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年 12 月 7 日 11 时 26 分，随
着喷薄而出的烈焰，长征四号乙运载
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将中巴地球
资源卫星 04 星成功送入太空预定轨
道，这是中国航天与世界紧密合作的
又一次完美收官。

一周前，北京气温骤降。正紧张
筹备这次发射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
司董事长雷凡培，在两个会议间隙接
受了 《经济日报》 记者的采访。他
说，自 1990 年至今，中国航天的国际
商业发射之路已走过 24 年风雨历程，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已进行了 39 次国际
商业发射，发射了 45 颗卫星，提供了
10次搭载发射服务。

在 浩 瀚 苍 穹 铸 就 壮 丽 的 中 国 风
景。让中国高科技走出国门，这是雄
心勃勃的中国航天人的光荣与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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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到实现200次发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一次次腾飞，

都承载着中国航天人的光荣与梦想，更在浩瀚苍穹铸就了壮丽的中国风景。站在200次发射的新起点上，

中国航天人又义无反顾地迈向了新的长征。

1990年4月7日21时30分，一个航
天人难忘的日子，一个东方惊雷震撼世
界的时刻。在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多名外宾的注目下，长征三号火箭
将美国休斯公司制造的“亚洲一号”卫
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卫星入轨精度创
下了用户以往31颗同类卫星之最。

“亚洲一号”发射成功，让中国成
为世界第三、亚洲第一个步入国际商
业发射市场的国家，这是改革开放初
期中国高科技走出国门的标志性事件。

走向世界是航天人期待已久的梦
想。1984 年 4 月 8 日，长征三号火箭
将中国第一颗地球同步轨道通讯卫星
送上太空，表明我国已经具备发射占
有国际商业发射服务市场最大份额的

地球同步通讯卫星的能力。中国航天
人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于 1985 年 10
月 26 日宣布进入国际卫星发射服务市
场，承揽国际卫星发射服务业务。那
时，长征火箭已经实施了 12 次发射。

但是，探索苍茫宇宙并非一路坦
途，即使是走在前面的国家也遇到
诸多问题。1986 年，欧美国家相继出
现火箭发射事故，世界卫星发射服务
市场出现了发射能力严重不足、用户
排队等待发射卫星的局面。

虽然说，这对“初出茅庐”的中
国航天人提供了机遇，但用“中国
箭”发射“外国星”又谈何容易，中
国航天人走向国际市场首先面对的是
国外媒体的质疑，“羽翼未丰的中国航

天也要参加国际竞争？”
的确，中国航天人还摸不到“市

场”的门道，不知晓商务规则，不了
解谈判技巧。但他们还是勇敢地坐到
了谈判桌旁。美国一家卫星公司的开
场白是“谈判要先付谈话费”，“如果
要我们帮助编写标书，请先付 100 万
美元”。当看到中方提交的建议书只有
几页纸时，对方甩出了一句：“等你们
的建议书达到一寸厚时再来谈。”

尽管备受冷落，但植根于航天技
术大军的年轻商业团队，不畏艰难、
锲而不舍，迅速达到了市场要求。

也正是从一开始就向市场、用户
学习，学习聘律师、买保险、用贷款
等商业经验，全面按照国际规范办
事，中国航天成功加入了“国际航天
俱 乐 部 ”， 跻 身 国 际 商 业 发 射 服 务
市场。

“亚洲一号”的成功，更给年轻的
商业队伍增添了无穷信心。

在商业发射起步阶段，长征三号
火箭只能运载中型卫星。而彼时国际
通信卫星大容量、重型化已趋明显。

当时，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的王永志、王德臣等人聚在办公室里
讨论这个问题，他们提出在成熟技术
的基础上，将长征二号火箭捆绑上 4
个助推器，从而把低地球轨道运载能
力从 2.5吨提高到 9.2吨。

推销尚在图纸阶段的火箭，即使
不为独创，也实属罕见。经过艰苦宣
讲、周密论证，“纸上谈兵”成功，长
征 火 箭 承 揽 的 第 一 宗 大 买 卖—— 用

“长二捆”火箭发射澳星合同敲定。合
同规定：18 个月后“长二捆”火箭要

矗立在发射架上。
对此，国外最强劲的对手坦言，研

制大型火箭至少需要 3 年时间。更有
在招标中落败的公司嘲笑道，“如到时
候中国打不成，你们再找我们，即使出
比现在高 3 倍的价钱，我们也要考虑考
虑。”甚至有公司真为将来备好了一份
合同，只等“预言”到来的那天。

然而，18个月后，当美国大力神火箭
副总设计师史密斯看到高大的“长二捆”
火箭和巍峨的发射架矗立在西昌卫星发
射中心时，他真诚地对“长二捆”总设计
师王德臣说，“中国人说话是可信的。”

“长二捆”火箭是中国第一个为市
场量身定做的火箭，同时也造就了中国

航天“拿着草图签合同、拿着合同找贷
款、拿着贷款造火箭”的商业奇迹。

此后几年，在市场的牵引下，长征
火箭型号系列化研制不断迈出新步伐，
与阿里安、德尔塔、宇宙神等火箭一起
成为世界商业发射的主要运载火箭。

然而，1996 年“2·15”、“8·18”
发射相继失利，中国商业发射服务陷
入了低谷。

“质量问题不‘归零’，市场份额
将‘归零’”，摆脱困境的根本出路
是提高火箭的可靠性。航天人重新制
定 了 一 整 套 管 理 规 范——“72 条”、

“28 条”和“质量归零双五条”等，
采取了一系列严格的整改措施。一年
后，“长三乙”恢复发射，将菲律宾
马部海通信卫星送入轨道。此后 10
多年里，100 余次的发射，高可靠性
让长征火箭成为享誉世界的高科技
品牌。

尽管中国的商业发射有着骄人的
成 绩 ， 却 屡 屡 遭 遇 不 公 平 的 竞 争 环
境。1999 年 7 月至 2005 年 3 月，一系
列的制裁和出口限制使长征火箭的国
际商业发射中断 6 年。

与此同时，中国航天也受到客户相
对单一、产品相对单一、服务相对单一
的困扰。对中国航天来说，创新经营模
式、拓展国际化内涵，已成在弦之箭。

从 1996 年至 2004 年底，长征火
箭实现连续 41 次发射成功，让世界侧
目。另一方面，中国航天人加强了与
欧洲卫星制造商的合作，开发出不含
美 国 技 术 的 卫 星 （ITAR-Free）。
2005 年 4 月，“长三乙”将欧洲研制
的亚太六号通信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
道，重返国际商业发射服务市场。

2007 年 5 月，中国航天首次以火
箭、卫星、地面站及发射支持的整体
方式，成功发射了基于东方红四号平
台的尼日利亚通信卫星一号，实现了
整星出口零的突破。

伴随整星出口，航天国际化产业
链条也不断伸展。中国航天已由单一
火箭供应商，发展成为世界上为数不
多 的 提 供 完 整 配 套 的 发 射 服 务 、 卫
星、地面设备等航天产品及服务的系
统集成供应商。至今为止，中国航天
已为 20 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卫星发射
和搭载服务。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党委书记
兼副院长梁小虹告诉记者，除了价格具
有竞争力之外，更重要的是，中国航天
在开发国际市场时会从合作国发展科技
角度着想，为当地培养航天科技人才，
且还会帮助当地政府做很多工作，“这
为我们获取订单增加了砝码。”

中 国 航 天 矢 志 “ 走 出
去”，种种挑战，只会
让这一“长征”
更加激昂澎
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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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任何严格的制度都需
要人来执行。航天是个大系统工
程，每一次成功发射的背后都凝
聚了千万人鞠躬尽瘁的努力。太
原卫星发射中心安全部副主任樊
登峰说，为了全程监控火箭轨
迹，中心近几年铺设了不少地面
站点，有的点号方圆几十公里都
是无人区，工作人员不得不忍受
无边寂寞和长年值守，完成航区
跟踪测量等任务。一代代火箭人
怀着对祖国的大爱，甘愿做惊天
动地的事，当隐姓埋名的人。

种种努力，最终带来了长征
系列火箭发射密度和发射成功率
的双重提升。

长征火箭的 200 发，前 100
次发射从 1970 年到 2007 年，用
时 37 年，而后 100 发仅用了短
短 7 年。7 年 100 发的频次，继
俄 3 年 100 次、美 5 年 100 次之
后位列世界第三，远远超过欧洲
的 15 年 100 发 以 及 日 本 和 印
度，意味着中国航天进入到高强
密度发射期。

火箭的发射质量也不断提
升，前 100 发成功率 93%，后
100 发成功率一跃达到 98%，与
欧洲阿里安火箭的可靠性并列第
一，超过了美、俄。

如今，在国际市场上，我们
不再像 20 年前那样仅仅提供火
箭发射服务，而是用中国火箭、
中国卫星、中国测控设备，提供
全套的卫星在轨交付服务。航天
科技集团企业文化部副部长王双
军说，“中国卫星发射的可靠技
术已得到国际公认。我们近几年
主要采用整星在轨交付方式，提
供包括技术人员培训在内的一体
化解决方案。”

跨越发展，
在宇宙留下中国印记

“ 杨 利 伟 遇 到 过 的 共 振 危
险，今后的宇航员不会再有了。
不仅如此，他们的感受还会越来
越舒适。如果说，杨利伟坐的神
舟五号飞船相当于夏利，那么聂
海胜坐的‘神六’就相当于桑塔
纳，而翟志刚坐的‘神七’就相
当于奥迪。等我们的长征五号火
箭出来，宇航员会更舒服。”站
在崭新的全箭振动试验塔前，陶
刚自豪地向记者介绍说。

陶刚是航天科技集团中国运
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下属的天津航
天长征火箭制造有限公司总经
理，负责位于天津的新一代火箭
生产基地的管理工作。“基地建设
到目前为止，和产品研发同步。
我们的生产工艺、布局、设备、技
术，全都对标世界先进。部分工
序已实现自动化生产。”陶刚说。

天津基地中正在生产的，就
是为适应未来航天事业发展需要

而研发的新一代火箭，长征五号
和长征七号。即将完成研制的新
一代运载火箭采用了无毒、无污
染推进剂和新型大推力发动机，
在继承现役运载火箭技术基础
上，攻克了 5 米直径箭体结构设
计制造、助推器摆动控制、控制
系统冗余等数十项关键技术难
关，运载能力和火箭性能都将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

与现在的国际主流先进火箭
相比，我国现役运载火箭的运载
能力和发动机水平等方面都存在
较大差距，这些都将在新一代火
箭投入使用后得到弥补。

我国现役运载火箭近地轨道
（LEO） 运载能力 8.6 吨、地球
同步转移轨道 （GTO） 运载能
力 5.5 吨，与目前国外先进水平
相比明显偏低。“长征五号将达
到低轨 25 吨、高轨 14 吨的运载
能力，以便承担空间站建设、探
月工程三期等重大任务。”长征
五号运载火箭主任设计师黄兵告
诉记者。

我们还将有新一代的发射中
心——海南。这是我国的第四个
航天发射场，也是最低纬度的发
射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董
事长雷凡培说，海南发射场是我
国离赤道最近的一个发射场，对
于提升我国火箭运载能力，意义
十分重大。预计到 2016 年，长征
七号、长征五号，都将在这里实现
首飞。

雷凡培表示，新一代运载火
箭的推出是一次巨大的技术跨
越。在新一代运载火箭各型号经
历多次飞行考核后，目前正在服
役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将逐步退
出历史舞台，在 2030 年左右实
现新老火箭全面交替。

不仅如此，我国还规划了起
飞推力在 3000 吨上下、近地轨
道运载能力在 100 吨左右的重型
运载火箭的发展构想，以满足未
来载人登月、大规模深空探测等
任务的需求。“计划用 15 年左右
的时间完成重型运载火箭研制，
2030 年左右实现首次飞行。”雷
凡培透露。

探索宇宙空间，是全人类的共
同命题。200 发，只是中国火箭

“长征”途中的一个节点。在中国
人放眼宇宙的“长征”雄图上，还有
更加浓墨重彩的篇章等待书写。

放 眼 宇 宙 的 “ 长 征 ”， 其
实，才刚刚开始！

本版编辑本版编辑 王薇薇王薇薇 胡文鹏胡文鹏

美美 编编 夏夏 一一 朱朱 磊磊

浩瀚宇宙的中国“长征”

更 多 2014·中 国 故 事

系 列 报 道 请 扫 二 维 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