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白宫28日向
国会递交2023财年联
邦政府预算申请，其中
国防预算申请一项合
计高达 8133 亿美元，
被总统拜登称为史上
美国对“国家安全最大
投资之一”。

分析人士指出，表
面上看，美国提高军费
预算与俄乌冲突、通货
膨胀等因素相关，但究
其根源在于美国好战
习性以及过时的冷战
思维。美国为维护霸
权穷兵黩武，不仅祸乱
世界，也将自己推向危
险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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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美国对“国家安全最大投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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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28日，美国总统拜登向国会提
交了2023财年预算计划。其中高达8133亿
美元的国防相关开支引发舆论关注，这是美
国有史以来最高的年度军费预算。拜登在
讲话中强调，美国面临来自中国与俄罗斯日
益激烈的竞争，因此需要在太空、网络以及
其他先进能力如高超音速武器等方面增加
投资。他说，“当美国更加安全，才会更繁
荣、更成功、更公正。”

人们不禁想问，怎么样才算美国“更加
安全”？拥有南北无强敌、东西临两洋的天
然地理优势不够，拥有全球最强大的军事力
量不够，占全球军费40%的8133亿美元自然

“还不够”。美国在追求绝对安全的道路上，
没有“最”，只有“更”。在社会分裂、政党对
立日趋严重的美国，执政精英对增加军费开
支的态度却几乎一致。

最新出炉的预算，在2022财年的基础上
又提升了4.1%，比2021财年增加了9.8%。有
分析预测，美国军费跨过一万亿美元大关将
是“早晚的事”。这样的规模在国家GDP排
行中也足以跻身世界前20强。更何况，美国
GDP占全球GDP总量的20%左右，然而军费
开支却接近世界军费总开支的近一半，是
100多个国家军费开支的总和。

美国或许应该明白一个道理，当今世界，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将自身的绝对安全，
建立在其他国家的绝对不安全之上。倘若美
国不破除霸权迷思和安全幻象，无论制定多
庞大的军费预算，它都会感觉捉襟见肘。正
常人都知道，无限霸权和绝对安全，在这个
世界上本来就是不存在的。 （环球时报）

面对美军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在冲绳
县名护湾进行直升机人员吊挂训练引发的不
满，日本共同社消息称，日本外务大臣林芳正
29日在记者会上表明日本政府立场，允许美
军飞机在驻日美军基地以外的区域实施不使
用实弹的训练。报道称，日美地位协定中没
有关于此问题的明文规定，为此，有声音对林
芳正的说法提出质疑。

据报道，美军3月22日在未事先通知的情
况下在冲绳县名护湾进行直升机人员吊挂训

练，鉴于安全层面上的担忧，冲绳县政府请求
日本政府敦促美军防止此类事情再次发生。

关于驻日美军22日的训练，《琉球新报》
25日还解释说，日本航空法规定的最低高度
为据地表、海面150米，日美联合委员会曾就
美军遵循这一规定达成一致，但名护湾的训
练中，美军直升机几乎贴近海平面，一度滞
留在据海面10米上空。报道称，该训练引发
当地渔业相关人士的不安，一名男性渔民担
忧地称，训练的事让他感到惊讶，“这里可不

是美军训练的地方”。名护市长渡具知武丰
25日接受《琉球新报》采访时称，“绝对无法
允许（美军）在并非属于供美军使用的水域实
施训练。”

针对此事，林芳正29日在记者会上回应，
“为了达成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目的，允许美
军飞机在美军的设施等以外的区域实施不使
用实弹的训练。”共同社称，由于日美地位协
定中没有关于此问题的明文规定，有人对林芳
正的说法提出质疑，认为林芳正的说法以符合

有关方利益的方式扩大解释了协定内容。
林芳正的表态也引发多名日本网民的不

满，有人抱怨称，“也就是说某天美军飞机突
然冲着自己降下来也能被允许，这也太不讲
道理了吧。”

有人痛斥，日本是“面对美国时什么话都
说不出的败犬”。

还有人讽刺说，“别的国家的军机能在日
本国内毫无忌惮地选择训练地点？日本真

‘大度’。” （环球网）

拜登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国防预算申
请总价值8133亿美元，其中7730亿美元划
拨给国防部，403亿美元计划用于原子能防
务活动以及其他防务相关活动。与2022财
年比，划拨给国防部的新财年预算申请增加
307亿美元，增幅约4%。

白宫递交的预算计划虽然通常不会是国
会表决通过的最终版本，但内容上能够反映出
白宫未来一年执政重点和目标。拜登在一份

声明中说，要有资金确保美军是世界上装备和
训练最好的军队。他还呼吁继续对乌克兰提
供支持，满足其经济、人道主义和安全需要。

进入21世纪，美国军费开支不断攀升，
后在2011年生效的《预算控制法》限制下有
所回落，近些年再次进入增长轨道。美国智
库昆西负责任治国研究会高级研究员威廉·
哈通表示，华盛顿军事鹰派们一心想要增加
美国军费，正好把俄乌冲突当作借口。前不

久，美国国会参众两院40名共和党议员联名
致信拜登，呼吁军费开支增长5%，理由是美
国现在通胀严重，同时欧洲安全形势紧张。

美国匹兹堡大学客座法学教授丹尼尔·
科瓦利克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冷
战结束后，美国军费开支依旧不加收敛，四
处搞破坏，却长期拿不出钱修桥铺路改善国
内基础设施、解决民生问题，可见美国政府
并不是自己所说的“民有、民治、民享”。

天价军费

谋利战争
美国军费开支相当一部分被用于支持

本国海外军事行动。二战结束后，美国参与
或发动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阿
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主要战争，还通过
扶植代理人、提供武器弹药等方式介入一系
列武装冲突，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以及人道主
义灾难，一些国家至今还处在战乱中，重建
遥遥无期。

美国穷兵黩武，军费居高不下，很大程

度是由军方、军火商及政客捆绑形成的“军
工复合体”在背后作祟。美国一些智库和媒
体也经常同“军工复合体”一唱一和、同流合
污，来塑造战争叙事、煽动并引导舆论。

早在1961年，美国前总统德怀特·艾森豪
威尔在卸任演讲中就曾敲响警钟，提醒不要
让“军工复合体”获得不该有的影响力。然而
几十年过去，美国“军工复合体”非但没有受
到制约，反而深度渗透到外交和国家安全决

策中，成为盘根错节的庞大利益集团，军火商
大发战争财，政客攫取政治资本，一些“吃战
争饭”的学者、记者更是“名利双收”。

科瓦利克指出，美国军火商通过战争赚
得盆满钵满。俄乌冲突期间，美国向乌克兰
以及周边一些国家输送大量武器，却没有积
极推动和谈，这是因为只要冲突继续，美国
军火就不愁没有买家，战争持续时间越长，
军火商获利就越多。

维护霸权
纵观历史，美国通过战争实现独立、扩

张版图、确立国际地位、提升影响力等目
标。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超级
大国，可美国并不满足，不断寻求维护和巩
固霸权，痴迷于扩大军事存在、提升武力，耗
费巨大人力物力财力。在美利坚大学历史
学教授彼得·库兹尼克看来，战争是美国全
球议程的一部分，美国通过战争维护霸权，
没有敌人就创造敌人。

昆西负责任治国研究会去年发布的一

项研究结果显示，美国在海外80个国家和地
区设有750个军事基地，几乎是美国驻外使
领馆和使团数量的3倍，每年运行成本或高
达550亿美元。自2001年开始，这些海外军
事基地支持美国在至少25个国家发动战争
或军事行动。美国对外战争史研究学者戴
维·瓦因等研究人员认为，海外军事基地的
存在降低了美国进行军事干预的难度，成为
地缘政治紧张的一大源头。

与此同时，美国在军事能力上追求保持

与同时期对手的“绝对优势”，在武器装备研
发上几乎“烧钱”不眨眼。最新军费预算申
请中，采购研发计划支出高达2760亿美元，
创五角大楼历史新高。

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亚当·
史密斯曾严厉批评五角大楼过去20年的采
购流程，称之为“一场彻底的灾难”。史密斯
曾表示，美国一直寻求军事压倒性优势不可
能也不可取，这容易释放错误信号，让美国
陷入新的冷战。

■评论

天价军费也买不来
美国的“绝对安全”

不顾地方批评

日本政府允许美军飞机在基地外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