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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年代的最高军费

据美国国防部网站发布的消息，美
国政府 2024 年预算案提出为五角大楼拨
款 8420 亿美元。该数额比美国政府提出
的2023财年军费预算高出260亿美元，比
2022财年高出1000亿美元。

“美国政府2024年军费预算创下历史
新高。”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报道称，
当前，美国军费开支已超过排名其后的9
个国家军费开支总和。

路透社报道称，除了拨给美国国防
部的 8420 亿美元，新预算案还计划为美
国联邦调查局、美国能源部等其他机构
的国防相关项目拨款440亿美元，这将使
美国 2024 财年国防相关总预算达到 8860
亿美元，这是和平年代美国政府提出的
最高国防预算数额。

美 国 《国 防》 杂 志 网 站 报 道 称 ，
8860亿美元预计将占美国 2024年 GDP的
3.2%，占美国联邦政府可自由支配开支
的47%。

美国军费开支多年来冠居全球。据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
在2012年到2021年的10年间，美国军费
始终高居世界首位，占全球 10 年军费总
开支的 39%。2022 年 12 月，美国众议院
通过 2023 财政年度 《国防授权法案》，
规定 2023 年美国国防预算高达 8580 亿美
元。这是美国军费开支首次突破 8000 亿
美元。

美国国防部首席财务长兼审计长麦
科德日前对美国媒体说，美国 2024 年军
费预算占 GDP 比例还不是历史最高。美
国在伊拉克战争后期及阿富汗战争时期
的国防预算占 GDP 比例远高于 3.2%。他
还补充说，美国在二战期间的军费开支
曾达到GDP的1/3。

为维持高军费，美国不惜掏空腰
包。近期，多家外媒注意到，美国财政
健康状况有所下降。美国国家债务负担
现已超过 31万亿美元，远超美国 25万亿
美元的 GDP 总额。美国 《防务新闻》 周
刊网站称，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承诺
要将联邦预算削减 1300 亿美元，以减少
美国债务负担，但参众两院都不反对继
续增加军费开支。

路透社称，美国国会将在未来几个
月讨论 2024 年预算案。美国国会可能会
在白宫提出的预算案基础上进一步增加
军费开支。

“仍被虚假的‘霸权梦’所困”

据白宫网站发布的信息，8420亿美元
中包括向美国国防部“太平洋威慑计划”
定向投资的91亿美元。该计划旨在加强美
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存在。新预算案还提出
为乌克兰提供 60 亿美元援助。此外，新预
算案还表示要投入 20 亿美元，“在印太地
区进行改变游戏规则的投资”。

在武器装备上，美国也在持续“烧
钱”。路透社称，新预算案提出为武器研
发计划投入 1450 亿美元巨额资金，专门
用于开发高超音速导弹等远程打击武
器，推动美国军事装备现代化。

美国白宫在声明中称，2024 年军费
预算案旨在“确保美国安全”，加强与盟友
和伙伴合作，以“应对紧迫的全球挑战”。
其中，“中国”和“俄罗斯”成为该声明中高
频出现的关键词。

“美国维持高额军费的根本目的在于
维系自身霸权。”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
副所长、研究员袁征表示，美国在外交
领域一向信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认
定军事力量是美国全球霸权的重要支
柱，坚信若要维护美国霸权地位、提升
美国所谓对国际事务的干预能力，就必
须在军费上加大投入。

“美国近年来把战略重点回归到所谓
的‘大国竞争’，将中国、俄罗斯等视作主
要‘挑战’和‘威胁’，希望在面对‘战略对
手’时保持强大的军事威慑力，因此不断
追加军费投入，使得美国军事开支增势明
显。同时，美国持续对乌进行军事援
助，使得美国国内弹药库存下降，需要
采购更多弹药来弥补空缺，进一步推高
美国的军费支出。此外，通胀因素也对
军费上升产生影响。”袁征说。

“当今世界，从俄乌冲突、伊核问题到
南海争端，许多冲突和纷争背后都有美国
的影子。”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周
方银说，“美国一直把军事霸权视作实现
战略目的核心手段，希望以军事优势谋求
其他方面的利益。与此同时，美国还希望
通过增加军事投入，增强其盟友对美国的
信心，维持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

“美国仍被虚假的‘霸权梦’所困。”
美国 《外交》 双月刊网站近日刊登波士
顿大学国际关系与历史学荣誉教授安德
鲁·巴切维奇的文章称，美国外交政策机
构坚持认为世界需要更多美国军事力
量，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惨败也

没有阻止美国继续在军事行动上“下
注”。数十年来，美国在军事上的错误判
断浪费了美国大量财富，牺牲了成千上
万美国人的生命。据布朗大学“战争成
本核算”项目估算，“9·11”事件以来，
美国的全球军事行动花费了约 8 万亿美
元，这些军事行动的代价远大于收获。

美国军费高居不下，背后还有军工
复合体作祟。路透社报道称，美国 2024
年预算案是第一个明确提出与美国军火
商签订长期合同、用于导弹和其他弹药
采购的预算案。以往，这类长期合同只
用于飞机和轮船采购。报道称，新的预
算案将使雷神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
司、洛克达因公司、诺斯罗普·格鲁曼公
司和通用动力等美国主要的军火商获益。

周方银表示，由美国军方、军火
商、政客、智库等组成的军工复合体在
美国拥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近年来，
美国在经济形势下行、财政困难增加、
政府收支不健康的情况下，仍然维持高
额军费开支，已经对美国经济增长和竞
争力造成损害。但是由于军工复合体的
游说和鼓动，美国政府即使缩减其他支
出，也不肯削减军费开支。

“美国国内始终有削减军费的呼声，
但最后往往都无果而终，这背后显然有
庞大的利益集团从中作梗。”周方银说。

一个危险的信号

高额军费持续支撑美国的海外军事
行动。有美国媒体通过梳理美国国会研
究服务部的数据发现，从 1798 年到 2022
年，美国在海外共发动了 469 次军事活
动，仅冷战结束至今的短短 30 多年间就
发动了 251 次，数量远超冷战结束前 190
多年间的总和。这些军事行动的目标涉
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

在新一轮高军费的刺激下，美国的军
事计划更加活跃。据美国《防务新闻》周刊
网站报道，美国2024年新预算案拨给美国
能源部的资金，将为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
关系提供“强有力的技术和工程基础”。日
前，美英澳刚刚宣布新的核潜艇合作方
案，三国的核扩散行为又迈出危险一步。

袁征表示，美国崇信武力，执迷于增
加军费开支、提升对外干预能力，这样的
理念违背了《联合国宪章》宗旨和以国际
法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与世界和
平发展的潮流背道而驰。当前，美国在强
大军事力量的基础上，还在大幅增加武器

研发和采购支出，推进其军事装备现代
化，这对其他国家来说是一种危险的信
号。此举将刺激军备竞赛，加剧国际紧张
局势，破坏全球战略平衡。

“美国大增军费，还使大国关系更加
紧张。”袁征说，“美国把中俄作为主要
战略竞争对手，在乌克兰危机背后搞代
理人战争，试图拖垮、消耗俄罗斯，同
时不断借南海、台海局势等对中国进行
全力围堵。这些行为严重危害地区和平
与安全，给世界带来不安定因素，对全
球战略稳定绝不是好事。”

在新预算案中，美国还提出要“在
全球范围内加强民主和促进人权”，为
此，预算案将提供超过 34 亿美元的资
金，专门用于“加强自由和独立的媒
体；打击腐败、加强民主制度，捍卫自
由和公正的选举和政治进程”等。

美国 《外交》 双月刊网站发表题为
《华盛顿嗜武力成瘾的根源》 的文章称，
美国养成了干预国际事务的惯性。冷战
期间，美国打着国家安全的旗号，在世
界各地支持政变、干预选举并秘密采取
军事行动。冷战结束后，美国的旧习惯
依然根深蒂固，开始自封为“自由世界
领袖”，打着“保护人权、推进民主”的
旗号，继续实施干预。

周方银表示，美国当前深陷军费扩
张的恶行循环。美国一方面以维护世界
安全的名义，大幅增加军费开支，在世
界各地制造矛盾和冲突。另一方面，为
了介入和干预这些冲突，美国又需要庞
大的资金支持，因而进一步增加了军
费。多年来，美国就在这一循环当中难
以自拔。

“二战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上实力
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如果真的希望推动
世界安全，在许多领域都可以有所建树。
然而，美国的兴趣从来不在于促进世界和
平与安全，而在于扩大美国的国际影响
力、打压美国的战略对手、维护美国的全
球霸主地位。其结果既给全球增加了不
稳定不确定因素，也使美国付出了高昂代
价。美国始终认为外部有敌人、不安
全，因此不断加强军事投入，由此一步
步走入穷兵黩武的怪圈。”周方银说。

上图：2 月 19 日，美国上千名反战人
士在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堂前举行集会。抗
议者要求美国停止煽动俄乌冲突、削减美
国军费等。图为一名抗议者手举削减军费
标语参加集会。

新华社记者 刘 杰摄

军费高企军费高企，，美国持续搅乱世界美国持续搅乱世界
本报记者 林子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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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日本强化武器交易

美国白宫近日公布2024财年预
算案，计划为美国国防部拨款 8420
亿美元，这是美国政府有史以来提出
的最高军费预算。此外，预算案还计
划为其他部门的国防相关项目注资。

专家指出，美国军费高企，根本
目的在于维系霸权。在高额军费的
支撑下，美国持续搅乱世界，给全球
带来不稳定因素。外部环境的不确
定性又成为美国进一步大涨军费的
理由，导致美国深陷“军费越高，越不
安全”的怪圈。

图为1月25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凯特尔曼城拍摄的电动汽车充电桩。 新华社/路透

日本2023防务与安全设备国际博览会日前在日本千叶县
幕张会展中心开幕。300多名民众聚集在会展中心门前，强
烈抗议日本强化武器交易的行径。

这是日本第二次举行该展会，首次举办是2009年。展会
上，来自65个国家的250个军事装备企业参展，较2019年增
加约100家企业。

当日，300多名民众聚集在会展中心门前，高喊“拒绝
为战争准备”“拒绝死亡商人”“反对战争”等口号强烈抗议
日本强化武器交易。抗议演讲之后，民众还集体倒地，以行
为语言以示抗议。

日本自 2014年废除“武器出口三原则”、通过了原则上
解禁武器出口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后，日本武器出口
势头开始加速。2022年年底通过的新版“安保三文件”，将
日本未来五年的防卫费总额定为约43万亿日元 （1日元约合
0.0076美元）。高额的防卫费中包含了大量购买武器装备的费
用，这也成为吸引大量海外展商的原因。

日本“停止大军扩行为”代表杉原浩司表示，“2027
年后，日本防卫费将占 GDP 的 2%，将成为世界第三大防
卫费大国，而且还将拥有反击能力，这使得宪法形同虚
设。日本现在积极参与并推广的这种武器交易展，是助长
国家之间纷争的行径，这不仅违反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
则’，从根本上更是违反了宪法第 9 条。”

此次展会上，日本与英国、意大利联合研发的新一代战
斗机的 VR 展厅高光亮相，参观者可以通过 VR 展厅体验新
一代战机的驾驶与操作。日本千叶市议会议员中村公江在参
观完展会后对记者表示：“一个标榜‘专守防卫’的国家，
却在展示杀伤性武器‘地雷’，还积极与英、意联合研发新
一代战斗机，这真的让人感到非常危险。”

（据新华社电 记者郭丹、李光正）

右图：日前，民众在日本千叶县幕张会展中心门前抗议。
新华社记者 张笑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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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 美 媒 报 道 称 ，
2022 年全年，全美超过 10.6
万人死于阿片类药物过量，
达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
触目惊心的数字，直观展现
了 美 国 阿 片 类 药 物 泛 滥 现
状，更暴露了美国毒品“顽
疾”的“新症状”。

阿片类药物是一类强效
止 痛 药 ， 包 括 吗 啡 、 芬 太
尼、羟考酮等。这些药物在
医疗领域中被广泛应用于缓
解慢性疼痛、癌症疼痛和手
术后疼痛等。其中，芬太尼
由于价格低廉、生产相对容
易，在美国已迅速发展为新
型合成毒品，在美国非法毒
品 市 场 中 甚 至 已 取 代 海 洛
因。据美国缉毒局公布的数
据，该局在 2022 年查获 5060
万颗含有芬太尼的假处方药
和总重 1 万磅的芬太尼粉末，

“超过 3.79亿倍可能致命的剂
量”。2021年，超过 10.7万美
国 人 死 于 吸 毒 过 量 ， 其 中
66%的死亡归因于滥用芬太尼
等合成阿片类药物。芬太尼
在 10 年前仅造成极小部分人
身亡，如今却已成为“美国
所面临最致命的毒品威胁”。
由滥用阿片类药物引发的精
神问题、劳动能力下降、辍
学失业、代际贫困、社会歧
视等问题，更让该问题演变
成难以根治的“美国病”。

更令人担忧的是，青少
年群体是美国吸毒过量死亡
人数增长最快的年龄组。《华
盛顿邮报》 一项调查发现，
非法芬太尼对美国青少年构
成越来越大的威胁。《儿科》
月刊杂志的一项研究结果显
示，在 2018 年 5 岁及以下儿
童因摄入有害物质而死亡的
事件中，约有 52%涉及阿片
类药物摄入。泛滥的阿片类
药物，正成为戕害“美国未
来”的“黑色幽灵”。

阿片类药物泛滥，究竟
谁是“幕后黑手”？美国政府
的漠视纵容难辞其咎。美国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相关
政府部门非但没有采取行动
解决阿片类药物滥用的问题，反而为这些药品大
开“绿灯”。在美国遍布城市和乡村的药物零售
超市，民众可以轻松从货架上购买到阿片类处方
药物。近年来，美国俄亥俄州特兰伯尔县和莱克
县就曾发生阿片类处方药物大量在药物零售超
市售卖、造成数百名居民死亡的恶性事件。

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对毒品和药物滥用问题
的处置方式令民众严重不满。正如美国智库曼
哈顿政策研究所指出的：在美国政府发布的国家
毒品管制战略中，几乎看不到政府在抗击这场最
大公共卫生挑战之一时本应展现的重要作用，相
反，政府放任毒品和药物滥用愈演愈烈。

由政客、企业、媒体等相关利益集团编织
的利益网络，更让阿片类药物泛滥问题“病入
膏肓”。为保持利润，美国大型医药企业投入大
量资金，资助专家和协会兜售“阿片类药物无
害”论，鼓动药店大力销售、激励医师滥开处
方，使一些患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染上毒瘾并
无法自拔。受利益集团的资助和游说影响，部
分美国政客在人民生命安全和经济利益之间选
择了后者。

当前，美国是全世界毒品和药物滥用问题
最严重的国家，吸毒人数约占全球的 12%，是
其人口占全球比例的3倍。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
部前副部长高京柱早已警告：美国毒品和药物
滥用是最具破坏性的公共卫生灾难之一。在缺
乏有效管制的情况下，要想遏制毒品泛滥和药
物滥用趋势，美国亟需“刮骨疗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