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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vo！”“太棒了！”

6 月 22 日 15 时 00 分，西昌卫星发

射 中 心 ，中 法 天 文 卫 星（SVOM）在 长

征二号丙运载火箭的托举下升空，随

后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

将开启探秘伽马暴的重要任务。这是

中法两国在航天领域的又一重要合作

成果。

今 年 是 中 法 建 交 60 周 年 。 从

2005 年启动论证到成功发射，中法天

文 卫 星 倾 注 了 两 国 科 学 家 和 工 程 团

队的心血和努力，成为两国友谊的生

动见证。

中法天文卫星肩负着一项重要任

务——探秘伽马暴。

伽马暴是除宇宙大爆炸外最剧烈

的 爆 发 现 象 ，被 称 为“ 宇 宙 深 处 的 烟

花”。此前，我国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

“拉索”精确测量了迄今最亮伽马暴的

高能辐射能谱。而随着此次中法天文

卫星的发射，对伽马暴的研究将向更高

处攀登。

中法天文卫星中方首席科学家魏

建彦介绍，伽马暴来自数十亿乃至上百

亿光年外的“宇宙深处”，对其进行深入

观测和研究有助于人类解决天体物理

学、物理学以及基础科学中的若干重大

问题，还有望揭开更多宇宙诞生之初的

科学奥秘。

据介绍，此次中法天文卫星的科

学目标是：发现和快速定位各种类型

的伽马暴；全面测量伽马暴的电磁辐

射性质；利用伽马暴研究宇宙的演化

和暗能量；快速后随观测引力波等天

文暂现源。

剧烈且短暂的伽马暴如何“捕捉”？

伽马暴是令天体物理界着迷的天

文现象，同时又是基础物理领域青睐的

“极端物理实验室”。然而，它的出现不

定时、不定地点，且变化非常快、持续时

间短。要想“捕捉”到伽马暴，既需要

“广撒网”，又需要迅速精准观测，难度

可想而知。

为了更好地探测伽马暴，中法天文

卫星配置了中方研制的伽马射线监视

器、光学望远镜和法方研制的硬 X 射线

相机、软 X 射线望远镜 4 台科学载荷，

观测波段覆盖了从高能到近红外波段，

是迄今为止全球对伽马暴开展多波段

综合观测能力最强的卫星。

4 台科学载荷中，伽马射线监视器

和硬 X 射线相机为大视场探测仪器，负

责“张开大网”，使得观测视野范围角度

面积在 1 万平方度左右，相当于覆盖全

天的四分之一，可以捕捉天空中无法预

测的伽马暴。光学望远镜和软 X 射线

望远镜则负责高精度观测。一旦发现

目标后，卫星会自动转向目标，利用两

个小视场望远镜对准开展长时间的高

精度观测。

中法天文卫星启航，也是中国奔赴

星辰大海，推进国际合作的见证。

了解和探索宇宙是全人类的共同

梦想。从 2018 年中法海洋卫星成功发

射，到嫦娥六号探测器搭载欧空局、法

国、意大利、巴基斯坦的国际载荷，再到

今天的中法天文卫星成功发射……中

国航天持续展现“国际范”。

“ 我 们 建 立 了 深 厚 友 谊 ，也 见 证

了 中 国 航 天 事 业 的 迅 速 发 展 。”中 法

天文卫星法方首席科学家贝特朗·科

迪尔说。

探秘宇宙，需要国际社会携手向

前。参与中法天文卫星项目的中法两

国科学家表示，期待中法天文卫星带

来更多的科学发现，也期待两国进一

步加强航天交流与合作，共同实现航

天梦想。

（新华社西昌 6月 22 日电 记者

徐鹏航、袁睿）

中法天文卫星启航 共探宇宙深处奥秘

搭载中法天文卫星的长征二号丙

运载火箭 22 日在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

心发射升空。这颗卫星是中法两国联

合论证研制的空间科学卫星，将开启

探秘伽马暴的重要任务。

中法天文卫星是两国航天合作的

最新成果。中法航天合作由来已久，

早在 1977 年，中国航天技术代表团访

问法国空天科技研究机构，拉开两国

在航天领域长期合作的序幕。1997 年

两国政府签署合作协定以来，中法在

对地观测、深空探测、卫星研制、月球

探索、载人航天等领域的合作加速，取

得丰硕成果。2018 年 10 月，中法合作

研制的首颗卫星——中法海洋卫星成

功发射。2023 年 4 月，法国总统马克龙

访华期间，中国向法国赠送了 1.5 克科

学用月球样品，帮助两国科学家进一

步探寻宇宙奥秘。今年 6 月，嫦娥六号

探测器搭载了法国月球氡气探测仪在

月球着陆，这是中法首次开展探月合

作，也是法国首个着陆月球航天项目。

中法携手探索太空是中国与各国

加强航天合作的缩影，是中国同世界共

享探索机遇的生动写照。长期以来，中

国坚持在平等互利、和平利用、包容发

展的基础上，深入开展航天国际交流合

作。去年，中国宣布嫦娥五号月球科研

样品将面向国际开放申请，欢迎各国科

学家共同研究、共享成果。嫦娥六号

“国际范儿”十足，除了法国月球氡气探

测仪，还搭载了欧空局月表负离子分析

仪、意大利激光角反射器、巴基斯坦立

方星等国际载荷，一同进行科学探测。

中国还向全世界发出邀请，欢迎所有致

力于和平利用外空的国家和地区与中

国开展合作，一起参与中国空间站飞行

任务。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司司长霍

拉-迈尼认为，中国是一个广受尊重的

航天大国，期待进一步加强与中方在和

平利用外空领域的合作，更好利用航天

技术，造福全人类。

中国的太空“朋友圈”，不是封闭

的“ 俱 乐 部 ”，也 不 是 排 外 的“ 小 圈

子”。中国主张所有国家享有不受歧

视地参与和平利用外空的权利，推动

航天成果惠及全球。在巴西，中巴地

球 资 源 卫 星 守 护 着 热 带 雨 林 ；在 老

挝，“老挝一号”通信卫星为边远山村

送 去 了 远 程 教 育 信 号 ；在 塔 吉 克 斯

坦，萨雷兹湖大坝管理人员利用北斗

系 统 进 行 大 坝 变 形 监 测 …… 中 国 把

构 建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理 念 引 入 太 空

探索，引发广泛共鸣和响应。

随着中外航天合作喜讯频传，中国

的太空“朋友圈”不断扩容。截至 2023

年 11 月，中国已与 50 多个国家和国际

组织签署了 150 多份政府间航天合作

协议。中国致力于凝聚各方智慧，让世

界各国都能参与太空探索、共享航天成

果，造福各国民众。太空探索周期长、

耗资大、难度高，唯有各国齐心协力，携

手打造开放合作的太空“朋友圈”，人类

探索宇宙的步伐才能迈得更远。

（新华社北京 6月 22 日电 记者

董越）

开放合作让中国太空“朋友圈”持续扩容

2024 年欧洲国际太阳能展于 6 月 19

日至 21 日在德国慕尼黑举行，吸引了来

自 160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约 3000 家 企 业 参

展。作为世界太阳能产业的重要展会，今

年展会吸引了近 1000 家中国企业参展，

数量超过东道主德国。自展会创办以来，

中国首次成为参展规模最大的国家。

参加展会的中外企业代表和行业专

家认为，中国光伏产业在技术创新、成本

控制和价值链整合等方面具有显著优

势。近年来，中国向包括德国在内的欧

洲国家提供有竞争力的优质光伏产品，

有力推动欧洲能源转型进程，实现真正

的“双赢”局面。

欧洲太阳能产业协会在展会期间发

布的《2024- 2028 年全球太阳能市场展

望》报告显示，2023年德国新增光伏装机

容 量 同 比 增 长 超 过 100%，跃 居 全 球 第

四。此外，2023 年进入全球十大光伏市

场之列的欧洲国家还有西班牙、意大利和

荷兰，这些国家的新增光伏装机容量也都

实现同比增长。截至 2023 年，全球光伏

装机总量达到 1吉瓦的 31个国家中有 14

个位于欧盟。

报告指出，2023年全球光伏市场前所

未有的增长规模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光

伏产业发展。如果不是中国大力投资光伏

部署，该行业的增长速度会明显减缓。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隆基绿能”）副总裁佘海峰在展会期间告

诉新华社记者，他对中国企业在欧洲可再

生能源市场的持续参与和贡献持乐观态

度。他表示，欧洲正致力于实现能源转型

目标，而中国企业凭借在光伏领域的专业

技术和成熟经验，能够通过国际合作和企

业的共同努力，为欧洲提供高质量光伏解

决方案，助力欧洲可再生能源发展。

在浙江奔一新能源有限公司欧洲区

总裁曲帅元看来，德国、法国、西班牙等

欧洲国家阳光充足，分散式住宅对光伏

发电的需求潜力巨大。他介绍说，公司

通过在欧合作，为当地家庭提供阳台和

屋顶等分布式太阳能系统及解决方案。

“尽管单个家庭光伏发电量有限，但

无数个家庭的累计电量却相当可观，总

体上有效提升了当地可再生能源利用效

率。”曲帅元说。

德国 Axitec 能源公司是欧洲领先的

太阳能组件供应商，长期与中国制造商

合作，在华生产光伏产品并服务于欧洲

本土。该公司市场负责人克里斯蒂娜·

洛瓦托说，中国的产业链优势为推动欧

洲绿色转型做出了重要贡献。

展会主办方德国太阳能促进公司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马库斯·埃尔泽塞尔认

为，中国在光伏行业建立了一条从原材料

到终端产品的完整价值链，而中国的先进

制造商为欧洲光伏行业提供了创新动力。

埃尔泽塞尔强调，包括光伏在内的

可再生能源对欧洲产业实现脱碳至关重

要。“中国光伏产业过去几年帮助我们获

得向脱碳社会过渡所需的具有竞争力的

产品，我认为进行合作是一件双赢的好

事。”他说。

（据新华社德国慕尼黑 6月 21日电

记者车云龙、黄燕、李函林）

中国光伏产业助推欧洲绿色转型进入“快车道”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莱索托莫塞公路项目竣工交接仪式 6月 21日在该国哈马特

拉利举行。图为日前拍摄的莱索托莫塞公路。 新华社发

联合国安理会日前通过第 2735 号

决议，呼吁在加沙地带实现“立即、全面

和彻底”停火。毫无疑问，该决议的通过

按下了推动巴以停火的“启动键”，对避

免更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具有积极意

义。然而，该决议在执行实施上充满了

变数。

虽然这份停火决议由美国提交，却

仍然改变不了其对以色列的偏袒立场。

冲突爆发后，对于以色列，美国一直毫不

掩饰“拉偏架”。顶着国内外的巨大压

力，美国向以提出的最严厉警告，也仅仅

是“如果以色列全面进攻加沙最南端的

拉法，美国将暂停向以提供进攻性武

器”。这种几乎毫无约束力的表态，仍遭

到美国一些国会议员的强烈反对。可以

预见，如果以色列不配合执行新停火决

议，美国也不会动用强力、有效的惩罚手

段，而是仍会像往常一样，阻挠安理会和

国际社会对以采取经济制裁、武器禁运

等措施。

值得关注的是，巴以双方目前极低

的互信程度，也给新停火决议的彻底执

行带来极大挑战。在安理会投票后的

发言中，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纳夫塔利

指责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可能利用“无休

止的谈判作为拖延时间的手段”，担心

停火协议可能会让哈马斯军事能力得

到恢复，并表示以色列的目标非常明确

且不会改变，即“将所有人质带回家、摧

毁哈马斯的能力”。哈马斯也不相信以

色列能在其军事行动远未达到预期目

标的情况下，轻易按照决议要求撤出加

沙地带。

从 以 色 列 国 内 政 治 情 势 来 看 ，执

行停火决议也面临几乎难以逾越的障

碍。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内塔尼亚胡

政府一直采取铁腕高压政策，宣称要

彻底消灭哈马斯。执政联盟中的极右

翼成员更是主张永久控制加沙地带，

让大批巴勒斯坦人迁移到任何可以接

纳他们的地方，以及在加沙地带重建

犹太人定居点。在中左翼党派领袖甘

茨宣布退出战时内阁后，内塔尼亚胡

将 更 加 依 赖 执 政 联 盟 中 的 极 右 翼 成

员。在此情况下，以色列方面很难在

停火谈判中作出实质性让步。虽然以

军从 15 日开始在加沙地带南部部分地

区实行“战术性军事活动暂停”，但也

明确表示，在加沙南部城市拉法的军

事行动仍将持续。

与此同时，巴以冲突的外溢效应，

还引发中东地区多个反以反美力量的

军事联动，增加了停火决议执行的不确

定性。巴以重燃战火后，伊朗多次公开

表态支持哈马斯，呼吁伊斯兰世界对以

色列进行集体经济制裁，多个反以色列

的非国家行为体也纷纷以实际行动介

入地区局势。从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突

破“影子战争”展开直接对抗，到黎巴嫩

真主党动用自杀式无人机对以进行蜂

群攻击，再到胡塞武装多次攻击美以目

标，种种迹象都显示，如果巴以不能实

现永久停火，以色列和美国未来很可能

陷入更多的冲突，这将给停火决议的执

行带来更多的变数。

立即实现永久停火，是中方和安理

会成员连续几个月来的强烈呼吁，也是

深 陷 苦 难 中 的 加 沙 民 众 最 迫 切 的 期

盼。国际社会和巴以冲突主要当事方，

应以安理会的停火决议为契机，着力推

动加沙立即实现全面、可持续停火，让

加沙民众真正迎来和平的曙光。同时，

解决巴以问题的真正出路还是“两国方

案”。巴勒斯坦独立建国，是巴勒斯坦

和整个中东地区实现持久和平的先决

条件。国际社会应当继续努力，推动巴

以问题早日回到落实“两国方案”的正

确轨道。

虽然联合国安理会日前通过新的加沙地带停火决议，但以军并未
停止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

希望虽在 变数犹多
■李继东 张 超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

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全球治理

面临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

理赤字加重的严峻挑战。在地区冲突、

大国博弈与逆全球化等因素叠加下，全

球多年发展成果遭到削弱，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落实进程受阻。与

此同时，个别霸权国家将发展议题政治

化、边缘化，把世界经济政治化、工具

化、武器化，致使全球发展治理机制改

革陷入僵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遭到人

为干扰，世界经济复苏势头受阻。

面对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适时

提出全球安全倡议，系统回答了“世界

需要什么样的安全理念、各国怎样实

现共同安全”的时代课题。全球安全

倡议主张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

续的安全观，其中“可持续”，就是要发

展和安全并重，通过发展化解矛盾，以

可持续发展推动实现可持续安全。

在可持续安全中实现共同发展。

全球安全倡议强调以对话与合作的方

式 协 调 解 决 国 际 争 端 、谋 求 共 同 发

展。面对地缘竞争加剧、地区冲突频

发的国际情势，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

在全球安全治理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并就乌克

兰危机等一系列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

发布多份立场文件，劝和促谈，积极发

挥建设性作用。同时，中国提出《全球

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全球数据安全倡

议》《国际科技合作倡议》等，加强在非

传统安全治理领域的引领作用，携手

国际社会共同营造和维护安全的发展

环境，为全球发展注入新动力。

在共同发展中追求可持续安全。

面对全球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以及单边

主义、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的盛行，中

国倡导世界各国凝聚发展共识，开展

全球发展合作，推动共建全球发展共

同体。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呼吁

围绕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推动开放、包容、普惠、共赢的经

济全球化。倡议将数字时代互联互

通、发展筹资、工业化产业化合作作为

重点领域，通过缓解全球发展不均衡，

增强全球安全的物质基础，实现各国

更好地兼顾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以

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安全。

统筹安全与发展，实现二者的相

互支持、协调并进，既是中国国家治理

的辩证法，也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

智慧与路径。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

到，发展和安全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

双轮。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全球可持

续发展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

是安全的保障，发展目标得不到实现，

全球可持续的和平与安全也难以实

现。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在统筹

安全与发展中不断改革和完善全球治

理体系，实现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安

全的良性循环。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问题研

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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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蛟
龙

6 月 21 日，联合国驻黎巴嫩

临时部队参谋长杜加丁访问中

国第 22 批赴黎维和多功能工兵

分队，听取了工作简报、参观了

分队扫雷排爆装备、观摩了模拟

扫雷作业演示。杜加丁充分肯

定分队官兵的专业素质和敬业

精神，赞扬中国军队为联合国维

和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图为

分队向杜加丁展示介绍扫雷排

爆装备。

黄远利摄

本报西昌 6月 22日电 张未、记

者王凌硕报道：6 月 22 日 15 时 00 分，

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

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中法天文卫星。

该卫星是中法两国联合论证研制的空

间科学卫星，是迄今为止全球对伽马

暴开展多波段综合观测能力最强的卫

星，将对伽马暴研究等空间天文领域

科学发现发挥重要作用。

国家航天局负责中法天文卫星工

程组织实施、发射许可审批。中国科学

院国家天文台、法国国家空间研究中心

各自负责科学应用系统建设和运行，面

向世界共同开展科学数据分析和应用

研究；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法国国家空间研究中心各自负责地面

支撑系统建设和运行；中国科学院微小

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卫星；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公司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抓总研制运载火箭。

本次发射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

525 次发射。

中法天文卫星成功发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