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世界主要核大国之一，俄罗斯

始终将核力量作为维护国家安全、遏止

侵略，制衡美国和北约，防止战争升级

最可靠保障。近年来，面对美国的战略

围堵和挑衅，俄罗斯更是将发展战略核

力 量 列 为 装 备 发 展 的 优 先 方 向 ，推 进

“三位一体”核力量现代化，计划到 2021

年 底 使 现 代 化 核 武 器 占 比 超 过 88% 。

同时，在“大国竞争”以及科技革命的驱

动下，俄罗斯核力量发展也呈现出一些

新趋势和新特点。

动因——

战略形势严峻，武器
装备亟待更新

美国和北约持续在俄周边制造紧

张局势，美国加快发展反导系统对俄美

战略稳定造成冲击，俄罗斯核武器老化

严重，以及俄美《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对核武器数量的限制，是近年来俄军加

速核武库更新换代的主要背景。

美国和北约对俄构成的潜在威胁

日 益 严 峻 。 近 年 来 ，以 美 国 为 首 的 北

约 持 续 对 俄 实 施 战 略 遏 制 政 策 ，在 俄

周 边 不 断 加 强 兵 力 部 署 ，持 续 挤 压 俄

战 略 空 间 。 不 仅 如 此 ，美 国 还 在 欧 洲

加 快 部 署 全 球 反 导 系 统 ，积 极 发 展 全

球 快 速 打 击 系 统 ，研 制 远 程 高 超 音 速

武器，并不断推进核武器现代化、小型

化、实战化、智能化。这一系列举动使

俄 深 刻 意 识 到 ，俄 美 之 间 的 战 略 平 衡

已面临被打破的趋势。在常规力量无

法与美国、北约有效抗衡的情况下，更

新核武库就成为俄维护国家安全和战

略稳定的必然选择。

苏式旧装备接近服役年限亟待更

新。俄罗斯建国后，继承了苏联绝大部

分战略核武器。多型洲际弹道导弹、战

略核潜艇以及战略轰炸机都是苏联时

期研制生产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

老旧装备已逐渐接近服役年限。这迫

使俄军必须尽快对老旧装备或进行裁

汰，或进行现代化升级，或研制新型核

武器以替代旧型装备，确保战略核力量

能够正常担负战备值班任务，发挥有效

核威慑作用。

美国试图压制俄战略力量。根据

美俄相关军控条约的规定，美俄双方可

部署核弹头数量较高峰时期减少约四

分之三，运载工具减少一半。在核武器

数量减少的情况下，美国积极发展全球

反导系统，试图对俄罗斯战略力量形成

压制。为确保战略平衡，俄军注重从根

本上提高核武器质量，优先发展能够突

破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核武器，同时强

调“高效费比”，对部分尚有前景的旧型

号进行升级改造，以实现新老武器的有

序更替。

特点——

坚持非对称制衡思
想，注重提高生存能力

俄 军 在 推 进“ 三 位 一 体 ”核 力 量

现 代 化 进 程 中 ，结 合 其 国 情 军 情 ，在

研 制 核 武 器 思 路 、提 高 核 武 器 性 能 、

调 整 核 力 量 结 构 等 方 面 都 具 有 自 身

的显著特点。

用“非对称”制衡思想指导研发新

型撒手锏装备。在新兴军事科技不断

发 展 的 背 景 下 ，俄 军 尤 其 注 重 高 新 科

技对非对称作战的赋能作用。在高新

战 略 武 器 研 发 上 ，俄 军 持 续 加 大 资 金

投入，不断研发运用高超音速、无人自

主 系 统 和 人 工 智 能 等 颠 覆 性 技 术 ，加

速 核 武 器 更 新 换 代 ，以 求 获 得 非 对 称

优势。俄研发的“先锋 ”战略导弹 ，飞

行速度超 20 马赫，具有大幅机动能力，

能 够 从 任 意 方 向 和 不 同 高 度 接 近 目

标，有效规避敌方反导系统探测，达到

快速隐蔽突防效果 。“波塞冬 ”无人潜

航 器 则 具 有 优 异 的 隐 身 性 能 ，能 长 时

间自主深水航行，可携带 200 万吨当量

的 核 战 斗 部 ，足 以 摧 毁 敌 大 型 沿 海 城

市、海军基地和航母编队。俄军“亚尔

斯”新型洲际导弹，运用了分导式多弹

头技术、弹道变轨技术、主动式电子干

扰 技 术 和 红 外 干 扰 技 术 等 ，性 能 非 常

先进。

把提高战略核力量生存能力摆在

首 位 。 为 确 保 具 备 有 效 的 核 威 慑 能

力 ，在 国 家 遭 受 侵 略 时 能 够 实 施 有 效

的 迎 击 和 还 击 ，俄 军 在 推 进 核 武 器 现

代 化 进 程 的 同 时 ，还 多 措 并 举 提 高 战

略核力量生存能力。这些措施包括增

加 机 动 型 洲 际 弹 道 导 弹 部 署 比 例 ，对

核 弹 头 、运 载 工 具 和 发 射 装 置 进 行 抗

核加固，在战场布局上实行隐蔽、分散

部 署 ，以 及 加 强 核 力 量 日 常 演 训 提 升

快速反应能力等。“白杨-M”“亚尔斯”

弹道导弹采用了独特的多层结构壳体

技 术 ，可 有 效 屏 蔽 核 电 磁 脉 冲 的 辐 射

能 量 。 俄 海 军 还 在 维 柳 钦 斯 克 、北 莫

尔斯克等地为战略核潜艇建造可以抵

御 炮 弹 、导 弹 甚 至 核 打 击 的 钢 筋 混 凝

土堡垒。

注重完善“陆海并重、空基补充”的

核力量体系。俄军“三位一体”战略核

力量各具特色，互为补充。目前，俄军

52％的核弹头被部署在陆基洲际弹道

导弹上，约 35％的核弹头部署在核潜艇

上，其余 13％则部署在重型轰炸机上。

近年来，俄军根据外部威胁变化和国力

现状，适时调整核力量结构组成，在保

持陆基核力量主体优势的基础上，不断

增强海基核力量比重，同时保持空基核

力 量 的 稳 步 发 展 。 有 报 道 称 ，2050 年

前 ，俄 可 能 会 将 海 基 战 略 核 力 量 在 其

“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中的比重提高

到 70%。

趋势——

采用高新技术，推进
“三位一体”核力量现代化

未 来 ，俄 军 将 继 续 推 进“ 三 位 一

体”核力量现代化进程，加速新型战略

核 武 器 占 比 ，使 各 军 种 常 规 战 役 战 术

导 弹 具 备 携 带 战 术 核 弹 头 的 能 力 ，同

时积极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在核武器中

的运用。

加速研制列装新型核武器。俄军

将 继 续 研 制 列 装 新 型 核 武 器 ，并 将 新

型 核 武 器 作 为 未 来 核 武 库 的 中 坚 力

量 。 在 陆 基 方 面 ，新 研 制 的“ 萨 尔 马

特”重型液体洲际弹道导弹将替代“总

督 ”洲 际 导 弹 ，“ 雪 松 ”新 型 战 略 导 弹

系 统 研 制 工 作 也 已 启 动 。 在 海 基 方

面，北风之神-A 级战略核潜艇正在加

速 列 装 海 军 舰 队 ，未 来 将 成 为 海 基 战

略核力量的主体。在空基方面，PAK-

DA 第 五 代 战 略 轰 炸 机 将 替 换 图 -

95MS 和 图 -160 轰 炸 机 ，俄 还 计 划 在

2040 年前研制生产出第六代战略轰炸

机。

积极发展战术核武器与核常两用

武器。战术核武器爆炸当量相对较小，

但灵活轻巧，命中精度高，相对于战略

核武器而言实用性更强。美国积极发

展 微 小 型 核 武 器 ，已 经 研 制 部 署 了

B61-12 天 基 战 术 核 弹 头 和 W76-2 低

当量潜射导弹核弹头。在此背景下，俄

军也高度重视战术核武器发展，并推动

部分核武器向核常两用方向发展。目

前，俄海基“缟玛瑙”“口径”反舰导弹，

空基“匕首”高超音速导弹、Kh-101 巡

航导弹，陆军“伊斯坎德尔”9M729 型巡

航 导 弹 都 具 备 搭 载 战 术 核 弹 头 能 力 。

未来，俄军战役战术核武库规模可能继

续扩大。

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在核武器中的

运用。为抢占军事领域智能化高地，俄

罗斯发布了《2025 年前俄军无人系统装

备计划》《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发展

现状及应用前景》等政策文件，高度重

视 人 工 智 能 技 术 在 战 略 武 器 中 的 运

用。例如，研发用于保护公路机动式导

弹系统的机器人；在第五代战略轰炸机

上应用智能蒙皮以便飞行员无阻碍观

察周围环境；计划研制的第六代战略轰

炸 机 将 实 现 无 人 驾 驶 ，可 搭 载 激 光 武

器、电磁武器、高超音速导弹等。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研究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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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战略制衡能力，应对美国围堵挑衅——

俄罗斯加速推动核力量现代化
■杨 玺

军眼聚焦

10 月 21 日，美国军方确认，其进

行的最新一次通用高超音速武器测试

遭遇失败。这是自今年 4 月以来美军

第 3 次高超音速武器试射失败。美军

急切地想在高超音速领域实现“弯道

超车”，但在实践中却屡遭挫折，可谓

欲速则不达。

早在本世纪初，美军就在其“常

规快速全球打击”项目中开始研发高

超音速武器。由于当时美军其他领

域的远程精确打击武器发展迅速，而

且其主要假想敌的空天防御能力还

未达到相应水平，美军对高超音速武

器兴趣渐减，预算投入逐年削减，研

发进展迟缓。

然而，相比较弹道导弹，高超音速

武器不但飞行速度快，而且飞行高度

低、飞行轨道机动可变，很难被陆基雷

达系统及时预警识别，空基传感器系

统也很难对其进行有效探测。即使探

测到，当前绝大多数防空系统也无法

对其进行有效拦截。随着世界其他国

家空天防御能力的增强以及高超音速

武器研发的不断进步，美军开始重新

审视高超音速武器的重要作用。2018

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将高超音速武

器列为重点研发技术。2019财年美国

国防授权法案将高超音速武器认定为

优先发展项目。

在这一背景下，美国海、陆、空等

军种乃至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

蜂拥而至，争抢预算蛋糕。目前美军

在研的高超音速武器项目达 7项之多，

但多为匆匆上马，缺乏长期发展规划

和技术积淀作支撑，这也为其多次试

射失败埋下了伏笔。

2018 年，美国国防部宣布由美海

军牵头研发可供全军使用的通用高超

音速滑翔弹。这种滑翔弹可由火箭助

推器发射到预定的高度和速度，然后利

用其超音速动能和精确制导能力击毁

目标。美海军 2022财年为其申请了 14

亿美元预算。按照计划，美海军将于

2025年前在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上测

试高超音速滑翔弹，2028 年前在弗吉

尼亚级核潜艇上进行试射。但其他军

种中，目前仅有陆军加入了该通用项

目。2021 年 10月，美陆军接收了首批

训练用远程高超音速武器平台发射系

统，并申请3亿美元用于测试和研发。

美国空军初期的高超音速武器项

目，是使用通用高超音速滑翔弹和助

推系统的“高超音速常规打击武器”。

但 2020 年 2 月，美空军抛弃了这一项

目，转而与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

局合作，采用后者的“战术助推滑翔”

技术，发展 AGM-183A空射高超音速滑

翔弹。该弹平均飞行速度为 6.5－8马

赫，射程可达 1600 千米。2022 财年美

空军为该弹的测试与研发申请了 2.38

亿美元预算，还申请了 1.6亿美元用于

采购 12 枚空射高超音速导弹。此外，

美空军还与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

局合作，共同研发吸气式高超音速巡

航导弹。这型导弹使用超音速燃烧冲

压发动机，通过吸入空气与燃料混合

燃 烧 提 供 动 力 达 到 高 超 音 速 飞 行 。

2022财年，美军为该型导弹申请了 2亿

美元经费。

美军高超音速武器项目种类繁杂、

资金分散，各研发单位又自立山头，很

多项目都是仓促上马，而且其最基础的

火箭助推技术仍存在缺陷。美空军在

2021年 4月和 7月的两次 AGM-183A空

射高超音速滑翔弹测试失败，都是由于

火箭助推系统出现故障。其最新一次

高超音速滑翔弹试射，也是由于 4个助

推火箭中的一个未能点火导致导弹偏

航，以失败告终。俄罗斯军事专家阿列

克谢·列昂科夫曾指出，美军在钛合金

和控制系统两项关键技术上仍未取得

突破进展，近期恐难以研制出具备实战

能力的高超音速武器。

（作者单位：陆军指挥学院）

左上图：美军在阿拉斯加进行的

一次高超音速武器发射。 资料图片

美高超音速武器试射屡遭失败美高超音速武器试射屡遭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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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俄海军北风之神级“尤里·多尔戈鲁基”号战略核潜艇。

图②：俄罗斯“白杨”洲际弹道导弹。

图③：俄罗斯图-160战略轰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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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防卫省提交的 2022财年防卫预

算概算中，列入了 102 亿日元费用，用于

接收 1艘中型和 1艘小型运输舰艇。虽然

相关费用被安排在联合部队部分，但根据

媒体报道，相关需求是日本陆上自卫队提

出来的，目的是使其方便在离岛运送部署

“机动部队”。分析人士指出，这一动作表

明日本自卫队将进一步强化其所谓的“离

岛防御”战略，提高两栖作战能力。

日本由 6800 多个岛屿构成，除了本

州、四国、九州、北海道本土四岛之外，其

他都被称为离岛。日本此前制定了关于

离岛的战略，包括经济开发和安全保障两

个方面，但近年来，其在离岛上更加关注

安全层面的问题，也就是“离岛防御”战

略。在该战略中，西南诸岛可谓重中之

重。在日本看来，西南诸岛不但涉及经济

开发问题，更事关日本防御、日美安保合

作以及东海乃至西太平洋海权博弈问题。

事实上，日本这些年来一直在不断

强化自身的两栖作战能力。2002 年，日

本陆上自卫队成立了应对所谓西南海岛

“紧急事态”的首支快速反应部队“普通

科连队”，由西部军区司令部直接指挥。

2013年，日本在当年公布的《防卫计划大

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2014-

2018）》中首次提出“联合机动防卫”战

略。随后相继成立了“水陆机动教育部

队”和专攻两栖作战的“水陆机动团”。

“水陆机动团”实际为旅团级编制，指挥

官为少将军衔。目前，“水陆机动团”下

辖 2 个联队，每个联队编制员额 600 人，

第 3个联队预计于 2024年完成部署。

在日本自卫队看来，缺乏合适的运

输工具是制约其两栖作战能力的瓶颈。

没有合用的运输舰艇，相关部队将无法

在岛屿间迅速转移，其他地区的增援部

队也难以快速到达。日本陆上自卫队退

役少将吉野希此前发文指出，西南诸岛

可停泊大型舰艇的港口有限，很多岛屿

都被珊瑚礁包围，大大限制了大型舰艇

的抵近路线，严重制约夺岛作战的速度

与灵活性。此外，美日两栖联合突击作

战概念严重依赖大型舰艇运输后续梯队

和补给，但这些舰艇的部署地通常远离

登陆部队，将部队装载到大型两栖攻击

舰上也需要大量时间。

另有消息指出，日本陆上自卫队一

直在寻求 96 轮式装甲车的替换型号，以

强化夺岛作战能力。但资料显示，替换

车型可能比 96 轮式装甲车更大更重，部

署起来反而更慢。日本自卫队将要采购

的 MV-22“鱼鹰”倾转旋翼机以及现役

的 CH-47“支奴干”运输直升机均无法

吊运该车机动，日本自研的 C-2 运输机

虽能空运该车，但无法在缺乏机场的岛

屿上降落，而且该车涉水能力一般。这

也意味着，如果没有合适的运输舰艇，日

本自卫队在未来登陆作战时只能用大隅

级两栖运输舰上的 LCAC 气垫登陆艇运

送该车上陆。

显然，在日本陆上自卫队看来，机动

性更强的中小型运输舰艇更符合“机动

化、轻量化、高效能”的岛屿作战原则，更

适应夺岛作战中快速部署的要求，以便

第一时间支援“有事”岛屿。

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是此次陆上自卫

队的特殊预算要求，还是近年来日本自卫

队各种层出不穷的招数，都可以看出日本

对于两栖作战的热衷。其中暗藏的祸心，

很可能给未来地区安全稳定埋下隐患，国

际社会应对此保持高度关注和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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