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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国成功地发射了一枚陆基弹道导弹，摧毁了自己在低地球轨道运行的一颗

老化的气象卫星。考虑到多方面的原因，此举的意义十分重大。然而，这一事件本

身并不应令人感到惊讶。鉴于目前存在的华盛顿与北京之间未来会在台湾问题或其

他问题上产生政治-军事危机的可能性、美国在所有军事领域占据优势的事实、美

国对军用卫星的大量依赖，以及国际上有关外层空间武器化的正式协议的空缺，中

国试图获得反卫星能力以尽量减小与美国的差距，就不足为怪了。在安全分析家们

看来，这次试验最令人震惊的，是它所展示的导弹摧毁目标的精确性。尽管华盛顿

和莫斯科早在几十年前就曾成功进行过反卫星导弹试验，但以陆基导弹击中外太空

一个距地面 500 里以外的冰箱般大小的物体，毕竟不是一件易事。这加重了一些观

察家内心的不安。他们担心，中国在其他军事相关领域的能力，也已经超出了人们 

的预测。  

 

然而，更让人担忧的是中国的反卫星试验和美国对外层空间武器化所采取的立场，

给未来的中美政治-军事危机管理所带来的扑朔迷离的含义。大多数危机管理专家

纷纷强调，处于危机（或可能导致危机的情形）之中的各方，需要开诚布公地进行

沟通，努力了解对方的动机、利益和忧虑所在，并预见它们可能采取的任何行动将

会导致的不利后果。同时，危机管理专家们还强调，各国的政府领导人有必要监督

和控制本国军方的行动。如果没有这种有效的内部管理机制，军方会促成危机的爆

发，或加剧现有的危机。尽管反卫星试验本身还称不上是一次危机，但值得注意的

是，所有以上准则已经明显地被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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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华盛顿和北京还没有就中国研制反卫星导弹技术的努力进行过卓有成效

的沟通。虽然在最近发生的中国进行反卫星导弹试验事件中，中美双方都试图避免

以一种令事态更加恶化的方式进行交流，但实际上，美国对中国努力研制反卫星导

弹之事已知晓相当一段时间了。华盛顿还知道，中国去年曾数次向自己的卫星发射

弹道导弹。然而那时候，华盛顿并没有立即向北京提出这个问题。它悄无声息地监

视着中国进行的每次反卫星导弹发射试验，然后，一俟北京成功地摧毁了卫星，便

明显是泄露了这一事件，为世界范围内反对此次试验的声浪推波助澜，试图以此迫

使北京终止其未来可能进行的此类试验。而在中国方面，北京没有向任何人透露它

正在进行向太空发射进攻性导弹的试验；在导弹成功地摧毁气象卫星之后的几天

里，它也一直缄默不语；尔后，才对此事做了在大多数观察家看来极其蹩脚的回

应：我们进行了一次反卫星试验；我们不会威胁到任何人；我们也没什么可隐瞒

的。 

  

同样令人担心的是，北京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有力地揭示出，中国自己的外交部对此

次反卫星试验也是一无所知。事实上，除了负责进行反卫星试验的军事人员外，很

可能至多只有少数几个非军界的国家领导人知道这些试验的进展情况。也可能只有

中国国家主席和负责军队事务的军事委员会的主席胡锦涛知道此事——甚至连他也

可能没有被告知每次试验的情况。所有国家都试图为其敏感的军事行动蒙上神秘的

面纱，但是中国进行这种实践的次数简直达到了荒谬的程度，为军方提供了过分的

自由，从而使其自身的安全和其他国家的安全都陷入危险的境地。在中外观察家们

看来，这次反卫星试验更迫切地提出了这样一种需求，即在中国成立一个由所有政

界和军界的高层领导人组成的、能更有效地进行跨部门决策的强有力的国家安全委

员会。 

 

最后，从更大的方面来讲，华盛顿和北京都没有迹象显示，它们理解和感谢彼此的

关心。美国轻率地忽视其他国家（包括中国）提出的讨论太空军事化问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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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某些原因，这似乎是因为美国相信所有国家都会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美国在

太空占据明显优势这一事实，不会威胁到任何国家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采

取类似的做法，用一枚攻击性导弹摧毁了气象卫星，从而向美国发起了挑战；同

时，也给自己经常重申的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承诺打上了一

个问号——然而，它在进行反卫星试验时，倒好像是在试验一部新研制的汽车似

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领导层对外界反应的预见能力之差或表现出的漠不关心，

的确是令人惊诧。这预示着中国领导人对他们可能采取的其他富有挑衅性的举动的

含义，同样有可能做出危险的错误判断。  

 

以上论及的危机管理的诸多失误，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和中国的研究机构共同开

展的一个史无前例的合作项目所涉及到的众多问题中的一部分。参与这个项目的美

国和中国学者及前政府官员已经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许多研究和分析。尽管中美双方

对研究得出的某些结论尚未达成共识，但他们一致同意，至少，中美两国应该针对

未来可能出现的政治-军事危机管理上的严重失误，尽早进行一次有意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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