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空 军 中 校 马 科 斯· 庞 蒂 司（Marcos 

Pontes）作为巴西的第一位宇航员于 2006 年 

3 月乘俄国“联盟”号飞船飞抵国际空间站

的消息，着实让那些平时疏于关心航天动态

的观察家们大吃一惊。对巴西，普通人首先

想到的不外乎狂欢节和足球，其实过去半个

世纪以来，巴西还悄然而稳健地推进着国防

和航天事业，这位巴西宇航员的成就正是这

个国家向着航天强国迈进的最新一步。崛起

的大国中，中国和印度的航天发展及其作为

美国竞争对手的潜力倍受世人瞩目，但不可

否认，巴西也位列发展中国家中屈指可数的

“中上阶层”，拥有先进的导弹、国防和航天

研究计划。1

尤其在拉丁美洲，巴西的能力可谓鹤立

鸡群。拉美地区虽有多个国家也在开发太空

计划，但多侧重于研制卫星和相关航天技术，

并大多靠外国伙伴提供技术支持 ；更重要的

是，这些国家完全依赖外国提供卫星发射服

务。相比之下，巴西虽然也与先进太空大国

合作发展其航天计划，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依

赖外国的支持（美国和前苏联也曾依赖外国，

靠二战中俘获的纳粹德国科学家发展其航天

技术），但是现已抵达独立发射的里程碑，其

航天事业比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远更尖端、

多向和先进。2

本文研讨巴西航天计划的动因、发展轨

迹，以及它在当前国家安全和发展规划中的

作用与地位。巴西是拉丁美洲面积最大、人

口最多的国家，以市场换算率计算为世界第

十大经济体，以购买力计算则占第九位。3 本

文认为，巴西自主发展航天事业是这个国家

长期追求地区（不仅指整个南美洲，还包括

南大西洋地区）主导国地位战略的自然延伸，

也为其追求未来世界领导国地位及至进入联

合国安理会增加一项实力。

天空不再设限

已故美国航天员及美国国家航天局科学

家卡尔·萨冈（Carl Sagan）一针见血地指出：

“各国政府投入巨大资金，不只是追求科学和

技术，也不只是为了探索。它们还有另一个

目的，这就是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4 因此

在当今时代，航天实力可以被理解为国家实

力的内在组成部分。中国的载人绕地飞行和 

2007 年 1 月 11 日反卫星弹道导弹的发射成

功明确无误地表明 ：一个国家的强弱和受尊

重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其自主发

展能力的大小。在新兴及认可强国中，航天

计划作为国家安全战略不可缺少的一个面向，

在诸种国家能力资源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自从纳粹德国研究出火箭之后，运载火

箭和航天计划就成为衡量国家实力的一个基

本元素。德国在 1944 年 3 月 5 日成功将一

枚 V-2 火箭送到 189 公里高度。此后，美国

和苏联投入巨大资源，研制出具有战略意义

的弹道导弹。虽然世人常以英国首相丘吉尔

在 1946 年一场演讲中使用的将欧洲一分为

二的“铁幕”比喻作为冷战的起始，但是使

人们真切感受到东西方意识形态对抗的，却

是苏联在 1957 年升空的“斯普特尼克”卫

星。斯普特尼克的成功，将航天计划牢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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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在地缘战略家的思维中，他们在评估当代

国家的实力时，必定将其航天能力作为一个

加分的、甚至是关键的考量因素。能否把卫

星送入太空，已经成为攸关国家主权和国家

安全的大问题，继而进一步成为一种经济、

通讯和环境监测优势。

航天计划的成功带来了许多利益，构成

了冷战的大量内容。首先，我们无法避免现

实的考虑和战术上的担忧 ：有了绕地球运行

的轨道卫星，我们就能改善通讯，增强地图

绘制能力，飞越敌国领空实施侦察而不会被

击落。这种担忧在苏联于 1960 年击落弗朗

西斯·加里·鲍威尔（Francis Gary Powers）

驾驶的 U-2 高空侦察机之后，越加紧迫。

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和平协定以来所形成的

国家主权边界概念再一次被搅混。第二，但

同样重要的是，航天计划提供了在本国内试

验、改进和开发更先进技术的场所，从而保

证国家安全不会受制于其他国家。5

并且，基于自主发射能力的航天计划若

取得成功，有助于提升国家在国内和海外的

威望。在冷战期间，超级大国都大肆张扬其

航天计划，互相攀比，力图把对手压下去。

苏联和美国先后把卫星送入太空，争先登陆

其他星球，尤其是月球、金星和火星，目的

是企图建立世界霸权的跳板。不可否认，能

让本国公民绕地球飞行或站立在月球上，即

使没有重大的科研意义，其本身就是一种国

家实力的象征。在从 1957 年到 1975 年的近

20 年间，“太空竞赛”始终处于超级大国的

国家安全战略的中心位置。 

因此，制造强大的运载火箭，把越来越

重的载荷送入太空，就成为世界各大国开展

太空研究的动力，也成为国家安全政策的主

要议题。除了美国和苏联之外，其他发达国

家如法国、英国，以及后来的日本，都自主

发展出弹道导弹技术，并进一步演变为现在

的航天能力，能够发射各种军用和民用卫星。

当前，几乎每一个发达国家都拥有航天技术，

太空不再是超级大国的独占领域。

发展中国家占据太空席位

虽然太空在传统上是由富裕和发达国家

独占，越来越多的新兴中小国家也开始角逐

太空席位，把发展自主航天能力列入本国国

家安全的重点，通过发展航天技术获得强大

的战略手段。航天发展计划以其良好的成本

效益比获得许多国家青睐，它以相对小的科

研投入生成巨大的收益，由此提升国家自豪

感和国际威望。因此，航天计划几乎成为提

高国家地位、跻身地区大国或世界强国的必

不可少的一环。许多发展中国家如马来西亚、

墨西哥、印度和尼日利亚等，都在大力发展

航天计划，开发卫星通信、气象服务、环境

监测等技术，最近进一步向地球定位服务方

向发展。

但这些国家大都缺少将载荷送入轨道的

自主发射能力，缺此能力则仰仗别国，使航

天计划所期待的真正主权实力大打折扣。但

也有少量发展中国家跨过了这个关键的下一

步。北朝鲜等几国在运载火箭技术上突飞猛

进的发展一直受到媒体的密切关注，若干新

兴地区大国的名字已然出现在航天俱乐部清

单中（见下表）。在过去十年中，中国发射了

载人地球卫星并将探测器送上月球 ；印度也

发展出自主发射能力，并在 2008 年 10 月成

功发射绕月飞行器“月船 1 号”。

在这份清单中，发展中国家的航天计划

和超级大国的早期航天计划发挥了相似的功

能，一方面是提升国际威望，更重要的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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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是为国家的航天工业积累经验和能力，

尽早踏上自主道路，然后进一步，通过竞争

降低全球市场的发射成本。但是，大多数发

展中国家尚未获得自主发射能力，只能依赖

外国提供发射服务来实现自己的目标。相较

而言，巴西有幸跻身少数几个在追求自主发

射能力方面取得成功的发展中国家。

            具备先进发射能力的国家

     巴西                       日本

     中国                       巴基斯坦

     法国                       北朝鲜

     印度                       韩国

     伊朗                       俄罗斯

     以色利                    乌克兰

     意大利                    英国

     美国

巴西航天计划的动因

巴西对发展航天计划的日益重视，成为

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关键组成。巴西政府明

确表达了国家致力航天计划的动因，这就是

“对巴西主权具有战略发展意义……一个国家

只有掌握了航天技术，才能自主研究地球的

演变，包括人类行为和自然现象。这些国家

将有资格在外交谈判桌上宣布本国的立场，

坚持自己的观点。”6 显然，巴西的观点和早

期航天大国一样，即把太空视为又一个角力

场，国家必须在场上行使实力，确保主权。

巴西的太空政策可以归纳为三大目标 ：

(1) 对其广袤、富饶然而人烟稀少的内陆实施

主权治理 ；(2) 加速经济和军事发展，取得被

视为与自身相配的地区主导国地位 ；(3) 最终

成为一个获得认可的世界强国。首先，从地

理人口均衡性来看，巴西作为拉美最大国家，

占据霸主地位可谓当仁不让，虽然不无挑战。

但是这个国家的 1.85 亿人口中有 80% 以上

居住在 400 公里沿海地带，广袤的内陆人烟

稀少，平均每平方公里仅为 18 人。巴西多

年来采取了许多鼓励政策，旨在改进巴西的

地理人口均衡性。

时任国家总统的布朗库在 1966 年首次

启动一项开发亚马逊流域的计划（Operacão 
Amazónia），鼓励民众移民到内陆 ；在 1970 

年， 另 一 项 开 发 内 陆 的 计 划（Plano de 
Integração Nacional）上马，目的是通过公路

建设、人口内移、农业补贴等措施加强国家

对广大内陆的治理。在同一年，随着与法国

的“龙虾大战”（有关捕捞权的争执）落下帷

幕，巴西单方面宣布将领海扩大到离岸 360 

公里。7 后来，在 1984 年，巴西宣布对南极

洲拥有一块“利益区”，以此进一步延伸其利

益范围，成为拉美地区第三个做此宣称的国

家。巴西虽是 1959 年南极协定体系的签字

国，却从未正式宣称领土主权，这是巴西地

缘政治战略家所称的“去边界化”战略理论

的一部分，该理论主张扩大巴西在南大西洋

的存在。8

同样，巴西追求世界大国地位的另一项

长期努力，是有效利用国家巨大的自然资源

发展经济，具体措施有多项，包括在 1960 

年把首都迁移到巴西利亚，大力兴建大型水

电项目，扩大农耕面积等。这些壮举都与巴

西立志成为新兴大国的宏愿相一致。以巴西

国家安全计划扩展和战略需求的演进过程为

背景，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巴西探索太空的

努力和航天计划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

在这里，除了上述的有形因素之外，我

们还应该注意到另一个更为主观的因素，这

就是巴西人长久形成的求大心态，这种心态

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巴西的膨胀性项目和

安全议程。巴西人在传统上视自己的国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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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的地区强国和潜在的世界大国。了解了

这种大国心态，就能够理解巴西国家发展和

国防重点安排的思维逻辑。巴西的地缘战略

位置，其享有的从赤道直到南极洲的大西洋

海洋交通线，进一步鼓起国民的天命大国观。

巴西的地区强权情节一直受到阿根廷的抵

制。但随着阿根廷在 1982 年的福克兰 / 马尔

维纳斯群岛争夺战中落败之后，巴西的地缘

战略家觉得填补权力真空的时机已到。为了

实现这个目标，当时的总统库比契克宣布，

巴西将“用五年完成五十年发展”。从五十年

代后期到七十年代中期，在这个称为“大巴西”

的年代，巴西政府上马了一系列气势恢宏的

项目，犹如一连串工程神话：世界最长的大桥、

世界最大的水力发电站、跨亚马逊高速公路，

等等。巴西还计划建造由多达 10 座核电站

（与当时的西德合作）组成的发电网。9

自不必说，航天计划顺理成章地列入了

这些宏伟的设计，1964—1985 期间的历届军

人政府豪情满怀地预测，巴西将用自主研制

的运载火箭发射自主研制的人造卫星，从而

跻身世界航天大国。政府还预计，航天计划

将推动这个传统上向内看的国家逐步走向一

定程度的技术独立，包括信息技术、武器工业、

核电站、以及卫星技术等多个领域。

巴西战略观的发展

巴西的地缘政治意识膨胀起始于二十世

纪初期，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在这段时期中，阿根廷暗中插手玻利维亚和

巴拉圭之间的“查科战争”（1932—1935），

阿根廷军方并在四十年代初偏向德意日轴心

国，这一切促使巴西的军费开支螺旋上涨，

以防备其宿敌阿根廷的可能行动，并意图在

南美洲建立霸主地位。巴西在二战期间最终

派遣巴西远征军加入盟军参加攻克意大利之

战，并以此成为历史转折点。巴西对这场战

役的贡献甚微，但毕竟是拉丁美洲中积极参

战的仅有的两个国家之一（另一国是墨西

哥）。这种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态度被巴西战

略家视为追求世界大国地位的关键。

巴西的大国梦推动国家在五十年代后期

启动了运载火箭和核电独立研制计划。在库

比契克总统（1956—1961）领导下，巴西开

始自力更生研究核能源和武器，阿根廷的类

似发展计划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巴西。军

人政府上台后，巴西的核能发展努力加速，

各军种都参与了不同的浓缩铀项目。10 军方

甚至计划在北部帕腊州建造一个 300 米深的

竖井，用于终未实现的地下核试验。因此，

巴西的现代化航天计划实际上可以追溯到军

人独裁年代的浓缩铀和弹道导弹发展计划。

军人执政时代的另一项优先，是自主发

展弹道导弹。及至 1965 年，巴西在北里奥

格兰德州新建成的导弹发射中心发射了探空

火箭 ；次年又启动了自主研制的气象火箭项

目。这个发射场总共完成了 2,000  多次成功

发射。11 在这段时期，巴西战略家们开始思

考航天计划对国家安全的意义，其战略目的

有三 ：资源管理、经济和国家发展，以及国

防 / 地理均衡化（后文详述）。

巴西航天计划在 1961 年初步形成，当

时成立了国家太空管理委员会，由总统指派

专人领导，论证国家需要提供哪些支持才能

开发出可行的航天计划。12 在其后三十年中，

巴西花费了约 15 亿美元，用于改进弹道技

术，甚至创立了大学工程和物理研究项目来

支持这个航天计划。在很大程度正是由于这

些努力，巴西得以成为 1967 年《外层空间

条约》的创始签约国之一，这项条约有多项

规定，其中一项是禁止把武器送入轨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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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个国家在条约上签字，但真正拥有发展航

天计划的决心和能力、并能对条约产生影响

的，只有几个国家，巴西是其中之一。

即使如此，由于必须与宿敌阿根廷竞争，

又因为这个对手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早期

雄心勃勃地推行 Condor II 弹道弹道计划，巴

西加强了对国防相关技术尤其是导弹技术研

究的投入。巴西在 1969 年成立了第一家专

研太空相关技术的航天机构，称为航天活动

中心。13 此机构于 1971 年并入巴西航天管

理委员会（COBAE），隶属由巴西武装部队总

参谋部掌管的航空航天部。其服务军事目的

的倾向一览无遗，目标是为巴西发展出导弹

技术自主研发能力。这项计划的成功，终于

触发美国把巴西列入导弹技术禁运国名单，

因为美国极不愿意看到巴西成为拥有弹道导

弹能力甚至核武器的国家。事实表明，美国

的担忧并非无的放矢。

巴西早在三十年代就开始自主研究核裂

变，1953 年曾试图从西德购买离心机，但最

终于六十年代从美国进口了核反应堆和核燃

料。随后军人上台执政，痛切感到美国在技

术转让上的种种束缚，遂自二战以来首次做

出冒犯华盛顿的举动，再次接洽西德并于 

1975 年签署协议，由西德提供八座核反应堆，

并谢绝国际原子能署监督。巴西虽然是 1967 

年拉美无核武区协定的签约国，其军人政府

总是认为只有核武器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期安

全，故而允许将核技术向一项秘密的浓缩铀

研究计划转移，此计划代号为“Solimões”（以

亚马逊河进入巴西的最上游河段索里蒙伊斯

河命名），其目的是掌握核能源生产的所有阶

段技术，包括具备潜在军事用途的技术。14

这项浓缩铀研究计划连同卓有成效的导

弹计划，奠定了巴西的国防科研基础，力图

对阿根廷构成可信的威慑。但科洛尔·德梅

洛总统在 1990 年上台后，废除了浓缩铀研

究计划。两年后，巴西加入《核不扩散条约》，

并在国内相应立法（9112 号法律），以管制

浓缩铀技术出口。这项举措的部分目的是为

加入《国际导弹技术控制制度》创造条件，

成员国可以进口外国民用航天技术。15 尽管

如此，有迹象显示，巴西军方继续绕开这些

控制条例，秘密地推行完善浓缩铀技术的计

划。16 作为自 1995 年以来的《核不扩散条约》

正式成员国，巴西继续把核电视为国家战略

计划的一部分，积极推进核能源加速建设项

目。从 1975 年正式宣布开始，巴西的国家

政策就是确保在 2014 年之前完全实现核电

生产所必需的铀燃料自主供应能力，同时有

足够数量供出口。17

从子弹到发射装备

在开展核研制及运载火箭研制的同时，

巴西也积极推进国防工业自力更生，生产出

一流质量的常规武器，并在八十年代达到顶

峰。巴西的军工工业在七十年代成长迅速，

一改以往长期依赖外国供应商的局面，转身

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武器出口国。18 随

着国防工业能力和质量的提升，巴西逐步跻

身国际武器出口大国，主要出口轻兵器、雷

达等基本防务产品，以及偶尔为之的核及化

学武器技术。国防工业体系因此获得巨大发

展，一派繁荣，到八十年代，巴西已然是世

界第十一大武器出口国。19

在八十年代，中东是最大的地区市场，

巴西向这个地区出口的武器占其出口总量的

一半左右。在 1985—1989 年间，巴西武器

出口达 10 亿美元，其中有近一半卖给了正

陷入两伊战争的伊拉克。20 所有出口武器中

最受成功及获利最大的是 Astros II 多管火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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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射器，由巴西阿维布拉斯航空工业公司生

产。此集团专精制造火箭、导弹、飞机和通

信技术产品，同时为巴西军方研制射程达 

1,000 公里的弹道导弹。巴西的军工销售雄

心超出了发射装备之外。在 1981—1982 年

间，巴西还秘密向伊拉克出售二氧化铀（核

燃料棒原料），而未通知国际原子能署。21

这种政策转向的一个主要结果就是，巴

西在 1987 年从国防技术净进口国转变为世

界十大武器出口国之一，出口产品包括轻兵

器、坦克、飞机和舰船。22 在经历开禁期之后，

军人政权在 1985 年倒台，国防工业随之陷

入混乱，巴西的武器出口亦在九十年代萎缩，

年销售量锐减到仅 300 万美元，三大军工企

业相继破产。其结果，巴西弹道和导弹项目

于 1994 年由民选政府部门接收。

航天工业独领风骚

虽然巴西的军工工业盛极而衰，航天计

划则稳步发展。在 1981 年，原由军队控制

的巴西航天管理委员会改为巴西航天局

（MECB），以满足更大范围的国家安全需要，

这也反映出巴西已经认识到国家和国际现实

中更复杂的考虑。新机构获得 10 亿美元的

慷慨预算拨款，宣布了更加广泛的国家目标，

包括 ：(1) 寻找和监视自然资源 ；(2) 绘制亚

马逊流域地图并跟踪森林消失情况 ；(3) 监察

农业活动 ；(4) 提供通信能力。23 除此之外，

巴西政府官员明确声称有意运用国家的发射

能力在国际商业航天市场参与竞争，“包括军

事用途领域。”24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巴西政府从 1982 

年开始，在马拉尼昂州北部大西洋沿岸建造

艾坎塔拉火箭发射中心，在西部马托格罗索

州库亚巴建造跟踪站，在圣保罗建造航天控

制中心。其中，艾坎塔拉火箭发射中心占地 

62,000 公顷，重新安置了原住民，耗资近 5 

亿美元，建成后成为世界上最靠近赤道（在

其南纬 2 度以内）、效率也最高的发射场（和

美国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发射场相比，

从艾坎塔拉发射场发射运载火箭入轨可节省

约 30% 的燃料）。这个发射中心拥有自己的

气象、遥测和运载火箭装配运作系统。巴西

希望在这个发射中心的基础上掌握最先进的

航天技术，最终形成国家自主的卫星工业。

巴西航天能力近年来的一项重大应用，

是监视亚马逊流域热带雨林的损毁状况，这

片森林覆盖着国家约 1/3 的领土，占到全世

界热带雨林总面积的 2/3 左右。在过去，国

家对非法采伐不闻不问，但政府后来宣布，

亚马逊热带雨林的保护攸关国家安全，立法

机构最近进一步商讨如何通过立法来控制非

法采伐。25 从 1988 年开始，巴西科学部利

用美国地理测绘局的地理卫星图像观察森林

消失情况。在巴西于 1993 年发射第一颗卫

星——数据收集卫星（SCD1）——之后，他

们转而使用自己的技术程序来实施“巴西亚

马逊森林损失评估”计划。再后来，巴西与

中国合作发射了 CBERS 卫星，所获图像令人

印象深刻且触目惊心。卫星图像显示，巴西

热带雨林正在以比原先估计快一倍的速度消

失，每年排入大气层的二氧化碳增加了 1 亿

吨。26 巴西因此大力开展森林燃烧排碳方面

的研究，并占据此领域前沿。

巴西的成功，从其技术能力的快速提升

可为印证，发展中国家中只有两个国家成为  

1987 年《导弹技术控制制度》签字国，一个

是巴西，另一个是阿根廷。这项制度的目的

是防止具备核武器携带能力的弹道导弹扩散，

它虽然不是一项正式条约，但以施压方式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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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了巴西和法国合作发展导弹的项目，延缓

了巴西的导弹研制速度。

巴西航天事业的现状和未来

巴西的航天事业有一段期间成为民政和

军政之间激烈争夺的重点。巴西于 1994 年

建立了第一个民政航天管理机构，但是原来

的航天研究设施大部分继续被军方控制。巴

西虽竭尽全力，却始终难以实现航天工业完

全自主的目标，有些观察家对前景表示悲观。

兰德公司 1993 年一份研究报告给出的结论

是 ：巴西的航天雄心“在经济上不可行”。27 

但是，巴西的目标原本就不是完全出于经济

考虑。美国国会没有忽视巴西与中国和俄国

不断加强合作的现实，注意到巴西试图以此

打破美国的技术封锁。美国虽然后来放弃反

对俄国向巴西出售技术，但国会在 1996 年

表达了对巴西获得洲际弹道导弹技术的忧

虑。28

巴西独力研制卫星运载火箭（VLS）的

过程非常坎坷。VLS 是一个军民合作研究项

目（军方为巴西空军），目标是比照欧洲航天

局的“亚利安娜 -5”，发展出一款强大及可

靠的运载火箭，为本国发射服务，同时为国

外用户提供收费发射。不幸的是，在 2003 

年 8 月，火箭从艾坎塔拉发射中心升空时，

第一级意外爆炸，巴西 21 名顶尖科学家和

工程人员当场丧生。由于经费不足和管理不

善，这已经是 VLS 第三次发射失败（前两次

失败分别为 1997 年和 1999 年）。任何国家

在发射火箭的研制过程中都无法避免失败。

令人惊奇的是，巴西仅在 14 个月以后，就

成功发射了一枚小型 VSB-30 火箭，运载一

颗“微型卫星”进入 260 公里高度的低地轨

道。随后第二次发射又取得成功。原来计划

到 2014 年为止需要进行 22 次发射试验，现

在巴西预计其 VLS 运载火箭有望在 2011 年

重新投入服务，发射一颗巴西自主研制的卫

星。29 这些成就虽不眩目，但把巴西标注为

地图上的一个新兴航天港。

除了大力建设自主发射能力之外，巴西

也在继续塑造负责任的航天伙伴国家形象，

虽然为此付出了一些代价。1997 年，美国克

林顿政府邀请巴西加入国际空间站项目，这

个项目罗列了一连串贡献各自技术的发达国

家，巴西是其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这项邀

请从表面上看是出于好意，但实际是克林顿

政府的一个远谋，意在把巴西的航天和核研

计划调整到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30 巴西最

初承诺提供价值 1.2 亿美元的飞行设备，但

后来迫于外债沉重，缩减为 1000 万美元。

这份贡献虽然缩小了规模，但符合巴西在航

天领域的长期合作利益，巴西政府无疑希望

通过此明智举措获得回报，从而进一步提升

巴西的世界大国地位。

1988 年 7 月，巴西和中国签署了合作

协定书，同意共同开发高分辨率遥感卫星 

CBERS-1 和 CBERS-2。这项合作很成功，被

誉为“南—南合作”在技术领域的典范。31 

在 2004 年 10 月，巴西再与中国签约，合作

开发高分辨率 CBERS-2B 成像卫星，并在 

2007 年由中国“长征”火箭发射入轨。双方

同意把此合作延续到 2014 年，可能再合作

制作两颗卫星。作为回报，中国正在考虑把

强大的“长征”运载火箭运到巴西艾坎塔拉

中心完成发射。

巴西的航天事业虽然成果丰硕，但也一

直受累于传统的行政内斗、腐败，以及挥之

不去的资金滥用问题。在 2003 年以前，每

年 1000 万的菲薄预算中，有 95% 划给了世

界第四大民用飞机制造商巴西航空工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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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raer，只有 0.5% 用于航天计划。32 在 

2003 年发生试验爆炸事件之后，巴西政府采

取了完全不同的方式，不仅请外部专家，主

要是俄国专家，监督其航天计划，还在 2005 

财年将航天计划的预算大幅提高到 1 亿美

元。当然这项经费仍无法和印度和中国对航

天事业的年度投入相比，前者为 3 亿美元，

后者为 18 亿美元。33 然而巴西的这次预算

升幅不可谓不大，要比 2003 年的经费增加

了 235 个百分点，充分展现出卢拉政府对航

天事业的重视。最近，在 2009 年，巴西政

府再次做出重大政策调整，为航天计划拨出 

3.43 亿美元，终于在经费上与其竞争对手平

起平坐。34

巴西一方面努力自主发展发射系统，另

一方面积极寻求合作伙伴，既为提升自己的

能力，也为塑造自己的航天伙伴形象。在 

2003 年 10 月，巴西国家航天研究所（INPE）

和乌克兰签订合资商业发射项目，在艾坎塔

拉发射中心为乌克兰发射一枚“旋风 -4”中

等载荷运载火箭。巴西估计，从 2007 年开

始的此后 10 年，每年应可获得 10 多次发射

任务，使艾坎塔拉发射中心一跃而成为世界

上最繁忙的航天港之一。35 其他国际合作伙

伴有阿根廷、加拿大、中国、德国、印度及

以色列，合作内容包括夜视雷达（与德国）

及卫星建造（中国和以色利），等等。

 但最醒目的合作是与俄国。在 2004 年 

11 月，巴西与俄罗斯联邦航天局签署备忘录，

据此协议开发能载运更大卫星的新一代运载

火箭，以及使用液体燃料推进剂的 VLS 运载

火箭。俄罗斯还同意帮助艾坎塔拉发射中心

改进遥测和跟踪系统以及地面基础设施。巴

西的运载火箭 VLS-2 将有一级使用液体燃

料，预计将制成并用于 2011 年的发射任务。

利益和挑战

巴西航天计划为国家的现在和未来带来

许多利益。就近期而言，巴西已成功把自己

定位为卫星发射市场的重要服务商，可能成

为美国国家航天局和欧洲航天局的竞争对

手。但是巴西雄心勃勃的航天计划的最显著

回报不是在深邃的太空。

首先，成为太空大国之后，巴西在竞争

联合国安理会永久席位时多了一个筹码。作

为“金砖四国”之一和德国、印度及日本争

夺这样一个席位，巴西以拥有航天实力来增

强自己的定位，进一步证明自己是地区主导

国，一如联合国安理会目前的永久成员国运

用二战战胜国和公认拥核国的双重地位。鉴

于巴西已经正式宣布放弃核武器研制，并于 

1998 年承认《核不扩散条约》和《全面禁止

核武器试验条约》，其核王牌已无用武之地（虽

然卢拉总统曾暗示过这张王牌）。但是应该注

意，巴西加入《核不扩散条约》后，获允许

自主开发核能技术。在 2006 年，巴西政府

正式宣布其 Resende II 浓缩铀设施建成投产，

从而填补了国家核能发展的最后一环，不再

需要依赖外国的浓缩铀供应。巴西的第三座

核电站计划在 2014 年建成。核能领域的这

些成就，加上太空事业的发展和公认的航天

发射能力，巴西无疑在竞争联合国安理会永

久席位方面具备独特优势。

第二，也是同样重要的是，航天计划连

同浓缩铀能力为巴西注入更多的自主性，可

抵御美国的影响，这也是巴西自第二次世界

大战以来一直耿耿于怀的心结。这些成就可

以将巴西从对美国的技术依赖中逐渐解放出

来。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国虽占据商业航

天发射市场五分之四的份额，却从 2000 年

开始允许美国的卫星使用外国的发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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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观望，巴西可能在未来十年中捕获世界

卫星发射市场的 10% 业务，其中主要将来自

美国，每年挣得 3000 万美元的收益。

最后，航天事业的成功为巴西带来经济

上的利益，超越其拉美邻国以及大多数发展

中国家。在通信和成像卫星数量和通信能力

上，巴西已居拉美之首。目前巴西政府面临

的主要障碍不是技术，而是官僚体制。巴西

一直沿用保护主义性质的陈旧征税制度，因

此巴西主要的卫星制造商常和外国发射服务

商眉来眼去，侵蚀着这个国家苦心经营的自

主目标。36

总体而言，巴西的航天事业年轻有为，

取得巨大成功，可与任何发展中国家的努力

媲美，甚至更胜一筹。巴西凭借自身宽广的

技术和资源基础，将充分利用新近建成的航

天发射能力，在二十一世纪丰其羽翼，圆其

大国梦，跻身世界强国之林。一如巴西足球

传奇明星贝利令其球场对手招架不迭一样，

巴西国正积极迈向世界强国之路，发射按钮

即将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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