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者评论“美国应当保持三合一战略核力量

吗 ?”和“美国核威慑政策 ：奥巴马总统以

身作则引领世界正当其时”

《空天力量杂志》中文版 2010 年第一期

刊登了两篇讨论美国核威慑政策而结论不同

的文章。其中，美国空军研究所的洛瑟博士

在“美国应当保持三合一战略核力量吗 ?”

一文中，认为威慑以及延伸威慑政策的有效

性均建立在强有力的三合一核力量之上，因

此“美国削弱三合一核战略当非明智之举”。

与此相对，英国皇家空军的贝洛上校则在其

“美国核威慑政策 ：奥巴马总统以身作则引领

世界正当其时”一文中鼓吹美国应“去核至

最低威慑水平”，因为“当代的威慑环境已全

然不同”于传统核威慑理论赖以产生和生存

的冷战环境。

正如该期杂志首篇文章“构建二十一世

纪的威慑”中美国空军研究所所长肖德博士

指出的那样，对核威慑战略再检讨的原因在

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和“新生的和有待破

解的挑战”。如果笔者理解正确的话，在冷战

结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洛

瑟博士无意修正建立在古典经济学假设上（理

性的自我封闭和独立的国际关系主体通过利

益的考量和博弈建立和稳固秩序）的传统的

核威慑理论（以 MAD [ 互相确保摧毁 ] 理论

为代表），只是由于环境参数的变化需要在该

理论框架下对结论作一些重新解读。毫无疑

问，传统的核威慑理论的说服力是难以抗拒

的，但是该理论的僵硬之处似乎就在于其假

设从根本上就排除了环境参数的变化及其后

果，认为国际关系从根本上看仍然是国家的

自利和博弈本能所支配的。应此，洛瑟博士

尽管考虑了废核论者提出的环境参数的变化，

但实际上也无法直接就变化的参数造成的影

响进行解答。

饶有兴趣的是，洛瑟博士文中也提到的

弗兰西斯·福山的有关自由民主模式为西方

赢得冷战胜利这一论断。尽管这并不会和 

MAD 理论的有效性冲突，但如能进一步探讨

两者的关系以及对现在核威慑政策的影响，

则对读者是更为有益的。实际上，特别是冷

战结束以来，变化的世界让人们反思古典经

济学假设下的一系列政治理论 ：究竟是实力

还是信念决定国家行为和国际关系 ? 在许多

人眼里，苏联帝国的垮台很大程度上是信念

而不是实力的胜利。通过反思古典经济学假

设而诞生的新经济学是行为经济学，在美国

政治中为自由派所重。行为经济学大力攻击

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似乎更重视行

为主体之间的互动和建构。特别是奥巴马总

统就任以来，上述政策取向表现得更明显。

似曾相识似的，在贝洛上校的文中，更多出

现的也是“信念”、“信任感”、“缓解紧张关系”

等。尽管不能完全确认其理论基础与行为经

济学的关系，毫无疑问，这和古典经济学支

撑下的传统核威慑理论是乖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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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来往

这两篇文章结论互异，对照阅读可增加

理解。期待贵刊继续就“威慑”展开讨论，

让读者过瘾。

张新军

中国北京

读者评论“一个关于核武器的完美风暴”

我饶有兴趣地阅读了“一个关于核武器

的完美风暴”（英文版 2009 年秋季刊，中文

版 2009 年冬季刊），并赞同门罗中将的观

点。我还认为，美国的威慑观念必须进行重

大调整，以适应二十一世纪显现的多样威胁。

从冷战时期延续下来的传统威慑战略缺乏足

够的适配性，需要大检修。当我们重新定义

并重新制定出威慑战略，确定它的涵义之后，

我们的国家就能将之应用于对付伊朗和北朝

鲜等新强国家。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把防止

核扩散的努力结合到威慑战略之中，使国家

具备更强大的手段来阻止核武器的泛滥。更

进一步，即使某些国家真的获得了这些武器，

他们将知道，一旦动起了使用这些武器的念

头，美国将如何反应和反击。

因此，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力量需要“调

校”，以保证我们的威慑不是纸老虎，将能够

有效镇住从非国家行为体到新兴超级强国在

内的所有潜在侵略者。美国首先需要制定正

确的战略，然后打造正确的力量来实施这项

战略。只要我们把这项“分层威慑”战略调

节好，就能够建设出一支和这项战略相适应

的洲际弹道导弹力量。最终，是正确的战略

指引我们建设正确的力量，亦即战略在先。

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的国家迫切需要“调校”

我们的核威慑战略。

Scott Edwards，美国空军中校 / 空军研究员

美国 Oak Ridge 国家实验室

读者评论“美军的人员结构、性格特征、领

导素质及世界观”

此文（《空天力量杂志》中文版 2010 年

夏季刊）值得一读。从题目到内容，这篇文

章的确为我们勾勒出一幅美国军人的形象。

我尤其注意美国人参军的三个典型动机：

教育福利和训练、冒险精神、爱国主义。请

注意 ：“教育福利和训练”是放在第一位。根

据我的一些零星了解，美国军人退伍之后，

得到国家的很好照顾，作为对其奉献年华保

卫祖国的回报。退伍军人进大学读学位、进

企业工作、进政府部门等，都有一定程度的

优先，学费也有很大照顾，医疗条件更好（各

州市都有退伍军人医院）。美国许多大学都设

有招收退伍军人入学的比例，并以能招到退

伍军人为荣 ；而退伍军人也以事实证明，虽

然入学时理论功底可能差一点，在大学的成

绩至少不比直接从高中入学的学生差，因为

前者积累了更加宝贵的社会经验。军人在现

役期间获得的各种训练和学到的各种技能，

对退伍后找工作（私企和政府公务部门）也

极有帮助，且在工作中晋升更快。事实上美

国退伍军人的形象和现役军人同样高大。

或许有人认为入伍动机不纯，必定影响

士气和作战效果。这种推断在事实面前不堪

一击。面对美国军队在越战以来各种战争中

的表现（战争的正义性不在讨论范围），有谁

敢说中国军人比美国军人更不畏险，更强悍，

更爱国 ? 相反，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在安

置退伍军人方面远远不如美国，可以说不可

同日而语。大学招收他们吗 ? 灸手可热的公

职岗位对他们优先吗 ? 社会福利对他们倾斜

吗 ? 正是因为中国没有做好从参军前到退伍

后的整个配套工程，没有激励参军的政策，

我们看到的中国军人形象参差不齐，动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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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成份逐步减少，退伍后无从着落的

担心越来越强。从朝鲜战争让对手折服，到

自卫反击战先勇后疲，到八九十年代热衷经

商，到现在身在军营而心有旁骛，中国的军

人在现役中尚且如此，退伍后更难有作为，

极易沦落成社会竞争中的弱势群体。我毫不

怀疑我们的军人在祖国需要的时候愿意为国

捐躯 ；但我也知道，一旦发生战争，退伍军

人必须成为全社会支援战争的中坚力量。

须知 ：中国的安全环境从来没有像现在

这样严峻。而参军动机（包括军人对未来的

期待），不仅塑造着现役军人的形象，也同样 

塑造着退伍军人的形象。

贾明正

中国南京

读者评论“全球动态作战 — 在各指挥部之

间调配遥驾飞机”

近读贵刊“全球动态作战 — 在各指挥

部之间调配遥驾飞机”一文（《空天力量杂志》

中文版 2010 年夏季刊），不得不佩服美国军

人的创新能力。

如该文开头所言，“空中力量最有价值的

属性之一是灵活性。”美军则把这种灵活性发

挥到了极致，到了人机分离，从万里之外遥

控无人飞机（RPA）的境界，运用远程分工

作战（RSO）的战法，只需把放飞和回收小

组部署到战区，无需正规机场，甚至不需要

跑道，就能在遥远的机组人员（虽人在地面，

仍是不折不扣的驾机飞行员）的指令下，把

无人机放飞到敌人领空，进行侦察和 / 或开

展斩首行动。这样做可把作战人员面临的风

险降到最低，而把作战效果提到最高。

更重要的是，美军并没有就此止步。按

照该文的思路，美军将建立专门管理 RPA 的

全球作战管理架构，就是说，将各战区内各

军种的无人飞机资源进行统一调配，及时并

充分应对各战区各战场发生的事件。另外，

同一个机组在操控一架 RPA 的同时， 还能监

控多架 RPA，把操控功能和监控功能搭配，

从而最大程度地利用无人机飞机资源和无人

机人力资源。

美军对无人机的运用已入化境，真的佩

服。中国空军需要认真学习，迎头赶上。

秋田

中国南京

读者评论本刊

我是个语言文学爱好者，中英文都看得

懂，但不懂军事。2007 年发现贵刊中文版之

后，出于好奇，就常对照两种语言阅读。感

谢贵刊为我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使我逐步

了解军事领域的变革和知识。贵刊能使我坚

持阅读至今，首先是因为它所选登的文章不

仅知识性强，而且也有可读性，使原本不懂

军事的我愿意读下去。

除了开阔眼界增长知识外，阅读贵刊还

给了我额外的收获，使我欣赏到翻译的美妙，

学 到 了 翻 译 的 技 巧。 比 如， 把“What 

Differnece Can You Make?”这个标题译为“你

也能造就不凡”（中文版 2008 年春季刊）就

很传神。另外，英文原文中经常出现的句中

套句的长难句，我发现译者总有办法把句子

打断，把层层意思清楚地表达出来，这一点

很使我佩服。翻译难，从事过翻译工作的人

都会有体会。感谢贵刊的编辑和那些无名的

翻译人员，你们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值得我

学习。

一位语言文学爱好者

美国宾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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