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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20 世纪 50 年代，人类利用航天技术开辟了探索外层空

间的新时代，进入 21 世纪，人类迎来了空间探测活动的新

热潮。迄今为止，人类研制的各类航天器已成功实现了对太

阳系行星、月球以及其它一些天体的探测，其中，开展月球

探测 122 次，成功或部分成功 59 次；开展火星探测 38 次，

成功和基本成功 17 次；对其它天体进行了 68 次探测，成功

和基本成功 44 次。进入 21 世纪，世界各主要航天国家纷纷

出台自己的空间探测战略和规划，美国先后出台了“新太空

计划”和“全球探测战略”，将空间探索的目标明确地指向

重返月球和登陆火星；欧空局的“曙光女神”计划，也提出

在 2033 年左右登陆火星；日本和印度的月球探测器预计分

别在今年和明年发射。近几年有影响的空间探测活动主要

有：2003-2006 年，欧洲“智慧-1”号（SMART-1）月球探测

器对月球进行探测，并成功撞击月球；美国的“勇气”号和

“机遇”号探测器于 2004 年先后登陆火星，对火星进行了

详细勘察；欧洲“惠更斯”探测器于 2005 年成功地在土星

的第六颗卫星（土卫六）上实现了软着陆探测； 2005 年，

美国的“深度撞击”号（Deep Impact）探测器经过 4.31 亿

千米的飞行后，成功撞击“坦普尔-1”彗星，并首次获取了

大量彗核碎片信息。此外，还向水星、金星、冥王星等发射

了多种探测器。国际空间探测活动异常活跃，人类迎来了空

间探测的新一轮热潮。 

新世纪，我国的空间探测活动也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

段。2000 年和 2006 年，我国政府分别发布《中国的航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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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皮书，近期，《“十一五”空间科学发展规划》和《航天“十

一五”规划》也陆续发布实施，这些都成为我国空间探测发

展的指导性文件。“十五”期间，我国成功实施“双星探测”

计划，开展了我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空间探测活动。目前，

月球探测一期工程顺利开展，预计在今年下半年发射“嫦娥

一号”绕月探测卫星，并已完成月球探测二期工程的论证。

近期内，我们还将开展中俄火星空间环境探测计划、中俄合

作世界空间紫外天文台计划、天文卫星计划等项目。 

二、我国空间探测的发展原则 

在空间探测新的发展阶段，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保

证空间探测活动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又好又快地发展、不断

提升我国的航天实力，使空间探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

建和谐社会服务，我国开展空间探测活动应该遵循以下发展

原则。 

1. 坚持崇尚科学勇于探索创新，与人类不断增长的探

索需求相统一 

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愿望与需求，与生俱来，与时俱

进。2004 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戴威-格洛斯（David Gross）

曾经说过：“科学是由于人类对自然的无知而驱动发展的”。

在探索源动力的驱使下，我们获得了越来越丰富的知识和越

来越多的重大发现。空间探测活动正是人类对未知世界进行

探索的集中体现，已成为人类了解宇宙、认识地球、探索梦

想的重要途径。许多人都记得现代航天事业的奠基人齐奥尔

科夫斯基的那句名言：“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人类不会永远

躺在这个摇篮里，而会不断探索新的天体和空间。”随着每

一次空间探测活动的开展，人类对自己所居住的星球及其所

置身的茫茫宇宙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这些新的发现和认识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 

中华民族的探索和创新精神历史悠久，对世界文明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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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著，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探索创新精神是我们的责任。

单就探索宇宙而言，我国古代就有许多辉煌记录。例如：早

在公元前 18 年中国就开始系统记录太阳黑子，比欧洲早了

1500 年；公元前 1400 年至公元 1600 年间，中国有 90 项超

新星记录；中国早在公元前 1361 年就有日食记录；公元前

1600 年至公元 1600 年间有 581 项彗星记载；公元前 467 年

就有哈雷彗星的记录
2
。这些伟大的发现，源于我们祖先孜孜

不倦的探索创新精神和勇气。在当代，我们进行空间探测，

利用航天技术在地球以外进行宇宙探索，正是中华民族这种

探索创新精神的延续。作为中华文明的传承者，我们要继承

和发扬探索创新精神，与时俱进。通过空间探测活动，解决

技术“瓶颈”问题，提升中国航天的自主创新和持续发展能

力；孕育重大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为人类文明做出与我国

的大国地位相称的卓越贡献，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留下历

史的见证。 

通过开展空间探测，倡导科学精神，提升民族的科学水

平。空间探测是最富有吸引力、激发想象力、鼓励创新力的

领域，也是向全社会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的重要领

域。开展空间探测活动，普及科学知识，可以影响几代人，

甚至引领青年人未来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一个历

史性的工程。当前，广大公众对于航天高科技、探索宇宙奥

秘有着很高的热情，我们的空间探测计划要通过各种方式获

得公众的关注和支持，广泛吸引公众参与，满足社会和公众

不断增长的探索新知的需求，并引导、激发和培养公众，尤

其是青少年热爱科学技术和探索创新精神，提升全民族的科

学水平。 

2．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与我国经济社会科技的发展

相结合 

空间探测活动必须适应经济、社会、科技发展的需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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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承受力，这是保持空间探测活动循序渐进、可持续发展的

基本要求。例如，欧洲《宇宙憧憬（2015-2025）》认为，在

现有投入的基础上，“今天的科学依赖每一位公民的贡献。

在欧洲这意味着要求每一位欧洲人每年投资一欧元在两个

同等重要的高尚目标：一是获得对宇宙的更多认识，二是推

动急需发展的欧洲宇航工业。”——没有欧洲人的经济基础、

没有纳税人的认同意识，发展欧洲航天是难以想象的。《2006

年美国航空航天局战略计划》指出：“NASA 战略计划的前提

是经济保持繁荣……，公众能够继续支持美国的空间计

划。……国家经济实力或公众支持率的变化都可能影响 NASA

目标的实现。” 

我国空间探测的发展，也要与国家经济、社会、科技发

展相协调，不能脱离经济基础与社会发展的承受能力、科技

发展水平和能力。我们在制定空间探测计划、选择空间探测

项目时，要根据我国的科技实力和经济能力，将有限的资源

投入到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上，有所为，有所不为，突出重

点，确定符合国情国力的空间探测计划或项目。 

我国制定空间探测计划时，要综合考虑计划项目对国家

急需技术发展的牵引与拉动，综合考虑满足经济、社会发展

的需求，以及支撑和带动航天产业的发展。因此，我们将优

先支持面向重大科学问题的自主创新性项目，重点支持日地

空间环境、太阳系探测以及空间天文学，持续支持空间环境

利用（包括微重力，空间生命科学和空间对地观测），积极

鼓励空间科学领域的公众教育和国际合作。 

3．坚持“大航天”的观点，与各类航天活动的开展相统筹 

“大航天”概念为我国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和空间科学

的统筹发展提供了依据。中国政府在 2000 年和 2006 年先后

发表的《中国的航天》白皮书，都把中国航天的内涵由航天

工业拓展为内在有机联系的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和空间科学

三个组成部分，构建了中国的“大航天”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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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国空间探测活动已经贯穿“大航天”活动的方

方面面，空间技术为开展空间科学研究、空间应用提供基础

和手段，空间应用、空间科学的发展对空间技术与活动不断

提出新的要求。 

我们应准确把握三者的辩证关系，合理部署各种航天活

动。做到：统筹规划，协调发展空间技术、空间应用与空间

科学。采用“优先安排”、“积极支持”、“适度发展”和“跟

踪研究”四种不同方式部署航天活动三个领域的各项工作，

使空间探测与各类航天活动的开展相统筹。 

4．坚持大科学大系统思想，使各类空间探测活动相协调 

我们要按大科学的思想进行空间探测活动的选题。空间

探测活动呈现出明显的多学科、多领域、多层次交叉与融合

的特点，它从科学目标着手，需要长期投入进行基础研究和

大型设备、设施的支撑，其科学成果往往具有连带性、综合

性的影响和效应。因此，空间探测是最集中体现大科学特征

的领域之一。我们要把握这个特点，按大科学的思想进行选

题，遵循大科学的研究规律，来进行空间探测。 

我们要按大系统的思想组织空间探测活动。宇宙是一个

有机联系的大整体，空间探测活动之间高度关联。例如：对

月球、火星及太阳等的探测活动有着内在联系，其使命、目

标、任务的设定要相互协调。目前世界各国正在开展和计划

中的航天活动，越来越表现出大系统研究与组织的新趋势。

各类空间探测活动需要按大系统的思想统筹安排，采用系统

工程的方法来组织实施。 

我国已经开展及将要开展的空间探测计划，如：正在实

施的月球探测工程，今后对太阳、火星等天体的探索等，都

正在按照大科学、大系统的观点进行整体规划，使我国开展

的各类空间探测活动能够相互协调。 

5．坚持前瞻性和可持续性，与空间探索的规律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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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空间探索计划，往往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准备和发

展时期，国际空间探索的经验表明，长远的战略视野和系统

的战略规划至关重要。21 世纪以来，世界主要航天国家不断

调整航天政策和航天战略，相继制定长达 20-30 年的空间战

略路线图，以前瞻性的视野、从长期发展的角度确定空间探

索的科学任务和长远目标、明确空间探测未来的发展方向和

重点，以保证空间探测活动的可持续发展。空间探测所呈现

出的前瞻性和可持续性的特点，是我们应遵循的客观规律。 

我国开展空间探测，要以前瞻性的视野瞄准国际上最先

进的前沿领域，明确我国空间探测活动的未来发展方向，在

长期、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形成自己的特色。 

要保证我国空间探测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要在跟踪发展

的基础上制定系统科学的发展战略和中长期发展路线图，统

筹规划、超前部署；通过规划、计划的不断更新、补充和滚

动发展，保持项目和规划发展的稳定性、前沿性和可持续性；

加强基础研究、注重原始创新，为空间探测的可持续发展奠

定基础。 

6．坚持开放与合作，与国际空间探测活动相接轨 

太空属于人类，航天需要合作。空间探测是属于全人类

的事业，具有很强的开放性，需要各国的共同参与和努力，

国际合作已成为空间探测的大趋势。越来越多的航天大国在

各自的空间探测规划中，都着重强调了国际合作的重要作

用。我们进行空间探测，要在平等互利、和平利用、共同发

展的原则基础上，增进和加强国际合作。 

我们要通过国际合作，积极学习别国的技术和经验，提

高空间探测能力。空间探测项目投入之大、技术要求之高，

仅凭一国之力往往难以完成。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今后

很长一段时期内仍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目前对空间探

测活动的投入十分有限，技术和经验还比较欠缺。这要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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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许多探测活动中要“借船出海”，参与合作。我们与俄

罗斯联合开展火星空间环境探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通

过合作，我们可以获得技术支持、减轻经济负担、学习技术

与管理经验，从而促进我国空间探测的发展。 

我们也要通过创新项目吸引别国参与，以我为主开展合

作。例如：在双星探测计划中，正是因为我国科学家提出了

创新思想并具备相应的技术能力，使欧空局的地球空间环境

探测项目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从而促成了我国与欧洲在这

一领域的合作，成为中国航天开展国际合作的成功范例。自

主创新是国际合作的基础和前提，我们要依靠自主创新，以

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合作，提高我国空间探测的水平。 

三、结语 

“十五”期间，我们实施了“地球双星探测计划”和月

球探测一期工程。 

“双星计划”是“十五”期间执行的项目，它是我国第

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空间科学探测计划，也是我国以我为主、

首次与欧空局进行的从技术到应用的高层次、全方位、实质

性的对等合作。该计划已经圆满完成科学探测任务，它的成

功实施，推动了我国与欧空局在空间科学与技术上的全面合

作，并提高了我国空间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和空间科学的跨

越式发展。 

实施月球探测工程，是我国近地空间环境探测之后，迈

向行星际探测的第一步。这一工程具有诸多重要意义：它将

推动我国空间科学和航天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大幅提升空间

技术和空间科学研究的能力；这项工程充满着诸多挑战与创

新，将带动和促进我国一批高科技以及基础科学的发展；同

时，它还能增强民族凝聚力，激发青少年热爱科学和勇于探

索的精神；并对推动我国航天领域的国际合作产生重要影响。

我国月球探测工程将分“绕”、“落”、“回”三个发展阶段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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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目前，一期“绕”月探测工程的首颗月球卫星“嫦娥一

号”已通过评审出厂，计划在 2007 年 10 月发射，卫星预期

在轨运行一年；二期“落”月探测也已通过论证。 

“十一五”期间，我国还将安排空间硬 X射线调制望远

镜（HXMT）和返回式科学实验卫星 2个自主工程项目，中俄

火星空间环境探测计划、世界空间紫外天文台计划、中法天

文卫星计划、中法合作太阳爆发探测小卫星计划等 4个国际

合作计划，太阳空间望远镜（SST）和“夸父”计划 2 个背

景型号项目。 

空间探测作为我国航天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在

党中央国务院直接领导和亲切关怀，以及全国人民的大力支

持下发展起来的。未来二十年是我国航天发展的机遇期，国

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都为航天的

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平台。我们要抓住机遇、通力合作、努力

发展，使我国的空间探测事业服务于国家发展并得到又好又

快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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