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世界军事安全形势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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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当前世界军事安全形势在历经 / 9# 110反恐战争 5周年后开始进入又一个间歇期

与转型期,在欧亚大陆的边缘 /危机弧 0地带甚至全球层面出现少有的震荡局面。面对新的局势与

挑战,世界各国更加注重对自身的战略审视,出台具有转折性与全局性的整军举措,从而引发世界

军事格局、各国军事思维与军事功能的重新建构。具体而言, 美国单边军事力量进一步膨胀,但备

受内外因素牵制,世界范围内的军事角逐更趋复杂,核扩散与核升级日益激烈, 陆海天空多方位军

备竞赛全面开启,使世界军事呈现出单极与多元、合作与竞争、间歇与转型、稳定与流变等多重色彩

相互交织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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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世界军事在历经 / 9# 110反恐战争后开始

进入又一个间歇期与转型期,其特点既带有反恐怖

战争的烙印与影响, 又复归其原有演进的主航道。

其中, 最为突出的表现是世界军事各层面的危险指

数都有攀升,局部军事冲突与对抗的威胁、全球军费

开支及军火交易的水平均创下历史新高。与此同

时,世界各大军事力量更加注重对自身的重新审视,

并在前几年试探和调整的基础上出台具有转折性、

突破性的整军举措,引致世界军事格局、各国军事思

维与军事功能等诸多层面出现较大变化。

一、/危机弧 0与 /全球震荡 0

从总体上讲,目前世界仍保持和平与稳定局面,

在相当长时期内不会出现大规模军事冲突, 但在局

部或具体层面上,各种显性与隐性的冲突因素都在

明显增多。部分地区军事冲突升级, 已熄灭的战火

复燃, 军事对抗张力增大,新的突发热点问题不断,

军事冲突的频率、烈度与广度均创下近年来的新记

录。这些症候从不同层面显示了世界急流与暗潮并

涌, 威胁与和平并存, 人类仍难以 /刀枪入库, 马放

南山 0。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军事冲突的烈度与频度与

以往相比, 可谓是 20世纪 90年代初地区冲突频仍

后的又一高峰期。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

斯基在参加讨论北约转型的里加峰会时,对当前的

世界安全形势以 /全球震荡 0四字予以概括,他称在

/危机弧0地带、即从亚欧大陆南翼、中东一直到太

平洋,世界正面临着一系列危机和威胁, 出现了 /全

球震荡0局面。¹ 在目前诸多地区军事冲突中,中东

形势恶化程度最为严重。在 2006年海湾合作委员

会首脑会议上, 沙特国王阿卜杜拉将中东比喻为

/一触即燃的火药库 0。º 其中, 伊拉克又被指为目

前世界上火药库之最, 亦被称作人体 /绞肉机 0, 伊

拉克因战乱而导致的伤亡人数居各国之首。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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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布热津斯基的讲话, 可参见 / 美想拉日韩建 -全球北
约 . 0, 5环球时报 6, 2006年 11月 30日。

/中东热点凸显伊朗因素 0, 5人民日报 6, 2006年 12月 13

日。



2007年 3月 5日, 驻伊美军丧生人数已超过 3116

名。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战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美

军只有 138名士兵阵亡, 但此后驻伊美军平均每月

却有 60多人丧生。 2004年在伊身亡的美军士兵

714人; 2005年有所下降, 约为 673人; 2006年明显

上升到 814名,其中仅 12月份就达 113人,皆创近

年最高纪录。¹ 2007年头三个月美军死亡人数分别

高达 83人、80人、81人。º 除美军伤亡外, 伊拉克

民众伤亡人数也与日俱增。据联合国统计, 仅在

2006年 10月份丧生于暴力事件的伊平民就达 3709

人,表明伊拉克已陷入 /内战0深渊。» 在全球范围

的地区冲突中,战地记者的伤亡情况及其地区分布

可谓反映冲突的晴雨表。据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的

/新闻标志运动 0组织统计, 2006年共有 94名新闻

工作者殉职, 比 2005年的 68人上升了 38%。其

中,死于伊战的人数占一半,比 2005年的 25人增加

近一倍。自 2003年伊战爆发以来,驻伊记者的累计

死亡人数至少已达 103人,该场战争已成为二战以

来记者最大的 /坟场 0。¼ 在中东地区, 其他热点问

题受伊拉克局势牵动,也出现不同程度的恶化。最

典型的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的冷战一度在 2006

年 7月转成热战, 共造成至少 1100名黎巴嫩人和约

150名以色列人丧生, 90多万黎巴嫩人被迫逃离家

园 ½。

阿富汗战火再次死灰复燃, 成为仅次于伊拉克

的又一大热点。塔利班反政府武装向阿富汗政府和

驻阿外国部队发动了自 2001年以来的最猛烈攻势。

据 /联合协调和监察委员会0 (由联合国等国际组织

和阿富汗政府代表共同组成 ) 2006年 11月中旬公

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2006年阿富汗反政府武装发动

的袭击达数千起,是 2005年的 4倍。至 2006年 12

月初, 各类暴力冲突已导致 3900多人丧生,其中包

括约 150名外国士兵。¾ 据美国军方统计, 2006年

阿富汗共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 139起,相当于 2005

年的 5倍多;发生路边炸弹袭击 1600多起, 比 2005

年翻了一番。¿

从 2006年 2月开始,索马里教派武装与各路军

阀在摩加迪沙街头激战, 到 6月底就造成约 350人

死亡; À之后, 以 /伊斯兰法院委员会 0为代表的教派

武装宣布控制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 接着占领了索

马里大部分地区, 索马里过渡政府被迫偏安南部城

镇拜多阿。索马里教派武装的壮大导致周边国家的

军事卷入。联合国报告称,共有 10个国家向索马里

交战双方提供武器和装备, 索马里内部冲突有演变

成一场 /代理人战争 0的趋势。Á

除剧烈的地区冲突外, 近年地区紧张局势还表

现为地区核问题凸显导致潜在军事冲突增加。朝鲜

不顾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进行核试验,伊朗一面与

国际社会周旋,一面积极加紧铀浓缩活动。两者都

引发地区局势紧张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弹。美国以

防止核扩散为由,制定军事打击计划,并在东北亚和

海湾地区调兵遣将,多次举行针对性相当明显的军

事演习,使两地区的安全形势骤然紧张。特别是围

绕伊朗核问题,美国内外争论激烈,以色列也加入其

中, 使战争的燃点降低, 复杂程度进一步提高。在此

趋势下,美国将伊朗视为比恐怖主义更为紧迫的问

题。 2007年 3月,美国以伊朗在伊拉克领海内非法

扣押了 15名英国海军人员为由,开始在波斯湾集结

2003年攻击伊拉克以来最大的兵力。�lu 俄报称美制

订了代号为 /乌喀乌斯0 (俄文译为:蚊子叮伤 )的打

击伊朗的行动计划, 其目标是攻击伊朗核设施。目

前虽然难以肯定美是否会军事打击伊朗,但双方军

事冲突的潜在危险指数仍居高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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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新社称美国将在 4月 5日以火箭攻击伊朗核设施 0, h-t

tp: / /new s. sohu. com /20070401 /n249113204. sh tm .l



世界军事安全形势的严峻性还表现为世界军

费、军贸水平、军工生产等出现走高趋势。近年来,

全球军费开支一路攀升, 达到历史空前纪录。据瑞

典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报告估计, 2006年全球军

费开支高达 12000亿美元, 超过冷战时期高峰 1988

年 10300亿美元的历史最高纪录。¹ 与此同时, 世

界军火贸易也居历史高峰, 各军事大国的军工行业

随全球军费开支的增长变得更加繁荣。 2000- 2004

年,全球 100强军品公司的销售额增长了约 60% ,

从 2000年的 1570亿美元增至 2004年的 2680亿美

元。º 据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数据, 2006财年美国共

计对外出口各类军火及相关服务总值近 130亿美

元,远超过 2005财年的 106亿美元。» 世界军品出

口流向基本上呈单一趋势, 主要是从俄美等军事大

国流向 /危机弧 0地带及一些新兴大国与地区军事

强国。比如,近年印度的武器购买规模之大和范围

之广令人瞠目。 2007年 3月 6的日本 5世界周报 6

发表题为5印度的军备扩张让世界震惊 6一文, 称印

度在 2004年就从世界武器进口国第三的位置一跃

成为超过沙特阿拉伯和中国的世界最大的武器进口

国。¼ 2007年印度国防预算进一步攀升, 到 3月止

比上年度增幅高出 7%, 约为 200亿美元。½ 世界军

费及军贸的数量和流向与近年地区冲突和军事格局

的变化情况大体一致, 反映了世界军事安全形势的

基本态势。

二、/单极军力 0的膨胀与萎缩

当前地区军事冲突上扬、张力加大与近年世界

军事格局失衡直接相关。在近年世界军事舞台上,

美国单极军事力量独领风骚。它取得了阿富汗战争

和伊拉克战争的军事胜利, 将单边主义军事推向极

致;借组建国际反恐联盟和在全球范围内清剿基地

势力等,将军事力量挤进中亚地区;其航母编队穿梭

于世界各大洋,特别是美军把 /前沿部署0重点转向

西太平洋,使其世界军事一极独霸的局面进一步凸

显。与此同时,因来自国内国际的制约愈加明显,美

海外军事行动不断受挫。

一方面,美军事实力仍在持续膨胀。为巩固全

球霸权地位,美继续谋求大幅度拉开与其他国家的

军事实力差距。 2006财年美国国防拨款达 4533亿

美元,比上一年度增加了约 300亿美元, 占全球军费

开支的 47% ,超过了排名其后的 32个国家的军费

开支总和,更是超过了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军费总开

支。¾ 美国防部出台的最新版本 5四年防务评估报

告6提出美军未来数年的 4项主要任务: 击败极端

主义、保卫美国本土、应对处于 /战略十字路口 0的

新兴军事强国、防止危险政权和恐怖分子获得大规

模杀伤性武器。这表明美国仍将维持超级军事强国

作为军事建设的基本方向。在全球范围内, 美国是

唯一四处出击、在全球部署兵力的国家。在伊拉克,

美仍部署 14万重兵, 并于 2007年初决定再增派 2

万多兵力;对非洲, 2006年美国防部宣布成立非洲

司令部,使美军在全球的战区司令部由 5个增加到

6个; 在西太平洋地区, 美军加紧军事基地的新扩

张。 2006年 6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佩斯在

视察关岛时透露,美军已经拟定关岛扩建计划,准备

在未来 15年内向关岛基地投入 100亿 - 150亿美

元, 将其修建成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最主要的战力

投射中心。与之呼应,美军西太平洋横须贺海军基

地的继续扩建全面展开, 日美双方就横须贺基地航

母码头疏浚工程达成协议, 日方同意将此建成日本

第一个接受核动力航母的港口。横须贺基地和美军

关岛基地两相呼应,成为美在亚太地区军事行动的

中枢和美军导弹防御的前沿基地。在亚太地区, 美

积极提升其双边同盟关系。 2006年 5月 3日, 美日

敲定 5在日美军再编最终报告 6,明确在未来 8年两

国将以共建联合司令部、制定共同作战计划、共同调

整军力配置和共享军事基地等方式, 完成美日 /军

事一体化 0。这使战后一直处于美军保护之下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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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守防卫地位得到根本性转变, 意味着日本由原

来受美国保护、依靠提供基地给美国的单向防卫体

制,正式转变为双方军事合作机制。与此同时,美印

以核合作为契机,相互提升战略伙伴关系的军事合

作层级。另外,美还积极鼓动将北约扩展到亚太地

区,提出要把澳大利亚、韩国、日本等国作为北约新

的 /全球伙伴 0,以形成其独立操控的全球军事同盟

体系。在海上,美国提出 /千舰计划0 ( Thound- Ship

N avy)与 /全球舰队基地0构想, 谋求联合世界各国

的海上力量,共同应对海上威胁,实质是要建立全球

海上军事同盟,形成全球出击的网络,实现对全球海

路的控制。在天上, 美积极建立严密的空中防护体

系,一是在欧亚大陆东西两侧构建导弹防御网;二是

拟以 /全球鹰0 ( G loba lK awk)取代 U - 2/黑寡妇0侦

察机, 特别是计划在亚太地区建立有多国参与、可以

执行 ISR(情报 /监视 /侦察 )任务、高空长航时信息

无人机系统网络。

另一方面, 美军的军事扩张并未达到其原有目

标,且越发显得力不从心。从理论上讲,美军既要在

全球范围内向目标并不明确的恐怖组织开战, 又要

应对 /无赖国家 0, 遏制潜在对手, 这种目标的广泛

性导致战线过长, 四方树敌又被迫疲于应付。2006

年 9月 1日,美国务院发表关于伊拉克安全局势的

报告,承认伊拉克濒临内战边缘。在伊美军伤亡持

续上升及美在伊面临 /越南化 0困境, 令人对美军的

行动能力产生质疑。法国 5世界报 6发表题为 5美军

遭遇 30年来最严重危机 6的文章,认为美军无力进

一步改变它在伊拉克的部署状况,美军人力不足,士

气受损,征兵变得越来越困难。¹ 布鲁金斯学会的

迈克尔 #奥汉隆则称 /要增加军队的人数实在太难

了 0。另外, 美国的战备状态也在日益萎缩。美有

关专家指出,美军战备正处于自越战以来最差的状

态。美众议院军事小组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

荷夫雷向国会提交报告指出,由于设备和人员短缺,

美国内军队训练难以达到要求,恐怕很难胜任突然

被派至阿富汗、伊拉克或其他冲突地区执行任务。

美军全球扩张导致实力相对下降,单边主义军

事行动与先发制人战略受到国内外广泛质疑。在美

国会中期选举中,民主党借选民反战击败共和党,具

有美军军事转型与 /先发制人 0军事战略设计师之

称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被迫辞职,美军被迫对

单边军事行为进行反思。

在美军一极力量相对萎缩的同时, 世界其他军

事力量出现与其争雄之势。俄罗斯军事力量的重新

崛起是全球军事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迫于近年战

略空间日益受到北约和欧盟挤压, 俄力图扭转军事

领域单方面退让的局面。为此, 俄采取了一系列措

施: 持续大幅度提升国防预算, 仅 2006年俄罗斯军

费开支就达到 6663亿卢布,比上一年度增加 15%;

加大武装部队改革力度,提高军队的职业化程度;实

行兵役改革, 70%军人实行合同制。通过这些努力,

俄军持续 8年的衰落和下滑局面得到扭转, 开始走

向正常、有计划的发展阶段。近年俄军频频举行了

大规模军事演习, 初步扭转了冷战后若干年来 /战

车不出库,飞机不升空, 舰船不出海0的局面。俄军

重新崛起,使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得不刮目相看。

日本防卫厅升省是近年世界军事领域的一件大

事。 2006年 11月 30日,日本众议院以高票通过把

防卫厅升格为 /防卫省 0的相关法案。法案规定, 自

2007年 1月开始,防卫厅升格为 /防卫省 0, 日本自

二战以来一直受到严格限制的防卫部门,将与世界

上大多数国家一样,成为国家 /部级 0单位。防卫厅

升省后日本自卫队的地位与行动能力在诸多方面都

将得到加强:一是可与其他部门平起平坐,有助于日

本放手追求其军事大国地位; 二是将在国外行动中

拥有更大自主权, 可以避开国会程序直接要求内阁

做出海外行动的决定;三是可直接向大藏省提交军

事预算方案。因此, 2006年可谓日本军事大国之梦

的转折年,它向世界军事一极迈进的步伐加快,更加

具有进攻性与主动性。随着自卫队地位的提高与实

力增强,日本势必相应降低对美军的依赖,冲击东北

亚地区美军事布局。

近年欧盟军费开支虽然继续缩减, 但在独立防

务与快速反应方面却更进一步。为提高独立处理国

际危机的能力,欧盟积极强化快反特遣作战分队,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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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求进一步缩小与美军实力和技术上的差距, 积极

加大军备研发与生产的投入和合作。 2006年 5月,

欧盟批准了共同军事采购规范协议, 并增加对防务

技术研究的投资。欧盟在谋求作为世界一极的过程

中,更加注重与美国及北约保持距离,独立承担国际

军事行动,对美国单边军事行动形成一定牵制。

在地区层面,中国、印度等潜在大国经济崛起、

军力相应增强;伊朗等一些地区国家借核强势出头,

美国却难以随心所欲地发动军事打击。

三、军事新思维与角色重构

近年世界军事威胁上升以及美国单极军事优势

的膨胀与缩水并非说明世界面临大战的危险增加,

而是显示了世界军事新的发展态势: 一方面,大国之

间更加难以承受直接军事冲突的代价, 各国军事上

实现合作、共同应对威胁成为可能; 另一方面, 各国

军队所面临的威胁与之前相比更加复杂化、多元化。

正是认识到这种发展趋向, 各主要军事大国在面对

新的安全环境时,能更加冷静地推动其军队自我审

视、重新定位与创新转型进程。

近年大国之间突然出现了协调局面, 大国在朝

鲜、伊朗核问题上基本能够相互谅解,通过磋商尽量

寻求达成共识,政治共识的增多导致了大国军事上

的相互容忍与信任合作气氛的增强。其中一大新特

点是军事演习开始在具有完全不同的军事安全利

益、甚至一度互为对手的国家之间展开。 2006年 6

月 19- 23日,美国军方首次邀请中国观摩团参观在

关岛附近海域举行的代号 /英勇盾牌 - 060的大规

模军事演习; 9月, 中国舰艇编队访问美国, 并在夏

威夷瓦胡岛附近海域与美国太平洋舰队成功进行了

5个小时的海上通信和编队机动演练, 这标志着自

2001年 4月中美 /撞机事件 0以来,两国军事交流恢

复常态; 11月, 中美海军第二阶段海上联合搜救演

习在中国南海举行, 它展示了中美海军参演部队的

协同程度,推动了两国军事交流实现新突破,显示了

中美军事交流与合作日趋活跃和深入, 标志着双边

军事关系开始步入机制化发展渠道。

在增加信任的同时, 大国间还试图通过其他措

施增加相互威慑的可靠性。 2006年, 全球范围军事

演习规模与频率前所未有。通过这些演习, 一些国

家与国家集团展示了其军事装备与行动能力, 同时

也向对手传递了自己战略威慑能力的可靠信息。如

俄罗斯的军事威慑战略从冷战时起就刻意制造 /模

糊0气氛, 但近年俄罗斯国防部长伊万诺夫却公开

谈论俄战略部队的装备更新详情; 俄不仅宣称其战

略核潜艇已恢复全球战斗值班, 还一反常态地从太

平洋地区向欧洲地区发射洲际导弹。这些意味着俄

罗斯的核威慑战略已经从 /模糊化 0走向了 /透明

化0,向美国和北约显示其强大的军事实力,以促其

难以忽视俄罗斯的安全利益与大国地位。在大国战

略指导思想更加强调以协调代替冲突、以合作取代

对抗、以透明代替模糊的同时,各国军队的功能发生

了一些新变化。一是注重危机反应与处理能力。其

内容包括反击恐怖主义、打击核走私、灾难救援与人

道主义援助。在近年的诸多国际联合军事演习中,

危机反应与处理能力是其突出内容之一。例如,

2006年 9月由英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国组成的 /五国联防组织 0在新加坡举行

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陆海空联合演习, 除军队外,其

他政府机构与红十字会也积极参加, 以提高灾难救

援工作的效率与规模; 10月英美等国在海湾举行一

些海湾国家首次参加的 /扩散安全倡议 0演习, 着重

检验拦截海上非法运输的能力。二是突出对战略利

益的保驾护航能力。战略资源与战略通道的安全是

现代国家较量的重要领域, 保护战略资源的正常供

应及战略通道的畅通成为现代大国军队的重要任

务。美国对伊拉克的占领, 根本目的之一就是要控

制中东石油资源;美国加强与中亚国家关系,则是希

冀控制欧亚大陆结合部里海和中亚丰富的石油、天

然气资源。2006年,美国为控制非洲的能源与能源

通道,做出了三项重大举措: 首先是年初宣布组建非

洲司令部,大幅度提升非洲在美全球战略中的重要

性; 其次是在上半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曾在西非岛

国佛得角境内举行代号为 /坚定美洲豹 - 20060的

大规模军事演习。这是北约军队首次在非洲开展军

事活动。美军在油轮经常过往的大西洋水域演习,

成功演练了控制原油开采地区海上和空中走廊、监

视原油通往世界市场运输路线的能力; 第三是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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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 美国驻几内亚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大使馆发

表声明,美国海军即将在该地修建一个规模庞大的

雷达网。该项目一旦完成, 将有助于美国海军 /锁

定判断 0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水域内的每艘船只, 大

大加强美国海军对几内亚湾的海上监控能力, 以确

保 /美国重要的石油供给区 0的海上安全。¹ 俄罗斯

为掌控中亚战略资源, 极力加强与该地区国家的军

事关系,力图将美军挤出该地区。日本为确保中东

到亚太地区的能源生命线,设法谋求与东南亚、印度

等国加强军事战略合作关系。

为应对新威胁和履行新使命, 世界各国更加注

重军队转型。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上任

时曾对美军进行重大改革,专门设立转型办公室,推

动部队的小型化、轻型化、快速化与信息化建设。虽

然伊拉克战争表明美军这种转型并不十分成功,却

进一步凸显了美军转型的重要性。拉氏下台并不意

味着美军转型进程的中止, 美军转型的总方向将不

会改变。与此同时, 俄军转型重点突出其职业化特

征;欧盟独立防务强调快反部队建设。这些都表明,

世界各国十分注重军队职业化、机动化、小型化的提

高,代表了新时期世界军事力量发展的总方向。

四、战略角力与高边疆竞争

当代大国之所以成为大国, 一个重要原因是其

拥有令对手敬畏的核武器。对于当前世界军事大国

而言, 还须具备战胜地理距离制约的能力,能将其战

略边疆向外空拓展。对近年世界而言, /核 0与 /太

空 0可谓两大关键领域。这样判断的直接依据是这

两者都有质的飞跃, 主要国家在强化核力和太空力

方面争相发力,甚至耍出大手笔。

在核问题上,核扩散在纵、横两个方面都有新的

发展。一些地区大国核力量强势出线, 力求突破国

际防扩散体制。以伊朗加快铀浓缩进程及朝鲜公开

进行核试验为代表, 核扩散在全球范围内即横向上

开始出现新一轮高潮, 引起了核技术与核材料向更

深层扩散的危险。

核纵向扩散主要表现为有核国家在核武器及其

技术上升级更新的力度得到强化, 以及在核战略上

更加注重核打击与核威慑理论的现实运用。作为最

大的核武器国家, 美国曾单方面承诺大幅度削减核

武器,但另一方面又积极谋求先发制人的第一次打

击, 由过去强调保持战略力量平衡转向竭力夺取全

面核优势;核力量的运用由模糊化转向清晰化,威慑

范围由有核国家扩大到无核国家和地区,从而极大

降低了核武器的使用 /门槛 0。 2005年美国国防部

曾起草一份调整核武器使用条件的核防御草案, 宣

称指挥官在获得总统批准的情况下, 可对一个国家

或一个恐怖组织所发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攻击

采取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据 2006年 1- 2月号 5核

科学家公告 6杂志报道, 冷战结束 15年后, 美国每

年仍继续花费数十亿美元用于维持和升级其核武

器。美国正在亚太地区部署规模更庞大、更精确的

先发制人核打击力量,同时, 其战略学说正在向美国

核武部队以打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设施和指挥中心

为目标的方向转变。2006年 3月,两名美国青年学

者在美权威刊物5外交6上发表文章, 指出半个世纪

以来核大国之间 /确保相互摧毁 0的平衡已经被打

破, 美国取得了可以一次性摧毁俄罗斯和中国等国

核力量的绝对优势。该文虽有夸大其词的一面, 但

在全球引起较大反响,美国政府事后要求两位作者

闭嘴。但两位作者表示, 尽管美国主流媒体都认为

世界核战略格局没发生巨变,但凭借其学术直觉,美

国正在许多领域寻求绝对优势, 必然也会在核武器

领域寻求同样的绝对优势。º 美国的新核武计划既

注重老旧核弹头的改良维修,又强调新武器的开发。

2006年 3月 3日,美国核安全局局长布鲁克斯公开

表示,美国正在开发下一代核弹, 计划在 2030年前

完成其核武库的现代化。 10月 19日, 美国核安全

局公布一项有关核武库调整建议的 /综合 20300计

划, 提出了未来美国核武器的发展蓝图,重点就是要

保持并增强其核武库的打击力和威慑力。»

面对北约东扩及美国的战略压力, 俄罗斯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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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内亚湾所供石油已占美国消耗原油总量的 15% ,随着美

国试图减少对中东地区的原油进口依赖,美国从几内亚湾进口原油

的数量到 2015年将增至 25%。

/核大国平衡已破 美国可摧毁俄全部核力量 0, h ttp: / /m an-

h attan. w sw ire. com /htm lnew s /2006 /06 /10 /697254_0. h tm.

/ Bom bplex 2030 Overview, 0 h ttp: / /www. ananuclear. org / Is-

su es /NuclearW eapon s / tab id /68 /Defau lt. aspx.



以核武器弥补国力的不足。但俄不再强调追求核武

器的数量,而是将目标锁定在核武器的 /质量、有效

性和轨道不可预测性 0上。2006年普京总统签署了

52007- 2015年国家武器装备纲要 6, 在 /核威慑 0

一项中提出要 /引进具有革命性技术突破、可供跨

军种使用的洲际导弹0。¹ 在俄罗斯新的核武器发

展计划中, /白杨 - M 0陆基核导弹与海上核力量成

为重中之重。目前, 俄正积极开发装备 /白杨 - M 0

系列导弹,其中陆基机动导弹已开始装备部队。海

上核力量方面, 俄着重开发第 4代战略核潜艇 /北

风之神 0系列,并拟装备机动变轨式 /圆锤 0战略导

弹。据俄称,这种强强联合的新式导弹,可望突破任

何导弹防御系统。为突破美导弹防御系统, 俄还积

极开发一种比 /白杨 - M 0更为先进的导弹。俄罗斯

军事评论员马基延科强调, 新导弹具有高度的太空

变轨能力,可根据预设指令,在高度和航向上大幅度

机动,增加对方拦截的难度。按俄防长伊万诺夫的

话说, 该导弹最大的特点是可以安装陆基和海基通

用战斗部,执行 /灵巧核攻击0任务。

作为中等核大国,英法两国以反恐为由,极力强

化核力量。 2006年 12月 4日, 英政府发表5英国核

威慑的将来 6白皮书, 全面分析了英国将面临的潜

在核威胁以及建设核威慑力量的选项。与此同时,

布莱尔首相宣布将把英国核弹头的数量削减 1 /5,

从 200枚减至 160枚,将 /三叉戟 0核潜艇的数量从

4艘减至 3艘。英国削减战略核武器主要目的不是

为了放弃核武器,而是为保持其核武器的可靠性与

有效性。º 12月 15日, 布莱尔向议会提交一项方

案,力求加强英国核力量的威慑力。按照新计划,英

国将花费 200亿英镑 ( 396亿美元 )采购 4艘核潜

艇,以使其在 21世纪 50年代仍能保持核威慑力。

近年来,法国政府为维持其核战略的可靠性,每

年投入 30亿欧元, 占其全部军事投入的 10%。法

国还投资 50亿欧元用于制造 M - 51型潜射弹道导

弹,并于 2006年 11月首次发射成功,且预计于 2010

年 7月装备于刚完工不久的 /可惧0号 ( Le Terr ible)

核潜艇。与此同时,法国积极改进空基核力量,并将

很快部署装备新型 ASM P- A型巡航导弹的 F- 3

/阵风0战斗机。 2006年 1月 19日,希拉克 /一鸣惊

人0地表示法国将对涉及 /核心利益 0的重大战略进

行调整,以便反击 /有可能使用恐怖主义和大规模

杀伤性武器的国家0或 /地区强权 0。» 这些迹象表

明, 法国的核理念已在酝酿革命性的变化。

在持续加强核力量的情况下,世界核裁军进程

中止,核大国实行核裁军的愿望几乎为零,而对形成

稳定的国际裁军机制的兴趣进一步下降,实行不受

约束的单边裁军成为主要核国的优先选择。虽然俄

总统普京一度表示愿意进行核裁军, 并希望美国发

起新一轮核裁军谈判,以取代旧的裁军进程,但美方

表示由于要处理其他更加重要的威胁,没兴趣继续

进行核裁军谈判。¼

近年,太空问题日益突出。各国加大参与太空

高边疆的争夺力度,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大国在太空

争夺中迈出重要步伐,太空军备竞赛问题进一步突

出为国际军事领域的一大要点。美国太空政策 10

年来首次变脸。老版 5国家太空政策 6的首要目标

是 /通过载人或机器人探索,增加对地球、太阳系和

宇宙的认识0, 以及 /加强和保证美国的国家安全 0。

2006年 8月 31日, 布什签署的新 5国家太空政策 6

则将安全问题提到首位, 首要目标变成 /加强美国

的太空领导权,保证太空能力可在美国国家安全、国

土安全及外交政策需要时为之服务0,以及 /为保证

美国太空利益,确保能在太空或通过太空展开不受

妨碍的行动0。文件称美国拒绝就任何可能会限制

其进入或使用太空的协议进行谈判, 美国有权不让

任何 /敌视美国利益 0的国家或个人进入太空。½ 美

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琼斯表示, 新政策反映了

太空日益成为美国经济和国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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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性突破不怕任何反导系统,俄未来导弹引猜测 0, h-t

tp: / /www. china. com. cn /m ilitary / txt /2007 - 02 /08 / conten t_7779483.

h tm.

/ B lair: Retain UK NuclearW eapons, 0 h ttp: / /www. arm scon-
tro.l org /act /2007_01- 02 /B la ir. asp.

/ Ch irac Threaten s Nu clear W eapon s Again st - Terrorist .
S tates, 0 ht tp: / /www. spacew ar. com /reports /Ch irac_Th reatens_Nuclear

_W eapon s_A gain st_Terrorist_S tates. h tm .l

/ Ru ss ia S eeks New Nu clear A ccord, 0 h ttp: / /www. arm scon-

tro.l org /act /2006_09 / russ iaaccord. asp. 2007年初,有传闻称美俄将重

开战略核力量裁减的谈判进程,但据预测,双方作秀的成份居多。

/ U. S. Nat ional Space Policy, 0 h ttp: / /www. globalsecurity.

org / space/ lib rary /po licy /national /u s- space- po licy_060831. h tm.



美国新太空政策为其通向太空战争的战略 /开

了一道更大的门缝 0,具有很强的单边主义色彩,对

近年来世界太空竞争起着推波助澜作用。以 2006

年卫星发射为例,世界各主要国家甚至一些中等国

家都唯恐示弱,被迫使出看家本领,使世界军事航天

活动比往年更为密集。美国发射数颗军用或军民两

用卫星均获得成功, 显示了世界头号太空大国的实

力;法国和德国主导了欧洲军事卫星发射,力图扭转

对美国的依赖局面,年底德国发射首颗技术复杂、但

用途广泛的雷达成像侦察卫星,引起了世界航天界

震动;日本成功发射其第 3颗侦察卫星,在距离地面

400千米 - 600千米的轨道上运行,用高性能数字相

机监视地面,分辨率达 1米;韩国成功发射了两颗军

民两用卫星,军事航天力量陡然上升; 2006年是俄

罗斯实施 10年联邦航天计划的第一年, 与 2005年

相比, 其航天预算从 185亿卢布增加到 240亿卢布,

增幅达 1 /3。在美国公布新的航天政策后, 俄又针

锋相对地公布了其太空军事复兴计划, 以加强军事

航天力量和太空作战能力; ¹ 在太空竞争中, 印度不

甘示弱,积极谋求成为新的太空一极,已经着手筹建

太空武器司令部,拟统一三军和民用空间研究组织

等众多用户,使天基资产能有效地为军方服务。º

太空竞争的层次较多,包含了军事、民用及科研

等若干层次,也离不开国家间的相互合作,但任何太

空活动都难与军事用途相区分,军事竞争与民用相

比更是世界航天竞争的关键所在。太空军备竞赛空

前激烈显示了太空军备控制的紧迫性, 但在近年的

联合国裁军讲坛及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 太空军

备控制进程仍无实质性甚至是程序性进展。

五、稳定性和流变性

军事安全领域的演变受诸多意外因素影响,因

而很难对特定时期的发展前景作出具体定论。但从

近几年演变的光谱中, 仍可看到未来一段时间世界

军事安全领域变化的基本纹脉。目前对世界军事演

变有着至关重要影响的仍然是两个层面: 一是传统

军事斗争层面, 二是非传统或言新安全层面。前者

反映了国家间军事竞争的态势,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后者反映了世界发展的新潮流, 具有较大流变性。

因此,未来世界军事安全既会是各国间军事安全领

域斗争的继续,又会受到新安全因素的影响。

具体而言, 美国军事安全政策的发展导向仍是

关键所在。2007年美国大选将全面铺开, 鉴于伊拉

克进入内战状态和美军伤亡人数急剧攀升, 美对伊

拉克政策的调整势在必行。伊朗核活动的加强对美

国反扩散政策及美军将是严峻考验, 但鉴于伊拉克

战争的教训,美很难做出新的军事打击决策。美中

东军事政策将影响中东地区的军事格局和安全形

势, 并牵动美国的全球军事安全部署。

美国在全球乃至在高边疆领域的军事争夺仍不

会放缓。冷战结束以来, 美一直忙于军事战略重心

的调整,亚太地区的地位相对凸显。今后美军在亚

太地区的军事活动与基地建设不会中断,仍将在既

定战略下全面展开。由于受自身实力的限制, 以及

朝鲜和台湾两大热点问题前景不明, 美可能加紧编

织其亚太军事联盟体系。随着俄罗斯的重新崛起,

美将对北约寄予更大希望,推动北约全球化进程,以

实现对俄的新遏制。美核领域及太空领域的活动在

新政策下将获得更为广泛的支持, 并可能实现新突

破。

在美国军事战略调整的牵动下, 世界其他国家

的军事安全政策将会有相应动作。为防备美军打

击, 伊朗将更积极强化军力, 并可能引起阿拉伯世界

及以色列的反弹;俄罗斯在国力恢复后,发展军力信

心备增,与美国及北约抗衡态势将加强;日本防卫厅

升格后,日自卫队的军事活动会趋于活跃,攻势取向

将更加突出;印度借助美支持,军事大国倾向可能持

续膨胀;欧盟独立防务也将会有新的发展,世界军事

格局中一超与多强的竞争关系将呈现出更加复杂的

景观。在此趋势下, 2007年及今后一段时间内, 世

界军控领域将会有一场更激烈的较量。 o

(责任编辑: 郭志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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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 -亮剑 .太空军事复兴计划,直指美国 0, 5中国国防
报 6, 2006年 11月 22日。

/着眼未来太空争夺, 印度筹建太空武器司令部 0, ht tp: / /

n ew s. xinhuanet. com /m il/2006- 04 /13 / con ten t_4419597. 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