企业，通过投资运作，加快军工科技成果转化、军

工产业市场化规模化发展、军工集团转型升级，成为国防科技工业军

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新动力。

点评：这一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航天技术应用产业和航天
服务业立足航天核心技术，坚持军民融合发展，聚焦主业，大力推进归
核化管理，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稳步提高，收入和利润圆满完成目标
任务，保持稳定增长势头，重点项目运行管控和风险防范能力进一步
增强，企业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进一步提升。

C919
我国正式进入“世界大飞机俱乐部”

2016年6月28日，成都航空公司航班号为 EU6679的ARJ21-700

飞机搭载70名乘客从成都飞往上海，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制的首架喷气

式支线客机ARJ21正式以成都为基地进入航线运营，这是我国民用飞

机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中国的天空首次迎来自己研发的喷气客机。11

月1日，中国商飞公司与东方航空签署合作框架协议，东航成为C919

大型客机的全球首家用户，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世界大飞机俱乐

部”。12月25日，C919飞机首架机交付试飞中心。

点评：C919整机的产权属于中国商飞所有，是我国自2008年启动
大飞机研制以来，首款按照最新国际适航标准研制、具有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的干线民用飞机，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提升高端装备制造
能力的标志性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