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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美建交以来, 双方在诸多领域的合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但在太空领域直接合

作的成果却有限。美国不愿与中国进行太空合作出于多种考虑: 担心敏感技术转移会促进中国导

弹技术和反卫星武器的发展;自私自利的国际太空合作标准; 与中国的合作有损其 /人权卫士 0声

誉。但是,中国在太空技术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并积极开展太空外交,谋求太空多极化,促使美国

考虑与中国建立太空合作关系的可能性。一些美国人提出了中美太空合作的三种方式: 在太空商

业领域合作,换取中国对事关美国安全利益的支持;在诸如太空碎片缓解等较低层次的太空活动领

域合作;共同参加国际多边太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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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自 1979年建交以来,各方面交流与合作日

趋频繁。在军事交流领域,两国建立了军事热线,甚

至在一些机密军事领域也开始了互动。遗憾的是,

两国太空关系的发展明显迟滞,在太空领域的合作

有限, 太空合作因而成为两国有待开垦的 /最后边

疆 0。本文试图梳理中美太空关系的历史与现状,

探讨美国政府阻扰两国太空合作的原因, 并分析两

国太空合作的可能性。

一、中美太空关系的历史与现状

中国曾多次公开呼吁中美在太空领域进行双边

交流与合作,美国一度几乎不予回应, 直到 1986年

1月航天飞机 /挑战者 0号失事后其态度才出现转

机。 /挑战者 0号的失事, 给美国太空事业以沉重打

击,导致一些美国公司停止生产某些型号的运载火

箭,缩减了卫星发射业务。而此时, 中国 /长征0系

列运载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并多次发射成功,具有参

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中国航天工业部抓住这个机

会,积极与美国进行交涉, 让中国火箭发射澳大利亚

购自美国的卫星。经过 1986年到 1989年三年的艰

苦谈判,在中国保证其卫星技术知识产权的条件下,

美国才同意用中国运载火箭发射美制卫星。 1992

年, 中国用 /长征 0火箭将 / 澳星 0B1成功发射升

空, 这是中美太空商业合作的开始。

但是,中美太空商业合作的好景不长。美国政

府以对中国进军太空的意图不明、美国公司把敏感

技术转移给中国、帮助中国发展导弹技术为由,开始

刁难、阻止中美太空商业合作。 1991年 4月、5月,

美国政府禁止向中国出口卫星及其部件, 1999财年

斯特罗姆 #瑟蒙德 ( S trom Thurmond)国防授权法把

这一禁令推向极端,规定从 1999年 3月 15日起, 所

有的卫星和相关产品受控于美国军品清单, 其出口

许可审批实行国家安全控制。 1999年至今,美国政

府再也没有恢复发放对中国发射美国商业卫星的许

可证,而且对中国长城公司的禁令每两年更新一次,

禁令范围涵盖卫星、多数卫星部件,以及任何列入美

国军备清单的其他项目。

如果说中美太空商业合作昙花一现, 那么在直

接的太空技术合作方面则几乎是空白,就连中国加

入某些多边太空国际合作美国也从中作梗, 如一直

反对中国加入国际空间站的建设。 2001年中国国

家航天局局长栾恩杰通过美国 5航空与空间技术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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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6记者向美国航空航天局局长传话, 中国政府希

望与美国开展公开的太空合作讨论。¹美国一直都

没有回应。但是, 2003年发生的两大航天事件改变

了美国的冷漠态度: 2月美国航天飞机 /哥伦比亚 0

号失事; 10月中国 /神舟 0 5号发射升空, 并成功返

回地面。 /神舟0 5号发射与回收的成功标志着中国

从此成为世界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

家,促使美开始考虑中美太空技术合作事宜。当时

就有美国人呼吁美放弃冷战思维, 开拓 /美中关系

中最后的边疆0。º 2004年, 美国航空航天局邀请中

国航天人员参与该局探索倡议的工作组, 出席国际

太空科学论坛, 美国航空航天局局长奥基夫 ( Sean

OpK ee fe)还陪同中国航天局长孙来燕访问其总部。

尽管两位航天主管没有谈论合作事宜, 但其 /重要

性就在于双方举行过会谈 0。» 所有这些表明美国

准备与中国开展有关太空合作的正式讨论。奥基夫

认为, 布什政府相信 /与中国进行审慎、适度的太空

合作0是可行的, 美国应与中国就双方太空合作的

样式进行讨论。¼

2005年 4月胡锦涛主席访美时, 美国表示同意

与中国在探月、空间探测等太空领域开展合作。

2006年 1月美国众议院三位议员柯克 (M ark K irk)、

拉尔森 ( R ick Larsen)、斐尼 (Tom Feeney)访问中国,

开始了所谓的 /寻找真相之旅 0: 中国的太空项目是

否与冷战时期的苏联一样挑战美国太空霸权。访问

中国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后,三人表示,美国国会要重

新考虑与中国进行太空合作,在美国航天飞机很快

退役之际, 两国可以在太空飞船上进行合作。½

2006年 4月初, 出席美国第 22届国家太空研讨会

(N ational Space Symposium )的中国国家航天局副局

长罗格顺道访问了美国航空航天局, 为格里芬 (M i2
chae lGriffin)局长 9月访华铺路。 2006年 9月格里

芬如期访华。这是美国第一位访华的航空航天局局

长,中美两国媒体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美国媒体

称,中美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太空合作讨论;中国媒体

评论说, 这是中美太空科技合作的第一枝春芽。¾

格里芬则称这次访问只是 /了解之旅 0。

2007年 1月中国成功进行了反卫星武器试验,

美国对此反应强烈。美国国务院说, /未来与中国

进行任何民用太空合作, 需要在中国反卫星背景下

进行评估。0美国航空航天局则说, 美国原本有进行

双方合作的意图,在中国进行反卫星试验后,未来不

会有此类讨论的计划。¿ 也就是说美国政府冻结了

与中国进行太空合作的计划。

但是, 中美在太空合作问题上的讨论实际上并

没有停止。2008年早些时候, 中美航天专家进行了

双边接触,美国与中国官员在加拿大的温哥华进行

了有关太空合作的非正式讨论, 都支持未来双边太

空合作。À 2008年 7月中美两国官员就太空合作在

北京重开谈判,双方同意设立空间和地球科学工作

组, 并制订广泛合作框架。Á 此前一个月, 美国财政

部取消了对中国长城公司的制裁; 此后, 又 /出于人

道主义精神与和平开发太空的目的 0准备给中国

/神七0提供帮助。�lu 可是, 2008年 12月布什政府

却否决了美国航空航天局起草的中美太空合作议

案。该议案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进行太空科研, 还

包括用航天飞机把有中国元素的阿尔法磁谱仪安装

30

5现代国际关系6 2009年第 3期

¹

º

»

¼

½

¾

¿

À

Á

�lu

C raig C ovau lt, / The Ch in a Card: U. S. Now Agreeab le to
Sp ace Cooperationw ith C hina0, March 2, 2005, h ttp: / /www. spacere.f

com /new s /v iew new s. htm ?l id= 1005.

David Th aisrivongs, / The F inal Fron tier: New Space for US-

Ch ina Relations0, H arvard Interna tiona l R ev iew, V o.l 26, 2004, h t2
tp: / / f indart icles /p lart icles /m i_hb137 / is_2 _26 /a i_n29110142.

C raig C ovau lt, / Th e Ch ina C ard: U. S. n ow Agreeab le to

Sp ace Cooperationw ith Ch ina0.
C raig C ovau lt, / The Ch in a Card: U. S. Now Agreeab le to

Sp ace Cooperationw ith Ch ina0.
Leon ard David, / U. S. - Ch ina Cooperation: The G reat Space

Debate0, 12A pri,l 2006, http: / /www. space. com /new s /060412_ china

_cooperation. htm .l

C raig Covau lt, / Space D iplom acy - U. S. , Ch ina Open Un2
p receden ted D iscuss ion s on C ooperat ion0, S eptem ber 24, 2006, ht tp: / /

www. spacere.f com /new s /viewn ew s. htm ?l id= 1155; 赵楚: /中美太空
合作的萌芽 0, h ttp: / /n ew s. x inhuanet. com /comm en ts /2006- 05 /09 /

con tent_4524476. h tm.

/ US Reth ink s Cooperation w ith Ch ina in Space0, N ew S cien2
tist, Febru ary 3, 2007, http: / /www. new scient ist. com /art icle/

dn11104.
M aj Patrick& A. B row n, / Prom oting th e Safe andRespon sib le

U se of S pace: Tow ard a 21 st C entury T ran sparen cy Fram ew ork0, H igh

F rontier, Volum e 5, Num ber 1, Novem ber 2008, p. 14.

C raig Covau lt, / U. S. and C h ina Resum e Space Cooperation

Talk s0, Sep tember 5, 2008, h ttp: / /www. aviationw eek. com /aw /gener2
ic/ story_gen eric. jsp? ch annel= aw s&t id= new s/aw090808p2. xm .l

Sara S argent, / Analysis: Ch ina space laun ch raises fears0,
Oct. 3, 2008, h ttp: / /www. globalsecurity. org /org/new s /2008 /081003

- ch ina- space. h tm.



到国际空间站。¹

二、美国阻止中美太空合作的原因

美国政府先是扼杀了中美太空商业合作, 继而

又否决美国航天局提出的中美太空合作议案。到底

是什么因素促使美国不愿解冻中美太空合作呢?

首先, 美国政府担心敏感技术转移会促进中国

导弹技术和反卫星武器的发展,直接提高中国军队

的能力,对美国军队构成挑战。美军严重依赖包括

军用、民用卫星在内的太空资产。最近几场局部战

争,如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战争, 美国动用了几

十、上百颗功能各异的卫星,提供诸如定位、侦察、监

视、气象等信息和保障支持,为美军的精确制导打击

发挥了巨大作用。可以说, 美军没有太空资产几乎

寸步难行。同时,鉴于太空资产易受反太空武器的

攻击, 具有很大的脆弱性。为保护美军的 /阿基里

斯之踵 0,美国开始设计太空武器,并试验和部署这

些武器,企图先发制人打击潜在对手的太空资产。

因而, 美国自然要严防太空技术转移给中国。

2001年以拉姆斯菲尔德为首的高级委员会对

美国未来的太空安全进行考察后得出结论: 为了避

免 /太空珍珠港事件0,美国应采取措施保护太空资

产,并且在太空部署武器进行威慑,在必要的时候抵

挡针对美国利益的进攻。此外,美国还认为太空战

确实存在,必须采取措施,改善太空防御能力, 提高

/在太空、从太空、通过太空的力量投送能力 0, 威慑

和预防在太空、从太空进行的敌对行动。º 2002年

美军制定了 5太空行动的联合条例 6文件, 计划于

2009年开始部署天基监视卫星, 成立太空攻击队,

并制定太空作战的计划。» 2004年美国空军公布的

5美国空军飞行转型计划 20046详细描述了美军太

空作战的发展方向、武器研发、短期与长期目标等,

认为美国要获取制太空权就必须具备三种实力:保

护太空资产、制止敌方利用太空、快速发射航天器以

替换被摧毁或失效的太空资产。为了实现上述目

标,该计划制定了太空作战的武器规划,包括天基与

全球激光发射器、机载反卫星导弹、太空定向能反卫

星武器系统和其他太空战系统。该计划还首次明确

了太空武器地位。¼ 新的太空战计划的出炉清楚无

疑地表明了美军进一步加快太空武器部署, 在臭氧

层上空建立军事帝国以独霸太空的野心。½ 如果说

美国空军制订的太空武器化计划是单一军种的设想

的话,那么 2006年 10月美国公布的新国家太空政

策则为美国全面太空武器化打开了方便之门。新政

策指出,美国反对任何旨在限制美国太空部署武器

的条约, /对美国来说, 保持太空行动自由与空中力

量和海上力量同样重要 0, /美国反对任何国家对太

空、空间体或其中部分拥有主权, 反对限制美国在太

空行动和获取资料的基本权力 0; 美国的 /太空系统

拥有自由进出太空和在太空不受阻碍的权力 0, /任

何对美国太空系统的恶意阻挠都将被视为对其权力

的侵害0, /必要时, 美国将剥夺敌人使用太空的能

力0。¾ 也就是说美国可以先发制人地打击对其太

空资产与能力构成威胁的各种系统。2002年 6月,

美国政府单方面退出 1972年签署的5反弹道导弹条

约6,就是为实现拉姆斯菲尔德确定的目标所采取

的第一步行动。¿ 为此, 美国防部加快太空武器的

研发与部署。美太空武器大体上包括三大类: 一是

发展太空侦察、预警设施, 提高空间环境的透明度;

二是积极采取防护措施, 增强抵御反卫星武器攻击

的能力;三是发展进攻性手段, 毁坏敌人的卫星系

统。为验证太空作战方案以及武器系统的有效性,

美国多次进行太空大战演习以及实战。美军从

2001年开始每两年举行 /施里弗0太空战演习,还多

次进行拦截弹道导弹试验,以验证其导弹防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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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背景下, 美国始终把中国发展太空能力

视为对其太空霸权的挑战, 在中国 2007年 1月进行

反卫星试验后尤其如此。美国认为, 中国发展反卫

星武器的动力主要来自美在太平洋的军事存在及其

依赖军事卫星对网络战的支持;在可预见的将来,反

卫星技术仍然是中国应对美国的重要手段与战略。

美国传统基金会的塞耶斯 ( E ric Sayers)说, 因台湾

问题而引发的美中之间的任何摊牌可能很快就会升

级成针对太空资产的一系列袭击。¹ 五角大楼还认

为,中国正在开发多样化的反卫星武器,包括 /动能

武器、粒子束武器、电磁脉冲武器0。º

中国发展太空能力引起美国的猜疑, 迫使中国

要采取措施防范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所带来的威

胁,防范美国未来基于太空系统所带来的威胁。中

国在太空领域的防御战略, 反过来进一步刺激美国

的太空政策朝着武器化方向发展。如此循环, 使两

国陷入安全困境。这就是美国人所说的中美进入了

太空军备竞赛,或者说是中美太空关系由 /口水战 0

转为 /冷战0。» 这完全是美国对中国发展太空能力

错误猜疑的结果。

第二,美国自私自利的国际太空合作标准,阻碍

了中美太空合作。尽管美国航空航天局没有明确道

明国际太空合作的标准, 但根据太空专家在相关会

议上所表达的观点, 美国科学家整理出了多个标

准。¼ ( 1)必须保护和促进美国利益。这是首要标

准,也就是说,任何合作机制的目标和原则必须与美

国的太空政策和计划相一致,同时促进美国整体科

学、安全和经济利益。 ( 2)必须使美国在关键领域

保持其独立性,即决策的独立性。在可预见的将来,

美国不会参与由合作委员会做出预算决定和项目决

定的任何合作论坛;美国必须保持行动自由,对任何

具有约束性的协议根本没有兴趣。 ( 3)必须保障美

国对合作伙伴成员国实施控制。这种控制包括两个

方面: 最少的预算标准和必要的技术标准;现有的成

员可以同意或拒绝新成员的要求。 ( 4)必须保护美

国战略性技术不让他国分享。 ( 5)不能要求订立超

越机构对机构层面之上的协议,即美国不会签署条

约层面的协议、政府对政府的协议。 ( 6)必须具有

灵活性,美国不希望受制于规则约束。这样的合作

标准无疑是自私自利的:不仅旨在保持美国的战略、

技术优势,促进美国国家利益,而且还要保持美国不

受协议约束,对成员国实施控制。作为独立自主的

国家,中国绝对不会牺牲国家利益来换取与美国在

太空领域的合作。如在禁止太空武器方面, 中美两

国存在着重大分歧:中国主张禁止在太空部署任何

武器,而美国为保持在太空行动自由而反对任何旨

在禁止太空武器化的条约、协议。

第三,美国认为,与中国进行太空合作对自己不

会有任何实质性好处。中美两国都是航天大国, 都

具有深空探测能力。目前, 两国在一些项目上具有

相似性,如都在进行月球探索,客观上有进行合作的

可能性。赞同中美合作的人认为,合作可以增加、促

进中国太空项目的透明度, 降低可能引起太空冲突

的太空竞争; ½同时, 与中国合作有可能使中国依赖

美国太空技术,美国可借此使中国的太空项目有利

于美国。¾ 赞同者还认为, 中美太空合作可以弥补

美国太空项目预算的不足, 而且在技术上对美国有

所帮助。

这些观点遭到了美国一些人的反驳。他们认

为, 美国的太空技术至少领先中国 20年, 甚至 40

年, 即使代表中国最先进太空技术的 /神舟 0飞船都

有俄罗斯的影子。在太空技术领域上,中国所掌握

的技术美国基本上都有, 美国根本不能从中国那里

学到什么东西,中美合作不仅对美国太空技术没有

益处,反而会增强中国的太空技术。至于说到中美

太空合作能弥补美国航天局的预算, 几乎不值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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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中国的太空预算每年约为 10亿人民币, 约合 1

亿多美元, 相对于美国的预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美国为重返月球的预算为 1040亿美元,而且还不包

括在国际空间站为此进行相关工作的 200亿美

元。¹ 至于中美太空合作能增加中国太空项目的透

明度,美国政府一直都持怀疑态度。美国航空航天

局与军方确实存在合作,但是前者是一个民事机构,

主导太空探索与发展,促进美国战略科技、商业和经

济的发展。而中国的航天事业缺乏美国那种军民界

线明晰的管辖,因为中国航天项目是军民联合投资,

军方主导太空发展,不仅发展和操作卫星,还管理航

天基础设施, 包括卫星发射中心和卫星操作中心。

与美国航空航天局相对应的中国国家航天局

( CNSA) ,仅仅作为国际合作的民事单位和联系军方

与防务工业的中间人。实际上,中国国家航天局甚至

连重要的太空合作事宜都无权管理,如中国与欧洲在

/伽利略计划0的合作就由科技部负责。在这种情况

下, 军方所主导的太空事业自然涉及到军事机密问

题,合作无法增加中国太空项目的透明度。美国政府

还列举中国进行反卫星试验的例子来说明以合作来

增加中国的透明度与信任是极其困难的。º

第四,美国认为, 与中国进行太空合作有损其

/人权卫士 0的声誉。美国向来以人权和民主的捍

卫者自居。长期以来, 美国每年都出台针对他国的

5人权报告 6, 无视他国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不

同与差异,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人权模式,到处指

手画脚、说三道四。美国经常指责中国存在广泛侵

犯人权的状况, 并指责中国实行 /独裁 0, 没有实施

民主政治, 称如果与中国进行太空合作, 就等于认

可、并加强了中国的 /独裁0统治。» 布什政府否决

美国航空航天局提交的中美太空合作议案的理由就

是,鉴于中国 /在人权和武器交易方面违反国际法

规定, 与中国开展更高层次的合作是对中国的奖

赏 0。¼

三、中美太空合作的前景

一般来说, 国际合作会在三种情况下出现。其

一是双方的力量对比达到均衡状态。1975年美苏实

现了 /太空握手 0, 其时正值两国太空实力旗鼓相

当。如同前述,目前中美两国在太空技术上存在巨

大差距,美国与中国进行太空合作的意愿很小。其

二是双方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念, 视对方为盟友、伙

伴。中美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差异,中美两国之

间的政治关系距离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0还有很长

的路。其三是建立促进信任的国际制度,作为国际

合作的桥梁。制度可以提供可靠的信息,增强透明

度, 减少合作者之间的相互猜忌。目前,全球没有太

空安全机制。½ 从这方面讲, 中美太空合作缺乏国

际制度安排。

虽然如此, 中美太空合作也不是没有可能性。

我们从正反两个方面来分析一下。美国 /哥伦比

亚0号航天飞机失事之后, 美国决定让航天飞机在

2010年退役。在新载人航天器研制成功之前, 剩下

的三架航天飞机只承担 10次飞行任务, 这样, 美国

必须依靠俄罗斯的联盟号飞船来向国际空间站运输

人员及设备。中国是除美俄之外唯一一个拥有载人

航天飞行器的国家,也具备与国际空间站对接的能

力。从这一点上说, 未来合作的前景比较看好。如

同前述,许多美国人 (包括国会议员 )都乐观其成。

如果能与中国在诸如月球、火星探索等领域上合作,

不仅能够共同承担探索成本, 还可以为探索提供安

全备份, /并不会使美国的国家安全冒风险0。¾

以上是美国人从正面来谈中美合作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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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反面来说,美国也有与中国加强太空合作的必要

性。首先,美国遏制中国太空技术已经失败。美国

利用5国际武器贸易条例 6千方百计遏制中国发展

太空技术,但是, 在美国技术封锁下, 中国不仅没有

屈服, 反而依靠自力更生,航天事业蒸蒸日上, 取得

了巨大成就。封锁也没有阻止中欧、中俄太空合作,

还使5国际武器贸易条例 6形同虚设, ¹损害了美国

太空工业。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写

道, / 5国际武器贸易条例 6的这些要求不仅损害了

我们国内技术和制造业基础,而且对太空硬实力和

软实力的利用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0º失去市场

份额的航天公司呼吁美国政府把某些技术排除在武

器清单之外。为回应这种呼声,国防部的防务技术

安全局 ( Pentagon. s Defense Techno logy Security Ad2

m inistrat ion)和国家安全太空署 ( Na tiona l Security

Space O ffice)正在评估一些卫星部件, 考虑把它们

排除出清单。»

其次,中国正积极开展太空外交,谋求 /太空多

极化0, 美国不能忽视。美国认为,尽管对中国太空

外交的重要性不能估计过高,但应予以重视,因为其

太空计划有助于其外交影响力的整体提升。¼ 中国

正与欧洲、俄罗斯以及发展中国家进行太空合作,推

动太空多极化,挑战美国太空霸权。

中国廉价的发射与卫星制造优势,以及中国几

乎无条件地给发展中国家提供太空支援, 吸引了许

多国家与中国进行合作。中国与巴西合作的 /中巴

地球资源卫星 0为巴西热带雨林资源的保护、开发

和利用做出了巨大贡献, 同时也为国际灾难监测提

供了重要数据。中巴双方除了整星合作外, 在卫星

技术、卫星应用以及卫星零部件等方面也开展了多

项合作。中巴在空间领域的合作是发展中国家之间

在高科技领域进行 /南南合作0的典范。 2007年 5

月,中国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将中国为尼日利亚研

制的通讯卫星发射升空, 开启了中非太空合作的大

门。中国还为委内瑞拉研制了通讯卫星, 并已发射

升空、运转。另外,中国正利用太空优势发起地区倡

议。2008年 12月组建的总部设在北京的亚太空间

合作组织 ( A sian- Pacific Space Cooperation Organ i2

zation), 成员包括中国、孟加拉、伊朗、蒙古、巴基斯

坦、秘鲁、泰国,印尼、土耳其。该组织旨在促进成员

国在太空科学、技术与应用的双边、多边理解与信

任, 共同促进地区政治稳定和安全一体化以及社会

与经济的发展。

中国还与欧洲、俄罗斯开展太空合作。中欧太

空合作的主要表现在中国参与欧洲的伽利略定位、

导航卫星的研发上。中欧在太空领域的合作伙伴关

系被美国人认为是 /地缘技术的平衡器 0, 意在削弱

美国太空霸权。½ 中俄计划在月球、火星探索上进

行合作,而且中俄太空合作关系只可能加强而不是

削弱。美国人视之为中俄 /对抗美国的地缘政治博

弈的另一工具 0。¾

其三, 太空领域的工程人员结构发生着不利于

美国的变化。根据美国航天工业协会的统计, /在

过去 14年中, 美国失去了 75万科研、技术、生产与

管理工作者0。¿ 许多专业人才也将退休。2005年,

航空航天产业领域 55% 的工作人员超过 45岁,

2008年有 25%的工作人员退休。À 此外,美国人获

得数学学位和科技学位的人数持续下降,而且其中

多数选择到诸如计算机科学这样利润丰厚的行业工

作。尽管可以从外国获得人力资本, 但外国人的选

择有限,因为为军事承包商工作的人要接受忠诚调

查。所以,到 2010年只能补充 5. 7万 - 6. 8万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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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的一半。¹ 而中国则相反。中国航天项目的工

作人员大部分在 45岁以下。根据杜克大学做的一

份调查, 美国每年大约有 13. 7万人获得工程学位,

而中国则有 35万多人。从两国经济规模比较来看,

中国培养的工程学大学毕业生人数是美国的 12

倍。º 这也是访问中国酒泉卫星基地的美国议员们

所担心的事情。

正因如此,一些美国人认为,中美应通过太空合

作逐步扩大共识,为建立良好的双边太空关系奠定

基础。至于合作的路径,他们提出了三种方式。其

一,在太空商业领域、禁止部署太空武器谈判上进行

合作,以换取中国对事关美国安全利益的支持。美

国学者提出, 取消 5国际武器贸易规则 6的限制, 为

开启两国太空合作铺路。在民用太空领域与他国进

行合作,传统上是美国软实力的表现,是消除与潜在

对手紧张关系的工具, »不仅如此, 通过民用太空合

作发挥美国的 /巧实力 0, 还可以换取中国在太空行

动上的自我约束,包括限制反卫星武器试验。¼ 美

国还应与中国在太空武器化上进行谈判, 达成禁止

部署太空武器, 换取中国在诸如 5禁止生产可裂变

材料条约6 ( F issileM a terial Cut- O ff Treaty , FMCT)

与 5防扩散安全倡议 6等更重要的反扩散领域的合

作。½ 其二,双方可以在较低层次的太空活动领域

进行合作,包括太空碎片缓解、碰撞和爆炸规避,发

展更安全的太空交通规则。也就是美国人所说的在

太空状态感知 ( space situat iona l aw areness, SSA )方

面加强合作。太空状态感知就是了解太空行动所依

赖的太空环境,包括物理的、实际上的因素、活动和

事件。随着太空活动日益增多,太空垃圾、碎片也越

来越多,给卫星等航天器造成威胁。同时,越来越多

的国家走向太空,民用、军用和商用卫星在太空越来

越拥挤,建立太空交通规则也显得比较迫切。中美

两国都是航天大国, 加强双方在太空状态感知方面

的合作有利于联合其他航天大国制定太空交通规

则。中美两国与他国在这方面的合作, 可以分担相

关成本、降低紧张关系、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国际社

会对太空的使用, 也有助于美国在太空的既得利

益。¾ 其三,共同参加多边太空合作。2007年中国

加入地球观测集团 ( G roup on Earth Observations ,

GEO )。该组织现有 74个政府、欧盟和 51个非政府

组织参加,为相关国家和组织提供有关地球环境资

讯以便决策。中美为该组织的联合主席国。 2008

年 5月中国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后, 该组织向中国政

府提供了灾区的卫星图像。 1994年中国加入由美

国、加拿大、法国和前苏联共同建立的全球卫星搜救

系统 ( COSPAS- SARSAT ), 该系统是国际海事卫星

组织推行的全球海上遇险与安全系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 2007年 5月, 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 14个国

家在意大利签署 5全球探测战略框架 6 ( G loba l Ex2

plorat ion S trategy Framew ork)协议,多国共同探索宇

宙奥妙。这类多边合作方式就是各国受领不同的任

务, 发展相关技术, 实现太空资产的相互补充, 而不

必担心敏感太空技术的转移, ¿对美国有利无害。

在布什政府否决航天局提出的中美太空合作议

案之后,中美太空关系实际上处于 /冰封0状态。奥

巴马当选总统后询问了中美太空合作事宜, 并表示

有可能与中国进行合作。不管中美太空关系能否实

现正常化,中国的航天事业不会停止。当然,我们也

要为中美太空合作做好实力准备, 毕竟 /合作的基

础还是相称的实力 0, 倘若我们没有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太空核心技术, /那么和美国即便能够进行

合作,其结果也未必能如人所愿 0, À只能是低层次

合作。o (责任编辑: 何桂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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