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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俄罗斯顺利完成新型洲际弹道导弹

“萨尔马特”第一级发动机的发射试验，该型号

预计将于 2018—2020 年装备部队，主要部署于

俄西伯利亚和南乌拉尔地区，这将使得“萨尔马

特”导弹成为俄罗斯自冷战结束以来投入使用

的最致命的核武器之一。

“萨尔马特”最大射程可达到 17000 公里，

能够飞越北极甚至南极，对全球任何目标造成

毁灭性打击。特别是这种导弹具备极其强大的

毁伤效能，被认为是历史上威力最大的核武器，

只要一枚就可以将美国的德克萨斯州或法国大

小的地方夷为平地。

实际上，随着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加速推

进对俄罗斯的战略封锁和军事打压，俄罗斯

的 国 家 安 全 形 势 变 得 日 益 严 峻 ，俄 2014 年

年底发布的新版《军事学说》已经明确将美

国列入俄面临的主要外部威胁,因此，“萨尔

玛特”导弹作为俄罗斯“以核制常”战略的一

部分，克里姆林宫显然有着更为深刻的战略

考量。

文·代谨思 马建光 赵博文

以核制常以核制常——
““萨尔马特萨尔马特””的战略担当的战略担当

据新华社讯 伊拉克总理阿巴迪 17日凌晨宣布摩苏尔战役正式

打响，随后伊拉克政府军与库尔德武装在国际联盟的支援下对极端

组织“伊斯兰国”展开猛烈攻击，迅速收复大片失地。

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是伊石油主产区之一，是“伊斯兰国”在

伊拉克境内占领的最后一座城市，被认为是“伊斯兰国”的经济命脉。

分析人士认为，经过数月的准备，打击“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大本

营的军事部署已经全部到位，有望于一两个月内收复摩苏尔。但即

便军事行动取得胜利，伊拉克政府及国际社会在应对人道主义危机

和维持地区稳定等问题上仍面临严峻挑战。

总攻开始后，伊拉克政府军与库尔德武装在摩苏尔东部和南部

地区迅速推进，仅在 17 日一天便收复了 12 座村庄，打通了摩苏尔到

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市的多条通道，这将有助于疏散被困于

摩苏尔市的大量平民。

新华社记者在伊拉克政府军位于摩苏尔南部盖亚拉空军基地的

前线了解到，政府军在评估局势后认为可以在 11月中旬攻入摩苏尔

中心市区，在年底前彻底收复这座城市。但“伊斯兰国”武装人员在

通往摩苏尔的道路上埋下大量地雷，这延缓了政府军的攻势。同时，

武装人员将军事设施建在居民区内，利用平民作为盾牌，使得政府军

难以快速向前推进。政府军方面得到的情报显示，在摩苏尔市区内，

许多武装人员也混入平民中，企图在政府军靠近时采用自杀式袭击，

这种战术曾让政府军在解放其他城市时遭受不小的损失。

伊拉克军事专家朱布里说，收复摩苏尔将标志着伊拉克反恐战

争取得重大胜利，所谓的“伊斯兰国”政权在伊拉克境内将土崩瓦解。

也有分析人士指出，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可能会在短期内令当

地的人道主义危机进一步恶化。与此同时，参与摩苏尔战役的各方

在“伊斯兰国”溃退后势必争夺这个地区的主导权，这将为今后的动

荡埋下伏笔。 （刘万利）

摩苏尔总攻开始

“伊斯兰国”离覆灭又近一步

国防大学沈志华教授将军民融合置于中国

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分别从中国发展战略的演

变、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中国发展动力的转换

等视角对军民融合进行深入思考。他指出，军

民融合深度发展是国家非均衡发展战略向均衡

发展战略转变的内在要求，是中国走和平发展

之路的必然选择。

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可以通过制度创新、

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填平军事领域与经济领

域的鸿沟，使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更好地协调

起来，从而可以再次启动新的发展引擎，中国

发展的道路将会更加平坦，中国发展的前景也

会更好。

国防科技大学曾立教授则结合中央下发

的《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从经济学角度对军民

融合发展战略进行了分析。

他认为《意见》中明确的坚持党的领导、强

化国家主导、深化改革创新、注重融合共享、

发挥市场作用等原则是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

学、集体行动的逻辑、产业组织理论对军民融

合发展的基本要求，而《意见》中提出的主要

任务则体现了专业化与社会分工、技术溢出与

结构优化、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安全与发展

一体化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具

体要求。

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向均衡发展战略转变

10月 12日，由全军军事经济研究中心、军事经济学院主办的 2016“汉江论坛”——防务经济

创新发展国际学术会议暨军事经济研究中心年会，在武汉落下帷幕。此次论坛特别邀请了诺贝

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莫里斯教授作《世界经济前瞻》的主题报告。

“防务经济作为保障国家安全和发展的经济，始终是世界各国在进行安全和发展决策中关注

的重大问题。”全军军事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军事经济学院院长周炎明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

时说，当下时代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形势复杂多变，在此背景下，本次论坛紧贴防务经济国际学

术前沿，重点围绕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军民融合该如何发力
——来自 2016“汉江论坛”的观点

文·本报记者 唐先武 通讯员 张 涛

上海财经大学陈晓和教授演讲指出，军工

资产证券化是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必然要求。

他 认 为 ，推 进 我 国 军 工 资 产 证 券 化 ，应

按照“注重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大力推进

军工企业的并购重组、创新发展，以及国有

资本与社会资本的融合”的基本思路，明确

军工企业的双目标责任制，坚持市场盈利性

与国防责任性的统一；建立国防资本选择机

制，保证军工资产的优胜劣汰；加强军工资

产证券化法律法规建设，坚持透明性与保密

性的统一。

来自武警后勤学院的王哲博士则提出了军

民融合投融资中的 PPP 模式创新问题，提出要

以吸纳多元化经济主体及相关要素为基础，拓

展军民融合的广度；以创新军民融合 PPP 项目

实施机制为载体，延展其军民融合深度；以创新

激励相容的利益协调机制为保障，提升其军民

融合效度。

推动军工资产证券化，国有资本与社会资本相融合

希腊国防军后勤支援部部长瓦西里奥斯·
加比斯少将详细介绍了希腊的国防工业发展战

略问题。他结合近年来世界军事发展的态势，

分析了希腊国防工业当前发展的优势和不足，

认为希腊国防工业战略应结合希腊国家安全战

略、国家政策指南以及国家防务政策制定，并从

增加国防工业产品出口、构建国防工业利益相

关体之间的常态协调与沟通机制等方面，提出

了推动希腊国防工业发展的具体策略。

英国克兰菲尔德大学的罗恩·马修斯教授

则把关注点放在防务经济中的中国问题上，对中

国制造——全球武器市场新兴品牌问题进行了

研究，认为中国的武器出口并没有加剧地区冲

突，反而提升了国家之间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中国武器出口并没有加剧地区冲突

英国和平与安全经济学协会主席保罗·
邓恩教授通过分析 1960 年到 2014 年不同国

家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数据，得出了国防

开 支 对 经 济 增 长 有 负 作 用 的 结 论 。 意 大 利

佩 鲁 贾 大 学 经 济 学 院 皮 埃 尔·卢 卡 教 授 认

为，不同的国家在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上有

着不同的相关性，但从长期来看则有一定的

负面影响。

此外，美国迈阿密大学的迈克尔·维尔纳教

授介绍了美国管理会计的发展现状，强调了管理

会计的政策工具功能，提出了运用管理会计方法

激励和打造世界级军事力量的观点。

国防支出对经济增长有负作用

外国学者怎么看

“汉江论坛”是由军事经济学院和全军军事

经济研究中心打造的面向世界防务经济领域的

学术论坛。作为国际防务经济学术盛会，汉江论

坛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创立以来，在防务经济、

军事后勤和装备经济学术交流中发挥着日益重

要的作用，已在国内外学科共同体内部获得了高

度评价和认同，成为防务经济理论和实践参与

度、关注度、影响力都较大的学术论坛之一。

全军军事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兼秘书长、

军事经济学院国防经济系主任方正起评价说：“此

次论坛，许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国防工业问题进行

了深入的研究，内容丰富，观点新颖，视野开阔。”

关于“汉江论坛”

尽管俄罗斯的核力量居于全球第二位，但

世界上拥核国家大都将核武器对准俄罗斯，核

威胁是俄罗斯当前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尤其

是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核武大国，美国拥有世

界上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机动性最强、毁伤

威力最大的核武库，对俄罗斯国家安全造成了

极大的威胁。

同时美国还以摧毁俄罗斯核反击力量为目

的，发展全球快速打击、太空作战、赛博作战等

新兴战略威慑力量，并不顾俄罗斯强烈反对，在

东欧和亚太相继部署反导系统，企图使俄罗斯

彻底丧失核反击能力，形成对俄绝对军事优势，

迫使克里姆林宫在美国强大的军事机器面前束

手就擒。

显然，为粉碎美国破坏地区战略平衡的图

谋，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稳定，俄罗斯必须锻造

射程更远、威力更大、精度更高、突防能力更强

的“国之重器”，形成全方位、全覆盖、全天候的

战略核打击能力，一举对冲美“苦心经营”的核

遏制力量。

俄罗斯“国之重器”，对冲美国战略威慑

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不断加大对俄

生存环境和战略空间的挤压，经济上制裁、政治

上孤立、军事上打压、舆论上唱衰，俄罗斯周边

安全形势和外部环境日益恶化。

在黑海方向，美国不断强化武器装备和军

事力量部署，集结大量兵力企图对俄最为敏感

的“后花园”进行围堵。

在中东欧方向，西方势力不断挑唆和煽动

独联体国家发动“颜色革命”，将北约前沿阵地逐

步向俄罗斯家门口推进，不断对俄罗斯战略前沿

地带进行压缩，同时加紧军事力量介入和反导系

统部署，目前美军在位于罗马尼亚德韦塞卢军事

基地部署的反导系统正式投入运行，同时位于波

兰的第二处反导系统随后也开始建设，还有大量

的美国和北约部队正在加紧进驻。

在波罗的海方向，北约战机和军队正在部

署到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最后一个篱笆口正

在扎紧；最重要的是，继黑山之后，芬兰正准备

加入北约，如果这一计划实现，那么俄罗斯的所

有西部和北部边境线上将全部是变为北约的前

沿国家。

此外，俄罗斯远东地区也受到前所未有的

严峻挑战，随着韩国一意孤行推进“萨德”反导

系统部署，俄美亚太博弈必将持续升温。

可见，在俄罗斯国土的各个方向上都受到

了前所未有的封锁和挤压，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像

枷锁一样牢牢地锁住俄罗斯东西两个咽喉，因

此，俄持续发展强大的核威慑力量就是要向北约

宣誓，俄罗斯随时都能对任何一个国家实施毁灭

性打击，随时都可以将任何一个国家从地球上抹

掉，一旦俄罗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底线被侵犯，

俄将不惜一切代价、采取一切手段实施反击。

突破围堵，维护国家生存环境和战略空间

俄之所以将发展战略核力量提升到关键位

置，并非不重视常规军事力量建设，根本原因是

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

一方面是由于武器装备发展缺乏足够的国

防经费，尽管近年来俄罗斯经济保持持续稳定

增长，然而经济总量仍然不到美国的九分之一，

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将有限的国防经费投入

到常规武器装备的研发部署中对国家整体军事

力量提升极为有限。

另一方面是由于西方军事技术的迅猛发展

削弱了俄罗斯军事强国的地位，高新科技的发展

推动了武器装备的发展和作战方式的演变。美欧

等国家在信息作战、无人技术、网络战武器等高新

国防科技领域不断取得突破，在战略前沿技术和

颠覆性领域始终保持着领先的技术优势，而苏联

解体导致俄国防科研水平下降影响至今，整体创

新能力不足，难以支撑新型武器装备的研发。

因此，当西方国家在常规力量上的优势越

来越凸显时，如果俄罗斯步人后尘和西方在同一

条路上穷追不舍，俄罗斯军事强国的地位必将荡

然无存。所以，在战略核领域持续保持领跑姿

态，以“非对称”力量对北约常规力量形成有效制

衡是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必然选择。

题图：俄罗斯白杨M洲际导弹。

维持力量平衡，对北约常规力量形成“非对称”制衡

“萨尔马特”是一种液体燃料重
型洲际弹道导弹，代号为RS-28，北
约将其命名为SS-X-30。该导弹
采用地下井固定部署，长度超过35
米，总发射重量约为100吨，弹头重
约10吨，使用了俄格卢什科动力机
械科研生产联合体设计的新型液体
火箭发动机，发射方式为冷发射，发
射时先用火药蓄压器将导弹弹射到
发射井上方20—30米高度，然后导
弹自行点火起飞。

“萨尔马特”主要飞行轨迹为惯
性抛物线弹道，采用双重制导系统，
可携带多达15枚独立瞄准的分导
核弹头，弹头与弹体分离后各自具
有不同的飞行轨迹，分导弹头可从
不同方向从多个目标中进行识别性
攻击，性能远超上一代 R-36M
（SS-18“撒旦”）液体推进洲际弹道
导弹。俄罗斯战略火箭部队司令卡
拉卡耶夫表示：“目前及未来全球所
有反导系统都将对它无能为力。”

“目前及未来全球所有反导系统都将对它无能为力”

认识“萨尔马特”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图片来源于网络图片来源于网络

从 18日开始，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开始对

中国展开为期四天的国事访问。可以说杜特尔

特这次访华，不仅升格了级别、扩大了规模、延

长了时间，据说还专门调换了前后顺序——原

计划先访问日本，结果临时调整把中国作为首

个东盟地区外的访问国家。

为了让这次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能有一个良

好的氛围，杜特尔特在来中国之前就开始排雷，

其中一个雷，就是美菲军演。

从 10 月 4 日开始的美菲两栖演习，原定

12 日闭幕，结果 11 日军演就结束了。这个事

情，哪怕提前结束一天，都是表明菲律宾的一

个态度。

杜特尔特目前已经正式通知美国了，要取

消这样的联合军演，他说美国特不地道，参加完

联合军演后，美军都会把装备全部拉走，整个军

演当中，菲律宾得不到任何益处。

美国对菲律宾真是非常抠，菲律宾从美国

买的军舰，炮、雷达什么的都被拆了，菲律宾还

得自己花钱去买，买完了美国帮它装上，演习完

了啥也不给菲律宾。

美国现在对菲律宾其实也不太相信，菲律

宾一直也就是被利用当枪使。而曾经的美菲关

系可是“铁板一块”——1951 年签订共同防御

协定，1998 年签署访问部队协议，2014 年又签

了加强防卫合作协议。但杜特尔特出任总统以

后，情况变了，军演提前结束、对驻菲的美国特

种部队也下了逐客令。

不过这里还得打几个问号——美菲联合

军演以后还搞不搞？怎么搞？之前三个美菲

军事同盟的协议还算不算数？所谓听其言观

其行，到底事情怎么发展，还要看菲律宾的下

一步行动。

话说回来，菲律宾这么小个国家，现在对美

国啪啪打脸，美国居然打碎牙往肚子里咽，这么

忍气吞声是怎么回事？

看看地图就知道，美国到处拉拢的这些国家，都是地缘位置非常

重要的国家。为啥现在美国对菲律宾一天到晚哄着，就是因为菲律

宾占了个好地儿，正好待在美国想要控制的咽喉要道——第一岛链

的重要位置，美国对第一岛链的控制已经被削弱，如果失去菲律宾，

第一岛链将彻底瓦解。

按现在的局势，美国很难再打菲律宾的“如意算盘”了，但美国马

上就会想到南海周边的另外一根稻草——越南。10 月 2 日，美军两

艘舰艇访问越南金兰湾，这是越战后时隔 21年的首次。美舰这次访

问起码证明，美国和越南之间现在进入了一个非常好的时期。

能不能单凭这个就说越南取代菲律宾，给美国当棋子呢？不是

这样的。中越海上一衣带水，陆上山水相连，对于地区局势越南还有

自己的打算，所以在越南，恐怕美国还是难以如愿。

想想真的挺有意思，过去的美国想打谁就打谁，想收拾谁就收拾

谁，没有人敢说不，谁说不就整谁。现在天上掉下一个杜特尔特，给

奥巴马政府，包括美国下一届新政府正经地上了一课。

（如需了解更多，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局座召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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