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双赢还是一方妥协——评俄美签署《莫斯科条约》  
——新安全观：彼此不再视作对手  

沈丁立教授（复旦大学美国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 

 美俄领导人在莫斯科签署《削减进攻性战略力量条约》（又称《莫斯科条约》）。无疑，这是美俄（苏）在达成

《第一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和《第二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之后，双方就进一步裁减进攻性战略武

器所共同采取的重大措施，这对削减核武威胁、增进国际安全将起积极作用。  

这份条约的达成，是基于美俄面临新的安全环境，以及它们对威胁来源和各自国家利益作出了新的判断。无论是对

华盛顿还是对莫斯科，各方都已不再视对方为根本对手。冷战结束后美俄政治形态的变化使双方制度的兼容性增加，意

识形态的同一性也在渐趋扩大。这样，尽管美俄任何一方仍拥有超量的核武杀伤能力，但每一方都无意针对对方并相信

对方也无意针对自己使用这种力量。这是达成《莫斯科条约》的安全基础。  

美：无对手何需核武云集 俄：经济重压“自然”裁军  

当美俄安全观发生这种变化时，它们目前各自拥有的数千枚核武器就不再必要。小布什总统上台后发现美国仍部署

了7000多枚战略核武器，不禁责问美国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核武器。在这届美国行政当局看来，既然俄罗斯已不再是美

国的战略对手，美国甚至可以考虑单方面进一步大规模削减其核武器，而不必同俄罗斯通过谈判和协商来进行互有核查

的裁减，因为那将限制美国选择裁减方式、重组核武结构的自由。  

当进攻性核武已不再服务于俄罗斯的全球利益（俄罗斯甚至已理智地不再将自己定位为全球强国）时，莫斯科还面

临严重的经济压力，使得它事实上已无法维持一支具有数千枚核弹头的战略部队。即使不同美国进行协议裁军，俄罗斯

也将由于核导弹接近服役年限而被迫实施核武器“自然”裁军。由于俄美敌友观的变化，可以说，即使莫斯科实施单边

核裁军，它也不会认为它的国家安全会因此受到损害。  

《莫斯科条约》的出台因此具有新型背景：美俄都可以接受单边核裁军而各自不会认为这样会损及国家安全。当

然，如果俄罗斯能将出于经济原因所必须进行的核裁军同美国可能采取的单边并行核裁军实现协议挂钩，那毕竟会对美

国的核裁军作出某种制度性的限制，这服务于莫斯科的利益。  

美俄双赢的结果  

显然，俄罗斯达到了它的目的，而美国改变了原先不愿就核裁军进行谈判的立场。华盛顿在没有损害其根本利益的

情况下，扩大了它同俄战略合作的基础。因此，《莫斯科条约》是美俄双赢的结果。虽然条约未就削减方式、削减后核

力量的结构达成协议，但这也提供了美俄合作安全的新范式。对于裁减下来的核弹头的处置，条约未能就其不可逆转性

作出规定，确属遗憾，但美俄（苏）前两个进攻性战略武器的削减条约也未曾对裁减下来的钚芯作出过更理想的安排，

此次也不必过于挑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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