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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军费增长进入加速期全球军费增长进入加速期

SIPRI报告显示，2022年，美国军费实际支出高达8770亿美
元，占全球军费总额的39%。欧洲军费开支达4800亿美元，同比
增长13%，是全球范围内增长最多的地区，首次超过1989年冷战
结束时的水平。

2023年，从美洲到欧洲、亚洲，很多国家加快军费开支增长
速度。公开数据显示：2023财年，美国国防预算达8579亿美元，
较 2022 年 7530 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增长近 14%；英国国防预算是
500 亿英镑，增幅 17%；法国国防预算为 487 亿美元，较 2022 年
增加 7.4%；日本防卫费年度预算提高至约 6.8万亿日元，是 2022
年度原始预算的1.26倍；印度国防预算提升至5.94万亿卢比，比
此前初步估计的数据高出13%……

随着全球军费连年增长，军贸市场也随之升温。美国国防新闻
网发布的“2022年度全球防务百强榜”显示，2022世界军工企业排
行榜显示，上榜100强企业防务收入合计为5950亿美元，比2021年
增长440亿美元，年增长率近8%。从地域分布来看，美国共计有46
家企业入围全球军工百强企业榜，防务收入占总榜单的53%，英国
有8家企业入围，法国有5家企业入围，德国有3家企业入围。

美联社报道，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斯克兰顿陆军弹药厂
正加班加点生产155毫米口径榴弹炮弹，并且还在投资建设新的
生产线。《金融时报》报道称，美国陆军副部长加布·卡马里洛今
年 3 月表示，陆军正在花费约 15 亿美元提高弹药产量；到 2028
年，美国的 155 毫米炮弹产能将从俄乌冲突爆发前的每月 1.4 万
发，提高到每月超过 8.5 万发。《日本经济新闻》 报道称，冷战
后，德国一直在削减坦克数量，现在又开始重新增加产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国家全球战
略智库理事邹治波对本报记者表示，全球军费增长进入加速期，
越来越多国家参与到军购潮中。在充足军费支持下，军事实力相
对落后的国家对先进武器的需求大幅提升，拥有强大军事实力的
国家则加大先进武器装备的研发力度，并不断将先进武器投入使
用和对外贸易。

不安全感无处不在不安全感无处不在

“全球军费连年增长，折射出全球安全局势的一些新变化。”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研究中心主任郭晓兵接受本报记者
采访时指出，世界很不太平：一是阵营化加速趋势更加明显。在
俄乌冲突刺激下，北约恢复活力，采取系列措施重整旗鼓。与此
同时，美国还着力把印太地区的辐辏式同盟体系改造为网络式同
盟体系，试图打造“印太小北约”；二是大国关系中的对抗一面
更加明显。俄乌冲突本质上是俄罗斯与北约体系对抗、间接交
手；三是日本防务政策出现重大转向，去年底推出《国家安全战
略》等三份安全政策文件，大幅增加军费，发展导弹等非核战略
进攻力量。这意味着日本将在实质上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有
可能再度唤醒“大东亚战争”策源地的幽灵。

今年2月，在第59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前发布的《2023年慕尼
黑安全报告》强调，世界进入国际秩序调整的关键十年。根据同
时发布的慕尼黑安全指数，全球进入一个不安全感无处不在的新
阶段。

美国仍以绝对优势保持军费开支第一名的位置。邹治波分析
指出，军费规模和军事实力的背后是国家科技水平和经济力量的

支撑。美国的巨大军费开支显示，美国仍拥有实力上的巨大优
势。当前，美国为保住自身的全球霸主地位，虽然经济面临衰退
风险，但军费依然不断刷新纪录。这也暴露出美国不顾经济民
生、穷兵黩武的一面。

“2022年，欧洲成为全球军费增幅最大的地区，主要是乌克
兰危机全面升级所致。”邹治波分析，“印度、沙特、韩国、日本
进入军费开支前10名，则与谋求大国地位和在新的地缘格局中占
据有利战略地位有关。”

“全球军费增长进入加速期，与当前国际安全局势的新变化
密切相关。”邹治波认为，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进入战略冒
险期，为维护其霸权地位，不惜挑起大国对抗；二是大国博弈空
前激烈，新旧两种力量的较量朝着竞争与对抗的方向发展；三是
大国激烈对抗严重冲击地区乃至全球安全形势，有关国家和地区
的不安全感大幅上升，加强军备建设成为必然选择。

复杂复杂、、多变多变、、动荡的特殊时期动荡的特殊时期

邹治波指出，全球军备控制和竞赛是一体两面，是世界和平
与安全状态的“指示针”。当世界处于较为和平时期，军备控制
就成为主流，这是上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国际军控取得快速而
重大进展的原因。近几年，国际安全局势进入下行状态，全球军
费增长快速，军备竞赛呈现加剧态势。

“当前，全球军费开支进入提速期，特别是大国军费持续快
速增长，或将导致大国军备竞赛，甚至催生大国间战争风险。此
外，不断增长的全球军费必然进一步加重各国负担，让复苏乏力
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邹治波说。5月 2日，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发布报告称，2023 年对全球经济来说将是具有挑战性的一
年，受货币政策紧缩影响以及俄乌冲突继续对经济活动造成压
力，全球经济增长将减速。《纽约时报》 称，俄乌军事冲突正破
坏欧洲的经济增长，播下焦虑的种子，并使欧洲的政府资源承受
比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更大的压力。

“全球军费已经连续8年保持增长，未来还将继续保持增长趋
势。这折射出全球军备竞赛不断升级、大国战略竞争和对抗持续
升温、全球安全形势更加复杂紧张的严峻态势。”邹治波表示，
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安全局势进入一个复
杂、多变、动荡的特殊时期。

“近年来，中国坚决捍卫自身核心利益的同时，广做工作，
劝和促谈，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促成沙特伊朗和解，努力化暴风
骤雨为和风细雨，化分裂对抗为和合共生，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
定作出自己的独特贡献。”郭晓兵说。

今年4月21日是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一周年。中国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中国是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者，更是
落实这一重大倡议的行动派。中方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
续的安全观，同各方深入开展安全理念交流和政策沟通，推动铸
剑为犁、安危与共。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秉持安全共同体理念，
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协力应对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共
同推进人类和平发展的崇高事业。

上图：“不要更多战争！不要更多战争！不要更多战争！”日
前，美国上千名反战人士在位于首都华盛顿市的林肯纪念堂前举
行集会，齐声高喊。抗议者要求美国停止煽动俄乌冲突、促进双
方和谈、解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北约）、削减美国军费等。图
为一名抗议者手举标语在林肯纪念堂前参加集会。

新华社记者 刘 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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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
究所 （SIPRI） 发布2022年全球军费开
支数据统计报告。报告显示，以实际
购买力计算，2022年全球军费连续第
八年保持增长，比 2021 年增加 3.7%，
总开支高达2.24万亿美元。

“近年来全球军费开支的持续增长
表明，我们生活在一个越来越不安全
的世界。”SIPRI高级研究员田南指出，
为应对日益恶化的安全环境，世界多
国都在加强军事实力，预计这种情况
在短时间内不会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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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球 热 点 高 耸 的 塔 器 、 蜿 蜒 的 管
廊 、 巨 大 的 储 罐 在 阳 光 直 射
下，熠熠发光。头顶骄阳，伊
拉克土建工程师阿拉·阿卜杜拉
身穿工装，走到正在绑扎钢筋
的工人面前，仔细检查钢筋型
号、尺寸是否符合图纸要求，
又 走 到 负 责 模 板 支 护 的 工 人
前，认真查看模板支护是否牢
固、严密。

“我们脚下，就是伊拉克七
大 巨 型 油 田 之 一 的 哈 法 亚 油
田！”阿卜杜拉充满自豪地对本
报记者说，“伊中两国建设者密
切合作，保障了油田的高效和
可持续运转，共同打造伊中合
作共赢的新名片。”

10 多年前，中国石油工程
建设有限公司的建设者们来到
这里，参与哈法亚油田的开发
建设。一年后，原本是农民的
阿卜杜拉加入项目建设。“我的
幸福生活是从来到中国企业后
开始的。”回忆这些年来的工作
点滴，阿卜杜拉的脸上洋溢着
淳朴的笑容。

“当时，我跟父亲还有几位
老乡来到这里，希望能找点活
干，养家糊口。”阿卜杜拉说。
起初，由于缺乏技能，他只能
干些诸如铺路、修建花圃的差
事。“多亏了中国同事，他们总
是手把手、耐心地教我技术。”
在大家的帮助下，阿卜杜拉逐
渐 掌 握 了 基 础 支 模 、 钢 筋 绑
扎、混凝土浇筑和沥青防腐处
理等技术，并学会了合理安排
工序。随着工作岗位的转变和
收入的稳步增长，他购买了新
车，搬进了新房。

据 不 完 全 统 计 ， 10 多 年
来，中国石油工程建设有限公
司累计为伊拉克创造就业机会
6000余个。“只要是当地人能干
的 工 作 ， 我 们 都 分 包 给 他 们
做。许多当地村民放下手中的
羊鞭，成了石油工人。”中国石
油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中东地区
公司负责人张友森说。

2012年，公司在伊拉克巴士
拉省建立培训中心，无偿为当地
村民开展焊接、扎脚手架等技能
培训。截至目前，中心累计培训
当地人员8000多人次。为了更好
地培养本地化人才，2013 年，公
司还与巴士拉大学工程学院签署合作办学谅解备忘录，为
应届毕业生提供到项目实习和工作的机会。

36岁的努哈·穆罕默德就是受益者之一。2012年从巴
士拉大学毕业后，她一直在这家公司工作。2018 年 12
月，努哈作为当地优秀员工代表，前往北京参加了为期
10天的培训。“在中国培训期间，通过学习、参观、座谈
交流等，我深刻感悟到中国石油产业工人艰苦奋斗、自
力更生的精神”。

“高压火炬的火焰熊熊燃烧，采油井阀门开启，油气
顺利进入生产处理系统。”2018年9月，哈法亚油田第三
座中心处理站成功投油的一幕，让阿卜杜拉至今难忘。
哈法亚油田由此成功突破产出2000万吨，成为伊拉克战
后油田高效开发的典范，受到伊拉克政府高度评价。

伊拉克前石油部长卢艾比表示：“哈法亚油田的高标
准、高质量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感谢中国企
业为伊拉克国家经济振兴、石油产业发展、当地民众生
活水平提高作出的卓越贡献。”

随着哈法亚油田一、二、三期建设工程相继完工，
荒芜的沼泽地被改造成现代化大油田。忙完检查工作，
阿卜杜拉满怀深情地望向这片土地：“中国石油人在我的
家乡建设油田，带动这里的经济，也给我们提供了更多
发展机会。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家乡一定会迎来
更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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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球 掠 影

近日，马耳他国际烟花节在马耳他首都瓦莱塔举行。图为瓦莱塔大港上空的
烟花。 新华社/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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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总统尹锡悦近日对美国进行
访问。在为期一周的访问中，尹锡悦与
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谈，双方发表《华
盛顿宣言》及联合声明，同意升级美国
对韩提供“延伸威慑”，加强在朝鲜半
岛及周边地区部署美国战略资产，拓
展韩美日三边合作，谋求韩美在尖端
技术领域的合作等。

分析人士认为，尹锡悦此次访美
显示，韩国政府已脱离均衡外交路
线，不顾自身利益向美国“投怀送
抱”，积极迎合美国“印太战略”。这
恐将使半岛成为美国鼓动的“新冷
战”前沿阵地，进一步加剧东北亚紧
张态势，同时还损害韩国自身安全和
经济利益。

难言自主

升级美国对韩提供“延伸威慑”是
尹锡悦此访主要议题之一。韩美通过

《华盛顿宣言》约定美国对韩提供“核
保护伞”，同意扩大韩美核危机磋商，
建立“核磋商小组”机制，新增韩美军
事训练和模拟演习，增加半岛周边美
战略资产部署，包括部署战略核潜艇。

此外，122家韩国企业和团体代
表组成的经济代表团随尹锡悦一同出
访，谋求在供应链、核心技术和尖端

产业方面的合作。根据联合声明，两
国决定强化在半导体、电池、尖端材料
等领域研发合作，建立新一代核心技
术和新兴技术对话机制。不过，在韩
国企业最关切的电动车补贴和芯片限
制等问题上，双方未获得实质性进展。

前韩国国立外交院院长洪铉翼认
为，韩国领导人此访显示，美国在韩美
关系中掌握主导权，并通过强大实力
操纵韩国，确保自己能够发挥压倒性
影响力。而韩国向美国单方面做出过
多让步，美国虽给予韩国所谓“延伸威
慑”承诺，但韩国在与美国的核磋商机
制中到底能有多少发言权不得而知。

风险提高

分析人士指出，尹锡悦访美是韩
国对外政策的重大分水岭。目前看
来，尹锡悦政府显然抛弃相对平衡的
外交路线，对美亦步亦趋，主动与美
捆绑，一意孤行搞“阵营外交”。这
将破坏地区战略平衡，激化半岛和东
北亚紧张局势，让本地区面临美国鼓
动的“新冷战”风险。

今年3月，在美国撮合下，尹锡
悦政府不惜在历史问题上做出大幅让
步以谋求改善韩日关系，意欲加速推
进美日韩三方合作。他还在缺乏民意

基础的情况下迅速访问日本，此访被
在野党和市民团体指责为“屈辱卖
国”。尹锡悦还迎合美国，多次发表挑
衅中国和俄罗斯的言论。

在朝鲜半岛，韩国近来多次与美
国或美日两国共同进行演习和训练，
包括韩美“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
演，使得半岛局势更趋紧张。针对尹
锡悦访问期间与美国发表的《华盛顿
宣言》，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
长金与正4月28日发表声明予以严厉
批评，表示朝方将“成正比地增加行
使自卫权”。

前韩国汉阳大学亚太地区研究中
心研究教授权起植表示，美国一直想
把韩国打造成“印太战略”的一枚棋
子，而尹锡悦政府正将韩国带入美国
设下的阵营对抗圈套。这恐将进一步
诱发韩朝对峙，不利于管控半岛局
势，而且会打破东北亚安保平衡，成
为地区局势的不稳定因素。

《韩民族日报》指出，尹锡悦虽然
把此次出访的重点放在加强“安全”
上，但由于与朝鲜陷入强硬对峙局面，
韩国的安全状况反而变得更不稳定。

《韩民族日报》发表社论警告，如果韩
国单方面卷入美国鼓动的“新冷战”，
半岛周边的安全风险将大幅提高。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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