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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坛

日本为何反对美“不首先使用核武”
清华大学社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胡高辰

    据美媒近日报道，美国拜登政府正
在酝酿推出新的《核姿态评估报告》，并
有可能写入“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核
政策。

不久前，包括美国前防长佩里在内
的多名美国军控专家致信日本首相菅
义伟等日本政要，要求日方支持拜登政
府可能推动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鉴于日方此前
的反对态度，此信一出，引发外界诸多对于拜登政府核
军控政策的猜想。
本期论坛特请专家解读。

    问：日本将对拜登的核政策采
取怎样的立场？

答：在日本看来，美国的核武器

已经成为保卫这些国家既不遭受核
威胁、 又不会遭受非核军事威胁的

保护伞。如果美国奉行“不首先使用
核武器”，日本会担心其核武器的使

用场景将会仅局限于对手国家使用

核武器， 把美国的核武器使用场景
与常规冲突剥离。换句话说，如果日

本面对非核的常规军事威胁， 美国
的核保护伞则基本无效。

战略学界用“稳定-不稳定悖论”

的逻辑来表述这一态势，即：当两个

国家构建核层面的稳定态势后，由于
不再忌惮对手的核武器，常规军事层

面的激进举动会增加，两个国家会陷
入常规层面的不稳定状态。在日本看

来，按照这一逻辑，这放大了地区爆

发常规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西方设想日本面临的所谓常规

军事威胁的主要对象指向中国。基
于上述逻辑， 早年间就有美国学者

在分析中美之间有关构建战略稳定

性的问题时提出反对， 认为这不利

于保障美国和亚太盟友的安全。

但这一观点是完全错误的。美

国等西方学者设想的过程， 实际上
忽略了美国在中美安全互动中所带

来的负面作用， 而只考察了中国一
方的行为、 且考察的还是基于他们

想象的中国的行为。从实际情况看，

美国从历史上一直是亚太地区安全
环境不稳定的始作俑者， 是破坏亚

太地区战略稳定的行为体。近年来，

美国在中国周边不断实施的海空抵

近侦察，抑或打着“航行自由”旗号、

派遣军事力量进入中国周边海域。

实际上，美国是中美两国、以及
亚太地区导致常规层面不稳定的一

方，而美国学者通过设想、把一直在
努力维持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中国

假设为破坏稳定的一方，反而忽略了
美国自身的行为对亚太地区安全稳

定环境的破坏。基于这种设想的种种

批评和担忧，恰恰反映出“稳定-不稳

定悖论”的逻辑错误，也显示出了美
国在安全领域的有失公允的思维。

可以预见， 日本势必会一如既
往地反对美国任何修改核武器使用

场景的政策主张。在日本看来，美国
的核保护伞是日本应对所谓各类军

事威胁的主要保护伞。 但在周边国

家看来， 这却鼓励了日本在安全问
题上愈发肆无忌惮。

日本不应忘记， 其对自身安危
的担忧， 本质上是美国搅动的乱局

带来的消极结果。 美国在西太平洋
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对别国领土主权

的侵犯、 地区事务的干预是导致地
区安全局势紧张的根本原因。

日本等美国盟国真正关切的
应当是如何不被美国的霸权政策

深度捆绑，如何不被美国推到大国
竞争的前沿、充当美国维系霸权利

益的马前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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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沿袭了特

朗普政府对华强硬施压的理念，在行
动上对华“拉打结合”：虽然竭力希望

中方在气候变化、伊核、朝核、缅甸、

阿富汗等地区与全球治理等领域予

以合作，却在中国视作核心利益的台
湾问题上，采取了明显的“说一套做

另一套”的策略。 美国政府最近虽明

确表示不支持“台湾独立”，但在行动
上完全不守诚信，今年以来屡屡突破

其此前承诺过的底线。

美国说一套做一套
在中美建交之时， 美国曾承诺

终止《美台联合防御协定》，从台湾

撤出所有军人。从台湾撤军，是中美

共同划下的关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
一条基线。事实上，美国对此并没有

彻底执行（“美国在台协会”并非外
交机构， 但其在台北设施内始终有

美国现役军人），而现在的美国政府
更是彻底将 “从台湾撤军” 置于脑

后。在中美建交当年，美国国会通过

了《台湾关系法》，试图以国内立法
的形式维持与台湾的关系。近年来，

美国国会更是通过了一系列相关立
法，意图对中国大陆强化威慑。在行

政方面， 拜登政府则在今年 6月至

7月间三次公开派遣军机入台。 美
国主持对华政策运行的高官甚至扬

言：“如有必要， 美国将在台湾问题
上结束其长期奉行的‘战略模糊’政

策，而将其调整为‘战略清晰’。 ”说
白了，就是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可能

不再留有余地， 将明确与中国正面

对抗。

进入本月，美国府院又加大、加
快了联手挺台的步伐。 在“台独”势

力操控台湾大权的背景下， 美国政

府执意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 继续
触碰中美关系的底线。 8月 6日，美

国联邦参议院在只有少数议员在场
的情况下以所谓“一致同意”的方式

审议通过了 “要求美国国务卿制定
战略使台湾重获世界卫生组织观察

员地位”的议案，要求国务卿就其相

关整改方案做出说明。 该议案还规
定在每届世卫大会后， 如果台湾未

能取得观察员身份， 美国国务卿须
向国会说明美在协助台湾的计划上

做出过哪些改变与作为。

联合国是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

组织。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显然
没有资格以国家身份进入联合国。

台湾以非政府组织身份参与世卫组
织活动并非不可， 但前提是它必须

符合联合国的各项相关规定， 其中
就包括接受“九二共识”、承认台湾

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中国的主张，

也是五十年前中国在联合国的朋友

们联合提出并达成的共识。 作为联

合国的一员，美国必须对此尊重，这

是世界主流在台湾问题上的基线，

也是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又一条合

理合法的红线。

妄图遏制中国发展
当前民进党当局既然不接受台

湾是中国一部分， 却又一再试图以

各种名义在联合国闯关， 显然是在
玩政治把戏。 美国政府虽愿意陪着

台湾玩，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美国
真的在乎台湾的观察员地位， 那它

为何不去说服台方遵守“一个中国”

的原则呢？ 美国在乎的并非在此。

在台湾问题上， 拜登政府还在

一路狂奔。白宫已宣布拜登将在 12

月 9日至 10日举行线上虚拟的“民

主峰会”。 虽然受邀名单还没出炉，

但据台媒称美国务卿布林肯曾向众

议院外委会承诺邀请台湾 “与会”。

美国可能邀请一些国家领导人以及

一些不具国家地位实体的人员与
会， 其中不排除非国家地位实体代

表中只有台方人员。无论何种情况，

美国都将在主动提升台湾国际可视
度的同时， 刻意模糊台湾的非国家

行为体的国际法定位。 这依然还是
在触碰中美关系的底线。

说到底，打“台湾牌”、向“台独”

发出错误信息， 其背后的真正意图

是给大陆添堵、意图遏制中国发展。

在未来， 中美关系每年都将因此增
加一个周期性的竞争与对抗点。 在

损害中国利益的同时， 美国也正在
将自己拖进危险的泥潭。

历史表明，美国依仗超级国力、

颐指气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即使

美国曾经对越南出兵 50多万，但在
打了 14年越战后只能灰溜溜地撤

走。 而在 20年的阿富汗战争后，美
国的结局也同样黯淡。那么，美国在

台湾问题上屡屡触碰中方底线，甚
至是它自己曾经与中方共同划下的

底线， 如此冒犯台海两岸整体上绝

大多数人的人心， 其后果难道还会
更好？

    问：拜登政府为何考虑推动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这一核政
策？

答：拜登曾在竞选总统的纲
领中就提到， 如果他顺利当选，

会推动美国政府宣布核武器的
“唯一目的” 是威慑所谓对手国

家的核进攻，如必要则用于对对

手核打击的报复。鉴于“不首先
使用核武器”政策的核心要义是

对手使用核武器时，本国才使用
核武器，拜登的核武器“唯一目

的”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
的观点非常相似。

相较前任特朗普政府强调
核武器在各种场景下的使用，拜

登政府未来或会持续强调淡化
核武器的作用，这与特朗普政府

谋求降低核武器使用门槛、扩大
核武器使用场景有着巨大的不

同。可以说，拜登的核武器“唯一
目的”就是美国版本的“不首先
使用核武器”政策。

就其本身而言，“不首先使用核
武器”政策是积极的核价值观，因为

它正确理解和看待了核武器在国家
安全战略中的相对作用。如果有核国

家都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则逻
辑上意味着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进而也就不会造成核冲突的不可控

后果。这是一种以阻止核战争、减少
核战争风险为目的的核战略。

但是，拜登相关政策的出台仍有
其政治考量。其一，特朗普曾造成美

国在国际军控体系内的 “离群”

和失信，而拜登政府如果未来寄
希望于利用条约规制限制对手、

谋求美国利益，则需要“回群”，

弥补特朗普政府在国际军控格

局中的信任漏洞，就需要拜登政
府做出一些积极的涉核举动，换

取国际社会的好感。

其二，特朗普的涉核举动招
致了国内外战略学界的众多非

议，而拜登团队成员有多位军控
领域的专家。拜登深受美国国内

军控推崇者的青睐，再加上美国
国内政治生态，拜登做出与特朗

普完全不同的、相对积极的涉核
举动，也符合美国国内两党博弈

的常态。

但拜登并不是近年来提及

美国核武器 “不首先使用核武
器”的第一人。 2016年，美国前

总统奥巴马曾在卸任前夕提及
考虑宣布美国版本的 “不首先
使用核武器”政策，只是由于美

国内外多方反对而作罢。 如今拜登

重新提及该观点， 表明拜登的军控
政策会在较大程度上延续其党内前

任奥巴马的思路。但是，拜登所处的
时机和环境与奥巴马不同。 奥巴马

尝试宣布“唯一目的”是在其即将卸
任美国总统之时， 而拜登则还有较

为充裕的时间。 拜登在任期内能否

顶住国内外压力、 协调说服各股力
量， 把民主党人的核政策思路贯彻

落实值得关注。

    

    问： 美国之前为何没有采纳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核政策？

答：不久前，包括美国前任防长

威廉·佩里在内的多名前政府官员、

以及美国科学家联合会多名学者在

内的二十余人公开致信日本首相菅
义伟和日本其他党派党首， 呼吁日

本不要反对拜登的 “不首先使用核

武器”立场。

但是， 这一立场在美国内外都

有巨大的反对力量。 这涉及核战略
的一个重要概念，即核保护伞。核保

护伞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向没有核
武器、 但于自身而言有着重要利益

的国家提供核保护的行为。 美国的
核保护伞政策最有代表性， 它是美

国维持与盟友安全关系的重要基

石。按照美国的核保护政策，在盟友
遭受核打击、 或者即将面临核攻击

的时候， 美国将使用自己的核武器
对给盟友带来威胁的国家进行打击

和报复， 或者威慑试图使用核武器

的国家不去使用核武器。历史上，美
国的核保护伞涵盖了北约、东亚、中

东等主要盟友， 苏联也曾把核威慑
延伸到华约成员国及其他一些社会

主义阵营的国家。

然而， 美国对盟友的核保护伞

在后冷战时代显得尤为不合时宜。

早在小布什政府时期，“9·11”恐怖袭
击后美国就表示将使用任何手段在

内的武力， 打击对美国及其海外驻
军、 盟友发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袭

击的对手。 这其中的大规模杀伤性
武器既包括核武器， 也包括化学武

器和生物武器， 意味着美国核保护
伞的保护范围已经超出了核领域，

扩大到了非核领域。 在特朗普政府
时期， 美国的核政策文件也在实际

上表达了以核武器保卫日韩的态
度， 哪怕日韩面临的威胁并非全然

来自核领域。今年3月日美“2+2”会

晤上， 美国再次重申了对日本的保

护承诺。

这些承诺意味着美国对日韩等
国的核保护伞，已经从用核武器保卫

对手不对盟国使用核武器，变为了用
核武器保卫盟友的绝对安全，延伸核

威慑的范围已经大于核领域。

美国这么做，一方面是针对不同
威胁的全面核保护可以强化盟友国

家对美国的安全依赖，更有利于美国
对盟友国家的“控制”，实现盟友与美

国的安全捆绑。另一方面，美国借应
对各种军事威胁为借口，可以把核保

护伞与其他战略举动挂钩，例如在朝

鲜试射导弹时，美国就派遣了战略武
器装备飞越半岛地区，参与美韩联合

演习，呼应韩国国内希望美国重新在
韩国部署战术核武器的声音。

但美国的类似承诺对东北亚地
区造成严重威胁。 延伸核威慑范围

超出核领域放大了爆发核冲突的风
险。 以此衍生出的萨德反导系统问

题更严重破坏了东北亚的战略互信
与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