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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至30日，北约“坚定正午”年度
核威慑演习在欧洲西北部上空举行，来自14个
北约成员国家的60架军用飞机参演。北约发言人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演习目的是保持北约核威慑
力“安全、可靠和有效”，演习内容包括“在冲

突中可能发生的一系列现实和模拟事件”。
在俄乌冲突的紧张形势下，北约坚持举行核

威慑演习，引发国际社会对北约与俄罗斯进行核
威胁对抗的担忧。专家分析指出，北约借核威慑
演习对俄示强，全球核战争风险或不断上升。

环 球

热 点

国际观察 责编：高 乔 邮箱：guojihwb@126.com

2022年10月25日 星期二

展示对俄强硬姿态

北约发布声明称，此次“坚定正
午”演习的主要部分将在英国北海以
及比利时上空举行，参加演习的北约
空军飞机不会飞入距俄罗斯领土1000
公里以内，演习部队不会动用作战武
器。该演习是一次年度例行性演习，与
第三方国家无关。北约秘书长斯托尔
滕贝格表示，继续加强北约联盟的力
量，将是避免局势升级的最佳策略。

美国“动力”网站报道称，北约成
员国中，只有美国、英国和法国拥有核
武器。根据北约核共享原则，比利时、
德国、意大利和荷兰存放有 B61 核炸
弹，并可供各自的战术喷气式飞机使
用，北约各国的 F-15E、F-35、F-16等
战术飞机可以携带这些核弹头，它们
也是历年“坚定正午”演习的主角。但
今年，首次有来自美国北达科他州迈
诺特空军基地的 B-52 战略轰炸机参
演。美国科学家联合会核信息项目主
任汉斯·克里斯滕森表示，拥有核打
击能力的 B-52 战略轰炸机参加“坚
定正午”演习，美军此举包含的特殊
威慑意味很难被忽视。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
所长崔洪建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
析，面对国际社会的担忧，北约不顾
核战争风险上升的可能性，坚持举行
核演习，其核心原因是：北约认为，
当前形势下，取消年度例行的核威慑
演习意味着对俄罗斯示弱，而北约不
愿对俄罗斯让步。同时，美国借北约
核威慑演习对俄罗斯示强，表现对欧
洲的保护能力。

“通过此次核威慑演习，美国、
北约的欧洲成员国与俄罗斯等相关各
方展现的姿态，为观察各方的下一步
战略举措提供信号。”中共中央党校国
际战略研究院副教授赵柯接受本报记
者采访时分析，北约在俄乌冲突的背
景下，坚持举行年度核威慑演习，这一
行为表明了北约对俄罗斯不妥协的姿
态，在战略上保持与俄罗斯针锋相对
之势。美国首次派出B-52轰炸机参与
演习，主要是向俄罗斯传递信号——
面对俄罗斯的核威慑，美国拥有核反
击能力。同时，美国以此举向欧洲表
明，美国的核保护伞还“罩着”欧洲。俄
罗斯在核威慑方面一直保持较为谨慎
的“战略模糊”姿态，因此，俄罗斯
对北约此次演习的反应也值得关注。

欧洲内部态度不一

面对北约的“强势开演”，俄罗斯
也进行强硬回应。据塔斯社报道，俄
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 10 月
12日表示，俄方正在密切关注北约在
俄罗斯国家边界附近的所有定期军事
演习。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俄
罗斯国家杜马议员莫罗佐夫表示，北
约举行的核威慑演习令世界向核战争
迈进一步，俄罗斯不会对这一演习置
之不理，将加强战备作为回应。

北约核威慑演习也激起一些欧洲
国家民众的反对。据比利时RTBF电
视台报道，比利时反对核武器联盟鉴
于紧张的国际局势，要求当局取消演
习。该联盟发表声明称，在与俄罗
斯关系高度紧张的时期进行这种核
演习是不负责任的。该联盟认为，

如果发生核冲突，比利时境内的此类
演习将使比利时成为潜在目标，特别
考虑到北约总部和欧盟主要机构位于
布鲁塞尔。

据外媒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10
月 12 日公开表示，如果俄罗斯对
乌克兰发动核打击，法国不会使用核
武器进行回应。马克龙这一言论在西
方多国引发争议。北约秘书长斯托尔
滕贝格在 10 月 13 日表示，北约不会
就成员国对如何应对他国使用核武器
的反应发表任何评论。如果俄罗斯对
乌克兰使用任何形式的核武器，都会
产生严重后果。

“北约的欧洲成员国在核威慑演
习中保持配合美国的姿态，但对核演
习的意见并非完全统一。”赵柯分
析，受地缘政治、历史和国家利益等
因素影响，中东欧国家更愿意与美国
捆绑，通过核威慑演习向俄罗斯传递
更强硬信号。西欧传统大国则更希望
将此次演习圈定在年度例行演习的标
准之下，不希望此次演习传递更多升
级冲突的信号。毕竟，俄乌冲突发生
在欧洲“家门口”，欧洲正承受俄乌
冲突带来的巨大冲击，俄乌冲突缓和
更符合当前欧洲的战略诉求。

加剧全球核风险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随着凛
冬到来，战争的风险和代价再次上
升，持续数月的俄乌冲突正走向“不
可知的新阶段”。在不久前的 《不扩
散核武器条约》 第十次审议大会上，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曾警告，“核
风险处于冷战以来的最高点”。

2022 年 1 月，中、俄、美、英、
法 5 个核武器国家领导人同步发表

《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
联合声明》，申明“核战争打不赢也
打不得”。10 月 8 日，俄外交部长拉
夫罗夫发文重申，俄罗斯仍坚持遵守
该声明。根据该声明，必须防止拥核
国家之间爆发任何军事冲突。

然而，国际社会普遍担忧，北约
与俄罗斯在核威慑问题上互不相让，
可能导致全球核风险螺旋式上升。美
国“动力”网站报道称，按照惯例，
俄罗斯“格罗姆”年度核演习将在10
月下旬举行，可能包含试射弹道导弹
和其他战略核力量的大规模演习。北
约和俄罗斯将同时进行各自的核演
习，“这是一个非常动荡的时期”。目
前，俄罗斯官方和主流媒体均未公布

“格罗姆”核演习的消息。
崔洪建分析，到目前为止，俄乌

冲突中一直使用常规武器，北约和俄
罗斯之间的对抗并没有发展成核冲
突。但俄乌冲突以来，北约与俄罗斯
互信水平不断下降，在此情况下双方
加强核威慑，可能使北约与俄罗斯的
关系重回冷战时期美苏之间“核恐怖
平衡”的状态。接下来，北约可能以

“防范俄罗斯核威胁”为由，首先在
综合防空系统的框架下增强反导系统
建设，提升对俄罗斯的核防御能力，
进而加强在欧洲的核武部署。如果美
俄之间的战略稳定谈判不能重启，不
排除双方会逐渐打破此前达成的一些
核规则，包括对核弹头数量的限制、
核武器部署的位置、不在对方领土接
近的范围内进行核军演等。这些规则
如若被动摇，无疑将对地区安全局势
带来非常负面的影响。

近日，美国白宫发布新版 《国家安全战略》 报
告。这份据称受俄乌冲突影响而姗姗来迟的报告，将
中国视作“全球秩序的最大挑战”，扬言美国必须在同
中国的竞争中获胜。一股浓重的霸权味弥漫其中，美
国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与日益强烈的战略焦虑再次暴
露无遗。

翻阅美国新版 《国家安全战略》 报告，不难发
现，换汤不换药，拜登政府在对华战略竞争问题上的
认知并未超越前任政府。而若要从中找出一点所谓的

“新意”，那就是美国政府更加露骨地将矛头对准中
国，不加掩饰地把中国定义为所谓“头号竞争对手”。

路透社引述美国前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的观
点称，“与中国竞争 （的内容） 充斥在每一章节”，“如
今的战略已经很明显转变成压倒性地强调与中国竞
争”。有分析认为，在新版 《国家安全战略》 报告中，
拜登政府将其一直以来的对华政策“系统化”：加大国
内投资以提高经济和技术竞争力，更多地依赖美国的
联盟网络限制中国。

拜登政府自上台以来，始终不遗余力地渲染大国
竞争。在意识形态领域攻击污蔑中国，在科技领域限
制中国发展，利用金融工具施压中国企业，加紧组建
围堵中国的“反华小圈子”……种种行径，万变不离
其宗，根本目的是在各领域与中国展开竞争，全方位
遏制中国，从而维护其全球霸主地位。这种咄咄逼人
的竞争态势背后，是美国一家独霸的强权逻辑，凸显
出美国对华竞争的强烈焦虑感。

真如美国某些政客所言，中国强大会给美国乃至
世界带来威胁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事实表明，新
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没有主动挑起过任何一场战争和
冲突，没有侵占过别国一寸土地。中国坚持和平发展
理念，积极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坚定维护国际秩序，
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
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和热点问题的斡旋
者，以实际行动为维护世界和平注入强大动力，不断
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丹尼尔·拉塞尔在谈及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时指出，报告声称要建立最广泛的国家联盟以应对全
球挑战，但如果没有中国合作，这将很难做到。然
而，美国某些政客自顾自地陷入“受中国迫害”的妄
想症中，疯狂臆测所谓“中国威胁”，无端炒作所谓

“中国挑战”，不断将双边关系向竞争推移。
值得注意的是，新版 《国家安全战略》 报告在把

中国定义为“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的同时，又肯定
“和平共存”的可能性，希望美国能以和平方式赢得对
华战略竞争。然而，明眼人都能看清，美国所谓“和
平共存”，就是持续推进对华“脱钩”、断供、加税，
就是不断加大对华军事围堵，就是不厌其烦挑动其他
国家和地区与中国对抗。

中美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维护
世界和平与稳定、促进经济繁荣与发展肩负重大责
任。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两伤。美国若想真正保持自身的全球竞争
力，就应收起早已过时的冷战思维，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
赢的原则，与中方相向而行，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这
才是利人利己的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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