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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1日午间，我国自主研发

的朱雀三号VTVL-1可重复使用垂

直起降回收试验箭，在酒泉卫星发

射中心完成10公里级垂直起降返回

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商业航天在

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上取得突

破，为将来实现大运力、低成本、

高频次、可重复使用的航天发射迈

出关键一步。

本次任务是国内首次实现垂直

起降返回火箭空中二次点火、跨音

速大动压环境下“栅格舵-冷气姿

控-发动机”联合制导控制，以及高

空风实时风修技术工程化应用等技

术验证。试验经历“上升-发动机关

机-无动力滑行-发动机空中二次起

动-软着陆”过程，各项指标均满足

预期设计。

蓝箭航天专家介绍，该试验箭

为单级液氧甲烷火箭，箭体直径3.35

米，长度 18.3 米，起飞质量约 68

吨，起飞推力800千牛，装配3组着

陆缓冲支腿，新增4片栅格舵系统，

采用与朱雀三号火箭一致的高强度

不锈钢箭体结构；搭载一台已实现

连续入轨飞行验证、与朱雀三号火

箭同型的 80 吨级天鹊-12 （TQ-

12）改进型液氧甲烷发动机，具备

正交双摆、45%至111%变推力调节

和多次点火能力。

本次任务的试验箭是以全尺寸

发动机构建的工程样机，作为蓝箭

航天重复使用火箭工程研制的重要

一环。通过两次垂直起降回收试

验，型号团队成功验证了多项重复

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为朱雀三号未

来的首飞及回收奠定了基础。

（据新华社电记者宋晨）

我国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获重大突破
朱雀三号可重复使用火箭完成10公里级垂直起降返回飞行试验

朱雀三号VTVL-1可重复使用垂直起降回收试验箭。（蓝箭航天供图）

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记者王立
彬）作为唯一由中央政府直接行使所有

权的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目前已

经完成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东北虎豹的家

园有了“房本”。

自然资源部11日发布东北虎豹国家

公园的“房本”主要信息，包括总面积

140.65 万公顷，登记单元内森林资源

137.24 万公顷，占虎豹公园总面积的

97%，还有水流资源4963.36公顷，湿地

资源3643.64公顷，草原资源1707.29公

顷，荒地173.58 公顷等其他类型资源。

在权属状况方面，登记簿记载了国有、集

体自然资源面积，其中国有自然资源面积

134.3万公顷，占总面积的95%。

开展国家公园确权登记，是国家公园

建设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通过给东

北虎豹国家公园“上户口”，摸清了公园内

的自然资源状况和权属状况，明确了东北

虎豹国家公园自然资源资产“谁所有、由

谁管”，进一步夯实国家公园生态保护和

管理责任，为国家公园产权管理提供支

撑，有利于加强国家公园的严格保护、整

体保护、系统保护。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位于吉林、黑龙

江两省交界的老爷岭南部区域，是野生

东北虎、东北豹最主要的活动区域。公

园内野生动植物资源众多，森林覆盖率

高，是具有国家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

统。2021年10月12日，我国宣布正式

设立东北虎豹等第一批国家公园。2022

年6月，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正式

启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自然资源确权登

记工作。

经国务院授权，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国

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履行主体为

自然资源部（含国家林草局）。东北虎豹

国家公园完成登簿，标志着我国目前唯一

一个由中央政府直接行使所有权的国家

公园完成自然资源确权登记。

东北虎豹的家园有了“房本”

9月10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十一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

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

定草案的议案，受到各方关注。

专家表示，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一大

原因，是为适应当前的人口发展形势，有

效应对老龄化挑战。如何理解人口结构

变化和退休年龄调整之间的关系？“新华

视点”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趋势一：寿命升，我国人均预
期寿命已达78.6岁

我国已进入长寿时代，人们生命历程

中的老年期更长。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人

均预期寿命已达78.6岁。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

说，根据预测，到2030年之前，我国人均

预期寿命超过80岁是大概率事件。

“快速长寿化、平均预期寿命大幅度

延长，意味着退休年龄余寿大幅提升，而

且未来会继续增高。与之相对应的，是我

国现行男职工60周岁、女职工55周岁或

50周岁的法定退休年龄，70余年未作出

相应调整。”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

学经济学院教授原新说。

“现行法定退休年龄是上世纪50年

代确定的，当时的人均预期寿命不到50

岁。”原新表示，“延迟退休是一项综合性

的社会改革，包含了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多

方面需要。适应人口预期寿命增长是其

中一项重要考量。”

趋势二：素质升，新增劳动力
平均受教育年限超14年

随着我国建成了世界规模最大的教

育体系，人口素质显著提升。劳动年龄人

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增加，由1982年

的刚刚超过8年提高至2023年的11.05

年，特别是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已

超过14年。

“现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60%，

大学生数量显著增多，接受高等教育的人

口已超2.5亿人。与过去20岁左右就参

加工作相比，现在年轻人硕士毕业差不多

25岁、博士毕业近30岁。”中国社会科学

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援引一

组数据指出，劳动者进入劳动市场时间推

迟，而退休年龄不变，不利于人力资源充

分利用。

“如果在自愿、弹性前提下适当延迟

退休年龄，同时健全就业促进机制，着力

解决就业结构性矛盾，使更高水平的人力

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发挥更多作用，将有

利于释放新的人才红利，同时有意愿的劳

动者也能增加收入。”郑秉文表示。

“未来发展的机会就是用素质换规

模、用素质换结构。”原新说，当前我国正

处于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的

关键阶段，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综合施

策，发挥人力资源的潜力与优势。

趋势三：老龄化程度升，老年
人口占比将超三成

人口老龄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

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民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我

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97亿人、

占比21.1%；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17

亿人、占比15.4%，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

会。

根据预测，到2035年左右，60岁及

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占比超30%，

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到本世纪中叶，我

国老年人口规模和比重将达到峰值。

“伴随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养

老服务供需矛盾更加凸显。”中国人民大

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赵忠说，老龄化是目

前世界各国都面临的挑战。尽管延迟退

休年龄不能完全解决老龄化问题，但是能

够提高劳动参与率，让有意愿、有能力、有

条件的大龄人员可以选择继续从事一定

工作。

“‘50后’‘60后’及即将变老的‘70

后’，是恢复高考后的直接受益者，越往后

受教育程度越高。未来，大龄劳动者数量

会更多、素质会更优，在完善稳定就业、劳

动保障等政策下，他们也可以为经济社会

发展发挥更大作用。”原新说。

趋势四：劳动力总量降，劳动
年龄人口约8.6亿人

在人口经济学中，16至59岁人口被

定义为劳动年龄人口，他们是社会生产的

主力。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年末，我国

劳动年龄人口约8.6亿人，占全部人口的

61.3%。从总量看，劳动年龄人口总规模

依然较大，人口红利依然存在，为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劳动力要素是决定经济长期走势的

关键要素。”郑秉文表示，我国人力资源依

然丰富，但着眼于潜力和后劲，有必要通

过一定的政策调节让人力资源优势得到

更好发挥。

数据显示，自2012年起劳动年龄人

口数量逐年减少。“从结构看，劳动年龄人

口中的青年群体、大龄群体人数占比呈现

一降一升态势。这意味着在劳动力市场

上，匹配就业岗位能力最强的人口趋于相

对减少。”赵忠表示。

在他看来，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这一趋

势，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属于客观发展规

律。渐进式延迟退休，可以推动有意愿的

大龄劳动者成为充实未来劳动力的重要

力量，平滑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的曲线。

（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

延迟退休渐近，背后是这四大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