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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近十年国防预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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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评

“大炮与黄油”之争

据《印度时报》报道，印度 2018年国
防预算仅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1.58%，为 1962 年以来最低。马萨斯瓦
兰认为，该结果是长期以来的“大炮与黄
油”之争所致。他说：“有很多人，尤其是
自诩以发展国家经济为己任的人，认为
国防支出是一种资源浪费，是对经济发
展资金的占用。在印度，‘大炮与黄油’
之争持续 50多年，最终‘黄油派’占据上
风。印度国防预算长期得不到重视，
GDP占比持续走低。”

印度陆军上校瓦苏迪瓦指出，印度
要想实现军事现代化，确保武装力量能
够应对潜在威胁，国防预算GDP占比应
达 3%左右，但自 2000年以来，该数值长
期在 1.6%左右徘徊。其他一些国家，如
俄罗斯、以色列和沙特，所占比重分别达
4.5%、5%和 10%。相比之下，印度国防预
算少得“可怜”。

马萨斯瓦兰认为，印度政府长期忽
视国防开支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每届
政府追求的目标不同，希望在国际社
会扮演的角色也不一样，因此，无法针
对国防预算进行长期性战略指导。换
句话说，印度政府对国防开支的态度
是走一步看一步，缺乏长远考虑和后
续安排。

最应该治疗的顽疾

马萨斯瓦兰认为，除GDP占比过低
外，印度国防预算还存在分配不合理的

顽疾，如果不加以整治，即便预算水平再
高也无济于事。其中最不合理的是：用
于装备更新等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性
支出太少，用于维持军队日常运作的支
出太多。
《印度防务评论》援引数据指出，以

2018年为例，印军基础性支出仅为预算
总额的 34%，寅吃卯粮现象愈发严重。
事实上，印军每年都得拿出大笔资金支
付前一年的采购债，2018 年这笔“还债
钱”占到基础性开支的 92%。也就是说，
该年度基础性开支仅有 8%可用于采购
新装备。
《印度时报》称，按照预算分配，印度

海军 2018 至 2019 财年只能拿到 2000.4
亿卢比（1卢比约合0.1元人民币）用于装
备升级，这甚至还不够支付早前签订的合
同欠款或分期款（总计约 3570亿卢比），
因此不得不动用下一年度的采购经费。

那么，印度国防预算的钱都花到哪
儿了？马萨斯瓦兰指出，每年的国防
预算约 70%用于维持军队日常运作，即
“人头费”（薪金、津贴、退役金等）、装
备维护费用和训练支出等，这种资金
分配模式非常不合理。虽然印度国防
预算 GDP 占比不高，但绝对数额不
低，之所以年年钱不够花，是因为把太
多钱用于维持和修补，无法提升军队
战斗力。

印度国防部一名官员表示，印度目
前迫切需要采购先进武器，全部完成预
计将花费 5.3万亿至 7.1万亿卢比，但如
果不解决“人头费”问题，无论谁担任政
府首脑，都无法在短时间内拿出这笔庞
大资金。

亟须进行大幅改革

《印度防务评论》认为，合理的国防
预算和资金分配模式，是推动并促进军
队现代化进程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应对
印度国防预算编制及使用进行大幅改
革，否则，“印度制造”或其他提振印度国
力的期盼只能停留在口号层面。

马萨斯瓦兰建议，国防预算编制改
革首先从战略指导入手，即制定一份对
国防支出有指导意义的“未来 20年本土
化发展战略”，让政府和国防部了解国防
预算应该怎么花、花多少。他表示，多年
来，印度国防采购一直秉承“危机应对”
原则，在引进先进装备等问题上能拖就
拖，只有面临真正威胁时才舍得花钱，这
种临时抱佛脚的做法无疑会给军火商提
供坐地涨价的机会。有了长期性战略指
导，局面就截然不同，即使政府换届，也
会明确什么节点花什么钱，这样不仅可
以避免错失发展机遇，还能让国防支出
更合理。

其次，尽可能将无关国防能力提升
的花费从预算案中剔除。比如退休人员
的养老津贴可以仿效美国等，与国防预
算实现剥离，交由“老兵事务部”之类的
政府部门负责。

最后是尽快推动国防工业本地化进
程。马萨斯瓦兰认为，对国外武器装备的
长期依赖，严重影响印度国防预算的有效
使用，“我们不得不把大把钱送给国外武
器生产商，如果印度本国军工企业能够争
气，这笔钱就能省下来，从而提高国防预
算的使用效率”。 （制图：孙晨姌）

这份决议草案名为《保卫俄罗斯
联邦空界时使用武器装备的程序》，提
出如果民航客机侵犯俄罗斯领空，且
存在故意坠毁从而引发灾难、造成民
众大批死亡或摧毁战略目标的现实危
险，即可开火将其击落。

俄现行《反恐怖主义法》规定，
位 于 俄 联 邦 空 域 内 的 任 何 民 用 飞
机，如果不遵守飞行规定，不服从降
落要求，或改变飞行路线，其行为有
可能造成人员大量死亡或生态灾难，
都可以将其击落。但 1994 年版的俄
联邦政府相关决议规定，如果得知
侵犯领空的飞机上载有乘客，则禁
止开火击落。俄军事专家舒雷金解
释道：“这一规定是在 1983 年苏联空
军击落韩国波音客机丑闻发生后被
写入法律，新文件应消灭这些矛盾
之处。”

新文件草案指出，俄罗斯空界由
空天军、各军区和北方舰队执行战斗
值班任务的防空兵团负责守护。值班
人员若发现不明飞行器，应立即进入
一级战备状态，此后战机和直升机升
空，空中交通系统内的飞行指挥机关
与俄军对接，进而对入侵者分类。潜
在入侵者离国界线 50 公里内（东部军
区为 100 公里内，沿海边防地带为 150
公里内），战备状态将升级。值班人员
应立即警告飞行器机组人员，帮助他
们确定方向，必要时指明紧急降落的
机场。

如果无法与入侵者建立无线电
联络，空天军飞行员应借助视觉信号
指出其导航错误以及后续必须的动
作。如果入侵的民用客机和军用运
输机机组人员拒绝执行无线电和视
觉指令，应首先尝试将其驱逐出俄空
域或迫降至机场。

如果入侵者继续飞行，空天军飞

机应进行伴飞，将其引导至可实施
拦截区域。此时，首先通过视觉手
段和无线电频道提出警告：因为拒不
服从指令将对其开火予以摧毁。在
实施攻击前，装备机炮的飞机和直升
机最后一次提出严正警告。如果入
侵飞机仍不理会，必要时允许俄武
装力量动用导弹、火炮等装备开火
射击。

负责独联体国家联合防空系统的
俄空军前副总司令艾捷奇·比热夫表
示，全世界的飞行安全形势未向良好
方向发展，这要求俄罗斯作出相应决
定。他说：“在 9·11 事件后，美国允
许击落任何对核电站或其他战略设
施构成威胁的飞机。我国法律更温
和，但新情况提出新要求。法律法规
应为军方制止任何恐怖活动和防止灾
难提供可能。”

俄军事政治分析研究所所长米哈
依洛夫也指出，其他国家的通用做法
是，如果民航客机侵犯领空，一般都
允许开火击落。他说：“9·11 事件之
后，美国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最严
厉。如果飞机遭到劫持，都未必会对
其进行迫降。因此，在与联邦安全局
等强力部门和工业贸易部、俄罗斯民
航局充分会商之后，必须通过这份政
府法案。”

报道称，2014 年索契冬奥会开幕
当天，曾发生拟拦截一架客机（从哈
尔科夫飞往伊斯坦布尔）的紧急情
况。当时飞行员报告称，一名携带炸
弹 的 恐 怖 分 子 要 求 飞 机 在 索 契 降
落。坐满观众的开幕式举办地——
菲什特体育场面临现实威胁。当时
为作出击毁飞机决定，不得不给俄总
统普京打电话。所幸最终发现没有
开火的必要，那不过是一个醉酒乘客
的愚蠢之举。

据“俄罗斯内幕”网站最新披露，
伊拉克宗教领袖之一卡西米·阿尔代
伊曾针对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评论
道：它的作用不仅仅是保护美国的利
益，还扮演着以巴格达为中心操纵和
支援全球秘密活动的角色。文章进一
步揭开这里不为人知的秘密。

面积和人员都“超标”

2007年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开始
修建时，美国国会研究署就在报告中
强调该使馆的职能：全权代表美国在
伊拉克的存在，不负责处理涉及军事、
安全和国际组织事务。依据这项定
义，美驻巴格达大使馆的业务范围并
不大——毕竟没有多少美国人愿意到
战乱的伊拉克旅游，也没有多少伊拉
克人有能力申请移民美国。

然而，大使馆建成后令外界惊讶：
无论从占地面积、人员配备还是物资
供应等各方面看都明显“超标”——面
积比联合国驻纽约总部大 6倍，比美国
驻北京大使馆大 10倍；工作人员多达
1.5万人，每天消耗的生活物资就需要
10辆卡车运送。

在一个面积不大、业务不多的国
家开设如此大规模的使馆，美国人究

竟想干什么？伊拉克国民议会议长乌
萨玛·努贾伊菲曾提出类似疑问，并多
次要求美方进行解释。

但白宫没有说明“高高的围墙
内，一万多名工作人员在忙碌着什
么”，只是含糊地宣称，在美军撤出伊
拉克后，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将担负
重要的职责。

疑为全球间谍器材集散点

尽管美方未做具体解释，但“维基
解密”网站通过梳理公开资料得出结
论，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每年向美驻
全球使领馆运送超过百万公斤的货
物。美国外交采购文件数据显示，仅
2018年 5月，美驻巴格达大使馆就向本
土海运超过 540 吨货物，向欧洲运送
120 吨货物，向南非、南美和中非等地
分别运送 24吨货物……美国驻东亚、
南亚、中东等地区国家的使领馆也在
货运目的地清单上。

芬兰《赫尔辛基时报》在题为《美
国驻巴格达使馆究竟向芬兰和其他
国家运送什么》一文中称，“虽然这里
的货物几乎运往全球各地，但没人知
道究竟是什么。货运清单上罗列的
往往是家具、电器、厨房用品、钢琴、

书籍、衣物等日常用品，但谁能相信，
使馆人员会通过外交途径把家具之
类的普通物件在各大洲之间寄来寄
去？”

2017 年，美国驻法兰克福领事馆
曾被爆从事间谍活动，并为其他美国
使领馆代购、邮寄间谍器材。《赫尔辛
基时报》据此判断，美国驻巴格达大使
馆可能也在从事类似“业务”，扮演“全
球秘密行动器材集散点”角色。“维基
解密”网站声称已搜集到相关证据，表
明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曾明目张胆地
向美国驻拉美国家使领馆提供“战术
间谍装备”，驻哥伦比亚、萨尔瓦多等
国使领馆都曾收到这些装备，而货运
清单上罗列的是钢笔、眼镜甚至衬衫
纽扣等不起眼的东西。

中东秘密行动指挥中心

虽然目前未有确切证据印证上述
猜测，但该使馆充当美国在中东秘密
活动指挥中心这一功能很大程度上被
坐实。该网站援引保加利亚著名调查
记者盖伊坦兹耶娃的报道称，美国驻
巴格达大使馆与中东武器贩卖、中情
局秘密活动等有扯不清的联系。美国
中央情报局经常借助中亚国家航空公
司，将成吨的武器运到沙特、阿联酋和
土耳其，并在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协
调下转交给叙利亚反对派。2017年 12
月，英国“冲突装备研究公司”发布报
告，认为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不仅协
调了对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的武器援
助，还曾数次组织军事顾问进入叙利
亚，帮助反政府武装训练军事和情报
人员。

美国“全球研究”网站在《戴着
“人道面具”的恐怖主义》一文中承
认，包括驻巴格达大使馆在内的美国
驻伊使领馆，事实上都曾充当中情局
在中东秘密活动的落脚点或指挥中
心。比如，伊拉克权力交接后出任美
国首任驻伊大使的内格罗蓬特，另一
个身份就是中情局驻伊拉克暗杀小
组的发起者，负责在美国大使馆内坐
镇指挥。

近期，美国有可能对伊朗动武

的消息再度登上一些国际媒体头

条。《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

称，白宫近日再次敦促五角大楼在

“适当”时机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

另有报道称，去年9月，美国总统国

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也曾要求五

角大楼提供“军事打击伊朗”选项。

事实上，自去年5月特朗普宣布美国

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并强化对伊

制裁后，美伊双方就频繁隔空喊话，

令外界一度以为冲突迫在眉睫。

但细细想来，美国一次又一次

的“战争威胁”更像是讹诈，而不是

真要操刀上阵。首先，美国没有做

好发动战争的准备。2018年以来，

美军在中东的前沿部署力量持续走

低，特别是航母编队出现长达半年

的部署空白期，在亚太和大西洋地

区的军力部署力度反倒呈走高之

势。此外，当前美政府的停摆时间

已打破历史最长纪录，特朗普的支

持 率 从 去 年 12月 的 56%下降 到

44%，若此时对伊动武，非但无法如

往昔那般通过对外战争转嫁危机，

反而可能惹祸上身。

其次，军事打击很难取得实

效。伊朗的军事实力在中东仅次于

以色列和土耳其，一旦全面开战，美

国付出的代价必将远超当年的伊拉

克战争和利比亚战争。如果只选择

有限打击，像去年 9月五角大楼提

出从伊拉克境内对伊朗重要军事设

施发动越境空袭那样，正如时任防

长马蒂斯和一些军事领导人所认为

的，不但起不到任何作用，反而可能

引发两伊冲突，促使伊拉克将美军

驱离出境。

最后，美国国内存在不容忽视

的“反战”力量。长期以来，博尔顿

一直高举反伊朗大旗，自去年加入

特朗普政府后，他曾多次主张对伊

核设施进行打击并颠覆伊政权。

但这只是一家之言。美国国务卿

蓬佩奥近期中东行期间虽对伊朗

进行抨击，但没有流露动武之意。

就连频繁与伊朗隔空呛声的特朗

普也不完全支持动武建议，据称，去

年9月的军事打击伊朗计划就是被

特朗普叫停。

鉴于纯军事路线行不通，为应

对所谓伊朗威胁，特朗普政府更多

是在多领域联合发力进行“极限施

压”。经济上，持续加大制裁力度；

外交上，在诱压俄、欧、土等配合制

裁效果不佳情况下，重点推进与沙

特、埃及等8个阿拉伯国家建立“阿

拉伯版北约”，同时谋划2月与波兰

共同举办中东问题国际会议继续对

伊施压；舆论上，让博尔顿等鹰派持

续抛头露面加强对伊朗的宣传攻

势，使其在国际上面临更大压力；军

事上，则反复玩弄“狼来了”把戏制

造大兵压境声势，试图让伊朗签订

城下之盟。对于美国来说，随着时

局发展，会继续调整上述手段的具

体内容与组合运用，表面上是为阻

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实则是为打压

反美势力，维护美国全球霸权。

印媒批评国防预算不合理

在近年来公布的世界各国年度国防预算排行榜上，

印度排位都不低，但印军一直抱怨军事现代化步伐有些

迟缓。印度退役空军元帅马萨斯瓦兰近日在《印度防务

评论》杂志网站撰文，介绍印度国防预算编制情况。他

指出，由于缺乏长期性战略指导，印度国防预算存在种

种问题，印军现代化进程受到较大影响。

■李 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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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珥

东

美驻巴格达大使馆藏着哪些秘密
■刘奕枫

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面积比联合国驻纽约总部大6倍，工作人员多达1.5万人

■闻 敏

俄立法允许击落民航客机

据俄《消息报》报道，俄国防部日前制定一份政府决议草
案，要求允许俄军击落侵犯俄领空、包括民航客机在内的任
何飞机。俄专家认为，此举符合国际惯例。

印军士兵参加演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