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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科发展战略》

内容概要

中国科学院编著的《中国学科发展战略(航天运 输系统)》： 航天运输系统是执行往返于地球表面和空
间轨道 之间、空间轨 道与轨道之间及地外天体着陆和返回运输任务的运输 工具的总称， 包括载人飞
船、载货飞船、运载火箭、航天飞机、空 天飞机、应急 救生飞行器和各种辅助系统等。它是发展空
间技术、 确保空间安全 的基础，同时也是实现各类航天器快速部署、重构、 扩充和维护的 保障，更
是大规模开发和利用空间资源的载体，是推 动人类社会进 步、促进新军事变革的重要力量。
作为现代科学技术的结晶，航天运输系统是现代 科学技术高度 的综合集成。航天运输系统的发展，
使人类不再受限 于地球引力， 能够直接进入空间或通过各种空间探测器获取资料、 信息，为人类 认
识宇宙空间自然现象、研究其内在规律提供了前所 未有的条件。
与航天运输系统学科相关的分支学科，如空间物理学 、空间天文 学、空间化学、地质和空间微重力
学科等，也相继得 到了不同程度 的发展。
《中国学科发展战略(航天运输系统)》从国内外 航天运输系统的发展现状入手，分析国内外航天 运输
系统的发展趋势，结合我国航天运输系统学科的 发展现状，提 出关于促进航天运输系统学科发展的
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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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外可重复使用天地往返运载器发展现状
四、国外主要航天发射中心现状
第二节我国航天运输系统发展现状
一、我国一次性运载火箭发展现状
二、我国空间运输航天运载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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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次性运载火箭仍将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三、空间运输航天运载器的必要性日益明显
四、可重复使用天地往返运载器研究不断升温
五、从人才队伍建设看美俄航天运输系统发展
第二节我国航天运输系统发展趋势
一、运载火箭及其上面级的系列化发展
二、未来深空探测任务促进运载火箭和空间转移航天运载器的发展
三、探索载人登月任务的实施
四、轨道间转移运输能力的提升
五、进行可重复使用运载器的技术攻关
六、开展航天运输系统新技术的研究
第三节我国航天运输系统的差距分析
一、一次性运载火箭的总体性能、可靠性、安全性等需进一步提高
二、快速响应运载火箭与国外发展存在较大差距
三、以上面级为代表的轨道间运输能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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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先进制造技术
第一节我国航天运输系统发展需求分析
一、战略需求
二、航天运输系统自身发展的需求
第二节航天运输系统发展重点方向
一、一次性运载火箭
二、空间运输航天运载器
三、重复使用天地往返运载器
四、先进运载器探索方向
第五章航天运输系统学科发展建议
一、统筹规划，加强顶层设计
二、不断加强我国航天运输学科的理论体系研究，优化我国航天运输系统学科的建设方案
三、完善研究与教学培养体系，加强人才队伍的建设和培养
四、重视预先研究，增强航天运输系统学科领域的创新能力
五、加强航天运输系统学科的基础技术问题研究和基础建设
六、探索创新管理模式，为航天运输系统学科的发展提供动力
七、建立航天运输系统学科建设研究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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