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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 12月 8日，艾森豪威尔在联合国大会上

发表《原子能为和平》的演说，承诺“美国决心帮助世

界摆脱原子能带来的可怕困境，并全心全意地促进

人类的伟大创造力造福于生命而不是死亡”。①然而

事实上，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进行了160余次大大小

小的核试验，其中 1954年 3月的氢弹试验更是造成

了“比基尼事件”，核爆附近大面积海域被沉降的放

射性物质污染，包括日本“第五福龙丸”号在内的300
多艘渔船受到辐射影响。1957年，为避免在可能发

生的核战争中伤亡，联邦政府批准五年内耗资250亿
美元建设民防工程。在八年任期内，艾森豪威尔将

核威慑放到整个战略设计的中心位置，却在几次重

大的地区危机中最终并未动用核武器。因此，很多

学者将他看作一个“自相矛盾”的人，在原子能政策

上尤其如此。②

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是美国大规模向海外部署

核武器的开始，这既是战后美国核政策、核技术发展

的必然结果，也与美国高层如何看待核武器，特别它

在美国军事战略中的地位、与常规武器的区别与联

系、是否具备以及如何起到威慑作用等有很大的关

系。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收集到的美国

解密档案，力图揭示核观念、核政策的变迁与大规模

海外核部署行动之间的关联。

一、杜鲁门政府的核政策遗产与“新面貌”的出台

1953年，新的共和党政府从前任继承而来的核

武器政策在方方面面并不统一，甚至意见纷纭，这无

疑模糊了艾森豪威尔的政策视线。所以，重新调整

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位置势在必行。“大规模

报复”战略的出台，既与杜鲁门时期的核政策不可分

割，又与新总统对核武器的认知密切相关。在核武

器能否使用以及如何使用这两个问题上，艾森豪威

尔政府逐步突破层层“禁忌”，在政策思维上让核武

器大规模在海外部署成为现实。

应该说，美国总统在核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核心

地位是杜鲁门政府时期确立的。1948年 9月，杜鲁

门政府通过NSC30号文件《美国核战争政策》指出，

“使用核武器属于最高层决策”，列出使用原子武器

的必要程序和需要考虑的因素，明确“使用核武器的

最终权力属于总统”。③这一文件的重要意义在于，

核决策虽然参与部门和人员众多，④但每一位总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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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重要阁僚的观念、思路无疑最为重要。

轰炸广岛、长崎以后，美国政府内部围绕原子弹

产生了很多争论，其中有人认为使用原子弹会毁灭

人类文明，也有人对原子弹的实际效果持怀疑态

度。1949 年 12 月，空军原子能战地办公室 (USAF
field office for Atomic Energy)提交给参谋长联席会议

(简称“参联会”)的《原子空战原则》，对核战争的属性

有过一番评论。文件认为上述争论“本质上是新式

武器出现的必然结果”，核武器虽有比较大的杀伤

力，但其爆炸的特征和成本使其更适于袭击有一定

规模的集群目标，而且目标选择和时间同等重要。

当时满足目标和时间要求的只有轰炸机，不过这种

投放方式的经济成本较高。⑤战后初期，特别是中远

程导弹诞生并服役之前，核威慑的实现主要依赖于

战略空军的投放能力，因此美国空军这些对核战争

的看法具有典型性。

离开投射工具，原子弹可以说毫无战略或战术

价值。因此，任何包含核武器的计划都必须考虑这

一点。除了远程投放之外，美国在杜鲁门时期就在

探索海外部署的可能性，以缩短作战反应时间，增加

核威慑的有效性。1950年 6月，杜鲁门下令向英国

部署未携带核弹头的核元件装备战略空军，开启了

美国的海外核部署过程。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二年，

关岛又成为远东地区第一个部署核装备的地点。⑥

到后来，这类能够进行“准核存储”的地点不断增加，

包括了摩洛哥、冲绳、格陵兰等地。⑦随着核装置不

断向海外转移，军方与原子能委员会之间因核武库

监管的矛盾日益尖锐，核武器的使用及其部署遇到

体制瓶颈。

1951年12月，参联会依据自身的职责和权力提

交了一份备忘录，强调美国核武库数量稳定增长，核

武器已经成为大战准备和作战计划中不可分割的组

成部分。参联会有责任根据美国现有的技术条件制

定预防性的军事计划，并为总统在必要时刻采取必

要的军事行动提供建议。因此“制定围绕核武器的

军事行动方案是国防部的事，而核物质的生产和研

发才是原子能委员会的职责。前者是消费者，后者

是生产者。”在使用核武器的权限问题上，参联会完

全支持总统做出是否使用的决定，但“核武器与其他

武器一起组成了战争的全部手段”，因而参联会“有

权决定在何地、以何种方式，使用多少数量和何种制

式的核武器”。文件还建议划分国防部和原子能委

员会在核武器问题上的分工和职责。⑧国防部甚至

“抱怨”因为核武器主要的监管权在原子能委员会，

在转移和部署的过程中导致核信息泄露的可能性非

常大，也使“时刻准备好使用”与“授权使用”之间的

矛盾凸显，军方无法在军事上完全做好准备。

要研究艾森豪威尔本人的核武观，必须追溯他

如何看待这种武器本身。他曾认为对日使用原子弹

值得商榷，因为那可能会引发世界舆论的强烈反

应。⑨艾森豪威尔当选后，有两个重要问题摆在他的

面前：作为局部冲突的朝鲜战争和具有极大破坏力

的氢弹诞生。这些都促使其核武器观念逐步发生了

与其身份相应的变化。在他看来，原子能之于美国

国家利益在目标上是多维度的，核技术可能同时带

来危害与安全、恐惧与希望，甚至是罪恶与善行并

存。⑩杜鲁门执政最后一年，美国政府财政赤字是

110亿美元，但艾森豪威尔在上台后的半年内就将赤

字砍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朝鲜战争结束后对国防

支出的削减。对艾森豪威尔来说，新政府最大的政

治目标就是以最小代价避免冲突的升级，以便使美

国更加关注经济。在1953年7月底的国家安全委员

会会议上，中央情报局局长汇报了苏联经济的复苏，

以及在军事上对美国构成的压力，让艾森豪威尔意

识到苏联将会是一个长期的对手，必须从长期来规

划对苏战略。朝鲜停战让他可以从减少国防支出

的角度考虑经济，而对于核武器，艾森豪威尔更多是

看到它可以作为削减常规力量、减少国防开支的手

段——其实这正是“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出发点。当

年 10月，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出台，该政策又被称为

“新面貌”(The New Look)。新战略将美国的安全基石

建立在“以打击力量实现大规模报复的能力”之上，

其实就是“以大规模的核能力为基础”。这表明艾

森豪威尔将核武器作为战略支撑点，在保持美国的

经济发展的同时与苏联进行持久战。

到了 1953年，核技术的发展使核武器更具备实

用特征。当年5月，原子能委员会宣布成功使用280
毫米火炮发射了核弹头。《纽约时报》甚至爆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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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第一支美国陆军装备有核武器的部队将在年底

开赴欧洲，履行北约军队的职责”，而且美国军方已

经制定了计划“以解决将来把存储在美国国内的核

武器转移到欧洲大陆去的问题”。参议员阿尔伯特·

戈尔(Albert Gore)据此写信“询问”艾森豪威尔是否属

实。一个月后，总统特别助理予以回复，首先认为这

种军事情报不应该公开讨论，其次声称无论现在是

否已经制定部署计划，在国际法范围之内的准备工

作都是合理的。最后，他结合刚刚试射成功的280毫
米火炮的问题，指出这种武器在设计之初就考虑到

发射“高能炮弹”，因此携带核弹头并部署到世界范

围内实属正常。

无论是从核技术出发，还是从核政策本身来说，

艾森豪威尔政府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而要理

顺因核武器使用和部署带来的各种复杂关系，首先

要解决好上述媒体报道引发的“公开”问题，为新政

策的实施做好国内外的舆论准备。

二、“公开政策”的制定及其实施

1952年 4月，就在美苏先后首次进行氢弹试验

中间一年，原子能事务助理国务卿曾向杜鲁门政府

提交备忘录，提出了对核武器信息公开的问题，因为

它涉及与民众、盟国乃至苏联的关系，是一项具有政

治意义的事务，美国势必会在 2～5年内面对这个问

题，因此，现在有必要考虑公开的内容、可能的影响

以及公开的时机。可见，有关核政策和信息的“公

开”建议早已有之。

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在 1953年 5月底召开的国

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国安会”)会议上，国家安全事务

助理罗伯特·卡特勒(Robert Cutler)专门邀请奥本海

默参加。后者指出要更好地制定美洲大陆的防务

计划，美国必须加强宣传和教育，使民众、国会甚

至盟国“知情”，从而意识到国家面临来自对手的

强大压力。他将这一政策称为“公开政策”(policy
of candor)。为了确保信息公开的安全性，艾森豪

威尔要求心理战略委员会在每次公开信息之前草

拟声明文本。

这次会议最终修订了当月初制定的NSC151号

《军备与美国政策》文件，敦促政府采取“公开政策”，

使美国人民了解美苏核军备竞赛的状况和现实，以

期获得民众对预防性战争的理解和支持。这一政策

并非一时之计而是长期策略。至于何种信息可以公

开以及何时公开，具体将由心理战略委员会根据当

时原子技术及政策信息进行甄别和选择。这一政

策的第二个目标是与主要盟国分享信息，通过加深

它们对核武器政治和军事上意义的理解来增加它

们分担责任的意识，提高他们在处理共同防务问题

上的能力。“公开政策”的重要性在于，美国政府

不仅要统一内部认识，而且要在民众和盟国中促成

某种“共识”，从而创造出有利于核政策进一步推行

的外部环境。

1953年 12月 4日，国安会据此进一步形成了

NSC151/2号《向盟国公开原子能信息》文件，指出政

策的目标是：促进盟国更好地参与自身防务以及同

美国的防务合作；在危机中与美国协调一致，特别是

需要使用核武器时给予美国支持；积极发展民防以

减轻美国在战争期间的负担；推动盟国在核能计划

方面与美国的合作，提升自由世界整体的核研发水

平；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与盟国核信息分享的范

围，包括核武器的效能、核武器的战术和战略使用方

式、苏联核储备和投射能力情报等。文件还限定了

不得与盟国分享的核情报，其中就包括核部署一项，

特指核武器部署的详细信息。

1954年4月北约国家召开外长会议。在专门讨

论核武器的发言提纲上，杜勒斯希望就“美国官方”

对核武器的想法予以澄清：“与其他自由世界一样，

美国的主要目标是遏制侵略以及阻止战争的爆发。

在我们看来，核武器能够在达成这个目标方面具有

关键性作用。”美国认为足够的报复能力(capacity for
retaliation)是将战争可能降到最低的有效手段。杜

勒斯尤其强调“能力”一词，因为他认为，苏联动用武

力靠道德因素无法阻止，只有使它担心遭到报复才

有可能阻止。因此，能够使用核武器很重要，否则北

约的安全将会受到严重威胁。一句话，“当前必须将

核武器视为常规武器的一种”。当然，美国在这个问

题上会与盟国保持协商。此种说明，可以看作是在

“公开政策”大背景下，美国同盟国就“核威慑”理论

做出的一番解释，以提前化解因使用或者部署核武

器与盟国之间产生的潜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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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3月15日，杜勒斯在一次记者会上表示，

随着战术核武器的发展成熟，战略力量在大战中的

作用遭到削弱。这一下引起了空军方面的不满，他

们通过原子能事务助理国务卿向杜勒斯建言：原子

弹地表爆炸必定会引起“放射性尘埃”问题，无论如

何小型化都不可避免，必须消除“核战可以限制在不

会大规模伤及平民的范围内”这种想法。核武器可

用性的争议并没有因战术核武器的产生而终止。

1956年 1月，杜勒斯批准了一份关于核武器发

展与美国安全战略的备忘录，指出随着苏联核技术

的发展，美国国际战略可能会出现问题。原有的军

事战略是在大战发生时，欧亚大陆的盟国有足够的

力量大大延缓对方侵略的时间，从而为美国战略空

军对敌进行核打击赢得时间。但是，目前国际上对

核武器的反感情绪已经严重到可能会削弱美国作为

同盟的价值，影响到“集体防务”观念，也让盟国的信

任和能否使用海外基地成问题。

尽管政府内部和盟国之间对核武器的真正威慑

作用存在多种声音，军方却不断加紧武器装备研发

的步骤，力图配合美国核政策越来越倾向于“使用”

和“实战”的需要。1954年 5月 14日，参联会向原子

能委员会提交了陆军方面提出的备忘录，他们得知

加州大学在研究一种型号小、当量小的核弹。在当

前投放装置允许的情况下，该核弹将增加部队的灵

活性，甚至会开辟新的作战方式。因此，参联会敦促

原子能委员会应优先考虑这种核弹的研发。与此

同时，军方还要求加速生产240毫米火炮核弹发射装

置，以增强地面武装的打击力量。当年 12月 1日，

根据参联会 JCS 2012/56号备忘录，陆军方面要求

“研发一种可以配置给奈基 I型导弹的核弹头”，以增

加空防能力。从作战能力来讲，装备该弹头将极大

提高杀伤力；而这种低当量弹头，对空打击时不会对

地面有较大影响；如果敌机携带核弹，携带该核弹头

的奈基导弹可以在摧毁敌机的同时，大幅度破坏敌

方核弹。现有奈基 I型导弹部队已经部署完毕，陆军

方面希望1956年可以装备该核弹头。

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核政策从制定到具体执行，

始终存在不同部门的观念差异、利益纠葛，这不仅造

成了政策思维和逻辑的混乱，也成为艾森豪威尔本

人对核武器看法存在诸多矛盾的根源。这种局面最

终导致美国政府不得不从长远角度重新讨论核武器

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地位和影响。

三、美国政府内部对核武器长期政策的讨论

随着对核武器及中长期核政策的争论不断深

入，“核武器发展对人类的影响”成为艾森豪威尔政

府在 1955-1957年间的一个重要议题。1955年 10
月，该议题在第260次国安会会议上首次被提出，并

特别指出要限制研究这一课题的参与者的范围，严

防国家安全政策的泄露。次年3月，按照国安会的

要求，就“核武器发展对人类的影响”这个问题专门

组成了一个工作组，成员包括医学、人类学、社会学

教授和企业、智库代表，目的是考察美国国民在核时

代对核武器、核战争的态度和接受程度。工作组在

11月提交了最终的报告，总体上认为：在没有充分防

备的情况下，如果对美国的核袭击导致的死亡预期

超过 5000万，公众对国家政策的支持将经受严重考

验且会导致国家分裂。虽然政府做了很多信息公开

的工作，但是并没有很好地传递给他们。要改变这

种状况，政府需要制定“计划”改善民众的心理状态，

比如加强民防建设。同时，还要考虑改变其他国家

对核武器影响的认识，以在未来核大战中取得政治

上的主动性。

1956年 7月，国务院内部文件着重分析了核武

器在美国长期的政策设计中的作用。文件认为，苏

联在一段时期内常规力量会保持一定规模，而美国

和盟国可能会逐步削减武装。一旦美苏力量失衡，

苏联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因为它不担

心会遭到报复性反击。即便是苏联不敢冒“人类自

杀”的危险首先使用核武器，它也会利用常规力量的

优势对西方施加政治和外交上的压力。但是，核武

器在政治和军事上并不具备“可使用性”，因此文件

的最终基调是，美国应在保持最低报复能力的前提

下，对常规力量予以更多的重视，同时大力发展洲际

导弹技术。这可以看作是美国政府正在反思和准

备调整“大规模报复”战略，并向“有限战争”和“灵活

反应”转变的思想雏形，而向海外部署战术核武器成

为加快这一进程的有效手段。

1957年 2月的国安会会议上，核战争又作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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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议题被讨论。根据前文述及的工作小组起草的

文件初稿，艾森豪威尔对其中“如果没有充分防备，

核袭击会导致 5000万人丧生，民众最终不会支持政

府的战争政策而最终使国家走向分裂”这一表述最

为关注，认为按照当前美国的军事规划，只在海外部

署6个师的兵力是无法避免使用核武器的。他还提

出民防计划对威慑苏联是没有意义的。对现有常

规力量和国内民众认同不足的认识，让战略核武器

“威慑力”的有效性成疑。而“有限战争”和战术核武

器则可能是弥补这种不足的一种选择。

传统上，“战争规划”一直跟国务院“没关系”。

但是，核武器出现后，这种规划就不仅仅是一项“专

业工作”了。1957年6月，国务院内部要求在涉及核

武器的军事规划过程中增加民事官员的参与。因

为随着核武器破坏力的增加，美国对苏联的政策越

来越依赖于美国人民对核战争的了解，民事机构和

官员也需要对防务政策中的核武器问题有更好的

理解。况且，总统一人无法承担所有对核武器规

划特别是使用问题的判断。一旦动用核武器，国

安会也无法在爆炸、辐射等方面协助总统进行完

善的决策。

海外核部署作为一种政策选项被提出的另一个

重要背景是，美国军方和高层对“世界大战”和“局部

战争”关系的认知变化。从对1956年10月参联会成

员发言和国会证词的整理中，我们能看出美国决策

高层越来越意识到，局部战争可能导致使用核武器

的世界大战，如果想避免这种结果出现，反而“要有

能力和充分的准备应付局部战争”，或者说，“在局

部”要有足够的“威慑能力”来震慑对手、阻止大战的

爆发。在这方面，海外驻军、战术核武器的部署甚至

在局部战争中的使用都是具体的威慑手段。11月
21日，当再次讨论部署核武器问题时，艾森豪威尔似

乎并无太大“异议”转而强调“安全存储”。他还要

求参联会对部署做出恰当的评估，并且同国务院协

商。参联会主席雷福德(Arthur W. Radford)当即表示

会妥善处理。

艾森豪威尔政府内部有关核政策的讨论和协

调，特别是对核武器认知的变化，不断强化战术核武

器在核战略中的重要性，也不断地将权力的天平向

军方倾斜，同时力图在政府内部、国会、民众和盟国

的不同层次上推进“思想统一”，为核部署转变成一

项清晰可见、切实可行的核政策做了铺垫。1957年
年底至 1958年年中，华盛顿陆续向欧亚盟国的军事

基地部署了“忠实约翰”“屠牛士”及8英寸榴弹炮等

武器装备。至 1961年肯尼迪上台时，美国在东亚地

区的部署总数达到 1740枚，而在北约盟国则达到

3929枚，海外战术核武器的威慑能力初具规模。

四、结论

经历过大萧条、二战以及冷战初期的艾森豪威

尔，他的安全观是复合的，“他将很多因素融入了国

家力量——飞机、地面力量、战争能力、工业、经济以

及人民的精神。他将这些混合在一起来确保美国的

安全”。而核武器在这其中似乎成为连接各种因素

的中心环节。“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制定为艾森豪威

尔在海外部署核武器提供了政策依托，而核武器和

投放手段的发展又使部署有了技术支撑。事实上，

技术变革与战略思维是彼此促进的。20世纪 50年

代，美国政府内部围绕核武器的争论及认知变化，反

映了艾森豪威尔本人的价值取向、各部门的利益博

弈，甚至美国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海外核

部署正是这复杂过程的一种结果。

艾森豪威尔政府将核技术看作能够给国家安全

带来巨大利益的事物，因此试图转变“核武器是危险

且不道德的”认知。艾森豪威尔不断鼓动将核武器

界定在“可以接受的使用”范围内。在他的核政策

中，安全和和平可以混为一谈。为此，他在任内致力

于两件“自相矛盾”的事：一面积极鼓动和平利用原

子能，甚至推动禁止核试验协议的达成；而另一面却

大力发展核能力，并开启了大规模海外核部署之

路。1953年艾森豪威尔上台时美国拥有841枚核弹

头，而到他卸任时已经达到 18,638枚，总计 24491百
万吨当量。核武器的数量增长22倍，而爆炸力增长

400倍。原来美军只能依靠B-52战略轰炸机投放核

弹，到20世纪50年代末已经发展出更多的方式——

KC-135空中加油机大大延伸了B-52的覆盖范围，

“朱庇特”“屠牛士”“雷神”以及“北极星”导弹逐步装

备给陆海空三军。

艾森豪威尔政府更加关注核武器的战略层面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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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技术层面，这更容易让艾森豪威尔接受核武器可

用于实现战略意图、可以大力发展的观念，而将核武

器的道德问题置于一旁。“对艾森豪威尔来说，核战

争的风险无法超越在国家实力、遏制共产主义和追

求和平上带来的更直接、可见的好处。”如此看来，

艾森豪威尔本人在核武器问题上也确实是一位持双

重标准的“机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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