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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聚焦

“罗老号”升空，韩国会跻身世界航天强国？
1月30日，韩国的“罗老号”运载火箭携带科研卫星顺

利升空，总算圆了该国长达十年的“航天梦”，使韩国成为全
球第十一个发射卫星的国家。但在收获喜悦的同时，韩国人
似乎也品味到了一丝苦涩———由于“罗老号”并非完全由韩
国自主研发制造，很难说韩国已经加入“太空俱乐部”。至于
此次发射会对半岛局势带来何种影响，更是很难说清。

! 1月30日，“罗老号”运载火箭从位于韩国西南部的航天中心点火升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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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海军北海舰队三艘军舰组成的舰艇编
队1月29日上午驶离青岛某军港，赴西太平
洋进行远海例行训练。执行这次远海例行训练
任务的军舰是导弹驱逐舰青岛舰、导弹护卫舰
烟台舰和盐城舰，并随舰搭载3架舰载直升

机。这次远海训练海区包括黄海、东海、南海、
宫古海峡、巴士海峡以及台湾以东海域。编队
将进行海上对抗、远海机动作战、海上维权斗
争和远海兵力指挥控制等 20多个科目的训
练。按照计划，编队官兵将在大洋上度过春节。

! 1月30日，中国

海军舰艇编队驶向

西太平洋海域。

新华社记者
黎云摄

火箭上天 抱怨不断
按照韩国政府制定的 !""!#!""$

年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列出六大国
家级新技术领域，分别是情报技术、生
命工学技术、纳米技术、环境技术、文
化技术和航天技术，其中的航天技术
被设定为重要技术课题，并进行战略
性研发投资。然而，被视为韩国航天
“王牌工程”的“罗老号”运载火箭总是
不争气，不仅研制进度严重拖延，而且
经历两次失败和多次推迟发射。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科学技术院

人造卫星研究中心于 !"%&年 %月 &"

日发射升空的“罗老号”运载火箭顺利
将同名的科研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并
实现与地面接收站的信号切换。韩国
现代经济研究所表示，“罗老号”发射
成功提高了韩国尖端企业的国际知名
度，高科技产品和高附加值服务的出口
有望随之上升。《朝鲜日报》%月 &%日
发表社论称，“罗老号”发射成功让韩国
因屡次发射失败以及对朝鲜抢先发射
卫星的遗憾和不安终于烟消云散。

对于“罗老号”发射成功，美国国
务院发言人纽兰表示：“韩国的太空活
动与（之前）朝鲜发射‘银河#&号’火
箭不能相提并论，根据联合国安理会
决议，朝鲜任何发射行为都被严格禁
止，但韩国一向以负责任的态度推进
宇宙发射项目。”纽兰还称，韩国签署
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向全球明确
表示其宇宙开发“毫无军事意图”，因
此韩国发射火箭与朝鲜“截然不同”。
不过，韩国国内舆论对美方的“偏

袒表态”似乎并不感激，反而有不少媒
体抱怨美国以前揣着私心不让韩国发
展火箭技术，以至于韩国的火箭技术
比朝鲜落后了一大截。《韩国经济》%

月 &%日发表社论称，美国及日本等航
天技术先进国家对韩国进行了技术封
锁，各种有形和无形的限制很多，“今
后韩国要向名副其实的航天强国迈
进，首先就是要研制韩国国产的大推
力火箭”。该社论称，朝鲜和伊朗都成
功将卫星送上太空轨道，韩国更要“奋
发图强”。《朝鲜日报》称，在东亚地区，
朝鲜在火箭技术方面可能领先韩国
%"年，日本也创下连续 %$次成功发
射火箭的纪录，韩国的太空开发技术
在东亚最落后。“此次成功发射‘罗老
号’，核心技术全部依靠俄罗斯，韩国
的太空梦依然遥远”。韩国航空大学教

授张泳根也表示：“无论是美国还是俄
罗斯，都不可能把火箭核心技术传授
给韩国。”

韩国仍是“路人甲”
自从 !""'年 $月 %%日韩国首个

宇航中心———罗老宇航中心正式启用
后，韩国航宇研究院就积极为 ()*+#

%“罗老号”系列运载火箭做着发射准
备。然而韩国在火箭开发方面的技术
积累实在太少，底子实在太薄，所谓自
主研发的“罗老号”多级火箭只有一级
是采用韩国开发的固体燃料火箭发动
机，其他几级全都要依赖俄罗斯的大

力帮衬。
据介绍，当韩国于上世纪 ,"年代

提出要发展航天火箭之时，其“太上
皇”美国就表现出“一百个不乐意”，借
口美韩之间签有《导弹技术协定》，不
能提供带有弹道导弹技术的大推力火
箭部件，甚至连简单的人员培训与技
术咨询也不肯伸手帮忙。无奈之下，韩
国只好找上另一个航天大国———俄罗
斯，试图通过“借船出海”掌握航天发
射的核心技术。

!""- 年 ' 月，韩俄签署《航天技
术合作协定》，俄方一度承诺向韩方交
付“罗老号”火箭的液体火箭发动机及
发射架系统的详细设计图，却在合作
中途变了卦。韩国政府几经辗转，才弄
清事情真相，原来是美国国务院致函
俄罗斯外交部，称“‘罗老号’项目将大
大提高韩国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
可能性，因此韩国绝不能拥有火箭发
射的核心技术”，就是这封信函让俄罗
斯的态度突然大变，也给了雄心勃勃
的韩国航天事业当头一棒。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韩国专家还

抱怨说，俄罗斯其实也只是拿“罗老
号”当试验田，结果埋下了许多“不定
时炸弹”。事实上，俄罗斯赫鲁尼切夫
航天中心所提供的一级火箭本质上是
处于开发阶段的“安加拉”大推力运载
火箭的变种，“按照常识，一款新式火
箭从设计研制迈向实用，至少要进行
&至 -次火箭燃料试验和实际飞行试
验”，而“安加拉”火箭尚未通过燃料和
零部件可靠性测试。换句话说，俄罗斯
利用与韩国合作的机会，间接试验了
自己的最新太空技术，即便失败了，俄
罗斯也能从中获取众多经验教训。有
专家指出，俄罗斯已无心与韩国继续
推进“罗老号”项目，韩国仍然只是扮

演了“路人甲”的角色，其寻求掌握与
发展大推力火箭技术的目标仍未实
现，至今仍无力研发生产出推力超过
%""万磅的火箭发动机。

航天事业面临难题
根据韩国科学技术部修正后的

“宇宙开发基本长期计划”，韩国要在
!"%.年成为全球航天十强国家，具体
目标是在 !"%.年前发射 !"枚卫星，
包括 ,枚多用途卫星、/ 枚科学卫星
和 .枚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并获得将
%0.吨级的低轨道实用卫星发射到太
空的技术。

韩国《中央日报》称，“罗老号”的
发射在保证韩国自主航天技术和经验
方面意义重大，尽管未来韩国即将走
上“独立开发”的道路，但这条路必须
坚定地走下去，“如何自主研发出此次
发射中使用的俄制火箭，是摆在韩国
航天科研机构乃至国防产业面前的最
优先课题”。韩国《东亚日报》也发表社
论称，“火箭技术即是军事技术，与国
防能力息息相关”，掌握火箭技术不仅
能提高国格与民族自尊心，而且能引
导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
事实上，航天事业不可能与军事

应用撇清关系，韩国军方正酝酿成立
宇宙司令部，以图在军事领域有效指
挥和控制航天事业，甚至计划在 !"%.

年前组建太空作战团，负责管理军用
卫星，并建立弹道导弹预警系统。很显
然，韩国的航天雄心绝非只为面子，而
是力求获得制造射程覆盖东北亚的弹
道导弹技术，从而抗衡“主要敌人”。

黄山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