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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危机于未发 

———略论国际核危机管理中的预警

程晓勇

（复旦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

［摘　要］国际核危机管理是对核危机预警、应对和善后的全过程，预警是核危机管理的首要环节。国际核危机预警通过监
控和分析国际核危机的各种征兆信号，捕捉到国际核危机可能爆发的信息，为国际核危机管理争取提前应对的时间，并制订

控制国际核危机的预案。一般情况下，国际核危机预警有分析引发国际核危机的直接动因，寻找国际核危机的规律，监测国

际核危机爆发征兆这三种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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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战后，国际核危机频繁发生，相继发生南亚
核危机、朝鲜核危机与伊朗核危机，深刻影响着冷

战后的国际政治与安全秩序。作为涉及核武器的

接近战争边缘的紧张状态，国际核危机严重破坏国

际与地区稳定，威胁国际与地区安全。鉴于此，如

何应对与管理核危机，怎样对国际核危机的发生、

发展进行有效的预测，以预先准备，早作防范，尽

可能地减轻或避免核危机的影响和破坏，成为冷战

后国际安全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从国际核危机

对国际社会整体安全所带来的巨大威胁来看，国际

核危机管理不仅事关当事方的安全利益，还关乎整

个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稳定。某种意义上，国际核危

机管理不仅仅限于直接当事国之间，也不仅是单纯

的外交问题或者军事问题，而是由包括当事各方在

内的国际社会综合运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手段

对国际核危机进行预防、控制、化解的战略。从目

标上看，国际核危机管理的方向是以和平方式解决

核危机，避免核战争。从过程上看，国际核危机管

理是对核危机预警、应对和善后的全过程。

国际核危机管理的意义在于通过及时、正确而

有效的措施，控制国际核危机的走向，在各方都能

接受的情况下解决核危机，避免核战争。国际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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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导致国家间的暴力冲突甚至诱发战争，历史上

许多大规模的冲突和战争常常由国际危机引发，甚

至由发生在边缘地区的一些较小的和不太重要的

危机所引发。［１］一般性的国际危机如是，那么国际

核危机的危险性不言而喻。作为核危机管理的首

要环节，核危机预警是核危机管理研究的重要内容

和管理实践追求的理想目标。

　　一　国际核危机预警的范畴和意义

作为国际核危机管理的首要环节，核危机预警

通过科学的方法对可能引发核危机的局势进行实

时监控，提前侦测出逐渐逼近的国际核危机，及时

采取防范措施抑制可能促使国际核危机爆发的因

素，以防止核危机发生或者延缓国际核危机的进

程。即便未能阻止核危机的发生，核危机预警也可

以帮助核危机管理决策者准备应对预案，尽可能抑

制核危机的升级，寻求缓和核危机的机会。

（一）国际核危机预警基本范畴

国际核危机预警是对国际核危机进行预先判

断与分析的过程，它根据收集到的信息和情报，分

析国际核危机可能爆发的时间、地点和发展方向，

适时地向可能卷入的行为主体（国家或国际组织）

发出警告，并提出应对措施，使相关行为主体能够

采取行动阻止核危机，即便不能阻止，也尽可能控

制危机的不良后果。

一般而言，国际核危机的发表与演变有一个完

整的过程，通常包括酝酿———潜伏阶段、爆发———

初始阶段、升级———高潮阶段和解决———平息阶

段，这四个阶段的划分虽然不完全精确，但基本上

反映了国际核危机的全过程。从核危机管理流程

上看，核危机预警对应核危机演变的酝酿———潜伏

阶段，这也是核危机管理实践中最难以把握的阶

段。在这个阶段，国际核危机尚未爆发，国际体系

中相互施加作用与影响的国家，在互动进程中的利

益摩擦，产生着各种形式的冲突。一旦核国家之间

的冲突不断增加和聚集，将制造出引发核危机的隐

患，这是核危机产生的必要条件。在这一阶段，表

面上，国际社会较为安定，各方尚在维持和平的关

系，低烈度的冲突一般不会引起各方的重视，国际

社会和当事各方往往忽视了潜在的危险，难以及时

预测到核危机的酝酿与潜伏。如果低烈度的对抗

反复出现，不断深化矛盾，一旦突破了国际核危机

的“临界点”，核国家之间的高烈度对抗———国际核

危机就会遽然爆发。因此，核危机预警就是要透过

国际社会的表面平静，监控有可能引发核危机的各

种冲突并做出分析。

从内容上看，国际核危机预警包括信息与情报

的搜集、分析、判断以及制订预案。收集信息和情

报是核危机预警的基础，核危机分析是对有关情报

和信息的准确性与价值性的判断，没有经过核危机

分析，情报和信息只是没有价值的文字和信号而

已。核危机预案则是对核危机分析结果和应对办

法的政策化。没有核危机预案的分析是不完整和

不彻底的核危机预警。具体而言，核危机预警包括

三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收集信息和情报，并在这个

基础上对信息及情报进行分析，预测核危机发生的

可能，然后向核危机管理方（相关国家、联合国、地

区性安全组织或是某些大国的危机管理决策层）发

出警报信号。其二是判断核危机的形式及发展趋

势，包括时间、地点和前景。其三是在对核危机局

势预测分析的基础上，拟定应对核危机的初步预案

与政策选择。

从构成要素来看，国际核危机预警的主体是可

能卷入核危机的国际关系行为体，包括：（１）对维持
国际和平与稳定负有责任的国际维和组织，例如联

合国、欧安会、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与地区性安全

组织；（２）对核扩散负有监督、管理义务的国际组
织，如国际原子能机构等；（３）核危机涉及的国家；
（４）可能对核危机进行干预的国家或国际组织；
（５）关心国际安全，从事国际和平研究与活动的非
政府组织、研究机构甚至是个人。毫无疑问，核危

机预警的客体是国际核危机本身。

（二）核危机预警的意义与作用

国际核危机是危害性最大的国际性危机，它常

常与重大的政治利益、军事安全利益矛盾联系在一

起，倘若国际核危机爆发，会给国际社会安全带来

巨大的威胁，国际核危机失控则有可能导致灾难性

的核战争，给世界造成巨大的生命和财富损失。因

此，预警国际核危机，使有关各方能够及时采取行

动预防和控制国际核危机，是国际社会维护国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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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与安全，国家维护本国安全的战略需求。国际核

危机预警根据预先建立的信息与情报收集系统，按

照设计好的程序，以科学的方法收集与核危机有关

的各类数据，然后通过监测预警指标来实时地搜索

潜在的危机，确定可能的危机形式，监控国际核局

势的发展，从而科学地预警核危机，做到在源头制

止核危机，防患于未然。对于尚未发生的国际核危

机苗头，通过核危机预警，促使国际社会及时采取

行动，消除引发可能诱发核危机的因素，从而将核

危机消弭于未发。对于虽然发现，但是难以避免的

国际核危机，核危机预警能使核危机管理各方提前

准备应对方案，尽可能控制国际核危机的发展。对

于已经爆发了的国际核危机，有了核危机预警，有

关方面可以通过对核危机的分析研究，采用相应的

措施，阻碍核危机的恶化，降低核危机的危险性，最

终为核危机的和平解决寻找机会。如果说“出其不

意”是对国际核危机突发性的写照，那么，通过“察

危机于未发”来“防患于未然”是对国际核危机预

警意义的最佳褒奖。

核危机预警是在核危机爆发前的预判，其作用

主要体现在：其一，减少核危机的突然性。通过预

警尽早识别未来可能发生的核危机，减少核危机爆

发后对国际社会安全的冲击，使核危机管理方做好

心理准备，帮助决策者对核危机的演变有充分的预

估，提前做好应对预案，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核危

机爆发初期所造成的政治、安全、外交与经济损失。

其二，增强核危机管理决策的科学性。核危机预警

是一个搜集情报，分析预测并提供应对预案的完整

过程。它建立在把握核危机的发展规律，科学分析

监控情报信息的基础上，在核危机萌芽阶段及时，

发现可能爆发的信号并提供行动建议，使核危机管

理减少盲目性。其三，降低核危机管理的难度与成

本。危机管理的目标在于争取以最小的代价解决

危机。毫无疑义，将核危机抑制在萌芽阶段，或者

在核危机爆发初期就提前做好预案，及时采取应对

措施将降低核危机管理的难度与代价，而这一切都

有赖于对核危机做出预警。

　　二　国际核危机预警的机制

国际核危机爆发突然，要想使预警真正及时有

效，成为核危机管理的有机整体，必须建立完备的

核危机预警机制。一个完备的国际核危机预警机

制应当由三个部分组成：（１）情报监控与信息处理
系统。首先，核危机预警机制要有持续和严密的情

报收集和信息处理系统，为了保证情报的准确与科

学性，通过分析与总结核危机的深层根源、直接诱

因以及历次核危机的关联征兆，确定核危机监控指

标体系，进行有针对性的情报与信息收集。为了保

证信息来源的多元化与客观性，需要将信息在不同

的机构与部门之间分享与协调处理。（２）警情发布
与预案制订系统。当情报监控与信息处理系统及

时识别核危机征兆，预测即将爆发核危机后，及时

向管理决策层发出核危机预警，在确定核危机可能

涉及的行为主体和分析各行为主体的动机以及行

为方式的基础上，制订应对核危机的初步政策和策

略。（３）行动干预与趋势分析系统。核危机警报发
出后，为了减轻核危机对国际社会、地区与国家安

全的影响，要控制核危机的演变走向；在核危机爆

发初期，核危机管理各方应及时采取行动，将危机

应对预案落实为干预核危机的具体行动，以阻止或

者延缓核危机的恶化。同时，根据干预效果，分析

核危机的未来发展方向，为核危机的后续管理奠定

基础。

图１　核危机预警机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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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核危机预警的流程上看，情报监控与信息处
理在前，警情发布与预案制订随后，最终在前两个

流程的基础上进行行动干预与趋势分析。至此，核

危机管理的第一阶段：核危机预警结束。但是，从

核危机管理的全过程来看，由于早期行动干预的效

果仍然需要情报监控与信息处理系统提供反馈，因

此，从核危机管理的全流程看，核危机预警机制的

三个部分是一个相互配合，循环反馈的过程。

图２　核危机预警流程图

　　三　国际核危机预警的路径

同其它危机一样，国际核危机的产生与发展也

是一个由量变逐步引发质变的过程。国际核危机

预防是从引发核危机的根源入手，防止核危机的发

生。国际核危机预警则是对国际核危机的各种征

兆信号进行监控和分析，从而捕捉到国际核危机可

能爆发的信息，为国际核危机管理争取提前应对的

宝贵时间和制订控制国际核危机的预案。某种意

义上，国际核危机预警是对国际政治、军事冲突数

据和情报长期的监测与分析，也是对国际政治、军

事斗争不间断的实时预测。因此，国际核危机预警

一般有分析引发国际核危机的直接动因，寻找国际

核危机的规律、监测国际核危机爆发征兆三种

路径。

分析引发国际核危机的直接动因。首先，国际

核危机之所以发生，直接动因来自于内外两个方

面。内因是国际核危机发生的主因：“无论何时，只

要文化和价值层面、政治和社会制度层面、法律层

面或技术层面中的任何一个层面发生了重大的变

化，旧有的调整和控制机制就会受到破坏，并且可

能瓦解，除非世界上任何主要的心理和文化、社会

和政治、法律以及技术的变化能够被补偿性的政

治、法律、文化和心理调整所平衡，否则这些变化会

增加战争的危险。”［２］一旦地区内部某一结构的运

行机制失调，就可能导致地区整个结构的失衡，从

根本上引发危机，甚至是最严重的核危机。因此，

尽管南亚核危机、朝鲜核危机、伊朗核危机等国际

核危机的爆发都表现出一定的突然性，但从本质上

看，却是这一地区、这些国家长期潜伏的危机因素

不断发展、累积、激化，以至于矛盾从量化到质变的

渐变过程。

在国际核危机生成、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外

部条件往往对核危机的产生与发展施加了重要的

影响。冷战后，失去了两极对抗体系的束缚和制

约，地区性争端开始升级，一些新的矛盾急速激化，

对地区性霸权的争夺，民族冲突和领土争夺、冷战

遗留问题的重塑，等等。这些问题纷纷凸显并相互

交织，形成新的危机策源点，交织着这些问题的地

区也相应成为危机的温床。南亚核危机和朝鲜核

危机就是在这样的外部条件变化刺激下，酝酿和生

成的。从探讨引发国际核危机的内在结构性原因

入手，分析促成和影响国际核危机的外部条件，就

有可能掌握核危机的“临界点”，从而实现国际核危

机预警。以朝鲜核危机和伊朗核危机为例，朝鲜、

伊朗与美国长期出于敌对状态，一旦这两个国家有

核危机，除非美国改变对这两国的敌视；否则，随着

核计划的推进，迟早爆发核危机。因此，核危机预

警就要监测这两国核计划的进展情况以及以美国

为首的反核不扩散势力的态度变化。

其次，国际核危机发生与发展过程中所涉及的

事件和事态，并不是偶然性积累的混合体，而是由

客观规律所支配和制约的。看似偶然性的事情，在

偶然性背后隐藏着支配事物发生与发展的必然性，

一旦认识了这些必然性，也就认识了事物的发展规

律。对于国际核危机而言，一旦认识了隐藏在背后

的发展规律，也就可能做到预测核危机。正如莫顿

·卡普兰所言：“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发现规律，一

旦发现了规律，就可以把国际政治的材料组织在一

个具有合理的解释能力或预测能力的简单框架之

中。”［３］国际核危机预警的可能性取决于对国际核

危机规律的认识，对核危机规律的认识水平则决定

了核危机预警的可靠性。因此，研究核危机产生的

原因，研究核危机的特征与属性，就可能做到对国

际核危机提前预判。

再次，监测国际核危机爆发征兆。任何突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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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事前总是有征兆可寻、有端倪可察的。本质总

是同现象相联系，从现象泄露和表现出来的。这些

现象就是所谓的征兆，事发之前有征兆，这是普遍

的道理。［４］从国际关系史看，几乎所有的危机在事

发前都有或明或暗的征兆，国际核危机也不例外。

南亚核危机爆发前，印度高层官员关于改变印度核

政策的谈话，其国防部高级官员在中印关系稳步向

好发展的局面下突然再提“中国威胁论”，印度核基

地的一些异常情况，这些都是此次核危机前的信

号。只是在当时，这些征兆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或者有关国家麻痹大意，视而不见。朝核危机是另

外一个例子，早在２００２年初，韩国媒介和一些国际
问题专家就根据一些“信号”发出了朝鲜半岛有可

能再次发生重大危机的预警。［５］这些信号包括美国

拖延履行《日内瓦朝美核框架协议》，不能按照协议

要求在２００３年完成为朝鲜建造轻水反应堆；美国
国会未批准为朝鲜提供重油的协议；美朝在导弹问

题上展开新的纠缠。虽然这些预警在时间点上与

第二次朝核危机的爆发时间不完全一致，但却证明

了根据监测核危机的征兆，加上科学的情报分析，

核危机的预警是有可能的。

表１　国际核危机征兆信号

类　　型 信号举例

政治行为 违背条约、制裁、中断关系

军事行为
军事演习、大规模动员、武装部队调动、核武器的

展示、边界冲突、重要目标的定点打击

经济行为 经济制裁、禁运、冻结资产、扣留财物

外交行为 威胁、警告、谴责、抗议、最后通牒

其他
高级官员异常的谈话、核能力的突破、核设施的异

动、与国际核监控机构的龃龉

诚然，国际核危机早期的征兆信号常常是零散

的，甚至是矛盾的，常常会被淹没在故意散发出来

的欺骗信息中，给危机预警信息收集、辨认和分析

带来困难。但是，国际核危机的征兆信息确是真真

切切存在的。“迄今为止，正如所有历史事实表明

的那样，发动战争都是有意识的，是审慎的选择，不

会有不经决策而爆发的战争。”［６］既然如此，作为战

争前奏的危机也是经过准备的，这就需要国际核危

机管理方凭借丰富的历史经验、科学系统的分析方

法、高效的情报网络来提高核危机预警的能力，这

样就有可能抓住核危机爆发的征兆，及时预警核

危机。

国际核危机的根源非常复杂，排除掉偶然的因

素，多数核危机的产生与爆发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国际核危机预警就是监控各种与核危机有联系的

信息与信号，对核危机的发生做出预判，使国际社

会或有关国家及时采取有效的防范和应对措施，在

国际核危机尚未发生或者刚刚发生尚未造成重大

损失前采取有效措施，尽可能使损害和影响降到最

低程度。冷战后，核技术门槛越来越低，核国家数

量越来越多，核危机屡次发生，核危机管理成为国

际安全研究的重要课题。危机管理的精髓与难点

在于“防患于未然”和“止战于未战”，在这个意义

上，核危机预警既是核危机管理研究的难点，也应

该成为核危机管理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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