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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冷战后、尤其是“9·11”后 ,核恐怖主义威胁日益上升 ,美国政府通过对核恐怖主

义的安全化操作获得了相当的特殊权力。通过对特殊权力的运用 ,布什政府较为成功地发展出一

套层次性防御措施。但与此同时 ,美过度运用安全化逻辑导致了对假想敌的塑造 ,使其在伊拉克及

伊核、朝核问题上陷入困境。这甚至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果。

[关键词 ]美国 　核恐怖主义 　安全化

[作者介绍 ]潘亚玲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讲师、博士 ,主要从事美国外交与国际安全研究。

　　冷战结束、尤其是“9·11事件 ”后 ,核恐怖主义

得逞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一方面是技术发展和管理

混乱使得核武器及核技术极可能外泄 ,另一方面是

恐怖主义团体获取核武器的意愿和能力在上升。布

什政府以“防止用核武器发动的‘9·11’”①为名 ,对

核恐怖主义实施了安全化操作 ,并为美国公众所接

受 ,使美国得以采取特殊的政策措施、甚至发动伊拉

克战争。当然 ,也正是安全化导致的权势无节制 ,使

美国陷入当前的外交困境 ,并可能影响 2008年大选

结果。

一、美国对核恐怖主义的安全化

要确保对一项威胁进行安全化操作并获得成功

需具备两大条件 :一是安全化逻辑本身需要在因果、

道德和时间三方面具有说服力 ,即安全化行为体须

设法证明该威胁会造成严重后果 ,且这种后果不具

备道德基础 ,迫在眉睫而非相当遥远 ;二是这一逻辑

需要在重大事件和媒体聚焦下为普通大众所接受。

顾名思义 ,核恐怖主义是指核武器被恐怖主义

团体 /分子用作恐怖主义袭击手段的行为。由于核

武器和恐怖主义都极端恐怖 ,因此二者结合导致的

核恐怖主义就不言自明地具有严重后果 ,且不具备

道德基础。因此 ,对美国而言 ,安全化核恐怖主义的

现实要求远低于理论要求 ,只需说明核恐怖主义是

美国面临的迫在眉睫的威胁即可。

冷战时期 ,人们不太担心核恐怖主义。这一方

面是因为当时的核武器体积大 ,难以运输和隐蔽 ,以

及拥核国家采取各种措施防止核扩散 ,恐怖主义团

体获得核武器的难度较大 ;另一方面 ,当时的恐怖主

义团体对于使用核武器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意愿也

不强。但自冷战结束以后 ,这两方面都发生了根本

变化 ,核恐怖主义的现实威胁大为增加。这主要是

因为核武器正变得越来越小 ,更便于运输 ;苏联解体

使先前看似严密的核武器、核材料及核知识的保护

面临挑战 ;同时 ,随着因特网的普及和世界范围内的

人才流动 ,核技术的扩散速度明显加快。与此同时 ,

恐怖主义团体拥有并使用核武器的意愿和能力正在

上升。如日本奥姆真理教和基地组织在 20世纪 90

年代初都曾试图从前苏联获得核武器。本 ·拉丹

1998年在《伊斯兰的原子弹 》一文中声称 ,获得原子

弹是“穆斯林的责任 ,要准备尽可能多的 (原子弹 )

来恐吓上帝的敌人 ”。② 恐怖主义团体获得核武器

的方式有三种 :偷取或购买核武器 ;偷取或购买武器

级铀 - 235或武器级钚组装核武器 ;获得任何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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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同位素并把它制作成非核“脏弹 ”。① 但事实

上 ,实施核恐怖主义的技术难度仍相当高。就偷窃

而言 ,大多数国家都严密保护核武器 ,恐怖主义团体

要突破这些保护措施是很难的 ;就购买或偷窃武器

级铀 - 235或武器级钚来组装核武器而言 ,其技术

障碍同样很大 :要制造出一枚枪式起爆弹需要 110

镑武器级铀 ,制造一枚内爆式起爆弹需要约 55镑武

器级铀或 22镑裂变钚。②

尽管对核恐怖主义的安全化提供了完整一致的

时间逻辑、因果逻辑和道德逻辑 ,且“9·11事件 ”提

供了最为震撼的聚焦事件 ,但还不足以使这一安全

化逻辑为美国大众所接受 ,还需借助于媒体聚焦。

美国政府自冷战结束以来便持续强调核恐怖主

义的威胁。早在 1992年 ,美便推出了一份《1992年

防务规划指南 》,重点强调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

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威胁 ,及为阻止这类情况继续

恶化美国必须采取的措施等。③ “9·11事件 ”后 ,

美国对核恐怖主义的安全化操作大大强化。布什总

统在 2002年声称 :“我们面临的最大危险来自于激

进主义与技术的结合。我们的敌人公开宣称他们试

图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证据表明他们正坚决地

这样做。”④而且“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独裁者

可能 ⋯⋯秘密地将其提供给恐怖主义分子 ”, ⑤因此

美国必须采取断然行动。在 2004年的总统大选电

视辩论中 ,两党候选人布什和克里都一致认为 ,防止

核扩散是美国的首要政策关注 ,其中防止核恐怖主

义又是最为重要的。⑥

媒体和专家也都自觉不自觉地促进了美国政府

安全化核恐怖主义的努力。例如 ,氢弹设计者之一

的理查德 ·加尔文 (R ichard Garwin)估计“每年 (发

生核恐怖主义 )的可能性为 20% ”,而哈佛教授马修

·布恩 (Matthew Bunn)则认为未来 10年发生核恐

怖主义的可能性为 29% ,这一估计与前参议员理查

德 ·鲁加 ( R ichard Lugar) 2005年对安全专家的一

份调查结果相同。另一位哈佛教授格拉罕姆 ·艾利

逊 ( Graham A llison)更认为 ,未来 10年发生核恐怖

主义的可能性高达 50%。但这在美国前国防部长

威廉 ·佩里看来仍低估了核恐怖主义的风险。⑦ 各

种媒体也竭力宣传核恐怖主义 ,尤其是在“9·11事

件 ”发生后的一段时间内。根据美国核控制研究所

统计 ,在 2001年 12月至 2002年 5月期间 ,包括《纽

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 》、《洛杉矶时报 》、《波士顿

环球报 》等在内的诸多美国媒体都对核恐怖主义进

行了大肆宣扬 ,相关报道数量众多。 (见表 1)

在美国政府和媒体的共同推动下 ,对核恐怖主

义的安全化努力事实上得到了较为广泛的接受。

2005年 4月 ,联合国通过了《制止核恐怖行为国际

公约 》,该公约于 2007年 7月 7日正式生效 ; 2006

年 10月底 ,在美国和俄罗斯的共同倡议下 ,“打击

核恐怖主义全球倡议 ”首次会议得以举行。在美国

国内 ,有诸多相关的民意调查证实了这一结论。

“9·11”后不久 ,福克斯新闻网进行了两次民意调

查 ,认为恐怖主义团体可能获得核武器的受访者比

例均高达 63%。⑧ 不仅如此 ,公众对恐怖主义团体

使用核武器实施攻击的可能性以及发生核恐怖主义

的时间迫切性的认知度也在上升。福克斯新闻网的

调查表明 ,有高达 47%的受访者认为未来 10年内

会发生核恐怖主义。⑨

公众对核恐怖主义安全化逻辑的接受 ,相应地

保证了美国政府可以在该问题上采取特别政策措

施。多份民意调查显示 ,高达 60%的美国公众对于

“美国在遭受核恐怖主义袭击后 ,是否应当使用核

武器进行还击 ”的问题上持赞成态度。 (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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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有关核恐怖主义的新闻报告 (2001年 12月 - 2002年 5月 )

报道内容 篇数

2001. 12 2002. 01 2002. 02 2002. 03 2002. 04 2002. 05

反应堆能否得到充分保护 40 28 40 32 18 4

恐怖主义分子发展核武器的可能 17 3 1 5 5 0

脏弹是否是一种重大的恐怖主义威胁 8 3 2 3 8 2

核物质的失窃能否及时公开裂变 10 11 4 9 4 1

核武器是否易被盗 2 1 2 2 3 0

　　资料来源 :“Nuclear Terrorism News Stories Index, ”Nuclear Control Institute, http: / /www. nci. org/nt - hl. htm.

表 2　针对核恐怖主义的特别措施的必要性 (民意调查 )

问题一 :“如果美国遭受核恐怖主义袭击 ,美国是否应当使用核武器对相应的恐怖主义团体进行还击 ?”

CNN /《今日美国 》/盖洛普 (2002年 3月 )

应当 不应当 不知道

67% 30% 3%

福克斯新闻网 (2001年 10月 )

应当 不应当 不知道

59% 25% 16%

问题二 :“如果美国遭受核恐怖主义袭击 ,美国是否应当对窝藏恐怖主义的国家实施核打击 ?”

CNN /《今日美国 》/盖洛普 (2002年 3月 )

应当 不应当 不知道

57% 40% 3%

　　资料来源 : http: / /www. pollingreport. com / terror. htm.

二、美国应对核恐怖主义的政策措施

成功的安全化会授予政府应对该问题的特殊权

力。在经过精心的安全化努力并获得公众较大支持

后 ,美国政府获得了就核恐怖主义问题实施特别措

施的权力。自冷战结束后 ,美国针对核恐怖主义启

动了许多新政策并投入大量资金 ,其核心是避免核

武器、核材料和核技术为恐怖主义团体所掌握。这

种努力可大致划分为两个时期 , 即后冷战时期

(1991 - 2001年 )和后“9·11”时期 (2001年至今 )。

苏联解体后 ,其核武器的保护措施迅速恶化。

由于担心前苏联分布广泛的核武库被滥用或失窃、

进而为恐怖主义所用 ,美国启动了大量强化前苏联

核武器和核物质安全的计划。 (见表 3) 这一努力

主要包括两方面 :一是防止前苏联的核武器扩散 ,包

括改善前苏联核武器设施的安全 ,采取行动改善前

苏联边境的安全 ,避免核武器通过其边境流向外国 ;

二是防止前苏联的核技术扩散 ,主要聚焦于为前苏

联核科学家提供职位。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 ,防止前苏联核武器扩散最

重要的计划是由参议员萨姆 ·纳恩和理查德·鲁加

共同发起的“减少威胁合作项目 ”计划 (又称纳恩 -

鲁加计划 ) ,后被命名为《减少苏联核威胁法 》。这

一计划最初主要聚焦于俄罗斯 ,但后来也推广到其

他国家。它由一系列倡议所组成 ,用以保护核物质、

防止核武器及部件的走私 ,以及阻止核知识扩散。

“核物质保护、控制和清算计划 ”(Material Protec2
tion, Control, and Accounting Program)的目标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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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美国预防核恐怖主义的主要政策 (1991 - 2001年 )

计划名称 部门机构 时间 简要描述

纳恩 -鲁加计划 能源部、国防部、
国务院、商务部 1992

保护前苏联核武器和核物质贮存 ,使其科学和工
业基础设施去军事化

核物质保护、控制和清算
计划 能源部 1993 保护俄罗斯的核物质

国际科学与技术中心倡议 国际协议 1994 为前苏联核科学家提供就业和研究机会

IAEA非法交易数据库 IAEA 1995
美国参与的一项国际努力 ,以编撰全球的核和放
射性物质交易清单

兆吨至兆瓦计划 国际协议 1995
将俄罗斯的武器级高浓缩铀转化成为能用于电力
而非武器生产的物质

放射物学会 能源部 1997
帮助外国政府训练其边境管理机构侦测核和 /或
放射性交易

出口管控与边境安全项目 国务院 1998
训练边境管理机构 ,并提供设备提高对核及放射
性物质走私的阻截

核城市计划 能源部 1998
削减俄罗斯核武器工业的能力 ,并为核科学家找
到有意义的就业机会

第二道防线 能源部 1998
为边境卫队和海关机构提供训练和装备 (开始于
俄罗斯 ,后扩展到其他国家 )

要是保护俄罗斯的核物质安全。① 而“兆吨至兆瓦

计划 ”(Megatons - to - Megawatts Program )则旨在保

护前苏联的武器级高浓缩铀 ,使高浓缩铀即使与其

他核物质混合也不致形成生产核武器的能力。②

为了强化边境关口的安全和放射品检查 ,美国

启动的计划主要包括“出口管控与边境安全项目 ”

( Export Control and Related Border Security)、“第二

道防线计划 ”( Second L ine of Defense)和放射物学

会 (Radiation Academy)等。其中 ,“出口管控与边境

安全项目 ”和“第二道防线计划 ”主要是为边境和海

关机构提供检查非法放射物质运输的装备及其使用

培训 ,而放射物学会则重点援助外国政府训练反走

私活动和演习。这些计划一开始都只针对俄罗斯 ,

但随着计划的开展也逐渐扩展到俄周边国家。

第二个方面的计划主要包括“核城市计划 ”

(Nuclear Cities Initiative) ③和“国际科学与技术中心

倡议 ”(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enter

Initiative) ,二者都试图为在民用部门工作的前苏联

核科学家提供就业和研究资助机会 ,而“核城市计

划 ”还包括强化这些地方的安全的目标。

同一时期 ,美国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大量

工作 ,建立并拓展了不少计划以强化核安全 ,其中最

主要的是 1995年创建的国际原子能机构非法交易

数据库。该计划负责公布所检查到的核物质失窃和

走私活动。从公布的数据看 ,检查到的大量案例所

涉数量都很小、且低于武器级。但事件总量是值得

担心的 ,仅 2005年就比上年增加了 100多起。④

“9·11”后 ,核恐怖主义的安全化逻辑得到了

更大程度的接受和支持 ,美国防止核恐怖主义的新

政策措施大大增加 ,对既有计划也增加了资助力度。

尤其重要的是 ,随着对安全化核恐怖主义的深入 ,美

国逐渐发展出一种主要包括 6个层次的防御计划 ,

即在贮藏地保护核武器和核物质的安全 ,并防止核

技术被恐怖主义团体获得 ;在外国边境和港口拦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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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9·11”后美国预防核恐怖主义的主要政策 (2001年至今 )

计划名称 部门机构 时间 简要描述

货柜安全计划 国土安全部、海
关与边境保卫署 2002

在货船到达美国之前对其进行预先筛分以识别潜
在威胁

海关贸易伙伴反恐方案 国土安全部、海
关与边境保卫署 2002

允许经常性的船只递交重要的背景调查 ,以保证
它们不是威胁 ,进而能加快通关速度

创建国土安全部 行政部门办公室 2003
负责美国的反恐、国土安全和危机反应的大型政
府部门

大港倡议计划 能源部 2003
在重要港口设置美国报关代理人 ,并为关键港口
提供放射性物质检测系统

防扩散安全倡议 国务院 2003 一项协调反扩散的国际行动

降低全球威胁倡议 能源部 2004 保护俄罗斯的核物质

联合国安理会第 1540号
决议 国际协议 2004 一项要求成员国递交其安保措施的国际协定

国土安全部国内核侦探办
公室

行政部门办公
室 ,国土安全部 2005

国土安全部内的一个新机构 ,任务是促进对全球
核安全和侦探系统的更好理解 ,并鼓励美国政府
内的跨部门合作

货物高级自动放射线照相
系统 国土安全部 2006

改善扫描货船或货车以侦测放射性或核物质的存
在

东南运输走廊工程 国土安全部 2006
在全国的高速公路上发展核、放射性物质侦测和
拦截能力

走私活动 ,防止走私物质流出原产国 ;拦截核物质和

核武器的流动 ;侦测、拦截核物质走私进入美国港口

和边境 ;侦测、追踪核物质或核武器在美国边境和潜

在目的地间的运输 ;最后是危机反应行动 ,强化美国

在任何恐怖主义团体成功地突破其他层次之后的应

对能力。① 根据这一层次防御框架 ,美国出台了大

量政策措施 ,其中既有对苏联解体后所强调的保护

核武器、核物质和核技术的延续 ,也体现了“9·11”

后美国对分层次防御的新近关切。 (见表 4)

第一层次的主要政策包括“降低全球威胁倡

议 ”( The Global Threat Reduction Initiative)和“防扩

散安全倡议 ”( PSI) ,这体现了自后冷战时期以来对

保护相关核物质和核武器的持续关切。2004年 ,在

美国的大力推动下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第 1540号

决议 ,要求成员国向联合国提供其与保护核物质相

关的法律和规定文本。

第二层次的主要政策是“货柜安全计划 ”(Con2
tainer Security Initiative) ,其主要目的是对驶往美国

的运输集装箱船只进行预先筛分。这并不等于检查

船只 ,它只涉及评估载货单、乘客名单、船员、船只来

源地 ,沿途停靠港口等 ,事实上只具备一种情报收集

功能 ,其目的只是增加安全系数。

第三层次政策的典型是“大港倡议计划 ”,它识

别出全球最重要的港口 ,并在那里设置美国的报关

代理人 ,以参与预先筛分过程。该计划也为大型港

口提供放射性物质检测系统。“大港倡议计划 ”是

由 24小时提前货物通报规则和 96小时提前到达提

醒规则所支持的。前者要求发货人至少在离港前

24小时提供有关信息以便进行预先筛分 ,后者要求

进入美国港口的船只至少在到达前 96小时予以提

醒。② 这可使美国海岸自卫队对可疑船只进行检

查 ,并拒绝没有遵守规定的船只进港。它甚至允许

01

《现代国际关系 》　2008年第 6期

①

②

参见 Charles Ferguson, Preventing Catastrophic N uclear Terror2
ism; Thomas Lehrman, “Building a Layered Defense to CombatW 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WMD ) Terrorism, ”Remarks to the NPT Confer2
ence, W ashington College of Law, American University, February 9,
2006, http: / /www. state. gov/ t/ isn / rls/ rm /61383. htm.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Secure Seas, O pen Ports:

Keeping ourW aters Safe, Secure and O pen for B usiness, June 21, 2004,
pp. 4 - 5.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船只在出发后继续进行预先筛分。如果怀疑一艘已

离港船只 ,“货柜安全计划 ”或“大港倡议计划 ”的人

员可追踪并拦截它。2005年便发生过一起案例 :一

台放射性物质检测系统识别出一艘在斯里兰卡港卸

货的货船上有放射性物质 ,但此时该船已经出港。

工作人员判定该船可能是 2艘驶往美国的货船中的

一艘 ,于是美国海岸卫队官员对这 2艘船只进行了

检查 ,结果的确发现一艘船上装载有放射性废料和

一些废金属。①

第四层次的例子是“海关贸易伙伴反恐方案 ”②

和“货物高级自动放射线照相系统 ”( Cargo Ad2
vanced Automated Radiography System )。前者主要

关注通过墨西哥和加拿大的陆上边境进入美国的货

物的海关检查 ,它要求发货公司志愿提交背景信息 ,

以便能得到更为快捷的通关待遇 ;后者则用于改善

对货船或货车上的放射性物质的识别。

第五层次政策的典型是“东南运输走廊工程 ”

( Southeast Transportation Corridor Pilot) ,主要关注发

展新技术来帮助识别在高速公路上的危险货车。

最后一个层次的政策努力主要涉及有关国土安

全的机构调整。首先是创建国土安全部 ,将所有与

国际安全和反恐相关的政策执行集中到一个官僚部

门。为了进一步强调核恐怖主义威胁 ,美国于 2005

年决定在国土安全部内建立国内核侦探办公室

(Domestic Nuclear Detection Office) ,其使命包括 :发

展全球侦测架构 ;建立国内核侦测系统 ;扩大相关信

息和情报的共享和使用 ;协调核侦测研究和发展以

提高能力 ;建立训练使用新开发装备的规章等。③

三、美国安全化核恐怖主义

及其应对措施的成效评估

　　安全化能赋予政府特殊的权势以应对某一议

题 ,但并不能保证相应的政策获得成功。它的确能

相对有效地排除公众舆论的影响 ,使国家能集中精

力应对特定问题 ,但也存在潜在问题 :由于资源突然

增加 ,可能导致部门间对于资源的竞争加剧 ;更为危

险的是 ,安全化可能潜在地按一国之意愿将特定国

家塑造为假想敌。这些问题在美国安全化核恐怖主

义的努力中都有体现 ,而且正是由于不恰当地塑造

了敌人形象 ,导致了美国目前在伊拉克以及伊朗、朝

鲜核问题上的外交困境。

对核恐怖主义的安全化的确导致美国应对核恐

怖主义的能力有所提升 ,尤其是当我们将美国后冷

战时期与后“9·11”时期应对核恐怖主义的措施进

行对比时 ,更能印证这一结论。

然而 ,尽管冷战后美国针对核恐怖主义的行动

和计划大大增加 , 但无论是后冷战时期还是后

“9·11”时期都存在一个共同特征 ,即缺乏全面的

战略或计划来指导反核恐怖主义活动。反核恐怖主

义的各项政策事实上严重缺乏协调 ,没有统一的负

责机构。相反 ,多个政府机构都声称本部门应当负

责 ,都要求获得经费。从表 3、表 4中可以看出 ,能

源部、国务院、国防部、司法部以及“9·11”后成立

的国土安全部 ,都有应对核恐怖主义的政策和计划 ,

各部门的政策和计划存在重复现象 ,部门间行动也

严重缺乏协调。美国总审计署在 2001年指出 ,后冷

战时期与核恐怖主义相关的各项政策存在诸多缺

陷 ,如没有充足的资金实现声称的目标、无法接近前

苏联境内的相关设施、计划对问题的影响有限、大多

数资金用于美国内计划、重复的努力、成本和代价过

高 ,等等。④ 尽管 2005年设立的国土安全部国内核

侦探办公室的使命是与其他机构合作并协调其行

动 ,但由于缺乏授权 ,它无法有效完成使命。这极类

似于布什政府在“9·11事件 ”发生后所设立的、后

来升级为国土安全部的国土安全办公室 ,“对对手

没有大棒 ,对朋友没有胡萝卜 ”⑤。事实上 ,国内核

侦探办公室的实际使命被限定为帮助国土安全部更

好地理解政策和议题 ,并协调相关技术的发展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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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发挥争端仲裁者的角色。缺乏相应的权力阻碍

了国内核侦探办公室成为协调反核恐怖主义的有效

机构。

与此同时 ,过度安全化也会导致按一国意愿塑

造假想敌的重大风险。事实上 ,美国正是借用核恐

怖主义将伊拉克、伊朗和朝鲜等国家塑造为美国最

为迫切的威胁和潜在敌人。在 2002年的国情咨文

中 ,布什将朝鲜、伊朗和伊拉克界定为“邪恶轴心 ”。

他说 :“像这些国家及其恐怖主义盟友的国家 ,构成

了一个邪恶轴心 ,武装起来威胁世界的和平。通过

寻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这些国家的威胁相当大、而

且正日益增大。他们可能向恐怖主义分子提供这些

武器 ,给予他们与其憎恨相匹配的手段。他们可能

袭击我们的盟友或试图勒索美国。”①同年 4月 ,布

什再一次提及“邪恶轴心 ”,包括“一小撮拥有和发

展核生化武器的不法国家 ”,称这些国家正“建设可

运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导弹 ,同时正在培育恐怖

主义团体 ”。② 在 2003年的国情咨文中 ,布什更是

将攻击重点对准伊拉克 ,称“今天 ,反恐战争中的最

大危险 ,美国和世界面临的最大危险 ,是追求核生化

武器的不法政权。这些政权可能利用这些武器来勒

索、恐怖和大规模地谋杀 ⋯⋯”。③ 在将伊拉克与包

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联系起来的同

时 ,布什政府还努力让美国人相信 ,萨达姆曾与“邪

恶的本 ·拉丹 ”及“基地 ”组织有联系。切尼副总统

在召集“9·11”后的第一次行政当局战争委员会会

议时 ,指称萨达姆与伊拉克在某种程度上是恐怖袭

击的幕后指使者。④ 2002年 9月 26日 ,布什对国会

领袖表示 ,伊拉克政权“与恐怖主义组织具有长期

和持续的联系 ,伊拉克国内有‘基地 ’组织的恐怖主

义分子 ”。翌日 ,拉姆斯菲尔德宣布 ,美国政府有伊

拉克和“基地 ”组织联系的可靠证据 ,“基地 ”组织的

成员“近来”曾在伊拉克出现过。10月 7日 ,布什在

国会就是否允许对伊拉克发动战争的法案进行表决

的前夕 ,称“伊拉克在制造炸弹以及有毒气体和致

命气体方面训练了‘基地 ’成员 ”。⑤ 正是通过安全

化而来的对假想敌的塑造 ,导致了美国人民一度高

度支持对伊拉克战争 ,目前也较为支持布什政府的

伊朗和朝鲜政策。但正如有国际安全专家和分析家

所指出的 ,布什政府极大地夸大了核恐怖主义的危

险性 ,这种“核妄想 ”导致了重大负面后果 ,并驱使

美国陷入“当前伊拉克战争的灾难 ”,甚至可能进一

步陷入对伊朗发动战争的危险。⑥

安全化核恐怖主义的负面影响可能还不止于

此 ,它甚至可能对 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产生影响 :

目前共和党所面临的劣势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错误的

伊拉克战争。在核恐怖主义威胁问题上 ,共和党总

统候选人约翰 ·麦凯恩仍坚持认为 ,核恐怖主义是

未来美国面临的一个重要威胁 ,并暗示现有的某些

正发展核武器的国家是美国可能的敌人 ,美国须部

署一支安全、可靠的核威慑力量以防止核恐怖主

义。⑦ 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巴拉克 ·奥巴马则提议

全面核裁军 ,通过消除核武器本身来消除核恐怖主

义危险。他还于 2007年 9月就预防核恐怖主义提

出专门的决议案。⑧ 事实上 ,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

和党上台 ,美国都应该大大减少对假想敌的塑造 ,在

努力摆脱伊拉克危机的同时避免陷入新的危机。就

此而言 ,或许奥巴马的政策设想更为合理 ,尽管其中

也不乏空想主义成分。○

(责任编辑 :沈碧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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