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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武幽靈再現的近因是 2022年 2月 24日俄羅斯以特別軍事行動名義侵略烏克蘭；

遠因則是美、中戰略競爭。（圖片來源：Depositphotos） 

 

核武幽靈再現？ 

丁樹範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名譽教授 

1991 年蘇聯解體使得美國和蘇聯的長期冷戰跟著結束。隨著冷

戰的結束，因應美、蘇軍事競爭而研發部署的大量核武器失去其效

用，再加上隨之而來的核軍備控制，人類對核武幽靈的恐懼終於告一

個段落。然而，核武幽靈近期再浮現出來，這使得人們對冷戰時期美、

蘇間核武對峙的記憶也再次浮現，人們開始擔心核武對峙之局面將再

出現。其何以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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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戰爭 

核武幽靈再現的近因是 2022年 2月 24日，俄羅斯以特別軍事行

動名義侵略烏克蘭。烏克蘭軍隊在西方國家的訓練和支援下，挫敗了

俄軍的攻勢。另一方面，烏克蘭東部俄裔人口居多數的頓巴斯地區在

俄羅斯的主導下，於 2022年 9月通過了加入俄羅斯聯邦的公投，正

式成為俄羅斯領土的一部分，雖然國際社會仍普遍承認頓巴斯地區主

權完全為烏克蘭所有。 

在上述背景下，普丁於 2022年 9月 21日警告西方，俄羅斯會以

所有方式保護俄羅斯和俄羅斯人民。普丁說他不是虛張聲勢；他警告

任何以核武勒索俄羅斯的國家，最後只會自食其果。甚至，俄羅斯國

防部長紹依古(Sergei Shoigu)於 10 月多次提出烏克蘭會使用髒彈

(dirty bomb)。從法理而言，頓巴斯地區經過公投成為俄羅斯領土一部

分，俄羅斯的核武保護傘當然包括頓巴斯地區（及克里米亞）。俄羅

斯的核武準則是，只要對俄羅斯使用傳統武力攻擊而使俄羅斯被威

脅，俄方就可以使用核攻擊。 

普丁的警告、紹依古的說法，以及俄國的核武準則，引起西方國

家的注意。普丁的說法被詮釋為普丁不惜用核武器保護俄羅斯侵占的

頓巴斯地區。甚至，西方國家擔心，俄羅斯以此為藉口升高對烏克蘭

的衝突。所幸，目前的發展仍只在口頭的爭吵。西方國家固然提高警

戒，對烏克蘭的支援仍附加限制，使戰火暫時得以控制。另一方面，

沒有明確的證據顯示俄國真要使用核武器。 

美、中戰略競爭 

美、中戰略競爭是核武幽靈再現的遠因。中國因為近四十年的經

濟改革開放而累積大量實力，成為美國唯一的權力競爭對手。中國作

為美國競爭對手和蘇聯最大的差別在於，中國因為改革開放使其經濟

規模直追美國，中國大量投資高新科技縮小了和美國的差距，以及改

革開放使美、中經貿水乳交融而難以完全脫鉤。 

幾個事件發展使美、中雙方做最壞打算。1995-96 年的台海危機

使中國充分體認美國未來必然介入任何台海危機；1999 年炸館事件

使中國意識到美國作為霸權不容挑戰；2013 年習近平和歐巴馬在加



 遠景論壇 No. 97  2022年 12月 

 

 

 
3 

 

州莊園會談時說出太平洋夠大可以容納美、中兩國，這使美國充分意

識到習近平領導的中國要挑戰美國霸權地位，而習近平提出的一帶一

路也充分證明了他的野心。 

凡此，使雙方在軍事上積極部署。在核武方面，中國領先美國積

極發展超音速載具而有所突破；中國開始在內蒙和新疆地區大量開挖

安裝洲際彈道飛彈的地窖；中國積極發展和部署可以飛行 12,000 公

里之巨浪 3型潛射彈道飛彈的 094核子動力潛艇。透過上述發展，中

國企圖建立起核武實戰能力(nuclear warfighting capability)。核武實戰

能力是指，發展出從戰術性小規模到戰略性大規模不同等級的核武作

戰能力。 

美國也不甘示弱。美國在超音速載具上急起直追、成立太空軍、

發展潛射巡弋飛彈(SLCM)，且持續更新既有核武庫等。美國新發布

的國防戰略報告(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指出，美國要建立起包括

核武器在內的跨軍種跨部會的整合嚇阻(integrated deterrence)能力以

嚇阻中國。 

上述美、中在核武器方面的發展當然使核武幽靈再現。特別要注

意的是，美、中競爭將持續二、三十年，甚至更久，這將使核武幽靈

長期持續。 

 

 

編按：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遠景基金會之政策與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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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 

本基金會為研究國際政經情勢之民間學術智庫，旨在針

對國際政經情勢及戰略與安全等領域，將學術研究成果具體

轉化為政策研析，作為我政府參考，深化學術研究能量，並

增進與國際重要智庫交流與互訪。 

臺北市汀州路三段 60巷 1號 

Tel: 886-2-23654366 

Fax: 886-2-23679193 

http://www.pf.org.tw 

http://www.pf.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