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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俄核裁军协议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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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近年来, 核不扩散机制饱受冲击, 印巴核试验 !朝核危机 !伊核问题虽然是直接原因,

美俄各 自部署 !存储大量核武器也难逃干系"2009年4月, 美俄重启战略武器谈判, 经过近一年

的谈判, 于2010年4月8日签署新协议 "美俄达成新的裁军协定具有多重背景, 它既与美俄旧版

裁军条约的到期有关, 也与奥巴马政府在核裁军问题上态度的转变相关, 还与 5不扩散核武器条

约 6审议大会的召开, 以及解决伊朗核问题等有关 "条约的签订既可推动停滞不前的核裁军进

程 , 又对于严重受损的核不扩散机制产生积极影响 "鉴于美俄核裁军协议的有限性, 以及美俄在

条约扩展至所有核国家上的共识, 条约的签署也会对中国产生一定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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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8日,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与美

国总统奥巴马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签署新的削减和

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 "12月咒 日, 美国参议

院投票通过条约 "20n年1月25 日, 俄罗斯国家杜

马(议会下院)三读通过此条约 "次日, 俄罗斯联邦

委员会 (议会上院)批准条约 "这意味着俄美两国

围绕这一条约的所有法定程序均已完成 , 新条约正

式生效 "新条约取代了美国与前苏联1991年达成的

旧的 5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 6(Strategic

 ArmSReduetion肠eat又STA 盯 I), 是两国自冷战

结束20年来缔结的首项核条约 , 它 /不仅对国际安

全与稳定是一个好消息 0, 也让世界重新看到无核武

世界的一线希望 , 必将对全球核裁军进程产生深远

影响I-!"

一 !新核裁军协议的背景
美俄新的核裁军协议具有多重背景 "

(一)美俄1991年 5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

器条约 6到期

1991年7月 , 美国与前苏联签署 5削减和限制
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 6, 规定双方把各自拥有的核

弹头削减至6000枚 , 运载工具减至1600件 "这一

条约1994年生效 , 2009年12月5日到期 "虽然美俄

之间于2002年签署另一个条约 , 即 5削减战略进攻

性武器条约 6  (StrategieOffensiveReduetions肠eaty,

SORr), 其中规定 ,美俄在2012年12月31日之前将

各自实战部署的战略核弹头削减至1700 !2200枚 "

但是和51人RT I不一样 , 该条约不包括任何运载系

统或任何特定的核查措施的规定 "如果没有STAR江,

I, 所有核军备控制的核查就会停顿下来 "因此 , 两

国急需签署一项新的协议来代替STA RT I[a}"

(二 )美国在核裁军问题上态度的转变

冷战结束后 , 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在全球面临着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尤其是核武器扩散所带来的巨

大威胁 , 防扩散 !尤其是防核扩散 , 成为冷战后历

届美国政府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 "9#n之后 ,

防扩散更是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最重要 目标

之一 "2002年9月美国发布新的 5国家安全战略报

告 6指出, 美国面临的最严重的威胁在于极端主义

与技术的结合 "2002年12月美国发布具体的((与大

规模杀伤性武器作战国家战略 6"2003年5月 , 布什

又提出了 /防扩散安全倡议,, (proliferationSeeurity

Initiative)"与此同时 , 美国也致力于推进更严格的

不扩散政策 , 加紧出口控制 , 增强边境安全等 "所

有这些措施都是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危险严重

上升的背景下采取的 "然而布什政府采取的一系列

防扩散措施却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轩然大波 , 这些行

为主要包括:1) 拒不批准 5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6

  (ComprehensiveTestBan肠eaty,eTBT)"5全面禁

止核试验条约 6在1999年10月13 日遭到共和党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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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参议院的否决 , 从此 , 这一条约在美国国会被

搁置起来 "2000年 , 布什竞选总统时 , 就曾表态支

持当年参议院的决定 "他上台后 , 继续设法使这一

条约在参议院审议中 /束之高阁0"2001年n月 , 美

国官员拒绝参加联合国禁止核试验大会 , 再次拒不

批准禁止核试验条约 , 让条约的生效遥遥无期 "2)

单方面退出 5反弹道导弹条约 6(以下简称 5反导

条约 6)(肠     eatyontheLimitationofAnti一Ballistie

 MissileSystems,ABM)"2001年12月13日, 美国总

统布什宣布退出美国与前苏联 1972年签署的 5反导

条约 6, 这是美国在近代史上首次单方面退出一项主

要的国际军控条约 "3)布置导弹防御系统(Natinnal

  MissileDefenseSystem, NMD)等 "2000年总统大

选时 , 布什就曾表示 , 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是他的

基本战略信念 "2001年人主白宫之后布什宣示 , 部

署导弹防御系统是本届政府防务政策的 /优先事

项 0"2001年5月1日, 布什总统在华盛顿国防大学

发表演讲 , 勾画了美国加速发展和部署导弹防御

系统的基本构想 , 并为此提出了 /新战略框架 0的概

念 , 竭力劝说俄罗斯 !欧洲和中国接受美国的部署

决定 "2002年12月17 日, 布什在白宫宣布美国将正

式部署导弹防御系统 "这一系列行为不仅使美国

的道德形象严重受损 , 阻碍了国际核裁军进程 , 而

且还恶化了美俄关系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6(Non-

Proliferation肠eat从NPT)第六条要求缔约国早 日

就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采取有效措施 , 进行认

真谈判[sl"美俄核谈判恶化 , 使许多国家不愿意加

强防扩散的努力 , 他们认为 , 核武器国家首先没有

履行核裁军义务 "2005年 5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6审议

大会全面失败 , 一些国家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美俄 ,

呼吁美俄进行核裁军¹"

奥巴马上台后 , 强调用 /巧实力 0实现美国核不

扩散和外交政策目标 "2009年1月13 日, 希拉里 #

克林顿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 , 美国面临的现有安

全威胁要求新一届政府必须诉诸巧实力 , 动用一切

可以动用的手段 ,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 以便

打开美国外交的新局面 "此后希拉里在不同的场合

对 /巧实力 0进行进一步的阐述 , 引起美国国内和国

际社会广泛关注 "2009 年 4月 5日, 奥巴马总统在捷

克首都布拉格发表演讲 , 表示不仅要实施核裁军 ,

而且要把根除世界上所有核武器作为美国核政策的

一个中心目标l.]"在4月举行的伦敦G20峰会上 , 美

俄两国总统表示 , 双方将立即启动谈判以便 START

I到期前就削减战略武器问题达成新的协议 "虽然由

于双方在各自面临的威胁方面存在分歧 , 致使在旧

版条约失效前未能达成新的协议 , 但是奥巴马政府

的态度却为未来条约的谈判和签署创造了条件 "

(三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召开

2005年 5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由于各
方意见分歧严重 ,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 , 被视为

一次失败的大会 "为避免2010年的审议大会重蹈覆
辙 , 确保审议大会获得成功 , 就必须得到无核武器

国家的支持 "无核武器国家对多年来核裁军进展缓

慢感到不满 , 它们要求核武器国家削减核武器 , 降

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 , 降低核武器的

警戒水平 , 增加核武库透明度 "美俄达成核裁军新

协议将有助于为会议创造和谐氛围 , 进一步加强全

球核裁军与防扩散的努力 "

(四)为美国解决伊朗核问题等棘手问题创造

条件

2003年伊朗纳坦兹(Natanz)核设施披露后 , 伊

朗核问题愈演愈烈 ,伊朗在拥核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

美伊之间围绕伊朗核问题的斗法愈加尖锐 "2006年

4月伊朗宣布提炼出纯度3.5%的浓缩铀 "2009年10

月国际原子能机构在伊朗圣城库姆 (Qom)又发

现了另一座铀浓缩工厂 "2010年2月n 日, 在伊朗

伊斯兰革命胜利31周年之际 , 伊朗宣布生产出纯

度为20%的浓缩铀 "2010年8月21 日, 在经历了长

达15年的起起落落之后 , 由俄罗斯承建的伊朗布什

尔核电站装载燃料 , 由此启动了运营的进程 "

伊朗的行为具有极深刻的含义和示范效应 , 它

极易引发海湾 !中东以及全球的核军备竞赛 , 不仅对

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带来巨大危害 , 也会对美国主

导的核不扩散机制产生毁灭性的打击 "但是对于如

此严重的事端 , 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却表现得极其

失败 "早在作为总统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时 , 希拉

里 #克林顿就批评布什的伊朗政策 , 说如果布什政

府采取更加积极的接触政策 , 伊朗问题就不会像现

在这样棘手[s]"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后改变对伊政策 ,

新政策最显著的两个特征就是:寻求国际合作和加

强国际机制的权威性 "国务卿希拉里在解释这一政

策时说 , 过去美国在伊朗问题上不积极 , 也不旗帜

鲜明 "事实证明 , 这样的策略是失败的 "因此新政府

寻求对伊朗的接触政策 "正是通过坚持不懈地直接

向伊朗传达接触的意愿 , 美国解除了其盟国的不信

任 , 从而使得美国同其盟国的对话更加有效 "美国

¹2005年 5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6审议大会无果而终 , 加拿大与会代表谴责某些国家背信弃义 , 伊朗 !埃及 !不结盟国家也表达了不

满"南非 !瑞典等国家要求核武器国家对核裁军做出更明确的承诺 "



还寻求在国际军控机制中解决问题 "为了以身作则 ,

美国重启裁军进程 , 并加大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

支持 , 以此体现美国对国际机制的权威性的认同[0]"

奥巴马政府期望美俄之间的核裁军进程有助于解决

棘手难缠的伊核问题以及类似问题 "

正是在以上背景下 , 经过近一年的谈判 , 美俄终

于在核不扩散大会召开前签署了新的核裁军协议 "

根据新条约 , 俄美双方需全面裁减冷战时期部署的

核弹头与导弹 "与2002年的 5削减战略进攻性武器

条约 6相比, 两国需各自减少 1/3的核弹头数量 , 将

各自的核弹头数量限制在1550枚以下 "同时, 将洲

际弹道导弹发射架 !潜艇发射弹道导弹发射架及配

备核武的重型轰炸机等战略武器运载工具的水平降

低50%以上 , 总数以800为上限lv]"美俄核裁军新协

议的签署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两个核大国在 5不扩散

核武器条约 6框架下推动全球核裁军进程的共同承

诺 , 它对于国际核裁军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

件 , 有利于未来的全球核裁军进程 "

二 !美俄核裁军新协议对中国的影响

美俄核裁军新协议的签署无疑会对中国的周边

战略环境产生积极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 , 中国面临

极为严峻的核威胁态势 "与我国接壤的俄罗斯拥有

的核弹头数量仅次于美国;周边国家中印度 !巴基

斯坦和朝鲜已经拥有核武器;日本 !韩国有开发核

武器的能力与意愿;中亚国家的领土上 , 曾经存放

过核武器 "如果任由核武器继续扩散 , 将不利于中

国的周边战略环境 "因此 , 美俄达成核裁军协议有

利于遏止中国周边核态势进一步恶化 , 有利于推进

中国周边的防扩散活动 "但是另一方面 , 美俄核裁

军也会给中国外交带来一定的挑战 "

(一 )将会压缩中国的外交斡旋空间

小布什政府执政以来在防务领域采取的诸多强

硬举措 , 导致美俄关系紧张以及俄罗斯在国防方面

不断投人 , 美俄双方在核裁军问题上的立场也大幅

倒退 "美俄的做法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不满 , 道德

形象大受损失 "作为惟一向国际社会公开承诺不首

先使用核武器 !无条件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

器区使用核武器的国家 , 近年来随着国力的增长 ,我

国在核不扩散方面的外交斡旋能力不断提高 , 在解

决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 !解决伊核问题的国际斗争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核裁军做出

了重要贡献 , 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美俄核

裁军协议的签署对于美俄双方尤其是美国来说 , 可

以改变在核裁军领域里的被动局面 , 占领核裁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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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制高点 , 并因此挤压中国参与核不扩散问题的

外交斡旋空间 "

(二 )中国面临提前参与核裁军谈判的压力

在决定启动美俄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谈判

的同时 , 奥巴马提出, 未来与俄罗斯签署有关削

减核武器的新条约时 , 也会敦促法国和中国等其

他核国家加人该条约 , 力求把该条约从传统的美

俄两国扩展到所有核大国 "奥巴马的提议反映了

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对于中国核军备的担忧 "

在2010年4月6日, 美国国防部发布的 5核态势评估

报告 6   (NuelearPostureReviewReport, NPR)中 ,

美国称 , 美国和中国的邻国对 /目前中国军事现代

化 (包括在数量和质量上推进其核能力的现代化)

的速度和规模感到忧虑 0" /中国核武库的规模远不

及俄罗斯和美国 , 但中国的核计划在速度 !规模 !战

略和指导方针上缺乏透明度 , 使其未来的战略目的

受到质疑,,18}"

奥巴马的提议得到一些国家的积极响应 "就

在美国宣布与俄罗斯重启核裁军谈判之后 , 日本

外相2009年4月27 日提出n项核裁军主张 , 要求印

度 !巴基斯坦 !中国等国家进行核裁军 , 特别强

调 /中国的战略方向不透明 , 而且还推进核军备现

代化 , 迄今为止不但不削减核武器 , 也没有公开信

息,,[9]"在美国 5核态势评估报告 6发布后 , 日本外相

也在4月7日接受共同社采访时称 , /有必要就中国

的核武器展开日中对话 0, 希望将中国的核政策列为

外长会谈的议题 "他还同时指出 , 迄今为止的对华

外交中 , 围绕核武器的对话 /几乎没有 0"他说:-旧

中外相的见面机会很频繁 , 希望将其列为一项议题 "

这将渐次推动实现中国的核裁军 0"对于中国承诺不

首先使用核武器 !不向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 , 他强

调 , 除了承诺外 , 中国还应拿出切实有效的措施[l0]"

印度也持同样的立场 "针对世界上要求核国家

都采取核裁军行动的呼声 , 印度外交秘书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说 , /对裁军的实际行动 , 印度表示欢迎 ,

但是对于印度来说则需要一定的时间和建立一个具

有法律约束力的世界无核武器的步骤,,l1-}"对此有

专家称 , /印度把中国视为其主要威胁对手 , 发展核

武器和导弹计划部分原因也是针对北京在安全方面

的威胁 0, 在中国没有加入核裁军的前提下 , 印度不

会积极地加人到核裁军队伍中去112}"

俄罗斯也表达了相同立场 , 俄军总参谋长马卡

罗夫大将说:/俄美军事部门一致认为 , 存在这样的

危险性:俄美在削减各自的核潜力 , 而其他国家(美

国的北约盟友 !中国 !印度和巴基斯坦)则在扩大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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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力 "下一阶段必须使所有核大国都参与到限制核

武器的进程中来 ",, l13]美俄核裁军协议的签署以及

上述各方对于中国的期望 , 无疑增加了中国加入核

裁军谈判的压力 "

(三)美俄核裁军协议与中国国防现代化

美俄达成的核裁军协议 , 展示了美俄在核裁

军领域务实合作的态度 , 有助于两国增进战略互

信 , 强化合作共 同应对挑战 "然而, 它对中国国

防现代化的建设也带来一定的挑战 "以 5中导条约 6

(Intermediate-R几  IlgeNuelearForees升eaty,INF)为

例 "1988年6月l日生效的 5中导条约 6是人类历史

上首次就销毁整整一类核武器达成的共识 , 因此意

义非凡 "但是由于这只是美苏之间达成的条约 ,其他

国家并不受条约的约束 "从 5中导条约 6生效以来 ,

美国和前苏联就致力于条约的全球化 "在第62届联

合国大会上 , 俄美发表 5俄美关于消除中短程导弹

条约 6的联合声明 , 呼吁有关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放

弃并最终全部销毁射程在500 !5500千米的陆基弹

道导弹和巡航导弹 , 停止与其有关的项目 "俄罗斯

和美国将与相关国家共同努力 , 使 5中导条约 6全球

化 , 防止此类导弹扩散 , 巩固世界的和平卜4]"美俄

在核裁军领域的合作 , 有可能推动 5中导条约 6全球

化 , 加大中国加人该条约的压力 , 从而对中国的安

全利益带来损害 "

三 !中国的态度和对策

自从美俄两国重启核裁军谈判以来 , 中国政府

就表示积极支持 "中国代表团团长 !外交部军控司

司长成竞业2009年5月4日在联合国就 5不扩散核

武器条约 6审议问题举行的一般性辩论中指出 , 美

国和俄罗斯作为拥有最大核武库的国家对核裁军负

有特殊 !优先责任 , 它们继续大幅削减核武库对推

进核裁军进程 , 并进而最终实现全面 !彻底核裁军

是不可或缺的 "中国欢迎两国启动新的双边核裁军

条约谈判 , 希望两国以可核查 !不可逆转的方式进

一步削减核武库115}"
在美俄两国达成新的核协议之后 , 我国外交部

发言人姜瑜在2010年4月8日举行例行记者会 , 对

美俄的新裁军协议表达了中方的立场: /中方欢迎

美俄谈判达成新的双边核裁军条约 "美俄两国以

可核查 !不可逆的方式进一步大幅削减核武器 , 有

利于为最终实现全面彻底核裁军创造条件 "中国

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 , 愿与国际
社会一道 , 继续为推进国际核裁军进程做出不懈努

力 "0l.612010年4月13 日,在华盛顿举行的核安全峰

会上 , 国家主席胡锦涛再次重申中国的立场 , 表示实

现核能完全和平利用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 "中国一

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 , 坚定奉行自卫

防御的核战略 , 始终J洛守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 , 明确承诺无条件不对无

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

中国坚决反对核武器扩散 , 积极支持加强国际核安

全的努力 , 坚定支持各国平等享有和平利用核能的

权利[-7]"

中国政府还表现出通过国际合作推动核裁军的

积极愿望 "中国裁军大使表示 ,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和有核国家 , 中国有义务有能力积极参

与并推动国际社会核裁军 "其中, 尤其可以考虑积

极参与和推进全球核峰会 , 积极倡议和推动有核国

家多边对话 , 努力推动恢复多边裁军谈判论坛的活

力 , 积极参与制定和实施多边核裁军重大举措 , 推

动和参与联合国内外各类既有核裁军和防扩散机制

的对话和合作115]"在当前的形势下 , 国际合作的重

点应放在三个方面:

1.推动有核国家切实履行核裁军义务 , 承诺

放弃以首先使用核武器为基础的核威慑政策 "尤其

美俄两国应率先进行大幅度核裁军 "国际社会应尽

早就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保证问题缔结国际法律文

书 "核武器国家之间应谈判缔结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条约 "

2.共同推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6早日生效 ,

尽早就禁止生产核武器用裂变材料条约展开谈判 "

有关地区国家在 自行协商 !自愿协议的基础上建立

无核区的努力应得到尊重和支持 "

3.推动国际社会制定一项切实可行的分阶段长

远规划 , 包括缔结 5全面禁止核武器条约 6, 在国际

机构监督下 , 最终实现全面 !彻底核裁军110]"

中国政府的立场对于国际核裁军进程无疑是最

有力的支持 "然而核裁军任重道远 !前途未 卜, 就在

美俄启动裁军谈判进程的同时 , 在2010年预算中 ,

奥巴马政府提出了用于研究和发展SSBN一X核潜艇

的7亿美元预算 , 并打算在2019年开始建造laol"在

核安全峰会期间 , 美国国防部长盖茨与国务卿希拉

里表示 ,美国当年将花50亿美元实现核武器现代化 ,

并表示美国将在遭到生化武器及核武器攻击时使用

这些核武器Izl]"

在美国进行核武器现代化的同时 , 俄罗斯国防

部负责武器装备的副部长波波夫金大将2009 年3月

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声称:/2009一2011年 , 俄罗斯

的国防采购拨款不会削减 , 其中四分之一的资金将



用于战略核力量的现代化升级改造 "0畔}而且尽管

新条约将两国战略核运载工具的数量限制在800件

以下 , 将各自可部署的核弹头限制在1550枚 , 但这

只是两国在履行 /核大国率先裁减 0的责任 , 而保留

下来的核武器仍足以将地球毁灭几十次甚至上百

次 "因此 , 中国还应加强在此问题上的准备 "

首先 , 要坚持并完善中国核裁军和防扩散原则 "

一方面 , 中国要坚持既有的核政策 , 坚持防扩散与
核裁军双管齐下 !协调发展 , 二者相互促进 , 不可偏

废 "坚持核不扩散与和平利用核能相互促进 , 在确

保防止核武器扩散的前提下 , 保障各国和平利用核

能的合法权利 "同时 , 也要杜绝任何国家以和平利

用为借口, 从事核扩散活动;另一方面 , 在美俄签

署核裁军协议的背景下 , 要继续和国际社会一起推

动核裁军进程 , 同时坚持中国加人核裁军谈判的前

提是拥有最大核武库的美俄两国应依照 /可有效核

查 0 ! /不可逆转 0 ! /具有法律约束力 0的方式率先大

幅度 !实质性削减其核武器 , 条件成熟时 , 其他核武

器国家加人多边核裁军谈判!到 "

其次 , 应该掌握裁军领域的主动权 "面对美俄

核裁军协议签署带来的国际压力 , 中国应针对性地

提出自己的核裁军主张 "例如 , 核武器国家应降低

核武器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 , 放弃以首先使用核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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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为基础的核威慑政策 , 切实减少核武器威胁;所

有核武器国家应该明确承诺无条件不对无核武器国

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 并就此达

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核武器国家之间应

该谈判缔结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条约;在外空武器

化和外空军备竞赛方面 , 尽快缔结有关的国际法律

文书;拥有先进常规武器的国家削减并控制常规武

器的出口, 为全面彻底裁军铺平道路 "

再次 , 中国也要加快国防现代化的建设 "中国的

国防安全形势复杂 , 有核国家中就有四个是中国的

邻居 "中国也与多个国家存在领土和领海争端 , 漫

长的海上运输线也存有安全隐患 , 因此我们在保证

经济建设的同时 , 应有加强国防现代化的紧迫意识 ,

以便在迅疾发展的军事变革新时代更有效地保证国

家安全 "

总之 , 2010年4月8日达成的核裁军协议 , 对于

美俄双方来说 , 缓和了美俄关系 , 对于国际社会来

说 , 有利于国际军备控制和核裁军 , 有助于巩固核

不扩散体制 "美俄的核裁军也将对中国产生一定的

影响 , 中国在坚持自己核裁军原则的前提下 , 也应

该积极致力于核裁军进程 , 为早日实现无核世界而

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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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US一        RussiaNuelear Disar mam ent Agreement an d ItsImPac ton China

下产忆魂NG从叼一叼 LIP改一蕊"

    (SehoolofPolitiesandAdministration, LanzhouUniversity, Lanzhou730000,China)

  Abstrac t:TheNuelear Non一            Proliferat ion has bee n threatened in thePastye arsnotonly by theIndian一Pak istan i

 nueleartest,           theNorthKorean nuelearerisisandtheIranian nuelearissuebutajso勿  U.5.andRussian aceumulation

    ofnuelear we aPons.InAPril2009,          U.5.andRussiarestarted thestrategiearrns negotiationsandsignedanew

  agreementonAprils,       2010.ThisagreementwillnotonlypromotetheUS一    Russianuelear disarmam entproeesswhieh

    has stagnated for manyyears,          butalsoexert positiveinflueneeontheNuclear Non-ProliferationRe gime.Thenew

US一          Russiastrategiearms agree ment willdefinitelyhaveimPactonChinatoo.

   Keywo rds:strategiearms agreement;nuelear disarmament;Non一  ProliferationRegime:nuelear weaP ons:USA:Rus-

sia;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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