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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Item 3 一般性交换意见 

 

尊敬的各国代表，主席， 

中国代表团将一如既往支持主席的工作，积极参与大

会的各项活动。感谢秘书处对本次会议举行所做的努力，

预祝本届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中方始终支持发挥外空委在促进外空全球治理与加

强外空国际合作方面的独特作用，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

主张维护以 1967年《外空条约》为基石的外空国际秩序。 

2024 年，中国航天发射次数再创新高，全年共完成
68 次发射任务，累计入轨各类航天器超 200 个。中国探
月工程发射鹊桥二号中继通信卫星和嫦娥六号探测器，圆

满完成国际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任务，成功采集月球背

面样品 1935.3 克。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圆满完成 2 次载人
飞船发射、2次货运飞船发射、2次两次载人飞船返回任
务。实践十九号可重复使用返回式技术试验卫星、海洋盐

度探测卫星成功发射，大气环境监测卫星和陆地生态系统

碳监测卫星正式投入使用，“国网星座”和“千帆星座”

两个卫星互联网星座启动建设。2025 年，中国深空探测
计划发射天问二号探测器，实施近地小行星探测和采样返

回，继续实施载人航天飞行任务，按计划推进载人月球探

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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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我国共有三型火箭进行了垂直起降飞行试
验，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突破 100次，成为我国首款发射
次数突破 100 次的火箭型号。全年商业航天火箭发射 12
次。11月 30日，中国首个商业航天发射场——海南商业

航天发射场投入使用，实施首次发射任务，成功发射长征

十二号新型火箭。 

2024 年，中国积极响应空间与重大灾害国际宪章

（CHARTER）机制，为日本石川县 7.6 级地震、巴西洪

水、也门溢油、巴布亚新几内亚滑坡等 79起国际灾害提

供民商遥感卫星数据 1394 景。中国充分发挥联合国灾害

管理与应急反应天基信息平台(UN-SPIDER)作用，针对库

克群岛和法属波利尼西亚风暴、蒙古雪灾以及瓦努阿图地

震等多次国际灾害开展应急响应，有力保障了灾情评估和

灾害救援工作。中国风云气象卫星全年为 132个国家和地

区的国际用户提供数据服务。 

2024 年，中国继续开展高水平航天国际合作，促进

航天技术造福全球人民。中国向意大利和巴西赠送了嫦娥

五号月球样品国礼。嫦娥六号任务搭载的来自欧空局、法

国、意大利的科学载荷顺利着陆月球背面开展科学工作，

巴基斯坦立方星在环月轨道成功释放并拍摄地月合照。中

国持续推动国际月球科研站国际合作，与尼加拉瓜、泰国

等十个国家和组织签署合作文件。中国和法国联合研制的

中法天文卫星在西昌卫星中心成功发射，开展伽马暴多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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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综合观测等空间天文研究。欧洲航天局、马普地外物理

研究所和法国国家空间研究中心参与的爱因斯坦探针卫

星成功发射，观测宇宙深空爆发现象。中巴地球资源卫星

06 星合作研制工作顺利进行。中国首颗高精度地磁场探

测卫星——澳门科学一号卫星科学数据面向全球开放。实

践十九号返回式卫星成功搭载澜湄及亚太空间合作组织

成员国载荷，有力落实澜湄太空合作行动计划，支撑亚太

组织健康发展。感谢国际伙伴对中国航天的信任和支持。 

2024年，中国在武汉举办首届“中国-拉美和加勒比

国家航天合作论坛”，推动中拉航天合作高水平合作开展。

中国国家航天局积极参加外空司举办的首届联合国可持

续月球活动大会、2024 世界空间论坛，巴西举办的 G20
航天机构负责人会议，俄罗斯举办的金砖国家航天机构负

责人会议，亚太空间合作组织理事会等国际会议，支持空

间技术发展进步和应用普及。 

主席， 

未来，中国将继续秉承平等互利、和平利用、包容发

展的原则，与各国广泛开展航天国际交流与合作，使航天

科技成果更好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造福全人类。后续，

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本届会议的各项议题下对中国的航天

活动进行更为详尽的介绍和阐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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