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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版 《 国家航天政策 》 看美国航天领域发展趋势

曾 东

内容提要 ：
2 0 1 0 年 6 月 2 8 日

，
美 国总统奥 巴马颁布 了新版 《 国 家航天政策 》 。

通过对新政中反复提到 的
“

责任
”

、

“

商业
”

、

“

领导
”

、

“

国 际合作
”

等四 个关键词

的解读 ，
不难发现 ， 在

“

和平利 用 空 间
”

的外衣下 ， 美 国政府依旧 大力奉行空间

武器化发展战略 ， 努力维护美 国 自 身的利益 ，
巩 固 美 国在航天领域的领导地位 。

关键词 ： 国 家航天政策 奥 巴马政府 航天技术

2 0 1 0年 6 月 2 8 日
， 美国总统奥巴马颁布了新版 《 国家航新版 《 国家航天

天政策 》 ／ 全文共计 1 8 页 ， 包括引言 、 原则 、 目标 、 跨领 政策》 强调责任、 商

域指导方针和领域指导方针五个部分 ，
是美国今后数年太空 业及国际化合作 ，

继

活动的宣言和总的指导原则 。 新版 《 国家航天政策 》 强调责 续巩固美国在航天领

任 、 商业及国际化合作 ， 继续巩固美国在航天领域的全球领 域的全球领导地位。

导地位 。 如何认识和解读美国的航天政策 ， 分析政策背后美

国航天工业发展的真正 目的 ？ 怎样结合最近美国在航天领域的系列活动 ，
通过对

新版国家航天政策的研究 ， 透析美国未来航天领域的发展趋势 ？ 本文试着对上述

问题进行初步分析 。

一

、 政策出台背景

自从 2 0世纪 5 0 年代艾森豪威尔总统开始 ， 每届美国总统都会发布
一版国家

曾东 中Ｓ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技术发展部部长 。

1ｈｔｔｐ ：／／ｗｗｗ．ｗｈ ｉｔｅｈｏｕｓｅ ．

ｇ
ｏｖ／ｓ ｉｔｅｓ／ｄｅｆａｕ ｔｔ／ｆｉ ｌｅｓ／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ｓｐａｃｅ＿ｐｏ ｌ ｉｃｙ＿ 6

－

2 8
－

1 0 ．ｐｄｆ ．

－

 3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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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政策 ，
奥巴 马政府也不例外 。

1

奥巴马政府 自执政以来 ， 为应对经济危机和

促进美国航天业的发展 ， 开始调整美国的航天政策和航天计划 。 2 0 0 9年 6 月 ，
奥

巴马总统任命了美国载人航天飞行计划评审委员会 ， 对美国载人航天计划及其时

间进度进行了评审 。 评审委员会认为 ， 载人登月 计划并非美国载人航天计划的最

好选择 ， 对公众更富有激励性的项 目应该是登陆小行星及其他 目的地 ； 美国载人

航天计划的终极 目标是登陆火星 。

2

在 2 0 1 0年 2 月公布的美国 2 0 1 1 财年预算申请

报告中 ， 奥巴马政府全面调整了美国航天发展战略 ， 放弃了投资近百亿美元的星

座计划 。 2 0 1 0 年 4 月 1 5 日 ， 奥巴马在肯尼迪航天中心就美国 2 1世纪的太空探索

战略发表演讲 ， 重申 了调整载人航天发展战略的理由 ， 并提出在 2 0 2 5年实现超

越月球进人深空探测 的首个任务一一载人访问小行星 ，
到 2 0 3 5 年实现载人绕火

星轨道飞行并安全返回地球 ， 之后进行载人登陆火星。

3

2 0 1 0年 6 月 2 8 日
， 新版的 《 国家航天政策 》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 台的 。 新

版不像 2 0 0 6年小布什政府的国家航天政策那样首先强调美国的利益。 小布什政

府的航天政策由于具有浓厚的单边主义色彩和强烈的攻击性而备受争议。

4

二 、 关键词解读

纵观新版 《 国家航天政策 》 全篇 ，

“

责任
”

、

“

商业
”

、

“

领导
”

、

“

国际合作
”

四个关键词在政策中反复出现 ， 反映了奥 巴马政府在发展航天领域的总体战略 。

下面 ， 笔者将分别从关键词解析的角度对美国新版国家航天政策进行解读 。

（

一

） 关键词之责任

在新版 《 国 家航 天政策 》 中 ， 责任 （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 ｌｉｔｙ ）
—

词 及其衍生词

（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 ｌｅｉｒ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 共出现了 2 2次之多 ， 反映了美国政府对于世界各国发

展负责任的航天活动问题的担忧 。 在新版 《 国家航天政策 》 中 ， 美国政府的
“

责

任
”

主要包括以下几层含义 。

1 ． 利用空间的责任

随着人类航天技术的不断发展 ， 空间技术在人类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

角色 ， 空间能力无处不在 ， 全世界对空间能力 的依赖程度与 日俱增 。 因此 ，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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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可能无法实现 2 0 2 0年重返月球的 目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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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奥巴马的 2 1 世纪太空探索战略
”

，
载 《国际太空 》

，

2 0 1 0 年第 6 期 ， 第 6
—

1 1 页 。

4 杨彩霞 ：

“

渐进式调整 ： 美国 2 0 1 0 年国家航天政策的深度解析
”

， 载 《中国航天》 ，
2 0 1 0 年第 1 1 期

，
第

9
—

1 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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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呼吁世界各国都有权使用和探索空间 ， 同时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
在空间采

取负责任的行动 ， 保证下一代继续享有利用空间的权利 。 在前言部分 ， 新政强调
“

任何不负责任的空间活动都会给我们带来更加严童的后果
”

， 在原则部分 ， 新

政指出
“

在空间采取负责任的行动有助于避免灾祸 、 误解和猜疑
”

，

“

为了全人类

的利益 ，
出 于和平的 目的 ， 各国都有探索 、 利用空间的权利

， ，

。 作为世界上唯
一

的超级大国和航天领域的领导者 ， 美国在空间部署着大量的空间资产 ， 面对空间

环境 日益恶化的现状 ， 美国除了采取军事手段外 ， 只能以
“

和平利用太空
”

、

“

维

护空间轨道资源
”

等方式保护本国的空间资产 ， 并呼吁世界各国都遵循美国既定

的空间探索原则 ， 尽量避免不负责任的航天活动对美国空间资产构成威胁。

2
． 保护空间的责任

自从 1 9 5 7 年人类发射卫星以来 ，
5 0 多年的航天活动 ，

4 8 0 0 多次的航天发射 ，

已经在地球的低 、 高轨道留下了约 1 9 0 0 0个 目标
，
导致地球轨道布满垃圾 ， 而随

着太空活动的继续扩大 ，
轨道碰撞的几率也在增加 。

1

特别是 2 0 0 9年 2 月美国铱

星公司的
“

铱 3 3

”

卫星和俄罗斯的
“

宇宙 2 2 5 1

”

军用通信卫星在西伯利亚上空

7 9 0公里处发生撞击 ， 在地球低轨产生了大量新的空间碎片 ， 严重威胁附近各类

空间飞行器的安全 。 在这样的背景下 ， 作为世界航天技术的领导者 ， 保护空间的

责任对美国来说尤为突 出 。 新政的前言部分指出 ，

“

应对空间碎片的威胁 ， 不是

美国 自 己的责任 ， 所有国家都有权使用太空 ， 同时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

； 在

目标部分 ， 新政指出
“

增强空间的稳定性 ， 促进安全而负责任的空间活动 ， 加强

信息的收集与共享 ，
避免空间碰撞

”

； 在跨领域指导方针部分 ，
新政提出

“

引导

建立国际行业标准与政策以减少空间碎片 ， 监测不负责任利用空间的活动
”

。 上

述 目标和方针的提出 ， 反映了美国对未来世界各国发展负责任的航天活动的担

优 ； 为充分利用有限的空间资源 ， 美国政府倡导世界各国共同应对空间碎片对未

来人类航天活动的威胁 ， 体现了世界航天领导者对保护空间资源的责任 。

3
． 消除威胁的责任

为应对未来世界各国可能的各类不负责任的空间行为 ，
美国政府有保护 自 己

和盟国航天系统安全 、 挫败各类空间威胁的责任 。 新政在原则部分指出 ，

“

美国

将采取多种措施确保所有负责的各方都能够利用空间 ， 阻止他国的干扰和攻击 ，

保护美国和盟国 的航天系统 ，

一旦威慑失效 ， 实施攻击挫败威胁
”

；
在领域内指

导方针中 ，
新政指出

“

国防部应发展探测 、 预警和识别能力 ，
发展能够改变威胁

环境的先进技术和能力 ，
必要时对干涉或攻击美国或盟国航天系统的活动实施打

击
”

。 上述表述说明 ，
美国仍然致力于使用太空系统保障其国家和盟友的安全 ，

通过发展态势感知 、 快速探测 、 空间威慑 、 空间反击等多种手段 ， 发展军事航天

技术
，
美国有能力承担保护 自 己和盟国空间安全的责任 。 上述表述尽管语气没有

1 王景泉 ：

“

美国航天发展的新战略 、 新政策及新趋势
”

， 载 《 国际太空》 ．
2 0 1 0年第 9期

，
第 2 2— 3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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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政府时期那么强硬 ， 但美国称霸太空的战略意图仍然不减 。

（
二 ） 关键词之二——商业

商业 （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
—词在新版 《 国家航天政策 》 中出现得更为频繁 ， 达到

4 9次之多 ， 并采用重点描述的方式专门阐述了 1 2 条商业航天的发展方针 ， 反映

了美国政府对未来发展商业航天的重视 。

新政首次对商业航天进行了明确的定义 ：

“

此政策中涉

平』 及的商业是指 由私营部门企业提供的航天产品 、 服务或活

动 。 这些私营部门或企业必须合麵雜活动醜雌资风
满

5
险和责任 ， 以典麵市场竞争机制来运营公司 ， 进行成本控

要

； 1
制 ， 使投资回报最大化 ， 并能为现有的或潜細非謙客户

提供产品和服务 。

”

对于美国商业航天的发展原则 ， 新政指

出 ，

“

具有竞争力的商业航天活动对于航天 的可持续发展十

分重要 。 類政府将致力 于鼓励并推动美国商业航天的发

展 ， 满足美国 自身的需要 ， 形成全球竞争力 ， 鳩美酿新

兴市獅纖驱麵企业巾麵导雖
”

。 減臟贿业

航天的发展 ， 对于商业航天可参与的业务范围 ，
新政也进行

了明确阐述 ， 即
“

除涉及国家安全利益的发射任务不可私营
￥展°

化外 ， 寻求
一切机会将 日常的航天发射任务转至可带来高效

费比的私营公司
”

。 可见 ， 相对于布什政府过分强调军事航天政策 ， 奥巴马政府

更加注重商业航天的发展 。

根据独立空间论坛 2 0 1 0年公布的航天报告 ，
2 0 0 9年全球航天业的年收人达

2 6 1 6亿美元 ， 其中商业服务和基础设施占了 1 7 4 4亿美元 。

1

鉴于商业航天领域巨

大的市场价值 ， 美国必然要占据这个市场 ， 因此在新版 《 国家航天政策 》 中 ， 美

国反复强调要扶植发展本国商业航天业 。 新政对于美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推动与美

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 ＮＡＳＡ ） 2 0 0 6年 1 月发布的商业轨道运输服务 （ Ｃｏｍｍｅｒｃ ｉａｌ

Ｏｒｂ ｉ ｔａｌ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 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ＣＯＴＳ ） 计划是一致的 ，

该计划主要针对美国航

天飞机退役后出 现的美国 向国际空间站运送货物和人员的断档期问题 ，
采用低

成本 、 可靠性高 的商业运输模式解决上述问题。 与之相呼应的是美国 ＳｐａｃｅＸ 、

Ｏｒｂ ｉｔａｌ 等私营航天企业的发展 ， 特别是 ＳｐａｃｅＸ公司的迅速崛起增强了美国发展

商业航天的决心 。 就在新政颁布三周前的 6 月 4 日
， 该公司的

“

法尔肯
一

9

”

运载

火箭携天龙座结构模拟件成功实现了首飞 。 Ｓｐａｃ
ｅＸ 公司作为

一家年轻的私营公

司 ，
在成立短短八年的时间内 ，

先后实现了小型运载火箭 、 中型运载火箭和货运

飞船的 自 主研制 、 试验和发射 ，
并于 2 0 1 0 年 1 0 月 底成为美 国首家获得联邦航空

1
“

美国国家航天政策语气上的变化
”

， 载 《 中国航天》 ，
2 0 1 0年第 1 1 期 ， 第 1 5

—

1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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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 ＦＡＡ ） 颁发的航天器
“

再人许可证
”

的私营公司 ， 并最终实现了飞船的再人

和回收 ， 实属不易 。 1 2 月
，

“

法尔肯
一

9

”

运载火箭携天龙座飞船成功完成了入轨

及返回 ， 再次证明 了私营公司独立研制和发射航天运输系统的能力 。 美国政府也

将更加坚定发展商业航天的决心 ， 除了寄希望于商业轨道运输系统能在后航天飞

机时代帮助美国摆脱对外依赖 ， 也寄希望于其能在后经济危机时代缓解失业率居

高不下的局面 ， 带动美国经济的复苏和持续发展 。

（
三 ） 关键词之三一领导

从 目标 、 原则和指导方针来看 ， 新版 《 国家航天政策 》 自始至终都是为了继

续巩固和增强美国在全世界航天领域的领导地位 。 新政在前言部分指 出 ，

“

美国

要维护空间的 自 由 ， 使人类更加幸福 ， 要重振美国的领导地位
”

。 新政还
一再倡

导世界各国要共同应对 日 益污染的空间环境问题 ， 建立国际行业标准与政策以

减少空间碎片 ， 同时美国还要监视不负责任的空间活动 ， 把 自 己装扮成
“

太空交

警＇ 在新政中 ，
美国多次呼吁各国进行负责任的航天活动 ， 提出任何国家都不

对外层空间中任何天体具有主权 ， 保护 自 己和盟国航天系统安全 ， 这些表述都从

不同的侧面表明 ， 美国要重塑 自 己在世界航天领域的领导地位 ， 号召世界各国都

要遵行美国提出的空间活动原则 ； 美国要维护空间的和平 ， 使得世界各国都要在

美国制定的框架之下开展
一切航天活动 。

在跨领域的指导方针部分 ， 新政明确提出要
“

加强美

国在与航天相关的科学、 技术、 工业领域的领导地位 ，
各部 掀起探月热潮的时候 ，

门和机构要开展有利于提高能力并降低成本的基础及应用研 美国宣布＆弃重返 ^

究
”

； 同时也提出 ，

“

美国必须维持其在全球导航卫星系统中 球 ，
将目标指向为更

的领导地位 ， 要在各类国际论坛和活动中彰显美国的领导地 遥远的火星 ， 意在避
位

”

。 为了继续引领世界航天技术的发展 ， 在新政中美国还 免 同 俄 罗ｉ 中 国 、

明确提出 ， 要研制下
一

代发射系统及关键技术 ， 引领世界航 日本、 印度＾国在 ^
天的发展 ， 同时将重返月球的 目标调整为载人登陆小行星及 一

个

＇

层次上的竞争，

载人登陆火星 。 在世界各国纷纷掀起探月 热潮的时候 ， 美国 继续引领世界航天^

宣布放弃重返月球 ， 将 目标指向为更遥远的火星 ，
意在避免 术的发展 ，

扩大美国

同俄罗斯 、 中 国 、 日本 、 印度等国在同
一

个层次上的竞争 ， 胃。

继续引领世界航天技术的发展 ， 扩大美国的技术领先优势 。

（ 四 ） 关键词之四一国际合作

国际合作
一

词贯穿于整个新政的始终．

， 与 2 0 0 6版的国家航天政策相比 ， 新

政不再仅强调美国 自 己的利益 ，
而是要加强各领域的国际合作 ，

表达了美国加强

国际合作的决心 ， 与小布什政府提出的国际合作仅限于太空探索和地球观测形成

了鲜明 的反差 。 在新政中 ， 美国提出的国际合作领域既包括空间探索 、 空间信息

— ．． ． ． ． ．． ． 3 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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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提出扩大国 收集与共享 、 环境监测等
“

传统
”

的可开展国际合作的方面 ，

际合作领域的做法 ，
也进一步提出 了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 空间核动力 、 空间态势

一

方面是想了解其他 感知等军民柄用技术或纯粹军事 目的的技术合作领域 ， 反映

国家在航天技术方面了这届美国政府在对待国际合作的问题上持开放 、 包容的态

的进展状态和水平 ，
度 。 不过 ，

新政强调的国际合作是有前提条件的 ， 新政所言

更为重要的
一

点是 ，

“

美国应建立双边和多边信任透明度措施 ， 鼓励和平利用太
．

通过国际合作 ，
美国 空和负责任的航天活动

”

， 实质是要求其他各国的航天活动

要以自身关于发展航 要对其透明 ，
以便美国监视别国的空间活动 。 美国提出扩大

天技术的理念、 思路 国际合作领域的做法 ，

一方面是想了解其他国家在航天技术

来影响其他国家航天 方面的进展状态和水平 ，
提升 自身的技术能力 ， 继续巩固美

技术的发展 ， 遒循美 国在航天领域的绝对主导地位 ， 更为重要的
一

点是 ， 通过国

国 既定 的航天活动 际合作 ， 美国要以 自 身关于发展航天技术的理念 、 思路来影

框架开展本国的航天 响其他国家航天技术的发展 ， 遵循美国既定的航天活动框架

活动。开展本国的航天活动 ，
以有效避免各国在航天领域的冲突 ，

维护一个稳定的太空环境 ，
以及美国 自身的利益 。

三 、 从新政看美国航天领域的发展趋势

布什政府的政策是在政府任期只剩下大约两年时出 台的 ，
所以更多反映的是

那届政府已做过什么或曾想做什么 。 奥巴马政府的政策则是在奥巴马上台后不到

1 8个月 推出的 ， 如果奥巴马能够连任 ， 那么相关政策就还有长达六年半的时间

来加以落实 。

1

因此 ，
对于这样

一项具有前瞻性的新政来说 ，
世界各国都在关注

新政出台后美国航天领域会发生哪些重大的变化 。 美国如何实施这项发展战略 ，

新政能否开创美国航天发展的新局面 ？ 结合对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美国近期航天领

域的动 向和新版国家航天政策的分析 ， 笔者拟对今后美国航天的发展提出以下几

点预测 。

（

＿

） 美国将建立国际行业标准以减少空间碎片
，
构建空间监视网

，
大力发

展空间态势感知等相关技术 ， 履行保卫美国及盟友空间设施安全的责任。

在新政中 ， 美国多次呼吁世界各国都要进行负责任的空间活动 ， 共同维护人

类共有的太空环境 。 2 0 0 9 年 2 月 美俄卫星相撞事故表明
，
保护空闾环境已经刻不

容缓。 当前 ， 为了保护美国空间设施的安全 ， 美国已经建立并运行世界上最强大

1ｈｔ ｔｐ ： ／／ｗｗｗ．ｄｅｆｅｎ ｓｅ．

ｇ
ｏｖ／ ｈｏｍ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2 0 1 1 ／ 0 1 1 1

＿

ｎｓｓｓ／ｄｏｃｓ／Ｎａｔ
ｉ

ｏｎａｌＳｅ ｃｕ ｒ ｉｔｙＳｐａｃｅＳｔ ｒａｔｅｇｙ

Ｕｎｃｌａｓｓｉ ｆ
ｉｅｄＳｕｍｍａｒｙ＿Ｊａｎ 2 0 1 1  ．

ｐ
ｄ 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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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由地基敏感器组成的空间监视网 ，

1

密切关注各类空间碎片的飞行轨迹 ，
最

大程度地减少碰撞事故的发生 。 然而仅仅对空间碎片进行监视是远远不够的 。 特

别是未来随着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展航天活动 ， 在轨航天器的数量将会 日益

增多 ， 运载火箭末级、 失效航天器 、 各类散落的部件等都会对在轨航天器的正常

运转产生很大的威胁。 如果空间武器化得不到禁止 ， 各类反卫星试验也会大大增

加空间碎片的数量 ，
因此 ， 作为拥有空间资产最多的国家 ， 同时也是世界航天技

术的领导者 ， 美国必须基于空间碎片监视网络和未来国际航天的发展 ， 构建空间

碎片 目标数据库 ， 加强对碎片的跟踪 ， 制定防止空间碰撞的预警措施 ， 建立负责

任空间活动规范的国际标准 ， 倡导世界各国都要进行负责任的空间活动 ， 以立法

的形式对各国各类失效的航天器采取必要措施 ，
尽量避免空间武器化所带来的环

境 日益恶化问题。

在积极倡导构建所谓
“

和平太空
”

的同时 ， 美国还会大力发展挫败各类空间

威胁的技术 ， 如快速探测 、 预警和识别能力 ， 发展空间态势感知 ， 提升空间对

抗能力 ， 应对各类空间威胁 ， 继续奉行维护 自身利益的空间霸权主义策略 。 实际

上
， 美国发展空间攻防对抗技术由来已久。 奥巴马政府在大力宣扬和平利用空间

的同时 ， 也会进一步延续布什政府在发展空间攻防对抗技术方面的做法 ， 继续监

视别国的空间活动 ，
应对各类可能的空间威胁 。 2 0 1 1 年 2 月 4 日

，
美国国防部长

罗伯特 ？ 盖茨和美国国家情报主任詹姆斯 ． 克拉伯联合签署了 《 国家安全空间战

略 》 ， 针对现阶段及未来预测的空间战略环境 ， 规划了美国未来十年的空间战略

发展蓝图 ： 在继续维护并提高空间优势的同时 ， 强化美国的国家安全空间态勢 ；

明确提出要抑制潜在对手 ， 提髙空间态势感知能力 ， 更好地监视空间活动 ， 预测

可能的攻击 ； 加强对空间基础设施的防护 和受攻击后的恢复能力 ， 抵消攻击效

果 ；

一旦威慑失效 ， 保留 自卫反击的权利 。

2

预计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 ， 美国

将大力发展空间雷达 、 空间激光武器等 ， 以维护美国在空间的绝对军事优势和主

导地位 。

（
二

） 商业航天将承担起航天飞机退役后国际空 间站的人 ／货运输重任 ，

ＮＡＳＡ 倡导的更为高效、 及时、 可靠的商业运输服务计划得以实现。

服役近 3 0 年的航天飞机将于今年 6 月份退役 ， 布什政府倡导的
“

星座计划
”

寿终正寝 ， 为了弥补航天飞机退役后向 国际空间站运输 的断档期 ， 同时也为鼓

励本国的商业航天企业大力抢 占国际商业发射服务市场 ， 新版 《国家航天政策 》

在支持美国私营航天企业发展方面注人了
一

针强心剂 。 在 ＣＯＴＳ计划的支撑下 ，

1 王景泉 ：

“

美国航天发展的新战略 、 新政策及新趋势
”

。

2ｈｔｔｐ ：／／ｗｗｗ．ｄｅｆｅｎ ｓｅ ．

ｇｏｖ／
ｈｏｍｅ／ｆｅａ ｔｕｒｅｓ／ 2 0 1

1 ／ 0 1 1 1
＿

ｎｓｓｓ／ｄｏｃｓ／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Ｓｅｃ ｕ ｒｉ ｔｙＳｐａｃｅＳｔ ｒａ ｔｅ
ｇｙ

Ｕｎ ｃｌａｓｓｒ
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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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0 8 年 9 月 2 8 日
，
Ｓ
ｐａｃｅ

Ｘ 公司成功发射世界上第一种私营液体运载火箭
“

Ｆａｌｃｏｎ

1

”

； 2 0 0 9年 6 月
，
成功发射了首颗商业卫星 ；

2 0 1 0年
，

“

Ｆａｌｃｏｎ 9

”

实现了两次

成功飞行并验证了天龙座飞船的人轨及返回 。 2 0 1 1 年 ，

“

Ｆａｌｃｏｎ 9

”

和天龙座飞船

还将完成两次验证飞行 ， 并承担国际空间站的正式货运发射任务 。 到 2 0 1 5 年前 ，

ＳｐａｃｅＸ 公司将陆续完成 1 2次国际空间站货物补给任务并承担多项商业发射服务

项 目 。 另外
一

家 ＣＯＴＳ 计划 的承包商 Ｏｒｂ ｉｔａｌ 公司的首次验证性飞行任务 日期确

定为 2 0 1 1 年 1 2 月 1 4 日 ， 届时将使用
“

金牛座
＿

2

”

火箭发射

4 －＾ 1 1天鹅座飞船 ， 天鹅座飞船将与国际空间站对接 。 可以预计 ，

在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 今后美国私营航天企业仍然会保

躲麟长麟头 ， 具躺麵空醜运输货細能力 。 同
＾
时载人飞船的研制工作也顺利开展 ， 预计在不久的将来 ， 商

°

业航天将承担航天飞机退役后国际空间站的人 ／货运输重任 ，

ＮＡＳＡ倡导的更为高效 、 及时 、 可靠的商业运输服务计划将得以实现。

（
三 ） 美国加快推进重型运载火箭 、 火星探测 、 高超声速飞行器等先进技术

的研发和演示验证
，
不断巩固全球霸主地位 ，

继续引领世界先进航天技术发展 。

新政策 出台后 ，
ＮＡＳＡ 得以剥离航天飞机这一耗时 、 耗力的庞大计划

， 将载

人和货运由商业公司运营 ， 可以腾出大量精力 ， 拓展新领域 ， 发展新的航天技

术 ， 摆脱与竞争对手在低层次问题上的竞争 。 在世界各国竞相推出 载人登月计划

时间表的同时 ， 美国做出重大调整 ，

“

弃月 追星
”

， 也反映出美国继续领跑世界航

天的野心 。

新政明确提出 ，
2 0 2 5 年进行小行星登陆 ，

2 0 3 0年代实现火星载人登陆及返

回 的 目标 。 为此 ，
美国明显增加了深空探测领域的预算 ，

同时发展先进的重型

运载火箭的需求越发明朗 ， 重型运载火箭的经费预算不断增加 ， 研发计划也
一再

提前 。 2 0 1 0年 4 月 1 5 日
， 奥巴马指出今后五年政府将为 ＮＡＳＡ增加 6 0 亿美元深

空探测方面的预算 ， 计划投资 3 0多亿美元开展先进重型运载火箭的研究 ，
2 0 1 5

年确定重型运载火箭的设计方案 ，
2 0 2 0年后执行载人登陆小行星和火星任务 。

2 0 1 0年 7 月 1 5 日
，
美国参议院商业委员会通过了对 ＮＡＳＡ 2 0 1 1 财年的预算授权

法案 。 授权法案要求将重型运载火箭的研制时间提前至 2 0 1 1 年 ， 2 0 1 6 年底前投

人使用 。 ＮＡＳＡ在未来六年将耗资 1 1 5亿美元用于设计和建造至少具备 1 3 0 吨近

地轨道运载能力的重型运载火箭 。

1

 2 0 1 0年 1 2 月 ， ＮＡＳＡ宣布重型运载火箭将于

2 0 1 1 年 4 月选定 。 目前 ， ＮＡＳＡ 已经成立了三个需求分析小组 ， 分别对航天飞机

改进型重型运载火箭方案 、 土星 5 火箭方案和其他方案 （ 改进型一次性运载火箭

1
“

美参议院通过授权法案加快研制重型运载火箭＇ 载 《 国际航天动态 》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1 9 ．ｃａ ｌｔ ．ｃａｓｃ／

ｓｃｒ ｉ ｐｔｓ／ｇｊ
ｈｔ／ｇｊ

ｃｈｄｉ ｓｐ

． ａｓｐ
？ａ＝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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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型 ） 进行研究 。 ＮＡＳＡ将在 2 0 1 1 年 4 月独立进行火箭构型方案的最终决策 ，

之后发布方案征求书 ， 要求工业界于 2 0 1 1 年夏末提交方案意见书 ，
2 0 1 1 年底授

出合同 。

1

上述美国对重型运载火箭发展的系列动 向表明 ，
美国将加快重型运载

火箭技术的研发 ， 在其他国家重型运载火箭投入使用之前尽快拿出美国的新型运

载火箭 ， 抢 占技术的制高点 ， 为美国后续载人登陆小行星和载人探火奠定基础 。

此外 ，
2 0 1 0 年美国还先后开展了ＨＴＶ

—

2 、 Ｘ
—

3 7Ｂ 、 Ｘ
—

5 1 Ａ 等先进飞行

器的飞行演示验证试验 ， 分别验证了高超声速无动力滑翔飞行器技术 、 可重复使

用的空间机动飞行器技术和高超声速超燃冲压发动机及乘波体技术。 这些技术代

表了未来精确打击和快速进出空间武器装备新的发展方向 ， 清晰地印证了美国谋

求控制空间 、 巩固全球霸主地位的战略企图 。 奥巴马政府在 2 0 1 0 年提出 了降低

核威胁和建立
“

无核世界
”

的 目标 ， 表面上是要弱化核武器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中的作用 ， 但实际上是通过提高核武器的质量和性能与发展导弹防御系统形成核

不对称战略 ， 通过发展远程常规精确打击能力实现空间军事力量的不对称性。 今

后 ， 美国还将继续奉行上述发展思路 ， 大力发展先进的武器装备技术 ，
并开展相

关的演示试验。 随着这些技术不断走向成熟 ， 美国在倡导
“

无核世界
”

的同时 ，

大力发展高超声速 、 精确打击 、 空间对抗等军事装备 ， 并将形成实战能力 ， 在继

续维护 自身利益的同时 ， 巩固全球的霸主地位 。

（
四 ） 以

“

和平利用太空
”

为背景
，
美国将继续推行有条件的国际合作 ，

在

巩固 自身领导地位的同时 ， 满足太空环境稳定的需要。

新政明确提出要通过国际合作重振美国的领导地位 。 为此 ， 美国提出 了包括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 空间核动力 、 空间态势感知等全新的国际合作领域 。 为了达

到巩固美国领导地位的 目的 ， 美国呼吁世界各国的空间活动要
“

透明
”

与
“

相互

信任
”

， 换句话说 ，
也就是美国要借助 自身在上述合作领域的领先优势 ， 要求别

国的空间活动向其开放 ，
以便美国从技术上引领和控制国际航天的发展 。 为了达

到上述 目标 ，
美国今后将会逐渐开放空间探索 、 地球观测 、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

空间核动力 、 空间态势感知等合作领域 ， 与别国共同开展相关的技术研发工作 。

另外 ， 美国政府也意识到随着世界各国的航天活动 日益增多 ， 各国的航天技术不

．断提升 ， 维护一个和平 、 稳定的太空环境对美国来说至关重要 。 在
“

和平利用太

空
”

的大背景下 ， 美国政府不好通过武力来控制和约束别国的空间活动 ， 只能倡

导负责任的空间行为 ，
通过广泛的国际合作领域 ， 与多数国家开展空间相关的活

动
，
推动别国的空间活动遵循美国制定的活动框架 ，

以维护太空的稳定 ， 保护 自

己在空间的利益。

1 
“

ＮＡＳＡ将于 2 0 1 1 年 4 月选定新型重型运载火箭方案
”

， 载《 国际航天动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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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 《 国家航天新版 《国家航天政策 》 的出 台 ， 全面反映了奥巴马政府

政策 》 的出台 ， 全面 在航天领域的执政思路。 随着世界各国航天技术的不断发

反映了奥巴马政府在 展
，
美国要继续巩固 自 己 的领导地位 ， 维护 自身和盟国的利

航天领域 的执政思 益
，
不能再像布什政府那样

“

直白
”

， 只顾 自身利益 ， 而必

路。 表面上看不再那 须以
“

太空警察
”

的身份倡导世界各国进行负责任的航天活

么强硬 ， 但是结合近 动
，
以扩大国际合作的方式引领世界航天技术的发展 。 从对

期美国航天领域的动 新政关键词的解读分析不难看出 ， 奥巴马的新版航天政策尽

态和对未来航天发展 管把 自 己塑造成
“

和平利用空间
”

的角色 ， 表面上看不再那

的预测 ，
美国未来将 么强硬 ， 但是结合近期美国航天领域的动态和对未来航天发

继续奉行美国的空间 展的预测
，
作为航天技术的领导者 ，

美国未来的一系列航天

霸权主义政策 。活动都将维护美国的利益 ， 扩大美国在国际航天的话语权 ，

引领世界航天技术的发展 ，
将继续奉行美国的空间霸权主义

政策 ， 这一点丝毫不会改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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