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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坛

日本新版“宇宙基本计划”架空“和平目的”
陈友骏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6月25日，日本自卫队开始使用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星链”工
程一事引发广泛关注。稍早前，日本岸田文雄内阁正式对外公布的新版

“宇宙基本计划”，全面地阐述了日本未来对探索宇宙的强烈兴趣与坚定
意愿，并为中短期日本宇宙开发战略设定了大致的“时间表”。

这份“宇宙基本计划”怎样规划日本的太空之路？又透露出日本哪
些经济、外交与安全动向？本期论坛特请专家为您解读。

——编者

问：怎样看待日
本“宇宙开发计划”对
太空非军事化的一步
步蚕食？
答：“宇宙基本计

划”是对过去日本太

空探索或“宇宙开发”

战略的继承与总结，

同时在新的历史高度

上提出未来中短期内

的计划与畅想，为日

本形成覆盖中长期的

宇宙开发战略提供重

要且必要的实践性支

撑。早在     年日

本国会批准《外层空

间条约》时，日本就确

立了宇宙开发活动

“仅限于和平目的”的

基本原则，这一基本

原则也被外界解读为

对自卫队利用宇宙开

发成果的严格限制。

时任中曾根康弘内阁

防卫厅长官的加藤紘

一于    年 月在日

本国会众议院预算委

员会上就自卫队的卫

星使用原则进行过解

释，并指出“仅限于和平目的”的

意图一方面是为了禁止自卫队直

接使用杀伤性或破坏性卫星，另

一方面则是为了限制自卫队使用

超出民用性能的卫星。由此可

见，战后的日本政界对和平利用

宇宙开发技术极为重视，同时也

极为敏感，忌惮相关高新技术被

应用到战争等非和平性领域。

然而，日本在宇宙开发利用

方面的具体实践似乎与这一基本

原则渐行渐远，后者也逐渐演变

为一种“精神上的束缚”，而没有

真正成为“行动上的桎梏”。    

年 月日本国会通过了《宇宙基本

法》，进一步打破了    年“仅限

于和平目的”的宇宙开发利用基

本原则，并允许日本在所谓“防卫

性”前提下开展太空军事活动，其

中包括发射具有军事用途的间谍

卫星及早期预警卫星等。同时，

《宇宙基本法》的出台标志着日本

宇宙战略的正式形成，太空被正

式纳入日本军事安全的视域之

内。随着《宇宙基本法》的生效，

日本政府正式设立了“宇宙基本

计划”的实际制定者和“操盘

手”——宇宙开发战略本部，并由

首相亲自担任本部长。换言之，

这一机构是由首相亲自担任“一

把手”且直接由“首相官邸主导”

的决策咨询机构，具有较高的政

治层级与决策地位。

此外，基于《宇宙基本法》的

指导，    年 月 日麻生太郎内

阁的宇宙开发战略本部出台了日

本首部“宇宙基本计划”，这也是

日本第一份聚焦于开发利用宇宙

的国家战略文件，明确提出了未

来开发及利用宇宙的六大基本方

向。此外，该“计划”还在地球环

境观测及气象卫星、军用侦察卫

星等相关宇宙技术的基础上，提

出了未来十年左右的发展目标规

划。    年 月日本第一颗“引路

号”准天顶卫星的成功发射，标志

着日本宇宙技术步入实用化阶

段，同时也进一步显露出日本意

图进入太空军事领域的“雄心”。

    年 月，民主党的野田佳彦内

阁又通过了《推进实用准天顶卫

星系统事业的基本考虑》《关于构

建宇宙空间开发利用的战略性推

进体制》两份重要政治文件，明确

将构建准天顶卫星系统作为今后

推进日本宇宙战略的优先项目。

    年末，日本政权再度易主，代

表自民党的安倍晋三重新上台执

政。重登首相宝座后不久，安倍

晋三内阁便于    年 月更新了

“宇宙基本计划”，强调“利用宇宙

是日本确保安全保障的有效手

段”，而且进一步突出了“扩大宇

宙开发利用”及“确保自主性”的

基本方针，同时在    年版“宇宙

基本计划”的六大基本方向上进

行完善和补充，将其提炼为开发

利用宇宙的六大基本理念。

此后，在日本政治逐渐右倾

的大背景下，安保问题成为安倍

晋三内阁及日本政界对宇宙开发

利用的首要关切。受此影响，

    年  月安倍晋三内阁通过了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其中将宇

宙列为重要的安全保障领域，要

求强化日美两国在相关领域的防

务合作。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的基础上，安倍晋三内阁于    

年 月再度更新了“宇宙基本计

划”，不仅对该文件的整体框架进

行了大幅修改，还正式提出了“宇

宙安保”的全新概念，称“日美宇

宙合作的新时代已经到来”。

    年4月，安倍晋三内阁又以内

阁决议形式更新了“宇宙基本计

划”，对其中的具体内容进行了部

分调整。    年 月，“宇宙基本

计划”再度被安倍晋三内阁更新，

进一步突出了日本在宇宙领域所

面临的安全风险，并且将确保“宇

宙安全保障”列为重要的国家利

益之一，还强调要强化与同盟国

及友好国家的战略合作。

可见，岸田文雄内阁推出的

新版“宇宙基本计划”只会基本延

续此前历届日本政府的一贯思路，

尽管其中不乏一些岸田文雄内阁

的新思路与新想法，但更多的还是

“萧规曹随”，并没有跳出日本保守

政治所设计好的基本框架。

问：日本对于宇宙开发的执着有
何经济技术考量？
答：岸田文雄内阁推出的新版日本

“宇宙基本计划”涵盖了经济、安保、科学

技术发展等多方面的重要信息，同时也涉

及未来人才培养、产业规划发展等具体内

容，值得进行仔细分析与深入研判。

无论是现任首相岸田文雄，还是其前

任菅义伟、安倍晋三等日本政治人物，均

在不同场合表达过日本政府对于宇宙开

发的浓厚兴趣与强烈意愿，并希冀借助诸

如宇宙开发等前沿性科技产业的突飞猛

进，推动日本经济的整体性复苏及科技产

业的新一轮“爆炸式”腾飞，进而摆脱“泡

沫经济”破灭后陷入泥潭般的经济增速。

以此为背景，新版“宇宙基本计划”进

一步明确了宇宙开发利用对促进日本相

关产业发展的功能性定位，并表明未来日

本政府将积极扶持包括航天、航空在内的

“宇宙产业”整体性发展的战略方针。

实际上，早在安倍晋三内阁时期，日

本的宇宙开发利用战略就已经与经济振

兴战略牢牢绑定。作为“安倍经济学”的

重要组成部分，以“小型化、可回收”技术

为支撑的航空航天业就被视为日本实现

经济复苏的主要依托产业，辐射范围更广

的“宇宙产业”自然也是题中之义。

除了产业发展的考量之外，相关技术

的研发及革新也是日本未来发展“宇宙产

业”的重要使命。换言之，日本希冀依托

宇宙探索领域相关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一

举带动  及  网络建设、量子通信、新

材料研发与制造等相关尖端技术的快速

提升，并相应性地推动日本在数学、物理

学、化学等不同领域基础科学的整体性发

展，同时也进一步完善关联性基础设施的

建设，从而将日本打造为一个宇宙领域的

“经济强国”与“技术强国”。

问：日本将如何拓展宇宙开发在安
保领域的运用？
答：新版“宇宙基本计划”为进一步

扩大日美同盟合作提供了新指向，日美同

盟合作范围已从海陆空等传统的安全领

域，扩大至覆盖网络、太空等新兴领域的

战略半径。

今年以来，无论是在岸田文雄访美期

间，还是在近期日美政治高层的多次会

面，双方都在反复表明对未来扩大在太空

安全领域双边及多边合作的意愿与决

心。新版“宇宙基本计划”中也多次出现

依托同盟关系，加强双方在相关市场、标

准、技术等不同领域的战略性合作。

可以预判的是，日本已完全将太空

领域的探索与研究“押宝”在美国身上，

并希冀借助美国较强的太空技术，帮助

日本在这一领域获取“后发性”的竞争优

势，使其实现快速、安全、低成本的技术

进步。就目前来看，日本急切地希望借

助美国的帮助，实现日本人的首次“登

月”。只要能搭上美国的技术快车，享受

美国的政策红利，进而高效且稳妥地推

进日本宇宙开发战略的落地，岸田文雄

内阁一定会将这一成果竭力打造为“示

范性项目”，以向日本国内民众或西方

“标榜”日美同盟的“伟大”成功。同时，

这一成果也会被刻意地夸大为推进下一

步宇宙开发战略的“强心剂”，以便日本

政府谋求国内民众对宇宙开发战略的广

泛政治支持，并在未来获得稳定的预算

支出。

尽管新版“宇宙基本计划”绘制了日

本未来宇宙开发战略的基本路径，但能

否成功实现，抑或是能在多大程度上实

现预定目标，仍有待时间的检验。今年 

月至 月，日本“H ”火箭发射接连失败，

以   三菱支线客机为代表的日本航

空产业也屡遭重创，这些事件不仅严重

挫伤了日本社会对发展航天航空事业的

信心，更从另一个侧面暴露出日本在这

一高技术领域的科技创新能力业已落后

的不争事实。就这一角度而言，日本的

宇宙开发战略可谓“任重而道远”。

 月  日至  日，第十四届夏季

达沃斯论坛在中国天津举行。这是夏

季达沃斯论坛时隔四年在中国重启，也

是这项盛会落户中国的第  个年头。

本届论坛主题为“企业家精神：世界经

济驱动力”，将探讨如何为创新和创业

提供新动力，推动经济增长，塑造更加

公平、可持续和有韧性的全球经济。

在全球经济复苏和全球经济治理

的双重背景之下，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

体的中国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

色。这也将为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的

成功举办注入强劲动力。

带动全球经济复苏
从全球经济来看，受低增长、高通

胀、货币政策收紧、地缘政治局势紧张

等系列因素影响，全球经济目前仍面临

着较大的下行风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全球经

济增速将从    年的 .4%下降到

    年的 . %。而全球通胀率将从

    年的  . %下降到     年的

 . %。发达经济体的增速放缓尤其明

显，从    年的 . %下降至    年的

 . %，其中欧元区的经济增速将下降到

 . %，英国则出现- .4%的负增长。

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

济前景平均而言强于发达经济体，但不

同地区的前景差异很大。平均而言，预

计    年的经济增速将为 . %。在低

收入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增速仅为

 . %，低于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平均水平

 . %，因而低于使其生活水平向后者趋

同所需的水平。

从中国经济来看，中国经济正在

企稳回升，通胀保持低位，预计今年

   增速将超过 %。其中，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   ）将今年中国经济增长

预测由4.4%上调至 . %。世界银行刚

刚将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测由4. %上

调至 . %。中国经济增速的恢复将为

全球经济复苏做出重要贡献。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正如世界经

济论坛大中华区主席陈黎明所说，“企

业和企业家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也是

创新的主体”。本届年会回归线下，其

核心目标正是要重新激发亚洲乃至世

界各地的创新活力和企业家精神，推动

世界经济稳步迈向更加平等、更可持续

和更有韧性的未来。

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中国的积极贡献不仅表现在带动

全球经济复苏方面，还体现在中国积极

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

中。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举办及其

关注的议题也印证了这一点。

首先，中国积极推动新兴技术为全

球经济增长增添活力。近年来，许多曾

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构想的“黑科技”已

经落地开花，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本届

夏季达沃斯论坛发布的《    年十大新

兴技术报告》，列出了最有潜力对世界经

济产生积极影响的十大新兴技术：柔性

电池、生成式人工智能、可持续航空燃

料、工程噬菌体、元宇宙、可穿戴植物传

感器、空间组学、柔性神经电子学、可持

续计算、人工智能辅助医疗。

其次，中国坚定推进全球金融治

理改革，为发展中国家创造稳定的融资

环境。中国同各方一起推动构建公正

高效的全球金融治理格局，加强国际宏

观经济政策协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要落实好二

十国集团领导人共识，完成新一轮份额

和投票权改革，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

再次，中国坚定推动构建全球发

展伙伴关系，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发

展资源。发达国家要切实履行向发展

中国家提供援助和资金承诺。发展中

国家要提升自主发展能力。中方将继

续以务实举措，力所能及地为其他发展

中国家提供多种形式的支持。

最后，中国坚定推进经济全球化

和自由贸易，为发展中国家注入新的

增长动力。中方与国际社会一道，促

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旗帜鲜

明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各种形式的

“脱钩断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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