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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陈小茹

美国众议长佩洛西 8 月初窜访台湾造成的恶

劣影响尚未消散，近日又传出美国总统拜登要推

动新的对台军售计划的消息。多名白宫知情人士

向媒体透露，拜登政府计划正式要求国会批准一

项价值约 11 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包括“鱼叉”反舰

导弹、短程空对空导弹等攻击性武器。一旦该项军

售案启动，将是拜登任内第六次对台军售，也是

2022 年以来美方的第五次对台军售。

对于美方近期为了一己私利密集制造和炒作

涉台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8 月 30 日表

示，美国如果真的寻求局势回稳，就应该立即回到

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上来，不

要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新的军售案最快将在 9 月启动

当地时间 8 月 29 日，美国政治新闻网 Politico
援引三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拜登计划推出一

项 新 的 对 台 军 售 案 ，其 中 包 括 60 枚 反 舰 导 弹 和

100 枚空对空导弹。目前这项军售案仍处于启动

期，交易涉及的武器及服务包括三部分：总价值

3.55 亿美元的 60 枚 AGM-84L“鱼叉”二型反舰导

弹，总价值 8570 万美元的 100 枚 AIM-9X Block
II 型“响尾蛇”战术导弹，总价值 6.554 亿美元的延

长监视雷达合同。其中，反舰导弹和空对空导弹可

以装载于台湾目前拥有的 F-16 战斗机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贺文

萍指出，美国媒体披露的这项新的对台军售案，价

值总额、规模均远超以往，且多以美军现役攻击性

武器为主，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尽管 3 名美方知情人士都称军售方案仍处于

策划阶段，没有透露拜登计划何时向国会提出这

项军售案，但英国路透社 8 月 25 日报道称，一名美

国官员透露，拜登最快可能在今年 9 月宣布启动

此项新军售项目。按照美国相关法律，拜登政府正

式向国会发出对台军售通知后，参议院外交关系

委员会与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两党议员，将

讨论并决定是否批准此项军售案。据美国政治新

闻网 Politico 的报道，拜登极力推动此案，国会方

面也没有特别的阻力，因而，美国国会秋季复会

后，两党议员大概率会批准这项军售案。

如果此项军售案获国会议员签署批准，将是

拜 登 2021 年 1 月 上 台 以 来 的 第 六 次 对 台 军 售 。

2021 年 8 月 4 日，拜登政府就职半年多后宣布首

次对台军售案，对台出售总价 7.5 亿美元的 40 套

M109A6 自行榴弹炮系统和相关设备。2022 年前 7
个月，拜登政府已 4 次批准对台军售：2 月 7 日和 4
月 5 日，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先后批准对台湾购

买的“爱国者”导弹进行评估保养，并派遣人员提

供直接技术支持，总预算为 1.95 亿美元；6 月 9 日，

美方再次批准对台出售价值 1.2 亿美元的军用船

舶、舰载系统维修零部件和后勤技术协助；7 月 15
日，美国国务院国防安全合作局（DSCA）批准售台

“零附件采购与技术协助案”，金额约为 1.08亿美元。

对提升“台军”战力没多大帮助

虽然美国媒体高调炒作新的对台军售项目，

但正如岛内军事专家指出的，美国对台军售短期

内对提升“台军”战力并没有多大帮助。其中一个

重要原因正如台湾东森新闻报道所言，“真正对台

湾有用的武器，美国都不卖”。

“德国之声”8 月 25 日报道称，台湾“军方”偏

爱的是战斗机和军舰等大件商品，但美国更愿意

推动的对台军售是反舰导弹和防空导弹，以及训

练“台军”士兵抵御“入侵的登陆部队”。今年 3 月

有媒体披露，美国国务院致信台湾当局，告知美方

不会回应台湾购买一种用于搜寻潜艇的直升机的

请 求 。据 岛 内 媒 体 透 露 ，蔡 英 文 当 局 想 买 的 是

MH-60R 反潜直升机，并极力向美方表示“可替

美国监视大陆潜艇”，但仍遭美方拒绝。

美国对台军售短期内难以形成战力的另一个

原因是，台湾防务部门并不知道何时才能真的拿

到军售案中的这些美制武器。

美国《防务新闻》网站 8 月 25 日在报道中说，

在俄乌冲突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美国军火供应链

的背景下，美对台军售实际上早已陷入“订单大量被

积压”的窘境，迄今积压的对台军售已经高达 140 亿

美元，未交付的武器包括 F-16 战机、“爱国者”导弹

防空系统的零组件、“毒刺”防空导弹、MK-48 重型

鱼雷、“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系统、MS-110 侦察吊

舱等。以 2019 年美国国务院批准以 80 亿美元的价格

向台湾出售 66 架 F-16 战斗机为例，台湾方面预计

要到 2026 年才可能收到这批战机。

除了延迟交付，有些对台军售项目甚至会被美

方直接叫停。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 2019 年 8 月批

准、原计划 2023 年开始交付台湾的 40 门 M109A6 自

行 155 毫米榴弹炮和 1698 发精确制导炮弹，后来推

迟到 2026 年交付；台湾方面虽表态愿意推迟到 2028
年才交付，但最后美方还是直接叫停了该项目。

通常情况是，美国武器制造商在收到国防部的

最终合同后，才开始生产武器，并对供货名单设置了

先后顺序。以导弹为例，相较于沙特、东欧等美国更

重 要 的 战 略 盟 友 ，台 湾 在 供 货 名 单 排 序 上 并 不 靠

前。美国威斯康星州共和党众议员加拉格尔透露，

“在很多情况下，沙特在供货名单的排序上要领先

于 台 湾 ”。另 据 美 国《防 务 新 闻》网 站 8 月 25 日 报

道 ，台 湾 方 面 预 订 的 400 枚 陆 基“ 鱼 叉 ”导 弹、“ 毒

刺”防空导弹和高机动火箭炮系统等订单，都被别的

国家“加塞”。

美国“以台制华”闹剧的一部分

既然军售短期内难以改变台湾“军队”的战力，

美台为何还执意频频推进，并将军售案与台海局势

挂钩？除了美方卖军火赚钱这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更

重要的原因是，美国一些政客出于个人和党派私利，

不想停止“以台制华”政治闹剧；蔡英文当局还做着

“倚美谋独”的美梦。

2022 年 美 国 中 期 选 举 将 于 11 月 8 日 举 行 ，届

时，美国国会众议院全部 435 个议席、参议院的 35 个

议席将改选，另有包括马里兰州在内的 36 个州将举

行州长选举。随着中期选举时间临近，为了避免成为

“跛脚鸭总统”，民主党一段时间以来不断打着“反

华”旗号捞取民意，在炒作涉台议题上变本加厉。在

中期选举前曝出要推动新的对台军售，只是美国民

主党的“常规操作”手段之一。此外，美国还以“捍卫

自由航行”为名，8 月 28 日派遣“安提坦”号、“钱斯洛

斯维尔”号巡洋舰过航台湾海峡，并借此大肆炒作。

白宫发言人卡琳·让-皮埃尔 8 月 29 日还宣称，“未

来几天至几个月，美方将实施演习来推动西太平洋

地区的局势回稳”。她还虚伪至极地补充说，“此举无

关中美关系，只是为了维护美国在台湾及周边区域

的最佳利益”。

虽 然 明 知 美 方 借 军 售 案 打 的 是 自 己 的“ 政 治

牌 ”“ 经 济 牌 ”“ 倚 美 谋 独 ”的 蔡 英 文 当 局 却 似 乎 甘

愿被美方“敲竹杠”。8 月 25 日，台湾民进党当局通

过 2023 年“防务”预算，达到 5863 亿元新台币，堪称

“史上最大规模”，其中仅“新式战机采购及海空战

力 提 升 计 划 采 购 ”特 别 预 算 就 高 达 1083 亿 元 新 台

币 ，引 发 岛 内 舆 论 的 强 烈 质 疑 。有 岛 内 网 民 发 出

“ 灵 魂 拷 问 ”：“ 防 务 预 算 这 么 多 ，为 什 么 还 在 让 台

军用石头砸无人机？”“这么多预算，是要拿来买石

头吗？”

“台独”只会将台湾推入深渊

对于美对台军售、美军舰过航台湾海峡，以及美

官员的所谓“推动台海局势回稳”等言论，中国外交

部、国防部连日来相继表明严正立场。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8 月 30 日指出，试图改变

台海现状的是美国和台湾分裂势力。世界上只有一

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独”势力挟洋自

重、“倚美谋独”，是当前台海局势紧张的根源。美国

打着“西太平洋地区稳定”的幌子，赤裸裸地试图“以

台制华”。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非大校 8 月 25 日也表

示 ，解 放 军 近 期 组 织 的 一 系 列 军 事 行 动 ，是 对“ 台

独 ”分裂分子和外部势 力 干 涉 的 震 慑 惩 戒 。搞“ 台

独 ”只 会 将 台 湾 推 入 灾 难 深 渊 ，只 会 给 台 湾 同 胞

带 来 深 重 祸 害 。他 说 ：“ 我 们 正 告 民 进 党 当 局 和

‘ 台 独 ’分 裂 势 力 ，如 果 执 迷 于 挟 洋 自 重 、谋‘ 独 ’

挑衅不悔改不收手，我们将继续以行动说话，坚决

予以反制。” 本报北京 8 月 31 日电

美国要推动对台新军售“以台制华”闹剧不断上演

中青报·中青网驻日本记者 贾沂蒙

8 月 27 日至 28 日，第 8 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

（TICAD） 在非洲突尼斯召开，该会议被日方称为非

洲开发会议，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线出席了开幕式并

发表致辞。在致辞时，岸田文雄代表日本政府宣布，

日本将在 2023 年到 2025 年的 3 年时间里，通过官民

两种渠道向非洲投入 300 亿美元的资金，凸显日本政

府对开发非洲市场高度重视。

岸田文雄原定在 8 月底访问非洲和中东，但因意

外感染新冠病毒，被迫选择以视频方式出席此次非洲

开发会议。他在开幕致辞中表示为支持非洲经济发展，

日本政府将对非洲提供最多达 50 亿美元规模的日元

贷款用于推动旨在提高民众生活质量的基础设施建设

等项目；同时将在未来 3 年在产业、医疗保健、教育

和农业等广泛领域为非洲培养 30 万人才等。岸田文

雄称，“想要实现非洲以及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必须

维持和强化依据规则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为了推

进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实现安理会改革在内的加

强联合国机制作用，日本和非洲必须在多个层面强化

合作。”

对于岸田政府高调“援非”，日本媒体认为此举

背后夹带不少“私货”。其一，日本政府一直标榜进

行所谓的“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其实质就是对抗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日本 《读卖新闻》 8 月 30
日发表题为 《应借非洲开发会议促进高质量基础设施

建设》 的社论，称与中国相比日本做的还很不够，目

前日本的对非直接经济投资只相当于中国的一成。法

新社 8 月 27 日也报道称，日本承诺投入数百亿美元给

非洲，旨在抗衡中国在非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其

二，日本政府把非洲当成支持日本“入常”的重要

“票仓”。《读卖新闻》 8 月 30 日报道称，在现行联合

国框架里，每个国家都有 1 票投票权，非洲大陆 54 个

国家加起来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对于一心想要谋求联

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日本来说，发展日非关

系至关重要。

非洲开发会议首次召开于 1993 年，是冷战结束

后由日本主导发起的。日本非洲问题专家、立命馆大

学教授白户圭一在接受 《朝日新闻》 采访时称，非洲

开发会议成立的时代背景，是冷战格局终结过程中，

日本寻求在新的国际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实践探

索。白户圭一认为，日本当时主导创立非洲开发会议

机制，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国

忽视非洲的发展和开发，日本想要填补空白；二是在

日本的帮助下，引导非洲各国主导自己发展进程，打

破冷战时期非洲一直受美苏操控的局面；三是日本尝

试打破二战以来一贯的对美追随外交，摸索具有自己

特点的自主外交。

长期以来，日本政府都看好非洲的发展潜力。在

安倍政权时期，日本进一步完善了非洲开发会议机

制 。2013 年 ， 在 横 滨 举 行 的 第 5 届 非 洲 开 发 会 议 ，

将 原 本 5 年 一 次 的 会 议 机 制 改 为 3 年 一 次 。 2016
年 ， 在 肯 尼 亚 首 都 内 罗 毕 召 开 的 第 6 届 非 洲 开 发 会

议 上 ， 时 任 日 本 首 相 的 安 倍 晋 三 积 极 对 非 洲 国 家

“ 兜 售 ” 其 提 出 的 “ 自 由 开 放 的 印 太 ” 战 略 ， 称 非

洲有必要同日本结为伙伴关系。事实上，今年岸田

文 雄 宣 布 对 非 洲 提 供 300 亿 美 元 的 投 资 ， 早 在 2016
年安倍政府时期就有同样规模的投入，而且当时的

外务大臣正是岸田文雄。在 2019 年召开的第 7 届非

洲 开 发 会议上，第三次出席该会议的安倍晋三并没

有公布具体对非投资金额，当时就有专家指出日本民

间企业对非投资动力不足。

与日本政府高调的对非投资援助承诺相反，日本

民间企业近年来对非投资热情持续下降。根据联合国

贸易和发展会议 （UNCTAD） 的调查数据，日本企

业在 2013 年末对非洲直接投资额为 120 亿美元，但到

了 2020 年末这一数字已经降至 48 亿美元，在所有国

家对非投资排名中下滑至第 48 位。

同样萎缩的还有参加非洲开发会议首脑级别人士

的规模。2019 年在日本横滨召开的第 7 届会议上，非

洲有 42 个国家的首脑级人士参加，今年参会的同级

别人士却只有 20 人左右，南非、肯尼亚、尼日利亚

等大国首脑均未到场。日本共同社援引日本贸易振兴

机构 （JETRO） 工作人员的话报道称，非洲多个国

家首脑在知道岸田文雄无法到会之后，纷纷表态不会

参会，导致此次会议会场气氛十分冷清。

此外，尽管岸田文雄试图在开幕致辞中炒作所谓

“中国债务陷阱”，宣称日本将与非洲共同发展，与中

国 的 做 法 “ 不 同 ”， 但 他 的 这 一 做 法 却 遭 日 本 记 者

“打脸”。日本 《读卖新闻》 8 月 29 日发表了一篇特派

突尼斯记者的实地报道，用事实证明所谓“中国债务

陷阱”都是西方媒体的虚假宣传。文章报道称中国对

非投资受到非洲国家的广泛欢迎。该文援引非洲研究

机构“非洲晴雨表”的调查结果报道称，在非洲 34
个国家进行的舆论调查显示，在对本国的政治经济影

响中，有 63%的民众对中国持有肯定评价，远高于美

国、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该文章认为，除了在历

史上中国曾支持非洲各国从欧洲殖民地独立以外，在

冷战时期给予非洲各国足够重视，并从不干涉非洲国

家内政等因素都令中国赢得非洲国家的信任。正如一

位来自非洲国家的外交官对记者所说的那样，“只要

带着诚意来非洲，非洲人民都欢迎”。

本报东京 8 月 31 日电

日本高调“援非”
夹带很多“私货”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文利

在古希腊神话中，阿耳忒弥斯和阿波罗是孪

生兄妹，一个是月亮神，一个是太阳神。在美国佛

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阿耳忒弥斯计划是阿

波罗计划的继承者，它计划将一座重达 2600 吨、

高达 100 米的巨型火箭送上太空，把首位女性和

首位有色人种送上月球，开启人类时隔半个世纪

后的首次重返月球之旅。

阿耳忒弥斯任务原定于当地时间 8 月 29 日发

射，但由于出现技术故障，发射计划被推迟。根据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发布的消息，让火

箭核心级底部的 RS-25 发动机达到发射所需温

度的放水测试没有成功，因而错过了两个小时的

发射窗口期。此外，内级法兰上还出现了霜冻线，

“猎户座”飞船和地面系统之间的通信也延迟了

11 分钟。工程师还在排查问题，如果进展顺利，下

次发射窗口期是当地时间 9 月 2 日，再下一个窗口

期则是 9 月 5 日。

如果试飞成功，这将是美国超重型运载火箭

（SLS）及猎户座飞船的首次飞行。尽管此次试飞和

发射没有成功实施，也标志着美国“重返月球”计划

迈出了第一步——自 1972年阿波罗 17号登月舱送

两名宇航员登陆月球之后，这个离地球最近的孤独

天体的表面再也没有出现更多的人类脚印。

对中国显示“美国仍然有竞争力”

根据原计划，“猎户座”飞船将环绕月球进行

为期 42 天的无人驾驶测试飞行，然后返回地球，

坠 入 太 平 洋 。飞 船 携 带 10 颗 鞋 盒 大 小 的 小 型 卫

星，各自执行不同的任务。其中 4 颗卫星将前往月

球，寻找水和其他元素，拍摄月球表面红外图像，

绘制月球南极永久阴影区域的高清地图，为将来

阿耳忒弥斯任务在月球南极着陆创造条件。

按照 NASA 的官方说法，如果阿耳忒弥斯任

务首飞成功，下一步计划是在 2025 年载着美国宇

航员重返月球，并与“商业和国际伙伴合作”，在月

球上建立第一个永久基地。目前已有澳大利亚、加

拿大、意大利、日本、卢森堡、阿联酋和英国等加入

了阿耳忒弥斯计划。再下一步，将利用月球作为中

转站，把首批人类送上更遥远、更陌生的火星，这

一目标可能至少要到本世纪 30 年代末才能实现。

对于 NASA 的说法，法国《费加罗报》提出了

疑问：“为什么要回到月球这个充满敌意环境的荒

凉星球上呢？而且，这个计划对登陆火星也无甚帮

助 。”文 中 写 道 ：“ 要 想 理 解 特 朗 普 为 什 么 会 在

2019 年重启登月竞赛，现在必须把目光转向北京

而不是莫斯科，因为中国 2019 年宣布将在 2030 年

左右登月，并且已经开发出了和土星 5 号同样大

小的长征 9 号。”

2019 年，嫦娥四号探测器自主在月球南极软

着陆的那一刻，中国成为全球首个登陆月球背面

的国家，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和媒体的广泛报道。

同年，中国和俄罗斯宣布了 2026 年登陆月球南极

的联合计划。2020 年，中俄两国确定了国际月球

科研站的合作。2021 年，中国进行了 55 次轨道发

射，发射次数居世界第一，美国为 51 次；中国航天

器部署规模也位列全球前三——中国航天公司正

在打造庞大的卫星系统，天宫空间站建设也接近

完工。

尽 管 如 此 ， 中 国 2020 年 的 太 空 预 算 仅 为

NASA 的一半左右。《费加罗报》 得出结论：阿

耳忒弥斯任务是美国“给中国的一个信号”，即

“美国仍然有竞争力”。

NASA 局长渲染“太空版”“中
国威胁论”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与苏联展开了激烈

的 太 空 竞 赛 ，推 动 两 国 在“ 征 服 ”太 空 的 过 程 中

快速推进太空科学和技术的发展。1969 年，美国

阿波罗任务首次将人类送上月球，并最终在太空

竞赛中胜出，为其冷战后的世界霸权地位奠定了

基础。

近年来，中国航天事业蓬勃发展，让华盛顿备

感“受到威胁”。比尔·纳尔逊 2021 年 5 月宣誓就任

NASA 局长以来，多次大放厥词，渲染“太空版”的

“中国威胁论”。他 2021 年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

时称，“中国正在与 NASA 展开太空竞赛”。他曾在

推特上指责中国“擅长偷窃”，将美国太空事业发

展迟缓的责任推给“私营部门应采取更严密的网

络 防 范 措 施 ”，而 不 是 反 省 NASA 应 进 行 科 技 创

新。2021 年中国天问一号成功着陆火星后，他在

公开贺电中祝贺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却在众议

院 2022 年太空预算申请听证会上声称，天问一号

成功登陆火星是“对美国的警告”，敦促美国政府

为 NASA 重返月球计划提供大力支持。

作为本应排除政治干扰、开展国际合作的顶

级航天科研机构负责人，纳尔逊为何不遗余力地

抹黑中国？一些数字或许能解释部分原因。

2021 年，NASA 为 人 类 着 陆 系 统（HLS）的 首

次 登 陆 演 示 申 请 了 30 亿 美 元 左 右 的 资 金 ，但 美

国国会只批准了 8.5 亿美元。美国《新闻周刊》曾

在报道中援引纳尔逊的话：“我经常说，我们需要

竞争⋯⋯要想尽早为我们在月球上开展的项目争

取到最多资金，我们需要对手，这是我一直向国会

要钱的方式。”

从 NASA 历年预算中不难看出，美国政府对

其提供的资金支持，与军事战略部署有着密切关

联 。上 世 纪 60 年 代 以 前 ，NASA 年 度 预 算 占 美 国

GDP 的比例从未超过 1%。1961 年，苏联宇航员加加

林 乘 坐 飞 船 完 成 了 世 界 上 首 次 载 人 宇 宙 飞 行 ；从

1962 年开始，NASA 预算在 GDP 中的占比首次突破

1%，此后一直突飞猛涨，到上世纪 60 年代后期创下

历史最高纪录，一度达 4.41%。阿波罗登月计划被叫

停后，NASA 预算开始下降，重新跌至 GDP 占比 1%
以下，但从 2021 年开始又有轻微上升之势。

为了获得美国政府的更大支持，NASA 还与美

国太空军签署了 2020 年谅解备忘录，其中，允许军

事部门“把兴趣范围扩大到（离地球）27.2 万英里之

外甚至更远，至少触及月球背面”。这使得美国军事

部门在外空的活动范围增加了 10 倍以上。

纳尔逊辩解说，美国航天部门开展的是和平、开

放且有国际参与的民用项目。他还倒打一耙，指责中

国太空项目“由军队运作”。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赵立坚驳斥说：纳尔逊的言论完全是颠倒黑白、混淆

是非。美国才是外空武器化和战场化的主要推手。美

方长期奉行主导外空战略，大力研发部署外空武器，

频繁举行外空军事演习。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也与

美国军方撇不清关系。

美国从不讳言对外太空的野心

美国方面认为，外太空具有地球上任何角落都

不具备的军事重要性。美国大西洋理事会指出，太空

是终极“安全高地”，因为它具有非常有利于开展监

视、作战等活动的关键“地形”，美国和盟友迫切需要

塑造未来的太空战略。未来几十年，“占领”这一“高

地”对任何一个航天大国获得并保持有利地位至关

重要，月球则可能在未来潜在的太空冲突中成为“高

地中的高地”。

美国从不讳言自己对外太空的野心。2020 年 6
月，美国国防部在发布的国防空间战略摘要中，概述

了未来 10 年推进美国军事太空力量的战略，包括：

保持太空优势，建立、维持和保护美国在太空领域的

行动自由，并“阻止和击败敌方对太空的敌对性使

用”；为国家、盟友和联合作战提供太空支持，使在任

何领域开战成为可能；在与盟友和伙伴的合作中保

持在太空的持续存在，扮演“良好的太空管家”角色；

支持美国在太空交通管理和太空活动中的长期领导

地位，等等。为此，美国须“建立太空综合军事优势，

将军事空间力量纳入本国、盟国和联合作战，塑造战

略环境，并与盟友、合作伙伴、行业及其他政府部门

机构开展合作”。

“争夺月球的战争已经打响。”据美国政治新闻

网梳理，美国军方已经投资在月球表面建造大型建

筑的新技术，也正在设计一颗绕月飞行的间谍卫星。

几个月前，美国军方宣布将建立一个它称之为“高速

公路巡逻”的监控网络，监控范围覆盖地球轨道和月

球之间的广阔太空区域，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地月空

间，美国军事战略界现在一致将该地区称为“新作战

领域”。美国国会今年 3 月通过的法案，就为地月空

间的军方活动增加了 6100 万美元拨款。

“我们送入太空的，不只是我们的机器或我们的

人，还有我们的价值观，比如法治、民主、人权和自由

市场经济。”乔治华盛顿大学太空政策研究所所长斯

科特·佩斯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时

表示，“阿耳忒弥斯计划和人类向太空的扩张，是美

国价值观的投射，是对我们所依赖的这个新领域进

行的外交塑造。”

“太空探索不是一场插旗比赛”

然而，美国对太空领域的“塑造”，有违反国际条

约的嫌疑。1967 年《外层空间条约》规定：禁止在外

层空间部署核武器或其他任何类型的大规模杀伤性

武器，禁止在天体上建立军事基地、设施和防御工

事，禁止试验任何类型的武器和进行军事演习，并详

细规定了和平探索和利用空间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规则。该条约目前共有 110 个缔约国，包括美国、中

国和俄罗斯等。

不过，《外层空间条约》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并没有明确定义，也没有禁止通过太空发射可搭载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弹头的弹道导弹。此外，条约允许

将军事人员用于科学研究或其他和平目的的实验，也

不禁止“和平探索月球和其他天体所必需的任何设备

或设施”。这为外太空的军事化操作留下了空间——

相当一部分 NASA 宇航员来自军方。

《外层空间条约》虽然禁止任何国家将太空用于

军事化目的，但允许各国和平共享。条约指出，太空

并不是任何国家的领土，所有国家都有权进入太空，

并可自由地进行科学研究。太空探索应遵循合作互

助原则，如宇航员有义务在必要时相互提供援助；探

索太空的国家要对其活动可能造成的任何损害负

责。正如乔治华盛顿大学太空政策研究所所长斯科

特·佩斯所言：“这（太空探索）不是一场插旗比赛。太

空是全人类的领地，中国有权探索和利用太空。”

在太空领域，美方应该停止抹黑中国

除了军事价值，月球还具有潜力无限的商业价

值。据科学家们分析，月球上的水可以用于维持生命

和农业生产；月球南极的水和冰中含有制造火箭推

进剂所需的氢和氧，这里可能成为未来载人火星任

务的中转站；月球表面的岩石和土壤被称为风化层，

含有镁、铝、硅、铁、钛等元素，可以用于建造月球或

太空中的基础设施；小行星撞击给月球留下了铂族

元素和稀土金属，包括钪、钇和 15 种镧系元素，这些

金属可以用来制造电子产品和电池。在不远的将来，

人类或许可以利用月球资源实现在月球表面的自给

自足，甚至可以通过机械自动化进行资源的提取、提

炼和生产。

科学家们也指出，由于太空采矿制造过程和所

需基础设施的复杂性，对月球的开发利用不可能由

一家甚至几家机构完成，需要在政府法规或激励措施

的支持下，整合围绕资源的空间探索和商业化战略，

将传统的空间制造、运营、机械、采矿、电力、通信、3D
打印、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等人类掌握的技术结合起

来，从而开启未来人类在地球之外的生存之旅。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言，中方始终

坚持和平利用太空，积极推动太空国际合作。中国实

施载人航天工程以来，始终坚持和平利用、平等互

利、共同发展原则，与多个国际航天机构和组织签署

合作协议，取得丰硕成果。美方应该停止罔顾事实，

抹黑中国，认真检视自身在外空领域的消极言行，切

实承担起大国应尽的责任，多做有利于中美航空航

天合作的事。 本报北京 8 月 31 日电

阿耳忒弥斯计划推迟实施 美国为什么要重返荒凉的月球

8 月 27 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右）在日本首相官邸以视频方

式出席第 8 届非洲开发会议开幕式，并发表致辞。 视觉中国供图

8 月 28 日，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发布的“钱斯洛斯维尔”号巡洋舰通过台湾海峡的照片。 视觉中国供图

8 月 28 日，美国肯尼迪航天中心操作与检查大楼内，

法 国 航 空 航 天 工 程 师 、 飞 行 员 、 欧 洲 航 天 局 宇 航 员 托 马

斯·佩斯凯站在“阿耳忒弥斯 2 号”任务的欧洲服务舱前

拍照。“阿耳忒弥斯 2 号”载人太空舱将用于载人绕月飞行

任务。 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