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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2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

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基

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
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加强基础研究,提
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不仅将从根本上加强我国的

自主创新能力,还将在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方面发挥

战略性、长期性、基础性的重要作用。
2023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了十四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的政府工作报告审

议,本人作为代表团的中直单位全国人大代表,现场

聆听了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总书记对江苏提出了

在新征程上勇挑大梁,走在前列的深切期望,这同样

也是对我们空间科学领域的要求。在建设航天强国、
世界科技强国的新征程上,我国空间科学也必须面向

世界科技前沿勇挑大梁,在基础研究领域产出从“0”
到“1”的重大成果,推动我国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

1 空间科学是加强基础研究,取得原创性引

领性成果的重大科技创新领域

  空间活动主要包括空间科学、空间技术和空间

应用。其中,空间科学领域,是以航天器为主要平

台,开展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究、前沿导向的探

索性基础研究。空间科学探索未知、挑战极限的需

求有力牵引着空间技术向更高水平发展,促进尖端

探测技术不断取得创新突破。空间科学既是航天关

键核心技术发展的强劲动力,也是空间应用的先导

和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快速迭代。

科学研究范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学科交叉融合日

益加强,基础研究孕育重大突破,变革性技术和颠覆

性创新不断涌现,人类生产生活正在发生巨大变化。
空间科学是依托航天器平台研究宏观和微观世界的

前沿交叉学科。进入21世纪,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孕

育爆发之际,空间科学进入了跨越式突破的新时刻。
空间科学是基础研究的战略制高点,更是建设科技强

国的战略必争之地。要发展好空间科学,推动我国基

础研究创新发展,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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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事 空 间 物 理 和 空 间 天 气 研 究,在

Nature、Science 等 国 际 学 术 期 刊 上 发 表

论文200余篇。

2 我国空间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已经取得

了跨越式发展

  纵观国内外发展态势,回顾近年来中国空间科

学的飞速发展,我国空间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已经

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建立了高水平的空间科学研究

平台,取得了一批原创性重大成果,培养、凝聚了一

支具有较高水平的空间科学科研人才队伍。
自2011年中国科学院设立空间科学战略性先

导科技专项以来,在专项支持下,“悟空”“墨子”“慧
眼”“夸父一号”等科学卫星陆续升空,取得了一系列

世界瞩目的重大科学成果及发现。“悟空”在国际上

首次直接探测到TeV拐折,并首次利用空间实验实

现了对100
 

TeV宇宙线质子能谱的精确测量。“墨
子”号在国际上首次成功开展空间引力诱导量子纠

缠退相干实验检验,实现千公里级基于纠缠的量子

密钥分发。“慧眼”直接测量到迄今宇宙最强磁场~
8亿特斯拉,首次揭示了黑洞热吸积流中的磁场输

运过程。“夸父一号”在国际上首次获取到莱曼阿尔

法波段从日心一直持续2.5个太阳半径的图像,刷
新了第25太阳活动周最大耀斑记录。2024年1月

9日发射的“爱因斯坦探针”能够在软X射线波段进

行大视场、高灵敏度、快速时域巡天监测,预期将在

黑洞及引力波电磁对应体等天文现象观测,深化人

类对致密天体的理解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载人航天、月球及深空探测工程也为空间科学

领域的基础研究提供了重要平台。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在载人飞船阶段(1992—2006年)和空间实验室

阶段(2007—2017年)共完成了80多项科学实验。
2020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全面迈入空间站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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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年底,中国国家太空实验室正式运行,其中

高精度时频系统、高微重力实验柜等设施为国际首

创,超冷原子物理实验柜、生命生态实验柜、无容器

材料实验柜、燃烧科学实验柜等实验设施达到国际

领先或先进水平,可以支持完成的在轨科学实验覆

盖微重力及空间生命科学、空间生物技术、空间材料

科学及空间应用新技术等多个领域,为开展大规模、
系统性、有人参与的空间科学研究提供了历史性机

遇。与空间站同轨飞行的2米口径巡天空间望远镜

预计2024年发射,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还将部署

高能宇宙辐射探测设施,有望使中国空间光学天文

巡天、空间暗物质搜寻和高能宇宙辐射探测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
探月工程与“天问一号”任务的成功实施,为中

国行星科学研究快速追赶上国际先进水平提供了重

要平台。利用“嫦娥四号”探测数据,证明了月球背

面“南极—艾特肯”盆地存在以橄榄石和低钙辉石为

主的深部物质;首次在月表原位识别出了年龄在1
个百万年以内的碳质球粒陨石撞击体残留物,为对

地月系统撞击体成分和类型的演变历史提供了重要

参考。利用“嫦娥五号”月壤揭示了月表中纬度高含

量的太阳风成因水,揭示了着陆点的月壤矿物组成

和太空风化作用,为完善月球演化历史提供了关键

科学证据。“天问一号”首次发现了乌托邦平原南部

区域有水活动迹象,传回了“着陆点全景”“着巡合

影”“地形地貌”“中国印迹”等大量火星影像,为研究

火星演化、气候环境和地质提供了重要支撑。中国

空间科学已经取得了飞速发展,正在为人类的知识

体系做出中国贡献。

3 对大力发展空间科学,推动我国基础研究

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3.1 对目标导向的重大基础研究给予长期稳定的

支持

  实现当代科学突破离不开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大型先进仪器设备和对目标导向的基础研究项目长

期连续的支持。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对激光干涉仪

引力波天文台二十年如一日的支持,才成就直接探

测到引力波的重大突破———2017年诺贝尔物理学

奖。2021年发射的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镜项目

启动于1996年,耗资巨大,发射之后成果不断,不仅

探测到系外行星大气中含有甲烷和二氧化碳等,还
探测到迄今发现的最古老黑洞,正在改写人类对宇

宙的认知。空间科学和探索任务,具有引领性、创新

性、挑战性极强的特点,包含大量的新需求、新思路、
新设计、新工艺等,一项空间任务从概念提出到任务

完成往往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需要稳定的

经费和人员队伍支持。因此,建议对目标导向的重

大基础研究给予长期稳定的支持,开展前瞻性、战略

性、系统性基础研究,抢占科技制高点,在重大科学

前沿持续取得系统性突破,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

坚战。
3.2 培养造就一批基础研究领域的世界级顶尖科

学家

  人才是科技竞争的第一要素。我国基础研究人

才队伍在新时期得到了跨越式发展,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设立了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优秀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创新研究

群体项目和基础科学中心项目,形成了较为完整的

基础研究人才队伍的培养链条,已成为从事基础研

究的科研人员获取国家资助的最稳定来源,在我国

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关键要靠高水平的人才,特别

是顶尖科学家,一个时代的变革都是由顶尖科学家

引领实现的。“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赵九章等老

一辈科学家开创了我国的航天事业和空间科学事

业。基础研究的重点是要造就一批顶尖科学家,如
2000年日本提出的诺贝尔奖计划一样,制定瞄准诺

贝尔奖级成果和造就顶尖科学家的突破计划,并为

其创造更好的科研生态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研究的重要讲话精神,

为我国发展空间科学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

遵循。空间科学领域的科研人员需加倍努力,勇挑

重担,不断产出重大原创成果,推动我国基础研究的

高质量发展,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世界

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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