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合作战规划专家在思考美国面临的

未来威胁时，必须考虑多种情况。

对手的武器库中有许多选择，包括改良的末

端制导弹道导弹、网空作战能力，以及太空

相关武器系统。而美国，经过长达 13 年的平

叛作战，已经忽视了对我军构成持久威胁的

核武器。正如各种文献和威慑专题讨论会所

强调，现在已经到了必须严肃讨论和思考敌

人动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以及我方规划如何在

限制性环境中开展作战的时候了。因此，国

防部必须教育规划核作战的有关人员，重新

编写核作战准则，提高意识，确保联合部队

做好应对未来挑战的准备。

战略背景

如今，在美军有关如何应对明天战争的

描述中，“网空作战”是个“时髦”词。但网

空作战只代表我们在 2025 年可能面对的场景

中潜在敌人对多个作战领域发挥影响的一部

分。根据《全球趋势 2025》报告，“未来 20 

年间使用核武器的风险尽管非常低，但是很

可能高于当今的风险水平”。1 敌人既然有使

用这些武器的可能性，我联合部队就要认真

备战，确保打赢。正如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在《联合作战顶层概念》中所言 ：“全球经济

中先进技术的扩散，意味着中量级军队和非

国家行为者现在可以获得曾由超级大国独占

的武器。”2 当今世界包括七个公开的核国家，

一个隐秘的核国家（以色列），以及至少三个

有志拥核的国家（伊朗、朝鲜和叙利亚），核

现象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全球化。3 奥巴马

总统在 2009 年布拉格演讲中承认 ：“全球核

大战的威胁已经减弱，但是核攻击的风险却

在增加。”4 这些条件形成未来核世界的基准

线，并产生了一个自然的假设 ：发展中国家

不会遵守《核不扩散条约》。

扎卡里·戴维斯（Zachary Davis）将此

现象称作“战略储存”，意思是，那些能构成

军事（或经济）优势的技术暂时保持在未开

发状态，等待安全需求驱动这些技术武器化

的时机来临。5 例如，在伦敦《泰晤士报》

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沙特一位高级官员称：“目

前没有寻求单边军事核项目的意图，但是如

果伊朗人发展自己的核能力，这种态势会立

即改变……伊朗拥核而沙特无核，从政治上

讲，这完全不能接受。”6 许多国家现在感觉

到，随时开发这些储存技术符合其最高利益。

美国军队一直享有的核优势在未来可能减

弱。技术的扩散、超级大国减少战略核武器

储备的趋势，以及多国行动者相互威慑的复

杂性，促使许多国家寻求核能力。《全球趋势

2030》重申了多极世界的威胁，并指出，遏

制朝鲜和伊朗核野心的努力，将决定《核不

扩散条约》的未来。7 与之平行，这些行动

还将确定美军联合作战参谋班子如何策划核

能力及如何编写核作战准则。战略规划专家

需要准确预见未来，并调整我们的核能力，

以应对美国可能面临的新现威胁。

历史借鉴

美国的核能力源于 70 多年的智力和作

战应用开发。在冷战高峰时期，美国科学家

和联合作战规划专家同时进行武器开发和武

器应用之效应的作战艺术开发。审视对手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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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制造的复杂环境，我们认识到，美军

必须重振核作战意识，以威慑那些核武器追

求者，并且重新编制核环境中的作战准则。

《二十一世纪核威慑》一书或许是对这种现象

的最佳研究之一，该书的作者泰雷兹·德尔

佩奇（Thérèse Delpech）指出 ：“只要核武器

存在，即使数量很少，威慑是应对核武器的

最安全做法。此原则理论上比较容易接受，

而实践起来则比较难。在冷战时期是这样，

今天似乎更加如此。”8

“理论”和“实践”这两个词汇与“概念”

和“准备”相对应。如何做好准备在未来冲

突中实施威慑，途径很多。更重要的是，无

论计划如何周密，我们不能假设危机中的每

一项行动都不出所料。用德尔佩奇的话说：“一

个战略海盗时代可能正在展开，在这里，海

盗是指蔑视法规和欺瞒诈骗者横行无忌。”（粗

体强调来自原文）9 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没

有做好准备，不足以应对核追求者的增多和

这些国家的核作战准则不透明甚至根本没有

核作战准则的现实。能否保持有效的威慑，

难度在于如何应用作战艺术发挥威慑效应。

对作战艺术的理解，如许多中级军官教

育课程中所描述，起源于作战准则。然而大

多数情况下，作战规划专家看不到核武器的

现行作战准则。首先，核武器的使用是由总

统控制的。自苏联解体以来，美国一直处于

重新界定核武器作战政策的状态中。冷战时

期的核战争准则来自国家战略指南，其原则

精神贯穿体现于联合作战和军种作战出版

物。现在，国防部已经有了如何运用核武器

的国家战略指南，但还没有制定出相应的作

战指导准则，因此我们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

联合出版物 JP 3-12《联合核作战准则》作为

纲领性的联合作战指导文件，为核作战提供

了框架。此文件初版于 1995 年 12 月 15 日，

但在 2006 年作废。修订版的发布日期至今尚

未确定。或许更值得关注的是，陆军相应的

出版物，战地手册 100-30《核作战》公布于 

1996 年，目前仍作为现役战地文件保留 ；而

引领陆军编制战地手册和指导陆军作战规划

专家的战略指导文件，不复存在已 17 年有

余。这种出版期久远的出版物和联合作战规

划文件的缺失，是我们的军官队伍核战争艺

术和技能不断下跌的原因之一。

军官们必须了解核武器的效应。美军长

达十三年的平叛作战，美国国家核政策的改

变，加上新技术的兴起，损耗了我们的核作

战概念，削弱了我们的危险意识，使我们对

美军面临的国际核武器威胁不太在意。展望

未来冲突，我们必须知道对手可能及如何使

用核武器，了解我们的作战部队必须克服哪

些核作战效应。

作战考量

目前，大多数年轻一代的军事规划人员

已不熟悉核武器的威胁。在 1980 年代长大的

人，很容易联想到核武器的毁灭性，那个时

代的电影描述了核武器的巨大威力，里根总

统的“战略防御计划”推动了军队以新的军

事战略取代同归于尽战略。然而，在“后 X 代”

军界，军官们对美国“冷战”遗产的经验非

常有限，眼下的军事作战只关注于如何开展

平叛和民心战，而常常忽视全频谱军事行动

的更多内容。

虽然核战争处在作战频谱的最右端，我

们必须了解如果敌人使用核武器会发生什

么。核武器的性质，决定了一枚核弹引爆后，

其所产生的效应要比常规炸弹强大得多。大

规模爆炸加大规模杀伤，核爆炸要比常规爆

炸的威力高出数百万倍。如《核物质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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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当前的作战准则没有准确反映典型地

面核爆炸所产生的效应。10 

我们在查阅核作战效应时有必要注意，

除了指导生化核放射及高能炸药等的部队作

战保护的文件或章节之外，联合作战准则中

还有哪些地方谈及了核作战。核作战概念在

JP 3-0《联合作战》中出现过一次，在 JP 5-0

《联合作战规划》中出现过两次。在总共超过 

468 页的两部文件中，此概念只占不足区区

一页。11

这些文件中不讨论核作战环境中的核作

战效应，暴露出我们缺乏与拥核对手对抗所

需的作战策划和部队运筹的作战艺术。联合

出版物对武器运用和策划着墨不多，没有为

联合作战规划专家提供如何对抗拥核敌人的

指导框架。虽然是否使用核武器由总统定夺，

联合作战规划专家必须做好准备，引导我军

在未来战略背景下的抗衡环境中打赢拥核对

手，尤其要注意以下几点 ：

1. 敌人的核武器、甚至其首先使用核武

器的可信威胁，都将对整个军事行动范围产

生影响。美国国家领导人需要在此种背景下

考虑未来作战行动的战略目标和预期的终局。

2. 敌人可能会考虑凭借有限的核打击，

即借助核弹的速度、生存能力（渗透能力），

以及对部署的美军关键目标实施核打击（即

针对部署部队的弹道导弹攻击）而可能增加

成功几率的侥幸，来获得快速战术胜利。

a. 快速攻击可能导致美国决策周期延误。

b. 可能需要导弹防御能力来应对威胁。

3. 敌人使用高空爆炸核武器可能降低美

国的指挥控制能力。

4. 作战规划专家应审查使用密集编队的

风险。敌人使用核武器以及核武器的后续效

应，对美国密集型作战编队和前方固定作战

基地形成较高风险。

5. 在对拥核敌人作战的环境中，目标选

择是控制冲突升级的一个关键考虑因素。对

联合作战一体化优先目标列表中的每一个目

标，需要做仔细的目标分析，包括其对威慑

的影响。作战规划专家们应做好思想准备，

应估计到高层领导在战略危机中为保持稳定，

可能不批准对大型目标的打击。

把核效应和对拥核对手作战的机动艺术

纳入思考，为我们增强作战效果提供了一个

途径。在未来的冲突中，我们不能假定新兴

对手将把作战行动控制在核武器门槛之下 ；

相反，我们必须通过控制冲突升级和抑制升

级来管理冲突。在未来作战准则的编写中如

能包括这些观点，如能就这些话题开展理性

讨论，将为联合作战参谋专家们提供正确信

息，为联合部队作战提供更好的指导。

结语

联合作战规划专家在思考美国面临的威

胁时，需要考虑多种情形。对手的武器库中

有多样武器选择，包括改良的弹道导弹、网

空作战能力、太空相关武器系统，以及核武

器等。各种讨论表明，敌人有可能使用这些

武器，我们不可再拖，必须严肃对待，认真

讨论，制定出在核环境中作战的计划。这种

形势还要求国防部对相关人员加强核作战意

识教育，重新制定核作战准则，以确保联合

部队做好准备，应对未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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