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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Item 4 空间促进可持续发展 

 

尊敬的各国代表，主席，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空间技术在社会经济可

持续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持续利用空间技术服务于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并积极开展国际合作。目前，中国在

轨稳定运行的卫星超过900颗，其中遥感卫星达400余颗，

空间技术应用已然成为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环境保护、防

灾减灾救灾以及培育新兴产业等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手

段。 

在遥感能力建设方面，2024 年，中国已发射的风云

三号 G星和 F星正式投入业务运行，与在轨的风云三号 D

星、E星组网观测，为全球提供中低纬度地区降水三维结

构信息，提升降水要素探测性能。优化风云四号系列卫星

星座布局，为更多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服务，提供天气

预报、防灾减灾救灾等所需数据支撑。 

在气候变化监测方面，2024 年 7 月，大气环境监测

卫星投入使用，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重要的数据支

撑。该星是世界首颗采用激光主动探测手段的高精度大气

环境遥感卫星，可对大气细颗粒物、污染气体、温室气体、

云和气溶胶以及陆表、水体等环境要素开展大范围、连续、

动态、全天时的综合监测。目前，已发布全球二氧化氮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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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遥感图、全球臭氧柱浓度遥感图、全球 PM2.5 产品分

布遥感图等 20 余项应用产品。 

在陆地生态监测方面，同样在 2024 年 7 月，陆地生

态系统碳监测卫星投入使用。该卫星又称“句芒号”，是

世界首颗森林碳汇主被动联合观测的遥感卫星，可实现对

森林植被高度、生物量、叶绿素荧光的定量遥感探测，更

准确地测量出植被的蓄积量和生态系统碳储量，进一步提

升全球森林碳汇监测能力。同时，该卫星还开展了大气环

境监测、高程控制点获取、灾害监测评估、农情遥感监测

等业务应用，实现了“一星多用”目标，更全面地服务全

球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在海洋环境观测方面，2024 年 11月，中国首颗海洋

盐度探测卫星成功发射。该星采用了全球首创的一维+二

维综合孔径主被动联合探测体制，通过“望闻问切”的方

式全天时、全天候获取高精度全球海洋盐度信息，3天可

实现全球覆盖，探测精度可达 0.1psu。该星入轨运行后，

将进一步完善全球海洋动力环境要 素数据获取能力，满

足全球海洋生态预报、水循环监测、短期气候预测与全球

气候变化研究等方面的业务需求，为各国海洋、减灾、渔

业、气象等领域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撑。 

在数据共享和应用方面，2024 年风云卫星为 132 个

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用户提供数据服务 150TB，面向全球 20

个国家的重大气象灾害提供 45次应急的数据服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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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个国家建设风云二号地面接收站，为 10个国家提供

CMACast 接收站的维保技术支持。为全球近 70 个国家提

供近实时的 4 大类 80 多种风云卫星数据产品，并为太平

洋岛国、东盟、泰国提供了定制化的风云地球平台，进一

步提升国际用户在天气监测和灾害预警方面的应用能力。 

为进一步服务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实现，

中国于 2021年发射的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 1号已累计向

104 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用户共享影像数据 41 万余景，

发表了多项研究成果，为落实 9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下的

17 项具体目标监测任务提供了科学依据；继续推进金砖

国家遥感卫星星座数据共享，全年共向外方共享 88 景

220GB数据。 

在国际合作方面，参与主办第 4届可持续发展大数据

国际论坛，开展首批“一带一路”气象访问学者计划，5

个国家 9名专家到中国开展为期一年的访问进修，推动发

挥风云卫星在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应用效益和国际

影响力。 

中国继续支持联合国空间应用计划，2024 年中心在

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卫星导航、小卫星技术、航天项目

管理 4 个专业方向招收留学研究生 51 人，学员来自 19

个国家，学员录取人数和国别数均创近年新高。目前中心

已实现北京-杭州两地协同办学，11月区域中心在中国北

航杭州国际校园举办了成立十周年系列活动，发布了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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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联盟行动倡议，今后将推动联合国各区域中心间资源

共享。 

主席，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联合国外空委科技小组会议在指

导空间技术应用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对已经

取得各项成就表示赞赏。中国愿意与相关国家在此方面开

展更广泛的合作和交流，并作出更大贡献。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