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2018年年33月月66日 星期二日 星期二 3视 点 责任编辑 /王京育 罗丁紫 张 蕾Tel：010-66720767 E-mail：zggfbsd@sina.com

32018年3月6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王京育 罗丁紫 张 蕾

随着各国军事财年相继开启，军费开支成
为外界审视一国武装力量发展建设水平，乃至
地区和世界军事格局变动的重要视角，而普遍
递增的金额和不断增加的补充预算、对军事新
疆域和“非对称”优势的投入与培塑，以及对战
略对手的清晰设定和针对性资金投向，让全球
军费趋势呈现总体上扬、投向聚焦的特点。

数据显示，2018年全球军费开支将达 1.67
万亿美元，超过上一个高点2010年的1.63万亿
美元，预计将比2017年增长3.3%。

国家层面，军费预算排名前十的国家中，
美、印、英、沙特等国军费均有较高增幅，其中，
美国新财年预算高达 6861亿美元，占全球防
务开支的 40%，较上一财年增加近 700亿，自
2016年以来连续递增且幅度较大；日、印、英、
韩以军事力量转型为名，继续加大军费投入，
沙特持续扮演防务领域“土豪”角色；德、法等
国在欧洲防务一体化原则指导下，实施高投入
下的精兵政策，预算稳中有升；俄军经费受经
济形势和外部制裁影响，连续 2年呈下降趋
势，但与“新面貌”改革前相比已有大幅提升，
且俄方表示，削减金额“只是压缩水分，关键领
域投资不受影响且得到加强”。由此可见，加
大资金投入、强化军备实力已成世界强国共
识，防务领域已成大国竞争的重要竞技场。

地域方面，亚太、中东和欧洲地区军费强势
上扬。以“世界警察”自居的美国，在“印太”战
略框架上重兵布势太平洋和印度洋，以“反恐”

“协防”和“民主”之名“搅局”中东、朝鲜半岛和
东欧，并相应增加上述地区的军费投入；国际反
恐联盟在中东地区进行的反恐战争，及域内外
利益攸关方之间的战略博弈、军事制衡、战斗行
为交织展开，为地区主要国家军费增长提供潜
在动因；东北亚和南海地区各方围绕岛礁争端
和海权争议的军事对峙虽有“降温”，但“武备”
心态犹存，直接推高军费投入；朝核导、俄军事

“威胁论”等论调为地区国家扩军备战提供“口
实”，仅20万兵员的日本，军费连续7年维持在
数百亿级（美元）规模，波罗的海三国新财年军
费首度达到本国GDP的2%，波兰、罗马尼亚等
北约多国军费也接近该比值。可以说，地区紧
张局势催生各相关方加大军费投入。

而从军费效用来看，提升军力优势成为经
费投向的主要聚焦点。

美军新财年 6861亿美元军费中，基本军
费预算高达 5971亿美元，用于包

括 增 加 2.59万 兵
员、人员加薪

2.6%和投资“联合轻型战车”、福特级航母等
事项，其中 1443亿美元用于 F-35、P-8A、“标
准-3”、“萨德”等装备系统采购，924亿美元用
于 B-21新一代战略轰炸机、B-61-12战术核
弹升级等研发，显示其依托巨额资金发展先进
技术进而巩固军事优势的决心；日本将提升侦
监、反导、特战和联合作战等核心能力作为重
要投入领域，发展更加均衡；印度及沙特等中
东国家军费增幅主要用于引进先进装备，试图
借助“钱袋子”快速跻身军事强国；俄军虽然预
算削减，但通过改变国防军工投资模式、调整
优化武装力量发展规划和重点方向、提升军队

人员福利等措施，预算效费比显著提高。
英国《每日电讯报》以《全球军费预算将创

冷战以来新高》为题置评，全球高额军费成为
自上世纪80年代冷战高峰期以来的最高水平，
由此引发外界的担忧。特别是美、俄在国家安
全环境评估和军事战略中，均明确将彼此视为
最大安全威胁源，并在军费用途上不断向发展
战略制衡能力倾斜；中东、朝鲜半岛等地也以
明确的战略对手为牵引；部分国家以“崛起大
国”威胁为幌子，配合域外势力“编织”防范遏
制“网络”。但与冷战时期两大集团间政治、军
事、经济外交全维对抗不同，当前合竞并存的
国家间关系仍为主流，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和
国际共同威胁为大国间合作提供了平台。

分析称，军费预算作为军事力量建设的缩
影，持续上扬态势反映出各国对防务领域的高
度关注和安全威胁的预判，是国家战略、经济
形势、防务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也是当前国
际关系和战略格局深度调整期间，各国军事转
型和复杂心态的直接体现。

全球防务预算再创新高
■石 文

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舟解读中国国防费增长问题

■本报记者 侯 磊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5日在京开幕，
财政部在《关于2017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
况与2018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中提
出，2018年，中国国防支出将增长 8.1%，达到
11069.51亿元人民币。

“增加的国防费主要用于加大武器装备建
设投入、改善训练条件、保障军队改革和官兵
福利待遇需要，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提供有力支撑。”参与了历次中国国防白皮书
撰写工作的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舟说。

陈舟认为，在国家综合国力、安全环境和
全球战略形势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国防
费增长是合理合法、适度稳健和可持续的。他
说，中国国防费增长主要基于“三个时代要求”
和“一个现实可能”。

——强国强军的时代要求。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提出到本世
纪中叶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强
国必须强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程必须同国
家现代化进程相适应，要持续不断、适度稳健
地加大国防投入。

——履行使命的时代要求。世界正处于
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我国正处在从大国
走向强国的关键时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正站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人民军队必须把握新时
代国家安全战略需求，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战略支撑，坚决
维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维
护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维护国家海外利
益，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

——深化改革的时代要求。世界新军事
革命迅猛发展，依据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
人民军队必须提高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的联合
作战能力、全域作战能力，有效塑造态势、管控
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深化国防和军队
改革，全面实行改革强军、科技兴军战略，国防
费投向投量的重点是优化武器装备规模结构，

发展新型武器装备。
——国民经济发展的现实可能。国防费

规模的战略需求，必须以经济发展为支撑保
障。改革开放 40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国
家重大基础设施水平全面跃升，一批重大科技
成果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这为建设巩固国防和
强大军队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相对于世界其他主要大国，中国国防费
无论是占 GDP的比重，还是国民人均和军人
人均数额，都是比较低的。”陈舟指出，中国国
防费是客观的、透明的，没有什么“隐形军
费”。中国自 2007年起开始参加联合国军费

透明制度，向联合国提交上一财政年度的军
事开支基本数据，并从当年起恢复向联合国
常规武器登记册提供七大类常规武器进出口
情况。

政治决定军事，政略决定战略。“一个国家
是不是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主要不在于它的
国力军力是否强大，而在于它奉行什么样的内
外政策。”陈舟说。

陈舟指出，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
路，坚定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国发展不
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
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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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3月5日报道，财政部在《关于
2017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18年
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中提出，2018
年 ，中 国 国 防 支 出 将 增 长 8.1%，达 到
11069.51亿元人民币，约占GDP的1.2%。每
年两会，中国的国防费问题都会成为热点话
题，已形成“公布－被质疑－解释－还是被
质疑”的固定模式，尤其是个别外媒总是抓
住机会对中国国防预算的增长幅度大做文
章，渲染“中国威胁论”。在周边安全形势暗
流汹涌，而且作为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唯一没
有实现国家统一的国家，中国却连续第 3年
将军费增长保持在个位数。

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军费处于低增长
状态。2018年，美国国防预算相比去年增长
8%，约占 GDP的 3.65%，人均国防预算 2107
美元，军人人均46.7万美元。日本2018年连
续第 6年增长防卫预算，现已达 5.19万亿日
元（约合491亿美元），国民人均371美元，自
卫队人均19.7万美元。美、日国民人均国防
预算分别是中国的15.7倍、2.77倍，美、日军
人人均国防预算分别是中国的 5.37倍、2.26
倍。同时，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强烈要求其
成员国将国防预算增至GDP的2%。从上述
数字可以看出，无论从国防预算占国内生产
总值、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看，还是从人均
数额看，中国的国防投入水平都低于世界主
要国家。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大会发
言人张业遂表示，近年来，中国适度加大国
防投入，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为了弥补过去投
入的不足，主要用于更新武器装备、改善军
人的生活待遇和基层部队训练生活条件。

从世界历史发展来看，一个国家发展军
力是否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关键在于它奉
行什么样的内外政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对内求和谐求发展、对外求和平求合作的本
质特征，以及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决定
了中国不可能走历史上西方列强“国强必
霸”的老路，而只能走和平发展的崛起道
路。在世界安全环境不容乐观，各种可以预
料和难以预料的安全危机、战争风险增多，
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发展利益和政治
社会安全面临新挑战的情况下，中国这样一
个处在快速发展之中的新兴国家，当然需要
强大的国防，来捍卫自己建设发展的成果。

当前，我国正在推进深化国防和军队改
革，加速武器装备升级换代，力争到 2020年
基本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
展。无论是军队改革，还是武器装备现代化，
都需要投入大量经费。同时，随着中国走近
世界舞台中央，承担的国际义务随之增多，维
护国际和平的任务也越来越重。目前，中国
是联合国中派出维和部队最多的国家，维和
部队人数超过其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维和部
队人数的总和。可以说，增加国防费也是为
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做贡献。

总而言之，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主
题，也是人类社会的共同愿望，如果有人始
终抱着冷战思维与零和博弈观念不放，那看
到的只能是敌视和对抗。中国奉行防御性
军事战略，增加国防费是维护国家利益和安
全的需要，是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需要，是
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需要，是理所当然的
事情，无须大惊小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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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图为军队人大代表步
入会场。 本报记者 冯凯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