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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 6 月 6 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

普已下令美国国防部 9 月前从德国撤出 9500

名美军人员，缩减规模约为三分之一。无论

出于何种动机，美军突然决定从德国部分撤

军，凸显了与德国等传统盟友之间的分歧，

也将进一步损害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

德国目前共驻有约 3.45 万名美军人员，

以陆军为主，规模超过两万人，海军 800 多

人 、 海 军 陆 战 队 1000 余 人 、 空 军 1.2 万 余

人。此外，驻德美军还雇用了 1.7 万名美国

民事人员和 1.2 万名德国民事人员。

对于美国的撤军计划，德国媒体普遍猜

测与军费有关。据美国高级官员称，美国政

府自去年 9 月以来一直在讨论这项举动。作

为北约第二大经济体，德国被美国总统特朗

普视为军费投入不足的“反面典型”。特朗

普多次批评德国军费增长“不达标”，指责

德国花大笔钱向俄罗斯购买天然气，成为俄

罗斯的“俘虏”。

事实上，德国近年来的军费开支已经明

显增加，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1.36％，但

仍远远低于北约 2％的目标。为了施压德国

增加军费开支，美国国防部在 2018 年上半

年就放出风声，酝酿对驻欧美军进行新的部

署调整，评估驻德美军撤离或转移的具体方

案。去年 8 月，美国时任驻德大使格伦内尔

威胁称，由于德国国防开支未达到 GDP 的

2%，美国准备撤军。

军费开支问题凸显了德美在安全领域的

争议。《柏林日报》 认为，美国撤军被看作

是 德 美 关 系 进 入 深 刻 分 歧 期 的 象 征 。 德 国

总 理 默 克 尔 已 决 定 不 参 加 特 朗 普 原 计 划 6

月 底 在 华 盛 顿 主 办 的 七 国 集 团 峰 会 。 事 实

上 ， 德 国 近 来 在 军 机 采 购 和 北 约 核 政 策 等

问 题 上 与 美 反 复 博 弈 ， 尽 可 能 最 大 程 度维

护自身利益，这也让美国此次的撤军决定并

不令人意外。

今 年 5 月 ， 德 国 政 府 决 定 将 采 购 90 架

“台风”战斗机、30 架 F/A-18E/F“超级大

黄蜂”战斗机、15 架 EA-18G“咆哮者”电

子战飞机。这是德国执政联盟各党派和国防

部顶着美国的强大压力，再三权衡作出的决

定，意味着德国放弃了引进美制 F-35 战斗

机的方案，选择维护“法德轴心”下的欧洲

共同防务关系。

另一方面，作为北约重要成员，德国需在北约集体防卫框架下保

持核威慑力，但囿于二战战败国身份不能自行研制和装备核武器。由

于“台风”战斗机目前不具备核载荷能力，美国又明确表示将在 3 至

5 年内通过“超级大黄蜂”战斗机的 B-61 核重力炸弹使用认证。为

满足北约安全框架下执行核任务的要求，德国采购了“低配”的美制

“超级大黄蜂”战机，这对民机业务损失惨重的美国波音公司可谓雪

中送炭，对美国也算是一种安抚。

实际上，德国国内一直担心沦为美俄对抗的牺牲品，希望构建一

个安全稳定的外部环境。特朗普上台后，德国多次表达了撤核和无核

的态度。因对购买美制“超级大黄蜂”战斗机不满，德国政府内部出

现大量质疑声音，开始怀疑继续与美国维持“共享核武器”的必要

性，越来越多的议员公开要求美国撤出美军在德国布切尔空军基地储

存的 20 余枚 B-61 战术核弹。

不过，德美两国结盟 50 多年来形成的共同政治体制和价值观，

以及千丝万缕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联系难以骤然切割。德国是美国在

欧洲最亲密的盟友之一，德美同盟也被誉为“大西洋联盟的基石”。

作为驻欧美军的“大脑”和“中枢”，美军欧洲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

均设在德国斯图加特的帕奇军营，美军驻欧洲空军司令部设在德国莱

茵兰-普法尔茨州的拉姆施泰因基地。德国还是美军向中东和非洲地

区中转物资和人员的“枢纽”，被视为美军在中东和非洲展开行动的

集结地。

虽然德国积极推动自身以及欧盟的安全和防务能力建设，但短期

内尚难以形成合力，必须依靠美国主导的北约才能应对安全威胁，对

此德国心知肚明。德国因为二战造成的微妙国际地位和角色定位，面

对美国的威逼利诱已是谨小慎微、反复权衡，但是德国“小媳妇”式

的四处讨巧，未必能够让美国这个“婆婆”满意，美国决定部分撤军

即是一例。

对美国而言，从德国撤出部分兵力并非要与德国在安全方面开始

“脱钩”，而应是美军优化基地存量和调整全球部署的考量。让德国在

北约框架下承担起更多责任，美国得以腾出手来推进战略重心东移，

应对来自“印太”地区的“大国竞争”，这或是特朗普反复敲打德国

和欧洲盟友的真实用意。

美军从德国撤出的部分兵力，一部分将返回美国本土，另一部

分将转移至其他盟国，意大利和英国都有可能是选项。这两个国家

的 美 军 基 地 较 大 ， 基 础 设 施 完 备 ， 也 有 着 比 较 好 的 政 治 基 础 。 此

外，美国还在奥地利、比利时、荷兰、波兰、希腊等国部署有不同

规模的兵力。

值得注意的是波兰。波兰已成为驻欧美军的前沿部署重点。据波

兰 《共和报》 报道，撤出的美军中的一部分将移驻波兰。去年 6 月，

波兰总统杜达访问华盛顿期间，特朗普就威胁德国将把驻德美军转移

到波兰。但是，波兰目前还无法替代德国在美军海外基地中的地位。

《华尔街日报》 认为，波兰和其他中欧国家的基础设施普遍不如德国

发达，这有可能成为驻德美军移防波兰的一个障碍。

美国为何从德国撤军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郑天然
通讯员 姚春明

坐落于西北戈壁滩深处，空军某试训基

地 某 部 警 卫 连 的 营 区 毫 不 起 眼 。连 队 里 90
后、00 后战士居多，年轻的官兵们往返于散

落的哨点和低矮整洁的营房之间，每天执勤、

上哨、训练。

与同龄人相比，这里的生活似乎略显单

调，但当 00 后战士杨福伟新训结束下连第一

次踏进营区大门时，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

“终于成了警卫连的兵”。

“警卫连”是这片戈壁滩上“响当当的头

衔”。在基地很多兄弟单位眼中，“警卫连的

兵”军事素质过硬，做事雷厉风行，“敢干、能

干，都是好兵。”

“没什么诀窍，我们只是全力把一个兵该

做的事做好。”警卫连连长高继洪说，连续 27
年保持先进是督促连队官兵追求卓越的原因

之一，“警卫连的兵要争做标杆。”

荣 誉

杨福伟是去年 12 月来到警卫连的。在此

之前，他从新训营老班长的口中已经听说了

这支连队。

“很苦，很累，但培养优秀的兵。”这是老

班长们的评价，杨福伟听后内心忐忑。他有些

担心自己的身体素质跟不上，但又有些兴奋，

迫不及待想一睹“标杆连队”的风采。

12 月的一个寻常冬日，运送新兵的大巴

车穿越荒凉戈壁，将杨福伟和 10 多名同年新

兵送到警卫连门口。下了车，在感受“苦”“累”

之前，杨福伟首先感受到了“优秀的压力”。

“ 这 里 的 一 切 都 格 外 有 秩 序 、严 格 、严

苛。”杨福伟说，走进宿舍，他看到各班内务打

扫得一尘不染，走廊里不见一片纸屑，他不自觉

地小心提放行李，生怕摆错了位置。安置妥当

后，班长开始安排工作，他说话干脆利落，没有

一句废话，“让人感到警卫连果然名不虚传。”

老连长甘廷贤在警卫连曾任职 5 年，他

早已习惯这种“画风”，但初次走进连队时的

震撼让他至今印象深刻。

2014年7月，甘廷贤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

警卫连。下连第一天，他来到连队荣誉室参观，

被满墙满柜的荣誉证书“惊得说不出话来”。

连续 20 多年被评为先进、两次被空军评

为先进基层单位标兵、党支部 3 次被空军表

彰为先进基层党组织、荣立集体二等功、三等

功各两次⋯⋯甘廷贤细数着这些荣誉，一下

子感到肩上的担子重起来，“说什么也不能让

荣誉断在我这一茬手里。”

不少优良作风在这种荣誉感与使命感中被

一代代传承下来。在警卫连，每晚睡前的点名与

讲评一天不落，每两周全连组织一次整体内务

检查，每隔 3 周，所有官兵统一剪一次头发。

有 00 后新战士不理解，老兵们耐心解释，

“军人要有军人的样子，从军容军貌到军风军

纪，一样不能少，这样才能做个好兵。”

下士施显进则是以另一种方式走进了这个

集体。2015 年 12 月，施显进下连时遇上大雪，车

在路上走走停停，直到深夜 1 点才抵达连队。原

本他以为战友们早已入睡，没想到下车后，看到

全连干部都站在院中等待着迎接新战士，炊事

班还专门开伙，为新兵们做了一桌热气腾腾的

饭菜。

“在那个瞬间，你感觉一下子就融入了这个

集体中。”施显进触碰到了警卫连藏在“严苛”下

的温情，这个广西人在大西北这片戈壁滩上找

到了回家的感觉，“了解到连队前辈的光荣历

史，你会自然地想为这个集体付出，会要求自己

更加优秀，让连队变得更好。”

当 兵

想 要 达 到 警 卫 连 的 “ 优 秀 标 准 ” 并 不 容

易。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施显进每晚训练结

束后回到宿舍，都是“灰头土脸的，整个人都

累蔫了”。

老兵李志辉曾用一句玩笑话总结警卫连的

生活：“上午练了下午练，下午练了晚上练，中间

插空去站哨。”

“别看我们日常的任务就是执勤、上哨、训

练，其实一点不轻松。”高继洪介绍说，警卫连的

职责是守护片区的安全。虽然很少参加冲锋一

线的紧张任务，但为了在遭遇险情时能够第一

时间“冲上去、打胜仗”，警卫连的兵必须时刻保

持紧绷的备战状态。

为此，警卫连有一项特殊“训练”：值班表以

外的哨位值班调整均不提前通知，无论新兵老

兵，接到临时通知后必须立刻就位。高继洪

说，这是为了锻炼官兵们应对突发状况的处置

能力。

李志辉就 曾 在 各 种 情 况 下 接 到 过 上 哨 通

知 。“正吃饭、午休时、一天训练结束准备睡觉

了⋯⋯电话随时会打来。”

第一次接到临时通知时，李志辉还是新兵，

半天的高强度训练让他中午回到宿舍倒头就

睡。刚睡着不久，电话铃声响起，连队通知李志

辉去兄弟单位出公差，出发的时间是在 5 分钟

之后。

“当时一下就清醒了，连起床气都没了，手

忙脚乱开始收拾东西。”李志辉至今还清晰地记

得那一刻的“崩溃心情”，路上他还在心里抱怨

过，“这么急，至于吗？”

后 来 的 任 务 证 明 了 这 种 训 练 的 必 要 性 。

2008 年，连队营区附近戈壁滩起火，执勤的战

士发现白烟后，立刻拉响了警报。听到哨音，全

连官兵本能地放下手里的东西，提起装备第一

时间便冲了出去。3 公里多的土路，警卫连官兵

携带着沉重装备徒步奔进，从发现险情到抵达

事发地开始救援只用了不到 10 分钟。

2015 年冬天，距离连队 30 多公里的一个执

勤检查站附近发生车祸。当时已是深夜，执勤班

长发现情况后，立刻叫醒了正在熟睡的战友，几

人合力撬开挤压变形的车门，救出受伤的群众。

就在他们转身撤离几秒钟后，汽车突然爆炸，现

场燃烧成一片火海。

“如果当时他们再晚几秒，结果就惨了。”甘

廷贤回想起来至今心有余悸，“所以必须强化训

练！军人首先要自身素质过硬，才能什么险情都

不怕。”

如今，除了正常的执勤上哨和每周两次的

教育课，连队将不少时间投入到据枪、刺杀、

5 公里武装越野跑、手榴弹投掷等警卫专业训

练中。

施显进不甘落后。这位南方小伙身体素质

有些弱，业余时间他经常会加练，这种习惯一直

保持至今。

事实上，这是警卫连官兵们的“常规操作”。

每 天 10 点 半 熄 灯 后 ，官 兵 们 会 自 发“ 摸 黑 出

动”，各自找空地加练 1 小时。司务长、炊事班长

等非战斗小组人员则通常会在早上提前 1 小时

起床，自行组织长跑以保持体能。午休时间，训

练场上总是“人满为患”，“练什么的都有。”

李志辉调离警卫连 4 年了，甘廷贤去年调

任到机关，他们仍然保持着在警卫连养成的雷

厉风行的作风。“当兵就要有个兵样子，警卫连

的兵走到哪儿都有警卫连的烙印。”李志辉说，

“习惯已经刻进了骨子里。”

成 长

6 个月时间里，杨福伟在警卫连学习如何

成为一名好兵，也学会了努力去做更好的自己。

他从小不爱说话，参军之前很恐惧当众发言。来

到警卫连不久，一天晚点名后的“士兵讲堂”中，

杨福伟被点到上台演讲，“说什么都行。”

面对台下十几名战友，杨福伟支支吾吾说

不出话。他想从自己的个人情况谈起，刚蹦出两

句话，班长突然在台下大喊了一声“好”，带头鼓

起掌来。

“太感动了，一瞬间有了勇气。”看到战友们

都在热烈鼓掌，杨福伟有些兴奋，他大胆谈起自

己的家乡四川阿坝。初次登台收获了自信，从那

以后杨福伟喜欢上了聊天，表达能力突飞猛进。

施显进能够理解杨福伟的喜悦。过去，他总

因为身材不高自卑，从不打球，也不喜欢运动。

有一年上级机关组织区内运动会，施显进的班

长、排长力劝他报名参加，并专门拿出休息时间

陪他加练。凭借刻苦训练，几周后的赛场上，施

显进“也拿到了几枚金牌、几枚银牌”。

此后，施显进开始尝试着接触篮球、足球，

他学着打开自己，和战友们一起游戏活动，努力

融入这个“大家庭”。

在指导员许立群看来，连队不仅要培养军

事素质过硬的战士，更要培养发展全面的优秀

人才。“新兵下连第一站到警卫连，我们要为他

们系好军旅生涯的‘第一粒扣子’。”

没事的时候，许立群喜欢走出办公室，到训

练场上“围观”战士们训练。通过细致观察，他能

从每个人的神情中读出他们的情绪，“最近训练

累不累，心里有没有‘疙瘩’，甚至昨天吃得好不

好、睡得好不好，都能看出来。”

如果发现谁状态不对，许立群就会联系他

的班长、排长，请他们主动去了解情况，再有针

对性地进行开解、劝导。许立群说，这也是连队

流传下来的传统之一，“不能等，要主动关心连

队的战士们。”

一旦发现“好苗子”，警卫连“绝不放过”。李

志辉是被老连长匡海斌挖掘出的“种子选手”。

2011 年新兵下连前，匡海斌找到李志辉，问他愿

不愿意当代理排长，挑战一下带新兵。看出李志

辉的犹豫和不自信，匡海斌鼓励他大胆试一试。

李志辉成为代理排长后，匡海斌时常找他

聊天，交流带兵心得。组训经验丰富以后，匡海

斌给一批新上任的骨干排了个“值班表”，请他

手把手给新班长传授带兵经验。

“在警卫连没法随波逐流，连队会推着人往

前走，挖掘出每个人的潜力。”李志辉至今感谢

在警卫连带兵的经历。那段日子让他养成了“遇

事不畏缩，想干就挑战”的习惯，这让他到其他

单位工作后也受益匪浅。

近 10 年来，警卫连有 7 名士兵直接提干，20
余名士官骨干被基地和上级机关、兄弟单位选

调。每当看到初入军营时青涩害羞的“小兄弟

们”成长为各单位“争相预订的香饽饽”，许立群

都“成就感满满”。

“连队是一个家，连长指导员就像家长。我

们看着自家的兄弟成长成才，没有比这更让人

欣慰的事了。”许立群说。

每年年初，他都会制订新一年的工作计划，

2020 年年初他的新年愿望是，“继续努力，培养

好新一批‘警卫连的兵’。”

上图：空军某试训基地某部警卫连官兵。
孙 琳/摄

□ 李大鹏

6 月 2 日 ，俄 罗 斯 总 统 普 京 签 署 批 准

《俄罗斯核威慑领域的国家政策基础》（以

下简称《核威慑政策》）。

《核威慑政策》是俄罗斯国防领域的战

略规划性文件，反映了俄罗斯对核威慑本

质 的 认 识 ， 指 出 了 核 威 慑 针 对 的 军 事 威

胁，规范了核武器的使用条件，阐明了核

威慑能力建设和运用的原则，界定了相关

部门和机构在核威慑领域的职责划分。

可以说，俄罗斯与美国和北约的长期

博弈与短期对抗，催生了这份指向明确、

可操作性强的 《核威慑政策》。

核威慑主要针对美国和北约

对于有核国家而言，核威慑战略和政

策始终是国家安全领域内最重要的战略和

政策。在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安

全构想》《军事学说》等战略性文件中，核威

慑政策都是最重要的组成内容。核威慑政

策需要根据国际和地缘形势制定并与之相

适应，以更好服务和保证国家安全。

《核 威 慑 政 策》 受 《国 家 安 全 战 略》

等顶层战略性文件统领并与之保持一致。

俄罗斯施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国家安全

战 略 的 核 心 内 容 可 概 括 为 ——“ 战 略 遏

制”。“战略遏制”就是“遏制侵略”，即

遏制美国和北约可能对俄及其盟友发起的

侵略。

《核 威 慑 政 策》 指 出 ， 慑 止 潜 在 对

手、保护俄罗斯及其盟友免遭侵略是俄罗

斯国家安全的最高优先事项，俄罗斯将运

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所有手段遏制侵略。

为有效实施核威慑，俄罗斯将综合使用政

治、军事、技术、外交、经济、信息等方

面 的 措 施 。 这 些 措 施 可 为 核 威 慑 提 供 保

障，同时也为核威慑提供支撑。

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潜在对手”主

要是美国和北约。俄罗斯与美国和北约的

关系始终是俄罗斯制定核威慑政策的主导

性因素。

长期以来，俄罗斯主要依赖核力量达

成与美国和北约的军事战略平衡。在常规

力 量 上 ， 俄 罗 斯 相 比 美 国 和 北 约 处 于 劣

势。在地缘态势上，北约持续东扩对俄构

成战略“包围”。在此情势下，核力量在

俄罗斯国家安全中的不可替代性进一步凸

显，同时它也一直是俄美和俄北博弈的最

重要筹码。核力量是俄武装力量建设的重

中之重，在军费开支长期处于低水平情况

下，核力量建设投入依然得到充分保证。

2019 年 ， 俄 “ 三 位 一 体 ” 核 力 量 的 现 代

化装备占比达 82%，战略火箭兵中现代化

装备占比超过 76%。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作为新兴国家，

在转型和重建过程中，随着国际形势、地

缘态势、威胁变化和国力发展，核威慑政

策也相应地进行调整。

建国后，为亲近西方，俄曾短暂奉行

过 “ 不 首 先 使 用 核 武 器 ” 政 策 。 1997
年，北约启动首轮东扩，作为权宜之策，

俄曾提出“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但很

快予以废除，以创造对国内经济和社会发

展 有 利 的 国 际 环 境 。 俄 美 、 俄 北 关 系 以

2008 年 俄 罗 斯 与 格 鲁 吉 亚 的 “ 五 日 战

争”为转折点开始不断恶化，随后俄开始

奉行“防御性的先发制人”政策，体现在

2009 年 版 《国 家 安 全 战 略》 中 ， 并 持 续

至今。

核威慑的基调仍是防御性的

近年来，因克里米亚问题、乌克兰东

部地区问题和叙利亚战争，俄美和俄北关

系处于冷战结束以来的低谷，在经济、金

融等领域对俄罗斯制裁无效的情况下，军

事施压成为唯一选择。

2019 年 12 月，俄国防部长绍伊古在

国防部扩大会议上指出，美国 2020 年国

防预算是俄罗斯的 16 倍；北约正在实施

针对俄罗斯的“4 个 30”计划，即在 30 个

昼夜内可保证 30 个摩步营、30 个航空中

队 和 30 艘 战 舰 投 入 作 战 ， 该 计 划 将 于

2022 年 前 完 成 。 与 此 同 时 ， 北 约 在 俄 周

边基地部署的前线战斗机可在 24 小时内

挂载战术核武器起飞，波兰境内的陆基导

弹 防 御 系 统 雷 达 探 测 距 离 深 入 俄 境 内 达

450 公里。而美国于 2019 年 8 月正式退出

《中导条约》，很可能在欧洲大陆部署中程

和中短程导弹。

在俄美与 俄 北 之 间 持 续 、 高 强 度 军

事 对 抗 的 背 景 下 ， 俄 罗 斯 实 施 核 威 慑 的

主要目的是战略防御。《核威慑政策》 明

确 指 出 ， 俄 罗 斯 奉 行 防 御 性 的 核 威 慑 政

策，这个战略基调也与 2015 年版 《国家

安全战略》 和 2014 年版 《军事学说》 保

持一致。

《核威慑政策》 指出，俄罗斯核力量

将维持在确保国家领土完整，防止潜在对

手 侵 略 的 水 平 ， 在 发 生 军 事 冲 突 的 情 况

下，能够阻止敌对行动升级并在俄罗斯及

其盟友可接受的条件下停止敌对行动。

俄罗斯核威慑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常态

化 。《核 威 慑 政 策》 指 出 ， 核 威 慑 在 和

平、危机和战争时期都将发挥作用，其有

效性将持续到实施使用核武器。事实上，

俄罗斯的核威慑与核实战之间的“门槛”

高低，是国际社会最为关心的。

大幅降低了核武器使用门槛

具备实施有效威慑的实力、实际使用

威慑力量的意志是实施战略威慑的两大要

素。俄罗斯拥有可与美国匹敌的世界上最

强大的核力量，《核威慑政策》 则展示了

俄罗斯坚决使用核力量捍卫国家安全的坚

定决心。

《核威慑政策》 声称，潜在对手对俄

及其盟友发动侵略时必将遭到报复，俄罗

斯核力量较高的技术水平和战备状态足以

保证核威慑的有效性，能够确保在任何情

况下使用核武器都会给潜在对手造成其无

法承受的损失。

《核威慑政策》 放宽了实战使用核武器

的条件，实际上相当于降低了核武器的使用

门槛。实战中，俄罗斯会在两种情况下使用

核武器：一是对俄及其盟友使用核武器和其

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二是对俄使用常规武

器实施侵略并威胁到俄国家生存。

这表明，即使敌方发动常规战争，俄

也 可 使 用 核 武 器 进 行 应 对 ， 即 “ 以 核 御

常”。实际上，俄罗斯军事学说并不严格

区分常规战争与核战争，核武器只不过是

一种特殊的武器而已。此外，模糊核战争

与常规战争的界限，客观上也有放大核威

慑的效果。

《核威慑政策》 还表明，除了实施核

反 击 ， 俄 还 将 使 用 核 武 器 应 对 敌 方 的 生

物、化学等武器攻击，并视任何直接或间

接危及到自身核能力的常规攻击等同于核

攻击，且只要敌方常规打击威胁到俄国家

生存，俄就可使用核武器。自然，“威胁

国家生存”的评判标准由俄方自己掌握。

《核威慑政策》拓展了核武器的运用场

景，在俄及其盟友国境附近的陆上和海上

部署、集结核武器，被视为对俄实施核打击

的先兆，对此，俄将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

以消除威胁；俄罗斯对美国的太空武器化

趋势保持高度警惕，将核威慑视为应对太

空威慑的有效手段；非国家性质主体，比如

“三股势力”，也可能成为核打击对象。

强调核武器使用的谨慎态度

在核武器的使用门槛降低、运用场景

拓展的同时，《核威慑政策》 着重强调了俄

罗斯在核武器使用上持非常谨慎的态度。

《核威慑政策》 指出，俄罗斯仅将核

武器视为一种威慑手段，核武器的使用是

在极端情况下迫不得已采取的措施。俄罗

斯的核威慑政策遵循俄联邦法律，并与俄

罗斯加入的国际法、国际军备控制条约等

保持一致。

《核威慑政策》指出，俄罗斯将采取一

切必要的努力以减小核威胁。同时，阻止因

国际矛盾激化而导致的包括使用核武器在

内的军事冲突。

俄罗斯核威慑政策变了吗

警卫连里出好兵警卫连里出好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