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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66岁岁了了，，她她还还在在玩玩铁铁人人三三项项

本报记者 赵恩霆 整理

美土关系微妙
核武器跟着尴尬

7月15日，土耳其发生未遂
政变后，原被视为土耳其盟友的
美国和欧盟态度暧昧，美国以

“请拿出足够的证据”来回应土
耳其引渡居伦的要求，而欧盟则
放话希望土耳其在肃清行动中
保护人权，慎重考虑恢复死刑。

土耳其怒了。土总统埃尔多
安等高官多次批评美欧对土耳
其事务的干涉，并以与俄罗斯重
修旧好来给西方国家上眼药。虽
然融入欧洲仍是土耳其外交大
方向之一，但目前土美、土欧关
系遇挫，离心倾向越发明显。

作为北约成员国，土耳其
南部的因吉尔利克空军基地一
直以来都是美军在中东进行反
恐战的重要基地。未遂政变发
生后，土耳其一度临时关闭了
该基地领空，并切断其电力供
应长达一周时间。加之邻近地
区“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的安
全威胁，在这种背景下，就算美
国无意转移核武器，外界也难
免会作出类似猜测。

8月18日，“欧洲动态”网站
披露，美国计划将部署在因吉尔
利克空军基地的50枚核武器转
移至罗马尼亚德韦塞卢空军基
地。不过，罗马尼亚外长19日就
予以否认，称相关报道是谣言。

两天后，“接盘侠”出现了。
乌克兰亲西方的季莫申科派政
治家涅博任科表示，乌克兰希望
接收美国的核武器，以此来抑制
俄罗斯的军事攻击能力，“这比
对俄实施制裁更奏效”。

但这并不能代表乌克兰官
方态度，且该提议在操作层面难
度很大，一方面仅双边谈判就需
数年，且美国还得在乌新建基
地，而这必然触发俄罗斯强烈反
弹。另一方面，正如罗马尼亚前
总统伯塞斯库所言：“核弹不是
土豆，不是说转运就能转运的。”

无论最终是否转移因吉尔
利克空军基地的核武器，美国在
北约框架下部署于欧洲国家的
核武器再度回到人们的视线中。

虽然五角大楼并未承认任何美
国核武器在欧洲的存在，但曾有
美国高官在北约会议上透露，美
国在北约5个成员国的6个基地
部署了180枚B-61战术核弹。

其中，意大利北部的阿维
亚诺空军基地与土耳其因吉尔
利克空军基地各部署有50枚，
德国西部的比谢尔空军基地、
意大利北部的格迪托瑞空军基
地、比利时的克莱恩布罗格空
军基地和荷兰的沃尔克尔空军
基地各部署有20枚。

伴随美国战略调整
核武渐退反导跟进

虽然目前美国在欧洲部署
的核武器仅有180枚，但在冷战
期间，1971年高峰时期，美国曾
在欧洲部署了约7300枚战术核
武器。此后，美国对部署在欧洲
的核武器进行了大幅削减，其
中，1986年至1987年间撤离了近
2000枚，1991年至1993年间又撤
离了超过3000枚。

2001年小布什入主白宫
时，美国在欧洲部署的核武器
数量为480枚。这一年，美国撤
离了部署在希腊艾拉克索斯的
核武器。2004年，小布什政府制
定了新的核政策，计划在2012
年前将核武器储备数量减少至
2001年库存量的一半，并在此
基础上再削减15%，降至冷战结
束时数量的1/4以下。

2004年至2007年间，美国削
减了部署在欧洲的近200枚核武
器，撤出了部署在英国拉肯希思
和德国拉姆斯泰因两个大型空
军基地的核武器。2007年12月，
白宫发表声明称，已提前5年完
成了新核政策制定的削减目标。
而2001年至2010年间，美国削减

了部署在欧洲的半数以上核武
器，部署的基地从12个降至6个。

美国在1990年代大幅削减
部署欧洲的核武器的同时，克
林顿政府上台后进行了第一次
核态势评估，并于1994年发布
核态势评估报告，要求继续保
持美国“三位一体”核力量，不
再寻求在美俄1993年初签署的

《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框架外进一步削减核武器。基
于此，美国仍保持了本国数千
枚核弹头处于作战部署状态。

主张削减核力量、建立国家
反导防御系统的小布什，在2001
年上台后进行了第二次核态势
评估。当年出炉的核态势评估报
告确定，将当时现役的核弹头数
量削减2/3，保留至多2000枚处
于作战部署状态。这意味着，美
国将减少对作为进攻性战略打
击力量的核武器的依赖。

同时，美国退出美苏1972
年签署的《反导条约》，开始在
阿拉斯加、加利福尼亚等州部
署陆基反导系统，在海上的“宙
斯盾”舰部署“标准”-3拦截弹。
在国外，美国积极推进欧洲反
导计划，并在全球范围内与盟
国合作打造反导系统。

奥巴马上台后，在2010年
发布了冷战后第三份核态势评
估报告，指出美国应致力于确
保战略稳定、保证盟友与伙伴
安全、进一步推进核裁军。这份
报告的结论呼应了2009年奥巴
马在捷克布拉格演讲时提出的

“无核世界”主张。
根据美俄2010年签署的

《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
条约》要求，到2018年，美国核
武器数量为1550枚。而2012年美
国实际部署的战略核武器为
2150枚。2013年，奥巴马表示，美

国应将其部署的战略核武器数
量削减1/3。

同在2010年，北约决定以
美国原有的欧洲反导计划为基
础，建立覆盖欧洲的反导系统。
次年10月，西班牙同意美国在
其南部罗塔海军基地部署4艘

“宙斯盾”舰，作为北约反导系
统的组成部分。

今年5月美国在罗马尼亚
德韦塞卢建设的反导系统启用
后，欧洲反导系统蓝图完成过
半。随着位于波兰北部伦济科
沃的反导系统开建，到2018年
该系统建成启用，北约反导系
统也将完成最后一块拼图。

奥巴马不忘“初心”
提“不首先用核武”

当外界关注美国是否会转
移部署在土耳其的核武器时，美
国智库史汀生中心发布的一份
报告指出，美国应该放弃采购B-
61战术核弹的计划，并尽快将这
种核武器从欧洲撤出。这样可以
为2017-2021财政年度省下约37
亿美元，并在项目进行的整个过
程中节约超过60亿美元。报告
称，这些资金可以更有效地用在
强化美军常规部队上。

鉴于在当前的冲突中用到
战术核武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史汀生中心的报告建议，美军只
需升级配备到远程战略轰炸机
的核武器，而非那些适用于多型
战机的战术核武器。

相较于智库的观点，奥巴
马本人的态度更进一步。他当
年提出“无核世界”倡议后，获
得诺贝尔和平奖，此后还形成
定期召开核安全峰会的机制。
如今，在任期剩下不到半年时，
奥巴马重拾“初心”。

《华盛顿邮报》报道，除了有
可能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之外，奥巴马还将考虑减少2015
年至2024年间投入3480亿美元
的核武库升级费用；向俄罗斯提
议把新版《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
略武器条约》在2021年到期后再
延长5年；在共和党控制的国会
不会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
约》的情况下，寻求联合国安理
会通过一项禁止核试验的决议。

此消息一出，日本、韩国、
法国、英国等盟友即对美国“不
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想法向美
方表达忧虑。盟友们担心的，是
老大哥对小伙伴们的安全承诺
会因此而大打折扣。但奥巴马
不这么想，他的出发点除了那
颗“无核世界”的“初心”，还在
于当前美国在常规军力方面的
绝对优势给了他足够的底气。

冷战结束以来，在削减核
武器方面，一直是美俄在博弈。
这说明俄罗斯在核武器方面仍
与美国有一决高下的能力，但
众所周知，抛开核武器再看，俄
罗斯的常规军力远逊于美国。

此外，现有的核武库和日渐
完善的反导体系也给美国“不先
用核武”提供了保障。经多年布
局，美国在欧洲的反导系统进入
最后冲刺阶段，北约在军事上的
作用也因俄罗斯而被重新唤起。
在亚太地区，美日澳、美日韩等
同盟关系不断强化，尤其是成功
推进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与
日本、关岛等地的雷达系统一
道，勾勒出亚太反导体系雏形。

换言之，绕开国会、寻求安
理会一份禁止核试验的决议，将
巩固美国现有的核优势地位。奥
巴马此时考虑“不首先使用核武
器”，既是其当年“无核世界”主
张的延续，也可被视为其寻求外
交政策遗产的最后一次努力。

然而，现实很骨感。除了盟
友慌了，包括国务卿克里、国防
部长卡特等美国政府和军方高
官，以及共和党籍的国会议员都
表示反对或忧虑。此外，由于本
国常规军力弱于美国，俄罗斯也
宣布将增加和升级核武器，保留
使用核武器的权利。如此看来，
美国即便真宣布“不先用核武”，
最终也很可能流于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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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美国《华盛顿邮报》披露，奥巴马考虑在任期
结束前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引发不少盟国担忧。几
天后，欧洲新闻门户网站“欧洲动态”披露，美国部署在土耳
其因吉尔利克空军基地的核武器将转移到罗马尼亚。罗马
尼亚否认后，又传出乌克兰愿接收的消息。一时间，美国核
武器战略和部署的调整成为焦点。

B-61战术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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