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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读

● 综合自新华社 作者：刘开雄、王淑娟、杰文津、吴燕婷、朱慧卿

● 综合自新华社 作者：李国利、胡喆、王东明、梁珂岩

日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成功发射了目前全世界
运载能力最强的“猎鹰重型”火箭，
一时成为了全世界的焦点。

中国何时也能发射像“猎鹰重
型”这样的火箭？航天科技集团一
院型号系列总师龙乐豪院士表示，

“我们将研制比‘猎鹰重型’规模更
大的火箭。”

根据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2017年公布的《2017-2045年航天运
输系统发展路线图》显示，我国重型
运载火箭计划于2030年前后首飞。

此前发布的《2016 中国的航
天》白皮书上也曾指出，备受瞩目
的中国重型运载火箭拟命名为“长
征九号”。也就是说，约10年左右，

“长征九号”运载火箭将飞天，运载

能力超过“猎鹰重型”火箭。
数据显示，“猎鹰重型”：起飞

质量约 1420 吨，最大直径 3.66 米，
近地轨道运载能力为63.8吨；“长征
九号”：预计起飞质量将达3000吨，
最大直径约10米，近地轨道运载能
力大于百吨，其结构和尺寸质量均
将突破我国现有运载火箭能力水平。

“运载火箭的能力有多大，航

天的舞台就有多大。”航天科技集
团一院型号顾问黄春平形象地将
火箭比作进入太空的“云梯”：“没
有运载能力更强的火箭，就像人上
楼没有电梯一样。中国航天由大
到强，火箭要先行。我们要变压力
为动力，迎头赶上，加快推动重型
运载火箭的立项和研制，把我国的
重型运载火箭早日送上天。”

2月 12日，我国在西昌卫星发
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及
远征一号上面级），成功发射第五、
六颗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卫星。

这是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卫星
的第三次发射，也是农历鸡年中国
航天的“收官之战”。

“至此，我国所有的北斗卫星
都是从西昌飞向太空的，成功率达
到了 100%。”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党
委书记董重庆说。

组建于1970年12月的西昌卫星
发射中心，主要承担地球同步轨道卫
星等航天发射任务，是我国发射卫星
最多、发射轨道最高的航天发射场。

经过3个多小时飞行后，卫星进
入预定轨道。据介绍，后续将进行集
成测试与试验评估，并与此前发射的
四颗北斗三号卫星进行组网运行。

根据计划，2018年年底前后将
发射 18颗北斗三号卫星。而这 18
颗卫星将全部由长征三号甲系列
来发射完成。

这两颗卫星属于中圆地球轨
道卫星。据了解，北斗卫星导航星
座由中圆轨道卫星、倾斜地球轨道
卫星和地球静止轨道卫星组成，这
些轨道都属于中高轨道。

目前，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是
发射中高轨道卫星次数最多，成功

率最高的火箭。航天科技集团一
院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总指挥岑拯
说，长三甲系列火箭今年14次发射
任务有8次将是以“一箭双星”的方
式发射北斗三号卫星。

2010年，新一代适于直接入轨
“一箭多星”发射的导航卫星专用
平台研发成功。北斗三号卫星总
设计师王平介绍说，平台具有轻量
化程度高、易于安装和拆卸、结构
通用性组合性好，可根据不同构型
随意组合，特别适于一箭多星发射
的特点。

这次发射任务临近春节，但工
程全线数千名参研参试人员聚精

会神扎根任务一线——发射场系
统面对 3个月连续执行 7次航天发
射的超高密度，精准组织指挥，优
化测试流程，严格质量管控；运载
火箭和卫星系统积极破解多型任
务交叉并行带来的难题挑战，科学
调配人员、合理统筹资源，以严慎
细实的作风压茬推进各项工作；分
布于大漠戈壁、深山雪原、海岛边
疆、大洋太空的测控站点、远望号
测量船和中继卫星“陆海天”立体
接力测控，通过大团结大协作，实
现发射任务圆满成功。

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
267次飞行。

发射次数将再创历史新高

2018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三大看点

我国“一箭双星”成功发射两颗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卫星

12日，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抓总研制的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将北斗三号导航卫
星以“一箭双星”的形式送入预定轨道。这也是2018年以来，长征系列火箭完成的第7次成功发射。43天7次发
射、平均每次不到一周……这些只是今年长征系列火箭高密度发射的一个缩影。

2018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发射的看点有哪些？记者在西昌采访时了解到，今年我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预计将
执行以北斗卫星组网、嫦娥四号探月为代表的35次发射任务，发射次数将再创历史新高，开启“高密度”节奏。

在 2018 年航天科技集团的 35
次火箭发射任务中，长征三号甲系
列火箭和长征二号丙火箭将分别将
发射 14次和 6次，占全年发射次数
的近六成，堪称“主力军”。

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三号甲
系列火箭总指挥岑拯介绍，长三甲系
列火箭全年14次发射任务有10次将
发射北斗导航卫星，其中8次将是以

“一箭双星”的方式执行发射任务。
对长三甲系列火箭而言，高密

度在后续几年里将会成为常态。“从
2018年到2020年，长三甲系列火箭
预计将执行40次发射任务，我们的
任务非常饱满。”岑拯说。

根据规划，2018年底北斗三号
将建成18颗卫星的基本系统，具备
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提供
服务的能力，而这18颗卫星将全部
由长征三号甲系列来发射完成。

“对长三甲系列火箭来说，高密
度发射既是急难重的挑战，同时也

是提高应对任务能力的机遇。”长三
甲系列火箭总设计师姜杰介绍，自
诞生之日起，长三甲系列火箭就承
担着我国火箭探索系列化、通用化、
组合化发展模式的重任。

长三甲系列火箭在 2015 年曾
创造出 109天成功实施 7次发射的
纪录。研制队伍在前期成功经验的
基础上，希望能够实现同一种构型
的火箭在单机、系统甚至箭上互相
通用，让火箭与不同任务自由搭配，

实现快速反应、按时完成。
长征二号丙火箭也将在2018年

迎来“大考”。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
征二号丙火箭总指挥肖耘说：“今
年，长二丙火箭预计将有6次发射任
务，研制队伍将在多个发射场作
战”。在2018年的6次发射中，长征
二号丙火箭将在时隔19年后重返国
际商业发射服务市场，发射巴基斯坦
遥感卫星、中法海洋卫星，为中国航
天走向世界提供“金牌助推”。

35次发射任务再创新高 两款火箭将成“主力军”

作为支撑我国航天强国建设的
新一代运载火箭长征五号和长征七
号，也将于2018年迎来新挑战。

2017 年，长征七号火箭成功
将“天舟一号”货运飞船送入太
空。作为我国空间站建设的货运
专车，虽然在 2018 年没有发射任
务，但长征七号仍“时刻准备着”。

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七号火
箭总指挥王小军介绍，研制团队今年
将在前两次成功发射的基础上，创新
方法，进一步提升火箭的产品可靠
性，为未来我国空间站建设阶段发射
货运飞船做好充分准备。同时，研制

团队还正在开展长征七号改进型火
箭的研制和设计工作，针对卫星发射
及其他领域任务，积极开拓市场。

备受瞩目的长征五号也将在
2018年迎来“复出”。作为我国目
前运载能力最大的火箭，长征五
号肩负着未来我国探月三期工
程、载人航天、火星探测等重任。
根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全年宇航
发射计划显示，长征五号将在
2018年下半年执行发射任务。

未来，新一代运载火箭也将迎
来批量生产阶段，为支撑我国航天
强国建设提供更广阔的舞台。

长五再出征、长七忙改进：新一代运载火箭蓄势待发

新款重型火箭指日可待 2030年我国火箭运载能力或将赶超“猎鹰”

2月12日，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及远征
一号上面级），成功发射第五、六颗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卫星。

虚拟货币行情“大跳水”、监管加码 为啥仍有人转入地下“死磕”到底？
2017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叫停虚拟货

币的直接交易。随后，2018年1月，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
央行营业管理部等部门先后连发三文，再次强化对虚拟货币监管。

然而，“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目前，虚拟货币交易转入“地下”，数十个交易平台提供点对点
的场外交易，市场活跃。

近日，记者在一家名为“火币
网”的网站注册登录。该平台提
供虚拟货币的场外点对点交易服
务，也就是说有买币和卖币需求
的人，可以到平台上发布消息，然
后约定付款方式完成交易。

记者点击该网站的“法币交
易”发现，买卖信息极为丰富。“拍
下”一定数量的比特币后，平台会

将卖家的比特币锁定。记者选择
支付宝为付款方式，通过支付宝
向卖家转账，并到网站上确认完
成付款，交易就成功了。记者随
后收到了系统划转到账户上的虚
拟货币。

记者调查发现，虽然去年 9
月我国开始对 ICO 和比特币交易
进行清理，但是，目前仍有数十个

类似“火币网”的场外交易平台十
分活跃。据国家互联网金融安全
技术专家委员会发布的监测报告
显示，截至 2017 年 11 月 25 日，支
持比特币兑人民币的 C2C 场外
交易平台已达 21 家，上线时间集
中在 10 月下旬到 11 月，服务器均
在境外。

此外，今年以来，一些微信

群、QQ 群也成了虚拟货币地下交
易信息发布的阵地。来自上海的
曾先生介绍，他加入的几个虚拟货
币交流群，每天都有几百条买卖询
报价的信息。近日，比特币等虚拟
货币的行情断崖式下跌，而这些
群里则是“抄底”之声不绝于耳。

“每天推送成百上千条这样的内
容，真让人受不了。”曾先生说。

2018年以来，虚拟货币行情上
演“大跳水”。2 月以来，比特币连
创新低，一度跌破 6000 美元，较去
年约 2 万美元的高位跌去了 70%。
以太币也同样下跌惨烈。然而，一
些人认为这只是暂时现象，虚拟货
币会卷土重来。

——“一夜暴富”的羊群心理作
祟。“目前 ICO 的市场状态可以形
容为羊群心理。”上海大学科技金融
研究所副所长孟添说，很多投资者
不了解 ICO是什么，甚至对于区块

链、比特币的了解也很少。这本来
是很小众的投资市场，但现在却扩
散到普通老百姓。

孟添认为，越来越多的伪金融
创新利用 ICO这样的模式，以此为
幌子非法集资，对公众造成了投资
虚拟货币可以“一夜暴富”的从众心
理。“人们对投资风险的认识不够。”

——花样翻新试图绕过监管。
目前，部分 ICO项目绕道国外继续
经营，其机构的设立以及代币的发
行与交易名义上在国外，但是实际

上的项目、责任人和投资人都在国
内。在 2017年 10月至 11月集中上
线的比特币兑人民币的交易平台，
其网站服务器所在地主要分布在香
港、美国、日本等地。

“币币交易”也成为绕过监管的
新花样。深圳一位比特币投资者范源
透露：“去年 9月份之后，比特币交
易采取‘币币交换’的方式在场外进
行。买家先在场外用人民币购买一
些代币，如以太币等，再回到平台上
拿以太币等换取比特币。”

——“矿工不相信眼泪”。“矿
工”小董透露，一台矿机工作一年
成本约 21570 元，一年产量是 5.84
个 以 太 币 ，1 个 以 太 币 成 本 约
3693 元。和以太币 2 月 6 日一度
跌至 630 美元附近，已经接近挖
矿成本价。

“我坚信下跌只是一时的，长期
看好，刚刚又购置了 2000 台矿机，
挖到币就持有，短期不会卖。”小董
说，国内关停虚拟货币交易以后，担
忧未来有关部门禁止挖矿。

根据现有监管政策，任何场
景下各种场内外代币融资交易平
台或者媒介都不得进行人民币与
任何形式的虚拟货币的直接交
易，也不允许平台以中介形式进
行撮合交易。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
所长黄震教授认为，当前，监管层
应当更深刻认识虚拟货币有跨
境、跨领域流动的特点，提高监管
规范的法律效力层级。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与互
联网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杨东认
为，有必要加强账户监管和外汇
监管，实施“一竿子插到底”的穿
透式监管。考虑建立黑名单制
度，无论其运营主体和主要负责
人国籍如何，都将其主体和相关

责任人列入黑名单，禁止或部分
限制其今后在境内开展活动、从
事相关金融业务。

“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将虚拟
货币交易和 ICO纳入法律监管体
系内，可以与这些国家开展广泛的
跨境合作，共同采取措施保护金融
消费者的合法利益。”杨东表示。

有专家指出，对当前的 ICO
项目转移到国外的现象，相关监
管部门可以依据有关法律法规，
加以规制，防止敏感数据流失，防
范跨境犯罪风险，维护金融消费
者利益、金融稳定和国家安全。
在必要的时候，还可以依法采取
其他更为严厉的监管手段，如切
断访问链接等直至依法追究相关
责任人法律责任。

记者探访：禁令下多个交易平台提供场外交易

仍有不少人幻想“一夜暴富”，躲避监管花样翻新

“禁令”应升级，实施穿透式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