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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民族主义
主导朝韩火箭竞赛

非常耐人寻味的
是，在讨论朝鲜半岛的
运载火箭技术现状时，

并没有多少人当真关心技术问
题，人们更愿意讨论的是这一技
术的权利参数，更为准确地说，是
北方是否有权发射运载火箭的问
题。然而问题在于，假设没有技术
支撑，所有关于哪一方更有权拥
有太空技术这个问题还有什么意
义呢？换句话说，倘若等待“罗老”
号的是又一次发射失败或干脆不
发射，而“光明星3号”的命运依旧
是解体为无数碎片，朝鲜半岛双
方的技术民族主义争斗也就好比
美羊羊和沸羊羊争论谁更有希望
把小灰灰带回家。

就运载火箭的发展路径而
言，半岛南北双方的选择迥异，但
也都是对曾经尝试过的方式的重
复和借鉴。朝鲜的方式和绝大多
数已经拥有太空技术的国家相
似，即试图将自己掌握的导弹技
术转化为民用的运载火箭技术。
导弹技术和运载火箭技术的95%

是可以通用的，差别实际上仅仅
在于载荷，前者搭载的是常规战
斗部或核弹头，而后者则是各种
用途的卫星。除了洲际导弹要求
载入能力以外，导弹的技术要
求往往要低于运载火箭技术，
至少核导弹并不需要超高

精确度，对于10万吨当量的核导
弹来说，圆概率误差是1公里还是
100米根本无关紧要，它给对手造
成的心理威慑完全相同。而运载
火箭则要求极高的精确度，卫星
成功入轨的难度对于其运载工具
来说，远远大于将核弹头运送到
某个城市的上空。这就意味着从
导弹到运载火箭，基本上是同一
技术的精确化过程，这是符合工
程学的发展规律的，还不如说是
政治上的。朝鲜证明自己火箭设
计的民用性质的难度甚至可能超
过了把“光明星”送进太空正确轨
道本身。

而韩国所选择的方式，却是
试图跨越导弹技术的积累过程，
直接从民用运载火箭入手。这一
路径与美国对韩国的导弹技术控
制有关。需要说明的是，韩国的巡
航导弹技术在世界上确有一席之
地，但这种技术更接近无人机技
术，而与运载火箭关系不大。韩国

“跨越式”发展思路的直接结果是
首尔在不掌握运载火箭核心技术
的情况下，试图靠购买他国的第一
级火箭走捷径。能够买到相关技术
是南方相对于北方的优势，但同
时，也暗示出南方的技术储备实
际上还不如北方。况且，作为曾经
产生过的实践模式，欧洲人在几
十年前就已经“证明”了其失败的

风险远远大于成功的可能性。
20世纪60年代，欧洲人为了与

强大的美国和苏联太空技术相抗
衡，成立了欧洲运载火箭发展组
织，试图整合英国、法国和德国的
火箭技术以打造欧洲太空发射能
力。英国拿出了“蓝霹雳”、法国贡
献出了“科拉里”、德国人则以“阿
斯特里斯”入股，叠罗汉叠出来的
三级火箭“欧罗巴1号”计划用于
发射一颗意大利卫星。最终的结
果是什么都没送到太空去，而花
费却高达预算的3倍以上。韩国人
真应该仔细研究一下“欧罗巴1

号”失败的原因——— 不只是技术
原因，以及何以后来欧洲人改变
思路以整体研发的方式搞出了大
名鼎鼎的在商用发射市场上雄踞
榜首的“阿丽亚娜”火箭。“阿丽亚
娜”系列几乎是世界上唯一不脱
胎于导弹的、回报丰厚的商用运
载火箭，而欧洲人的这一骄傲可
不是多国技术的简单叠加。

很难预料朝韩的火箭竞赛最
终的结局如何，毕竟双方所面临
的问题并不全然在同一维度。然
而，仅就技术发展路径而言，北方
成功的概率很可能高于南方，说
到底，北方的火箭是自己的工人
在车间里“打磨”出来的。运载火
箭技术和实践的一个基本特征是
会出现发射失败，百分之百成功

其实是不存在的。相应的，
百分之百失败也是不存在
的，只要北方能够避免或
者说忍受国际压力，持续对运载
火箭/导弹技术进行智力和财力
投资，成功是早晚的事情。

对于南方来说，情况却大为
不同。韩国借助俄罗斯火箭完成
自己的太空发射梦想理论上是可
能的，但问题在于即使“罗老”号
最终成功，是否意味着韩国运载
火箭技术也成功了呢？作为一种
民用运载火箭，“罗老”号的商业
价值几乎为零。实际上，南方斥巨
资打造“罗老”号原本就不是为了
在商用卫星发射市场中创造韩国
品牌，首尔的动机和平壤其实并
没有本质区别，无非是追求技术
民族主义所带来的国家荣耀罢
了。当然，无可否认，北方的另一
动机在于将国家荣耀转换为某种
程度的安全保证，但用制造地区
不稳定的方式是否能够获得安全
保证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和另一
个问题的答案可能颇为相似，即
能否用不断失败来验证一种已经
被证明失败的发展模式的成功
呢？再换一个问题，逻辑上不可
能的事情现实中发生的可能性
有多大？

据《国际先驱导报》
作者：叶海林

朝鲜半岛南北双方谁掌
握更先进的运载火箭技术，这个

原本应该由科学家和工程师回答的技
术问题，如今已经成了涉及半岛和平稳定

以及南北双方谁更能代表这个古老民族的未来
的重大政治问题。

有趣的是，目前为止，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谁都没
有证明自己已经拥有了足以改变目前脆弱均衡的技术能力。

而且从这两个国家的太空技术现状及储备来看，要在国家自豪感
方面压倒对方，双方都不太容易让人乐观。南方的“罗老”号连续遭受失

败打击，而北方的“光明星”也从未有过成功入轨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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