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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太空军高级

官员日前表示，该军种正计划实施一项

新的商业采购和整合战略，以利用太空

领域商业资源弥补太空实力不足并提供

能力备份。报道称，这一新战略本质上

是美军其他军种采用的军商合作战略的

升级版本，旨在隐蔽增强美国太空作战

实力。

搭建“以商扩军”框架

美太空军负责作战、网络和核力量

的太空作战副司令迪安娜·伯特，是新战

略的主要策划者。她表示，该战略仍在

酝酿阶段，但太空领域军商合作的基本

框架已经建立。该战略的整体架构沿袭

了美军现行的军政军令分离模式，即由

太空系统司令部的商业服务办公室负责

日常建设管理，由联合太空作战中心的

商业集成小组负责作战指挥协调。

外媒分析指出，美太空军成立 4 年

多来，存在感一直不强，尽管已逐步完成

与空军的剥离工作，但其核心机构的全

速运转仍需时日。与美军其他军种相

比，美太空军的实力明显较弱。通过引

入太空领域商业资源，美太空军将达到

“以商扩军”的目的，无论平台规模还是

执行空间任务的能力都将得到增强。

美太空军商业采购和整合战略的核

心，在于将太空领域商业资源作为可购

买的服务，而非固守太空军必须独立拥

有和运营完整系统的传统思维。目前美

太空军尚未公开具体采购清单，外界预

计主要采购内容包括航天发射业务、图

像类情报资源、信息传输类通信服务，以

及利用商业平台进行认知攻防战等。

报道称，美国商业卫星技术发展较

为成熟，具有较大的军事应用潜力。比

如，星球实验室公司的低轨道卫星“星

群”部署密集、重访周期短，已构建起覆

盖 全 球 大 部 分 地 区 的“ 地 球 CT 扫 描

仪”，可提供各海区军用舰船的活动情

报；鹰眼 360 公司能利用卫星探测的射

频信号快速识别通信干扰源，以保障信

息传输安全；美国卫讯公司的天基互联

网通信技术能实现数据的安全通联等。

美太空军司令萨尔茨曼表示：“来自

太空领域商业资源的军事潜力，将增强

美太空军在态势感知、情报分析和天基通

信保障方面的实力。”分析人士指出，美国

陆海空军和网络司令部长期大量购买太

空领域商业资源，美太空军此时推出采

购和整合战略，目的是在资源分配中凸

显自身优势。

完善整合太空商业资源

按照美太空军规划，在新战略实施

过程中，商业卫星公司将被纳入太空作

战体系，转变为作战要素之一。目前，麦

克萨卫星图像商业公司、太空探索技术

公司、星球实验室公司等多家美国公司

均对该战略表现出兴趣。

分析人士指出，军商合作已成为美

军军备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美空

军启用商业加油机补给机制、美陆军租

用庞巴迪飞机执行侦察监视任务、美海

军海上物资保障大量依赖商用平台、美

网络司令部与商业互联网公司签署合作

协议等。与其他军种的军商合作相比，

美太空军抛出的采购和整合战略对一体

化程度要求更高，将按照“三步走”分阶

段推进实施。

首先，通过业务合作逐步推动商业

卫星公司向军队开放，即分享数据和分

析结论或承担军方指定的任务；其次，依

托商用卫星搭载军用载荷，比如利用“星

链”等项目搭载密码通信设备，实现高速

战术网络通信；最后，根据国家安全需

要，美太空军将直接接管部分商用卫星

资源，从而直接增强太空作战力量。

此外，在该战略框架下，美太空军能

够对商用卫星资源进行设备设计介入、

技术军事化改造等工作，比如完善应用

终端的互联互通、进行网络数据安全检

查等。

提升整体军备能力

美国防部在不久前发布的首份《国

防工业战略报告》中，明确将一体化威慑

和发展理念融入国防工业产业。针对太

空、网络空间等新兴作战领域，美国防部

强调，必须集合军、民、商全产业链的力

量，协同推进整体军备能力建设。

迪 安 娜·伯 特 在 美 太 空 军 采 购 和

整合战略的推介中，引用了《国防工业

战略报告》的指南和目标，提出有效吸

纳商业资源将有助于美太空军拥有更

强大的太空能力。依托五角大楼和自

身 军 种 战 略 ，美 太 空 军 将 加 快 军 备 建

设步伐，并扩大与其他军种的合作。1

月上旬，美太空军司令部宣布，将在网

络 司 令 部 中 组 建 太 空 军 分 支 司 令 部 ，

以更好地与网络空间作战力量开展联

合行动。

美太空军的战略布局，也是为在军

费争夺中获得优势。五角大楼已明确表

示，《国防工业战略报告》在美军各领域

的实施将直接影响防务预算的投向。未

来在一定程度上掌控美国商业太空资源

的太空军，将借此开启“吸金模式”。

美太空军开拓军商合作新样式
■石 文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和澳大利

亚防卫技术部门日前签署一项技术合

作协议，旨在增强水下机器人和自主

系统的建设能力。这是继 2023 年 6 月

日澳签署双边军事领域研究、开发、测

试和评估协议后的首个具体项目，也

是日澳加强“准同盟”军事合作关系的

又一标志性事件。

根据协议内容，日本防卫省防卫装

备厅和澳大利亚国防部下属的国防科

技集团，将共同开展名为“水下机器人

和自主系统研究”的项目。该项目旨在

提升日澳海底通信能力和水下无人作

战系统的互操作性。澳大利亚国防科

技集团首席科学家坦尼娅·门罗表示，

该项目将为未来日澳联合研发水下机

器人和自主系统奠定基础。

长期以来，日本一直主动推进与

澳大利亚的军事合作。尽管日本向澳

大利亚推销苍龙级潜艇遭遇失败，但

并未阻碍其加强与澳大利亚的军事联

系。随着美国重新调整对亚太地区的

战略布局，日澳于 2022 年签署新的《安

全合作共同宣言》，将双边关系提升至

新高度。在此基础上，日本和澳大利

亚的武装力量可在对方境内进行军事

演习，两国可共享情报，并在国防科技

及产业领域展开合作。

2023 年 8 月 以 来 ，随 着 日 澳《互

惠 准 入 协 定》生 效 ，日 本 航 空 自 卫 队

的 战 斗 机 编 队 已 在 澳 大 利 亚 完 成 短

期部署，澳大利亚军队也首次赴日本

参加军事演习。目前，日澳正讨论让

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F-35 战斗机在澳

大利亚常态化部署，并进行电子战训

练。这表明，日澳两国军事互动已超

越基础的军事互访和机制建设，正朝

着 技 术 合 作 和 作 战 协 同 等 深 层 次 方

向迈进。

日本加强与澳大利亚的军事互动和

合作关系，主要基于 3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借合作推动关键武器技术的

发展。尽管日澳水下机器人和自主系

统的项目合作尚未展开，但双方均长

期关注水下无人装备的建设。日本在

2023 年版《防卫白皮书》中明确指出，

无人装备是日本未来作战能力的七大

支 柱 之 一 。 日 本 目 前 正 全 面 推 进 空

中、地面、海上无人装备的研发，包括

水下无人航行器和水下探测器等。日

本通过与澳大利亚加强技术合作，可

弥补自身在人员、资源方面的不足，加

快水下无人作战系统的研发速度。

二 是 借 合 作 融 入 西 方 军 工 技 术

“小圈子”。近年来，美国及其盟友依

托 北 约 、“ 五 眼 联 盟 ”、美 英 澳 三 边 安

全 伙 伴 关 系 及“ 四 边 机 制 ”等 多 边 框

架 ，密 集 加 强 武 器 研 发 和 技 术 合 作 ，

以 实 现 协 同 发 展 和 深 度 融 合 。 日 本

希 望 通 过 与 澳 大 利 亚 加 强 军 事 技 术

合作，在美国领导的国际武器技术合

作中发挥更积极作用，进一步扩大自

身影响力。

三是借合作将澳大利亚纳入东亚

地区的战略竞争框架。日本政府日前

表示，正与澳大利亚商讨在周边地区

出现紧急情况时共享情报，以及扩大

两国间联合训练和在澳大利亚进行日

本远程导弹发射试验等事宜。由于日

本 国 内 缺 乏 战 略 纵 深 ，并 受“ 和 平 宪

法”限制，日本希望借助澳大利亚的地

理优势和政策环境，进行增程型 12 式

反舰导弹等武器的发射试验。

由此可见，日本加强与澳大利亚

的军事互动和合作关系，不仅与美国

在亚太地区的战略部署相契合，也有

其实现自身发展和战略目标的图谋，

相关动向值得进一步关注和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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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美国““下一代过顶持续红外下一代过顶持续红外””预警卫星系统示意图预警卫星系统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