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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8 月 1 日至 26 日，纽约 

  美国在减少战略风险方面所发挥的领导作用* 

  美利坚合众国提交的工作文件 

  美国的优先任务：减少战略风险 

• 推进核武器国家之间关于减少战略风险的协定、安排和讨论一直是美国

的首要任务。减少战略风险措施有助于为军备控制和相关裁军协定奠定

基础，从而有助于实现《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第六条

的目标。减少战略风险对于在当前国际安全环境中减少紧张局势、提高

透明度和建立信任也很重要。美国长期以来一直谈判拟订并执行旨在减

少战略误解和冲突的风险、防止核战争的措施。我们在下面列出了过去

的工作以及未来就这一重要主题开展接触的可能办法。 

  美国支持减少风险措施的悠久历史 

• 美国设立了热线电话、消除军事冲突沟通渠道，并与俄罗斯就核态势和

战略稳定问题进行了专家讨论和高级别讨论。我们还采取了一系列建立

信任措施，其形式是就弹道导弹发射、战略演习和其他可能引起误解或

导致冲突的活动，包括海上事件，达成协定和作出安排。总的来说，这

些协定和安排有助于大大降低发生核冲突的可能性。 

 美国现有和过去的减少风险措施的例子包括： 

    • 热线协定 

– 1963年美国-苏联关于建立直接通信联系的谅解备忘录 

– 1998年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关于建立直拨电话联系的协定 

好处：热线协定为快速沟通创造了直接安全的渠道，以减少危机局势中出现误解

的风险，降低发生冲突和使用核武器的风险。美苏热线在冷战期间被频繁使用。

这条热线的成功促成了 1987 年关于建立美国和苏联(现为俄罗斯)减少核危险中

 * 本文件未经正式编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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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协定(见下文)，该中心在执行多项军备控制和减少风险协定和安排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 

    • 国家减少核危险中心 

– 1987年美国-苏联关于建立减少核危险中心的协定(2013 年修正) 

好处：减少危险中心为根据一些裁军、军备控制和建立信任协定和安排收发通知

提供了快速、可靠和安全的手段。减少危险中心作为对危机管理热线的补充，旨

在通过减少伙伴之间沟通不畅、误解或误判的危险来防止危机的发生。目前，美

国国家减少核危险中心提供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的政府间直接通信渠道，与 90

多个国际合作伙伴互发通知，涉及的议题包括核裁军、常规军备控制、化学武器

销毁、弹道导弹发射通知和国际网络事件。 

    • 弹道导弹发射通知 

– 1988年美国-苏联关于洲际弹道导弹发射通知的协定(此后有《第一

阶段裁武条约》和《新裁武条约》中的通知条款，之前有 1971 年

美国-苏联关于减少爆发核战争危险的措施的协定(防止意外事故措

施协定，该协定仍然有效)和从未生效的《第二阶段限武条约》的通

知条款)。 

– 2002 年《防止弹道导弹扩散海牙行为准则》(138 个签署国包括美

国、英国、法国和俄罗斯)。 

好处：这些安排通过提前提供弹道导弹发射的信息，减少了核战争的风险，特别

是误解、误判或意外造成的风险。根据美国-苏联关于洲际弹道导弹发射通知的协

定，美国和苏联(后来由俄罗斯继承)同意在发射洲际弹道导弹或潜射弹道导弹前，

至少在计划日期前 24 小时通知对方。通知应包括关于此类发射的发射区和影响

区的信息。《新裁武条约》关于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发射通知的规定是

根据关于洲际弹道导弹发射通知的协定作出的。此外，1971 年防止意外事故措

施协定规定，如果计划中的任何导弹发射将飞出己方国家领土范围，射往另一

方的方向，则应提前通知。根据海牙行为准则，138 个签署国将收到其他签署国

提交的关于弹道导弹和空间运载火箭发射和试飞的发射前通知，并可查阅每个

签署国的年度通告，其中详细介绍了这些国家关于弹道导弹和空间运载火箭计

划的政策。 

• 互不瞄准 

– 1994年美国-俄罗斯总统关于互不瞄准的声明(莫斯科声明) 

好处：这一联合声明宣布双方承诺不将各自的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瞄准

对方。由于这种互不瞄准的做法，美国核武器即使在极不可能发生的情况下意外

发射，也将落入公海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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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止核战争 

– 1973年美国-苏联防止核战争协定 

好处：该协定规定，缔约国均有义务“采取行动防止可能导致两国关系发生危险

恶化的事态发展，以避免军事对抗，不使双方之间以及任何一方与其他国家之间

爆发核战争”，并且“将出发点置于双方在可能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情况下均

不对另一方、另一方的盟国和其他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该《协定》还规定，

双方之间如有发生核战争的危险，则有义务立即进行紧急协商，并尽一切努力避

免此危险。 

• 重大战略演习通知 

– 1989 年美国-苏联关于相互事先通知重大战略演习的协定(其后订

有《第一阶段裁武条约》和《新裁武条约》的通知条款) 

好处：根据该协定，双方至少提前 14 天向对方通报有重型轰炸机参加的战略部

队重大演习。提前提供具有核装载能力的飞机的动向信息，可以减少因误解、误

判或意外而爆发核战争的风险。《新裁武条约》关于重大战略演习通知的规定就

是根据 1989 年协定作出的。 

• 空中和海上事件 

– 1972 年美国-苏联关于海上事件的协定(以及 1973年议定书和 1998

年换文) 

– 2014年美国-中国关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的谅解备忘录 

好处：这些安排通过建立相互理解的行动和通信准则，减少了发生严重意外对抗

的风险，促进了军用船只和飞机在相互靠近的情况下的行动安全。与签订协定前

相比，美国-苏联的协定大大减少了事件的数量。美国与中国自 1998 年起举行关

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协定的会议，但 2020 年是明显的例外。 

• 危险军事事件 

– 1989年美国-苏联协定 

好处：由于双方都在努力避免所列的危险军事事件，该协定降低了双方部队之间

发生严重、意外对抗的风险，为迅速、和平地解决任何此类事件提供了框架，并

促进了部队在相互靠近开展行动时的行动安全。该协定要求每年举行会议。 

• 减少爆发核战争危险的措施 

– 1971年美国-苏联防止意外事故措施协定 

好处：该协定规定，如果发生任何意外、无法解释或未经授权的核使用，涉及可

能引爆核武器，可能会造成爆发核战争的危险，那么双方有义务立即通知对方，

从而减少发生误解的风险。将使用“热线”进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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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 2011年维也纳文件 

– 1990 年首次作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参加国之间建立

军事信任的文书通过，1992年、1994年、1999年和 2011年发布了

更新版本。 

好处：维也纳文件是一项具有政治约束力的安排，其中规定就武装力量情况交换

信息，就演习等军事活动进行通知和观察，对特定地区进行视察，对军事单位进

行评价访问，建立针对异常军事活动的减少风险协商机制。欧安组织所有 57 个

参加国，包括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在内，都就执行维也纳文件中的措施作出了

政治承诺。 

• 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 

– 1990年由美国、苏联、北约成员国和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签署的条约。 

好处：该条约自 1990 年以来一直是欧洲安全的基石，它提供了常规武器和装备

的透明度，具体途径是限制 30 个国家常规武器，规定进行数据交换，并建立了

进入性核查措施。适用范围包括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脉的所有缔约国领土。 

  双边减少风险 

• 根据 2021 年 2 月 3 日生效的一项协定，美国和俄罗斯联邦将《新裁武

条约》延长五年。在 2021 年 6 月拜登总统与普京总统举行峰会后，美

俄再次承诺将开展双边战略稳定对话，该对话于 2021 年 7 月和 9 月举

行，并作出了组建专家工作组的决定。2022 年 1 月 10 日，美国和俄罗

斯举行了战略稳定对话特别会议，讨论乌克兰持续的危机。美国准备好

在该次战略稳定对话会议上讨论一系列对等的军备控制和建立信任措

施，听取俄罗斯的安全关切，并解释美国的关切。会后，美方准备很快

再次会晤，更详细地讨论双边问题。俄罗斯却选择了战争而非外交，发

动了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导致战略稳定对话暂停。 

• 让中国参与到有关战略稳定、减少风险和增进相互理解的有意义的讨论

中来也是美国的一项优先任务。拜登总统已向习主席提出了美中之间进

行这些对话的必要性。 

  减少风险的多边活动 

• 美国继续通过“为实现核裁军创造环境”倡议，参与减少战略风险的多

边工作。该倡议第 3 小组目前的重点是确定减少风险的措施，以制定一

份切实可行的减少风险备选办法清单，防止未来危机升级。开展以联合国

为基础、专注于未来核裁军核查工作的特别活动，是国际社会可以参与有

组织的实务活动、为影响核裁军进展的难题寻找解决办法的另一个例子。 

• 美国作为五核国进程的主席，将推动 5 个不扩散条约核武器国家之间开

展有意义的对话，以便制定并执行切实可行的减少风险措施。即使在当

前的环境下，也应该承认减少风险仍然是管理冲突的一个重要工具，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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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不扩散条约》第六条的目标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在条件允许的情

况下，我们将探讨本文件所列减少风险安排示例可否用作新的安排模式，

以扩大其适用范围，并用于避免潜在危机和破坏稳定的军备竞赛。 

• 美国欢迎与无核武器国家和非政府组织就减少战略风险措施进行接触。

这包括斯德哥尔摩倡议和不扩散与裁军倡议组织提出的有关减少风险

的建设性建议，这两项倡议都呼吁：核武器国家采取申明“核战争打不

赢，也打不得”原则等措施；加强核武库和现代化计划的透明度和报告；

审查核理论，以减少核武器的作用；扩大和加强核武器国家之间关于战

略稳定的对话；在五核国对话范围内建立一个关于减少战略风险的专门

工作流；让无核武器国家参与进来，并以之作为这些工作的一部分；建

立热线和联合数据中心；实施通知和数据交换。 

• 美国支持上述每一项措施。我们在 2021 年 6 月 16 日拜登总统和普京总

统关于战略稳定的总统联合声明中，以及在最近 2022 年 1 月 3 日“五

个核武器国家领导人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中，

重申了“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原则。此外，美国在联合国大会第

一委员会 2021 年会议上公开发布了核武器储备的数据，并且美国核武

库现代化计划和核武器预算每年都向公众发布。根据拜登总统关于采取

步骤减少核武器作用的指示，美国在正式的核态势评估进程中审查了其

核理论。核态势评估强调了美国对减少核武器作用和重新确立在军备控

制方面领导地位的承诺。美国将继续强调战略稳定，力求避免代价高昂

的军备竞赛，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促进减少风险和军备控制安排。美国希

望在不久的将来提供关于这次评估结果的更多详情。我们支持按照 2021

年 12 月巴黎五核国会议的决定，在不扩散条约核武器国家之间开展关

于减少风险的专门对话。我们参加了五核国与无核武器国家的讨论，并

在双边层面上积极征求无核武器国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美国与俄罗斯

和中国都有热线电话。我们还拥有一个非常活跃的国家减少核危险中心，

每年处理数千份多种语言的通知，涉及多项协定和安排。仅就《新裁武条

约》而言，我们在各方之间进行了 44 次全面的数据交换，自该条约生效

以来，国家减少核危险中心已处理约 24 000 份《新裁武条约》通知。 

  减少风险的未来 

• 减少风险符合我们的一切利益。美国将继续通过支持和参与现有的减少

风险机制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我们还将寻求制定更多的此类措施，供

核武器国家以及在更大的范围内使用，目标是加强国际安全，防止冲突

和使用核武器，并为未来的核裁军协定铺平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