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奥巴马总统在 2009 年 4 月布拉格演

讲中，承诺美国将彻底消除其武库

中的核武器，此举赢得多数公众的积极欢迎。

虽然奥巴马总统出于谨慎，没有为这一目标

列出具体的时间表，但是他带领美国踏上了

把我国拥有的核武器逐步削减至零的道路。

然而，总统的这一愿景没有获得俄、中、法、

英这四个核大国的呼应。事实上，四国的做

法和美国背离，它们都在实施或者计划实施

核武器的现代化升级计划 ；其中有些计划可

能不在于追求增加核武器的数量，但所有四

国都力图提高核武器及其投射系统的质量，

藉以强化长久可信威慑力量。对这些核现代

化计划的审察清楚地表明，每一个国家都把

核武器的用途视为加强国家安全的长期保障。

俄国总统梅德韦杰夫虽然笼统地同意了

奥巴马总统的目标，俄罗斯却迅速就达成无

核世界协议开出若干条件，显示该国对奥巴

马的建议其实只是敷衍。更何况，俄罗斯的

核武器现代化计划旨在继续加强而非减弱核

武器在国家战略布局中的作用。俄罗斯计划

逐步淘汰陈旧的 SS-18、SS-19 和 SS-25 洲际

弹道导弹（ICBM），换用能够搭载分导式多

弹头的“白杨 -M”改型导弹（RS-24）。俄罗

斯为了打造长期可靠的海基核威慑，将把 

D-IV 级弹道导弹核潜艇退役，代之以“北风

之神”级核潜艇，每艘配备 16 枚新型“布

拉瓦”导弹，各自携带 6 个弹头。1 简言之，

如斯坦福大学副研究员 Pavel Podvig 所言，

俄罗斯的长期趋势是战略核武器保持增长。2

中国的战略核力量虽然有限，但也在向

现代化发展。除了现有的 20 枚 DF-5 单弹头 

ICBM 之外，新型导弹将加入服役，目前在役

的一艘携带中程导弹的弹道导弹潜艇也将被

新系统取代。3 中国的 ICBM 力量升级计划包

括新研制的公路机动 / 固体燃料 DF-31 和 

DF-31A，这些导弹具有搭载分导式多弹头的

潜力。4 其唯一的弹道导弹核潜艇不久将被淘

汰，代之以配备 ICBM 的新型潜艇，这些导

弹也具备分导式多弹头潜力。5 虽然中国秉

持最低程度威慑战略，并可能延续小型战略

核部队的政策，但其对陆基和海基弹道导弹

的现代化努力以及增加现代化弹道导弹潜艇

的做法表明，中国决心继续长期保持核武器。

除了俄国和中国的核武器现代化计划之

外，美国的两个关键盟国，法国和英国，也

在继续进行或计划进行核力量升级。法国的

核战略立足于海基和空基平台，令人关注的

是，这两种平台都正在进行重大现代化升级。

法国正在部署新型 “凯旋”级弹道导弹潜艇，

并计划于 2010 年在最新潜艇中装备携带新

式弹头的更长程先进 M51 弹道导弹。法国 

2010 年的计划中还包括对空基平台进行升

级，将部署携带先进空射型 ASMP-A 核导弹

的新一代“阵风”飞机。6 在几个“核现代

化大国”中，只有英国的核力量前景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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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如此。英国政府在 2006 

年宣布将以更新的平台取代目前的“前卫”

级弹道导弹潜艇，随后政府在 2009 年决定

推延此计划，等待内部评估结果。英国的潜

射弹道导弹原来准备用美国建议的可靠替代

弹头取代，但是因为这项计划没有获得奥巴

马政府的拨款，故而英国政府的弹头更换计

划尚无着落。7

总体而言，除美国之外，几个核大国都

正在推进或计划推进核现代化计划，表明这

些国家继续把核武器视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筹

码。显然，如果不是国家决策者看重核武器

的相关作用，这些国家就不会投入重大人力

和资金来推进核武器的现代化。就是说，虽

然奥巴马政府有意追求无核世界的愿景，其

他核大国却选择分道扬镳，并打算长期如此。

那么零核何错 ? 大错特错。一如俄中法

英四国的核武器现代化计划所示，所有核大

国，除了美国，目前都不相信无核世界是一

个现实的目标。相反，这些国家正投入资源

推行核武器现代化，这清楚表明它们已经下

定了购置和部署改进型核武器及其先进投射

系统的长期决心。决心达到这个程度，意味

着即使到更远的未来，俄中法英之任何一国

都不会接受美国政府追求的愿景。这些国家

可能对核武器在国家安全中的份量有不同的

研判，但它们都不会准备把核武器从自己的

武库中彻底清除出去。退一步说，即便这些

核大国被说服接受美国的目标，其他已知的

或者嫌疑的拥核国家仍将继续重视这些武器

的用途。正如奥巴马总统在布拉格演讲中所

指出的那样，核武器建造技术已经扩散，这

种扩散不是出于无法避免的技术必要性，而

是因为某些国家认识到核武器的用途。美国

的外交政策目标须以国家安全为根本考虑，

由此引导决策的制定，切不可唱高调，把国

家安全所倚重的手段一扫而光。这不是说美

国应该漠视那些不负责任的政权或非国家极

端组织获取核武器，而是说我们的国家应该

更多地注重国家政策中的安全挑战，作出相

应的具体对策 ；那种一砍到底的建议并无落

实之可能，只会沦为空头承诺，却损害美国

的国家安全。

虽然我们无法以确凿证据证明核武器在

冷战时期遏制了美国或苏联，使任一方不敢

轻举妄动 ；但我们可以合理推定，这些武器

在防止超级大国战争方面发挥了非同小可的

作用。冷战结束之后，大国间发生战争的几

率或许有所降低，但是并非毫无可能。克劳

斯维茨在其经典著作《战争论》中指出 ：面

对极端暴力的可能发生，一个准备走向战争

的国家必须在跨出第一步时，就谨慎思考好

最后一步。核武器有异于常规武器，就在于

它把战争后果清晰尖锐地展现出来，使相关

国家在跨出第一步之前不得不犹豫再三，因

为它们清楚知道这最后一步是什么。

我们不应追求那个虚幻缥缈的无核世界 

— 它不会获得其他拥核国家的实际支持，却

会减损美国的国家安全 — 而应该就核武器

的未来用途开展辩论。这场辩论已经迫在眉

睫，因为《核态势评估报告》在 2010 年 4 

月公布，大家对美国武库中的核武器的目的、

数量、以及其在三合一战略核力量中的分布

都心存疑问。这场辩论中的核心应该是 ：抛

开美国武库零核建议，把注意力放在核武器

数量能降到多低 ? 核武器及其投射系统应如

何合理配比到相对低程度才能满足美国国家

安全的基本需要 ? 美国将在什么形势下使用

核武器 ? 美国是否应刻意保持战略模糊或者

明确宣布促发核反应打击的前提 ? 我们应该

围绕这些问题辩论核武器的未来，而不是简

单地在有和无之间做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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