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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美国总统拜登 24 日签署价值
950亿美元的对外援助法案，其中包
括向乌克兰、以色列提供更多军援。
拜登在签署完法案后说，将在“几个
小时内”向乌克兰“发货”。

这一法案是美国好战习性和霸
权思维的最新体现，更是军工复合
体操纵国家运行的例证。美国不仅
持续给世界各地的动荡火上浇油，
其自身军事支出更是连年高涨。根
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日前发布的全球军费报告，2023年
美国军费再创新高，仍是全球军费开
支最多的国家。美国穷兵黩武的政策
给世界带来动荡不安，唯独肥了美国
军工行业。

煽动冲突的黑手

在拜登此次签署的法案中，超过
600亿美元的对乌援助占据“大头”。
此外，该法案中还包括向以色列提供
援助，用于补充导弹防御系统和采购
更多武器等。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为了拖
垮战略竞争对手俄罗斯，向乌克兰提
供大量军事援助。作为以色列的最大

“靠山”，美国还为以色列在加沙地区
的军事行动“开绿灯”并提供军火支
持，致使中东“火药桶”火星四溅。受
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影响，欧洲和
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局势持续紧张。
而这种紧张关系的实际体现便是地
区国家不断上涨的军费。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22
日发布的报告指出，乌克兰危机持续
不断导致2023年整个欧洲军费开支
总额同比增加 16%至 5880亿美元。
中东地区的军费支出则达到2000亿
美元，同比增长9%，这是该地区十年
来最大的年度增幅。

俄罗斯军事评论员安德烈·科什
金表示，全球军费开支增长是因为当
今世界正逐步陷入严重的地缘政治
危机。不管是乌克兰危机，还是巴以
冲突，都与美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
系。美国制造危机，并将危机所带来
的风险和压力转嫁他国。

霸权驱动的战车

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
所发布的报告，美国 2023年军费支
出 9160 亿美元，与去年相比增长
2.3%，“蝉联”全球军费支出榜首。与
此同时，在美国主导下，去年北约成
员国的军费开支总额达到1.3万亿美
元，占全球军费开支的55%。

报告分析说，2014年以来，美国
的军事发展重点从“反叛乱行动和不
对称战争”转变为开发“与具有先进
军事能力的对手发生潜在冲突时可
用的新武器系统”。分析人士认为，这

说明美国已经不满足于“打击已经出
现的敌人”，而是试图“消灭全部潜在
的敌人”，这是冷战思维、霸权思维作
祟的结果。

美国政治学者克里斯托弗·莱恩
和本杰明·施瓦茨联合撰文指出，为
了确保处于有利的国际环境，美国坚
信必须防止其他国家“挑战我们的领
导地位或试图推翻既定的政治和经
济秩序”，因此需要建立可以阻止潜
在竞争对手的机制。美国历史学家詹
姆斯·蔡斯等人在《无懈可击的美国》
一书中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两个
多世纪以来，对绝对安全的渴望一直
被视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

俄罗斯军事专家、《国防》杂志主
编伊戈尔·科罗琴科指出，美国在世界
范围内拥有大量军事基地和多个航母
编队，试图向全球不同地区扩张其军
事影响力，由此产生的巨额军费开支
正是美国侵略性对外政策的体现。

军火订单的赢家

美国军工巨头日前相继发布
2024年第一季度财报。雷神公司第一
季度销售额达193亿美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12%，净收入17亿美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 20%，均超预期。未交付
订单更是达到创纪录的2020亿美元。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第一季度
销售额172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4%。彭博社报道指出，此次通过的
对外援助法案可能会增加F-35战斗
机的订单，这对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而言意味着额外收益。

不论是美国自身的巨额军费，还
是源源不断的对外军事援助，谁在其
中挣得盆满钵溢，答案不言自明。

“现在是时候打破美国军工复合
体对政治、政策和集体思维的控制
了。”谈及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
所发布的报告，美国“捍卫公众利益
组织”主席罗伯特·韦斯曼指出，对于
军工复合体来说，在五角大楼承包商
身上花多少钱都不算多，但他们却不
舍得拿出一分钱用于改善民生。

如今，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不满
军工复合体持续消耗国家资源，而关
键的民生领域却得不到应有关注。4
月15日，在美国华盛顿州伦顿市，民
众举行集会抗议美国的国防政策，他
们举着标语，抗议大量资金流入国防
行业。85岁的莫娜·李是这次抗议活
动的组织者。她说：“希望看到花在军
事上的钱用在医疗保健、教育、交通
基础设施等方面。”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文章认为，
对美国而言，最好的选择是将资金用
在国内项目上。花费在军事上的数千
亿美元中，“只要有一笔用于民生，就
能改善我们的城市，惠及无数民众”。

（参与记者：朱瑞卿 宋 盈 熊
茂伶 付一鸣 黄 河）

（新华社北京4月25日电）

美国花在“刀刃”上的钱
进了谁的口袋

新华社记者曹筱凡 宿 亮 张紫赟

近期，记者走访多家电动汽车产
业链企业并采访国内外业内人士后
认为，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美国、欧盟
等方面炒作的“产能过剩论”不符合
中国产业实际情况，缺乏对中国电动
汽车市场高速增长的认识。

事实上，中国新能源汽车高性价
比源于充分竞争的市场、技术创新和
产业链集群效应带来的比较优势。美
欧炒作中国新能源汽车“产能过剩”
是故意曲解产业发展逻辑，是推行贸
易保护措施的借口。

“过剩”？不属实

“如果中国电动汽车真的‘产能
过剩’，那么我们应该看到很多巨大
的停车场塞满了卖不出去的新车。”
美国媒体彭博社近日报道，综合上市
公司公开信息与行业协会数据分析，
中国汽车经销商库存并不高，特别是
绝大多数排名靠前的汽车制造商产
能利用率处于国际公认的正常水平。

事实上，近年来中国汽车销量排
名前十的企业集团在产能利用率上
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英国行业新闻网站“这才是汽
车”分析显示，2023年，中国比亚迪集
团、特斯拉上海工厂和上汽集团等产
能利用率在 80%左右，相比之下，韩
国现代汽车的产能利用率仅为23%，
起亚汽车的产能利用率仅为25%。

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
书长崔东树对记者说，新能源汽车产
业作为新兴产业，其产能相对分化，
判断产能是否过剩应看头部企业的
产能利用率。体量小的企业中存在的
落后、低端产能不应被计算进来，这
部分产能也随着市场竞争而“出清”。

分析人士表示，中国新能源汽车
领域所谓“产能过剩”，很大程度上是
一种“数字游戏”。例如，有些企业同
时生产新能源汽车和传统燃油汽车，
当燃油车销量随新能源汽车市场份
额扩大而减少时，部分西方人士却把
这些最终会淘汰的产能都计入中国
汽车的“总产能”。

此外，产能建设是一个具有周期
因素的动态过程，中国高速增长的新
能源汽车市场要求产能提前布局，考
虑到未来的发展，新能源汽车产能总
体上不存在过剩的问题。

德国权威汽车经济学专家、波鸿
汽车研究院院长费迪南德·杜登赫费
尔表示，中国电动汽车市场远未饱
和，将继续保持比欧洲以及美国市场
更快、更强劲的增长势头，生产商通

过规模经济实现降本增效。欧盟以
“补贴”“倾销”为由对中国电动汽车
进行调查站不住脚。

记者在走访汽车供应链企业时
发现，下游主机厂特别是新能源汽车
制造商迅速发展利好市场前景，企业
贴合需求，精准规划并管理产能，并
未感受到美西方炒作的“产能过剩”。

在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生产安
全气囊的均胜汽车安全系统（安徽）
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华炜告诉记者，公
司产能规划不是盲目上马，而是根据
汽车主机厂客户的需求进行调整，在
满足市场需求和企业良性发展之间
实现“动态均衡”。张华炜说，汽车产
业的确会因为技术革新出现“落后产
能”，但企业一般也会从运营、研发、
生产等多个角度提前部署，引导其向
先进产能发展，或通过平台化开发技
术来实现产能精细化管理。

不少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对安全
系统要求更高，电动汽车往往需要更
多安全气囊，有些车辆甚至需要安装
十余个安全气囊，而不是最传统的两
个气囊。仅从气囊生产的角度看，用
以前的需求衡量现在的产能是荒谬
的算法。

知名轮胎制造商德国大陆马牌
轮胎一名高管则从市场增长的角度，
认为所谓“产能过剩”不值一驳。这名
高管说，企业按照中国市场年均 5%
至 6%的实际增幅规划产能，不会出
现过剩情况，还需要继续增资扩产。

美欧炒作中国电动汽车产业产
能过剩，还往往将未投产的规划产能
视为实际产能。在安徽省宁国市，中
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夏迎
松告诉记者，企业随着市场变化不断
调整实际产能，将规划产能和实际产
能等同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产能
过剩”结论是不科学的。

不靠“补”，靠竞争

部分西方发达经济体指责中国
政府为电动汽车产业提供大量补贴，
导致中国“廉价的电动汽车”出口至
全球市场，造成市场扭曲。国内外受
访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这是对中国电
动汽车产业竞争力的曲解。

兰州广通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董事长杨健告诉记者，依赖补贴的企
业是没有生命力的，在激烈的市场竞
争中根本无法生存，更谈不上在国际
市场上取得成绩。

日本汽车问题专家、瑞穗银行商
务解决方案部主任研究员汤进说，如
果研究中国电动汽车市场，就会知道
那些指责中国汽车靠补贴占领全球

市场的言论站不住脚。他指出，中国
市场是全球竞争最激烈的市场，在优
胜劣汰中培育出在全球范围内具有
竞争力的产业链供应链，这是中国新
能源汽车能够以性价比取胜的最大
原因。

当前，中国新能源汽车区域产业
链供应链体系形成了由整车企业带
动、配套先进智能网联产业链以及产
业政策高效的产业生态。

以安徽省合肥市为例，这里拥有
6大整车企业、产业链产值超千亿元
的产业聚集，拥有较强显示屏、芯片、
人工智能、电池等相关产品生产能
力。大众汽车集团近年来在合肥成立
整车制造基地，设立独资研发公司，
建设电池系统工厂，致力于将合肥打
造成除德国之外的新能源汽车先进
生产、研发和创新中心。

华安证券汽车行业首席分析师
姜肖伟说，不断积累的技术创新、
产业链聚集优势使中国新能源汽
车价格更具竞争力，即便中国出口
欧洲的电动汽车价格普遍比国内
销售价格高一到两倍，与欧洲本土
车企在售新能源车型相比仍存在
价格优势。

英国骏特商务咨询公司统计数
据显示，自 2015年以来，欧洲电动汽
车的平均价格从 4.9万欧元上涨至
5.6万欧元，美国从 5.3万欧元上涨至
6.4万欧元，而中国电动汽车从 6.7万
欧元下降至3.2万欧元。

一些外国媒体以中国电动车企
打价格战、部分车企破产等现象佐证
整个行业“产能过剩”。夏迎松表示，
价格调整是企业针对市场变化采取
的一种应对策略，是市场战略的体
现，并不能因此证明“产能过剩”。一
些新能源车企倒闭是市场“出清”过
程，是正常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结
果，这也恰恰证明了中国这一产业优
势是充分竞争的结果。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
究中心主任纪雪洪对记者说，如今在
新能源汽车领域，反而是美国、英国、
法国在推行较强力度的补贴政策。美
国政府通过《通胀削减法》为包括新
能源汽车在内的清洁能源产业提供
约 3690亿美元税收激励和补贴。此
外，法国、意大利、加拿大等国也相继
出台了类似税收优惠政策。

说“过剩”，实为保护主义

受访业内人士和专家学者认为，
美欧炒作“中国产能过剩论”的真实
动因，是意识到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竞
争力不断增强，担心自身在汽车产业

竞争中失去优势。
纪雪洪说，欧盟在部分成员国政

府及汽车产业界施压下对中国电动
汽车启动反补贴调查，相关理由缺乏
证据支持，纯属主观臆断，就像 20世
纪 80年代美国限制日本汽车出口一
样，是“十足的贸易保护主义”。

汤进也认为，美欧抛出所谓“中
国产能过剩论”，目的就是维护自身
利益，以便在博弈中处于更有利的
地位。

事实上，当前中国本土品牌车
企在欧洲市场的占有率仍然很低。
以被欧盟纳入反补贴调查对象的中
国新能源汽车品牌比亚迪、长城汽
车、蔚来为例，根据相关数据，这三
家企业在欧洲的市场占有率合计仅
为 1.1%。

姜肖伟指出，在欧洲市场占较高
份额的中国新能源汽车来自具有美
国、欧洲资本背景的车企，比如，特斯
拉上海超级工厂生产并出口至欧洲
的特斯拉电动汽车也在统计中被列
为中国输欧新能源汽车。另外，上汽
名爵、吉利领克、东风易捷特等均有
外资背景，并非中国全资车企。这些
车企出海得益于其海外资本方的助
力，其获利也通过资本方式“反哺”外
资，并不存在中国车企“独吞”欧洲市
场的情况。

专家指出，中国新能源汽车的
价格优势不仅没有扭曲市场，反而
为欧洲达成能源转型目标提供了解
决方案。

在欧洲，由于传统燃油车企向电
动化转型进程缓慢、政策变动和消费
者需求的不确定性，新能源汽车普及
速度不及预期。奥地利《标准报》经济
版评论员尼古拉斯·德沃拉克认为，
中国提供了更多价格实惠的电动汽
车，有助于促进需求转向。

瑞士主流媒体《新苏黎世报》近
期发表文章认为，脱碳进程耗资巨
大，高性价比的中国新能源汽车通过
良性竞争促使欧洲汽车制造商提升
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消费者将是最
终受益者。

德国梅赛德斯-奔驰集团股份
公司董事会主席康林松说，保护主
义不会带来长期成功，欧洲业界应
该用更好的产品、更好的技术和更
大的灵活性来应对挑战。“如果我们
在日益严重的保护主义中寻求财富，
是步入歧途。”

（参与记者：吴慧珺 汪海月
梁建强 魏一骏 单玮怡 杜哲宇
郑博非 刘春燕 李骥志 周 玥
石 松）

（新华社柏林/合肥4月25日电）

美西方指责中国“产能过剩”
违背事实和产业逻辑

新闻调查 国际观察

新华社记者韩 冰 周啸天

瑞典斯德哥尔摩研究所 22日披
露的数据显示，美国主导的北大西洋
公约组织的成员国去年军费支出总
计超过 1.3万亿美元，占到世界各国
军费总和一半以上。其中，仅美国一
国的军费支出就超过9000亿美元，欧
洲多国军费也明显上涨。

在北约国家军费支出增加的同
时，北约军工产业扩张进入“快车
道”，美国和欧洲多国积极扩大军工
产能和加速军备研发，跨大西洋的军
工生产链条加紧联动，高速运转。分
析人士指出，北约内部的军工复合体
利益集团进一步壮大，将加剧全球深
陷军备竞赛以及引发更多冲突对抗
的风险，世界需要对此保持警惕。

北约军工产业新一轮扩张

自2022年俄乌冲突升级以来，全
球地缘政治形势持续紧张，地区冲突
此起彼伏，给成千上万的民众带来死
亡、伤痛、饥饿和动荡。然而，对北约
国家的军工企业来说，大炮的隆隆轰
鸣如同金币落袋的声音一样悦耳，北
约军工产业在硝烟弥漫中迎来新一
轮扩张。

综合资料显示，俄乌冲突升级刺
激多国军备需求上升，美欧多家军工

巨头股价猛增。美国方面，诺斯罗普-
格鲁曼公司股价猛涨近40%，洛克希
德-马丁公司股价上涨超 30%。欧洲
方面，全球金融市场数据提供商路孚
特统计显示，2022年 1月至 2024年 2
月，股价涨幅超过一倍的大型欧洲军
工集团就多达6家。其中，生产“豹”式
坦克等知名装甲车辆的德国莱茵金
属股价涨幅高达367%，瑞典萨博、意
大利莱昂纳多、英国罗尔斯-罗伊斯、
挪威康斯贝格、英国贝宜系统等 5家
集团涨幅均超过120%。

从营收数据来看，美欧军工巨头
普遍赚得盆满钵满。美国国务院披露
的数据显示，2023年美国对外军售额
达到创纪录的2380亿美元，较上年增
长16%。诺斯罗普-格鲁曼、通用动力
等美国军工巨头当年收入同比增长
达到或超过 7%。在欧洲，莱茵金属
2023年收入增长超12%，贝宜系统增
长9%，泰雷兹增长4.9%。英国坦克履
带制造商威廉·库克2023年收入增长
20%，2024 年预计将进一步增长
40%。美国国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
撰文称，美国许多军工企业“把战争
当作填满自己口袋的途径”。

此外，北约成员国军工企业普遍
增产扩建。通用动力公司首席财务官
贾森·艾肯宣称，该公司炮弹产能已
从每月1.4万枚增加到2万枚，公司正
着手将产能提高到每月 8.5万枚。法

国国防部长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努公
开披露，2023年，受乌方欢迎的法国

“凯撒”火炮系统月度产量已从2个增
加到6个，交付时间缩减一半至15个
月。莱茵金属今年 2月已开始在德国
北部建设新厂，竣工后预计将具备年
产20万枚炮弹的能力。莱茵金属还宣
布将在乌克兰设立至少 4家工厂，生
产炮弹、军用车辆和防空武器。

加剧世界冲突对抗风险

与北约军工产业扩张同步的
是，北约成员国的军工利益集团加
大了对政治决策的影响渗透。以美
国为例，据美国非政府组织“公开的
秘密”披露，美国国防承包商 2023
年花费了近 1.4亿美元用于游说联
邦政府，金额为近 10 年来最高，与
国防工业有关的企业和个人同期还
直接向国会议员提供了数百万美元
竞选捐款。

近年来，不少学者、媒体人多次
呼吁，世界要警惕北约军工产业的新
一轮扩张使得美西方军工复合体势
力膨胀，导致西方军工企业和政客相
互勾连并左右国家决策的现象更加
严重，加剧世界发生更多冲突对抗的
风险。

独立智库全球未来研究所创始
人钱德兰·奈尔撰文说，在俄乌冲突

中，美国军工集团大发战争财；在新
一轮巴以冲突中，美国军工集团对美
国政客施加影响，致使美政府无视国
际社会诉求，阻碍加沙停火。在当今
美国，军工产业早已成为国家经济的
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科技和金融等行
业发展也嵌入这一产业。因此，美国
被认为是世界上对于和平最具威胁
的国家。

奈尔呼吁：“世界应该警醒，在全
球范围内，军工复合体给人类文明造
成了严重威胁。”

美国智库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
高级研究员威廉·哈通认为，在地区
冲突延宕的背景下，美国如果一味输
送武器、提供军援，而不重视用外交
途径解决问题，只会让军火商牟利，
并推动战事升级为更直接、更具破坏
性的冲突。

曾在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工作
26年的富兰克林·斯平尼在接受新华
社记者采访时说，美国军工复合体利
益集团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巨大影响
常常被学术界和媒体所“忽略”。军工
复合体一方面通过项目和就业影响
关键选区，进而与政客实现利益捆
绑，另一方面通过媒体和政客妖魔化
其他国家，夸大“安全威胁”，煽动选
民情绪，以达到推动军费上涨的目
的，从而为自身牟取更多好处。

（新华社北京4月25日电）

地区冲突加剧背后的北约军工产业“大繁荣”

这是4月25日在法国巴黎拍摄的叶片掉落后的巴黎地标红磨坊风车。
巴黎地标建筑红磨坊歌舞厅风车25日凌晨发生叶片掉落事故，但没有造

成人员伤亡。红磨坊歌舞厅始建于1889年，以上演著名法国“康康舞”闻名世
界，其屋顶上的红色磨坊风车是巴黎地标建筑。

新华社发（朱利安·马蒂亚摄）

▶这是2020年10月14日拍摄的
法国巴黎红磨坊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记者高 静摄

巴黎著名地标红磨坊风车叶片掉落
新华社悉尼4月 25日电（记者

梁有昶 王 琪）澳大利亚西澳大利
亚州生物多样性部门 25日说，当天
有 160头领航鲸在该州西南部城镇
邓斯伯勒附近海滩搁浅，目前其中
29头已死亡，另有 100多头暂时已获

救脱险。
西澳大利亚州生物多样性部门

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当天共有
4 群多达 160 头领航鲸分布在大约
500米的海滩范围内。该部门表示，
包括野生动物官员、海洋科学家和

兽医在内的工作团队正在全力应
对。多艘船只和一架侦察机将继续
跟踪监测。

鲸搁浅事件在澳大利亚并不罕
见。去年7月，近百头长肢领航鲸在西
澳大利亚州切恩斯海滩搁浅，其中51

头死亡；40余头领航鲸没能成功返回
深水区，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救援人
员对它们实施了安乐死。2022年，约
230头鲸在塔斯马尼亚州海岸搁浅。
2018年，近 150头鲸在西澳大利亚州
海岸搁浅。

29头领航鲸在澳大利亚海滩搁浅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