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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俄罗斯对美国的战略威慑基于核威慑与非核威慑ꎬ 而俄新研

制的系列高超声速武器实现了对美反导系统的突防ꎬ 在与美博弈中形成非对称优

势ꎮ 本文结合俄系列高超声速武器的技术特点ꎬ 探究俄高超声速武器作为新型战

略博弈工具开展与美大国博弈的影响、 发展趋势ꎬ 在此基础上ꎬ 发现俄发展高超

声速武器具有三重动因: 历史形成的 “不安全感”、 美国部署全球导弹防御体系

以及美国追求核军控体系主导权ꎮ 综合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 俄高超声速武器的

技术特性与突出的战略威慑潜力使其成为俄美激烈竞争中的非对称优势ꎻ 俄美围

绕高超声速武器的军备竞赛将是俄未来重塑对美战略稳定关系的重点ꎻ 俄将高超

声速武器作为与美战略博弈的新方式之一ꎻ 俄高超声速武器促进战略攻防体系的

升级与再造ꎻ 俄在实战中有效发挥了高超声速武器的战略威慑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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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ꎬ 俄罗斯开始对乌克兰进行 “特别军事行动”ꎬ 旨在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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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乌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ꎬ 消除俄直接面临的国家安全威胁与挑战”①ꎮ 此前ꎬ
为配合此次军事行动ꎬ 俄军在 ２ 月 １９ 日进行了战略核演习ꎬ 高超声速导弹首次

成为其进行战略威慑力量演习的一部分ꎮ 俄罗斯在这一特殊时间节点启用高超声

速武器的战略意图是什么ꎬ 高超声速武器在俄国家安全战略中扮演着何种角色?
俄罗斯加强战略威慑力量建设始于 ２００１ 年ꎬ 当时美国宣布退出反导条约ꎬ

俄美战略平衡被打破ꎮ 俄罗斯开始将增强战略威慑力量作为其军事力量建设的重

要目标ꎬ 一度被搁置的高超声速导弹研制计划被重新提上日程ꎮ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ꎬ 普

京在发表国情咨文时宣布俄已拥有能够突破美国所有现役导弹防御系统的高超声

速武器ꎬ 引发国际社会震动ꎮ 此后数年间ꎬ 俄迅速列装并有限部署了高超声速导

弹ꎬ 致力于增强俄地区影响力ꎬ 并主动提出将高超声速导弹列入俄美军控谈判范

畴ꎬ 成功推动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的续签ꎮ 随着俄美战略竞争的展开ꎬ 军

事力量在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中的 “基石” 地位愈发突出ꎮ 俄罗斯利用其高超

声速武器的技术优势进行了一系列战略运筹ꎬ 高超声速武器成为俄与美战略博弈

的新手段ꎬ 并在实战运用中有效发挥了战略威慑作用ꎮ
对于俄罗斯而言ꎬ 高超声速武器的研制与应用是俄与美战略博弈的重要一

环ꎮ 美国官方机构及相关学者对俄高超声速武器的研发进展与战略影响的研究较

为全面ꎮ 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 发布了关于高超声速

武器的系列报告②ꎬ 梳理了俄高超声速武器的研发项目、 进展及其对战略稳定与

军备控制的影响ꎮ 此外ꎬ 还有报告对美俄签署的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及其

对高超声速武器发展的可能影响进行了评估③ꎮ 美 «国家利益» 杂志长期跟踪关

注俄高超声速武器的研发进展ꎬ 并发表系列文章ꎬ 分析了俄高超声速武器的技术

性能及其对俄美战略竞争的影响④ꎮ 此外ꎬ 联合国于 ２０１９ 年发布了关于高超声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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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的研究报告①ꎬ 该报告对美俄印等国的高超声速武器研究进展进行了总结ꎬ
并重点分析了国际军控体系针对该武器需要采取的应对措施ꎮ 相比之下ꎬ 中国国

内从战略视角对俄美高超声速武器的研究成果较少ꎮ 易鑫磊比较了美俄高超声速

武器的发展态势并分析了高超声速武器的战略效用ꎬ 指出俄更注重增强高超声速

武器的战略威慑效果ꎬ 而美国主要将高超声速武器用于执行战术任务ꎬ 认为高超

声速武器将改变战略威慑模式ꎬ 冲击全球安全态势②ꎮ 北京海鹰情报研究所则从

技术角度分析了高超声速武器对未来战争的影响③ꎮ
总体而言ꎬ 由于俄高超声速武器于 ２０１８ 年正式公开ꎬ 其实际战略部署与实战

应用实例不多ꎬ 加之俄对其高超声速武器的技术细节披露较少ꎬ 外界仅能从该武器

外观、 演习结果以及实际部署情况推测其战略效用及其战略意图ꎬ 因此对俄高超声

速武器的深入研究与系统研究成果较少ꎮ 本文以俄官方文件、 领导人及官员讲话、
俄官方媒体报道、 美国对俄高超声速武器的研究成果等作为依据ꎬ 结合俄美关于高

超声速武器的战略博弈进程ꎬ 探讨俄发展高超声速武器的动因ꎬ 分析该武器在俄美

战略竞争过程中所发挥的战略威慑作用以及对俄美未来战略博弈的影响ꎮ

一　 俄罗斯发展高超声速武器的动因

俄罗斯重点发展高超声速武器是俄当代军事技术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大决策ꎬ
其背后有复杂的动因ꎮ 在直接动因层面ꎬ 冷战结束后俄对美造成的安全威胁程度不

断加深ꎬ 俄意识到不能坐以待毙ꎬ 必须与美长期展开战略博弈ꎮ 在具体安全议题上

俄美逐渐滋生出互疑ꎬ 敌视甚至对抗ꎬ 表现之一是激烈的军事技术竞争ꎮ 保持俄美

战略平衡的目标要求俄必须突破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ꎬ 并补充战略威慑力量ꎮ

(一) 俄战略文化: “不安全感” 促使以强硬手段维护国家安全

“安全” 是一个复杂的概念ꎬ 兼具主观性与客观性ꎬ 表现在两个方面: 真正

威胁的存在以及意识到威胁的存在④ꎮ 在客观层面上ꎬ 一国面临的安全环境是其

进行安全决策的重要依据ꎻ 而在主观层面上ꎬ 国家决策者对安全环境的主观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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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ꎬ 尤其是对安全威胁的感知ꎬ 是安全决策形成过程中的关键影响因素ꎮ 俄罗斯

的地理环境与历史传统是其对安全威胁认知的最初来源ꎮ
一方面ꎬ 俄罗斯崛起于广阔的东欧平原ꎬ 平坦无垠、 无险可守的地形导致其

频繁遭到外族袭扰ꎮ 复杂多变的安全环境促使俄罗斯保持对安全威胁的敏感ꎬ 其

具体反映为俄在处理安全议题时存在的 “不安全感”ꎬ 这种 “不安全感” 后来也

成为风险评估与安全决策的重要依据ꎮ 在沙皇俄国时期ꎬ 国家的生存与国土的完

整始终是俄进行安全决策的最优先考虑①ꎬ 这一战略传统延续至今ꎮ 在对安全威

胁的主观认知方面ꎬ “不安全感” 构成了俄战略文化的感性内核ꎮ 另一方面ꎬ 东

欧平原的辽阔空间也催生了俄罗斯进行扩张与征服的政治抱负②ꎬ 促使俄长期以

来特别注重通过军事—政治手段保障国家安全ꎬ 增强自身安全感ꎮ 自摆脱蒙古统

治成为独立的政治单元后ꎬ 沙皇俄国便将领土扩张作为一种战略防御手段③ꎮ 纵

观俄罗斯历史ꎬ 无论是通过在战争中取胜抑或通过武力进行威慑ꎬ 还是采取强制行

为ꎬ 军事—政治手段的成功运用始终是其拓展领土空间和实现原始积累的重要

方式ꎮ
随着核武器的出现ꎬ 人们普遍认识到 “核战争与彻底毁灭基本同义”④ꎬ 人

类战争首次具备了从 “有限战争” 升级为 “无限战争” 的可能性ꎬ 大国之间的

战争只能在垂直升级 (使用核武器) 受到政治限制的情况下才能持久⑤ꎮ 冷战时

期ꎬ 苏联同样注重采用军事—政治手段维护国家安全利益ꎬ 集中表现在与美国展

开核军控谈判ꎮ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ꎬ 美苏开启分阶段削减战略武器会谈ꎮ 美苏于 １９７９ 年

签署的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条约ꎬ 标志两国建立以 “限制” 方式进行核

军控的基本框架ꎮ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ꎬ 改变一味扩充核武库的核军备竞赛方式ꎬ
提出了 “足够防御” 原则ꎬ 强调军备应保持合理的足够程度ꎬ 强调非进攻性防

御⑥ꎮ 美苏随后达成中导条约以及关于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等多项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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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译ꎬ 三联书店 １９７８ 年版ꎬ 第 ３０ 页ꎮ
Ｂｒｏｄｉｅꎬ Ｂｅｒｎａｒｄ ( ｅｄ)ꎬ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Ｓ Ｄｕｎｎꎬ Ａｒｎｏｌｄ Ｗｏｌｆｅｒｓ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Ｗｅａｐｏｎ Ａｔｏｍ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ａｒｃｏｕｒｔꎬ Ｂｒａ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ꎬ １９４６ꎬ ｐ １８
Ａｎｄｒｅｗ Ｆ Ｋｒｅｐｉｎｅｖｉｃｈ Ｊｒꎬ Ｐｒｏｔｒａｃｔｅｄ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 Ｗａｒ 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ꎬ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Ａ Ｎｅｗ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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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广程: «苏联高层决策 ７０ 年» (第 ５ 分册)ꎬ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ꎬ 第 ６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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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或协议ꎬ 美苏核裁军由此从 “限制” 阶段进入 “削减” 与 “销毁” 阶段ꎮ
对俄罗斯而言ꎬ 冷战时期达成的美苏核军控条约始终是国际安全体系的基

石①ꎬ 构成了美苏战略稳定秩序的基础ꎮ 但对美国而言ꎬ 美苏战略平衡在冷战结

束后就已丧失ꎬ 在美国追求构建单极世界格局、 巩固霸权的情况下ꎬ 继续遵守限

制核战略武器条约并非美国的必选项ꎮ 苏联解体之后ꎬ 美国逐渐抛弃冷战时期美

苏关于核武器发展的政治默契ꎬ 逐步打破美俄核军控条约的限制ꎮ 俄美战略稳定

的失序对俄罗斯构成重大安全威胁ꎬ 加剧了俄罗斯长久以来的 “不安全感”ꎬ 原

先在二战取胜后苏联抱有的 “已拥有绝对安全”② 的幻想在半个多世纪后全然破

灭ꎮ 与此同时ꎬ 苏联时期保障核安全的谈判成果逐渐丧失ꎬ 促使俄必须 “以实力

求安全”ꎬ 寻求通过军事—政治手段捍卫国家安全利益ꎮ

(二) 美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加剧俄对现实安全风险的认知

苏联解体后ꎬ 美国历届政府逐步推进导弹防御系统建设计划ꎮ 基于技术与战

略层面的研判ꎬ 俄认定美导弹防御系统对其构成实质性安全威胁ꎬ 因此美导弹防

御系统成为俄美关于安全议题的关键分歧点ꎬ 导致俄美关系不断走向对立ꎬ 促使

俄寻求具有针对性的反制措施ꎮ
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经过历届美国政府的发展ꎬ 由倡议逐渐发展为国家安全战

略的重点内容ꎮ 早在 １９８３ 年ꎬ 时任美国总统里根提出 “战略防御倡议”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ꎬ ＳＤＩ)ꎬ 即设想建立导弹防御系统ꎬ 通过使用太空技

术保护美国免受核攻击ꎮ １９９３ 年ꎬ 克林顿政府将 “战略防御倡议” 升级为 “弹
道导弹防御计划”ꎬ 在战区和国土两个层面实施导弹防御ꎮ 小布什担任总统后ꎬ
将导弹防御系统的部署由区域范围拓展至全球范围ꎮ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ꎬ 小布什总统要

求美战略司令部着手制定 “快速全球打击” (Ｐｒｏｍｐｔ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ｒｉｋｅꎬ 简称 ＰＧＳ) 计

划ꎬ 以增强美国的全球打击能力ꎮ 此外ꎬ 美国于 ２００８ 年与波兰和捷克签署协议ꎬ
计划在波兰和捷克分别部署 “爱国者” 防空导弹系统ꎬ 并建立反导雷达预警基

地ꎮ 俄罗斯认为ꎬ 美国在欧洲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行为对俄战略威慑力量构成了

重大威胁ꎬ 且美国的 “快速全球打击” 计划将在不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削弱俄

６４

①

②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ꎬ １ марта ２０１８ г ｈｔｔｐ: / /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 ｅｖｅｎｔｓ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ｎｅｗｓ / ５６９５７

Ｖｏｊｔｅｃｈ Ｍａｓｔｎｙꎬ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ａｎｄ Ｓｏｖｉｅｔ Ｉ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Ｔｈｅ Ｓｔａｌｉｎ Ｙｅａｒｓ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６ꎬ ｐ ２３



大国博弈背景下的美俄战略威慑与影响　

进攻与防御战略威慑力量ꎬ 抵消俄军事能力①ꎮ
奥巴马政府继续推进在欧洲部署导弹防御系统ꎬ 提出 “欧洲分阶段适应性导

弹防御” 计划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ｈａｓｅｄ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ꎬ ＥＰＡＡ)ꎮ 根据该计划ꎬ 美国

将部署 ＡＮ / ＴＰＹ －２ 弹道导弹防御雷达ꎬ 弹道导弹防御指挥控制、 作战管理和通

信系统以及 “宙斯盾” 弹道导弹防御系统ꎬ 部署地点从土耳其、 德国、 西班牙

逐渐扩大至罗马尼亚和波兰②ꎮ 美国声明 “欧洲分阶段适应性导弹防御” 计划的

目的是保护美国及其北约盟友免受来自朝鲜、 伊朗和叙利亚的攻击ꎬ 但基于技术

分析ꎬ 俄指出美国导弹防御系统有能力拦截包括俄罗斯、 中国、 朝鲜以及伊朗等

多国的导弹③ꎬ 在俄看来ꎬ 由于伊朗在短期内并不具备远程导弹攻击能力ꎬ 美国

导弹防御系统的真正目标是俄罗斯④ꎮ 此外ꎬ 由于 “宙斯盾” 系统适用于 “战
斧” 巡航导弹ꎬ ＭＫ －１４ 发射系统经过改造能够发射 “战斧” 巡航导弹ꎬ 俄罗斯

洲际弹道导弹完全有可能成为美国的打击对象⑤ꎬ 因此俄罗斯认为 “宙斯盾” 系

统本质上具有进攻性目的⑥ꎬ 将对俄罗斯构成安全威胁ꎮ 在此背景下ꎬ ２０１４ 年俄

罗斯颁布的军事学说将美国、 北约列为主要安全威胁ꎬ 明确指出美国全球导弹防

御系统的建立和部署破坏了全球稳定秩序与力量平衡⑦ꎮ
特朗普执政时期ꎬ 美国导弹防御系统进入多方位部署阶段ꎬ 俄美战略竞争态

势加速凸显ꎮ 为加大对俄军事优势ꎬ 特朗普政府进一步调整美国导弹防御战略ꎮ
在威胁对象上ꎬ 美国提出其导弹防御战略应对的威胁不再仅来自弹道导弹ꎬ 还包

括先进巡航导弹与高超声速武器的威胁⑧ꎬ 随着大国竞争时代的重启ꎬ 美国将导

弹防御系统的完善部署作为巩固对俄战略优势的重要举措ꎬ 俄罗斯的战略威慑能

７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Ｋ Ｂａｒｔｌｅｓꎬ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Ｔｈｒｅａｔ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ａｌｌｉｓｔｉｃ Ｍｉｓｓｉｌｅ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ｌａｖｉｃ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２０１７ꎬ Ｖｏｌ ３０ꎬ Ｎｏ ２ꎬ ｐｐ ５５ － ７４

Ｋａｒｅｎ Ｋａｙａꎬ “ＮＡＴＯ Ｍｉｓｓｉｌｅ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ｉｅｗ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 Ｌｉｎｅ”ꎬ Ｊｏｉｎｔ Ｆｏｒ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 ｉｓｓｕｅ ７１ꎬ
４ｔｈ ｑｕａｒｔｅｒ ２０１３ꎬ ｐｐ ８４ － ８９

Ｇｒｅｇ Ｔｈｉｅｌｍａｎｎꎬ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ｉｓｓｉｌｅ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Ａ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Ｃｈｅｃｋ”ꎬ Ｍａｙ ２１ꎬ ２００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ｒｍｓ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ｒｇ / ｓｙｓｔｅｍ / ｆｉｌｅｓ / ＴＡＢ＿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ＭｉｓｓｉｌｅＤｅｆｅｎｓｅ ｐｄｆ

Ｋａｒｅｎ Ｋａｙａꎬ “ＮＡＴＯ Ｍｉｓｓｉｌｅ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ｉｅｗ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 Ｌｉｎｅ”ꎬ Ｊｏｉｎｔ Ｆｏｒ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 ｉｓｓｕｅ ７１ꎬ
４ｔｈ ｑｕａｒｔｅｒ ２０１３ꎬ ｐｐ ８４ － ８９

Ｉｂｉｄ
Ольга Божьеваꎬ Эксперт указал выход из ядерного спора России и США о ракетах: Необходимо

восстановить контрольную комиссию по договору РСМДꎬ ６ августа ２０１５ г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ｋ ｒｕ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５ / ０６ / ０８ / ｅｋｓｐｅｒｔ － ｕｋａｚａｌ － ｖｙｋｈｏｄ － ｉｚ － ｙａｄｅｒｎｏｇｏ － ｓｐｏｒａ － ｒｏｓｓｉｉ － ｉ － ｓｓｈａ － ｏ － ｒａｋｅｔａｋｈ ｈｔｍｌ

“Ｒｕｓｓｉａ’ ｓ Ｎｅｗ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Ｌｉｓｔｓ ＮＡＴＯꎬ ＵＳ ａｓ Ｍａｊｏ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ｈｒｅａｔｓ”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６ꎬ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ｓ: / / ｏｎ ｒｔ ｃｏｍ / ｕ５ｊｈｔｏ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２０１９ Ｍｉｓｓｉｌｅ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ｈｔｔｐｓ: / / ｍｅｄｉａ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ｇｏｖ / ２０１９ / Ｊａｎ / １７ / ２００２０８０６６６ / － １ / － １ / １ / ２０１９ － ＭＩＳＳＩＬＥ － ＤＥＦＥＮＳＥ － ＲＥＶＩＥＷ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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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愈发受到美国的战略遏制ꎮ 美国现已在英国、 格陵兰岛、 罗马尼亚、 日本、 韩

国、 关岛等地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或雷达系统、 导弹拦截器等组件①ꎬ 未来美国导

弹防御系统将在海、 陆、 空及太空领域拓展ꎬ 并针对俄罗斯与中国不断完善②ꎮ
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ꎬ 美国在欧洲和亚太地区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是遏制俄罗斯和

中国、 保证其在军事战略及核领域完全主导地位的全球项目③ꎬ 突破美导弹防御系统

的限制ꎬ 是俄削弱美战略优势、 维护俄安全稳定及重塑国际安全秩序的必然选择ꎮ

(三) 美追求军控霸权ꎬ 促使俄扩充战略威慑力量

在理论层面上ꎬ 核武器能够赋予国家三方面权力: 威慑力、 强制力与结构性

权力④ꎮ 威慑力基于一国在发生战争时能够对敌人造成的杀伤力ꎻ 如果杀伤力足

够大ꎬ 潜在敌人在计算出战争成本大于潜在收益之后将放弃攻击ꎮ 强制力比威慑

力更进一步ꎬ 它赋予一国强制他国不要作出错误决策ꎮ 结构性权力是国家拥有的

最广泛的权力形式ꎬ 它包括控制全球商品和服务系统、 决定全球金融体系以及为

国家利益塑造全球安全、 政治、 经济结构的能力⑤ꎮ
就美国的核战略而言ꎬ 核武器不仅用于发挥威慑与强制作用ꎬ 还用于以核实

力为后盾ꎬ 在全球安全体系中掌握决定性权力ꎬ 进而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军事、 政

治、 经济等多领域的结构性权力ꎮ 为实现霸权ꎬ 美国需要 “确保任何外国势力都

无法决定地区及全球安全规则ꎬ 美国将遏制军事竞争对手发展出具有破坏性武器

的能力”⑥ꎮ 以核能力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军事实力成为了美国确立并加强结构性

权力的主要来源⑦ꎬ 这也决定了美国不断寻求在国际核军控体系中的控制权与话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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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⑦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Ｂａｌｌｉｓｔｉｃ Ｍｉｓｓｉｌｅ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ＤＣ: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ｉｅｓ Ｐｒｅｓ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ａｐ ｅｄｕ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 ２４９６４

比如ꎬ 根据美导弹防御局 (Ｍｉｓｓｉｌｅ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Ａｇｅｎｃｙꎬ 简称 ＭＤＡ) ２０２０ 财政年度预算ꎬ 该机构申请
２ ４７７ 亿美元ꎬ 计划于 ２０２３ 年前在夏威夷建成 “国土防御雷达 － 夏威夷” (Ｈｏｍｅｌａｎｄ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Ｒａｄａｒ －
Ｈａｗａｉｉꎬ 简称 ＨＤＲ － Ｈ)ꎬ 此外美国还将在太平洋地区选址建造 “国土防御雷达 － 太平洋” (Ｈｏｍｅｌａｎｄ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Ｒａｄａｒ － Ｐａｃｉｆｉｃꎬ 简称 ＨＤＲ － 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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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权ꎬ 以摆脱核军控条约的限制ꎮ
美国于 ２００１ 年退出反导条约是其企图利用核武器建立全球霸权、 构建由美

国掌控的世界安全体系的开端ꎮ 反导条约作为美苏 １９７２ 年第一阶段战略武器限

制谈判的重要成果ꎬ 禁止美苏双方发展全国性反导系统ꎬ 体现了导弹防御系统有

悖于美苏战略稳定原则与核安全目标的政治共识ꎬ 此时的核军控思路是在放弃防

御性核力量的前提下减少进攻性核力量ꎬ 实现相互遏制ꎮ 退出反导条约表明美国

选择抛弃不发展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政治承诺ꎬ 标志美俄战略稳定秩序内关键支柱

的坍塌ꎬ 开启了冷战后美俄战略稳定秩序的重塑ꎮ
在退出反导条约后ꎬ 美国采取部署反导系统与扩大军控主导权并行的方式增

强对俄优势ꎬ 导致俄罗斯在历史与现实安全威胁的压力下继美国之后突破部分军

控条约的限制ꎬ 欧洲则逐渐转变为美俄围绕战略稳定秩序构建展开战略博弈的

“前沿阵线”ꎮ 在修改 «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ｍｅｄ Ｆｏｒｃｅ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Ｔｒｅａｔｙꎬ ＣＦＥ Ｔｒｅａｔｙ) 的建议受到多年 “冷遇” 之后ꎬ 俄罗斯于 ２００７ 年宣

布暂停执行该协议及相关国际条约ꎮ 俄方表示此举的原因之一是美国在保加利亚

和罗马尼亚部署常规武器的举动对俄造成了负面影响①ꎬ 以此表达俄方的强烈不

满ꎮ 俄罗斯摆脱了在欧洲部署常规武器的限制ꎬ 意味着协议本身已完全冻结ꎬ 北

约与俄罗斯无法维持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时较低水平的力量平衡ꎬ 转而通过各自扩充

军备、 加大军事力量部署以寻求国土安全ꎮ
特朗普政府时期ꎬ 美国相继退出 “中导条约” “伊核协议” “开放天空条

约”ꎬ 延续了美国对全球安全体系控制权和话语权的追求ꎮ 美国利用核武器不断

加强其对世界及区域安全规则的决定性权力ꎬ 巩固其在世界安全体系中的主导性

地位ꎮ 目前除正常到期的核军控条约之外ꎬ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是美俄间现

存唯一有效的核军控条约ꎮ
在美俄战略稳定关系变化中ꎬ 由于美国的多次 “退约” 行为ꎬ 俄罗斯处于

被动应对地位ꎬ 面临着核军控条约与标准由美国把控的局面ꎬ 因此俄反制措施必

然指向美国追求核霸权的举措②ꎬ 即在军事、 政治等领域弱势突出的情况下增强核

９４

①

②

Справка к Указу “ О приостановлен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ей действия Договора об обычных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ах в Европе и связанных с ни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договоров”ꎬ １４ июля ２００７ г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 ３３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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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击能力ꎬ 提升战略威慑力量在俄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ꎬ 以重新达到与美力量相

对均衡的目标ꎮ 根据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观点ꎬ 美俄在 ２１ 世纪以来的核武器发

展目标完全相反: 美国的目标是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ꎬ 而俄罗斯则

不断开发用于提升核武器作用的新概念与新能力①ꎮ 美俄双方核发展的动力与目标

也大相径庭ꎬ 美国实行核武器现代化的目标包括慑止核攻击与非核攻击、 践行对盟

友的政治承诺、 规避技术风险ꎬ 而俄罗斯的目标则包括威慑各类侵略行为、 规避导

弹防御系统②ꎬ 由此可见ꎬ 美俄间在战略威慑力量领域的斗争针锋相对ꎮ
高超声速武器本身是常规武器ꎬ 但俄罗斯发展的 “先锋” “匕首” 高超声速

导弹系统能够同时携带核弹头与常规弹头ꎬ 因此具备核打击能力ꎬ 能够作为俄核

“三位一体” 能力的重要补充ꎮ 俄军政首脑多次强调俄高超声速导弹的 “核常兼

备” 特征ꎬ 明确表示高超声速导弹已成为俄战略威慑力量的新支柱ꎮ 俄国防部长

绍伊古宣布ꎬ 高超声速武器已构成俄非核威慑力量的基础③ꎮ

二　 俄高超声速武器的特点

俄罗斯的高超声速飞行器研制可追溯至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期④ꎬ 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高超声速武器研制进度放慢ꎮ ２０１０ 年后ꎬ 俄罗斯为加快高超声速武器研

发进程ꎬ 采取 “吸气式巡航 ＋ 助推滑翔” 两种技术方案并举、 兼顾战略与战术

射程的思路⑤ꎬ 高超声速武器研发速度明显加快ꎮ 如表 １ 所示ꎬ 俄罗斯目前具备

四款高超声速导弹ꎬ 其中 “先锋” 与 “匕首” 导弹已列装ꎬ “锆石” 测试阶段即

将完成ꎬ 最新款高超声速导弹 Ｋｈ －９５ 仍处于研制阶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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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俄罗斯高超声速导弹情况

“先锋” 导弹 “匕首” 导弹 “锆石” 导弹 Ｋｈ － ９５ 导弹

导弹类型 助推—滑翔式导弹
空射再入机动式

巡航导弹
吸气式巡航导弹 空射导弹

最大飞行速度 ２７ 马赫 １０ 马赫 ９ 马赫 约 ９ 马赫

最远射程 １０ ０００ 公里 ２ ０００ 公里 １ ０００ 公里 超 １ ０００ 公里

可携带弹头类型 常规弹头、 核弹头 常规弹头、 核弹头 常规弹头 常规弹头

　 　 资料来源: 根据多种来源信息汇总ꎮ

综合各方资料来源ꎬ 俄罗斯高超声速武器具有以下突出特点:
第一ꎬ 突防效率高ꎮ 速度达 １０ 马赫的高超声速导弹能在 １ 小时内进行１２ ０００

公里的飞行ꎮ 俄高超声速导弹极快的速度大大缩短了敌方防空反导系统的反应时

间ꎬ 加之 “锆石” 导弹在大气中飞行时能够形成等离子体层ꎬ 通过吸收雷达波

达到隐身效果①ꎬ 使防空系统的探测距离进一步缩短ꎮ 据俄罗斯官方发布的消息

以及美国军事专家的分析ꎬ 在技术层面上ꎬ 俄 “先锋” “匕首” 与 “锆石” 导弹

已能够突防美国现役导弹防御系统②ꎮ
第二ꎬ 预防拦截难ꎮ 俄高超声速导弹发射平台多样ꎬ “先锋” 导弹能够在地

下、 空中发射ꎬ “锆石” 导弹已实现飞机、 军舰和潜艇 “三栖” 发射ꎬ 导弹发射

地点在全域内具有极高的不确定性ꎬ 加之导弹射程可达 １ ０００ 公里以上ꎬ 能够实

现远程纵深打击ꎬ 发射平台的安全性有一定保证ꎬ 因此目前各国防御体系无法满

足全时空覆盖的要求ꎬ 难以进行及时预防ꎮ 此外ꎬ 俄战略级 “先锋” 导弹采用

助推与高超声速滑翔技术ꎬ 航程与弹道导弹相当ꎬ 落点区域可覆盖数千公里范

围③ꎬ 且在飞行过程中滑翔弹可进行数千公里的横向机动ꎬ 拦截难度极大ꎮ 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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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专家在评价俄高超声速导弹时指出ꎬ “使用动能拦截器击落高超声速导弹是极

其复杂的操作ꎬ 就如同用子弹射击子弹”①ꎮ
第三ꎬ 精准破坏力强ꎮ 导弹杀伤性能与其打击速度的平方和质量的乘积成正

比ꎮ 根据相关试验数据ꎬ 俄高超声速导弹末端打击速度能够达到 ９ 马赫以上ꎬ 具

备摧毁深层坚固地下军事目标的能力②ꎮ 同时ꎬ “先锋” 与 “匕首” 导弹均能携

带常规战斗部与核战斗部ꎮ 据估计ꎬ “先锋” 配备的单个热核弹头当量超两百万

吨ꎬ 当量值远高于一般的洲际弹道导弹 (当量通常为 ５０ 万吨)ꎬ 杀伤效果也更加

突出ꎮ 另外ꎬ “先锋” 通过采用多重制导技术ꎬ 打击精度控制在 ２ ~ ６ 米ꎬ 能够在

有限的打击窗口内摧毁高价值时敏目标ꎬ 实现精确杀伤ꎮ
第四ꎬ 以 “非对称” 方式构成对美技术优势ꎮ 俄高超声速导弹的出现被认

为是冷战结束后对美国导弹技术的首次挑战③ꎮ 相比于同对手保持军事装备的对

等ꎬ 俄罗斯通过采取低费效比的方式发展高超声速武器ꎬ 以求 “最大程度地提高

使用武器与军事装备以及整个军事力量的有效性”④ꎮ 美空军上将约翰海顿

(Ｊｏｈｎ Ｅ Ｈｙｔｅｎ) 等多位美国军方高层表示ꎬ 美国目前无法对俄高超声速导弹实

施十分有效的预警、 打击或摧毁措施ꎬ 俄罗斯在高超声速技术领域已经领先于美

国⑤ꎮ 除技术领先之外ꎬ 俄罗斯先于美国实现了 “先锋” 和 “匕首” 导弹的实战

列装ꎬ 强化并落实了非核遏制能力ꎬ 塑造了对美全新的技术优势ꎮ

三　 俄发展高超声速武器的影响

(一) 高超声速武器成为俄美战略竞争的关键领域

科学技术实力尤其是军事技术实力ꎬ 是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围绕高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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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武器装备展开的技术竞争已成为俄美权力争夺的重要领域ꎬ 以高强度科技竞争

模式为特点的 “冷战” 代替传统意义上的 “热战”ꎬ 成为俄美战略竞争的表现形

式之一ꎮ 俄美军事技术竞争长期以来呈现抵消与反抵消的螺旋式循环变化态势ꎬ
从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 全球快速打击能力到俄罗斯的反介入 /区域拒止能力、
高超声速武器ꎬ 从陆、 海、 空军事对抗到网络攻击、 电磁战、 太空战ꎬ 俄美军事

技术竞争在不同作战领域的迭代不断进行ꎬ 竞争中的单方优势并未持久存在ꎬ 双

方优势均处于分时段的此消彼长状态ꎮ
当前ꎬ 俄美在高超声速武器与反高超声速技术领域的竞争态势已然凸显ꎮ 在

具备高超声速导弹领域技术优势的同时ꎬ 俄罗斯还加快了反高超声速武器装备的

研发进程ꎮ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ꎬ 俄副总理尤里鲍里索夫 (Ｙｕｒｙ Ｂｏｒｉｓｏｖ) 表示ꎬ 俄新

一代远程防空系统 Ｓ － ５００ 已经完成国家试验并开始向俄军供应①ꎮ 据俄罗斯空天

军司令谢尔盖苏罗维金 (Ｓｅｒｇｅｉ Ｓｕｒｏｖｉｋｉｎ) 透露ꎬ Ｓ － ５００ 系统能够拦截高超声

速武器ꎬ 包括来自太空的目标②ꎮ 在未来空天一体战场的攻防体系中ꎬ Ｓ － ５００
将成为俄罗斯实现要地防空与国土防空及作战能力的关键ꎮ 美国已将俄高超声

速导弹视为新的威胁ꎬ 加快高超声速攻防技术的研究步伐ꎮ 根据美国国会研究

服务部的报告ꎬ 美国海陆空三军与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正在加紧推进七个多

型号高超声速武器研发项目③ꎮ 此外ꎬ 美国导弹防御局自 ２０１７ 年起开始设立高

超声速武器防御项目ꎬ 并已投入研制高超声速武器拦截器与天基 (近地轨道)
传感器④ꎮ

军事技术与装备的特殊性决定了其独特的战略效应ꎬ 军事实力即使在没有投

入使用的情况下也能够转化为国家的权力ꎬ 俄美对高超声速武器的高度重视并不

仅仅因为这一武器的技术优越性ꎬ 更是源于其在当今世界新科技革命与新军事革

命背景下具备的独特战略价值ꎮ 核武器发展总体上已经历两个阶段: 一是美苏冷

战时期核武器数量暴增ꎬ 二是冷战后有核国家数量增加以及核武器趋向小型化ꎮ
在当前向 “第三核时代” 发展的进程中ꎬ 由于高能激光技术、 新型核能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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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超声速技术等最新技术的发展ꎬ 出现高科技化与去核化双重特点的战略常规武

器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ａｐｏｎｓ)ꎬ 不仅能够用于打击核力量ꎬ 有时甚至能够

替代核武器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ꎮ 高超声速武器作为典型的战略常规武器ꎬ 集合

了飞行速度、 机动突防与毁伤效果的多重优异性能ꎬ 能够产生突出的战略常规威

慑效果ꎬ 弥补当前核武器威慑能力强但实战化效用不足的缺点ꎮ
实现威慑需要 “把力量、 使用力量的意志以及潜在挑战者对两者的评估结合

起来”①ꎬ 三者缺一不可ꎮ 具体而言ꎬ 俄罗斯综合运用军事与政治手段ꎬ 充分利

用高超声速武器的技术优势ꎬ 有效发挥了威慑作用ꎮ 首先ꎬ 俄高调显示高超声速

武器领域的技术优势ꎮ 普京在国情咨文中多次介绍俄高超声速导弹的性能及技术

最新进展ꎬ 并展示导弹发射影像ꎬ 强调高超声速导弹能够突破世界上所有导弹防

御系统②ꎻ 俄国防部多次公开发布 “先锋” 导弹系统发射试验视频ꎻ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ꎬ 普京亲自到场观摩 “先锋” 试射ꎮ 在 “先锋” 与 “匕首” 高超声速导弹完

成试验后ꎬ 俄不加掩饰地对导弹系统进行快速列装与实战部署ꎬ 表明高超声速导

弹完全具备实战能力ꎬ 意图引发美国等竞争对手国家的注意ꎮ
在显示实力的同时ꎬ 俄积极展现其使用高超声速武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坚

定意志ꎮ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ꎬ 针对美国暂停履行中导条约义务的行为ꎬ 普京公开表示ꎬ
美国需要抛弃幻想ꎬ 导弹防御系统已无法为美取得全球军事优势ꎬ 如果美国在欧

洲部署中短程导弹ꎬ 俄罗斯将以美国及其盟友为目标采取非对称措施③ꎮ 此外由

于 “萨尔马特” 重型洲际弹道导弹未来将作为 “先锋” 高超声速滑翔导弹的投掷

平台④ꎬ 据俄战略导弹部队司令卡拉卡耶夫所说ꎬ “先锋” 与 “萨尔马特” 以及

“亚尔斯” 洲际导弹已共同构成俄战略核力量的中坚力量⑤ꎮ 俄高层的表态进一

步彰显了俄罗斯动用高超声速核武器以遏制安全威胁的决心ꎮ
在实施威慑的过程中ꎬ 发挥力量以及意志的作用以信号传递为基础ꎮ 俄罗斯

通过颁布政策文件以及领导层的公开讲话ꎬ 揭示俄发展高超声速武器的战略意

４５

①

②

③

④

⑤

Ｈｅｎｒｙ Ｋｉｓｓｉｎｇｅｒꎬ 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ｆｏｒ Ｃｈｏｉｃ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Ｄｏｕｂｌｅｄａｙꎬ
１９６２ꎬ ｐ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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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ꎬ 传达政治信号ꎬ 消除他国对俄疑虑ꎬ 强化威慑的有效性与持续性ꎮ ２０２０ 年

俄颁布 «俄联邦核威慑领域国家政策基础» 文件ꎬ 重申俄罗斯奉行防御性核威

慑原则ꎬ 强调核武器作为最后手段使用①ꎬ 明确了核武器使用的四类情况②ꎮ 依

据该文件ꎬ 俄声明能够用于投掷核弹头的高超声速武器仅具有防御性目的ꎬ 防止

引发美国对俄高超声速武器发展及实战部署的强烈威胁感知与过度政策反弹ꎬ 为

俄保持与美战略稳定关系塑造有利环境ꎮ 此外ꎬ 普京及多位政府官员在公开场合

多次呼吁加强核军控ꎬ 在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续约前景不明时ꎬ 俄外长拉

夫罗夫公开表示将支持无条件延长该条约ꎮ
由目前的俄罗斯高超声速导弹发展及应用情况可见ꎬ 俄罗斯采用软硬兼施的军

事—政治手段ꎬ 放大高超声速武器才具备的与核威慑力量相近的威慑潜力ꎬ 使其尽可

能发挥出原本仅核武器具有的威慑力、 强制力和结构性权力ꎮ 正因如此ꎬ 高超声速武

器已成为俄美军事技术与武器发展规划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ꎬ 两国将在战略竞争的背

景下就该领域展开激烈角逐ꎬ 以最大程度地将高超声速武器的技术优势转化为国家权

力ꎬ 进而用以抵御地缘政治安全风险ꎬ 维护各自国家政治、 经济、 安全等多领域利益ꎮ

(二) 高超声速武器的控裁问题成为俄重塑与美战略稳定关系的

重点内容

由于高超声速武器是新一代颠覆性技术的产物ꎬ 目前俄美军控体系对于高超

声速武器的规定几乎呈现一片空白ꎮ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以下简称 «条
约») 作为俄美间仅存有效的核军控条约ꎬ 是俄美发展核武器的最后一道结构性

约束ꎬ 避免了两国滑向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ꎮ 在俄罗斯国家安全建设框架中ꎬ
«条约» 是俄保持对美战略稳定的重要支柱ꎮ 对于大部分飞行路径遵循弹道导弹

运动轨迹的武器ꎬ 比如射程超 ５ ５００ 公里的洲际弹道导弹ꎬ «条约» 进行了限

制③ꎬ 而对于按照非常规弹道轨迹飞行的高超声速武器而言ꎬ «条约» 不具备直

接效力ꎮ 但是ꎬ «条约» 对于高超声速武器的约束留有模糊空间ꎮ 该条约规定ꎬ

５５

①

②

③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０２ ０６ ２０２０ г № ３５５ “Об Основах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области ядерного сдерживания”ꎬ ２ июня ２０２０ г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 ａｃｔｓ / ｂａｎｋ / ４５５６２

俄罗斯２０２０ 年６ 月２ 日颁布的 «俄联邦核威慑领域国家政策基础» 规定ꎬ 俄罗斯在以下情况下可
使用核武器: 在对俄罗斯及盟国使用核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ꎻ 对俄罗斯进行非核侵略并威胁到俄罗
斯的存在以及俄核反击力量时ꎻ 收到俄领土或 (和) 俄盟国领土将遭到弹道导弹攻击的准确情报时ꎻ 俄罗
斯极其重要的国家或军事设施受敌方影响ꎬ 导致俄核打击力量瘫痪时ꎮ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ꎬ “Ｎｅｗ ＳＴＡＲＴ Ｔｒｅａｔｙ: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ｄｖｉ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ｎｔ ｔｏ 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２２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ꎬ ２０１０ ｈｔｔｐｓ: / /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７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 / ｔ / ａｖｃ / ｒｌｓ / １５３９１０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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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美任何一方如果认为出现了一种新形式的战略攻击武器ꎬ 有权利向条约下设的

双边咨询委员会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提出疑问①ꎬ 这意味着高超

声速武器被列入 «条约» 具有一定可行性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由于俄 “先锋” 导弹采用洲际弹道导弹助推器ꎬ 俄罗斯已

于 ２０１９ 年承认 “先锋” 导弹属于 «条约» 规定范围ꎬ 该条约的核查条款要求俄

在移动、 部署或测试 “先锋” 导弹时需通知美国②ꎮ 不过俄罗斯现有的其他高超

声速导弹以及美国将要研制成功的高超声速武器ꎬ 均未处于 «条约» 的限制范

围内ꎮ 俄美军控体系是否纳入高超声速武器、 以何种方式纳入以及对高超声速武

器性能参数实行限制的具体标准与内容ꎬ 直接关系着两国未来高超声速武器发展

的方向与战略效用ꎬ 将成为俄美军控谈判的重点ꎮ
在推动 «条约» 续签的过程中ꎬ 俄罗斯多次主动提出将 “先锋” 导弹纳入俄

美新的军控框架内ꎬ 把这一占据优势地位的武器装备转变为政治筹码ꎬ 一方面显示

俄续约的诚意ꎬ 另一方面表明俄主张维持俄美战略稳定秩序的立场ꎮ 实际上ꎬ 即便

俄罗斯不提出这一主张ꎬ 严格来说ꎬ “先锋” 导弹已属于 «条约» 的范围ꎬ 俄罗斯

并不会因为这一主张产生损失ꎬ 反而有助于推动条约的延续ꎮ 与此同时ꎬ 俄罗斯强

调其不会作出单方面的让步与妥协ꎬ 俄美军控条约必须建立在平等基础上ꎬ 这一声

明既突出了俄罗斯为续约所作出的努力ꎬ 也是为了防范美国将来的高超声速武器脱

离俄美军控条款的制约ꎮ 最终ꎬ 在俄罗斯的持续推动以及与拜登政府的斡旋下ꎬ
«条约» 得以延期至 ２０２６ 年ꎬ 新条约仍没有对高超声速武器作出特别限制ꎮ

从俄美关于 «条约» 的战略博弈能够看出ꎬ 高超声速武器已成为两国军控

讨论的重要内容ꎬ 对俄美战略稳定已产生实质性的政治影响ꎮ 随着俄美研制高超

声速武器步伐的加快ꎬ 如何利用俄美双边军控体系控制这一新型常规战略武器的

发展将成为现实挑战ꎮ 目前来看ꎬ 俄美有可能采取以下方式对高超声速武器作出

制约ꎮ 第一是扩大 «条约» 的规定范围ꎬ 但如果该条约于 ２０２６ 年终止ꎬ 这一方

式只能产生短期效果ꎮ 第二种方式是签订新的双边军控条约ꎬ 对高超声速武器的

试验作出限制ꎬ 然而ꎬ 由于高超声速武器与其他常规武器相比在速度、 打击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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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等性能上有所发展但并没有本质区别ꎬ 如何规定两者间的界限并对高超声速武

器进行有效的针对性限制是一大难题ꎮ 第三是采取国际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ꎬ
包括交换科研与试验数据、 进行联合试验等ꎮ 这一方式较为和缓且灵活性较强ꎬ
规范作用也因此有限ꎮ 俄美军备控裁谈判与两国在武器研发进展、 任务需求、 战

略安全环境等多方面的因素息息相关ꎬ 高超声速武器作为一个不确定性高的变

量ꎬ 将继续影响两国未来军控体系的发展与变化ꎮ 俄美将通过规定和限制高超声

速武器实行对竞争对手的战略遏制与反遏制ꎬ 关于高超声速武器的政策及行动可

能成为未来俄美关系的 “晴雨表”ꎮ

(三) 高超声速武器成为俄罗斯重要的地缘政治工具

俄罗斯在 ２０２１ 年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中提出ꎬ “新的全球和地区力量中心正在

形成ꎬ 并对势力范围展开激烈争夺”ꎬ 俄罗斯在这一乱局中志在 “巩固自身作为

当今世界影响力中心之一的地位”①ꎮ 俄罗斯已意识到ꎬ “军事力量作为国际关系

主体实现自身地缘政治目标的工具ꎬ 正变得愈发重要”ꎬ 因此俄将注重 “保持新

型武器和军事装备方面的领导地位”②ꎮ 高超声速导弹是俄罗斯近年来在军事力

量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突破ꎬ 俄罗斯注重利用其特殊优势ꎬ 充分发挥其威慑作

用ꎬ 从多个方向上拓展对美战略博弈的空间ꎮ
在欧洲方向ꎬ 俄高超声速导弹明确的战略指向是美国在欧洲部署的导弹防御

系统ꎮ 由于高超声速武器缩短了决策时间、 加剧了模糊性并破坏了首次核打击的

稳定性ꎬ 俄罗斯能够利用部署高超声速武器加大对北约的战略压力ꎬ 遏制美国及

北约带来的安全威胁ꎮ 在部署 “先锋” 与 “匕首” 导弹之后ꎬ 俄以强硬姿态应

对与北约国家的安全摩擦ꎬ 稳定地区安全秩序ꎮ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ꎬ 俄罗斯在黑海对

“入侵领海” 的英国驱逐舰投掷实弹警告ꎬ 间隔几天后对进入黑海的荷兰海军护

卫舰进行电子干扰ꎬ 苏 － ３０ 战斗机更是在挂载 ＫＨ －３１ 超音速反舰导弹的情况下

低空掠过荷兰护卫舰ꎮ 俄针对欧洲国家舰船的强势回应ꎬ 改变了俄与欧洲国家长

期保持 “斗而不破” 的竞争态势ꎬ 增加了对美国以及 “唯美是从” 国家的战略

威慑ꎬ 在他国试探底线的时候保持与其展开斗争博弈的底气ꎬ 再次表明国家安全

始终是俄罗斯不变的底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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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０２ ０７ ２０２１ № ４００ “ Стратег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ꎬ ２ июль ２０２１ г ｈｔｔｐ: /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ａｖｏ ｇｏｖ ｒｕ / Ｓｉｇｎａｔｏｒｙ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Там ж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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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东方向ꎬ “匕首” 导弹构筑了俄罗斯在中东、 北非地区军事力量输入的

“阀门”ꎬ 为俄拓展中东战略空间建立了 “后盾”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ꎬ “匕首” 被部

署于南部军区并开始战斗值班ꎮ 以南部军区为基地ꎬ “匕首” 导弹 ２ ０００ 千米的

射程可覆盖中东绝大部分国家和北非部分国家ꎬ 以及地中海、 红海和波斯湾的大

部分水域ꎮ 由于盘根错节的中东及北非安全问题始终是俄美竞争交锋的重点ꎬ
“匕首” 可携带的导弹数量规模较小ꎬ 具有强突防和机动目标打击能力ꎬ 因此可

用于威慑射程内的大型水面舰艇等高价值移动目标ꎬ “匕首” 导弹的部署有利于

帮助俄军塑造中东、 北非地区的军事安全态势ꎬ 维持并增强俄在此地区的区域辐

射影响力与战略话语权ꎮ
在北极方向ꎬ “匕首” 导弹补充了俄罗斯北极战略攻防网络的不足ꎬ 有效增强

了俄在该地区的军事打击能力与战略威慑能力ꎮ 由于俄美导弹经北极对对方实施打

击的路线耗时最短ꎬ 北极地区已成为俄美实施导弹防御、 强化军事力量部署的重点

区域ꎮ 当挂载 “匕首” 导弹的米格 － ３１ 战斗机从高纬度地区的机场起飞时ꎬ 其打

击范围可覆盖大部分北极圈地区内的目标ꎮ 一旦军事冲突升级ꎬ “匕首” 导弹能够

为俄北方舰队提供强力保护ꎮ ２０１９ 年ꎬ 俄罗斯北方舰队的北极导弹营换装 Ｓ － ４００
防空导弹系统ꎬ 使俄在西北防线上的防御范围进一步扩大ꎮ “匕首” 导弹配合 Ｓ －
４００ 系统在攻防两端构成对美威慑ꎬ 有助于维持北极地区俄美军事力量的相对平衡ꎮ

俄罗斯通过部署高超声速导弹在静态层面上完善了战略威慑力量网络ꎬ 增强

了对美国以及北约国家的威慑力ꎻ 在动态层面上有效并及时应对地区安全冲突事

件ꎬ 推动构建俄占优势地位的地区安全秩序ꎬ 为俄对美战略竞争提供军事层面的

安全保障ꎮ 基于俄罗斯利用高超声速导弹实现 «条约» 延期ꎬ 以及实施区域内

战略威慑的实践经验ꎬ 在仍具备高超声速导弹技术优势的条件下ꎬ 俄将继续发挥

高超声速武器的威慑作用ꎮ 一方面用以维护对美战略稳定ꎬ 对美国安全决策产生

政治驱动效应ꎻ 另一方面伺机而动ꎬ 在地区安全局势的变化中寻找机会拓展战略

空间ꎬ 实现地缘政治目标ꎮ 总体而言ꎬ 保持对美战略稳定的同时巩固俄罗斯的世

界主要大国地位将是俄对美战略博弈的主要目标ꎬ 政治手段与军事手段的综合运

用将是大国竞争时代俄对美战略博弈的主要方式ꎮ
(四) 俄高超声速武器推动战略攻防体系升级及国际军事格局

重构

高超声速武器内含技术的颠覆性意味着对原有攻防体系的再造与更新ꎮ 由于

现有导弹防御体系无法对高超声速导弹实施全程跟踪和拦截ꎬ 对于仅部署了传统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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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攻防体系的国家ꎬ 一旦敌方采用携带核弹头的高超声速导弹对己方核力量及

相关设施体系实施打击ꎬ 己方战略核力量的生存能力将被极大削弱ꎮ 随着俄高超

声速武器进入实战部署ꎬ 反高超声速技术体系也将加快建设ꎬ 这一对 “矛” 与

“盾” 的较量使得战略攻防体系的平衡态势不断被打破ꎬ 围绕高超声速武器展开

的战略攻防体系将在抵消与反抵消的互动博弈中呈螺旋式发展与升级ꎮ
“锆石” 高超声速导弹为俄海上军事力量创造了长期突出优势ꎬ 对现代海军

作战具有变革性意义ꎬ 推动远洋海域战略攻防体系的升级ꎮ “锆石” 能够在几秒

内攻破敌人防空区ꎬ 现有防空系统无法及时击退并打击导弹ꎮ 即便在导弹不爆炸

的情况下ꎬ “锆石” 的巨大动能同样能够对舰船造成毁灭性打击ꎮ 据英国军事专

家分析ꎬ “锆石” 可以摧毁两艘价值 ６０ 亿英镑的新英国航母①ꎮ 此外ꎬ “锆石”
配备于核潜艇进一步扩大了俄海上攻击范围ꎬ 核潜艇位置的不确定性与任务的高

保密性能够在世界各处远洋海域构成对潜在敌人的威慑ꎮ
俄 “锆石” 导弹的存在直接导致美国海军力量优势的削弱ꎬ 已引发海上作

战攻防体系的新一轮升级ꎮ 航母战斗群一直是美国海上力量投射战略的基石ꎬ 潜

艇、 电子战、 防空系统以及配备 “宙斯盾” 的水面舰艇共同组成美国航母的保

护网ꎬ 但由于美国未发展出有效的反高超声速技术ꎬ 美海军没有能力预知、 拦截

或消除俄 “锆石” 导弹的威胁ꎮ 如果俄罗斯将 “锆石” 导弹搭载于核潜艇并投

入实战应用ꎬ 美国采用航母战斗群的传统作战样式难以奏效ꎮ 为尽可能抵消俄高

超声速导弹的优势ꎬ 美海军于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新成立 “灰狗” (Ｇｒｅｙｈｏｕｎｄ) 特遣队

以执行反潜防御任务ꎬ 跟踪俄潜艇在大西洋海域的行动ꎮ 远洋海域上俄美之间新

一轮的潜艇战与反潜战已拉开序幕ꎮ 在大国军事科技竞争的大背景下ꎬ 对于技术

拥有国而言ꎬ 技术的颠覆性意味着战略竞争中该国实力优势的绝对性ꎮ 高超声速

武器以及反高超声速武器技术将成为国家实力的组成部分ꎬ 高超声速武器有可能

成为军事强国的资质之一ꎬ 随之而来的将是高超声速武器拥有国数量的增加ꎮ
由于核大国的战略威慑力量已经冲击了核大国间的威慑稳定关系②ꎬ 俄高超

声速武器的核常兼备特征及其战略威慑效用加剧了核大国间核力量发展的不平

衡、 不对称特征ꎬ 已引发其他大国对高超声速武器核武化问题的聚焦ꎮ 美国空军

９５

①

②

Как российские ракеты “ Циркон ” изменят баланс сил в Мировом океанеꎬ １６ апреля 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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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威慑研究中心、 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等军内外智库已开始重新评估是否要将

高超声速武器纳入美国核武库ꎻ 英国皇家航空学会武器系统与技术分会于 ２０１９
年召开关于高超声速武器军备竞赛的研讨会ꎬ 探讨英俄关系恶化的背景下ꎬ 英国

研发一种用于核武器的高超声速运载工具的必要性与风险①ꎻ 法国已公布第四代

空地核巡航导弹 (ＡＳＮ４Ｇ) 项目ꎬ 该项目将研发采用超燃冲压发动机的高超声

速巡航导弹ꎮ
当前ꎬ 核大国对高超声速武器的军事用途、 安全风险和应用策略观点不一ꎬ 高

超声速武器核常兼备的双用途特点将增加对战略意图的错误认知、 军事竞赛及非主

观武器库扩张等多方面的风险②ꎬ 导致潜在的核常交缠问题更为突出ꎬ 使得战争升级

机制进一步复杂化ꎮ 从长远来看ꎬ 围绕高超声速武器核武化的讨论将成为国际军控谈

判的重要内容及国家间展开博弈的关键议题ꎬ 也是影响国际战略稳定的关键要素ꎮ
拜登执政后俄美展开的战略稳定谈判表现了两国对未来军备控裁的战略安排ꎮ

目前来看ꎬ 美俄的新互动未能使国际战略稳定 “落地”ꎬ 美俄不同的战略目标与安

全诉求决定了未来国际军备控裁体系的完善必然充满了不确定性ꎮ 在世界格局变化

的大背景下ꎬ 科技的发展与下沉使得过往的霸权主义无法再轻易实现ꎬ 军事科技已

成为大国竞争的核心领域之一ꎬ 各国未来围绕高超声速武器的战略运筹将可能导致

国际军事格局的重构ꎬ 是否拥有高超声速武器可能成为衡量大国军事实力的重要标

准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 如何依据安全诉求发展具有目标导向性的高超声速武器ꎬ 并将

技术实力更新为国际安全秩序转变过程中的主动权ꎬ 将是关系各国未来的考验ꎮ

(五) 俄高超声速武器在关键时期纳入战略核演习和实战以发挥

战略威慑作用

俄高超声速导弹首次纳入战略核演习ꎬ 增强了俄战略威慑力量发挥的针对性

与时效性ꎮ 在俄乌局势不断恶化的情况下ꎬ 俄于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１９ 日进行战略核演

习ꎬ 除发射 “亚尔斯” 洲际弹道导弹、 “蓝天” 潜射弹道导弹之外ꎬ 还首次动用

“匕首” 与 “锆石” 高超声速导弹ꎬ 并实现成功发射ꎮ 俄将高超声速导弹应用于

核演习ꎬ 表明俄在该武器领域的技术水平已处于成熟状态ꎬ 说明俄高超声速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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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作为俄核 “三位一体” 能力的重要补充ꎬ 是俄战略非核力量的关键支柱ꎮ
俄此次战略威慑力量演习在时间上较以往大幅提前ꎬ 因此引发了外界关注ꎮ

尽管俄国防部声明此次演习仅是为了测试俄战略力量的可靠性ꎬ 但演习是在俄乌

局势持续紧张的情形下展开的ꎬ 在客观上充分体现了俄战略威慑力量仍然保持强

大状态ꎬ 是俄对乌克兰及北约国家的回应与警告ꎬ 同时增加了俄未来与美博弈的

筹码ꎬ 有利于俄在占据主动的情况下展开进一步战略运筹与实施ꎮ
俄对乌展开的 “特别军事行动” 经过精密部署ꎬ 在俄战略核演习的五天过

后ꎬ 俄宣布在乌克兰展开 “特别军事行动”ꎬ 结合精准打击、 快速登陆、 定点清

除ꎬ 对乌军事基础设施进行了大规模摧毁ꎮ 在此期间ꎬ 俄在乌克兰难以预知或及

时回防的情况下迅速推进陆上及空中多个环节的军事行动ꎬ 俄军事行动达到的

“闪击” 效果ꎬ 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俄此前利用战略核演习慑止北约国家直接参

与乌克兰的军事行动ꎮ ３ 月 １９ 日ꎬ 俄利用 “匕首” 高超声速导弹摧毁乌一处军

事目标①ꎬ 这也是人类战争史上高超声速武器的首次应用ꎮ 俄此次针对乌克兰展

开的军事行动环环相扣ꎬ 在行动前期与行动过程中ꎬ 俄战略威慑力量充当了重要

的战略 “后盾”ꎬ 高超声速导弹在作为俄战略威慑力量一部分的同时也被用于实

战ꎬ 为俄顺利达到军事行动目标起到了 “保驾护航” 的作用ꎮ
俄战略核演习及后续的军事行动标志着高超声速导弹被正式纳入俄国防体

系ꎬ 体现了俄对美战略威慑手段的多样化ꎮ 在对乌展开 “特别军事行动” 期间ꎬ
俄将战略威慑力量转入特殊战备状态ꎬ 表明俄利用战略威慑力量与北约国家开展

军事斗争博弈的决心与意志ꎮ 而在此情况下ꎬ 美军的战备等级随之提升至三级戒

备ꎬ 这说明在当前的俄美战略博弈中ꎬ 美国对俄战略威慑力量的变动与调整保持

着高度审慎的态度ꎬ 俄能够利用包含高超声速武器在内的战略力量对美战略决策

起到 “驱动” 作用ꎬ 推动实现俄美在博弈态势中的相互制衡ꎮ 结合俄战略核演

习以及转变威慑力量状态的双重决策可以看出ꎬ 俄高超声速武器与其核力量共同

构成了俄战略威慑力量ꎬ 俄注重实施威慑的果断性、 延续性与针对性ꎬ 其主要效

果体现在促使除乌克兰之外的其他国家ꎬ 尤其是北约国家ꎬ 对干涉俄对乌军事行

动保持克制态度ꎬ 从而建立并维持俄在俄乌问题解决过程中的行动主动权ꎮ

１６

① Российские военные уничтожили склад боеприпасов ВСУ ракетами “ Кинжал”ꎬ １９ март ２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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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总结与展望

俄罗斯选择发展高超声速武器ꎬ 是由于美国为寻求全球霸权而单方退出俄美

军控条约以及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行径ꎬ 这导致了俄罗斯 “不安全感” 的 “外
溢”ꎬ 在战略决策方面表现为俄坚持扩大战略威慑力量ꎮ 通过有限列装与迅速部

署高超声速武器ꎬ 结合高调的装备展示与周密的政治安排ꎬ 俄传递了有力的战略

威慑信号ꎬ 促成美俄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的续签ꎬ 为维护美俄战略稳定增

加了筹码ꎬ 并在多个战略方向上发挥了高超声速武器的威慑作用ꎬ 维护了俄地缘

政治安全利益ꎬ 增强了俄在地区安全秩序中的主导性权力ꎮ 俄高超声速武器已成

为俄进行战略博弈的新手段ꎬ 其作为常规战略威慑力量ꎬ 在客观上增加了国家间

安全危机管控的不确定性ꎮ 此外ꎬ 美俄战略竞争的开展促使俄高超声速武器成为

战略攻防体系升级的触发点ꎬ 围绕高超领域的军事技术竞争将成为各国战略博弈

的重要内容ꎬ 高超声速武器可能成为影响国际战略稳定的关键变量ꎮ 在 ２０２２ 年

爆发的俄乌冲突中ꎬ 俄在实战前夕首次将高超声速导弹应用于战略核演习ꎬ 结合

战略核力量及其战备等级的提升充分发挥了战略威慑作用ꎮ
据俄机械制造科研生产联合体总设计师亚历山大列昂诺夫介绍ꎬ 俄罗斯已

开始研制一系列新的高超声速武器系统ꎬ 作为 “先锋” “锆石” 与 “匕首” 的发

展①ꎮ 对于其他大国在高超声速武器领域的投入ꎬ 普京表示当他国出现高超声速武

器时ꎬ 俄罗斯已拥有更先进的武器②ꎬ 表明高超声速武器将作为俄长期投入的军事

技术项目ꎬ 俄将致力于保持并扩大在该领域的战略优势ꎮ 为尽快弥补与俄高超声速

武器的差距ꎬ 美国防部已将发展高超声速相关项目作为最高优先事项之一③ꎬ 计划

在接下来的 １０ 年内投入 １５０ 亿美元发展高超声速技术项目ꎬ 美三军各自均已展

开高超声速武器项目研究④ꎮ 可以预见ꎬ 随着俄美高超声速武器以及反高超声速技

术的发展ꎬ 在未来关键的地缘政治竞争中ꎬ 利用高超声速武器而展开的战略运筹将

成为俄罗斯保持战略威慑、 应对威胁与危机、 破除地区安全秩序桎梏的重要手段ꎮ
(责任编辑　 李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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