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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16年底，中共完成「神舟十一號」太空船與「天宮二號」太空站對接，並由太

空人進艙實施30天太空實驗。隨著中共太空站的科技突破，將有助於中共解放軍

在地空指管通資能力及精準導彈攻擊等能力的提升。 

二、 誰擁有制太空權，誰就獲取戰場的優勢。由於太空站具有鏈結太空領域中的衛星

通訊及定位系統，對於軍事行動而言，將是「至關重要」。基此，預估2022年中

共完成太空站長久部署，將對區域及我國軍事安全產生衝擊。 

三、本文研究發現，中共「太空站」發展，將實現強國太空夢。對我國陸軍在 C
4
ISR

及重要目標的防護將產生更大威脅。故提出「善加運用資通電部隊」等 4 項建議，

俾利我國陸軍在無太空優勢下，遂行國土防衛任務。 

關鍵詞：太空站、太空戰場、天軍、戰場優勢。 

 

 

未來戰爭的勝利鎖鑰就是設法阻止敵人用太空，並確保自己對太空的自由使用。
1
2009 年 11 月，時任中共軍委會主席許其亮曾指出，太空將是國際戰略競爭的新制高

點。誰能控制地面、海洋及電磁頻譜空間，誰就能掌握戰略主動權。2
2015 年《中國

的軍事戰略》白皮書更明白揭示：「太空是國際戰略競爭制高點，應密切掌握太空態勢，

保衛太空資產安全，確保維護太空安全。」3故奪取太空戰場的主動權，將攸關中共國

家安全發展。 

2011 年中共首度完成載人太空船「神舟九號」與「天宮一號」太空站對接任務，

並預劃 2022 年太空站成為常態部署；載人太空計畫對中共而言，即證明中國才是亞洲

太空科技最先進的國家，藉此強化擁有區域主導權的形象。4
2016，曾任美國前國防部

長辦公室情報評估主任的安東尼(Anthony H. Cordesman）表示，中國發展太空科技的

目標，就是要支持中共解放軍打贏現代化的資訊戰爭。同時，發展更先進的太空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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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中共解放軍建設現代化的重要內容之一。5
2016 年 10 月 19 日，中共在酒泉衛星

發射中心更成功發射「神舟十一號」太空船。此後，該太空船與「天宮 2 號」太空站

進行多次變軌，完成自主導航交會對接實驗，並由兩名太空人進駐太空站，執行 30

天空間科學實驗和技術試驗。6中共運用載人太空成果，除彰顯太空科技能力外，更展

現成長中的軍事能力。7此舉意味著中共解放軍希藉由太空站的發展，以提升軍事實力。

因此，探討中共發展太空站的能力虛實就顯得格外重要，這是本文研究的動機。 

事實上，2011 年中共「天宮一號」太空站與「神舟八號」太空船成功對接後，我

國國內軍事專家沈明室上校8及劉宜友上校9均認為，此舉將有助於中共解放軍在獲取

制太空權更向前邁進一步；其中對台海的太空情報及干擾台灣情、監、偵運作等產生

嚴重衝擊。此外，2016 年「天宮二號」太空站成功發射後，中共太空站發展將進入到

第 3 階段。在中共仍未放棄武力犯台的前提，研究中共太空站發展，將有助於瞭解中

共解放軍在太空科技的支撐下，對本軍未來建軍備戰威脅。本文藉由「文獻分析法」

以瞭解中共太空站發展背景與經過，及其能力與挑戰，進而評估對我國陸軍之威脅，

最後綜整提出對應之策。  

 

 

太空是繼陸、海、空後的四維戰場。奪取制太空權，已成為軍事強國追尋的重要

目標。太空站的發展，將有助於提升軍事與科技實力。 

一、太空站定義 

太空站(中共稱空間站)顧名思義為太空中提供太空船修護、補給，以及提供太空

人觀察太空的地方。太空站做為長期穏定的太空實驗室與觀測站，同時亦可成為人類

前進月球、火星及小行星探索的中繼站。10
  

二、太空站與軍事作戰之關係 

(一)強化指、管、通、資、情、監、偵等能力 

孫子兵法：「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西方兵聖克勞塞維茲

亦表示，要贏得戰爭勝利，首先要破除戰爭迷霧。要發揮統合戰力，就必須要有良好

                                                
5 A nthony H . Cordesm an, Chinese Space Strategy and D evelopm ents,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Septem ber 19,2016, p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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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揮與管制。透過發射火箭運載太空船，將人員和物資載往地球與太空站之間，將

可以對地面進行長期偵察和監視，及指揮、控制、通信連絡等任務。此外，藉由太空

站中的太空人，針對所獲得的空照情報實施判定，可提高偵察和監視有效性；其中太

空站還可利用太空的特殊環境從事與太空軍事活動有關的科學研究，例如對地球資源

的勘察、天氣預報和天文觀測等。11由上述資料得知，太空站之發展，將有助於中共

解放軍在軍事領域中的指、管、通、資、情、監、偵等能力的提升。 

(二)提升太空作戰效能 

隨著太空科技進步，獲取太空優勢的制高點即獲取軍事優勢。中共發展太空站，

其目的為運用太空站上的武器平台，攻擊地球高、低、同步軌道衛星。12另外，太空

站亦可使太空人在軍事太空活動中，發揮積極的作用，其中太空站可以作為地面與太

空中的前進基地聯絡中心，以縮減中共解放軍投射兵力所需的指管命令下達時間。13故

發展太空站將有助於中共解放軍獲取制太空權。 

總之，中共發展太空站，其目的就是要提供太空人，可長期生活的工作環境，即

時觀察地球上各式活動，進而運用太空站武器，對敵國的衛星實施破壞與摧毀，以獲

取軍事上的優勢。太空站的發展，對中共軍事領域將是愈來愈重要。基此，為評估中

共太空站能力虛實，就必須瞭解其太空站背景與經過。 

 

 

在美、俄等強國透過發展太空科技，成為軍事強國之際，藉由瞭解中共發展太空

站發展背景與經過，有助於掌握中共發展太空戰之戰略企圖。 

一、中共成立「太空站」之背景 

由於太空站為載人航天的重要工程，且太空站可整合衛星通信及定位系統，發展

太空站將為打贏資訊化條件下的局部戰爭做好準備。 

(一)實現科技強國目標 

由於太空科技的發展，象徵軍事實力的提升。自 1961 年，中共開始研究太空人送

上太空的可能性，時至 1968 年 4 月，錢學森建立一個載人太空飛行研究中心－「北京

航天醫學工程研究所」(即五○七所)，目的為研究人類對太空飛行的反應。但因為成

本與科技可行性等問題，載人航天始終無法進入軌道運作。14，同時美、俄為提升軍

                                                
11 9 147-149  
12 (A shley J.Tellis) 2012-13- (Strategic A sia 2012-2013 China s M ilitary 
Challenge) ( 2014 5 ) 184  
13
 -  ( 2003 8 ) 207-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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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ssons of H istory The Chinese People s Libeation A rm y at 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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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力，兩國紛紛投入太空站的發展，並於 1970 年分別自行發展太空站送上太空，1984

年美國總統雷根(Ronald W. Reagan)在一次演講中提倡，應該在 10 年內發展出可讓美

國太空人長期居住的太空站，並於 1992 年 2 月在美國華盛頓特區(Washington D.C)舉

行的世界太空會議(The World Space Congress)，決議建造永久使用的國際太空站。該太

空站完成後，將收集各種不同的太空環境數據，為人類進一步登上太空及行星作更佳

準備。15因此，載人航天得到美、蘇兩國的全面重視，軍事上需要推動載人太空站的

發展，將是實現太空強國的表現。 

1986 年，中共實施 863 計畫有 7 大領域，中共載人航天項目是其中一個。16命名

為「863-2」的航太系統是獲得集中研發資源的重點。1980 年後期，中共舉辦多次如

何把人送上太空的規劃，並在 1989 年完備太空密封艙計畫方案。17
1990 年 11 月，國

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之國際技術經濟研究所航空航太戰略研究組《中國載人航太發展戰

略系列研究報告》，該戰略指導為載人航太「不能不搞、不能大搞、飛船起步、平穏

發展」。1991 年 3 月 20 日，中央辦公廳秘書局批准航空航天部所呈之《航空航太重

大情況》。18
  

(二)打贏資訊化條件下的局部戰爭 

「作戰靠指揮、指揮靠通信」，由於無線電波受限於地球表面及天然障礙影響，易

造成通資系統受阻，藉由太空站部署，將可克服此障礙。由於太空站為太空中有人的

基地，一旦太空站安裝武器平台，將大幅提升太空中的作戰效能。太空戰場為太空基

地平台提供良好的陣地，太空站將擴大通資系統支援覆蓋範圍，提高資訊支援的快速

反應力和靈活性，增強戰場通資系統的抗干擾能力和摧毀能力。19
1999 年，美國國防

部提交國會一份有關中共軍力的聽證報告指出，中共的太空作戰軍力將可能威脅美國

的安全，解放軍可能利用發射技術成熟的載人太空船「神舟號」系列載具，從事太空

戰。20因此，中共發展太空站，其目的是要藉太空站的優勢，提供軍事上的通信保障，

進而威脅他國太空中的衛星。 

二、中共「太空站」之發展經過 

中共太空站發展，受限於經費及太空科技的限制下，無法快速的發展，遂採取三

步走策略，以實現其太空強國夢之目標。 

(一)策定太空站發展計畫，進行人員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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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 9 月 2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批准關於載人太空飛行的「921

計畫」提案，此計畫建構載人太空飛行至太空站的基礎知識。正值蘇聯跨台，俄國願

意將整套系統與次系統售予中共折現，有助於中共載人太空發展作為。該系統包括維

生系統、太空裝科技與碇泊系統。21該計畫分為三個步驟實施，第一步為發展發射有、

無人太空船，把太空人安全送入近地軌道，進行對地觀測和科學實驗，並使太空人安

全返回地面，初步掌握載人航太技術。第二步為重點完成出艙活動、交會對接試驗和

發射長期自主飛行，短期有人照料的太空實驗室，解決太空應用問題。第三步建造大

規模的長期有人太空站。22
 

另外，1995 年，中共北京西北部設立新的太空人訓練設施-北京「航天技術研製

院試驗中心」。所有在此受訓的太空人，都是經驗豐富的中共空軍飛行員，其飛行時數

至少 1,000 小時，並與位於俄羅斯附近的尤里加林中心(Yuri Gagairn Center)簽訂合約，

在 1997 至 1998 年提供中共 70 到 80 位太空人、工程、管理者的訓練。該研究亦強調，

俄國的赫魯尼契夫航天中心與能源公司(Energia Company)及烏克蘭的太空總署皆協助

中共發展酬載量 20 噸的太空艙與推進器。23因此，1998 年，中共已完成太空人訓練，

為日後發展太空站，奠定人才基礎。 

(二)發射太空站，掌握載人航太技術 

按照中共太空發展步驟，截至 2017 年，中共已進第二步驟，進行解決太空應用問

題。俟完成測試後，預劃於 2022 年，進入第三階段，永久部署太空站。 

1.第一步：發射無、有人太空船，掌握載人航太技術 

1999 年 11 月 20 日，中共「長征二號」運載火箭，將無人試驗太空船「神舟一號」

發射升空，飛船繞地球飛行 14 圈在預定點安全著陸。24
2001 年 1 月，中共「神舟二號」

太空船成功遂行一次七天繞行地球 108 圈的任務，並在地面控制下進行變軌操作，之

後繼續留滯軌道。「神舟三號」太空船，在 2002 年 3 月「長征二號」己型火箭發射，

為期一週的航行之後，攜載測試假人返回艙在 4 月 1 日回到地球。25
2003 年 10 日 15

日，第一艘「神舟五號」載人太空船，載著中國首個太空人進入太空，環繞地球飛行

14 圈在預定點安全著陸。2005 年 4 月 12 日「神舟六號」太空船成功實現兩人多天完

成空間科學實驗活動。26因此，中共已於 2006 年完成有、無太空站發展，將航天技術

推向新的哩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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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太空人出艙活動，解決太空應用問題(2008 年迄今) 

2008 年 9 月 27 日，「神舟七號」實現太空人出艙活動和小衛星伴飛，並完成多

項技術試驗。27此外，據《2011 年中國的航太》白皮書提及，中共將繼續推進載人航

太工程建設，加強關鍵技術突破，為載人航太後續任務的圓滿完成奠定基礎。28
2011

年 9 月 29 日，中共首顆「天宮一號」太空站成功發射升空。同年，11 月 1-3 日，與

「神舟八號」太空船進行空間交會對接。組合體運行 12 天後，「神舟八號」脫離「天

宮一號」太空站後，再次進行交會對接試驗。隨後於 2012、2013 年相繼完成「神舟九

號」、「神舟十號」與「天宮一號」太空站分別進行自動、手動交會對接。29隨後至

2016 年 9 月中旬，「天宮二號」太空站發射成功。30
10 月 17 日「天宮二號」太空站

與「神舟十一號」太空船完成對接。31
11 月 17 日，「神舟十一號」太空船與「天宮二

號」太空站分離，太空人在「天宮二號」太空站生活 30 天，為中共太空人太空駐留時

間的新紀錄。32
 

總之，中共發展太空站，將有助於提升中共的軍事實力。然而，囿於中共發展太

空站比美、俄等太空強國晚逾40年，故其太空站的科技實力自然無法與先進國家相比。

但由於經濟的支持，使得中共太空站呈現跳躍式的進步，故瞭解中共太空站發展經過，

有助於評估其太空站能力與未來所面臨的挑戰。 

 

 

由於太空科技需要在高素人才、高經費支持所完成。探究太空站發展能力，必須

從編組、預算及太空站發展成果及所面臨的挑戰等方面實施評估。 

一、「太空站」編組與預算 

太空科技需要龐大的經費與人才，太空科技更是國家戰略的一環。故瞭解中共太

空站所需編組與預算，將能探討出中共太空站的潛在能力。 

(一)編組 

1991 年，中共航空航天部為深入研究載人航太工程，召集由 19 位來自運載火箭

技術研究院(一院)、空間技術研究院(五院)、上海航天局(八院)和航太系統工程研究中

心(710 所)等單位具豐富經驗之航太專家，組成的載人航太聯合論證組。33
1995 年，北

                                                
27 23 13  
28
  2011 http://w w w .scio.gov.cn/zfbps/ndhf/2011/D ocum ent/ 
1073256/1073256_8.htm 2011 12 29  
29 23 13  
30 23 13  
31 ( ) 2016 10 18

1  
32
 - ( )  
2016 11 18 1  
33
 7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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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西北部設立新的太空人訓練設施-北京「航天技術研製院試驗中心」。1997 至 1998

年則提供太空人、工程、管理者的訓練。34
2002 年 12 月發射「神舟四號」太空船，即

將完成載人太空船發射的前置任務，對 2005 年完成初建「天軍」的任務具有決定性的

作用。35故中共天軍已具備初步編制規模。 

2006 年 7 月，中共正在籌備「太空戰試驗部隊」，該小組是新軍種「天軍」。「天

軍」是由總裝備部、國家航天局和第二砲兵所屬單位組成，其兵力 9 萬人，直屬中央

軍委。36
2012 年，中共載人航太工程，納編全國 110 多個研究院所、3,000 多個協作單

位，和數十萬工作人員，承擔研製包括太空人、太空船應用、載人太空船、運載火箭、

發射場、航太測控與通信、著陸場等 7 大系統方面的建設任務。37中國航空航太工業

公司有 20 家科研設計和生產單位，員工總數 13.7 萬人。2016 年底以前完成長征系列

運載火箭發射，以及「天宮-2」空間試驗室送入軌道。38由上述資料推估，中共天軍人

數，預估為 20 萬人。 

(二)預算 

沒有預算支持，軍事科技難以維護。中共自 1991 年的發展太空站計畫，旨在達到

共面軌道(Coplanar Orbit)的最佳轉移。太空船計畫的表面預算是 110 億人民幣(約 13.5

億美元)，其重量約 22 噸，酬載 3.5 噸，組員 3 名，壽期可擔負 30 次任務，每次任務

正常約 3 至 5 天。39
2006 年 10 月 31 日，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分別與中國衛星通信

集團公司、鑫諾衛星通信有限公司，簽訂 3 顆衛星和 3 枚運載火箭總金額約 20 億人民

幣的訂購協議。40此外，根據 2011 年美國研究指出，中共在 2006 年，計劃在太空站

估計費 20 億美元(約人民幣 140 億)。41另外，2011 年，中共發展太空站就預備投入 200

億美金。42換言之，中共投入太空站經費約每年 140 億至 200 億不等(約美金 20-30 億)，

約佔國際太空站每年費用 1/3。 

值得注意的是，2016 年 9 月 5 日，中共首個軍、融合產業發展基金成立。該基金

由航天投資控股有限公司代表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聯合 13 家軍工企業、知名金融機

構共同發起，首期規模為 302 億元人民幣(約 44 億美金)。該基金將太空輻射軍工和中

                                                
34 13 264  
35 19 522  
36 (Richard D .Fisher Jr) - (China s M ilitary M odernization  
Building for Regional and G lobal Reach) ( 2011 11 ) 144  
37 7 97  
38 338 http://w w w .know far.org.cn/enew s/c_2016-10-14. 
htm #content2698 2016 10 14  
39 13 265  
40
 ( 2007 8 ) 341  

41
 Colin Clark, China Space Program :Threat O r Boon To M ankind?,  Breakingdefense.com , http://breaking-defense. 
com /2012/11/china-space-program -threat-or-boon-to-m ankind/, 2016/10/14. 
42
 6 24  

http://breakingdefense.com/2012/11/china-space-program-threat-or-boon-to-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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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企業，籌集支持重大戰略任務實施和產業發展的資金，全面支撐各軍工集團軍民融

合發展。43
 

因此，中共藉由太空站發展，將有助於中共天軍的發展。據推算，中共天軍人數

已達 20 萬不等。另外，太空站挹注金額預估約為 140 億至 200 億不等(佔中共年度國

防預算約 1/30)，如此龐大人數及預算支持太空站發展，確實令人必須掌握及觀察。 

二、中共「太空站」發展成果 

中共「太空站」要成為永久軍事基地，就必須提供一個可靠的太空環境、綿密地

空指管通資能力，及太空站與太空船準確對接能力。2011 年中共「神舟八號」太空船

與「天宮一號」太空站，首度完成自動、手動對接任務，成功驗證太空人在「天宮一

號」太空站生活工作的性能及出艙活動技術。44時至 2016 年 10 月 17 日，中共的「神

舟十一號」太空船成功發射，並於同年 11 月 18 日成功返回著陸，在軌飛行期間與「天

宮二號」太空站進行自動交會對接，並完成了一系列太空站空間科學實驗和技術試驗。
45其中國太空站能力成果如下: 

(一)提供可靠的太空環境 

太空站要維持長期運作，關鍵在於後續維修能力的提升。2016 年「天宮二號」太

空站較「天宮一號」太空站不同的是在儲存箱安裝機械手臂，以利推進劑補加。46在

軌補加技術方面，增加液路連接技術，其特性將利用浮動斷接器，提高無人及載人飛

船的對接機構電路連接精準性，以避免洩漏。另外，在電子修護方面，由太空人於外

太空期間，將兩台電子設備，放在艙內維修平台進行維修試驗，以克服太空站運行階

段，無法讓設備停止運用後再維修的困境。47由上述資料得知，中共「太空站」技術

能力已有大幅提升。 

除此之外，太空站必須提供太空人長久生活品質。2016 年中共太空人在「天宮二

號」太空站生活 30 日，較 2011 年，乘組在「天宮一號」太空站的 15 天增長一倍。48

其科技重要突破在於「天宮二號」太空站，設計再生生命保障系統，可將太空人呼出

的水蒸氣通過冷凝水的方式回收，通過化學反應重新生成氧氣，降低氧氣的補給需求。
49故中共已掌握和具備太空人長期駐留外太空保障能力。 

                                                
43  ( ) 10 2016 10

5  
44
  ( ) 336

2012 8 67-68  
45 :

 ( ) 2016 12 21 1  
46 ( ) 6 2016 10 10  
47
  - ( ) 10

2016 10 20-21  
48
 4 2016 4 18  

49
 4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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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諱言，太空站運作就必須依電力維持。2016 年「天宮二號」太空站，已研發

出有兩對翅膀-單翼翼展約 30 米的柔太陽翼，它們與雙軸對日定向機構、高效能鋰電

池在一起，構成太空站先進、強大的不斷電源系統。「天宮二號」太空站使用最新研發

的太陽能光電系統轉化率為 30%(地面上太陽能轉換電能的轉化率為十幾左右)。50此舉

凸顯出中共太空站發展，可支持太空軍事基地運作。 

(二)綿密地空指管通資能力 

太空戰場即是支撐陸、海、空戰場通資網路重要平台。2016 年 9 月 15 日，「天

宮二號」伴隨衛星隨太空站發射入軌，並於 10 月 23 日從太空站成功釋放。該衛星重

量約 47kg，尺寸相當於一台印表機大小，具備高效軌道控制、靈活姿態指向、智慧任

務序列處理和天地測控通信高速數傳的能力。51另外，中共利用中繼衛星系統已實現

太空站、太空船及伴隨衛星等三星組網運行，對低軌航天器測控覆蓋率達到 80%以上，

實現太空人可以與地面人員進行視頻通話，並與地面同步觀看新聞聯播。52因此，中

共「天地一體化」通信指管能力已大幅提升。 

(三)提升太空站與太空船對接能力 

太空站發展，將從無人太空船實現有人太空站之目標。2016 年「天宮二號」太空

站對接「神舟十一號」太空船，較 2011 年「天宮一號」太空站對接「神舟八號」太空

船，運行速度更為提升。2011 年「天宮一號」太空站距地面 343,000 公尺的軌道運行，

繞地球周期為 2 天，而 2016 年「天宮二號」太空站軌道距地面近 400,000 公尺，重訪

周期為 3 天。53故中共太空站與太空船對接能力已大幅提升，將有助於未來太空站發展。 

近幾年中共在「太空站運作能力」、「火箭發射效能」及「指管通資能力」等方面

均有顯著提升，性能比較如表一。 

 
表一 中共太空站性能之比較 

區分 

項目 
神舟八號與天宮一號對接 神舟十一與天宮二號對接 

規格 

「天宮二號」空間實驗室與「天宮一號」質量相同(重 8.5 噸、全長 10.4 公

尺，最大直徑 3.35 公尺，構造為兩艙型，前為實驗艙、後為支援艙)。實

驗艙有一對接介面，可與一艘太空船對接，進行醫學、再生實驗；支援艙

為飛行提供動力，太空員生活工作密封艙。 

太空站 

運作能力 

 

天宮一號保障支援太空人生活工作

的功能、性能，以及組合體管理技

術。(天宮一號是中國的雛型太空實驗

室)。 

「天宮二號」空間實驗室增加推進劑

補加系統及安裝機械手臂。對接機構

之電路連接，增加液路連接技術，提

高補加的精準性，避免洩漏。 

                                                
50
 46 7  

51
 ( ) 2016 10 24 3  

52
 ( ) 2016 10 23 1  

53
 46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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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站 

維運能力 

「天宮一號」距地面 343,000 公尺的

軌道運行，繞地球周期為 2 天。完成

軌道確定至少在一圈半到兩圈以上。 

「天宮二號」軌道距地面近 400,000

公尺，重訪周期為 3 天。(高度與大

空間站運行的軌道相同 )於一圈完

成，短段定軌道對北京飛控中心精度

更高。 

太空人 

居住品質 

2011 年，中國太空人在外太空最長的

駐留時間為「神舟七號」乘組在「天

宮一號」的 15 天。 

1.太空人健康監測技術研究，主要包

括太空飛行中營養代謝、情緒、生

物節律變化等實驗研究。 

2.失重心理效應機理與防護研究，主

要包括太空飛行對太空人心血管等

功能、前庭功能及腦功能的影響研

究，從細胞分子層面研究骨質流失

的發生機理。 

本此「天宮二號」提升至 30 日。 

中共太空站設計完整的再生生命保

障系統，太空人呼出的水蒸氣會通過

冷凝水的方式回收，排泄的尿液回

收。電解制氣時產生的氫氣與太空人

呼出二氧化碳，通過化學反映重新生

成氧氣，降低氧氣的補給需求。 

通資指管 

能力 

「天宮一號」通過電子郵件只能接收

單的訊文。 

「天宮二號」太空人可以觀看地面上

電視節目、電影等，並在睡覺區都有

一個語音插座，載上耳機能與家人通

話。也能利用中繼衛星系統閱讀上傳

的解放軍報電子版。 

火箭效能 

 中共新一代運載火箭「長征七號」於

海南文昌航天發射場升空，著陸點首

次瞄準沙漠，因地形複雜多樣，對以

往返回較平整陸地、海上，獲取資料

的實踐意義非常大。 

資料來源：應天行，〈中國載人航天的新里程版 神舟九號載人交會對接〉《軍事家》(臺

北)，336 期，全球防衛雜誌社有限公司，2012 年 8 月，頁 67-68。尹懷勤，〈天宮二號

蓄號待發〉《太空探索》，第 6 期，太空探索雜誌社，2016 年 10 月，頁 10-11。周建

平，〈中國空間站將有諸多後發優勢〉《太空探索》，第 4 期，太空探索雜誌社，2016

年 4 月，頁 7。魏京華，〈全新征程全新使命-天宮二號空間實驗室三大任務詳解〉《太

空探索》，10 期，太空探索雜誌社，2016 年 10 月，頁 18。楊欣，〈神舟十一號飛船

返回艙開艙儀式在京舉行〉《解放軍報》(北京)，2016 年 11 月 23 日，版 4。鄒維榮，

〈天宮二號伴隨衛星成功釋放〉《解放軍報》(北京)，2016 年 10 月 24 日，版 3。鄒

維榮、韓阜業，〈天宮二號與神舟十一號載人飛行任務成功實踐表明：我國已具備太

空人長期駐留保障能力〉《解放軍報》(北京)，2016 年 12 月 8 日，版 2。 

 

三、中共發展太空站所臨之挑戰 

由於太空站發展為有人航天技術，所需的技術即為航天科技最為精密技術，要支

持太空站永久發展，就必須要有龐大的經費支持。 

(一)載人航天太空站技術很難獨自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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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站要發揮功效，就必須提供太空人永久運作的空間。現行以美、俄為首的國

際太空站，為 16 個國家共同研究發展太空站。例如 2016 年 3 月 2 日，美國太空員斯

科特‧凱利(Scott Kelly)和俄羅斯太空人科爾年科(Mikhail Kornienko)執行一項長達 340

天的實驗任務。這是 1999 年以來人類持續時間最長的太空飛行。其目的為突破以往在

微重力環境生活 12-18 個月，人的視覺和骨骼影響程度。54反之，中共在發展太空站的

過程，初期僅由俄羅斯提供技術，現階段則由中共自行研發投入，且以 2016 年中共「天

宮二號」太空船，其太空人目前僅待 30 天，能否突破其太空科技限制實施長期運作，

將面臨很大的挑戰。 

此外，自 2010 年起，美國歐巴馬政府要求美國航空暨太空總署支持本土有競爭

力公司研發航天運載系統，以恢復美國向國際太空站的運載能力。經招標後，太空探

索技術公司(Space Exploration Technologies Corporation, SpaceX)研製的「天龍號太空船」

(Dragon Capslue)，已於 2011 年成功與國際太空站進行無人對接。55雖然，中共在太空

科技推動軍民融合，但受限於科技背景下，其在未來能否由民間科技發展，仍值得商

榷。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為提升太空站容積量。美國已研發出新型「充氣式太空艙」，

將可提升太空人值勤數量。2016 年 5 月 28 日，美國畢格羅航太公司(Bigelow Aerospace)

以 5.8 億台幣製造的「充氣式太空艙」(Bigelow Expandable Activity Module, BEAM)，

成功在國際太空站展開全球第一個充氣式太空艙。56該艙設計比照永久使用艙設計，

為 20 噸，容積為 330 立方米的密封艙，與國際太空艙現有 15 噸重、150 立方米容積

相比，「充氣式太空艙」質量增加 33%，居住空間增 210%，且太空人已成功進入充

氣式太空艙。57而現階段中共還僅發展到太空站對接階段，這對發展太空站成為太空

基地，無疑是項考驗。 

(二)需要龐大經費支持 

自 1998 年至 2010 年止，國際太空站總經費估計約 1,500 億美元，其中包括美國

航空暨太空總署(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NASA)建造太空站使用

756 億，36 趟太空梭發射費用(每趟約 14 億，共 504 億)，俄羅斯出資 120 億，加拿大

出資 20 億。國際太空站的科學、醫學及材料實驗與科技發展所產生的民間產業實質效

益，難以金錢估計。58此外，時至 2017 年，美國航空暨太空總署財務預算總計 190.3

億美元，其中載人探索業務 84.13 億美元(包括 33.37 億美元用於探索、50.76 億元用於

                                                
54 340 ( ) 4 2016 4 38  
55 4 2016 4 28-29  
56
  2  http://w w w .appledaily.com .tw / 
appledaily/article/international/20160530/37242735/ (2016 5 30 ) 2016 12 25  
57
 ( ) 8 2016 8 26-27  

58
 68 2015 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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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營運)。59換言之，國際太空站每年預估所需金額約 90 億美金(約 6,300 億人民幣)。

而中共發展太空站，每年預估金額為 20 億美金，約美國 1/4。就整體太空發展，更是

金額不足。未來若中共未能擴編預算，時至 2022 年的太空站，僅可算是規模簡單、功

能不足的太空站。能否提供長時間的偵察、通信，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總之，中共發展太空站與美國為首的國際太空站相比，發展晚了 11 年，且中共是

以一個國力對抗國際太空站(由 16 個國家合作)，其每年經費預估以 20 億美金成長，

現階段從太空站規格、太空站容量、太空實驗系統及未來發展，仍無法與國際太空站

相比擬(中共太空站與美國為首國際太空站性能比較，如表二)。惟美國囿於經費限制，

預估 2024 年即不再投資太空站，故中共挹注太空站經費是正向趨勢，對抗下滑的國際

太空站，仍值得後續觀察。 

 

表二 中共太空站與國際太空站性能比較 

區分 

要項 
中共太空站 國際太空站 

開始計畫 1992 年 1983 年 

太空站起

飛時間 
2011 年 

1998年國際太空站進入太空軌道。2000

年 11 月太空人首次進入太空站。 

太空站 

規格 

長度 9 公尺，最大直徑 3.35 公尺，

重約 8 噸，壽命 2 年。 

目前總長約 72.8 公尺、寛約 108.5 公

尺、高約 20 公尺，在平均 330 公里至

413 公里高的軌道，以每秒 7.66 公里的

高速飛行(是海平面音速的 22.3 倍)，每

天環繞地球大約 15 圈半。國際太空站

35,000 立方英呎(1,000 立方公尺)的機

艙增壓空間。 

太空人 3 人 重 419 噸，分 10 個艙室及停駐 6-7 人。 

經費 每年預估投資 20 億美金 每年平均 90 億美金 

功能 

科學研究、微重力實驗、太空探索、教育與文化推廣。 

1.科學研究：包括研究納米複合光

學材料、高性能熱電轉換材料等

試驗。 

2.太空醫學：中共太空人通過天地

遠端醫療會診系統，實現天地協

同遠端醫療會診所需的資料傳輸

鏈路。 

3.微重力：無。 

1.科學研究：2011 年 5 月 19 日，反物

質太空磁譜儀二號安裝於國際太空

站，2013年 4月 3日傳出首次AMS-02

量測到無法解釋的多量高能正電

子，NASA 科學家認為這是反物質跡

象。 

2.太空醫學：國際太空站利用先進超音

波顯影的診斷技術，應用於地球上偏

遠地區醫療服務。 

                                                
59

5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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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微重力：太空微重力會讓太空人產生

骨質流失，國際太空站備有旋轉式生

活區間的設計。 

未來發展 

預於 2017-2023 年太空站發射計

畫，其太空站總重量為 90 噸，低

近地軌道高度 340-450 公里，工作

時間為 10 年。常駐太空人 3 人，

交流 6 人。 

2016 年 5 月 28 日，美國畢格羅航太公

司 5.8 億新臺幣製造的「充氣式太空艙」

成功在國際太空站展開全球第一個充

氣式太空艙。 

防護能力 

無數據顯示，中共太空站有防護能

力。 

改變軌道將確保太空站避開太空碎片

撞擊的安全操作，美國可追蹤軌道上 5

公分物體的軌道參數，避免太空站遭太

空碎片撞擊。2011 年太空站加裝新型

彈道擋板，提高對太空站保護。 

資料來源：http://tw.aboluowang.com/2010/1223/190029.html, 2016/11/29。王翔，〈充氣

展開太空艙的發展歷程〉《太空探索》，第 8 期，太空探索雜誌社，2016 年 8 月，頁

26-27。安慧，〈商業航天給美國宇航業注入新活力〉《太空探索》，2016 年 4 月，

第 4 期，太空探索雜誌社，頁 30。林小春，〈美商業載人飛船首飛推遲至 2018 年〉

《解放軍報》(臺北)，2016 年 12 月 15 日，版 8。陳怡妏，〈全球首座 太空艙充氣成

功太空站上測試 2 年 料成人類月球居所〉，2016 年 5 月 30 日。陳彥升，〈太空站與

太空旅行〉《臺北天空》，第 68 期，臺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2015 年 5 月，頁 9。

劉姝，〈猎鷹 9 實現海上回收火箭重複使用又邁出重要一步〉《中國航天》，第 5 期，

中國宇航出版社，2016 年 5 月，頁 28-29。編譯組，〈美 Space X 回收火箭成功返回

地球〉《青年日報》(臺北)，2015 年 12 月 23 日，版 4。鄭凱，〈宅在國際太空站 340

天〉《太空探索》，第 4 期，太空探索雜誌社，2016 年 4 月，頁 38。應天行，〈中國

載人航天的新里程版神舟九號載人交會對接〉《軍事家》，336 期，全球防衛雜誌社，

2012 年 8 月，頁 70。〈A15_國際太空站運行軌道〉，http://www.nmns.edu.tw/common/ 

03theater-attach/pdf/SOS_A15. pdf，(2016/12/25)。 

 

 

中共發展太空站的戰略企圖，即透過太空中建立一個前進基地，進而加快太空中

的衛星通信及定位系統傳輸訊號能力，以縮減以往衛星軌道需傳送至地面接收站，再

回傳地面指揮中心的時間。中共解放軍在太空站科技支撐下，將有助於提升C
4
ISR能力

及制太空權的獲得，對本軍C
4
ISR或重要目標防護，造成相當性的威脅。為能確保我國

「防衛固守、重層嚇阻」之軍事戰略，我國陸軍必須重新思考未來中共解放軍新型態

作戰方式因應對策。 

一、中共太空站對我國陸軍之威脅評估 

未來戰場中誰擁有制太空權誰就擁有軍事優勢，故中共太空站的發展也具有相當

軍事價值。 

(一) 我國陸軍 C
4
ISR 將面臨嚴峻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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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軍事化對戰爭的影響是一個戰略的問題，由於太空站對核威懾和區域穏定佔

有一定的影響力，中國發展先進的太空站計劃及提升能力，對中共解放軍執行軍事行

動至關重要。60
2017 年 1 月美國外交雜誌網站，刋載一篇《中國如何武裝化外層空間 

(How China Is Weaponizing Outer Space)》指出，奪取太空制高點，是中共解放軍取得

軍事成功的關鍵要項。發展有人太空站，也是阻止敵對者在危機期間使用太空武器的

重要資產。2016 年，中共「天宮二號」太空站與「神舟 11 號」太空船測試過程中，

成功驗證太空站所安裝的機器手臂收集人造空間碎片，於戰時也將可擔任反衛星武器

任務(Anti-satellite Weapons, ASAT)
 。同時，為了抵消美國軍事實力並獲得戰略平衡，

中共解放軍計劃運用太空能力以抵消美國常規部隊的軍事優勢，為中共解放軍的反介

入/區域拒止作出貢獻。61由上述資料凸顯出，中共發展太空站將迫使我國限於獨立作

戰的困境，也將使我陸軍遂行國土防衛造成嚴重的挑戰。 

網狀化作戰成敗關鍵在於單兵、武器與載台的通資系統鏈結。我國陸軍「作戰區、

旅、營、連」通資系統構連，平、戰時透過高山站台鏈結，構成綿密的通資系統。但

由於中共「天宮二號」太空站安裝「空間環境監測及物理探測分系統」(簡稱空間環境

分系統)，其主要用途在即時監測軌道上的輻射環境和大氣環境的電子、質子等帶電粒

子的強度。62換言之，中共太空站成為太空軍事基地後，透過空間環境分系統，即可

增加對高山站台或是地面工作站的電子情報參數蒐整。 

除此之外，隨著太空科技的進步，未來太空站的發展，將使網路空間的資訊伺服

器躍升部署於太空中，將更能保護其武器載台的鏈路傳輸。反之，亦可對敵人之網路

節點進行破壞。2015 年 12 月 31 日，中共成立戰略支援部隊，其目的在整合中共解放

軍情報、通信和技術偵察能力，提升其網路戰、電子戰等新型作戰能力。63該支部隊

編成後，將加快各類太空武器研製部署能力，其中一項，即為運用太空軍用基地及地

面遙控站對在軌衛星，進行實體破壞。64自 2017 年起，中共太空站太空人遴選人員，

不再是以現役空軍飛行員為主，而是依未來需要不同類型擴大徵選，尤是在維護修理

太空站的工程師，以及觀察實驗現象、分析結果、調整方案、設計新的實驗方案的科

學家。65此舉意味著中共透過太空站發展，以獲取太空優勢保障其 C
4
ISR 能力，癱瘓

敵國衛星運行為目標。 

                                                
60 A nthony H . Cordesm an, Chinese Space Strategy and D evelopm ents,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Septem ber 19,2016, pp.4. 
61 H arsh V asani, H ow  China Is W eaponizing O uter Space,  The D iplom at, http://thediplom at.com /2017/01/how - 
china-is-w eaponizing-outer-space/, January 19, 2017, 2017/8/28. 
62 60 114  
63 ( ) 359
2016 2 134  
64
 : ( ) 14 11
2016 11 30  
65
 4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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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太空站對太空應用科技，如遙感、通信、導航等衛星，就是

一個中繼轉接站。2016 年 11 月 22 日，中共「天鏈一號」04 中繼衛星已與「天鏈一號」

01 星、02 星、03 星實現全球組網運行，將提供太空站與空間站資料中繼與測控服務。
66此外，「天宮二號」太空站終端已成功完成量子金鑰分配試驗，透過高精度自動跟瞄

系統與量子金鑰分配，與地面站及目標飛行器之間建立量子通道。67因此，中共太空

站發展對我國陸軍而言，所面臨的第一個威脅，將是 C
4
ISR 在作戰初期遭太空站長期

監視下，所造成的損害。 

(二)我國陸軍重要目標將遭受到精準打擊威脅 

作戰成功的基礎，在於充分瞭解敵軍意圖及動向。中共太空站裝有一套「中分辦

率成像光譜儀」，該儀具有 34個波段，僅次於美國 1999年升空的光譜儀僅少兩個波段，

可實施對「大地」、「太氣」、「大海」進行各種頻譜的成像監測。台灣全島、海岸均在

其系統完全涵蓋內，且性能較以往「可返回式」衛星所載之監偵儀器進步。68美國在

亞太地區的軍事力量，很難規避中共的太空、空中和網路情報、監視與偵察力量。69此

外，2016 年的「天宮二號」太空站，已完成「空間冷原子鐘」70實驗。71該項實驗成功，

將有助於中共北斗衛星的導航系統更加精準。因此，在中共發展太空站後，對有助於

精準攻擊我國陸軍重要目標。 

不僅如此，由於衛星是支撐陸、海、空等戰場通資系統平台整合，故衛星的存活

率，將成為左右戰場勝敗關鍵。中共太空站的發展，將使天軍扮演打贏資訊化戰爭重

要角色，其意涵也賦予中共初期的反太空能力。由於中共載人航天與建構太空站將突

破與掌握相關太空定位、遠端遙控、長距數據傳輸、航天器變軌、機動與會合對接等

相關技術，有助於提升中共在反飛彈與反衛星戰的軍事功能與效益。72
2011 年中共已

從「神舟八號」太空船施放 BX-1 小型伴隨衛星(Companion Satellite)，其功能為捕捉

太空船飛行過程之影響。73
2016 年中共「天宮二號」太空站伴隨衛星，更具備高分辨

可見光相機，能全天時多角度監測空間碎片或溫度異常等空間站的潛在危險。74因此，

                                                
66 04 - - (

) 2016 11 23 4  
67 2016 10 2016
10 114 
68 19 514  
69 ( ) 359 2016 2

134  
70

 
穏 10 16 3000

1  
71

46 8  
72

29 71  
73

12 186-187  
74
 60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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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在未來戰爭開戰前，中共不必發射導彈，將其敵國衛星擊毀，僅須運用太空站所裝

置武器進行擊滅。 

總之，中共發展太空站將提升第一擊對我國陸軍打擊能力，亦讓本軍在毫無任何

防護下，造成嚴重損害。未來臺、澎防衛戰爭中，本軍在無制太空權，反擊部隊戰力

實施反擊備受考驗。 

二、本軍因應之道 

面對一個軍事、科技實力強大的中共解放軍，我國陸軍必須以創新、不對稱作戰

思維，重新思考因應之策。事實上，愈依賴太空科技的軍事強國，並非毫無弱點，其

關鍵在於如何斷其資傳鏈路，使其無法集中兵力，善用我國城鎮、淺山要隘等天然屏

障，以開創我國陸軍反擊有利態勢。 

(一)善加運用網電部隊 

未來的作戰型態已是多領域作戰(陸、海、空、天、電)，故網路戰攻、防成為左

右戰爭勝負的核心關鍵。雖然，中共太空站可提供中共解放軍一個太空中的前進基地，

縮減情傳時間。然而，太空中的衛星情傳遙控鏈路，是透過中共衛星地面遙控站所傳

輸。基此，透過我國網軍能力採取先發制人，以癱瘓其遙控、情傳系統。此外，各作

戰區應亦多善加運用資電部「合成孔徑雷達衛星反制系統」以利戰力保存。因此，戰

術管制電戰部隊的運用要領，便成為本軍必須重視的克制之道。 

總之，隨著中共太空站的發展，對我陸軍 C
4
ISR 威脅已是愈來愈嚴重。為此，我

國國防部已於 2017 年 6 月 29 日，整合三軍通資部隊能力，成立資通電軍，以爭取我

國作戰資電優勢，強化關鍵基礎設施防護能力。然而，我陸軍通資電戰力在整併過程

中，已衝擊到我陸軍在防衛作戰的通資電戰力。鑒此，我陸軍應積極建構一支適當的

網路部隊，以整合戰場共同平台，支援軍事行動。 

(二)建購適當的通資備援手段 

能防才能戰。在「防衛固守、重層嚇阻」軍事戰略指導下，戰力保存是維護反擊

能力的關鍵。雖然我國陸軍正積極發展迅合專案，以建構聯合作戰所需通資系統，並

朝向動中能通的目標發展。但在 2015 年底，中共已將天軍、網軍(含電子戰部隊)整併

成戰略支援部隊，以及太空站的支撐下，中共解放軍在未來台海戰役中，制太空權及

制網權等實力將較以往提升。基此，我國陸軍通資系統除積極發展機動通資系統外，

亦須評估籌購適當的備援手段，以強化其通資環境的戰略縱深，確保後續作戰指管通

資系統暢通。 

(三)發展新型態不對稱作戰思維 

由於不對稱作戰是運用高科技能力，達成「以少擊多，以劣擊強」的不對稱作戰。

在中共太空站成為永久太空站後，對我國陸軍而言，首當其衝便是對 C
4
ISR 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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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預估美國到 2024 年將不再發展太空站，在未來美、中關係上，是否會因參照

2014 年俄羅斯以太空站合作，迫使美國放棄出兵支援克裡米亞半島，且放棄援助我國

亦成為隠憂。在沒有資電優勢及外援下，如何能以不對稱作戰對抗擁有制太空權的中

共武力犯台，便值得重新思考。 

(四)突破舊有作戰框架 

太空偵照、網路戰攻、防課題，早已納入年度漢光演習重點演練項目。但隨著太

空戰與網路戰的整合，我國陸軍資電作戰演練課目，不能再按以往線性思考模式，從

制空、制海、反登陸作戰等階段，思考中共解放軍攻臺模式。在未來作戰模式將是陸、

海、空、太空、網路等五維空間作戰，我國陸軍須思考多維領域下作戰，如何憑藉天

然障礙及城鎮遂行防衛作戰，以阻止中共遂行太空偵照。故在未來兵推中，應將太空

戰、網路戰等課題併同納入推演要項，以強化我國陸軍反制能力。 

 

 

中共太空站發展，已成為繼美、俄等科技強國後，世界上第三個擁有載人航天技

術的國家。雖然中共自 2000 年至 2016 年《航太白皮書》始終對外宣稱，建構一個和

平太空發展。然而，2007 年中共運用火箭擊毀氣象衛星，即證明中共軍事力量擴張的

野心。令人驚訝的是，太空站所需的科技能力，在航太領域中較屬困難，但在獨自研

發及美國限制下，中共發展太空站，仍可按程期完成，這點即證明中共的航太實力不

容小覻。此外，不可忽視中共在經濟實力帶動下，仍以每年預估 20 億美金投入太空站，

其背後的企圖，成為世界科技、軍事、經濟強國自然不言而喻。總之，中共發展太空

站將使本軍的 C
4
ISR 及重要目標防護遭受更大的威脅，更應儘早完成反制作為整備，

俾利遂行防衛作戰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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