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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出口持续增长

3 月 14 日，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

平 研 究 所 发 布 报 告 称 ，2017 年 至 2021

年，全球武器交易量与 2012 年至 2016 年

相比下降 4.6%，但同期美国对外军售增

长 14%，全球占比从 32%上升至 39%。

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也发布报告

称，过去 10 年，美国向全球 28 个军事冲

突活跃的国家和地区出售了价值 160 亿

美元的重型武器。据美国媒体报道，拜

登政府上台时曾承诺限制对外军售，宣

称为解决也门危机，停止向沙特出售武

器。然而，时隔几个月，他便批准向沙

特出售 280 枚空对空导弹，合同价值约

6.5 亿美元，无异于自己“打脸”。根据外

媒相关报道，近年来，美国对外军售有

以下显著特点。

从类型上看，飞机是美国最主要的

出口武器，占武器出口总额的 62%，其次

是导弹（17%）和装甲车（10%）。此外，美

国有许多正在进行的大规模武器出口

订单，其中包括向 23 个国家和地区交付

总计 600 架 F-35 战机和 278 架其他新型

战机。

从规模上看，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

公开的数据显示，2021 财年美国政府批

准的武器出口总额达 1380 亿美元，其中

包括向澳大利亚提供价值 35 亿美元的

AH-64E“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以及向

以色列提供价值 34 亿美元的 CH-53K

重型直升机等。过去 3 年，美国武器出

口总额的平均值为 1611 亿美元。

军工企业大发战争财

美国军工企业一直有发战争财的传

统。据统计，在阿富汗战争期间，美国五

大军火巨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雷

神公司、通用动力公司、波音公司和诺斯

罗普·格鲁曼公司，从美国政府为阿富汗

战争投入的资金中分得 2.02 万亿美元。

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的

报告，自 2018 年起，全球前五大军工企

业全部“花落”美国，其中洛克希德·马丁

公司位居榜首，2020 年武器销售和军事

服务销售额达 582 亿美元，占全球百强

军工企业军售总额的 11%。

据报道，俄乌冲突为美国军工企业

大发战争财提供了新机会。曾在美国

国防部长办公室工作 26 年的富兰克林·

斯平尼表示：“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五角

大楼（美国国防部）、K 街（华盛顿游说

公司聚集地）、军工企业以及整个国会

大厦内，都在悄悄地开香槟庆祝。”从近

期实际情况看，美国军工企业确实获利

颇丰。

一方面，军工股票持续走高。新一

轮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军工股票大幅

飙升。2 月 25 日至 3 月 1 日，洛克希德·

马丁公司股价上涨超过 16%，诺斯罗普·

格鲁曼公司上涨超过 15%，雷神公司上

涨超过 10%。通用动力公司董事长诺瓦

科维奇表示：“今年是一个非常好的开

端，虽然对人类而言，世界已变得越来

越危险，但我们已看到需求稳定的良好

信号。”

另一方面，军购订单纷至沓来。据

美国彭博社 3 月 15 日报道，德国国防部

宣布，德国将采购 35 架洛克希德·马丁

公司生产的 F-35 战机。英国《金融时

报》评论称，这是自德国政府作出向本

国武装部队提供 1000 亿欧元决定以来，

德国签署的第一笔重大防务协议。

此外，波兰近期与美国签署一项价

值 46 亿美元的军购协议。根据协议，波

兰将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采购 32

架 F-35 战机及相关配套设备和服务，首

批战机将于 2024 年交付。这是波兰历

史上第二大军购协议。

四处搅局遗患无穷

总的来看，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肆

虐、经济疲软、军售下滑的大环境下，美

国对外军售“逆增长”和军工企业的“好

日子”并非偶然。回首历史不难发现，

发战争财是美国的一贯做法，海外军售

则是美国历届政府国家战略的重要组

成部分。

正如美国反战组织“公正外交政策”

执行主任埃里克·斯珀林所言，在美国首

都华盛顿，所有人都知道军工企业是美

国穷兵黩武的推手之一。展望未来，作

为美国对外军售和海外战争的“利益共

同体”，美国军火商、政客和议员或将想

方设法推动对外军售再创新高。

一方面，借乌克兰乱局谋取私利。

美国或将利用欧洲国家对俄罗斯威胁

的恐惧及其国防工业体系的缺陷，通过

简化对外军售流程、迫使欧洲增加国防

预算等方式，向欧洲国家出售更多防空

反导系统和精确制导武器，实现对欧军

售“大丰收”。此外，美军工企业和国会

议员也将加大对政府施压力度，推动其

向乌克兰提供更多军事援助，从而为军

工生产注入强大动力。

另一方面，四处搅局持续扩充武器

出口订单。除欧洲外，美国下一步或将

继续以“大国战略威胁”“化解地区危机”

等为噱头，持续搅动亚太、中东等地区安

全局势。其还将通过捆绑政治利益、打

压竞争对手等方式，引诱甚至逼迫日本、

韩国、沙特、以色列等地区盟友伙伴采

购更多美制武器装备，进一步巩固其在

全球武器出口市场的垄断地位。

美国对外军售逆势增长
■章 池

近年来，随着亚太地区成为全球经

济发展和地缘政治竞争的热点地区，一

些西方国家加入该地区的角逐。远在

欧洲的英法两国，不仅在亚太地区动作

频频，还相继发布“印太战略”。2 月至

3 月，两国相继举行亚太合作论坛和印

度-太平洋问题高级别磋商。作为西

方国家的代表，英法都将获取利益作

为政策着力点，但因自我定位存在差

异，市场总量相对饱和，两国在多项事

务上存在竞争。

竞争地缘红利。作为唯一在亚太

地区拥有领土的欧盟国家，法国在处

理地缘竞争问题时，姿态更加务实，避

免在有关大国间选边站队，进而形成

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希望赢得和巩

固欧盟国家对法国“领头羊”的认可。

与美国保持“特殊关系”的英国则没有

这么多顾虑，尤其是“脱欧”后，主动停

靠于美国的遏制战略庇护伞之下，自

动嵌入美日澳等国构建的军事盟友体

系 ，将 地 缘 诉 求 牢 牢 拴 在 美 国 身 上 。

可见，英法两国在亚太地区地缘战略

中蕴含的结构性分歧，势必导致双方

在地缘利益角逐中明争暗斗。

竞争合作伙伴。从两国发布的文

件 看 ，印 度 成 为 双 方 共 同 拉 拢 的 对

象。两国均认为，印度是连接印度洋

和太平洋的海洋大国，地理位置十分

重要。考虑到印度历届政府奉行机会

主义，必然会在英法之间寻求战略平

衡，两国势必竞相提供符合印度口味

的公共产品。此外，由于澳大利亚在

军购和联盟问题上刺痛了法国，也使

法国不断强化与印度尼西亚的关系。

印度尼西亚同澳大利亚源自身份错位

和安全困境的战略交锋，也会促使背

后助力的英法两国暗中较劲。

竞争军火市场。对于经济效益的

嗜好与贪婪，构成了西方国家介入亚太

地区事务的原始动力。相较于数字治

理、绿色能源等合作领域，售卖武器装

备和经营后勤体系的收益显然更加直

接。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专家罗伊·乔

杜里直言，如果没有防务合作，印度和

英国不可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与此同时，具备自主国防工业体系的法

国，早已在该领域挣得盆满钵满。过去

3年，法国与印度、印度尼西亚相继达成

累计 78 架“阵风”战机合同，以及正在

商议的常规动力潜艇项目，都表明法国

在军售领域的不俗实力。随着亚太地

区复杂关系网络的不断碰撞，势必激起

各国对于国防安全领域的海量投资，在

真金白银的市场份额争抢中，英法之间

定不会心慈手软。

无论是“搭便车”还是充当“排头

兵”，英法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如意算盘

恐难以实现。

一方面，美国是制约英法两国在亚

太地区政策有效性的最重要原因。根

据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

的“护栏”学说，美国基于自身实力地位

出发构建的“印太地区”安全格局，就是

要在本地区冲突主体之间构筑一道屏

障，在不断唆使地区盟友蚕食竞争对手

战略底数的同时，防范军事冲突的爆

发，维持斗而不破的局面，使得美国利

益最大化。对于不得不看美国脸色行

事的英法两国，实际上可运作的空间有

限，一旦触碰了美国的利益底线，美国

便会直接下场，压榨盟友。法国一份数

百亿美元的潜艇合同被美国“横刀夺

爱”，就是最直接的例证。

另 一 方 面 ，英 法 两 国 提 供 的“ 菜

单”未必合人“胃口”。抛开安全议题，

英法两国也希望在经济、社会、环保等

领域与亚太国家保持合作。然而，英

法两国推广的规范与制度，往往超越

当 地 发 展 实 际 ，制 约 了 合 作 的 可 行

性 。 以 法 国 提 出 的 个 人 数 据 安 全 为

例，很多太平洋岛屿国家尚未建立完

备通信体系，难以建立数据库以应对

外部挑战，与法国合作的结果只能是

让渡数字主权。此外，西方国家在基

础设施建设领域普遍采取“捐赠+高息

融资”和“捐赠+主权割让”模式，越来

越没有市场。近期，尼泊尔议会批准

与美国签署极具争议的“千年挑战计

划”引发的社会动荡，就反映了普通民

众对西方政策的反感。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

家对外开放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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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 来 ，随 着 北 极 地 区 战 略 地 位

日益凸显，美俄等国在北极地区掀起

新一轮争夺热潮，使北极这片“寒地”

成为博弈“热土”。远离北极、偏居南

亚次大陆的印度，也试图强化在该地

区的实质性存在。3 月中旬，印度发布

题为《印度与北极：建立可持续发展伙

伴关系》的北极战略文件，阐述了该国

最新北极政策。

这份 27 页的战略文件由印度地球

科学部部长吉坦德拉·辛格发布，详细

阐述了北极地区的重要地位，敦促新德

里在该地区发挥更大作用。该文件声

称，印度在北极地区永久存在，不仅将

促进对该地区的研究和了解，还有助于

各国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

该文件明确了印度北极战略的六

大目标。一是提升印度在科学研究、

气候和环境保护、海洋和经济合作方

面的国家能力和竞争力。二是加强政

府、企业和学术界的合作，提升相关人

员素质，使印度北极利益最大化。三

是 加 强 北 极 地 区 气 候 变 化 对 印 度 气

候、经济和能源安全影响的研究。四

是分析预测北极冰层融化对印度乃至

全球航线、能源安全和矿产资源开发

的 影 响 ，协 调 相 关 行 动 ，确 保 印 度 经

济、军事和战略利益。五是研究北极

地区与喜马拉雅山之间的联系，参加

各种北极论坛，深化印度与相关国家

的合作，汲取专业知识和经验。六是

加大参与北极事务的力度，增进对相

关国际法和地缘政治的理解，提高印

度北极地区治理能力。

为实现上述目标，该文件呼吁印度

建立更多科考站，进一步加强在北极地

区的研究活动。根据该文件，印度将拥

有一艘极地考察船，增加科研活动的深

度和广度，提升印度建造此类船只的能

力。印度还希望将现有卫星网络用于

北极地区开发。比如，该文件呼吁印度

国家航天机构——印度空间研究组织

将观测地球的系列卫星用于北极地区，

同时将印度区域导航卫星系统用于“确

保北极海上航行”。

印度的北极研究活动起步较晚，但

发展速度非常快。2007 年，印度派遣一

个由 5 人组成的科考团展开印度首次

北极科学考察。2008 年，印度在挪威斯

瓦尔巴群岛建立首个北极科考站。此

后，印度每年派考察团赴北极科考站驻

站研究。

截至目前，印度已投入数百亿美元

用于北极研究活动，向北极地区派遣了

13 支科考队，约有 25 所研究机构和大

学正在开展 23 个北极科研项目。除科

学研究外，印度还期待商业机会。比

如，该文件称，印度拟在北极地区进行

近海勘探、采矿等活动，并希望印度私

营企业投资此类基础设施。

上 述 举 措 可 以 看 出 ，印 度 已 将 北

极事务纳入全球战略布局。据印媒报

道，印度军方正在加快建造核潜艇等

大型远征舰艇，以便在北极地区分一

杯羹。印度进军北极，将使“北极争夺

战”愈演愈烈。

印度加快印度加快““北望北望””步伐步伐
■刘 恒

报道称，潜水与威胁应对小组成员

大部分从英国海军舰队潜水中队抽调

而来，驻地设在朴次茅斯海军基地和法

斯莱恩核潜艇基地。英国此举旨在培

养为指挥官提供有效信息、可在全球部

署的专家任务团队。小队成员将接受

各种训练，包括清理历史遗留爆炸物、

拆除简易爆炸装置、清理水雷并参加各

类反恐行动。

据英国《简氏防务周刊》报道，潜水

与威胁应对小组将提升英国海军 5 个方

面的能力：特种作战方面，注重提升专

业潜水、排雷排爆和海上开发能力；任

务编组方面，组建持续潜水、水下维护

等各类任务组，为部队提供水下安全保

障；远征作战方面，组建濒海反应群，即

“未来突击队”，为联合远征部队提供各

类保障；舰艇维护方面，具备及时为各

类水面舰艇和潜艇提供水下维护的能

力；军民两用方面，为民用潜水、排雷排

爆提供支持，强化本土防御能力。

潜水与威胁应对小组指挥官肖恩·

希顿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项调整将使

英 国 海 军 成 为 有 史 以 来 最 敏 捷 、最 致

命、技术最先进的海军部队。“特殊任务

小队不仅能够定位、处理英国海军乃至

整个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还能随时为

包括‘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在内的舰

艇提供紧急水下维护。”

特殊任务小队爆破专家汤姆·福布

斯说：“这种转变意味着，我们可以将更

多注意力集中于专项训练，最终成为海

上排爆专家。我们将开发更多新技能，

不断完善未来作战方式。这也将给我

们带来很大灵活性，便于与其他国家军

队同行进行合作。”小队成员伊恩·桑德

森表示，目前，“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

已结束全球部署，返回母港。未来，小

队成员将有机会定期登上英国现役最

大航母进行专项训练。2021 年，桑德森

曾跟随“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进行全

球部署。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特殊任务小队

成员将部署至美国、法国、挪威和冰岛，

并 继 续 强 化 在 中 东 地 区 的 军 事 存 在 。

除执行北约特别行动任务外，该小队还

计划与更多国家开展联合军事演习。

英国海军声称，此举旨在满足未来

全球作战需求，也是落实英国全球战略

的具体举措。不过，英军方面也承认，在

具体实战操作过程中，特殊任务小队或

将面临不少问题。一方面，实际作战能

力有待验证。该部队规模较小，虽然行

动灵活，但在遂行大规模登陆作战任务

时，仍显得力不从心。另一方面，巨额经

费恐难真正落实。近 10 年来，英国国防

开支持续下降。尽管《2021 年至 2031 年

装备开支计划》提出 381 亿英镑的海军

发展预算，但英国国家审计署官员认为，

英军制定相关预算时过于乐观，实际上，

即便英国政府按照预算投入有关经费，

仍难满足英国海军建设需要。

英海军组建特殊任务小队
■张小丽

美国与多国签订美国与多国签订 AH-AH-6464EE““阿帕奇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出口合同武装直升机出口合同。。

一直以来，美国把持着
全球头号军售交椅，甚至长
期占据垄断地位。根据国外
知名智库近期发布的研究报
告，在全球武器交易遭遇“寒
冬”的情况下，美国对外军售
却逆势增长。相关情况引发
国际舆论高度关注，未来恐
将对诸多地区安全形势产生
较为负面的影响。

英国海军潜水与威胁应对小组成员在英国海军潜水与威胁应对小组成员在““威尔士亲王威尔士亲王””号航母上进行训练号航母上进行训练。。

据外媒报道，英国海军近日宣布组建名为潜水与威胁应对小组的特殊任务小队，以有效保护海军舰队，应
对不断变化的外部威胁。英国海军表示，特殊任务小队能够为海军开发新的海上技能，并为未来海军行动演变
提前布局。这被视为近30年来英国海军最大规模改革。

印度拟向俄罗斯等国采购破冰船开发北印度拟向俄罗斯等国采购破冰船开发北

极地区极地区，，图为俄罗斯图为俄罗斯““北极北极””号破冰船号破冰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