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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北京9月6日电（记者姜靖）美国国家航

空航天局（NASA）官网近日发布消息称，此前因科学仪

器故障推迟发射的“洞察”号（InSight）无人着陆火星探

测器将于 2018年春季发射升空。这个探测器将帮助人

们了解红色星球——火星的内部结构。

“洞察”号原计划于 2016 年 3 月发射，但因探测

器上存放内部结构地震仪（SEIS）的真空仓存在泄漏

问题而推迟。该地震测量仪由法国国家航天研究中

心负责研制，是“洞察”号将要携带的主要科学仪器，

其灵敏度极高。为避免受火星恶劣环境的影响，该

仪器的 3 个主传感器必须真空密封，但去年 12 月的

测试发现其密封不严。NASA 喷气推进实验室的科

学家现已开始着手修复工作，重新设计与建造这个

地震测量仪的密封层，然后交由法国国家航天研究

中心整合与测试。

NASA 称，“洞察”号下一次发射窗口期将从 2018

年 5 月 5 日开始，探测器预计于 2018 年 11 月 26 日登陆

火星，主要任务是了解火星以及其他岩质行星是如何

形成的。探测器在火星表面登陆后将停留一整个火星

年（687 天），其搭载的两台仪器将测量火星内部温度，

并研究火星内部的地理活动，科学家可借此收集有关

火星历史的信息。

NASA 行星科学部主管吉姆·格林在声明中表示，

探查火星内部是他们一直以来的追求，将发射改期到

2018年是实现这一高优先级计划的最好选择。

推迟发射和重新设计探测器上的仪器将会导致原

本 6.75 亿美元的预算增至约 8.29 亿美元。NASA 官员

表示，尽管为“洞察”号火星任务追加的预算不会影响

到正在进行的其他项目，但 2017—2020 财年中有关部

门很有可能会因此削减新任务的数量。

美“洞察”号火星探测器明年发射
将探查红色星球内部结构

G20 峰会在中国杭州成功举行，让世界的目光再

次汇聚中国。日前，《二十国集团（G20）经济热点分析

报告（2016—2017）》出版，该报告就 2016 年至 2017 年

间 G20 经济全方位互联互通和良性互动问题进行了

深入分析，指出只有各国通力合作，才能互利共赢。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

当前全球经济发展正处于重要时期，面临诸如低

增长、低通胀、金融市场持续波动等严峻挑战，G20 各

国为此就促进增长、打击避税、进行金融秩序改革，以

及应对气候变化等重要共同议题展开讨论。只有不

断推动域内外国家，尤其是 G20 各主要经济体之间加

强互联互通，刺激消费需求，实现市场对接，优化市场

环境和结构布局，才能产生更强的组合效应，有效扭

转当今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的不利局面。

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单纯依靠财政手段和货币

刺激难以有效恢复经济较快增长的情势下，加强基础

设施领域建设与投资的互联互通，已逐渐成为推动世

界经济走出困境的重要举措，这也将成为 G20 经济体

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需从多方面着手排除合作障碍

尽管多数 G20 国家意识到了互联互通的基础设

施投资建设对推进整体经济的意义，但当前 G20 基础

设施投资建设的互联互通仍存在着障碍与困难，使其

应有的作用没有得以充分发挥。

G20 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增强国际间的互联

互通：一是优化合作机制，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效率；二

是拓展融资模式，推进互联互通建设步伐。灵活运用

公私合作模式（PPP），加强国际合作，通过拓展融资模

式扩大互联互通的资金规模；三是增强相互信任，实

现全方位互联互通。要以交通基础设施为突破，以经

济走廊为依托，推动 G20 各国经济互联互通；以人文

交流为纽带，推动文化、思想等方面的互联互通，并夯

实 G20 各国互联互通的社会根基；四是完善合作规

划，进行更大力度、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协调和规

划，加强互联互通建设的顶层设计，增进区域合作与

良性互动。

致力构建创新包容的世界经济

报告认为，G20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际组织，致力

于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和包容的世界经济。

一是要做世界经济增长的领跑者。G20要发挥其

特殊作用，推进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和全球经济治理体

系改革，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与沟通，做世界经

济增长方式的创新者。

二 是 要 做 中 长 期 结 构 性 问 题 的 改 革 者 。 G20

应 加 强 结 构 性 改 革 行 动 的 顶 层 设 计 ，加 强 成 员 国

之间货币、财政政策的协调性，以提升改革的整体

效果。

三是要做全球高效经济金融治理的引领者。G20

需提升其全球经济金融治理能力和影响力，营造法

治、规范、良好的国际发展环境。

四是要做构建合作共赢的全球价值链的协调者。

五是要做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先行

者。G20 应率先制定落实联合国 2030 可持续发展议

程的行动计划，从个人、国家、全球三个层面推进全球

的可持续发展。

引领和推动未来世界经济发展

展望 2016 年以后的世界经济发展趋势，G20 发

挥 的 引 领 和 推 动 作 用 不 容 小 觑 。 首 先 ，创 新 增 长

方 式 将 取 得 新 的 突 破 ，为 世 界 经 济 发 展 注 入 新 动

力。其次，结构性改革将持续推进，为世界经济发

展 激 发 新 活 力 。 第 三 ，国 际 金 融 治 理 架 构 将 更 加

完善，为世界经济稳定增长提供制度保障。第四，

国 际 贸 易 与 投 资 将 更 为 强 劲 ，逐 渐 构 建 起 贸 易 投

资一体化的全球网络。G20 将推动发展更高层次

的 开 放 型 经 济 ，积 极 参 与 全 球 经 济 治 理 和 公 共 产

品供给，形成更加广泛的全球投资贸易共同体，促

进 全 球 贸 易 投 资 治 理 的 一 体 化 发 展 ，构 建 深 度 融

合的互利合作格局。

通 力 合 作 互 利 共 赢
——《G20经济热点分析报告》展望世界经济发展趋势

本报记者 李 钊

科技日报华盛顿 9 月 5 日电
（记者何屹）在 G20 杭州峰会开幕前

夕，中国和美国先后向联合国秘书长

潘基文交存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批

准文书。美国媒体近日评论称，这将

有助于该协定在年底前生效，也是全

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新里程碑。

《巴黎协定》去年年底在巴黎签

署，但尚需签署国根据本国法律，经

议会或政令批准，并得到占全球碳排

放量 55%以上的至少 55 个国家的批

准，方可生效。中美两国的碳排放量

约占全球的 38%，两国批准《巴黎协

定》被认为是全球减排努力向前迈出

了一大步。

美国媒体认为，中美两国此时批

准《巴黎协定》不仅对协定本身很重

要，对奥巴马本人而言也是关键一

步。如果该协定在今年年底前生

效 ，届 时 奥 巴 马 仍 在 担 任 美 国 总

统。若希拉里在 11 月当选，她有望

继续奥巴马的气候政策并执行《巴

黎协定》。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

朗普发誓，当选美国总统后将取消

这一协定。但若协定已经生效，则

特朗普很难取消，因为协定第 28 条

规定，协定一旦生效，缔约方三年内

不得退出；如退出的话，另需一年时

间才能有效，而这恰好是美国总统的

一个任期。

尽管一些共和党人士认为，该协

定还需提交参议院批准，奥巴马政府

却表示，有权对《巴黎协定》作出承

诺。目前，如何让《巴黎协定》生效，

对全球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在中国和美国批准该协定前，只有 24

个受气候变化严重威胁的小国批准

了《巴黎协定》。这些国家的碳排放

量加在一起仅占全球排放总量的1%。

据悉，今年年底前，另外 35 个国家有望加入该协

定。巴西、阿根廷、韩国及日本等排放大国均处于赢得

协定国内批准的关键阶段。到目前为止，尚未加入或未

批准《巴黎协定》的碳排放量较多的国家包括俄罗斯、印

度、日本、德国、巴西、加拿大、韩国、墨西哥、英国、印度

尼西亚、南非及澳大利亚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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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察”( InSight )号火星探测器

9月4日，在黎巴嫩北部海滨城市拜特龙，人们参加大型海鲜展。
黎巴嫩北部海滨城市拜特龙 4日举办大型海鲜展，展示了约 2613.8公斤海鲜，并因此刷新最大海鲜展吉尼斯世界纪录。活动当天举办方在海边设置了 50张

条案，上面摆放了大约 2613.8公斤海鲜，并为此使用了大约 10吨冰块保鲜。之前，最大海鲜展吉尼斯世界纪录是由荷兰在 2011年创造的，当时展出了大约 2271
公斤海鲜。 新华社发（哈立德摄）

科技日报北京9月 6日电 （记者聂翠蓉）欧空局 5

日宣布，“罗塞塔”号探测器 2 日拍摄到失踪两年的“菲

莱”着陆器的清晰照片，它被卡在“丘留莫夫—格拉西缅

科”彗星表面一个阴暗裂缝中。如此清晰地再见到“菲

莱”，对即将在 9 月底结束“罗塞塔”任务的科学家们来

说，是个巨大的惊喜。

“罗塞塔”号携带的“光谱与红外遥感系统”（OSIRIS）在

距离彗星表面约2.7公里的位置拍下一组图像。从下载的

图像上，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菲莱”1米宽的“身体”和从身

体伸展出的两条“腿”，以及“菲莱”携带的几个科学仪器。

“菲莱”上一次被看见是在 2014年刚刚着陆彗星表

面时，但由于固定装置未能按计划启动，“菲莱”曾两度

弹起，最终落在了一个陨石坑边缘的阴影中。因阳光不

足导致太阳能电池板无法有效充电，“菲莱”在工作了 3

天后便因电力耗尽进入休眠状态。“罗塞塔”号项目组主

任菲利普·高顿表示，图片显示“菲莱”位于彗星岩石区

域的悬崖底部，这个糟糕位置就是它进入休眠且始终难

与地球建立稳定联系的原因。

“菲莱”曾在 2015 年 6 月至 7 月间数次短暂“苏醒”

并向地球传回数据，当时它发出了“你好地球，你能听见

我的声音吗？”的问候，约 3万粉丝通过推特表达了他们

对重新与其取得联系的激动心情。

“罗塞塔”号任务意在解开彗星的秘密和太阳系诞

生之谜，但这个耗资 13 亿欧元的项目即将在几周后寿

终就寝。它将在 9月底执行最后一项任务，“撞”向彗星

“头”部一块存在较多活跃坑洞的区域，以求揭开更多有

关彗星内部结构的秘密。

失踪两年的“菲莱”着陆器终于找到
科技日报北京9月6日电（记者李钊）中国嫦娥工

程总指挥和总设计师叶培建院士，6日在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所“院士大讲堂”演讲时表示，中国

与国外进行航天技术合作具体可以从四方面展开。

叶培建在接受听众提问时说，空间探索是为了全

人类未来的福祉，但目前一些航天强国仍对与中国开

展技术合作存在很多疑虑。尽管如此，中国还是希望

与国外开展航天技术合作。随着空间技术不断突破和

新成果不断涌现，中国与国外航天技术可从四个方面

展开：一是任务级的合作。比如，国外如愿去探索月球

背面，中国的中继卫星可以提供技术服务。二是搭载

国外科学仪器。如将要发射的“嫦娥四号”卫星就会搭

载荷兰的“低频射电频谱仪”，在月球背面着陆，获得的

数据两国可以共享。三是地面支持合作。如针对“嫦

娥一号”卫星，我国曾与欧洲空间局有关部门合作，直

接使用国外测控站对卫星进行测控。四是空间基础研

究。比如，在导航合作方面，可以考虑共同研究对月球

上的物体进行定位等科研问题。

中外航天技术合作可从四方面展开

科技日报华盛顿9月5日电（记者何屹）当地时间

5 日下午，由中国驻纽约旅游办事处主办、美国中美友

好协会承办的 2016“中美旅游年”大型快闪活动在美国

首都华盛顿白宫南侧草坪盛大举行。

此次白宫大型快闪是“中美旅游年”的一项重要活

动，是中美两国有史以来首次在白宫门前以中美旅游

为主题举办的活动，历史意义深远。它提高了美国民

众对中国旅游的关注，为中美旅游与文化交流搭建了

良好平台。

5 日下午 3 时，两只大熊猫吉祥物带着有“中美旅

游年”图案的大球跑进白宫南草坪，将球抛给草坪上的

人群。散在草坪各处的人群随即开始风格各异的即兴

表演，中国武术、中国京剧、东西方乐器演奏、印第安民

俗歌舞、服装秀、拉拉队表演等才艺展示让人大开眼

界，现场气氛热烈。近千名身着彩衣的群众陆续集合

到草坪中央，挥动手中的彩球，伴随着好莱坞电影《功

夫熊猫》主题曲共同起舞，快闪活动达到了高潮，也吸

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驻足。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经商处公使衔参赞朱洪在接受

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大约有 500 名华人、华侨积

极踊跃地参加了此次白宫大型快闪活动，他们通过展

示自我，体现了对“中美旅游年”的大力支持。

大型快闪亮相白宫喜庆“中美旅游年”

科技日报讯（记者冯志文）由清华大学、以色列特

拉维夫大学主办，香港晨兴创投协办的首届中以创新

论坛（CIIF）近日在北京举行。本次论坛以“创新、开

放、合作、引领”为主旨，汇聚来自中以两国颇具影响力

的学界、政界和商界精英，共同交流探讨最新的科技发

展及高校驱动的创新项目。

清华大学校长邱勇、特拉维夫大学校长约瑟夫·克拉

夫特、晨兴创投联合创始人兼恒隆集团董事长陈启宗作

为联席主席共同出席了本次论坛活动。在全球化的大背

景下，中以两国间的合作交往正在向更广泛、更深入的层

次发展。2014年，清华大学与特拉维夫大学联合成立了

交叉创新中心，致力于推动技术转移，培养创新人才，应对

全球挑战。此次联合举办中以创新论坛，为中以两国的

学界、企业界和政界的杰出人士打造一个广泛交流思想、

推动创新发展的高端平台，有望促成中以学、商、政界更加

广泛深入的合作，引领两国创新合作的未来。

首届中以创新论坛聚焦全球挑战
黎巴嫩创最大海鲜展吉尼斯世界纪录黎巴嫩创最大海鲜展吉尼斯世界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