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俄罗斯的太空安全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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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太空被视为俄罗斯的国家总体实力与军事实力的象征。维护太空安全与太

空力量的平衡 ,成为俄罗斯国家战略考虑的问题。面对美国太空武器化的政策 ,为保证其

进出太空的自由和其太空战略利益 ,俄罗斯对此做出回应。一方面 ,联手中国等国家呼吁

国际社会限制太空武器化;另一方面谋求“非对称反击”手段 ,发展相关反制武器 ,不让美

国在太空武器领域一枝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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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俄罗斯太空探索及其利用历程

苏联 ———俄罗斯发展太空资产 ,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太空时代开始到

苏联的消亡 ,是苏联太空荣耀的最高点 。第二阶段 ,是叶利钦任总统时期 ,太空与改革进

程相伴 ,俄罗斯太空探索和力量急剧萎缩阶段 。第三阶段则从普京开始到现在 ,其特征就

是巩固和复兴其太空技术领先地位 。

为了确保战略核威慑的有效性和先进性 ,苏联开始谋划太空计划 ,并很快掌握了太空

军事优势 ,如目标打击 、遥感 、导航 、通讯 、早期预警和侦察等方面都取得了相当成就 。苏

联成功地与美国在太空武器化计划上进行竞争 ,在一段时间内甚至在太空军备竞赛中领

先。从 1960年代中期开始 ,苏联就开始研制共轨式反卫星武器 ,这些反卫星武器能够使

卫星致盲 ,并摧毁他们。激光反卫星武器的研制也在快速推进 。1975 年 10月 18日 ,苏

联连续 5次用激光器照射两颗飞临西伯利亚上空的美国预警卫星 ,使其红外传感器失效

达 4小时之久。同时 ,苏联也加强了天基激光武器的试验 。1981年 ,在宇宙系列卫星 、飞

船和“礼炮”号空间站上 ,苏进行了一系列激光武器打靶试验 ,均获得成功 。尤其是 1981

年 3月 ,苏联利用一颗卫星上的小型高能激光器照射一颗美国卫星。苏联也研制其他反

卫星武器 ,如从米格 31飞机上发射拦截机 ,它能够释放一枚小导弹打击卫星。此外 ,苏联

成立了第一个轨道碎片轰炸系统 ,这是迄今为止唯一的在轨军事核武器系统。然而该系

统从来没有用核武器进行测试。在美国发起载人轨道实验室以及具有军事目的的阿波罗宇

宙飞船等项目后 ,苏联也试验了 Almaz军事空间站 ,用来监视美国的这些项目及其进展[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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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发起星球大战计划后 ,苏联采取了应对之策 ,希望发展 80 吨 、以激光武器装备的

Polyus-Skif-DM 太空站 ,但最后因戈尔巴乔夫新思维而取消[ 2] 。在苏联解体后 ,以武

器为导向的研究和发展计划取消了 ,这与军事 ———工业复合体的总体急剧衰退巧合 。

1991年之后 ,俄罗斯太空与导弹制造企业“私有化” 。考虑到国家秩序的崩溃 、军事

采购的急剧下降 ,这些企业试图通过外国合同生存下去 ,而且政府在出口管制方面存在漏

洞 ,导致太空及其相关领域的技术扩散 。这些引起美国的不满 ,指责俄罗斯违反导弹技术

管制体制(Missile Techno logy Control Regime , MTCR)。为了讨好西方 ,叶利钦开始加

强导弹等相关技术的出口管制 。另外一方面 ,美国担心即使俄罗斯加强出口管制 ,也不能

排除其军事———工业复合体铤而走险 ,为给这些企业以出路 ,美国允许让俄罗斯太空企业

以配额的方式进入世界商业太空发射市场。美国也允许俄罗斯太空企业用美国技术发射

卫星 ,更重要的是让俄罗斯参与国际空间站(ISS)建设。然而 ,在国家投资太空经费极其

有限的情况下 ,不论是参与建设国际空间战筹集的经费 ,还是来自商业卫星发射及出售火

箭发动机的基金 ,都不足以保证俄罗斯太空能力与资产的生存与发展。俄罗斯航天局的

局长 2001年 6月向杜马哀叹道 ,90颗在轨卫星中有 68颗接近服役期 ,43枚军事卫星中

的多数已经严重老化 ,格罗纳斯(Glonass)导航卫星系统也日趋老化 ,只有 14枚在 2001

年全面运转 ,无法提供全球导航。

普京担任总统后 ,视恢复俄罗斯大国地位为己任 ,依靠能源筹措资金 ,复兴太空探索

与应用 ,确保本国自由进出太空及其战略利益 ,开始为确保俄罗斯的太空安全而努力 。

2001年 ,俄罗斯重建军事航天部队 ,作为独立的军种 ,集合所有军事航天计划与资产 ,以

及协调所有商业 。在 2001年美国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和 2006年美国出台新国家太空

政策后 ,俄罗斯加大了对太空技术 、太空武器的研发。

为支持航天计划 ,俄罗斯逐年加大航天领域的投资 ,并视之为带动俄罗斯工业发展的

火车头[ 3] 。与此同时 ,采取积极措施 ,推进航天事业之发展 。首先 ,俄罗斯集中力量进一

步开拓国际商业卫星发射市场 ,赚取外汇支持本国的航天事业 ,同时在国际社会广交朋

友 ,支持其有关太空活动的一些倡议。因为 ,一旦这些国家拥有或者即将拥有在轨运行的

卫星 ,自然反对美国独霸太空资源 。其次 ,开展广泛的技术合作 ,尤其是与欧洲 、中国 、印

度等国家进行合作 ,努力建立太空的“多极化” ,防止美国在太空的“一超独霸”格局 。第

三 ,发展太空武器 ,应对美国的太空武器化政策 。在普京总统领导下 ,俄罗斯航天事业开

始巩固和发展。

联手他国制定禁止太空武器化条约

冷战结束后 ,作为苏联的继承国俄罗斯无力与美国进行太空军备竞赛 ,只好委曲求

全 ,声称俄罗斯不想推翻其有关太空安全与军备控制的声明 。2000 年 6 月 ,俄罗斯国防

部长谢尔盖·伊万诺夫(Sergei Ivanov)宣称:“俄罗斯对此问题的立场几十年来没有改

变:我们反对外层空间军事化 。”[ 4] 2000年 9 月 ,普京总统在联大会议上的演讲严厉指责

美国“太空军事化”的计划 。俄罗斯知道单凭一国力量不足以让美国改变太空武器化政

策 ,于是联合国际力量来呼吁美国停止这一政策 。2001年 4月 ,俄罗斯为纪念人类首次

太空飞行 40周年而举行“没有武器的太空:21世纪和平合作的一个领域”(Space w ith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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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pons:an Arena fo r Peaceful Cooperat ion in the 21st Century)会议 。这次会议的目

的旨在探讨太空非武器化 ,在太空研究领域进行国际合作[ 5] 。100多个国家派代表参加 ,

但是美国以俄罗斯旨在破坏其国家导弹防御计划为由拒绝参加会议 。

2001年 9月 ,俄罗斯外长伊戈尔·伊万诺夫(Igo r Ivanov)在联大演讲吁请国际社会

开始制定有关禁止在太空部署武器 、不对太空目标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器的全面协议 。他

谈到协议包括以下因素:使用外空应当遵守国际法 ,以及符合“维持和平与安全”利益;任

何国家应当承担义务:不在地球轨道上部署任何携带任何武器的器物 ,不以任何其它方式

在太空或从太空部署此类器物;任何国家应当禁止对太空目标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作为

实际的第一步 ,应当冻结有关在外空部署的武器[ 6] 。俄罗斯声明会立即采取措施采纳

“暂停”建议 ,其前提是其它领先国家加入进来 。

此后 ,俄罗斯改变单枪匹马“战斗”的方式 ,联手中国等国家 ,提出禁止在太空部署武

器的倡议 。2002年 6月 28日 ,俄罗斯联合中国与其它几个国家向联合国裁军大会提交

了《关于未来防止在外空部署武器 、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国际法律文书要点》 。

这个建议包括 3个方面内容:不在近地轨道部署任何类型武器 ,不在天体上安装此类武

器 ,不在外空以其它方式部署此类武器;不求助于威胁或使用武力打击太空目标;不支持 、

鼓励其它国家 、国家集团 、国际组织参与本条约所禁止的活动[ 7] 。为增加双边信任 ,俄罗

斯建议呼吁公布各国太空发射基地的位置和活动 、航天器的轨道位置及其目的 。在会上 ,

俄罗斯保证将在外交部网站上提供计划中的太空发射信息 ,作为信任建设措施 ,目的在于

鼓励在裁军会议上讨论禁止在外空部署任何武器的问题。

尽管美国反对 ,俄罗斯还是开始起草太空非武器化条约 ,作为国际社会讨论的基础 。

同年 8月 ,俄罗斯和中国散发了有关未来条约的详细材料。2004年 10月 ,俄罗斯在第 59

届联大上宣布在太空不首先部署进攻性武器 ,呼吁其它国家仿效。2005年 6月 9日 ,俄

罗斯联合中国再次要求联合国裁军大会讨论提交的条约草案 ,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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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迈向禁止太空武器化道路。同年 9月 ,俄罗斯在

联大会议上提出有关在太空建立透明和信任建设的决议 ,只有美国反对 、以色列弃权 ,其

他 158个国家赞同 ,该决议获得通过 。这是俄罗斯几年来努力的结果 。2006 年 2 月 16

日 ,俄罗斯和中国向裁军大会提交条约修改稿 ,希望深度讨论 ,并在同年的联大建议第 61

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禁止在太空部署武器的国际条约。2007和 2008年 ,俄罗斯再次联合

中国向联合国裁军大会提交禁止太空武器化的条约草案。

美国根本无视俄罗斯 、中国等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呼吁 ,表示明确反对。在美国通

过新空间政策后 ,美国太空武器化的决心更加坚定 。2008年 1 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唐纳

德·马利(Donald Mahley)就俄罗斯与中国再度联手建议签署国际条约禁止太空武器化

发表谈话 ,“新提案中没有什么内容能改变美国目前的立场 。”他说 , “新的具有约束力的军

控协议根本不是维护美国及其盟国的长远太空安全利益的有效工具。”[ 8] 重申了美国国

家太空政策。

研发先进武器系统

俄罗斯担心美国在太空部署武器掌握制天权 ,从而维持美国一超独霸的局面。因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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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美就太空武器化问题打口水仗之时 ,俄罗斯把太空安全置于国家战略的优先地位 ,把

空间优势作为确保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 。为确保在航天技术领域的领先优势 ,俄罗斯在

其《航天活动法》中指出 ,将把航天活动视为“国家最高等级的优先发展项目” ,依靠航天技

术增强俄罗斯的经济 、科技和国防实力 。2000年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通过了《俄联邦军

事学说(草案)》 ,该文件明确指出:“未来战争的军事行动将以天基为中心 ,夺取制天权将

成为夺取制空权和制海权的主要条件之一 。” 2001 年通过的《俄罗斯 2001—2010 年国家

航天计划》 ,提出了一整套完善的空间作战理论 ,从空间作战原则 、作战区域划分 、作战对

象 、作战武器系统及主要作战样式等方面对空间作战做了系统的界定[ 9] 39-45 。在外交领

域阻止美国太空武器化努力不能实现之际 ,俄罗斯按照自己的军事学说 ,根据变化的国际

形势 ,调整自己的军事太空政策。

第一 ,研发能突破美国反导系统的战略导弹和隐形战略轰炸机。俄罗斯重点发展对

美国导弹防御系统最为有效的战略威慑武器 ,即陆基(“白杨-M” 、RS -24 洲际导弹)和

海基(布拉瓦 、Sineva轻舟)战略导弹 。“白杨-M”战略弹道导弹具有机动能力强 、弹道

低 、速度快 、隐身性能高等技术特点 ,被视为 21世纪主要的核打击力量 ,是俄罗斯抗衡美

国反导弹系统的一张“王牌” 。俄罗斯计划从 2010年起使该型导弹成为俄军最主要的战

略导弹 ,到 2015年 ,将有超过 10 个师 、300枚“白杨-M”导弹进入现役。2007年 5 月俄

罗斯发射了一枚带有分导式多弹头的 RS -24洲际弹道导弹并取得成功 。此型导弹是

“白杨-M”改进型 ,突防能力更强 。2007年俄罗斯进行了两次新型潜射战略导弹即布拉

瓦和 Sineva 轻舟导弹的成功试射。布拉瓦潜射战略导弹可以携带 12 枚核弹头 ,装备在

即将服役的第四代“北风”级 955型战略核潜艇“尤里·多尔戈鲁基”上 。Sineva轻舟也是

多弹头洲际弹道导弹 ,最大射程超过 8000公里 ,能携带 10个分弹头。Sineva轻舟导弹的

飞行轨道可通过卫星遥控改变 ,可突破导弹防御系统。2007年俄罗斯决定研制新一代隐

形战略轰炸机。此种战略轰炸机可以在公路和机场上起飞 ,可在任何战场上全天候作战 ,

又能突破任何反导系统。俄罗斯表示 ,一旦美国在波兰 、捷克部署反导系统 ,其先进导弹

瞄准这些设施 ,必要时摧毁之 。

第二 ,调整航天计划 ,制定太空军事复兴计划 。针对美国退出反导条约 、颁布新版国

家太空政策 ,连续 7年在联合国裁军大会和联大会议上拒绝讨论 、签署限制在太空部署任

何类型武器条约的事实 ,俄罗斯政府得出结论:美国为保护本国利益 ,不惜太空武器化并

独霸太空 。俄罗斯联邦航天署署长佩尔米诺夫(Anatoly Perminov)表示 ,俄罗斯不会忽

视美国太空武器化并独霸太空这一危险趋势 ,将对本国太空发展计划进行修正 ,提高卫星

体系稳定性并强化其性能 ,并开展相关科技研究 ,以回应“(美国)在太空军事化方面的一

切举措”[ 10] 。俄罗斯航天部队司令波波夫金(V ladimir Popovkin)说的更明白 、更直接:

“我们不想发起太空战 ,我们也不想获得太空支配权 ,但是我们不允许其他国家支配太空 。

如果任何一个国家在太空部署武器 ,那么战争法则就是这样的 ,即报复性武器肯定会出

现。”[ 11] 他向媒体公布了俄罗斯太空军事复兴的计划 ———加强军事航天力量的建设 ,不断

提高太空武器的作战能力 ,赋予太空部队发射各种军用航天器和打击敌太空武器系统的

任务 。为完成这一使命 ,俄罗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首先 ,首次恢复太空轨道卫星及地面设施 ,扭转从数量和质量上的下滑趋势 。由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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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转轨时期的阵痛 ,俄罗斯无力维持 、更新太空中的民用和军用卫星 ,导致在轨卫星的老

化 、逐渐失去功能 ,俄罗斯卫星的质量和数量的大幅度下滑 。如到 2001年 ,俄罗斯卫星定

位系统“格洛纳斯”(G LONASS)的在轨卫星由 1995年的 24颗减至 8颗。为逐渐扭转这

种局势 ,从 2000年到 2004年 ,俄罗斯一共发射了包括早期预警卫星 、光学侦查卫星 、电子

情报卫星和导航卫星在内的 30颗军用卫星[ 12] 41 。2006年俄罗斯发射了 8 颗军用卫星 ,

2007年发射的军用卫星超过了 2006年[ 13] 。经过几年的发展 ,目前俄罗斯在轨军用卫星

达到 60多颗 ,改变了上世纪 90年代“颓废”局势。据俄《独立报》援引俄军官员的消息称 ,

俄军方现在每天只有几小时观测不到美国的导弹基地以及无法监视对俄国威胁最大的美

国“三叉戟”核潜艇[ 14] 。为提高卫星质量 ,俄罗斯将继续研制新型卫星 ,并改进其质量 ,延

长其寿命 ,如 2007年发射的 6颗“格洛纳斯”(GLONAS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的寿命为 6年 ,

2008年开始发射新一代 GLONASS -K卫星寿命为 10-12年 。为了配合卫星数量与质量

的改善 ,俄罗斯改进地面设施 ,计划在本国建立“沃罗涅日”新型雷达站 ,该型雷达兴建容易 ,

操作简单 ,耗能低 ,可以安装在国内任何角落。新雷达站建成后 ,将弃用阿塞拜疆和乌克兰 、

哈萨克斯坦的雷达站。与此同时 ,俄罗斯将不断改进境内原有的雷达站 ,提高其工作性能。

波波夫金强调:“我们将尽一切努力 ,将太空中的所有动向一览无遗 。”[ 15]

其次 ,研制新型军用太空武器 。俄罗斯航天兵司令波波夫金上将 2007 年 8月 22日

在莫斯科航展上宣布 ,俄罗斯“将会考虑可以将载人航天学用于军事目的。再过两年俄航

天兵将开始试验新型导弹袭击预警系统轨道集群” , “两年后在其框架内 ,航天兵将开始试

验整个系列的各种用途的新型太空装置”[ 16] 。今后载人航天学可能用于军事目的 ,包括

乌拉尔马克耶夫导弹中心展出的“俄罗斯女人”和“空中发射”项目 ,它们都可以被视为在

战略洲际导弹基础上研制而成的新型太空武器系统。

再次 ,重点研究和部署反卫星武器 。根据俄航天 10年计划 ,反卫星武器是俄罗斯重

点发展对象。俄罗斯在继承苏联反卫星技术的基础上 ,主要研制两大类反卫星武器:共轨

式反卫星武器和激光与粒子束反卫星武器。在粒子束反卫星武器研究方面 ,目前还处于

研究探索阶段 , 2010年左右有可能设计出摧毁卫星的实用系统。此外 ,俄罗斯还设计了

其他反卫星空间作战手段:一是把空间雷(杀手卫星)部署在美卫星的轨道附近 ,作战时通

过接收地面指令 ,自行引爆使美卫星夭折。二是先行在大气层上方爆炸核装置 ,产生强烈

的红外辐射 ,使美反卫星导弹的探测 、预警和传感器等系统失灵 。三是在美天基激光反射

镜轨道上设置反向运动卫星 ,向反射镜投放大量的钢球[ 17] 。

俄罗斯太空安全观的特征及困境

俄罗斯在回应美国军事太空武器化政策上 ,表现出独特的特征 ,这一点完全有别于苏

联时代。当然 ,这一切都归因于俄罗斯实力远不如前苏联 ,但是这种回应也是恢复俄罗斯

强国地位的一种表现 。就其回应特征而言 ,主要表现在 3个方面:

首先 ,主张在联合国框架内签署禁止太空武器化条约。冷战时期 ,苏联和美国作为超

级大国中的两极 ,各自想方设法从军事上压倒对方 ,在太空军事运用上也是如此 。在两个

超级大国处在势均力敌状况下 ,它们撇开联合国单独进行谈判 ,进行军备限制 , 《反导条

约》和《外空条约》就是苏美两家限制军备谈判的结果。冷战结束后 ,俄罗斯抛弃传统的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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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方式 ,主张在联合国框架内达成国际条约 ,禁止在太空部署任何武器 ,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 ,今非昔比 ,现今的俄罗斯不是前苏联 ,没有实力单独与美国讨价还价 。其二 ,此手段

表明俄罗斯在可预见的将来并不想(也没有能力)恢复到冷战时期的两极体制。当今世界

呈现多极化趋势 ,俄罗斯顺应时代潮流 ,联合其他深空探测国家尤其是中国约束美国太空

武器化政策 。中国 、印度 、欧洲国家在太空探索和太空运用上居于世界前列 ,也不希望美

国独霸太空 ,在太空探索与应用上也要求“多极化” ,反对一超独霸 。其三 ,主张联合国主

导太空非武器化以寻求更多的道义支持 ,更具有合法性 ,更具有道义性。冷战结束后 ,俄

罗斯主张联合国在解决国际问题中居于主导地位 ,让联合国发挥应有的作用。在禁止太

空武器化上也是如此 。俄罗斯希望用此种方式谋求世界道义支持 ,约束美国在太空部署

武器的行为。

第二 ,用非对称性手段谋求 、确保太空安全 。俄罗斯的综合国力 ,与前苏联不可同日

而语 。在这种现实面前 ,俄罗斯不可能再像前苏联那样追求全面的平衡 。美国太空武器

化计划庞大 ,资金非常雄厚 ,概念性武器五花八门 ,有的已经研制成功 ,有的正在研制之

中。除了独霸太空外 ,美国希望利用太空武器可以满足对其在全球快速投送武器计划的

需要 ,现实“即时全球打击”目标。面对美国的雄厚实力 ,俄罗斯领导人多次强调 ,俄罗斯

不追求与美国对等的太空武器 ,而采用非对称手段进行威慑 。如对于美国国家导弹防御

系统 ,俄罗斯目前不打算全面建设本国的导弹防御网 ,但是重点发展能够突破美国导弹防

御网的战略 、战术导弹。针对美军没有在轨的军用 、民用卫星帮助寸步难行这一事实 ,俄

罗斯重点研制反卫星的武器。

第三 ,确保太空资产和能力的安全是俄罗斯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0年 ,普京上

台伊始便提出强国战略 ,其中包括振兴经济和振兴军事两大任务 。在振兴军事方面 ,俄罗

斯决心 ,利用“能源武器” ,建设一支能够应对任何安全威胁的现代化军队。发展新一代战

略轰炸机 、购买新一代战略导弹 ,研发新型军用卫星 、太空武器 ,这些对于提高军事实力和

恢复军事强国都具有象征性和指标性意义与作用 。为此 ,俄逐年提交了国防预算和航天

预算 。2005年俄实际国防预算为 218亿美元 , 2007年增至约 328亿美元。2007年初 ,普

京总统又签署了一项耗资 2000亿美元的重整军备计划 。根据这一计划 ,俄军将对武器装

备进行全面改造 ,其中包括太空设备。同时 ,根据美国太空政策 ,及时调整航天计划 ,增加

航天技术研究费用。2007年航天预算将增加到 500亿卢布 ,俄在今后 10年(2006—2015

年)内对航天领域的投入将达到创纪录的 4868 亿卢布[ 18] , 2008 年航天预算再增加

13%[ 19] ,所有这些向美国和世界表明 ,国际社会不能小觑俄罗斯的军事实力 ,尤其是太空

军事实力 。

但是 ,鉴于俄罗斯的整体经济实力 ,以及俄罗斯国防工业缺乏有效协调这一传统等因

素 , “俄罗斯在发展太空武器以及应对美国太空势力扩张方面没有多少选择”[ 12] 45 。2007

年 11月 21日 ,俄第一副总理伊万诺夫在俄罗斯建造新型航空航天综合体问题委员会的

巡回会议上表示 ,俄罗斯已经耗尽在苏联时期建立起来的太空领域方面的科学技术储备 。

他同时指出 ,俄本国工业实际上已经丧失了研制和生产大部分仪器和枢纽站的能力 ,在研

制航天综合体的工作过程中已经被迫从国外购买必要的仪器。目前俄罗斯的“航天仪器 、

光电和雷达探测 、大地测量和气象观测的保障还严重不足”[ 16] 。但是 ,尽管这样 ,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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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甘心美国凭借其太空武器化政策从而在太空方面处于绝对支配地位 ,因而发出强硬的

声音:俄罗斯也要在太空采取相应的措施。因此 ,俄罗斯对美国太空武器化政策的回应中

夹杂着咆哮与绝望奇特混合的特征 。

当然 ,俄罗斯主张各国签署禁止太空武器化条约 ,确保国际太空安全 ,有助于太空和

平利用 ,符合国际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是 ,俄美在太空军事应用上的较劲 ,无疑会导致太

空军备竞赛 ,一方面导致俄中起草的新太空条约更加难以成为国际条约 ,另一方面太空的

和平利用将不复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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