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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日前访问菲

律宾时与菲律宾总统马科斯达成共

识，决定首次适用日本 月创设的

友军支援框架“政府安全保障能力

强化支援”（   ），向菲律宾军方提

供海岸监视雷达。

基于国家安保战略
   是基于日本政府    年

  月敲定的外交和安保长期指针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而创设的机

制。日本政府在    年度预算中，

投入了  亿日元，把菲律宾、马来

西亚、孟加拉国和斐济作为第一梯

队实施候选国。

按照日本的说法，   隶属于

“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通过向拥

有“共同价值观”的“同志国”军队或

武装力量无偿提供军事装备并帮助

对方完善相关基础设施，支持受援

国提高军事能力及安保水平。其中

的关键，就是拥有“共同价值观”的

“同志国”，即奉行所谓西式民主的

国家。

同时，日本视中国为地缘政治

竞争对手，甚至有舆论毫不掩饰地

评论称，   有望成为日本发动周

边国家构筑遏华制华“蓝色防线”的

“利器”。

具体而言，日本希望通过加强

对“域内大国”的战略制衡能力，借

助“同志国”之手，加强在东海、南海

甚至台海周边的安保能力，以共同

牵制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影响力。

或将加大援助力度
为何日本在四个候选国中选择

菲律宾作为   框架下的“处女

秀”？这是因为菲律宾占据了三个

“唯一”：

第一，在地缘政治上，菲律宾是

第一梯队四国中“唯一”与中国存在

岛礁与海域现实争端，同时又是处

于南海枢纽位置的国家。考虑到菲

律宾海军实力相对孱弱，岸田政府

就更希望借助   提升本国军工

产品的知名度，以直接促进日本军

工产业大幅增长，进一步带动经济

复苏。

第二，在中国台湾问题上，菲

律宾也是四国中“唯一”在国家安全

政策文件中将台海问题明确列为

“严重关切问题”的国家。 月   

日，菲律宾出台新国家安全政策文

件，强调寻求加强与盟友合作，并将

台海冲突风险视为重大关切问题。

第三，菲律宾是“唯一”在地理

位置上能够同时影响南海和台海问

题的国家。在吕宋岛北部，面对与

台湾相连的巴士海峡，菲律宾又通

过租借上边的岛屿作为美军基地来

制约中国。因此，日本此举也带有

利用菲律宾制约中国、配合美军的

意味。

综上所述，三个“唯一”使日本

在适用支援框架   首秀时，选择

菲律宾作为第一梯队受援国的领头

羊。可以预见，未来日本还会加大

力度，开展更大范围的   援助。

深
海评 警惕日本“   首秀”选择菲律宾的背后图谋
王杉 外交学院博士生

周永生 外交学院国际关

系研究所教授

问：俄罗斯此举对国际社会可
能产生什么影响？
答：虽然俄罗斯此次撤销批准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是形式大

于实质，但仍然是全球核军控与防

扩散面临的新挫折。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于

    年在联合国大会获得通过，并

于当年 月  日开放签署，是国际

核军控体系的重要支柱。俄罗斯

于    年批准条约，但由于未得

到包括美国在内的部分国家批准，

条约一直未能生效。

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所说，《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对国

际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是无核武

器世界的基本要素。古特雷斯认

为，自《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获得

通过以来，俄罗斯一直是推动条约

生效的“领导者”，“这一趋势的逆

转令人担忧”。

俄罗斯撤销批准《全面禁止核

试验条约》的目的是显示国力，威

慑对手，但可能很难达到目的。美

国是否进行流体动力学的核实验

（有利于未来的小型核武器研制），

与俄罗斯是否撤销批准《全面禁止

核试验条约》没有必然联系。俄罗

斯不撤销批准条约，美国要研制；

俄罗斯撤销批准条约，美国更有

“理由”研制。美国深知，俄罗斯此

举就是为了显示它不高兴，但再不

高兴也不会在目前局势下率先退

出《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并恢复

核武器试验。

俄罗斯撤销批准《全面禁止核

试验条约》却又不退出条约，会让

一众并没有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

约》却又发展了核武器的国家产生

新的思考：既然合法的核武器国家

已经拥有了那么多数量的先进核

武器还会感到不安全，那么无论数

量或是质量都还远远不如俄罗斯

与美国核武库的国家会更感到安

全吗？这样的想法无疑极不利于

全球核军控与防扩散。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谈到核

军控时曾表示，应降低核武器在国

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以有意义的

实际行动减少核风险，以负责任的

态度维护全球与地区的和平与安

全战略稳定。

美俄消极互动，虽有前因后

果，但恶果相传，危害彼此。笔者

相信，美俄都有许多有识之士，知

道只有通过彼此对话，各自放下芥

蒂，相互宽容对方，调整利益分配，

才是人间唯一正道。期待美俄走

出对抗误区，为彼此、地区与全球

带来更多安全与发展。

俄撤销批准禁核试条约影响几何？
复旦大学教授 沈丁立

11月2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已
签署一项法律，决定俄罗斯即日起撤销
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批准。在
此之前，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和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已分别
批准关于撤销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
约》的法案。

国际社会对现有国际安全体系的
稳定表示忧虑。俄罗斯此举能否实现它所宣称的倒逼
美国履行对维护国际核军控与防扩散制度的承诺？会
否刺激美俄进入进一步的核竞赛与核对峙，并给当前的
全球地缘政治带来新的动荡？本期论坛特请专家分析。

问：俄罗斯为何撤销对《全面禁
止核试验条约》的批准？
答：在莫斯科看来，它过去所参

加的多项国际军控与裁军条约都是

基于三条原则：一是符合当时的国

家安全利益；二是与参加协议的其

他各方达成了各自权利与义务的平

衡；三是对地区和全球的和平与稳

定有利。而如果上述原则受到了破

坏，它自然应该根据新出现的情况

对本国的条约义务作出相应调整。

如今俄罗斯所看到的新情况

是：美国近年来不断加快核武器系

统的研发和测试。就以最近一个月

来说，  月  日，美国国防部在内

华达州核试验场进行了一次近似于

核试验的高爆试验；  月  日，美

国国防部宣布它正在研制新型的

B  -  核弹；进入  月后，美国还

发射了未搭载核弹头的“民兵    

型”洲际弹道导弹。

尽管美国上述活动均非核武器

试验本身，但无疑都与核试验高度

相关，因而也就违反了美国作为《全

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缔约国所承担

的义务，即通过全面禁止核武器试

验，来限制核武器的使用或扩散，增

进人类和平。

此外，冷战结束后华约已解散，

而美国所领导的北约非但没有相应

解散，反而持续向东扩张，势力范围

不断迫近俄罗斯，客观地对俄罗斯

产生了日益增加的压力。

即便北约自称是一个防御性的

军事组织，但它无休止的区域扩张，

在能力上对俄罗斯构成了实际威

胁。虽然美国曾经在各种场合或明

或暗地向俄罗斯表示过北约将不会

继续扩张，但事实并非如此。俄罗

斯就此也曾经无数次寻求与美国和

北约开展对话，但迄今完全没有取

得成效。

总体而言，俄罗斯西部的外部

安全环境在冷战结束以来已经严重

恶化，而在美国作为《全面禁止核武

器试验条约》缔约国无意履行协议

义务的情况下，俄罗斯认为自己单

方面继续履约已经显得不合时宜。

此时决定撤销对《全面禁止核

武器试验条约》的批准，克里姆林宫

要向外界发出一个信息：安全是共

同的，安全义务是相互的，责任和义

务是平衡的。作为当今世界的核武

器超级大国之一，俄罗斯不能在自

身安全受到损害的情况下，继续承

兑它先前所接受的义务。正如俄罗

斯总统网站发布的说明性材料所强

调，俄罗斯制定法律撤销批准《全面

禁止核试验条约》，旨在恢复核军控

领域各方义务平等。

问：美国对此如何反应？
答：美国对俄罗斯撤销批准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反应，可

以概括为三个方面：自辩、慎言与

窃喜。

自辩。美国强调俄罗斯撤销

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并不

占理，所谓美国率先不遵守对《全

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义务纯属子

虚乌有。美国开发与完善核武器，

目前已经完全不需要进行物理性

的核武器试验，而只需要借助美国

在历史上进行过的    多次核武

器试验所获得的大数据，通过在技

术上并不违反《全面禁止核试验条

约》的流体核实验（不是核武器试

验）进行。

美国认为，美国发射未搭载核

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是试验导

弹，不是试验核武器。尽管与核武

器系统相关，但这样的导弹，也可

以用来搭载常规导弹，因此不能说

试验导弹就是试验核武器。而且，

俄罗斯近年来也多次发射过能够

搭载核弹头的战略运载工具。

慎言。近年来随着美俄关系

恶化，俄罗斯已宣布暂停履行《新

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并退出《开放

天空条约》，美国也已宣布退出曾

与俄罗斯达成的《中导条约》。随

着俄乌冲突升级，美俄彼此对改善

双边关系都已不抱太大希望。因

此，俄罗斯宣布撤销对《禁止核试

验条约》的批准，并不太出乎美国

意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普京

的决定表示“深感担忧”，也算中规

中矩之反应。

窃喜。美国真正暗暗庆幸的

是，俄罗斯这次只是撤销批准《全

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而不是直截

了当退出条约。众所周知，任何国

家都有权力不加入任何国际法，即

使加入，也有权力根据国内法对所

加入的国际法不予批准。但是任

何国家在加入某一国际法后，即使

它没有批准该法律，相关国际行为

仍然必须按照已经批准的方式来

表现。因此，俄罗斯这次只是在形

式上撤销了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

约》的批准，但在实际行为上它仍

然必须继续遵守条约，不得进行核

武器试验。这也是普京总统及俄

罗斯高层在撤销批准条约后所作

的表态。

俄罗斯如此与美国斗而不破，

基于现实考虑。俄罗斯现有核武

库的    多件核武器，可能超过

了美俄以外所有有核武器国家核

武的总和，足以威慑整个世界。目

前俄罗斯并未面临外力入侵或种

族灭亡的威胁，因此也不需要通过

试验核武器来增加对他国的威

慑。如果俄罗斯通过退出《全面禁

止核试验条约》以重获核试验的合

法权利，那么不仅将给美国恢复核

武器试验以借口，而且也将刺激其

他有核武器国家打开核试验大门，

这对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利益而言

并不有利。

沈丁立

俄罗斯想要恢复
与美国义务平等

2
为国家利益考虑
美俄间斗而不破

3
核军控面临挫折
应走出对抗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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