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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当前学者们对中国核战略的争论焦点在于, 没有任何一种现有

核战略定义能够完全涵盖中国核政策的特点。本文认为, 正确理解中国核战

略,需要摆脱现有核战略理论概念体系的束缚。只有从中国核战略产生和发展

的具体时代背景中寻找线索, 才能认识到, 中国核战略经历了从反核威慑战略

到最低核威慑战略的巨大转变, 而中国长期大规模备战核战争遗留下来的物质

遗产和思想基础,仍然对中国核战略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力。中国学者应从中国

核战略实践出发, 参与构建主流话语体系,为核战略学科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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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关于中国核战略的争论由来已久。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属于最低

核威慑战略,其主要依据是中国核武库的规模较小。但是,中国核武库规模大

小是否符合最低核威慑战略所要求的/ 造成不可承受损失0标准,国内外学者

莫衷一是。同时,即便这一派学者也承认, 中国核政策的一些独特做法, 如无

条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不把核武器作为最后手段、以及在受到核打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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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进行核报复的运行模式等, 不能用最低核威慑战略的定义完全解释。¹

还有学者认为中国是有限核威慑战略, 这种观点认为,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

强和军事学术讨论的公开化, 中国将更为注重/分级0威慑,即对不同规模和程

度的军事威胁作出不同反应的能力,从而转向有限核威慑战略,而这意味着中

国将发展更大规模、更多类型的、包括战术核武器在内的核武器,并有可能修

改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和后发制人的核运行模式。º 但这种理论显然更加

脱离现实。要将核武器作为战争逐步升级的砝码, 有限核威慑战略所需要的

核武库规模是极为庞大的,而为实行这种战略, 中国必然需要大幅度修改现有

的战略部队使命与任务,但迄今为止,并没有迹象表明发生了这种变化。此外,

其提出观点的依据是中国军方学者发表的一些论文,而这些论文仅仅代表了一

些军方学者的学术观点,不能认定为中国官方的政策宣示。

近年来又有学者提出中国奉行反核威压战略。这种新的观点将核威压

定义为通过建立或者显示核武力, 使得其他国家产生畏惧感, 从而迫使其他国

家在安全争执中屈服退让的做法,包括核威慑和核驱使。而反核威压战略思

想认定主要核威胁为核威压而不是核进攻, 其逻辑基础是信奉核禁忌, 因此,

才有了中国长期以来极为克制地发展核武库并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等

一系列传统最低核威慑理论所不能解释的做法。» 但是, 这种观点的缺陷在

于,虽然反核威压理论可以解释包括中国的无条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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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核武器作为最后手段以及中国核力量的规模特征和核武器运行战略等特

点,但却难以解释中国曾长期大规模备战核战争的历史事实。另一方面,核禁

忌是在一段历史时期中, 由于各方的努力而形成的一种现象, 是在核威慑与反

对核威慑的反复斗争中形成的一种平衡。国际上始终存在着将核武器投入实

战的声音。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 核武器与常规武器的界限更加模糊,也为核

禁忌增加了新的不稳定因素。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将核禁忌作为自身核战略

的逻辑基础,都是极其危险的, 因此, 很难相信一个国家的军事领导层会在关

乎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问题上做出如此轻率的决策。

综上所述,以往学者们的研究,都过于拘泥于现有西方核战略理论概念体

系,而且主要是一些/横向0的研究, 而没有进行/纵向0的剖析,没有从中国核

战略所产生、发展的具体历史情境中寻找线索, 没有考虑到中国核战略随环境

和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历程。本文认为, 由于中国曾遭到严重、持续的核威

胁,因此中国早期采取了反核威慑战略,直到 1985年之后, 由于对国际形势判

断的根本性转变,中国才转而奉行最低核威慑战略。而在反核威慑战略时期,

为备战大规模核战争所采取的各种措施所遗留下来的物质遗产和思想基础,

仍对中国核战略思想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力,并成为中国核战略特殊性的真正

来源。

反核威慑战略思想

依据一位中国学者的定义, 核战略思想回答了核武器的作用以及如何利

用核武器的作用的问题, 而核战略则决定了本国核武器发展的主要目的及基

本要求。¹ /反核威慑战略0则反其道而行之。/反核威慑战略0思想认为,核武

器的威慑力,主要来自于其巨大的杀伤力所可能造成的巨大损失。在奉行/核

威慑0战略的国家进行/核威慑0时, /核威慑0方一旦发现/ 威慑0失效, 只有两

个选择:第一, 承认威慑失败,接受现实;第二, 为证明自身威慑的可信性,将核

打击付诸实施。反核威慑战略思想从被威慑方的角度出发,认为,被威慑方在

受到核威慑时不屈服,就需要实行/反核威慑0战略, 使得核威慑方不能实现其

战略目的。实现反核威慑战略的途径有四种:一是发动世界舆论,建立并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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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禁忌;二是通过发展自身的核武库来增加对方遭受核报复的可能性,从而慑

止其核威胁;三是通过加强防御措施来减少核打击对自身的威胁,从而使得对

方的核打击难以造成不可承受的损失; 四是在反核威慑失效的情况下,赢得核

战争胜利。反核威慑战略与反核威压战略之间的区别在于, 前者以核威胁可

能被付诸实施为基本前提和出发点,而后者则以核禁忌的存在为前提。相应

的,前者十分重视防御核打击, 而后者则满足于小型核武库的存在, 对核武器

的生存能力和突防能力并不十分敏感。反核威慑战略与最低核威慑战略的区

别在于,前者重视非核因素甚至非军事因素的作用, 而后者则更为重视核武库

本身的作用。反核威慑战略已经超越了通常意义上的核战略的范畴, 而这正

是从西方核战略理论体系出发难以理解中国核战略种种独特表现的根源。

中国早期的反核威慑战略

核武器甫一面世,中共领导人就注意到这种武器的巨大杀伤力及由此带

来的深刻影响。从那时起,毛泽东等领导人就对核武器、核战争进行了长期的

思考,形成了独特的核战争观。

早在 1946年 8 月, 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安娜 #路易斯 #斯特朗采访

时,首次提出了原子弹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 /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

的一只纸老虎, 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 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

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 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0¹然而, /纸

老虎0论既不意味着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认为核武器无足轻重,更不意味着他

们认为核武器不会被真正用于战争。相反,毛泽东一方面在哲学的高度上运

用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强调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 因为武器是由人来掌握的;

另一方面,依据一贯地/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0的思想, 毛泽东等

中国领导人对核武器的杀伤力有着清醒地认识。但是,毛泽东军事思想认为,

/我们中国,,地方很大,人口分散, 工业分散, 武器物资也可以分散, 原子弹

碰到这样的国家,就不会有什么作用0。º

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以及中国当时的国情, 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为

)123)

¹

º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5毛泽东外交文选6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年

版,第 60~ 61页。

温济泽:5关于原子弹的问答6 ,载5人民日报61950年 11月 5日。



 t 当代亚太  

新中国制定了人民战争的战争指导思想, 确立了积极防御的基本战略指导思

想。1955年 4月,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中国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

御,决不先发制人。1956年 3月, 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国防部长彭德怀在

5关于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6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为了有效地

防止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 保卫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在未来反侵略

战争中,应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1957 年 7 月, 彭德怀在国防委员会第

三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确立和怎样实行这一战略方

针的问题。¹ 在此后的五十多年中, 虽然在具体战略指导上曾经经过几次调

整,但/积极防御0作为核心内容始终保持下来, 也成为中国应对核威胁、备战

核战争的基本指导思想。

新中国曾经屡次遭到来自美国和苏联的真实而严重的核威胁。从 20 世

纪 50年代初到 60年代, 美国政府在朝鲜战争、印度支那战争、两次台海危机

及中国进行第一次核爆炸试验的前后,都对中国发出过明确的核威胁。º 在六

十、七十年代中苏关系紧张时期,苏联政府也屡次对中国发出核威胁。»

为反对核威胁,中国尽最大努力争取国际舆论支持,积极支持并参与了世

界性禁止核武器运动。早在 1950年, 中国就为了支持建立禁止使用核武器的

国际规范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和平签名运动。作为中国官方舆论权威的5人民

日报6,仅 1950年就刊登了 644 篇为和平签名运动宣传造势的文章。经过国

内的大力动员, 签名的中国民众达 21 2亿人,可谓轰轰烈烈。此后, 中国继续

充分利用一切对外渠道, 表达政府反对使用原子弹的坚定立场,呼吁禁止使用

原子弹。¼

不仅如此, 中国早在朝鲜战争结束不久,就开始全力研制核武器。经过广

大科研人员的艰苦努力, 继 1964 年 10月 16 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

后, 1966年 10月 27日,首次导弹核武器试射成功, 中国有了可以用于实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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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武器; 1967年, 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从 1967年 5月至 1978年, 中国的

核潜艇、中近程导弹、中程导弹、中远程导弹、洲际导弹相继完成试验, 中国战

略武器步入世界先进国家行列。

由于中国在六十、七十年代面对的是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装备大量先进核

武器的超级大国,中国当时的领导人并没有过高估计自身核武库的反威慑能

力。1964年 10 月 22日,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中批示: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

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¹ 这场/全国大备

战0一直持续到 1985年才正式结束,对新中国的国防建设、国民经济结构和布

局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长达 21年的全国性大备战行动中,所有战备措施

都以应对美国和苏联的核威胁为主要背景展开。这些措施主要包括加快核武

器研制步伐,加强对/三北0(东北、华北、西北)地区的设防, 进行大、小三线工

程建设等。

大备战的严肃性可以从大、小三线建设的规模略窥一斑:所谓/三线0的范

围,即由沿海、边疆地区向内地收缩划分三道线。一线指位于沿海和边疆的前

线地区;三线指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西部省区及山

西、河南、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省区的后方地区, 共 13个省区;二线指介于

一、三线之间的中间地带。其中川、贵、云和陕、甘、宁、青俗称为大三线, 一、二

线的腹地俗称小三线。根据当时中央军委文件, 从地理环境上划分的三线地

区是:甘肃乌鞘岭以东、京广铁路以西、山西雁门关以南、广东韶关以北。º 在

1964年至 1980年长达 16年、横贯三个五年计划的三线建设中,国家投入人力

高峰时达 400多万,建起了 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

总投资达 2050亿元人民币,占同期基本建设基金的 431 4%。»

1969年中国共产党/九大0时, 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战争到来的可能性

作了更为紧迫的估计,在/九大0的政治报告上, 写上了/准备同苏联美国早打、

大打、打核战争0的内容。备战不仅成为九大的议题, 而且成为之后各项工作

的指导方针。从这时起, 全国开始大规模修建防空洞等防空设施。¼ 人民防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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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东林:51964年三线建设决策前后的中央分歧6,冷战中国网。ht tp: / / w ww1 coldwarchina. com/

z gyj/ w hdgm/ 0009661 html

5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简编6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7年版,第 144、222页。

杨贵华:5准备/ 早打、大打、打核战争0的历史回顾 ) ) ) 全国大备战始末6 ,第 5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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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的规模不亚于/三线0建设,广泛性超过了任何一项工程。据 1970年底的

统计,全国 75个大、中城市已挖防空工事 1625万平方米, 平均可掩蔽市区人

口的 60%。¹ 1974年召开全国人防领导小组座谈会后, 全国重点城镇都把城

市人防工程纳入建设规划,开始或扩大人防工程建设, 这项挖洞工程一直延续

到 80年代初期。

备战核战争的目的, 一方面是防止遭到敌人的核突袭, 另一方面, 也是为

了在遭到敌人核打击之后能够打赢核战争。为此, 中国也作了充分的实战准

备。在大备战时期, 中国所面对的主要对手是苏军, 而苏军拥有大量的先进武

器装备,还有大量战略、战术核武器,制空权不会在中国军队手中,地面力量和

目标也很容易被苏军的强大火力摧毁。当时的人民战争指导思想, 要求首先

躲过入侵苏军的/三板斧0,即核武器突袭、空炮火力突袭、大规模坦克突击, 保

存力量,存储物资,实行/诱敌深入0,展开人民战争。

为此,在 20世纪六十、七十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广泛开展了以/打坦克、

打飞机、打空降;防原子、防化学、防生物武器0为内容的军事训练课目, 简称

/三打三防0。其中, /三打0的重点是打坦克, /三防0训练的重点是防原子。º

从 1969年起, 5解放军报6曾专门开设了一个/加强战备0栏目; 从 1972 年起,

5解放军报6中明显增加了对战术训练的报道; 1975 年 12 月的5解放军报6中,

增加了/学军事0栏目。此后, 直至 80 年代初, 5解放军报6在/学军事0这个栏

目中针对/在原子条件下0如何作战进行了大量的讨论。这些讨论的预设对手

显然是大量配备了战术核武器的苏军, 讨论的内容具体到/如何在原子条件下

集中兵力0、/如何封闭原子突破口0等战术问题, 可见军方对核战争包括战术

核战争准备的认真程度。»

同时,中国政府利用各种媒体, 开展了一系列的群众性宣传教育活动, 广

为传播关于原子弹的知识及防御方法。例如, 5原子弹是可以防御的6以小册

子的形式一版再版。不仅城乡干部群众、民兵组织都有组织地学习了相关知

识,甚至对中学生也开展了广泛地原子弹知识普及教育。

在核武器的研制上, 中国也十分强调其实战性。依据近年来公开的资料,

中国在研制核武器决策过程中, 核试验有着验证中国导弹核武器实战性能的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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º

»

李可、郝生章:5/ 文化大革命0中的人民解放军6 ,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9年版,第 253页。

杨贵华:5准备/ 早打、大打、打核战争0的历史回顾 ) ) ) 全国大备战始末6 ,第 270页。

单福贵:5原子突破口6 ,载5解放军报61983年 4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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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目的。¹ 1966年 10月 27日, 中国进行了首次/两弹结合0试验:这次试验

将核弹头与弹道导弹结合起来, 在中国国土上进行飞行试验。试验由巴丹吉

林沙漠发射核导弹, 弹着区设在罗布泊。虽然所有核武器国家都必然经过实

战化这个研制阶段, 但是把核弹头装在导弹上在自己国土上进行飞行试验, 这

在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 迄今为止这也是全世界唯一的此类试验。中国当时

的领导人、决策者和科学技术人员都十分清楚这次试验的巨大风险性。在试

验之前, 1966年 2月,国防科委邀请有关单位负责人就试验方案进行了讨论。

钱学森等专家对在中国本土进行/热试验0的成功率,估计在百分之九十。而

主持会议的聂荣臻认为: /有百分之九十把握,我们就可以下决心了。0 º敢于果

断作出这种决策,唯有在国家领导层强烈担心中国遭受到核打击、决心尽快确

保核武器具有自卫作战能力的基础上, 才可以理解和解释。

中国不仅以实战为目的推进核武器研制工作, 也曾在受到接近实战的考

验时,命令核力量进入临战状态。1969年 10月,中苏关系已经降到冰点,在两

国商定于 1969年 10月 20日进行的边界谈判开始之前,中方怀疑苏联可能利

用苏联谈判代表团的飞机重演 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一幕, 因此林彪于

1969年 10月 18日发布了/一号令0, 命令全军紧急进入战备状态, 其中, 特别

指出: /二炮部队也要做好发射准备。0»事实上,这些指示在传达中发生了一些

变动,为了防止部队思想震动, 一号令中没有包括对二炮的命令,而是另外专

门向第二炮兵发布了/二号令0,命令其做好发射准备。¼ 这是中国战略导弹部

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进入核战争的临战状态。据近年来媒体披露,第二炮

兵在接到命令后,确实做好了作战准备。½

虽然中国官方从未详细论述早期的中国核战略思想, 但我们可以从上述

史实中得出两个结论: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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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继超:5东方巨响 ) ) ) 中国核武器试验纪实6 ,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299~

301页。

同前引,第 300~ 301页。

苏采青:5关于林彪的/ 一号令06 ,载张化、苏采青主编:5回首文革: 中国十年/ 文革0分析与反
思6,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0年版,转引自新浪网。ht tp: / / book1 sina1 com1 cn/ nzt / his tory/ h is/ huishou2

w enge/ 581 shtml

苏采青:5关于林彪的/ 一号令06。

任无追:5二炮成立 40周年回顾,外媒称具备精确打击能力6 ,载5世界军事画刊62006 年第 8

期,转引自新浪网。ht tp: / / jcz s1 new s1 sina1 com1 cn / p/ 2006- 09- 01/ 07323944081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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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中国早期奉行的核战略完全符合/反核威慑战略0的基本特征,而不

属于任何一种类型的核威慑战略。依据基辛格总结的威慑三要素(即实力、意

志、有效的信息传递) , ¹威慑所追求的不是秘密性, 而是要让对方清楚了解自

身的实力,以及一旦威慑失败后实施核打击的意志, 因此, 奉行威慑战略的一

方就会在准备使用核武器之前明确告诉对方, 而不是秘而不宣。但从/ 一号

令0的历史事实可见,中国当时部署核武器是非常秘密的, 不但没有让敌方知

道中国调动了核力量,甚至在我军内部也要保守秘密, 以避免部队思想震动。

这显然是为了在反核威慑失效情况下进行防御性实战的目的, 而不是为了

威慑。

第二,当时的核武器运用模式是受到核打击后立即反击。下达命令是在

1969年 10月 18日晚,而预计苏联代表团抵达的时间则是 1969年 10月 20日。

如果苏联像突袭捷克斯洛伐克一样对中国发动突袭,那么就会是在苏联代表团

飞机降落北京机场之时, 里应外合,同步对中国发起全面战争。在这样的情况

下,我们可以设想,苏联知道中国有核武器,并且早就计划过要用外科手术式的

打击消灭中国核力量, 那么, 苏联必然会在第一波打击中对中国首先使用核武

器,而且首批目标中就应当有中国的核基地。第二炮兵当时的核武器都使用液

体火箭发动机,发射准备时间长,导弹发射阵地也还在建设之中, º核力量生存

能力也较弱,如果不早做准备, 就只有束手待毙。因此, 本文认为,为应对苏联

的核突击,当时中国采取尽早还击的做法也是合乎逻辑的。

1985年之后的最低核威慑战略

在 70年代后期,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发生了极大变化, 美国和苏联构成

的军事威胁逐渐淡去,中国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作出了/和平与发展0是当

代世界主要问题的论断, 相应地, 中国国防建设指导思想也于 1985年发生了

战略性转变,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0,转变到和平时期经济建设的轨道。在

这个时期,中国战略核力量的发展取得长足进展, 第二炮兵部队于 1984年进

)128)

¹

º

H enry Kis singer, N uc lear Weap ons and F or eign Pol icy , Doubleday, 1958, pp1 962971

1969年毛泽东批准的5全国设防工程调整规划6中指出,第二炮兵应抓紧对永久和机动阵地展

开勘察,工程建设主要是进行试点,取得经验,暂时不要更多铺开。参见李可、郝生章: 5/ 文化大革命0

中的人民解放军6 ,第 253页。可见,直至 1969年,第二炮兵的阵地仍未开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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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日常战备值班序列,中国初步建成了小而全的战略核力量。

虽然中国长期以来不愿使用核威慑这个说法, 但是事实上, 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逐步确立了核威慑战略。¹ 1986年 9月,邓小平宣布: /今天中国有实

力来保卫祖国了, 一旦受到外国的核袭击, 我们能对该国作出核反击。0 º同

期,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第一次提及威慑: /战略武器, 威慑力量, 吓唬点人, 决

不能先打就是, 但我有了就可以起作用。0»这种逻辑已经十分符合最低核威慑

战略的基础:相信只要有很小的核力量就足以慑止核打击和全面常规进攻。¼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 2009年1月 20日发表的52008年中国的国防6白

皮书指出: /第二炮兵是中央军委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部队,是中国实施战略威

慑的核心力量,主要担负遏制他国对中国使用核武器、遂行核反击和常规导弹精

确打击任务。第二炮兵遵守国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贯彻自卫防御核战略,

严格执行中央军委命令, 以保证国家免受外来核攻击为基本使命。0½这已经是

对威慑战略的明确认可。

在强大外敌所构成的严峻安全威胁消失之后, 中国在核武器的发展方面

强调维持最低限度核反击能力的需要。正如 1984年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所

指出的: /核武器我们还要发展一点,但怎么发展也是有限的。,,从长远看,

中国拥有核武器只是象征性的, ,如果中国在这方面花的力量太多, 也会制

约自己。0¾这十分符合最低核威慑战略的定义。当然, 正如学者们所公认的,

中国当前的核威慑战略的某些特点,如无条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受到打

击后再反击的核力量运行模式、不将核武器作为最后手段等, 是通常的最低核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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¾

参见朱明权等:5威慑与稳定 ) ) ) 中美核关系6 ,第 134~ 146页。笔者不同意朱明权等认为中

国早在尚未拥有核武器时就确立核威慑的思想并宣布核威慑政策的观点, 但是对于改革开放后核威慑

的提法在中国得到认可的过程,该书提供了详尽描述。

任无追:5二炮成立 40周年回顾,外媒称具备精确打击能力6。

武天富主编:5国际核战略思潮6 ,第 207页, 转引自朱明权等:5威慑与稳定 ) ) ) 中美核关系6 ,

第 137页。

Rajesh M1 Basrur, Minimum De ter renc e and I nd ia. s N uc lear Se curi ty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Law rence Freeman, T he Evolution of N uclear St rat eg y , St1 Mart in. s Press, 1983; cited

in Muth ia Alagappa, ed1 , T he L on g Shad ow : Nu clear Weap ons and S ecur ity in 21 Century A sia,

pp1 89290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52008年中国的国防6 , 2009 年 1月 20日,中央政府门户

网站。ht tp: / / w ww1 gov1 cn / zw gk/ 2009- 01/ 20/ content_12102241 htm

武天富主编:5国际核战略思潮6 ,第 207页, 转引自朱明权等:5威慑与稳定 ) ) ) 中美核关系6 ,

第 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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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慑战略定义所不能完全涵盖的。这是因为:

首先,核威慑理论本身的许多概念都在争议之中, 各国对于核威慑所需要

的核力量规模, 并没有达成共识。公开宣称实行最低核威慑的国家, 对最低的

规模定义都是不同的,而这些定义都受到本国国情和所认知的战略局势的极

大影响。例如, 英国奉行的最低核威慑战略, 认为不需要陆基和空基核力量,

只要四艘战略导弹核潜艇,每艘配备 16枚三叉戟 D25型潜射弹道导弹就达到

生存力和威慑力的要求。印度也宣称是最低核威慑战略, 但其所需要的核武

器数量,据分析在数百枚。而所谓的麦克纳马拉标准, 更是以美国和苏联核对

抗为蓝本所做的计算,达到这种程度的毁伤效果,所需要的核武器规模相当惊

人。因此, 完全没有必要机械地套用某些西方学者推算的数字来质疑中国的

核战略。

其次,随着战略形势的变化, 即便同一个国家, 实现最低核威慑所需要的

核力量规模,也不是不变的标准。例如,由于中美可能因台湾问题发生冲突,

随着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发展, 中国就有必要重新考虑自身核武库的组成与

规模。

再次,更为重要的是,理解中国核战略的特殊之处, 应当充分考虑到以往

的历史。中国出于防御和生存目的曾长期准备大规模全面核战争, 因此为实

战作了许多准备,这些特殊经历遗留下来的物质财产和精神传统仍然存在, 并

对中国当前乃至以后的核战略延伸产生极大影响, 从而形成了中国核战略的

独特之处。

早期反核威慑战略对当前中国的

最低核威慑战略的巨大影响

  由于中国在积极备战、执行反核威慑战略期间, 与人民解放军建军以后所

有战争一样,相对于对手仍然处于军事力量的绝对劣势,因此,在战争准备上

极其重视防御。毛泽东军事思想强调通过人民战争来取得核战争的胜利, 而

进行人民战争的必要前提是战争的正义性, 能够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因此, 中国的核战略也必然是防御性的。只有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的正义的、

防御性的核战争,才能获得广大人民发自内心的支持, 才能在最为惨烈的战争

中坚持到取得胜利。而咄咄逼人地挥舞着核大棒的/进攻型核战略0, 只会受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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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中国乃至世界人民的唾弃, 并且最终受到战争规律、核战争规律的惩罚。因

此,中国没有必要、也没有愿望去按照美国和前苏联模式发展从西方哲学观念

派生出来的/相互确保摧毁0型的庞大核武库。这也是中国的核力量规模特

征、无条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和后发制人的核力量运行模式的思想基础。

同时,中国在长时间的大规模备战过程中, 进行了许多国防工程的建设。

在战略转变之后,那些永久性的工程,例如全国各大中城市的防空洞, 虽然很

多已经转为平战结合、军民两用, 但其具有的防御核打击功能并没有消失, 因

而仍然发挥着增强中国承受核打击能力的作用。这就是/ 大备战0时期留下来

的有形物质遗产。在核力量建设方面,十分值得一提的是/长城工程0。据5解

放军报6报道,建设/长城工程0是中共中央于 1979 年做出的决策, 至 1995 年

夏, /长城工程0经数万解放军官兵十六年浴血奋战终于竣工,一批批不同型

号、不同样式的,能打、能防、能储存、能指挥、能生活的战略导弹阵地, 出现在

中国大地上。¹ /长城工程0,可以称为中国式的/导弹防御0系统,其主要目的

是保持中国核力量在经受核打击之后, 仍能生存下来并遂行核反击的能力。

对于最低核威慑战略而言, /长城工程0的存在, 极大增强了中国核威慑能力,

减少了对单纯增加核武库的需求。同样由于/长城工程0的作用,即便在实行

无条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的情况下, 中国依然有信心在遭到核打击之后

进行有效核反击,而对进行反击的具体时间选择并不那么敏感。依据官方媒体

的报道,中国战略导弹部队进行的战术演习和训练方案显示,中国战略导弹部队

可以在遭到核打击十分钟后进行核反击, 也可以在全封闭的坑道中生存数天乃

至一个月之后才进行核反击。º

至于中国为何不把核武器作为现代战争的最后手段, 我们可以从粟裕大

将的一段讲话中得到启示: /如果敌人大规模向我们进攻, 我们最困难的将是

头一两个星期。,,如果我们能够挡住头一两个星期、半个月、一个月, 那我

们就可以逐步地争取把战局稳住。0 »这段话是 1980 年说的,当时,粟裕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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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敌人就是苏联。在承认中国在武器装备方面处于劣势, 而且相当落后的前

提下,中国军事家们仍然表现出对中国常规军力的极大信心。这是建立在反

侵略战争的正义性基础上的,同时也是对中国广大的地域、多变的地形、庞大

的人口、强大的陆军等因素进行了冷静分析的结果。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以毛

泽东为首的新中国早期领导人对于全面核战争尚且不惧怕, 又怎么会认为常

规武装的入侵之敌就需要中国使用最后手段? 在中国战略环境大大改善的今

天,中国常规军事力量建设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中国自然有充分的信心取得

常规反侵略战争的胜利, 而不必考虑动用核武器。

结  论

在国际政治格局风云变幻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核战略经历了从反核威慑

战略到最低核威慑战略的巨大历史转变,然而, 在大规模备战时期遗留下来的

物质财产和思想基础,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继承与发扬。这既是中国核

战略独有的战略性遗产, 也是中国对世界核战略理论的极大丰富和发展。中

国学者应当从中国的实践出发,在核战略理论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在此基础上

参与构建主流话语体系, 为学科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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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debate on China. s nuclear st rategy centers on

character izing the country. s nuclear policy and its features vis2�2vis established

model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in order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China. s nuclear

st rateg y, one needs to first ex tricate oneself f rom the shackles o f existing

system ic theo ries of nuclear strategy. Current ef fo rts to locate China. s

nuclear posture w ithin larg ely Wester nized theories of nuclear st rateg y have

resulted in the lack of more in2depth understanding of China. s special case.

China. s turn f rom its previous ant i2nuclear deterrence st rategy to it s current
limited deterrence st rateg y can only be appreciated w hen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historical contex ts during w hich these strategies w ere formulated. In par2

t icular, the material and philosophical legacies bo rne out of of China. s long2
time nuclear w ar readiness st ill have enormous bearing s on China. s nucl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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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 aminat ion of China. s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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