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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造成过剩
冷战期间，美苏展开激烈核竞

赛，弄出了远超实际需求的核弹头。
至 !""!年苏联解体时，美国共生产
约 #万枚核弹头，库存弹头最多的
年份是 !"$%财年（&'())枚），苏联
也差不多，据 '""*年俄政府公开的
数据，苏联核弹头库存峰值出现在
'"+$年，为 ,-)万枚。目前，美国储
备的近 ,...枚核弹头和俄罗斯储
备的超过 ,...枚核弹头，都是疯狂
冷战的产物，绝非基于核威慑需要
的科学计算。实际上，冷战结束至
今，美国未设计、制造过一枚新核弹
头，即便今年 /月完成的0%$1(核
弹头的首个生产单元，也是依托
0%$1'延寿计划完成的。
按照美国密歇根理工大学和田

纳西州立大学联合撰写的研究报
告，“一国拥有百枚核弹头，即可获
得可靠的核威慑”。(.'*年，美国国
防部曾向时任总统奥巴马提交《核

使用指南》，指出美国能在现有的美
俄《新战略武器削减条约》基础上再
将现役战略核弹头削减三分之一
（约 '...枚），这说明美军对保有过
剩核弹头很反感。换到今天渴望“省
钱”的特朗普总统，也支持美俄达成
新的相互削减核武器的协议，这表
明美俄关系糟糕透顶，但都觉得压
制对方用不了那么多核弹头。

军方更珍惜条约
早在 (.'+年 %月，俄军事专家

斯特凡诺维奇和卡卢金就美俄相互
核打击发布过数学模型预测，认为
“若美国先发制人，俄罗斯将失去约
+$2（按运载工具计）或 +%2（按当
量计）的战略核力量”，“若俄罗斯先
发制人，美国将剩余 *.2（按运载
工具计）或 ,,2（按当量计）的核力
量，主要集中于俄亥俄级弹道导弹
核潜艇”。这说明，美俄都无法确保
给予对方致命打击，双方幸存的核
力量足可抹掉对方主要城市。

这其实也反映出一个现实，如
果战略核力量越多，就算敌人知道
自己有多少核武器，部署在哪里，处
于何种状态，也难以在突袭中获得
完胜，形成“彼此确保摧毁”，稳定国
际力量平衡。从另一个角度看，正因
为美俄有条约核查机制约束，能使
评估对方战略核力量的规模、能力
及战备状况时获得更直接、更准确
的信息，故而减少不确定性，增强对
对方目的、意图的预见性。因此，美
国军方才一直呼吁特朗普，保留美
俄《新战略武器削减条约》符合自身
安全利益。

核查换取信任
美苏（俄）在 '""'年签署《第一

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345641
'）、'""*年《美俄第二阶段削减战
略武器条约》（345641/）、/../ 年
《战略进攻性武器削减条约》（亦称
《莫斯科条约》）和 /.'.年《新战略
武器削减条约》时，均对各自部署的

战略运载工具及其搭载弹头数量进
行限制。同时为确保履行，各条约规
定了广泛、严密的监视和核查措施。
譬如，345641'规定了 $.种情况通
报方式和 '/种现场核查方式。《新战
略武器削减条约》除了沿袭 345641

'的通报方式和核查方式外，还限制
部署弹头类型，并允许现场核查。双
方还必须交换部署在特定导弹里的
弹头数量清单，一方每年最多可要
求对方通报五次导弹飞行试验的遥
测数据，交换录音和其他信息。

据美国《国家利益》称，即便在
交恶的今天，美俄各自生产的洲际
导弹和轰炸机都必须有独特标识，
新生产导弹出厂前 ,+小时和抵达
目的地后必须通知对方，便于其通
过国家技术手段（如卫星）进行监
视。对条约条款以及运载工具转换
或销毁的核查由国家技术手段执
行，每年可进行 '+次短期跟踪和现
场核查。条约允许对方在陆基弹道
导弹基地、潜艇基地和空军基地对

已部署弹头和已部署、未部署运载
工具进行 '.次现场核查，以及对可
生产非部署运载工具的工厂进行 +

次现场核查。截至 /.'+年底，美俄
相互进行超过 ',.次的现场核查，
共交换约 '-% 万份与战略核力量、
核设施动态相关的情况通报。
要提醒的是，美俄开启新核军

控进程，还希望把别的有核国家拉
进去。对核弹头数量只有美俄零头、
奉行“最低限度核威慑”的国家而
言，保护核武器规模、数量、能力、状
态等信息，让“潜在敌”丧失开战之
初就剥夺自己核能力的必要信心，
这对自身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如果美
俄公开要求某些国家加入本来是双
边性质的核裁军谈判，接受条约核查
机制，这些国家要清醒地意识自身的
特殊性，不能人云亦云，否则无异于
“自废武功”。 汤志成 张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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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乎生死的“艺术”：
漫话海军迷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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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核军控 美俄“有所失，更有所得”

! ! ! ! )月开始，冷淡到极点的美俄关系因削减战略
武器问题出现“策略性缓和”。在两国军人眼里，“常规军

力建设是要算成本的，核力量建设是不考虑成本的”。但仔细考察
历史和现实因素，这一观点是不准确的，要不然美俄就不会坐下来谈了。

热点聚焦

! ! ! !过去十来个月，美国波音公司
挺郁闷，两起空难令畅销的波音
%*%758+变成“致命客机”，这不算
完，美国空军在 *至 ,月两次拒收
波音生产的新一代 9:1,$5“飞马
座”空中加油机。军民两条线的新品
都出问题，这不是偶然。作为美国航
空工业的旗手，波音到底怎么了？

生产纪律在涣散
衡量一支战略进攻型空军，主

要指标就是空中加油机的数量和质
量。/.'' 年，美国空军宣布波音
9:1,$5方案获胜，取名“飞马座”。
根据合同，波音应在 /.'%年进入试
生产，总采购量为 '%"架。与美军现
役加油机相比，9:1,$5 尺寸和载
油量都大多了，还采用酷炫技术，让
加油过程彻底自动化。9:1,$5另

一个卖点是充当战区信息中枢，进
行保密通信的中继、分发，甚至能组
织对敌后跳伞飞行员的营救，堪称
美军的“梦中情人”。
可理论指标与实践检验，往往

是两码事。波音声称 9:1,$5 有
+)2的飞控软件被波音各型客机验
证过，算是成熟可靠，但从 /.'%年
以来却频出质量问题，美国空军部
长威尔森抱怨波音“忙于用三维动
画和 ;;4去强调‘飞马座’的魅力，
却不专心解决飞机现实的问题”。

最让威尔森反感的是 9:1,$5

的加油系统不过关，尤其号称“看透
一切”的远程视觉系统简直是“金玉
其外，败絮其中”。该系统用带 &<

显示屏的先进控制台取代传统加油
机尾部的观察窗，让加油控制员呆
在宽敞的机头驾驶舱里监控加油作
业。测试中，这玩意却无法完整显示
空中加油动态，特别是 9:1,$5的
加油硬管与隐形战机对接时老是对
不准，而且硬管活生生地刮花了隐
形机娇贵又宝贵的雷达吸波涂层。
即便美军对这些都忍了，但对

波音产品质量滑坡却实在忍无可
忍。美军这两次拒收 9:1,$5，就因

为里面发现异物，如被遗忘
的扳手、蒙皮上的碎铝屑
……威尔森说：“这是生产纪律问
题，问题在生产线……（波音）纪律
已经废弛。”实际上，波音员工责任
心不强，早前就已表露无遗———波
音工程师忘记按规范给 9:1,$5飞
机做电磁屏蔽设计，最终不得不拆
卸旧线路，重新返工，这是导致
9:1,$5进度拖期的原因之一。

根子上的问题
是什么让波音变成这个样子？

根子是美国制造业衰退。美国经济
分析局数据显示，制造业占美国
=<; 比重从 '")% 年的 /%2降到
/.."年的 ''2，就业岗位从 '""+

年的 '%$. 万降到 /.'. 年的 ''$.

万。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制造业转移，
没有减少美国财富，但 /..+年爆发
的金融危机让美国如梦初醒，强大
的制造业才是对抗危机的关键。

美国之前移走中低端制造业，
国内留下高端制造业。表面看，这不
会动摇美国优势，其实不然，高端制
造业吸纳的劳动力有限，中低端制
造业虽说技术含量低，却能维持庞

大产业工人基
础，随着它们大
量外迁，美国产业工人群体萎缩，这
又造成职业教育衰落，形成了恶性循
环，导致严重技工缺口。以纽约为例，
/)2的制造业岗位无人胜任，+/2的
制造业企业雇不到合适人才。美国制
造业工程师协会称，/.') 年底，机
械师、电焊工等高级技工缺口已达
&..万，/./.年将达 &+%-)万。
特朗普上台后，鼓吹“买美国

货、雇美国人”，可是“现实很骨感”，
由于熟练技工缺乏，导致美企不敢
严格管理现有员工，因为没有替代
者。这些年，美国军品质量下降是普
遍现象，不只是波音飞机，卖给美军

的濒海战斗舰、伯克级
驱逐舰、>1&? 隐形战斗

机也不断传出质量问题，一大症结
就是熟练技工缺乏、在职工人责任
心不强。这种“根子上的问题”，不是
美军要求波音加强企业管理就能彻
底解决的。更要命的是，波音已被客
机质量问题搞得焦头烂额，若军方
始终不收 9:1@$5，将对波音造成
进一步打击，而美国能造大飞机的
只剩下波音，外面还有欧洲空客竞
争，可想而知，若波音有闪失，将对
美国制造业造成巨大灾难。 石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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