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３卷　第３期 四 川 兵 工 学 报 ２０１２年３


月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２－０２
作者简介：李世令（１９６４—），男，副教授，主要从事外军反潜研究。

【武器装备理论与技术】

弹道导弹核潜艇核威慑能力的定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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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经济学领域的成本－收益理论为基础，初步建立一种弹道导弹核潜艇核威慑能力的定性分析模型，其核心是分析受
慑方是否能够从战争中获益。该模型能够简便快捷地对弹道导弹核潜艇不同时期的核威慑效果进行评估，其威慑效果从强

到弱依次为：战时的威慑行动、临战前的威慑行动以及和平时期的威慑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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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弹道导弹核潜艇核威慑行动的评估过程

　　从目前来看，在弹道导弹核潜艇执行核威慑行动时，对其威
慑效果进行评估的手段比较少，这主要是由威慑行动的本质所

决定的。实际上，威慑问题作为国际政治关系研究中的一项重

要内容，早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至７０年代，一些西方学者就已经开
始对其进行深入地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概括地说，一个

基本的核威慑评估过程如图１所示。

图１　核威慑的运作过程

　　其中，总体效益的评估过程如图２所示。从辩证唯物主义
运动和发展的角度来看，对于核威慑行动的评估也应当因时、因

地和因情而异。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评价角度，都会对弹道导

弹核潜艇执行核威慑行动的评估效果产生影响。为了比较固定

和客观地反映其威慑能力，可以借助于成熟的成本 －收益理论
对其威慑行动进行初步地定性评估。

图２　总体效益评估

２　弹道导弹核潜艇成本 －收益型威慑模型
评估

　　在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中期，乔治和理查德斯摩克（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ｍｏｋｅ）曾经给威慑下过一个经典的定义：就其最一般形式而论，
威慑就是让对手相信他为某种行动而付出的代价或所冒的风险

大于收益［１］。从这个定义的阐述来看，乔治和理查德斯摩克对

威慑进行的定义主要是从成本 －收益角度进行考虑的，他们的
这个定义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广泛引述。按照乔治和理查

德斯摩克的定义，威慑能够成立的前提条件是：使受慑方相信进

攻付出的代价大于收益，也就是得不偿失，那么受慑方将停止进

攻，威慑方进行的威慑奏效。成本 －收益型威慑模型的分析流
程如图３所示。

图３　成本－收益型威慑模型分析流程

　　当利用成本－收益型模型对弹道导弹核潜艇的威慑能力进
行评估时，受慑方首先将对威慑格局形成的２个基本条件———
威慑实力和威慑决心———进行评估，即对弹道导弹核潜艇的核



实力和使用核武器进行反击的决心进行评估。在此基础上，受

慑方将评估对威慑方使用核武器进行袭击后获得的收益，然后

再对威慑方使用核导弹进行核反击能够对其造成的损失，也就

是受慑方的战争成本进行评估。如果受慑方认为从战争中所获

得的收益大于所付出的成本，那么，受慑方将对威慑方进行核打

击，弹道导弹核潜艇的核威慑失败。当使用Ｂ（Ｂｅｎｅｆｉｔ）来表示受
慑方从战争中得到的收益，用Ｍ（Ｍｏｎｅｙ）来表示受慑方付出的战
争成本时，那么成本 －收益型威慑模型具体的分析模型就可以
被简单地表示为

Ｂ－Ｍ ＞０， 当战争收益大于战争成本时，受慑方发动进攻

Ｂ－Ｍ≤０， 当战争收益不高于战争成本时，
{

受慑方取消进攻
（１）

　　成本－收益型模型强调的是收益大于成本，也就是当战争
收益减去战争成本大于零时，受慑方才采取进攻行动，否则放弃

行动。该模型主要从受慑方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弹道导弹核潜

艇成本－收益型威慑模型的分析过程如图４所示。

图４　弹道导弹潜艇成本－收益型威慑模型分析流程

３　结束语

对于以成本－收益理论为基础建立的分析模型来说，其核
心是分析受慑方是否能够从战争中获益，因此，当利用该模型对

弹道导弹核潜艇的核威慑能力进行分析时，其在和平时期采取

的一些威慑行动所产生的威慑效果最差。这是因为在和平时

期，各种战争迹象比较弱，威慑方战争准备等级和防护等级也比

较低，受慑方发动战争能够获取的收益也最大，而且有可能在首

次核打击中就摧毁威慑方大部分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况且受慑

方在发动战争之前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因此遭受核反击的可能

性比较小，即使遭到威慑方弹道导弹核潜艇进行的核反击，其损

失也相对最小。相反，对于弹道导弹核潜艇在战时所采取的各

种威慑行动来说，成本－收益型模型评出的威慑效果等级最高，
因为此时弹道导弹核潜艇已经为进行核反击做好了充分的准

备，受慑方如果对威慑方进行核打击必然会招致强烈地报复性

核反击，其战争代价非常大。综上所述，当利用成本－收益型模
型对弹道导弹核潜艇在不同时期的威慑行动产生的威慑效果进

行排序时，其威慑效果从强到弱依次为：战时的威慑行动、临战

前的威慑行动以及和平时期的威慑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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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实施流程

该方法实施的基本流程：

１）根据探测到的来袭弹的航迹，滤波估计出其坐标位置与
速度矢量；

２）将滤波估计的结果作为输入量带入弹道方程得到关于
弹道系数的方程，解方程得到弹道系数；

３）将滤波估计的最新结果作为弹道起始条件，并用步骤２）
解算得的弹道系数，带入弹道方程组解算出来袭弹在未来几秒

内的弹道轨迹；

４）将步骤 ３）所得的轨迹用曲线拟合作为式（４）中的
ｆＸ（ｔｆ）、ｆＹ（ｔｆ）、ｆＨ（ｔｆ）参与相遇点解算。

６　结束语

该预测方法对于提高以高炮作为火力手段的 ＣＲＡＭ武器
系统的射击诸元精度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思路，具有积极意义。

但还需进一步研究分析弹道目标的运动参数识别方法，以及弹

道解算时以标准气象条件、无弹道风等近似处理会引起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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