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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空实力竞争新趋势

滕建群

内容提要 ： 2 0 0 9年 2 月 1 1 日 0 时 5 5 分
， 美俄两颗卫星在西伯利亚上空 7 9 0 千

米处相撞 ，
上演史上首次卫星相撞事故 。 卫星相撞产生大量外空垃圾 ， 危及国 际

空间站和其他国 家的卫星运行。 事故再
一次提醒人们 ， 规范外空行为 ，

限制或至

少放慢外空武器化的步伐 ，
维护全人类的外空安全 ，

已成为 国 际社会的 当务之

急 。 近年来 ， 个别航天大国仍把
“

控制外空
”

当作 国家安全政策的重要内 容 ， 备

战外空步伐加速 ，
既破坏外空安全环境 ，

又会导致国 际关 系 中的 力量失衡 ， 甚至

带来外空军备竞赛。 后起航天国家在请如探月 等工程方面进展顺利 。 它们之间的

竞争远超军事范畴 ，
而融入国 家地位、 大 国形象 、 政治 、 经济 、 技术及改善民生

等 内涵。

关键词 ： 航天技术 外空安全 军备竞赛 和平利 用

一

、 备战的外空

航天技术发展引发外空实力竞争更趋激烈 。 主要国家相继制定了外空发展政

策文件 ； 设立外空专门领导机构 ， 整合资源优势 ，
推进军用外空系统建设 ， 抢占

战略
“

高边疆
”

， 备战外空是这些国家外空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一

） 美国 ： 备战外空的步伐始终未停从技术和财力角

度看
， 能备战外空的

从技术和财力角度看 ， 能备战外空的国家 目前只是极少ｇ＃目
数国家 。 2 0世纪 9 0 年代初 ， 美国空军以条令形式下发的 《空国家 。

八

滕建群 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副秘书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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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航空航天基本理论 》 ， 指出应研制用于外空作战的战法和作战原则 ， 并部署外

空激光武器或其他任何能反击地面或外空武器进攻的有效武器 。

“

美军 2 0 2 5年武

器装备总体架构
”

要求 ，
空军将逐渐由航空部队变为

“

航空航天部队
”

， 要求这

支部队有 6种作战能力 ： （ 1 ） 夺取航空航天优势
；

（ 2 ） 遂行全球打击“
3 ） 全球快

速机动 ； （ 4 ） 精确打击 ；
（ 5 ） 夺取信息优势 ；

（ 6） 提供敏捷的战斗支援 。

美军外空战装备已有长足发展 ， 除发达的军事通信 、 导航 、 侦察卫星外 ， 这

些装备还包括 ： （ 1） 天基激光武器 。 可装载在航天飞机 、 太空站和改进型飞机

上
， 攻击地面 、 天空或外空 目标 。 （ 2 ） 外空信息战武器 。 战时瘫痪而不是

“

硬摧

毁
”

对方部署在外空的卫星系统 ， 中断对方通信 、 电视等信号传输 。 （ 3 ） 超远程

精确打击武器 。 参议院曾敦促国防部把外空建成保证美国
“

向世界投送力量的战

略髙边疆
”

。 按要求 ， 美军在受命 1 小时后 向地球任何地方投送力量 。 （ 4 ） 外空

防御武器 。 保卫美国外空资源不受攻击 ， 包括在卫星上装传感器 ， 掌握发动攻击

的源头并给予报复 ， 或平时让卫星
“

隐形
”

， 战争爆发后才启用 。 2 0 0 8年国防拨

款中 ， 国会批准 1 亿美元 ， 打造
“

可重复利用高超音速巡航飞船
”

计划 。 这种武

器平台首先由小型火箭发射进人外空 ， 在外空巡航 ，
需要时从外空发起攻击 ， 然

后重返地球基地 。 它可载弹 5 吨 ， 两小时内可对全球和外空任何 目标发动攻击。

国防部称 ：

“

新武器系统既能让美军对危机做出迅速反应 ， 又能像战机那样容易

操作 。

’ ，
1

美军备战外空是全方位的 ，
不单是在大气层外部署武器系统 ， 同时还包括导

弹防御在内 的地面武器系统 ， 用美军术语说 ， 这就是
“

全频谱能力＇目 的是
ｆ

证美国拥有
“

全频谱优势
”

。

2

2 〇〇 8年 2 月 ， 美国巡洋舰在太平洋北部海区发射
“

标

准
”

导弹 ， 击中距地面 2 0 0多千米的间谍卫星 。 美国防部声称 ， 此举是为消除失

效卫星对地球的危险 。 然而 ， 导弹拦卫星行动的含义远非于
导弹

ｆ
御ＸＥ攻防

此 ： 它标志着新型战略武器体系的诞生 ，
表明导弹防御是攻

兼备的军事计划。

防兼备的军事计划 。

（ 二 ） 俄罗斯 ： 为维护战略力量平衡奋起直追

外空武器化成为国际安全领域
一种极不稳定因素 。 任何国家在外空放置武器

系统都将打破世界现有战略均势 ，
追求单方面优势会引发他国报复性追赶 ， 导

致大国关系复杂化 ， 影响国际安全与和平 。 目前 ， 能与美在外空决
一

高低的国家

只有俄罗斯。 除拥有航天部队外 ， 俄还在外空装备 、 作战理论等方面进行多年准

备 。 尽管俄政府表示 ， 不会首先在外空部署武器 ， 但美国加快备战外空必然会弓 Ｉ

￣

1 转引 自深圳新闻网 ，

“

美国一亿美元打造
‘

外空战舰
，

展开外空战准备＇ 2 0 0 7 年 1 1 月 2 5 日 。

2 所谓
“

全频谱能力
”

和
“

全频谱优势
”

是美军在世纪之交提出的一 战概念 ，

主要是要求美军在陆地、

海洋 、 空中 、 外空 、 电磁等多维空间里具备全时空和全天候的作战能力 ， 以适应军亊技术发展和新战争形

态的需要 ， 从而完成美军肩负的使命 。

3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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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俄反弹 。 俄航天部队司令弗拉吉米尔
？

波波夫金曾说 ：

“

如果某些国家在外空部

署武器 ， 那么根据战争规则 ， 针对这种武器的
‘

回击性
’

武器将会出现。 在外

空部署武器的后果无法预测 ， 有可能引发规模不小的战争 。

”

俄 《新闻时报 》 指

出 ， 虽然波波夫金没点国家的名字 ， 但他明显是在向美国发出警告 。 他在另
一场

合强调 ， 俄反对向外空部署核武器 ：

“

俄罗斯不准备向外空部署核武器 ， 希望人

类有足够的理智 ， 不向外空部署这种可怕武器 。 如果说这种武器在地球上还能控

制的话 ， 那到了外空 ， 将会困难得多 。 那里有流星雨 ，
有太阳黑子爆发 ， 这都很

危险 。

”
1

在外空战能力上 ， 苏联曾是最早做过实战型反卫星武器的 国家 。 2 0世纪 9 0

年代 ，
俄拥有两种可随时投入实战的反卫星系统

——

“

杀伤
”

和
“

天雷
”

。 到

2 0 1 0 年 ， 俄罗斯至少仍保留两种可用实战的激光系统 ， 它们可击毁数百千米外

轨道上的卫星 ， 且将其炸成碎片 。 俄还拥有大型外空监测网 ， 其全球卫星导航系

统
“

格洛纳斯
”

尽管精度不如美国全球定位系统 ， 但其抗干扰能力却最强 。

美俄竞争从外空延续到陆地和海洋 ， 特别是美国在东欧
1

．

部署反导系统把两国关系推向紧张边缘 。 2 0 0 8年 7 月 ， 美捷

签署反导寵麵臓 ， 類Ｗ鎌酿細千雜ｓ

立反导雷达基地 ，
2 0 1 3 年投入使用 。 8 月

，
美波签署反导基

地协议 ，
2 0 1 3 年前在波兰北部部署 1 0个导弹拦截装置 。 美

因天

在総部署反导系统 ， 可缩短美对麵际弹道导麵预謦时
糸推网疾卿琢。

间 ， 削弱俄战略反制能力 ， 进一步打破美俄战略平衡 ， 对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因此 ， 俄罗斯做出强烈反应。 外交上 ， 俄通过威胁退出 《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

约 》 和 《 中导条约 》 以及重新将核武器瞄准欧洲 ， 迫使欧洲各国在与美展开反导

合作时有所忌惮 ， 借此遏制美在俄周边构建反导包围圈 。 军事上 ，
俄发展

“

ＲＳ
－

2 4
”

和
“

白杨一Ｍ
”

等新型导弹核武器 ， 保持对美有效的战略威慑 。 尽管俄政府

近期宣布暂停在加里宁格勒部署新型导弹系统 ， 但两国导弹防御ｈ争仍将继续 。

看似简单的导弹防御计划牵扯到两国外空能力的较量 。

俄对美外空战准备保持警惕事出有因 。

“

二战
”

结束后 ， 大国战略力量平衡

是建立在核力量战略平衡之上。
一旦外空军事力量对 比失一Ｍ彡卜

衡
， 核力量平衡的决定性作用就失去其本来效用 ，

全球战略

力量平衡也势必被打破 ， 这种逻辑推理
，
让俄坐立不安 ， 做

出反应理所当然。 同样
，
其他关注国际战略力量平衡的国家＆

也会做＊相应的反应。

球战略力？平衡也势

必被打破。

1
“

俄军航天兵司令谈部队现状和发展前景
”

， 新浪军亊 ，

2 0 0 5年 8 月 2 3 日
，

ｈｔｔｐ ：／／ｍ ｉＬ ｎｅｗｓ ．ｓｉｎａｃｏｍ ．

ｃｎ／ 
2 0 0 5

－ 0 8 － 2 3／ 1 3 5 2 3 1 5 1 7 9 ． ｈｔｍ ｌ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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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中国 ： 被西方强贴上备战外空的标签

在西方眼里 ， 中国
一

直在备战外空 。 中国进行外空试验 、 建设
“

北斗
”

卫星

．导航定位系统 、 发射
“

嫦娥一号
”

卫星和
“

神舟
”

飞船 ， 均被贴上与军事有关的

标签 。 2 0 0 8年 4 月 ， 美国前驻华使馆陆军武官武尔泽指出 ， 从中国发表的各种文

章和提供的法理依据中 ， 人们可得出这样结论 ， 中国发展外空军事科学是基于对

未来战争的理念上的 。 他说 ， 中国把美国看成是最可能的敌人 。 尽管在军用卫星

领域无法与美进行面对面竞争 ， 但中国投资本国外空能力 ， 发展能破坏美国空中

优势的反卫星能力 。

1“

神舟
”

载人航天向世人展示的中国的航天成就和实力 ， 同

样引来不少猜测 ， 认为美国导弹防御不再有效 ， 中美将进行外空竞赛 。 航天员 出

舱且释放小卫星 ， 标志中 国具有在外空捕捉他国卫星的作战能力 。

中 国航天能力 的发展也引来周边国家的猜疑 。 2 0 0 9年 1 月 ， 印度媒体发表
“

中国对印度外空资源的威胁
”

， 指出印度在
“

星球大战
”

领域远远落后于中国 。

国防部长安东尼指出 ， 印度已是航天大国 ， 拥有通信 、 气象和地球观测卫星 。 但

他担心 ，

“

邻国反卫星武器、 新一代大推力火箭以军事外空改良装备＇ 陆军参谋

长卡普尔认为 ， 印度需要
“

把外空计划充分用于军事 目 的
”

。 他呼吁设立三军航

空航天指挥中心 ， 确保对潜在威胁做出快速反应 。 前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主席阿

特里博士指出 ， 鉴于中国的进步 ，
印度迫切需要足以保护其外空资产的系统 ，

印

度应仿效美俄 ， 采取新技术保护外空战时代的国家利益。

显然 ， 这些国家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中国的外空能力的 。 第
一

， 他们过分

依赖中国学者发表的文章 ，
以此为根据推论出中 国发展外空能力的政策和 目标。

其实 ， 学者的主张不能代表国策 ， 有些和国策存在差距 ，
甚至相反 。 第二 ， 在

外空能力发展上 ， 中国限于财力 、 物力及技术水平等客观因

素 ， 更看重的是外空能力可带来的国家形象 、 经济潜力和技

术的拉动作用 ， 根本不可能把美国当成首要敌人 ’ 更不可能

与美进行外空军备竞赛 ， 这不符合中酿革开放以来坚持已

久的基相策 。 倒是美军在近年来外空战演习 中把 目标对准

中 国 。 美军设定 ： 大陆国家威胁一个海岛 ， 另一大国介入并
力和

向海岛提供包括外空情报在内的支援 ，
大陆国家攻击大国的

般顏 ， 自雌麵个大＿祕空战 。 大陆酿、 海岛和

另外一大国 ，
显然是指中国 、 中国 台湾和美国 。

正如中 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所称 ：

“

中国在和平利用外空方面所做出的努力

和中国是
一个发展中 国家是不矛盾的 。 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要发展 自 己国家的

科技水准。 加强中国在外空方面的技术能力不仅对中 国有利 ， 对整个世界和全人

1
“

美国前驻华使馆陆军武官 ： 解放军开始为外空战准备法理依据
”

，
《环球时报 》 ，

2 0 0 8 年 4 月 1 1 曰 。

3 2 4———一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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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和平利用外空也有着重要意义……中国探索和发展外空技术完全是出于和平利

用外空的 目 的 。 中国一向主张外空的非武器化 ， 并认为 ， 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符合

世界各国利益 。 中国愿与其他国家在和平利用外空方面开展合作 。 中国从来没

有 ， 今后也不会参加任何形式的外空军备竞赛 。

”
1

二、 竞争的外空

随着国际安全环境演变以及技术发展 ， 外空开发已超越只是大国军备竞赛领

地的时代。 有关国家出 自本国政治 、 经济 、 技术等 目 的 ， 使

外空技术发赚鮮事 、 民肺航天触化三大麟 日益^
明显 ，

外空实力竞争已不单单是军事能力的角力 ：

一是越来

越多国家开始外空探索活动 。 俄罗斯提出探索火星计划 ， 提

出要发展载人航天飞行 ， 麵空间細科学研究 ， 为火星探

ｉｌｌ做准备 ， 将在 2 Ｇ 1 5年鎌人敎 猶龍 ｆｔ
｝

6人小

组 ， 这比美国 2 0 1 8年重新登月计划领先多年 。 其他国家紧

跟不放 。 2 0 0 8年 2 月 ， 英国政府发布 《英国民用外空战略 ：

2 0 0 8
—

2 Ｇ 1 2 》 ， 计划 2 0 1 2年把英国宇麵送上外空 。 2 ＧＧ 7 年
，

爭能刀的用 。

德国公布独 自探月计划 ， 该计划由德国 1 1 家航天科研单位共同制订 ， 德国有望

在 2 0 1 3年向月球发射轨道探测器。

2

美国还与英 、 法 、 加 、 德 、 意 、 日 、 印 、 俄

八国签署探月 合作协定 。 欧盟其他国家也不甘落后 。 2 0 0 7 年
，
欧盟 2 6 国运输部

长会议达成协议 ， 为处于停滞状态的
“

伽利略
”

卫星导航计划注人 2 4 亿欧元资

金 。 新计划设想建立一个由 3 0颗卫星组成的网络 ， 向地面接收器传输无线电信

号 。 二是除树立大国形象外 ， 这些国家更看重外空这块
“

新边疆
”

所具有的经济

和技术潜力 。 中国绕月 探测工程月球应用科学首席科学家欧阳 自远则认为 ，

“

太

阳系探测
”

已成为 2 1 世纪航天科技发展的竞争焦点 。 三是外空经济正在成为新

的增长点 。 美国宇航局局长迈克尔 ？ 格里芬指出 ， 当今世界的主要竞争表现在经

济方面 ，
而外空经济无疑是一个全新的增长点 。

3

在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 开

发外空无疑可拉动经济发展 。 四是由于巨额投资和技术需要 ， 各国在竞争的同时

也把 目光转向 国际合作 ， 如在建国际空间站集中美国 、 俄罗斯等国家的资金和

技术 。

在亚洲地区 ，
中 、 印 、 日正展开一场外空三国演义 。

1 2 0 0 3年 1 0 月 9 曰 ， 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章启月在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 ，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ｃｈｎ／ｘｗ ｆｗ／ ｆ

ｙ
ｒ ｔｈ／ｔ 2 6 8 4 9 ．ｈｔｍｌ 〇

2 转引 自香港 《大公报 》 网站 ，

“

争霸战打上太空
”

，
2 0 0 8 年 5 月 2 0 日 ，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ｔａｋｕ ｎｇｐａｏ ．ｃｏｍ／

ｎｅｗｓ／ 0 8／ 0 5 ／ 2 0／ＴＳＴＴ
－

9 0 7 7 1 2 ． ｈｔｍ
ｌ 。

3 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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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 2 0 0 7年 9 月 ， 日本成功发射
“

月 亮女神
”

号探月卫星 。 同年底 ， 卫星

开始全面工作 ， 并发回月球相关照片 。 该卫星绕月探测
一

年 ， 将通过搭载的十几

种精密的科学仪器 ， 从整个月球收集有关化学元素分布 、 矿物分布 、 地形地表结

构 、 弓 丨力场和月球环境的相关数据 ， 研究月 球起源和演变 ， 此计划将比以往探月

任务分析得更深。 日本官员称 ， 这是自美国阿波罗探月计划以来最大的
一次探月

行动 。
日本提出 ，

2 0 2 0年把宇航员送上月球 。

中国 。
2 0 0 4 年 2 月 ， 中国公布

“

媒娥
”

探月 计划 ， 首期
“

嫦娥一号
”

绕月 工程 ，

总投资 1 4 亿元 ， 2 0 0 7年 1 0 月成功发射 ，
主要任务 ： （ 1 ） 对月 球表面进行观测 ，

并选择登月场“
2 ） 分析月 球表面有用元素含量和物质类型的分布特点 ， 職月

球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前景等 ； （ 3 ） 探测月 壤厚度 ， 在此基础上 ， 估算核聚变发

电燃料氦 －

3 的含量 、 资源分布及资源量等 ；
（ 4 ） 探测地球至月亮的空间环境 。 目

前 ， 中 国探月二期工程已获国务院批准 ，
正组织队伍细化具体的研制方案 。 月球

探测二期工程有望在 2 0 1 3 年实施 ，
旨在实现月 球软着陆 ，

并通过施放无人探测

器对月球表面进行勘察 。

印度 。 2 0 0 8年 1 0 月 ，
印度探月卫星成功发射升空 ，

1 1 月 8 日进人绕月轨道 。

印度
“

月船一号
”

探测卫星获得欧美国家协助 ， 星上装载 1 1 个探月仪器 ， 其中 5

个由印度 自行研制 ， 包括撞击探测器 ， 另有 4个属于欧洲联盟 ， 美国在探测器上

安装微型合成孔径雷达等两个仪器 ， 用 以测量月 球表面是否含有水 、 冰和矿藏资

源。 参与印度探月计划的科学家纳伦德拉 ？ 巴罕达里说 ：

“

对印度外空研究机构来

说 ，
月球只是一块垫脚石 ， 下一站是进行行星研究 。

”

印度在 2 0 1 4年前发射载人

航天飞船 ， 希望在 2 0 2 0年前实现登月 。 印度外空研究机构负责人奈尔博士表示 ：

“

这两项计划将完全由印度 自主完成 ， 印库将倾全国之力 ， 调集国 内最好的实验

室和研发机构参与这些计划 。

”

三 、 规约的外空

和平利用外空是国际条约规定的义务 ， 也是国际社会的

共同愿望。 联合国通过的 《外空公约 》 明确规定 ， 任何国家

都不能将外空的任娜分占为己有 ， 所有国家应同意外空的

和平利用 ， 外空属于全人类 ，
任何国家都无权剥夺其他国家

二Ｓ
和平开发糊外空的权利 。 然而 ， 由于航天技术迅速发展 ，

现有雛外空活动的国际条约无酿对安全纖。 防止外空

军备竞赛的最大难点在于 ，

一些大国仰仗其财力雜术能

力 ， 不但在国际论坛上回避或反对讨论外空国际条约 ， 而且
种
＿快外空武器倾紙 争夺外空轉优势 。 如屬年 日

外坌军畢优势。

内瓦裁军谈判射义上 美国代表就表示 ， 裁谈会不是谈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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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两国提出 的关于外空透 明度和信任措施建设的地方 ，
而且中俄提出来的议案对

现有外空机制没什么意义 。 他说 ，
只要存在着外空资源受到威胁的可能 ， 美国就

会保持其保卫外空资源的能力 。

以 中俄为代表的国家则主张通过国际合作来解决问题 ， 这有利于国际安全与

稳定 ， 符合所有国家的安全利益 。 中方立场是谈判达成新的限制外空军备竞赛的

条约 ， 内容包括 ： 禁止在外空部署和使用任何武器 、 武器系统或其他组成部分 ；

禁止在陆地 、 海上和大气层试验 、 部署和使用任何用于外空作战的武器 、 武器系

统及其组成部分 ； 禁止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 ； 禁止帮助或鼓励其他国

家 、 集团或国际组织从事被该条约禁止的活动 。

2 0 0 2年
，
中俄第一次联合提出方案 ，

1

内容涉及 ：

一

是防止所有外空武器的

发展 ， 既包括核的
，
也包括常规武器。 二是禁止对外空物体使用武力和威胁使用

武力 。 2 0 0 4 年 ， 中俄再次提出
“

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核査问题
”

的文件 ， 提议建

立以外空为基础的遥感监査和定点检査手段 。 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国家的反对 ， 这

些提案均未得以通过 ， 这也成为 日 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最令人惋惜的事情 。

2 0 0 8年 2 月 ， 中俄在 日 内瓦 向裁谈会全体会议提交了 《 防止在外空放置武

器 、 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条约 》 草案 ，

2

呼吁国际社会通过谈判达成
一项新的国际法律文书 ， 防止外空武器化和外空军备竞赛 ， 维护外空的和平与安

宁 。 为显示对此草案的重视 ， 俄外长拉夫罗夫亲 自到会
，
进行解释性发言 。 中国

外交部长杨洁篪 向大会发去书面致辞 。

中国
一贯主张外空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 始终不遗余力地在国际场合倡导和

平利用外空 、 防止外空军备竞赛 ， 要求国际社会谈判达成一项禁止在外空部署武

器 、 禁止向外空物体使用和威胁使用武力的国际法律文书 。 中国的立场与主张 ，

得到同为航天大国俄罗斯的赞同 。 中俄联手提案 ， 对于促进国际社会凝聚在外空

问题上的共识将会产生积极影响 ， 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响应 。

四 、 共同的外空

当前人类外空活动异常活跃 ， 重返月球 、 星际航行 、 深空探测已成为有航天

能力国家的选择 目标 。 外空是人类共同的财产 ， 其安全涉及所有 国家 ， 事关世界

和平和地区稳定 ， 国际社会仍需做出不懈努力 。

首先 ， 细化规范外空行为的国际法律 。 外空武器的研究和发展速度正在加

1 原文可査阅中 国外交部网站
，

“

中 国 、 俄罗斯代表 团联合向裁军谈判会议提交的关于
‘

各方对防止外空

军备竞赛工作文件 （ ＣＤ／ 1 6 7 9  ） 的意见汇编 （ 第二版 ）

’

的工作文件
（

ＣＤ／ 1 7 6 9
）

”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ｆｍｐ ｒｃ．

ｇ
ｏｖ．

ｃｎ／
ｃｈ ｎ／ｗ

ｊ
ｂ／ｚｚ

ｊｇ／ｊ

ｋｓ／
ｊ
ｋｃ

ｊ

ｘｂ／ｗｅ ｎ
ｊ

ｉ

ａｎ 2 0 0 6 ／ ｌ ｉ ｕｃａｉ
ｊ
ｕ ｎｔａｎ ｐａｎ

ｈｕ ｉ

ｙ
ｉ／ｔ 3 0 9 1 9 3 ． ｈ

ｔｍ ｌ

〇

2 草案原文可査阅 中国外交部网站 ，

“

中国与俄罗斯共同提交防止外空军备竞赛条约草案
”

，
2 0 0 8 年 2 月

1 2 日
，

ｈｔｔｐ ：／／ｗｗｗ ． ｆｍ
ｐ
ｒｃ ．

ｇ
ｏｖ． ｃｎ／ｃｈｎ／ｗ

ｊ
ｂ／ｚｚ

ｊｇ／ ｊ
ｋｓ／

ｊ
ｋｓｘｗ ｌｂ／Ｍ 0 6 9 9 4 ． ｈｔｍ ｌ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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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 外空战理论也在构想和确立中 ， 外空武器化威胁在不断增长。 因此有关外空

及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国际法律体系建设就显得非常必要和迫切 。 联合国已经主

持制定了五部国际空 间法 ，

1

发表 了三个宣言和三项原则 。 最基本框架是 《外空

条约 》 ，
它下面还有两个协定和两个公约 。 这些国际规约已远不能适应当前的外

空形势。 如今的外空犹如新修好的高速公路和汽车工业刚兴起的年代 ， 只有少数

人可在髙速公路上横冲直撞行驶 ， 但随着越来越多的汽车涌人高速公路。 若没有

交通法规 ，
没有红绿灯和行车线 ，

碰撞将成为必然 。 2 0 0 9年 2 月 ，
美俄卫星相撞

事故再次反映出规范外空活动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第二 ， 限制外空武器化的步伐是全人类的使命。 冷战结束不仅改变 了全球

￥安全形势 ，
也结束了外空军备竞赛被遏制的局面。 从表面上

雄讨
看 ， 航天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大量用于军事领域是外空安全受

到威麵主要因素 ， 而实际上廳结构的解体使類成为唯
－

舰烟 ，
其通扩細力量与野祕外空安全的最主要

威胁。 美国单方面谋求绝对优势的空间政策将可引发连锁反应。 美军的 目 的不仅

是倚重外空 ，
且要独霸外空 。 美军定义的

“

空间控制
”

是指
“

确保 自身空间行动

的 自 由 ， 同时防止对手具备这种 自 由
”

的能力 。

国际军控与裁军的历史有着正反两方面的例证 ： 如果在核能开发之初 ， 国际

社会就制定限制其用于军事 目 的的条约 ， 当今国际防扩散形势就不会这样复杂 ，

也许不会出现朝核问题 、 伊核问题这样劳民伤财 、 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 某些国家

争夺一时的外空优势 ， 达成
一时一地的所谓

“

绝对优势
”

， 这样只会重蹈核技术

扩散的覆辙。

1 这五部国际法律文件是 ：
《 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与其他天体活动所应遵守原则的条约 》

（ 简称 《 外空条约 ＞
） ；

1 9 6 6 年 1 2 月 1 9 曰 通过
，

1 9 6 7 年 1 0 月 1 0 日生效 。 《 营救宇宙航行员 、 送 回宇宙航

行员和归还发射到外层空间 的物体 的协定 》
（
简称 《 营救协定 》

）
；

1 9 6 7年 1 2 月 1 9 曰通过 ， 1 9 6 8 年 1 2 月

3 日生效。 《 空间物体所造成损害的 国 际责任公约 》
（
简称 《责任公约 》

）
；

1 9 7 1 年 1 1 月 2 9 曰通过 ，
1 9 7 2

年 9 月 1 日生效 。 《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 间 物体 的公约 》
（
简称 《 登记公 4 》

）
；

1 9 7 4 年 1 1 月 1 2 日 通过 ，

1 9 7 6 年 9 月 1 5 日 生效。 《指导各国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上活动的协定 》
（
简称 《 月球协定 》

）
；

1 9 7 9 年 1 2 月

5 日通过 ， 1 9 8 4 年 7 月 1 1 曰生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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