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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美国频频秀出“核肌肉”，于

11 月 2 日至 10 日举行年度核战略演习

“全球雷霆 22”，又多次派出轰炸机赴俄

周边地区战略巡航，仅 11 月份就进行

30 次，达到去年同期的 2.5 倍。同时，

“全球雷霆 22”演习期间，美还出动 10

架战略轰炸机从西部和东部方向对俄

进行模拟发射核武器演练，与俄边境最

小距离仅为 20 千米。

美国称此次“全球雷霆 22”演习为

年度例行动作，主要目的在于进一步提

高核战备和战略威慑能力，验证“三位

一 体 ”核 力 量 的 可 靠 性 和 灵 活 性 。 然

而，在俄罗斯看来，这些咄咄逼人的动

作威慑意味“尽在不言中”。

近年来，美俄围绕核领域的动作频

频，在演习演练、战备行动、武器研发、

军控谈判等多个维度展开竞逐。不同

于冷战时期美苏以核报复能力为依托，

借助核武器数量、当量比拼实现“相互

确保摧毁”式战略稳定，当前的美俄核

博弈更为复杂，给国际战略稳定带来了

严重的冲击。

竞争思维回潮，威慑
行动升级

冷战时期，美苏之间远超正常需要

的核军备竞赛消耗了大量的资源，给两

国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冷战结束后，美

俄国际安全环境与地区安全格局发生

变化，在核战略制定时弱化了“攻”强化

了“守”，更多地将关注重点放在核裁

军、核军控、防核扩散等方面。但近年

来，随着美国方面所谓“大国竞争”思维

回潮，美俄或主动、或被动调整思路，加

大了对实战威慑能力的倚重。

美国《核态势评估报告》提出要保

持核弹头数量并提高质量，对现有核武

库进行升级延寿，同时研发新型核弹头

和运载工具，进一步增强核力量的威慑

与实战能力。其不仅大力研发低当量

核武器，还在试验推广 F-35 战斗机与

B61-12 核弹头的组合搭配，以期对俄

形成新的前沿机动威慑，并为欧洲盟友

提供延伸“核保护伞”。美国还通过核

演习、战略巡航、导弹试射等日常战备

演训活动高调展示核实力，传达清晰威

慑信号，“全球雷霆 22”演习便是明证。

针对美国的动作，俄在新版《联邦

军事学说》中进一步拓宽威慑概念，意

在通过向对方传递“核武器可以用”的

信号，以“降低核门槛”方式慑止对方进

攻 意 图 。 此 外 ，俄 还 强 调 增 多 遏 制 选

项，将威慑手段进一步拓展至非核战略

武器及核常两用武器。其近年来研发

部署的“匕首”高超声速导弹、“伊斯坎

德尔”陆基巡航导弹等，均可搭载战术

核弹头，令美国有所顾忌。

近年来，美俄双方战略威慑行动常

常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相互交织、螺旋

升级。这很容易使双方产生严重的战

略误判，为管控危机增加了难度，也增

加了国际社会的担忧。

追求技术突破，谋求
错位优势

当导弹“攻”与反导“防”成为一对

互相抵消的战略手段时，美俄在核军备

领域越发注重推动先进技术与核武器

的交叉融合，希冀凭借特定技术的突破

谋求错位竞争优势，达到非对称制衡效

果。

以小博大。在战略核武器规模已

被《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封顶”的前

提下，美俄双方转而从低当量、短距离

战术核武器入手，借助战术核武器近距

离部署、低门槛使用、少资金投入等属

性，以更加“实用管用”方式对对方形成

实战威慑。美国近年来加快发展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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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探索与盟友之间进行海空

核力量的共享。俄罗斯方面保有大量

战术核弹头，战时可与常规弹头实现互

换，在弥补常规力量不足的同时，也对

美国形成了有效威慑。

以快打慢。美俄在高超声速武器

领域竞争逐渐白热化，其根本意图都是

借助高超声速武器速度、机动优势穿透

对方严密的防空反导体系。目前看，俄

已凭借“先锋”“匕首”“锆石”等高超声

速导弹所拥有的极快飞行速度、机动变

轨能力，以及干扰和反干扰措施在该领

域 相 对 领 先 。 不 过 ，美 也 正 在 迎 头 赶

上，计划为该领域 37 个基础研究项目增

加拨款数额。

以暗攻明。美俄始终在探求核攻

击的不可探测性，希望每一次行动都能

以最小代价赢得最大效果。美大力研

发隐身战机，可借助 B-2、B-21 战略轰

炸机和 F-35 战斗机的隐身能力，有效

穿透敌预警探测体系，在战略战役战术

层面实现“来去无踪”。俄虽然在空基

核实力方面较美国稍显逊色，但近年来

在“波塞冬”无人潜航器、“海燕”核动力

巡航导弹等新型武器上不断取得突破，

也具备对美非对称优势。可以想象，未

来 该 两 型 武 器 一 旦 成 功 列 装 ，必 将 以

“幽灵”般的存在威胁美防御体系。

条约相继失效，军控
前景暗淡

自冷战起，美苏（俄）为实现战略稳

定就已经展开多轮核军控谈判，签署了

多份条约。但这些条约大多围绕体积

大、易监管的战略武器进行，而且限制数

量是双方商议的结果，客观可评判性差，

存在形式化严重、实操性不强等缺点。

特别是美国方面，更多是将军控谈

判作为一种策略来使用，“工具化”态度

十分明显，签约与否、续约与否、退约与

否主要参考己方利益诉求。近年来，美

国相继退出《反导条约》《中导条约》《开

放天空条约》，限制战略核武器的《新削

减 战 略 武 器 条 约》也 差 一 点“ 寿 终 正

寝”。不难看出，在美国眼中，在真正的

利益面前，所谓的条约实为白纸一张。

尤其是为了达到地缘政治和军事

对抗目的，美国拉拢英国，以“打擦边

球”出售核动力潜艇的方式帮助澳大利

亚获取核能力。此举严重违反《不扩散

核武器条约》的规定，加剧了核扩散风

险，给本就脆弱的全球战略稳定增加了

新的不稳定因素。国际原子能机构理

事会 11 月 24 日通过议程，首次决定设

置正式议题，专门讨论美英澳核潜艇合

作及其防扩散问题。这也反映出国际

社会对美英澳核潜艇合作的不满。

未来，美俄在核领域的博弈将常态

化展开，双方达成新的核军控条约的前

景不容乐观。维护国际战略稳定，还需

要双方尤其是美方拿出更多的诚意。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96941部

队)

图①：俄罗斯“伊斯坎德尔”导弹。

图②：携带“匕首”高超声速导弹的

米格-31战机。

图③：美国“三叉戟”导弹试射现

场。

图④：美国 B-52战略轰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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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推行“大国竞争”频秀“核肌肉”，俄罗斯拓展遏制手段进行反制—

美俄核博弈冲击全球战略稳定
■李 喆 廖 珍

不久前，美俄两国根据今年 2月续

签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规定，公布

了各自的核力量规模。

按照美国公布的数据，截至 2020

年 9 月，美国核武库中有 3750 枚核弹

头。这些核弹头中有 1389枚被部署在

665件具有核能力的洲际弹道导弹、潜

射弹道导弹和重型轰炸机等运载工具

上，美国核能力总运载工具数为 800

件。按照美国的说法，自 2017 年 9 月

30 日以来，美国已经拆除了 711 枚核

弹头。目前还有大约 2000枚核弹头已

经退役并等待拆除。

根据俄罗斯外交部公布的数据，俄

目前拥有 742 件具有核能力的运载工

具，其中 527 件处于部署状态，在这些

部署载具上总计搭载了 1458 枚核弹

头。

从数量上看，美俄都遵循了《新削

减战略武器条约》的要求，将部署核弹

头削减至 1550 枚以下，且总运载工具

数不超过 800件，部署运载工具数不超

过 700件。应该说，美俄的这些核透明

化行动，是遵守《核不扩散条约》承诺的

行为，有利于世界核不扩散和核裁军。

但回顾美俄核裁军历程，这些数字

无法掩盖两国通过以质换量求“核”平

的考量。自冷战后到 2008 年左右，美

俄核弹头相比高峰期被稳步削减，逐渐

趋于目前的数量。但此后，双方核裁军

的动作非常有限，步伐明显减缓。

从数量上看，美国的核弹头数量仍

有波动。美国最新公布的 3750枚核弹

头仅比 2017年 9月公布的数量少了 72

枚，但在 2018 年 9 月至 2019 年 9 月期

间 ，美 国 核 武 库 还 增 加 了 20 枚 核 弹

头。外界猜测这应该是由于 W76-2 低

当量弹头投入部署带来的变化。第一

枚 W76-2弹头于 2019年 2月完成生产，

原计划在 2019财年结束前交付所有弹

头，但直到 2020 年 6 月才完成这一目

标。

此外，美国还在不遗余力地推进核

武器现代化。美国目前开展的核弹头

现代化项目可保证这些核弹头的服役

期达到本世纪中叶。未来 20 年内，美

国还计划启动 6项核弹头现代化项目，

不断推进核弹头的小型化、实战化。与

此同时，美国还在加强诸如下一代洲际

弹道导弹、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B-

21战略轰炸机等现代化运载工具的研

发。

为保证美俄之间的“核平衡”，俄罗

斯在核力量现代化方面也投入了相当

多的资源。鉴于苏联时期生产的核弹

头许多已经接近设计寿命，俄罗斯近年

来一直在进行核弹头的现代化改造。

2020 年底，俄总统普京表示现代化武

器已占俄战略核力量的 86%，预计将在

2021年底达到 88%。今年 11月初公布

的俄罗斯国防预算草案显示，俄计划在

未来 3年大幅增加核武器相关投入，其

中 2022 年和 2023 年，每年将向核武器

综合体拨款约 490 亿卢布，预计 2024

年增加到 560亿卢布，用于核弹头及运

载工具的研发和制造。俄希望在 2024

年以前更换所有苏联时代的核导弹系

统。近年来，俄先后研制“先锋”高超声

速导弹、“波塞冬”无人潜航器等先进核

武器运载工具，以应对美国核计划带来

的战略压力。

总体上，美俄两国虽然遵照《新削

减战略武器条约》的要求，少量削减了

各自核武器的数量，但其部署核武器的

作战能力随着各自核武器现代化计划

的推进得到大幅提高，仍在维持恐怖的

战略“核平衡”。鉴于双方的战略互信

之低，彼此之间的战略博弈特别是围绕

核力量之间的较量，仍将长期继续下

去。

上图：俄罗斯“萨尔马特”重型洲际

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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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裁军速度明显减缓，现代化改造你追我赶—

美俄以质换量以保“核平衡”
■曾 鹏

军眼聚焦

近年来，出于各自的战略需要，美

日逐步提升网络军力的互操作性，不

断增强网络空间的共同防御与威慑能

力，引起国际社会警惕。

对接网络空间军事行动理念。美

日均高度重视网络空间的进攻性威慑

和以网络为中心的“多域作战”。2016

年起，美军相继引入“多域战”“全域

战”等概念，将网络空间视为打通与整

合陆、海、空、天各行动领域指挥与控

制活动的关键地带。美 2018 年版《国

防部网络战略》中提出“前置防御”概

念，旨在以强大的网络攻击能力先发

制人、威慑对手、遏止冲突。与之配

合，日本 2018 年版《网络安全战略》中

提出“积极的网络防御”概念，要求提

前预判可能受到的网络攻击，必要时

可诱导其攻击特定目标并加以处置。

同年出台的《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

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提出“多域联合防

卫力量”概念，声称要“根本强化网络

防卫能力”。2019 年美日“2+2”会议

还明确，严重的网络攻击可视同“武装

攻击”、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

规定的“同盟集体防卫义务”。

提升网络空间联合行动能力。近

年来，美日网空作战力量均有较大规

模扩编。2017 年，美军“网络司令部”

升 级 为 第 10 个 联 合 作 战 司 令 部 ，近

6200 人的 133 支网络任务部队全部形

成作战能力。日本网络防卫部队则由

2014 年初建时的 90 人扩至 2021 年的

800 人，计划 2023 年扩充到 1000 人以

上。在此基础上，美日双方注重通过

联演联训提升网络空间联合行动能

力。2019 年 8 月，日陆上自卫队与美

陆军首次联合举行在线网络竞技会。

2020 年 11 月，美日“利剑 21”联合军演

首次进行网络战演练。2020 年，日本

派高级军官参加美国国防大学组织的

网络战指挥官培训，成为“五眼联盟”

之外首个参与该项目的国家。

打通多个同盟机制，共同构筑网

络集体安全体系。近年来，日本积极

同北约、“五眼联盟”等开展网络行动

对接。2018 年，日本加入北约合作网

络防御卓越中心，次年开始向该中心

派遣常驻联络官员。2019 年 4 月，日

本参加了北约举办的全球最大规模的

网络攻防演练“锁盾-2019”，12 月又

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北约组织的

大 规 模 网 络 安 全 演 习“ 网 络 联 盟

2019”。日本已分别与美英澳签订网

空情报共享协议，颇有热切希望加入

“五眼联盟”之意。

美 日 在 网 络 领 域 的 利 益 交 集 较

大。美国有意通过整合盟友资源维护

其网络空间霸权，将日本塑造成监视

“印太”地区动向的“耳目”；日本助力

美国，既想“借船出海”，提升在网络领

域的话语权与影响力，更想“暗度陈

仓”，从网络空间“灰色地带”绕过和平

宪法与“专守防卫”原则限制，在军事

领域推进“国家正常化”。

然而，美日在网络空间的战略目

标、能力水平乃至国防体制均差异很

大，合作要想深入推进障碍重重。鉴

于网络空间的重要地位，美国对日本

的网空战力既有利用、也有防范。日

本网络部队的规模与美国不可同日而

语。2021 年，日本防卫省的网络防卫

预算，尚不足美国国防部网空预算的

4%。根据日本现行法律，只有在能够

将网络攻击明确归因于另一国家军队

时，自卫队才有权介入，而国际上对

“网络攻击”定义迄今尚未达成共识，

且网络攻击的精确归因和溯源技术仍

远未成熟。因此，在应对“网络攻击事

态”时，日本难以真正做到与美国“同

频共振”。

美
日
网
空
战
力
﹃
同
频
共
振
﹄
难

■
海

宁

军眼观察

12 月 9 日，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伊

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相关方就美国、伊朗

恢复履约继续举行会谈。作为美国拜

登政府与伊朗莱希政府上台后的首轮

伊核谈判，此次会谈引起了国际社会的

密切关注。

作为最重要的利益攸关方，美国由

于已退出伊核协议而未直接参加此次

会谈，但今年年初上任的美国拜登政府

曾宣称将重回伊核协议。6 年前，美国

与其他各方达成了伊核协议；3 年前，美

国又单方面退出该协议。作为伊核协

议的重要操盘手，拜登曾多次表示美将

重 回 协 议 。 然 而 ，历 史 的 车 轮 不 会 回

转，在新的地缘政治形势下回到 6 年前

的伊核协议可谓障碍重重。

伊朗拥有了新的谈判筹码，恐难完

全回到 2015 年的伊核协议文本。特朗

普政府 2018 年单边退出伊核协议后，伊

朗 曾 表 示 愿 意 继 续 履 行 伊 核 协 议 条

款。但在美国步步紧逼、加重对伊制裁

后 ，伊 朗 宣 布 不 再 履 行 伊 核 协 议 的 条

款。相比之下，美国这种“想谈就谈，想

退就退”的态度使得美国政府的公信力

急剧下降，而伊朗政府在此次谈判上赢

得了国际社会的道义支持。而且，伊朗

在特朗普政府单方面撕毁伊核协议后，

逐步提高浓缩铀的丰度，为此次谈判增

加了新的筹码。根据伊朗官方最新发

布的数据，伊朗获得的丰度为 60%的浓

缩铀已达到 25 千克。通常情况下，丰度

达 到 90%的 浓 缩 铀 即 可 用 于 制 造 核 武

器。对于经历过美国单方面毁约的伊

朗而言，完全回到 2015 年的伊核协议文

本显然不现实。在此次谈判开始前，伊

朗方面称将就如何确保未来不再发生

谈判方擅自退出协议一事进行谈判。

美国拜登政府在重回伊核协议上

恐 将 面 临“ 心 有 余 而 力 不 足 ”的 困 境 。

拜登在思想上继承了奥巴马的“自由主

义”，即相信谈判和国际机制可以改变

一个国家的对外行为。因此，拜登政府

上 任 后 表 示 愿 意 重 回 2015 年 伊 核 协

议。但美国国内问题难点重重，尤其是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以及由此导致的经

济衰退和美国国内严重的社会分裂问

题等都是拜登政府上任之后的急事、难

事。同时，根据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

2021 年最新民调显示，美国依然有近一

半人不支持重回伊核协议，尤其是共和

党人中有近 60%不支持美国重回伊核协

议。

美国的中东盟友阻止其重回伊核

协议的意愿丝毫未降。中东地区的以

色列一贯坚决主张全面彻底摧毁伊朗

核能力，鼓动美国及其欧洲盟友拒绝伊

核谈判。以色列与阿联酋、巴林等国签

署历史性的“亚伯拉罕协议”后，中东地

缘战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阿拉伯国

家与以色列之间剑拔弩张的状况正在

改变，以阿联酋、巴林为代表的阿拉伯

国家开始与以色列、美国一道，将伊朗

视为中东地区最大的威胁。在伊核谈

判启动前的今年 10 月下旬，阿联酋空军

参谋长观摩以色列空军演习。11 月上

旬，美国与以色列、巴林、阿联酋在红海

海域举行历史上首次联合军演。这表

明中东地区传统的核心冲突阿以冲突

已边缘化，针对伊朗的反对力量正在扩

大。此种情况下，重回伊核协议势必使

美国面临来自这些中东盟友的更大压

力。

此次伊核谈判，伊朗派出了包括副

外长兼伊核问题首席谈判代表巴盖里

在内约 40 人的队伍，可见伊方对此次谈

判的重视。然而，伊朗最关心的制裁问

题的背后操盘手美国政府却由于退出

协议而不能直接与伊朗进行谈判。参

与谈判的英法德三国更多地扮演起了

伊朗和美国之间的“传话筒”、协调人角

色。这一复杂的谈判形式，更加大了伊

核协议“起死回生”的难度。

主角缺失，伊核谈判难度大
■吴昊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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