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
“

大规模报复
” 到

“ 星球大战
”

—论冷战时期美国核战略的演变

潘 锐

【内容提要 】 核战略是为实现政治 目标而对核威恢的运 用
,

是在国家政策与战略理

论基础上
,

受政治
、

军事
、

财政
、

心理等诸多因素影响 而形成的国家战略
。

核战略是核 国

家逐渐成熟的标志
,

也是其不 可忽视的国家军事指南
。

核战略的发展是一个历 史过程
。

冷

战时期
,

美国核战略经历 了大规模报复
、

灵活反应
、

现实威恨和星球大战四个发展阶段
。

每一阶段的核战略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与背景 中
,

适应 了关国国家政策与政治战略的需要
,

为争夺世界霸权的既定 目标与方针
,

通过理论认证
,

内部辫论从而成为 美国国家战略
、

走

向国际舞台的
。

核战略在 实施过程 中所暴霉的弊病和弱 点被修正
,

直至其 自身已无 法调

整
,

为新的核战略所替代
。

【关 键 词 】 美国 核战略 演变

作者简介 】 上海国际 问题研究所美国研究室副主任
、

副研究员
,

复旦大学国 际政

治 系博士生
,

上海
,

核武器 自问世以来
,

就成为大国在国际政治外交斗争中一项重要政治武器
。

作为世界

上第一个核国家
,

美国的核战略演变过程更是其外交政策变化与发展的直接反映
,

因此对

美国核战略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深地了解战后美国政治与外交政策的演变和发展过程
。

本

文试图从探讨美国核战略的由来人手
,

着重研究冷战时期美国核战略的演变与发展
,

核战

略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关系
,

从而从一个新的视角考察美国外交
。

年 月
,

日本广岛和长崎降临人类历史上空前却未必绝后 的的原子浩劫
。

霎时
,

随着蘑菇云的升起
,

原子能和原子武器的巨大威力为世人所知悉
,

被冠以
“

绝对武器
”

的

称号
。

由于核武器的巨大破坏力使其无法简单地用于政治 目的
,

从而越出了一般军事武器

的划分范围
,

成为
“

政治武器 ” ,

而当苏联也拥有核武器之后
,

在相互竞争的基础之上
,

核武器更是被美国置于战略高度
,

形成了新形式的战略 —核战略
。

美国原子弹试验成功之后
,

正在波茨坦参加苏美英三国首脑会议的杜鲁门总统顿感实

力大增
,

故意向斯大林炫耀
,

以收政治恐吓之效
。

丘吉尔亦曾感慨地对美国陆军部长亨利
·

史汀生说
“

史汀生
,

什么是火药 不值一提
,

什么是电 毫无意义
。

这颗原子弹是上

帝对人类的第二次惩罚
。 ” ① 由于原子弹的威力之巨已非一般武器可比 一颗 万吨

①
, ‘ ,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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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子弹 〔长崎型 〕所产生的爆炸威力相当于 万门野战炮齐射
,

使用原子弹就不仅

仅是个军事问题了
。

为此
,

美国专门成立一个临时委员会研究原子弹的投掷问题
,

委员会

一致认为
,

原子弹是必须使用的
,

而且要用来轰炸日本的一个主要军事 目标 德国已经战

败
。

使用原子弹的目的
,

除了威慑 日本
,

促使其投降之外
,

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
,

美国

科学研究发展局负责人
、 “

曼哈顿计划
” 中的重要人物万尼亚尔

·

布什战后就曾说
,

原子

弹是投得及时的
,

因此没必要在战争结束时对俄国作出任何让步
。

国务卿贝尔纳斯也曾公

开声明
,

亮出原子弹来是为了使俄国在欧洲更加驯服
。

① 显然
,

使用原子弹乃是出于军事

之外的考虑
,

这就是 在世界上显示原子弹的威力
,

产生核威慑之效 用原子弹迫使 日本

投降 更重要的
,

是把原子弹作为用于战后称霸世界
,

与苏联对抗
、

压苏联就范的重要的

工具
。

原子弹诞生伊始就是美国推行政治
、

外交以及军事政策的手段
。

原子弹的巨大破坏力给予广大公众以深刻而形象的印象
,

这就使原子弹蒙上一层神秘

的面纱
,

令人闻而生畏
。

史汀生认为
,

原子弹不仅仅是破坏性的武器
,

还是心理作战之武

器
。

他特别提及马歇尔将军也坚持强调新武器引起震动之心理价值
。

② 英国下院议员罗伯

特
·

布思比此更进一步
,

甚而说
,

原子弹的出现意味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
,

或者是

人类本身的结束
。

③ 原子弹之威慑作用即核威慑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

美国政府早就认识到了核武器的重要价值
。

如果说向日本投掷原子弹只是小试锋芒的

话
,

那么
,

从此以后
,

核武器便登堂人室
,

进人了美国政治
、

军事
、

外交诸领域
,

成为美

国手中实施威慑的一柄利剑
,

执行其对外政策的一根大棒
。

、

在美国看来
,

无论何时何地
,

只要挥舞一下核大棒
,

就会令对手畏惧
。

因此
, “

轰炸广岛以来
,

外交上的每一次交锋都

笼罩上原子能的魔影
。 ” ④ 正鉴于此

,

美国政府在原子弹问世之后极力加以垄断
。

美国之挑起冷战
,

因素固然是多方面的
,

但离开其军事实力显然是不可设想的
。

然

而
,

美国传统的军事战略向来是间断地使用军队
,

战事了结军队多被遣散
。

据此
,

由于对

手中拥有原子弹这张
“

王牌
” 的信心

,

杜鲁门在 年 月 日提出 年 月 以前

把 多万人战时陆军削减到 万
,

海军和空军也作相应削减
。

年 月
,

陆军部

又宣布了到 年 月把陆军削减到 万 其中 万是空军 的计划
。

⑤ 美军实力理

所当然地受到影响
,

军费开支则从 财年的 亿美元降为 财年的 亿
。

⑥ 与

此相比较
,

苏联战后也削减军队
,

但仍然保持 万人的总兵力
。

⑦ 美国之所以如此有恃

无恐
,

便是因为有了军事实力之最主要体现的核武器
,

即美国空军原子打击力量 战略空

① 拉尔夫
·

德
·

贝茨 《 一 美国史 》
,

人民出版社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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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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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汀 如 馆 勿
,

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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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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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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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普伊 《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
,

军事科学出版社
,

年
,

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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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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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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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拉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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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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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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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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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第 页
,

第 页
,

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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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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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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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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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司令部的 个联队 ①
。

换言之
,

美国认为
,

大规模削减军队并没有导致军力下降
,

相

反
,

由于拥有核武器
,

在美国看来
,

其实力反而得到了加强
。

显而易见
,

美国冷战政策的

基础是建立在其垄断核武器这一现实之上的
,

核武器是冷战得以进行的要素
。

年 月 日
,

苏联封闭了柏林与西占区之间的一切地面交通
,

第一次柏林危机

爆发
。

它标志着冷战发展到了顶峰
,

再往前就很有可能触发
“

热战
” 。

在开始对柏林持续

天大空运之时
,

月
,

杜鲁门把 个大队的 仔一 轰炸机 运载原子弹的飞机 调到

英格兰
,

柏林
、

东欧处于核威慑之下
。

杜鲁门公开表示
,

说他希望不至于动用原子弹
,

但

是如果必要的话
,

那就请大家不要见怪
,

他是一定要用的
。

当天晚上
,

各大报纸的老板们

集会时一致认为
,

如果在柏林问题上发生战争
,

美国料定会扔原子弹
。

更有甚者
,

五角大

楼请示将原子弹的控制权从总统手中交给军队
,

以便作好使用的准备
。

② 柏林美军司令克

莱说他
“
将毫不犹豫地使用原子弹

,

首先攻击莫斯科和列宁格勒
。 ” 马歇尔也对国防部长

福莱斯特尔说
“

如果你在战时不使用原子弹
,

美国人民将判处你死刑
。 ” ③ 虽然事态发展

证明这只是杜鲁门的恐吓手段
,

但当时谁又能预料事态的未来发展呢 这进一步表明
,

核

武器还是美国进行冷战的有力工具
,

是其实施威慑的有效手段
。

核武器对于美国和西方是如此重要
,

以致于冷战的产儿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都差一

点难产
。

因为美国有人认为
,

西方拥有核武器而取得了优势
,

所以有没有北约关系不大
。

连美国政府发言人也说不出该公约究竟有什么军事意义
。

④ 只是在苏联爆炸了第一颗原子

弹之后
,

美国众院才通过给北约组织拨款的提案
。

中国人民志愿军人朝并取得重大胜利后
,

杜鲁门暗示不排除使用原子弹的可能
。

这是

美国发出的第二次使用原子弹的威胁
。

核武器显然成了美国手中舍此不可的
“

超级王牌
” 。

其盟友英国倒是慌了神
,

艾德礼首相立即飞美
。

杜鲁门保证不拟使用原子弹
。

原来这又是

一次恐吓
。

整整 年
,

美国垄断着核武器
。

美国虽然 自 年成批生产核武器
,

⑤ 而且核武器

从来就是
“

政治武器
” ,

直接服务于美国的政治外交和军事 目标
,

并促使冷战深化
,

但核

武器尚未被置于战略高度
。

在核垄断的前提之下
,

这样的战略也缺乏存在的前提
。

苏联核进展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
,

核战略出笼的前提条件已经具备
。

苏联继 年

拥有原子弹之后
,

年又掌握了热核武器 氢弹 技术
。

同时
,

其运载工具也取得一

定突破
,

因此
,

苏联对美国的威慑能力 日渐增长
。

即或与美国相 比
,

苏联的核武库小得可

怜
,

但是
,

只要核武器的垄断不复存在
,

昔 日美国对他国的威慑就将落到自己头上
。

换言

之
,

随着苏联核力量的增强
,

相互威慑的前景已经可以展望
。

故而
,

美国核武器很有必要

被置之战略地位
,

⑥ 在此指导下加速核进展
,

保持实力与世界霸主地位
。

① 拉塞尔
·

韦格利 《美国军事战略与政策史 》
,

解放军出版社
,

年
,

第 页
,

第 妞 页
,

第 页
,

第 页
,

第 页
,

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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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肠
, 月 , 。 认。

肠 “ 二 ,

乙 阮
, , , ,

卜
。

③ 上海国际关系学会 《战后国际关系史料 》第 辑
,

第 页
。

④
,

、
, ￡ 耐 人。

肠记
,

衣 乳
, , , ,

。

⑤ 国防科工委情报所 《外军武器装备现状及发展趋势 》
,

解放军出版社
,

年
,

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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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战略
,

要而言之
,

便是为达到政治目的而对核威慑的运用
,

是在国家政策与战略理

论的基础上
,

受政治
、

军事
、

财政
、

心理等诸因素影响的国家安全战略
。

核战略是核国家

逐渐发展成熟的标志
,

也是其不可或缺的国家军事指南
。

其发展本身便是一个历史过程
,

并未随着核武器出现而出现
,

而是在核国家出于政治
、

军事等诸多需要的前提下
,

尤其在

相互竞争的基础上
,

才渐渐产生的
。

它是由核军事战略
、

常规军事战略以及技术战略构成

的
。

三者互相依赖
,

互相制约
。

其中
,

技术战略的进步直接推动着另外两个子系统的进

展
。

热核武器的出现便是技术战略突破后从而导致核军事战略发展的例证
。

反之
,

核军事

战略的深化
,

也对技术战略
、

常规军事战略提出新的要求

核战略与政治战略
、

经济战略还互为存在的前提
,

分别作为子系统从而形成新的系统

—国家战略
。

在这三个子系统中
,

各 自的重要性 自不待言
。

国家战略是为了追求一定的

目标而制订的
,

政治战略作为其最高表现
,

便体现为具体的政治目的 经济战略是其得以

实现的物质基础
,

它同时也强调
,

一定的经济战略决定了与之相对应的政治战略和政治目

标
,

超前或落后都难免导致实现过程的延长
、

挫折乃至失败
。

核战略的运用的艺术
,

则直

接关系到政治战略和国家战略的实现与否
,

它本身则受到经济战略的制约
。

核战略之发生
、

发展
、

演变
,

无不渗透着个人
、

集体之思索
、

探求
、

争论
、

趋同与决

策的痕迹
,

它也如实地反映了一国的对外政策及国家总的指导方针
。

因此
,

核战略似可称

为
“

软件
” ,

其相对的 “
硬件

”
便是作为威慑实体而存在的核武器

。

核战略的
“

软件
” 正

是为了操纵
、

控制和使用核武器
“

硬件
” ,

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效能
、

达到实现国家战略

的政治目的而产生的
。

年 月
,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号文件 一一 出笼
。

文件认为
,

美

国正面临着
“

共产主义的思想和苏联国家力量相结合而成为一场侵略扩张运动的威胁 ” 。

为使苏联受到遏制就必须用包括军事实力在内的实力与之对抗
,

而目前美国的军事实力不

足以达到这个目的
。

文件预期苏联到 年将取得与美国的核均势
,

因此
,

苏联地面实

力方面的优势就比以往更值得考虑
。

针对 日益增长的苏联军用力量
,

文件提出四种选择

无所作为 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 退缩西半球量力而行 建设美国 自己的和盟

国的军事实力与一般实力
,

尤其是大力扩充美国的核力量
,

以矫正力量平衡
。

第 号文

件仅肯定了第四种政策
,

认为这是无须进行战争即可遏制苏联
、

通过实力与之对抗
、

并最

后迫使其改变苏维埃制度的唯一途径
。

① 该文件还强调美国应扩大其进行全面战争和有限

战争的能力
,

计划把年度国防开支增至 亿美元
,

甚至
“ 以国民生产总值的 作为

国防经费
。 ” ② 而 年的国防开支仅为 亿美元

。

第 号文件如果不是恰逢朝鲜战

争
,

恐怕是会被置之高阁的
。

在 一 付诸实施之后
,

美国的核战略已在酝酿之中
。

年 月和 月
,

美

①
,

②

肠
。

,

们 九 陇 夕 ,

刀 乙 氏
, , ,

小山内宏 《现代战略论 》
,

吉林人民出版社
,

年
,

第 页
,

第 页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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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
大规模报复

”

到
“ 星球大战

”

国对第 号文件作了修政
,

认为 年美苏核均势不会出现
,

这便是 号和 一

号文件
。

这三个文件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

都要求大力发展核力量
,

只是后两者更明确地

提出依赖战略空军的核攻击力
,

组成用战术核武器装备起来的战略陆军师
,

实现海军核武

器化 它还认为
,

核武器不仅可以在全面战争中使用
,

而且可以在有限战争中使用
。

① 因

此
,

核武器就成了美国主要依靠的对象
,

从而被抬到新的高度
。

在这样的政治战略指导

下
,

一个全面依靠核武器的国家安全战略 —大规模报复战略便于 年问世了
。 ·

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军事理论方面是在圭利奥
·

杜黑的
“
空权论

”
基础之上发展而来

的
。

杜黑认为
,

空军应打击缺乏防护能力
、

无力进行打击或反击的实体
。

由此
,

敌方士气

的低落和军事上的失败会更迅速更容易地到来
。

② 换言之
,

对敌方的工业和人 口 中心 城

市 实施战略轰炸
,

比打击敌人的军队更能动摇敌国的民心
,

摧毁敌人的持续战争能力
,

从而取得战争的胜利
。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致力实现上述理论
,

对德国城市进行了

大规模的轰炸
。

但这些空袭虽然破坏了德国的大部分地区
,

却未能摧毁德国支援战争力量

的工业基础
,

从而表明它并非赢得最后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

然而原子弹的诞生与实践为战

略轰炸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理论提供了新的证据
,

成为杜黑的
“
空权论

”
的有力佐证

。

原子

弹使空中力量具有了一种威力大大增强的新武器
,

可以使美国把美国式的和平强加给全世

界
。

由此产生了这样的看法 在新的时代
,

常规力量很少有作用
,

甚至没有任何作用
。

③

大规模报复战略就是在这样的军事理论基础上产生的
。

年 月 日
,

在美国政治战略制订出来之后
,

国务卿约翰
·

杜勒斯对外交委员

会发表了题为
“

大规模报复
”

的演说
,

代表政府对核战略作了重要的公开阐述
“
慑止侵

略的方法就是 自由世界愿意并能够在它所选择的地点
,

以其所选择的方式有力地作出反应

⋯⋯这个基本的决定就是主要依靠一种巨大的报复能力
,

能够即刻以我们所选择的方式进

行报复
。 ” ④

大规模报复战略便由此得名并正式出笼
。

杜勒斯事实上表明
,

不论苏联的
“

侵略
”

行

动是发生在朝鲜还是在别的任何地方
,

美国都将运用战略空军以核手段进行
“

大规模报

复
” ,

目标不一定局限于发生冲突的实际地区
。

换言之
, “ 可以考虑把莫斯科本身当作对付

全球各地共产党侵略的人质
” 。

⑤ 这清楚地说明了大规模报复战略的主要依赖对象是核武

器
,

核威慑是其主要的运用手段
。

大规模报复战略表明
,

原子弹代表着一种代价小
、

破坏力大的武器
。

由于美国难于以

常规军事战略与苏联对峙
,

因此一旦与苏军直接对抗的战争 即 “
大战

”
爆发就须使用

原子弹
,

对苏联实施密集原子轰炸进行第一次打击 尚未达到大战程度的冲突 有限战

① 拉塞尔
·

韦格利 《美国军事战略与政策史 》
,

解放军出版社
,

年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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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页
,

第 页
,

第 页
,

第 页
。

② 氏
, 。〔 阴 召 ￡ ,

以
, ,

③ 马克斯威尔
·

泰勒 《不定的号角 》
,

解放军出版社
,

年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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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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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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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
, 七 功 ￡ 汇 夕 , ,

,

⑤ 拉尔夫
·

德
·

贝茨 《 美国史 》
,

人民出版社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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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
,

美国将根据实现其国家目标的需要去使用原子武器
,

简言之
,

只要战争爆发
,

原子

弹就成为敌人的 “
达摩克利斯之剑 ” ,

以迫使敌人虑及原子武器袭击之后果而不得不放弃

诉诸战争手段
。

为此
,

大规模报复战略较之战略出笼前更重视战略核武器
,

更依赖战略核

力量的威慑作用
,

同时注意战术核武器的发展
。

① 艾森豪威尔总统 年 月在联合国

大会的演说中颇为自豪地说
“
对我军来说

,

核武器事实上 已经取得了常规武器的地

位
” 。

② 这恐怕是对大规模报复战略之内容的最佳说明吧
。

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出笼是战后美苏争斗尤其是美苏核竞赛的直接产物
。

由于苏联核武

器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
,

美国占有绝对的核优势
,

它可以对苏联进行核轰炸而不必担心遭

到同样的报复
。

这正是大规模报复战略的现实基础
。

在此基础上
,

美国因而产生了核威慑

可以制止全球性战争
、

局部或有限战争的认识
。

大规模报复战略诞生之后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

核大棒成为美国推

行其对外政策的工具
。

撷其要者

大规模报复战略是冷战得以深化
、

美国称霸世界的军事后盾
。

冷战是大规模报复

战略的催产婆
,

但大规模报复战略反过来又强化了冷战中美国方面的立场
,

促使冷战进一

步加剧
。

大规模报复战略为美欧联盟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及 日本提供了核保护伞
,

它是

北约组织成立的战略基础
。

美国战略力量构成北约之 “剑 ” ,

而西欧的地面部队则为北约

之
“

盾
, , 。

美国政治战略之具体政治 目标在其实施过程中
,

充分仰仗于大规模报复战略
,

诸

如对
“
共产主义扩张 ” 的遏制

,

建立美国的霸权
,

充当世界宪兵等等
。

大规模报复战略主要依赖于核报复能力
,

以为在核威慑之下能解决所有问题
,

殊不

知
,

事实表明这只是一厢情愿
。

由于大规模报复战略的指导
,

美国十分迷信原子弹的威

力
,

信奉第一次打击的效果
,

反映在军事战略上
,

便是根据歼灭取胜来设计战争
,

用原子

武器战胜敌人
,

对于局部战争过于轻视
,

其过份倚重核军事战略的结果便是对常规军事战

略的忽视
,

从而削弱了核战略本身
。

在大规模报复战略的指导下
,

无论是政府还是军队
,

都在为应付子虚乌有的 “
大战 ”

而忙碌
, ·

大部分军事费用都投在原子武器之上
。

③ 这固然促进了美国核力量的迅速发展
,

但其应付瞬息即变的危机之能力却大为降低 年和 年
,

美国军队总人数又有所

减少
,

因此
,

大规模报复战略事实上是放弃了外交与战略主动权的战略
。

它被动地等待事

态发展
,

由于常规军力弱
,

要在有限战争中取胜难乎其难 只有达到
“

大战
”
程度之后

,

核力量才有用武之地
。

这等于放弃使用军事力量
,

因为要使用的那种武器太可怕了
,

以致

在任何较小的事件中都不宜使用
。

由此可见
,

大规模报复战略过于偏狭
。

在杜勒斯
“ ·

演说
”

之后
,

日
,

奠边府战役打响
,

随着法军防御形势恶化
,

美国讨论了干涉的可

能性
、

性质和程度
,

但结论却是 当时如果进行任何干涉
,

不是时间太迟
、

规模太小
,

就

觅瓦
‘任乙
‘任连

‘

第第年年① 小山内宏

② 小山内宏
③ 马克斯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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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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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人民出版社
,

泰勒 《不定的号角 》
,

解放军出版社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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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 大规模报复

”
到

“
星球大战

”

是进行错误的干涉
。

① 显然
,

关键在于美国的核威慑根本不足以制止局部 有限 战争的

爆发
,

美国的常规军事力量也无法使人们抱有干涉可以成功的希望
。

杜勒斯在此后不久 同年 月
,

不得不对大规模报复作进一步解释
“

大规模报复就

是一种想用有选择性的报复能力来恐吓战争的政策
” 。

他也否认局部冲突必然会变成全面

核战争
。

更有甚者
,

他对 个月前的演说作了澄清
, “

这种力量 指战略空军而言 —引

者
,

现在固然是一种支配因素
,

但不一定永久具有这样的重要性
。

而且
,

大规模报复也

不是一种在所有环境下都最有用的工具
” 。

② 此时
,

杜勒斯所主张的不再是大规模报复而

是弹性报复
,

而前者只能算是后者所包括的多种选择之一而已
。

年
,

苏联成功地进行了氢弹实验
,

年远程战略轰炸机开始服役
,

中程弹道

导弹试验成功
,

年继洲际导弹试射之后
,

又成功地在世界上第一个发射了人造地球

卫星
。

苏联核力量方面的进展给了大规模报复战略以有力的打击
。

对此
,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海军上将提出边缘战略思想以修正大规模报复战略

的不足
。

他认为
,

海军是一支重要的遏制力量
,

大量的海外战略基地为海军提供了良好的

机会从共产党国家的边缘去包围之
。

一旦发生战争
,

集中而有效地使用有高度命中率的战

术核武器
,

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大规模破坏
,

即防止无限的核战争却仍能彻底地摧毁军事

目标
。

显而易见
,

雷德福的设想是建立在大规模报复战略基础之上的
,

只是程度不同而

已
。

但这只是设想
,

在现实情况下
,

即便战术核武器也不可能避免大规模的破坏和屠杀
。

根据设想
,

通过集中使用战术核武器可以在欧洲战场上消灭苏联地面部队
,

年准备

使用 枚普通原子弹
,

天内结束战争 年准备在 天的战斗中
,

投人空军飞机

架
,

用 枚战术原子弹歼灭苏地面力量
。

且不说苏联的报复能力
,

单单在欧洲这样的地

区
,

如许原子弹就要造成数百万无辜百姓的伤亡
,

再加上残留的放射能
,

几千万人将因此

受害
,

其结果与全面核大战少有差别
。

因此
,

边缘战略思想是行不通的
。

这进一步证明大

规模报复战略也是行不通的
。

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失灵
,

后来已为艾森豪威尔政府所觉察
,

并为此成立了一个专门委

员会进行分析研究
。

年 月
,

苏联人造卫星上天后不久
,

盖瑟委员会报告问世
。

报

告承认了美国核力量的脆弱性
,

这种脆弱性使得苏联能够发动一次先发制人的打击以削弱

美国的战斗力
。

因此
,

报告建议加强战略空军的战斗力
,

把研制和确保第二次打击能力放

在一切计划的优先地位
。

也就是说
,

在苏联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打击之后
,

美国应具备还

击的能力
。

更为重要的是
,

报告认为
,

应提高以常规武器进行局部战争的能力
,

换言之
,

盖瑟报告事实上否定了大规模报告战略
。

但艾森豪威尔政府对新战略是
“
执拗地迟钝

” ③

新战略只有新政府方能实施了
。

① 马克斯威尔
·

泰勒 《不定的号角 》
,

解放军出版社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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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

肯尼迪在他上台后发布的第一个国情咨文中指出
“

在总统的徽

章上
,

美国之鹰的右爪抓着一枝橄榄枝
,

左爪抓着一把箭
。

我们打算给两者以同样的注

意
。 ”

这枝橄榄枝便是和平战略
,

这把箭是灵活反应战略
。

两者互相补充
,

其实质是利用

和平与战争的两手达到遏制共产主义的目的
。

早在进行总统竞选之时
,

肯尼迪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就明确地反对大规模报复战略

而支持灵活反应战略
,

这固然有竞选之因素在内
,

但不可否认
,

肯尼迪确实看到了大规模

报复战略的弊病
。

他在为 《星期六评论 》撰写的利德尔
·

哈特 《威慑与国防 》的书评中

说
“

苏联获得核武器及其运载手段 ⋯⋯现在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核战争是一种相互毁灭

的战争
。

自由世界仅靠
‘

大规模报复 ’ 的威胁就可以得到保护的那种想法再也站不住脚了

⋯⋯西方负责的领导人不会也不应该用无限的武器对付有限的侵略 ⋯⋯” ① 肯尼迪的这番

说法表明
,

大规模报复战略由于过份强调核力量的威慑作用
,

从而丧失了战略上的主动

权
,

他现在要夺回这个主动权了
。

灵活反应战略适应了这一战略需求
,

因而在肯尼迪上台

之后便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

灵活反应战略作为美国的第二个核战略
,

其理论基础值得我们探讨
。

首先
,

灵活反应战略作为美国的指导战略其政治与军事 目标是其理论的出发点
。

这个

目标乃是
“
美国决意用

· · · · ·

一切手段来改变共产主义运动
,

使其不再构成对美国安全的

威胁
。

⋯⋯美国必须具备足以诱导共产党集团放弃或不敢进行各种侵略的政治
、

军事
、

经

济和道义上的力量
,

使敌人深信发起侵略将会是得不偿失的
。 ” ② 简言之

,

灵活反应战略

与大规模报复战略一样
,

都是为了对付所谓共产主义威胁而出笼的
,

所不同的是大规模报

复战略实施时期
,

美国拥有核垄断以及随后的绝对核优势
,

它是被动性质的
,

绝对武器不

能随意使用
,

正是通过这一非随意性来发挥威慑作用 而灵活反应战略则要夺回主动权
。

此时
,

苏联核力量发展迅速
,

与美国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
,

因而正处于
“ 相对威慑

”

阶段
,

灵活反应战略正是为应付这一状况
、

继续遏制苏联
、

继续保持对苏联的绝对核优势

同时加强常规力量而制订的
。

其次
,

灵活反应战略的基本 目的是要保持相当的军事实力
,

使之既能应付大战
,

又能

应付除大战以外的有限战争
。

灵活反应战略固然强调 了常规军事战略
,

但是
,

它仍然是以

核军事战略作为其基础的
。

这既是因为
“
拥有核武器国家之间的战争必须在可能是核战争

的假定上加以计划
” ,

又是因为
“
有限战争所以能有个范围

,

是由于对热核武器的破坏力

的恐惧
, ”

③ 美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奥本海默正确地指出了灵活反应战略之强调核威慑的一

面 “我们期望这样一种状态
,

在此状态下
,

两大强国都能毁灭人类文明并致对方于死地
,

这样它们反而不敢冒险
,

就好比是一只瓶子里的两个蝎子
,

除非想 自杀
,

否则两者之中谁

① 拉塞尔
·

韦格利 《美国军事战略与政策史 》
,

解放军出版社
,

年
,

第 页
,

第 页
,

第 页
,

第 页
,

第 页
,

第 页
。

② 马克斯威尔
·

泰勒 《不定的号角 》
,

解放军出版社
,

年
,

第 页
,

第 页
,

第 页
,

第 页
。

③ 亨利
·

基辛格 《核武器与对外政策 》
,

世界知识出版社
,

年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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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 大规模报复 ” 到 “ 星球大战 ”

也不会攻击谁
。 ” 灵活反应战略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大规模报复战略进行全面核大战的思

想
,

是美国指导其全面和有限核战争以及有限常规战争的总体战略
。

核军事战略是灵活反

应战略不可或缺的抵挡苏联威慑的盾牌
,

没有核威慑之盾
,

灵活反应战略便失去其赖以依

靠的基础
。

再其次
,

有限战争 包括有限常规战争与有限核战争 是灵活反应战略的主要手段
,

常规军事战略乃其实施的首要工具
。

鉴于它认为有限战争较之核大战更有可能爆发
,

因

此
,

灵活反应战略力图改变大规模报复战略对常规军事战略的忽视
。

它把几乎全部陆军
、

海军陆战队
、

大部分战术空军
、

一部分航母以及很大一部分空运和海运部队都纳人有限战

争部队范围 仅让部队装备小型战术原子武器
。

它还首次提出了 “
两个半战争

”
的概念

,

即同时在欧洲和亚洲进行两场
“
大规模

” 战争
,

在世界其他地区进行一场
“
小规模 ” 战

争
,

主要是针对苏联和中国
。

美国的常规军事力量就是其能攻能守
、

灵活机动的利剑
。

灵活反应战略还进一步被采纳作为北约的总战略
。

北约 自成立后
,

美国核力量是其主

要保护伞
,

美国战略部队是北约的主要打击手段
。

北约在大规模报复战略实施时期把该战

略视为自己的总战略
,

而美国政府在其核战略演变之后迫使北约的战略也随之转变
。

年北约正式以灵活反应战略为其总战略 如果盟国能保持用常规手段和核手段灵活地
、

逐

步升级地对付苏联各种可能的军事侵略
,

那就能最好地保持威慑力量
。

显然
,

北约已认识

到苏联核能力已取得重大进展
,

单靠美国的大规模报复已无法保持西欧各国的安全
。

古巴是灵活反应战略的第一个试验场
。

在猪湾登陆失败之后
,

年 月的古巴导

弹危机是对灵活反应战略的一次重大挑战
。

当时
,

苏联核力量相对于美国为劣势
,

苏联力

求取得均势 为了弥补导弹射程之不足
,

直接给美国本土造成威胁
,

古巴就成了理想的导

弹安置地 而且
,

赫鲁晓夫无限夸大核武器的作用
,

采取了过于冒险的政策
,

加之 自我估

计过高
,

导弹危机一触即发
。

肯尼迪认为
,

把导弹运进古巴
,

不仅会给美国以巨大打击
,

而且
,

如果美国毫无反应
,

就会被置于死地
。

但美国反应程度的不同
,

则面临着一般冲突

直至核大战的危险
。

在这种形势下
,

依据灵活反应战略
,

美国既准备核大战
,

又作好封

锁
、

人侵古巴的军事准备
,

集结了 万士兵和 艘舰只
。

① 苏联被迫退却
。

肯尼迪认为
“
最重要的是

,

在保卫我们的切身利益的同时
,

核大国必须避免发生那

种会使对手不是选择屈辱性的失败就是选择发动一场核战争的对抗
。 ” ② 肯尼迪在古巴导

弹危机问题上的作法是灵活反应战略的一次实践
。

继古巴之后
,

灵活反应战略又在越南予以运用
。

美国认为
,

具有合适装备
、

用常规武

器武装起来的机动部队加上空中支援能够解决越南问题
,

灵活反应战略会行之有效
。

美国

逐步涉足南越战场
,

年初
,

驻越美军为 万人
,

年 月即达 万
,

而美

军司令威斯特摩兰还要求增援 万人 一 年
,

美国向印支三国投下的炸弹数

达 。万吨
,

二次大战也只有 万吨
。

美国使用 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常规武器
,

看

来
,

除非使用战术原子弹
, “

逐步升级
” 已走到了头了

。

美国的灵活反应战略在越南失败了
。

越南战争证明
,

美国战略核力量对于对付象越南

这样的国家并无什么威慑作用
。

灵活反应的结果最后只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

而与此同时

① 罗伯特
·

肯尼迪 《十三天 》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年
,

第 页
,

第 页
。

② 罗伯特
·

肯尼迪 《十三天 》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年
,

第 页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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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却利用这一机会在战略核力量上追上美国
。

越南战争是美国经济
、

政治
、

军事和外交

的一大败绩
,

也敲响了灵活反应战略的丧钟
。

四

年代是美国战略收缩的 年
。

美国首次被迫正式承认新的战略态势
,

即承认存在

着美苏战略核力量的大体均势
。

越南战争的消极影响
,

美元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统治地位的

终结以及多极的新的世界格局的萌芽
,

无不表明美国开始衰落
。

美国在其第一次不占有绝

对甚至相对核优势的情形下
,

提出了它的第三个核战略 —现实威慑战略
。

现实威慑战略出笼的一个最重要因素乃是苏联核力量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
,

与美国

基本形成了核均势
。

在原子弹问世之后不久
,

苏联的军事战略出于多种原因
,

倾向于忽视原子武器的威

慑
,

仍一如既往地强调只有常规军事力量才能决定战争的命运
。

这在苏联尚不拥有原子武

器的形势下是可以理解的
。

但此后
,

苏联加快了核武器发展的步伐
,

至其掌握热核武器

氢弹 之后
,

苏联便转而认为核战争将
“
意味着文明的毁灭 ”。

其军事战略不言而喻也发

生了转变
,

发展核力量
、

提高威慑能力是其主要 目标
,

设法使美国不能长期保持核垄断地

位便成了重要内容
。

到了 年代
,

苏联在发展核力量方面取得了惊人的增长
。

年陆

基洲际导弹美国为 枚
,

苏联只有 枚 年美国增为 枚
,

而苏联则猛跃至

枚
,

基本均等 年在美国维持原数 目不变的情况下
,

苏联更是达到 枚
,

占

有明显的数量优势 潜射导弹
,

年美国为 枚
,

苏联仅为 枚 年美国为

“ 枚
,

苏联为 枚 年美国仍维持原数目
,

而苏联却翻了一番半
,

达 枚
,

与

美国的差距大为缩小
。

在苏联如此咄咄逼人的核威慑力量增长的情况下
,

核威慑能力直接关系着美国在世界

格局中的地位
,

关系着美国的争霸态势
,

更关系到未来的核大战的可能结局
。

苏联核发展

计划的进展
,

使得世界真正进人了不再具有安全感的核时代
。

无论美苏任何一方
,

其所拥

有的可以毁灭整个世界的核能力
,

对各国不舍是一大威胁
,

对于这两家来说
,

更产生了相

互威慑
,

核按钮随着核当量的累积越来越有难以按下的趋势
。

事实上
,

美苏之间
,

在苏联

核力量渐趋逼近美国之时
,

核战略更形重要
。

美苏之间并不需要真的爆发全面核大战
,

单

从核战略之对垒即可在电子计算机里推演出核大战的结果
。

因此
,

年代末之后
,

核战

略的重要性加强了
,

指导性功能也加重了
。

美国的核力量相对于苏联正在不断地滑坡
,

核均势在
、

年代之交已大体形成
,

至少美苏双方都意识到了
。

作为对核均势承认的折射
,

年冬季美苏开始进行一系列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
,

美国坐到战略武器谈判桌旁表明
,

美国不仅把苏联看成厉害的敌手
,

而且视为平起平坐的对手了
。

核均势带给美国的决不是福音
。

建立在核优势基础之上的灵

活反应战略必然要被淘汰
,

美国本土从此再也不会象以往那样是远离战场的后方了
,

美国

人的头上第一次感觉到了苏联核弹的份量
。

年代中期以后
,

迫于现实的威胁
,

接受核战争的爆发不是不可能的思潮已 日益普

遍
,

这就为打全面核战争的战略之出笼提供了社会基础
。

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

提出了初步的 “

确保相互摧毁
” 的设想

,

即在苏联对美国实行突然袭击后
,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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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 大规模报复

”

到
“ 星球大战”

需保有消灭苏联 一 人口
、

工业生产能力
、

使之十几年内不能作为一个强国再起

的能力
。

①

有必要指出的是
,

无论大规模报复战略还是灵活反应战略
,

都是以军事目标和有生力

量为主要打击对象
,

可称之为
“

对兵战略
” 而

“

确保相互摧毁
” 已意识到单靠对兵战略

已不足以构成对苏联的有效威慑
,

因而提出以人 口中心 城市 和工业生产基地为主要 目

标
,

似可称为
“

对城战略
” 。

其目的在于拿苏联的主要城市
、

人 口 和 工业生产能

力作抵押
,

迫使苏联不敢按下核战争之按钮
。

当然
,

美国自身的主要城市
、

人口
、

工业基

地同样也是抵押品
,

这意味着美国所受的打击也必然是惨重的
。

打个比方
,

公路上面对面

开来两辆车
,

一旦相撞即车毁人亡 此时
,

就看谁胆大
,

在相撞前总归会出现胆小鬼
,

把

路让开的
。 “

确保相互摧毁
”

就是在毁灭的威胁下求得威慑的效果
。

尼克松政府执政之后
,

接受并综合了这些战略思想
,

制订了现实威慑战略
。

尼克松主义的出笼是核战略演变的信号
。

实力是尼克松主义所追求的首要 目标
,

核战

略从而被置于显著位置之上
。

尼克松主义和 年及 年总统对外政策咨文构成了现

实威慑战略的政策基础
。

现实威慑战略接受
“

确保相互摧毁 ”
为其内容之一

,

但认为仅有

此能力是不 “充分
” 的

,

因为它不能保证
“
在相对有利的条件下

,

同时在限制对美国的损

害
”

的情况下
,

终止敌对行动
。 ” ② 为此

,

现实威慑战略还把强调保卫受到威胁的威慑力

量的计划列为其内容之一
,

即强调反弹道导弹计划
。

这是美国核战略演变中所出现的新的

内容
。

为了既能
“

充分
” 地摧毁敌人

,

又能限制自身所受的损害
,

现实威慑战略之 目标

为 维持威慑所有领域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 从常规战争到核战争 的强大潜力 通过改

变使用军事力量的方法来提高军事力量的效能 减少建立和使用军事力量所引起的消极后

果 重新分配
、

调整美国与盟国的负担和责任 保证美苏核威慑力量的均势
。

为达此 目

的
,

该战略要求 必须确保使用军事力量的
“
现实性

”
现实威慑战略的名称来源于此

采取更有
“
选择性

” 的方法使用军事力量
,

即选择好时机
,

尽可能限制损害的程度 抛弃

灵活反应战略中之
“

逐步升级
”

的方法
,

坚决
、

坚定地使用军事力量 同时
,

与尼克松主

义相适应
,

现实威慑战略也要求通过军备控制谈判来实现其既定 目标
。

现实威慑战略是美国战略地位滑坡的产物
。

尼克松对此讲得很清楚
“
难 以想象的事

康恩所论述的全面核战争一引者 不仅变得可以想象
,

而且成为我们非想不可的事了
,

美国已失去战略优势
,

这就要求我们去理解可能发生的核交锋的或然性及其后果
。

⋯⋯随

着战略劣势的幽灵 日益接近我们
,

我们必须现在就采取行动来恢复均势
,

以便我们能遏制

苏联的侵略
。 ” ③ 现实威慑战略又是美国囿于 自身核力量而保持战略均势的产物

,

现实威

慑战略既在均势的态势下露面
,

又为的是继续维持美苏之间的核均势
。

现实威慑战略是建立在相互威慑基础之上的均势战略
。

美国虽然制订了这一战略
,

但

受 日益恶化的美国经济和败局已定却尚未撤军的越南战争影响
,

美国核力量发展受到了一

定程度的限制
。

也可以认为
,

追求均势目标本身就是受财政
、

军事之实力不足所约束的结

,

如
,

几
。 功 “‘ 。 夕 ,

眼
, , ,

汉森
·

鲍德温 《明天的战略 》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年
,

第 页
。

理查德
·

尼克松 《真正的战争 》
,

新华出版社
,

年
,

第 页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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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

现实威慑战略把美国的盟国推向不可或缺的位置
。

除全面核战争之外
,

地区性核战争

盟国都承担重负
,

而军事对峙 地区性战争 则全部由盟国或当事国自己担负主要责任
。

显然
,

由于苏联核威慑力量的加强
,

美国对西欧等的核保护伞已经出现了小破洞
,

在欧洲

遭到苏联核打击之时
,

美国是否会冒苏联核报复的风险予以还击便成了一大问题
,

即美国

肯否用纽约去换法兰克福 现实威慑战略还鉴于美国力量的削弱和收缩
,

把灵活反应战略

时期的
“

两个半战争
”
减为

“一个半战争
” ,

本来准备的 “ 一个战争 ” 则通过中美关系解

冻得以取消
。

现实威慑战略无论从其理论
,

还是从其实施来看
,

无论从实力
、

伙伴概念
,

还是从谈判手段来看
,

它都是美国实力地位大大下降的产物
,

是美国保持战略均势的指

导
,

也是对世界格局变化的反映
。

但是
,

现实威慑战略在实施过程中也暴露了诸多弱点
,

以致尼克松政府不得不修订现

实威慑战略
,

这便是 年初公布的国家安全决策备忘录第 号 一 文

件
,

即通称的施莱辛格主义
。

其要点 控制核战规模
。

一旦威慑失败
,

核战争爆发
,

美国控制战略核武器的使用
,

少量实施
“
对城战略 ” ,

限制美国所受的损失
。

保卫威慑

力量
,

重视第二次打击力量
,

建立充分的安全保障系统 反弹道导弹系统
。

阻止苏联

复元
,

即在全面核战争无法控制地爆发之后
,

美国第二次打击力量的目标以妨碍苏联恢复

为原则
。

以工业设施为目标
,

而无意大量杀伤平民
。

意即美国在核大战后能较苏联更快地

复元
,

从而占有战略优势地位
。

修正后的现实威慑战略依然是软弱的
,

并无新的内容
。

核战规模能否控制暂且不谈
,

安全保障系统是否能有效地抵御对方的第一次打击 在双方势均力敌的条件下
,

限制损

害
,

不杀平民又谈何容易
。

最重要的
,

只要苏联能取得对美国的核优势
,

美国阻止苏联复

元
、

战后保持优势地位就更是一句空话
。

而苏联力据优势之目的就在于打赢核战争
,

美国

均势战略显然是认错了对象
。

卡特政府执政后依然推行现实威慑战略
,

美国的战略地位处于二战结束以来的最低

谷
。

三位一体计划或取消或推迟
,

巡航导弹遇到了麻烦
,

① 美苏的核均势岌岌可危
,

苏联

的威慑更显现实
,

更咄咄逼人
。

现实威慑战略对此已力不从心
,

无法抵挡
。

卡特政府有所

意识
,

发布了第 号总统指令 一
,

但为时已晚
。

② 年代的现实威慑战略

终于完成了它的使命
。

新政府的国家政策再也不是保持均势
,

而是追求优势
。

这便是
“ 星

球大战 ”
战略

。

五

在充分的酝酿
、

商讨
、

论争之后
,

年 月 日
,

罗纳德
·

里根总统发表了关于
“

战略防御计划 ” “
,’ 的电视讲话

。

美国新的核战略以此为标志问世
。 “

战略防御计

划 ” 主要涉及空间研究
,

因而
,

被形象地称为
“
星球大战

” 。

由于涉及的乃太空领域
,

所

① 理查德
·

尼克松 《真正的战争 》
,

新华出版社
,

年
,

第 页
,

第 页
。

② 邑 珑
, “

舒 冲 “ ,

幻 饭二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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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
大规模报复

”
到

“
星球大战

”

以又有
“

高边疆
” 之说

。

星球大战战略是美国的第四个核战略
,

也是核时代向太空时代转

变的指导战略
,

更是美国建立对苏联的战略优势的工具
。

星球大战战略否定现实威慑战略之
“

确保相互摧毁
”
论

,

转而提出
“
确保生存

”
论

计划建立空间防御体系
,

拦击苏联战略武器 在有效防御基础上
,

用第一次打击取代原先

的第二次打击 要求继续改进
、

加强美国的战略力量和常规力量 在实施过程中仍继续承

担保护盟国领土使其不受苏联核攻击的义务
。

星球大战战略依然是威慑战略
,

强调防御基

础上的威慑
。

然而
,

构成此防御基础的不再是核力量本身
,

而是以定向能和动能武器所组

成的非核防御系统
。

因此
,

星球大战战略在某种意义上似可称为空间战略
。

作为美国国家政策的
“

高边疆
”

计划
,

要求通过发展最新技术
,

振兴国家经济
,

增强

实力
,

加紧控制盟国
,

取得对苏联的战略优势
,

从而夺取世界霸权
。

星球大战战略秉承了

这一政策
,

适应了美国政治
、

经济
、

技术和军事等多方面的需要
,

从战略上看

首先
,

星球大战战略的目的就在于夺取对苏联的核优势
。

里根政权在其第一任任期内

已初步扭转了战略上的被动
,

但是
,

核武器经过 多年的发展
,

已 日臻完善
,

核弹头的

威力已接近理论数值
,

运载工具改进的余也不大
,

因此
,

要打破核均势
,

必须着眼于非核

手段
。

这便是星球大战战略的进攻意义所在
。

其次
,

星球大战战略的推行有可能建立积极的防御体系
,

从而关闭美国战略导弹
“

易

遭苏联攻击之窗
” 。

因此
,

美国便可取得战略主动地位
,

既能对苏联实施战略核攻击而不

受报复之威胁
,

又可以在苏联先发制人时予 以报复性还击
。

这样
,

就美国而言
,

核武器的

第二次打击概念将不复存在
,

无论是进攻还是报复
,

均成了第一次打击
。

第三
,

由上述两点推论可知
, “

确保相互摧毁
”

论已失去存在的基础
,

既然美国能保

证 自己的核威慑力量在苏联先发制人的袭击中安然无恙
,

那么
, “确保相互摧毁 ”

便成了
“

确保对方摧毁 ” , “

确保己方生存
” ,

至于美国发动的攻击之结局更毋须赘言
。

因此
,

星球

大战战略决非防御性的
、

守势的战略
,

而是隐蔽的但却带有强烈进攻性色彩
、

夺取优势的

战略
。

第四
,

由此
,

星球大战战略单凭空间防御系统显然是不足以 占据战略优势的
,

其进攻

之主要手段仍需依靠核武器
,

故必然对美国战略核力量的发展提出新的要求 主要是质量

方面
。

星球大战战略除了加剧美苏空间争夺之外
,

同时也必然加剧美苏核力量乃至常规

力量发展上的竞赛
。

星球大战战略依然是强调威慑作用的核战略
。

第五
,

星球大战战略所要求研制的定向能武器 激光和粒子束 具有很大的威力
,

也

具有成为新型战略武器的巨大潜力
。

依照战略规划
,

它们是来袭的核弹头的克星
,

同时也

能发起攻击
,

因此
,

定向能武器的重要性将会 日趋突出
。

而美国当时较之苏联
,

在定向能

武器研制上处于明显的落后状态
,

星球大战战略故力图赶上并超过苏联
。

总而言之
,

星球

大战战略较之以往战略更是
“

进取的 ”
核战略

。

星球大战战略是建立在科技发展基础之上的
,

亦即科技战略的进步为核战略的实施提

供了可能
。

同时
,

星球大战战略的实施必将带来多方面的深远影响
。

星球大战战略对美国而言
,

它是高科技革命的产物
,

亦是其标志
,

美国科技发展必然

带动其经济
,

而经济的复苏
、

经济实力的加强则保证美国的政治地位与军事地位
,

从而在

世界格局中加重美国的份量 美国甚至指望由此重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那一幕
。

冷

战的结束
、

苏联的解体印证了
“

星球大战
”

战略的正确性和先见性
,

美国拖垮苏联战略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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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成功
。

对苏联而言
,

美国的挑战是欲独霸世界的信号
,

也是慑服苏联的开端
,

核军备
、

太空

开发和竞赛必将愈演愈烈
,

苏联倾其国力与美国争夺但结局乃是苏联的解体
,

这是苏联领

导人万万没有料到的
。

从大规模报复战略到灵活反应战略到现实威慑战略再到星球大战战略
,

可 以清楚看

到
,

美国核战略的每一次演变都是直接同美苏核力量对比的变化有关
。

同时它又受到政

治
、

经济
、

军事等多重因素的制约
。

核战略是在国家政策基础上制订的
,

政策之连续性同

时也保证了核战略的连续性 核战略还受经济因素的影响
,

即国家财政收支平衡与否不能

不波及核战略的实施
。

核战略更偏重于对军事战略 核军事战略和常规军事战略 的理论

指导
,

因而
,

核战略在一定程度上亦可视为理论的结晶
。

理论是不能从白地里
、

从虚无中

产生的
,

核战略的理论就更是如此
。

有鉴于此
,

核战略的理论就需不断依据现实
,

不断进

行修正和否定
,

以求得对现实的指导 核战略中还含有人为影响的因素
,

因为它毕竟是由

人制订与实施的
。

艾森豪威尔政府顽固地推行大规模报复战略即为例证
。

此外
,

美国的对外千涉和侵略战争既是对核战略的检验
,

也是核战略演变的催化剂
。

核战略的理论在核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受到现实的检验
,

而美国对外干涉和侵略更是在其核

战略之指导下进行的
,

侵略战争的结局直接关系到核战略的演变与命运
,

越南战争就是灵

活反应战略的坟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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