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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一： 试图垄断战略技术

的意图和做法是愚蠢的。 实践证

明，某些西方国家对先进技术的垄

断，制造技术发展壁垒，只会激励中

国自主创新，尽快掌握和拥有。

启示二： 进行何种武器试验

并不可怕， 为什么进行试验更应

引起关注。当前，奉行进攻性军事

战略和奉行防御性军事战略已经

成为衡量霸权国家和道义国家的

一个重要分水岭， 为一国霸权利

益追求发展战略进攻性武器和导

弹防御系统， 只会给人类社会带

来更多的动荡不安和痛苦灾难；

为和平目的追求发展战略防御性

武器就会增加战略制衡手段选择

的余地， 对维护人类的安宁与稳

定不啻为一种福音。

启示三： 世界和谐必须建立

在战略互信的基础上， 战略互信

是全局上的互信， 整体上的互信

和军事互信， 缺乏真诚的战略互

信， 大国关系就没有和谐与互利

可言。

启示四： 先进技术也是一种

重要的战略威慑资源， 作为一种

柔性威慑手段，一旦与先进武器、

先进理论、 先进文化和先进谋略

相结合， 不仅可生成信息化条件

下的新型威慑模式， 对战略威慑

力提升也将起到倍增作用。

■据瞭望新闻周刊

【影响效应】 有助于增加核裁军谈判筹码

【四点启示】 先进技术生成新型威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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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战略教研室教

授、博士生导师、军

事理论与战略理论

专家武天富近日撰文称，中国

进行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

试验，是出于长远的国家安全

战略需求。这种试验一定程度

上讲也是被逼出来的，就好像

某些大国拥有核武器，中国不

得已自力更生发展核武器的

道理一样。

那种借此试验肆意渲染

“中国威胁论”、恶意揣测中国

反导试验意图、挑拨离间大国

关系的，不是对中国国情军情

的无知，就是对中国维护世界

和平与安全努力的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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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炮教授撰文称“强烈感受到有威胁存在”，拦截试验是被逼出来的

反导效应堪比核武器，今后还将试验

有助于维持世界战略平衡，肆意渲染“中国威胁论”是“无知”或是“反动”

●“人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某些西方大国不执意建立战略导弹

防御系统，不使其战略防御纵深无端前伸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领地领

空，中国完全没必要进行反导拦截试验。”

●“既然强烈感受到有威胁存在，有压力存在，中国进行诸如此类

的试验无疑是情理之中的事，今后或许还会有后续的多次试验，世人

不必为此忧心忡忡、大惊小怪。”

中国成功进行陆基中段反导

拦截技术试验， 迅速在国际社会

引起不同反响和涟漪， 其战略影

响和效应已经并正在开始显现。

从国际视角看主要是， 有助

于突破西方先进大国在反导防御

技术核手段的垄断地位， 使得敌

对势力对中国发展反导防御系统

的能力和潜力不能不有所顾忌，

对中国的不轨图谋不能不有所收

敛；有助于维持世界战略平衡，生

成一定的战略制衡力， 推动国际

社会朝着多极化、有序化、和谐化

的方向发展； 有助于增加核军控

与核裁军谈判筹码， 将反导防御

系统与战略核武器削减挂钩，争

取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性核军控谈

判中的主动。

我们也应看到伴随而来的一

些负面效应或不利效应。 如某些

大国可能借机对中国采取更加严

厉的技术控制和封锁， 加紧以中

俄为目标的战略导弹防御系统部

署； 发动西方舆论媒体着力升温

和升级“中国威胁论”，借机离间

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关系；

制造西方盟国与中国间的危机、

矛盾和纠纷， 鼓动并利诱代理国

(人)与中国进行公然对抗，拖住中

国军事发展的后腿，等等。一切西

方敌对势力惯用的伎俩都有可能

在一个时期里得以重演。

正在接受检阅的“防空铁拳”。（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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