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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美国防部公布了总额约万亿

美元的 2026 财年国防预算申请。分析

人士指出，这份新财年国防预算暴露出

美穷兵黩武、加紧备战的危险动向，反映

了美政府信奉丛林法则、迷信实力至上

的国家安全逻辑，需引起国际社会高度

警惕。

国防预算再创新高

长期以来，美国将军事霸权视为全

球 霸 权 的 重 要 支 柱 ，持 续 增 大 国 防 投

入。特别是 2017 年以来，受大国战略竞

争驱动，美国防预算从 2017 财年的 6060

亿美元增至 2025 财年的 8498 亿美元，年

均增幅约为 5%。

今年 1 月特朗普再次就任总统后，

延续了“以实力促和平”的国家安全战略

方针，承诺大幅增加国防投入，以“重建

美军”和“重塑美国威慑力”。今年 5 月，

美国防部首次以“一份预算，两个法案”

的 形 式 提 出 2026 财 年 国 防 预 算 申 请 。

其中，向参众两院提交的预算申请额为

8483 亿美元，这部分预算将通过 2026 财

年国防授权法案下拨。此外，“大而美”

法 案 包 含 1570 亿 美 元 国 防 开 支 ，其 中

1133 亿美元将在 2026 财年支出。这意

味着，2026 财年美国防部申请预算金额

为 9616 亿美元。如果算上其他部门申

请的国防相关预算，那么总体国防预算

高达 1.01 万亿美元。

与前几年相比，美 2026 财年国防预

算具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从纵向看，年

度增幅明显扩大。2026 财年国防预算

申请额比上一财年增加约 1100 亿美元，

增幅超过 13%。对此，美国防部官员表

示，“这是对拜登政府忽视国防开支的补

偿”。实质上，预算剧增，反映出特朗普

政府对于国防建设的鹰派思想。二是从

横向看，国防预算占联邦可自由支配预

算比例明显增加。2026 财年联邦可自

由支配预算为 1.7 万亿美元，较上一财年

减少 7.6%。其中，非国防可自由支配预

算减少 23%，但国防预算和国土安全预

算却逆势大增。据统计，2024 至 2026 财

年，美国防预算占联邦可自由支配预算

比例从 47%升至 57%，暴露出特朗普政

府“安全大于民生”的战略选择。

需要指出的是，1.01万亿美元并非美

2026财年最终国防开支。美国防开支由

国防预算和补充预算组成，补充预算用于

支付海外应急行动、紧急对外安全援助等

突发事件。从过去几年经验看，2026 财

年美国防开支势必超过 1万亿美元。

谋求建立绝对优势

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思在今年早些

时候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重建美国

军队——而且是快速重建”，并表示将

“明智地”使用每一块钱，用于提升“杀

伤力和战备能力”。从 2026 财年国防预

算的分配和流向看，美方一些动向值得

重点关注。

大幅增加核预算，加快升级“三位一

体”核威慑力。美 2022 年《核态势评估》

报告指出，核武器是战略威慑能力的底

层 支 柱 。 2026 财 年 ，美 国 防 部 拟 申 请

600 亿美元核预算，比上一财年增加 108

亿美元，增幅达 22%，主要用于研发和采

购哥伦比亚级弹道导弹核潜艇、B-21 战

略轰炸机、“哨兵”洲际弹道导弹、海基核

巡航导弹等新型投送平台和打击弹药，

目标是在 2040 年前建成下一代“三位一

体”核打击力量体系，提升美国的战略威

慑能力。

维持高水平战备状态，确保随时能

战。美军参联会主席凯恩指出，战备和

杀伤力是当前美军建军备战的两大优

先事项。2026 财年，美国防部计划投入

1600 亿美元用于部队战备和训练，比上

一财年增加 22%，以进一步提高部队战

备水平。分析认为，这些预算一方面将

用于保障各军种和作战司令部开展数

百场诸兵种合成演习和战区级大规模

演习，确保各级部队做好组织实施大规

模战争的准备；另一方面，美将投入大

量资金扩大关键弹药和武器装备产能，

以打造适应大国冲突需求的国防工业

基础。

加快推进智能化转型，形成智能化

作战优势。美国防部首次单列智能化建

设预算，将投入 134 亿美元发展智能化

武器装备和软件系统，其中 94 亿美元用

于采购各型无人机，17 亿美元用于研发

无人水面舰艇，12 亿美元用于开发智能

化指挥控制软件。值得关注的是，美陆

军计划在 2026 财年为 5 个作战旅列装巡

飞弹，为 10 个作战旅配备商用无人机，

同时斥资 6.93 亿美元采购反无人机系

统，其目标是到 2026 年底为所有现役师

装备无人机和巡飞弹，2027 年底建成智

能化作战体系。

加 强 军 事 技 术 创 新 ，谋 求 代 差 优

势 。 2026 财 年 ，美 国 防 部 计 划 投 入

1700 多 亿 美 元 开 展 研 发 、测 试 和 评 估

活动，比 2024 财年增加 20%以上，以加

快 技 术 创 新 步 伐 ，推 动 新 技 术 快 速 从

试 验 场 走 向 战 场 。 此 外 ，美 各 军 种 正

加 快 淘 汰 老 旧 装 备 ，集 中 资 金 研 发 新

一 代 主 战 装 备 。 比 如 ，美 军 计 划 淘 汰

老 式 反 坦 克 导 弹 、“ 灰 鹰 ”无 人 机 等 老

旧 装 备 ，发 展 M1E3“ 艾 布 拉 姆 斯 ”坦

克、高超音速导弹等装备；计划将 F-35

战斗机采购量从去年的 74 架减少到 47

架 ，节 省 开 支 的 同 时 投 入 35 亿 美 元 研

发 F-47 第六代战斗机。

加剧全球军备竞赛

美 国 是 全 球 最 大 的 军 费 开 支 国 ，

年 度 军 费 开 支 占 全 球 军 费 开 支 的 40%

左 右 。 但 美 军 政 领 导 层 仍 不 满 足 ，借

所谓“以实力促和平”之名大幅增加国

防 投 入 ，暴 露 出 其 实 力 至 上 的 国 家 安

全观和“野心大于实力”产生的战略焦

虑。

事实上，美国所谓的“和平”是“美国

治下的和平”，说白了就是美国为之痴迷

的霸权梦。因此，“以实力促和平”的实

质是“以实力护霸权”。这种自私自利的

做法必然遭到全世界反霸国家的反对，

并引发其他国家增加国防支出制衡美霸

权图谋，进而加剧全球军备竞赛。瑞典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报告显示，

2017 年至 2024 年，全球军费开支从 1.74

万亿美元增至 2.72 万亿美元，美国是背

后最重要的助推因素。

美国还要求盟友大幅增加军费开

支，为其霸权野心买单。日前举行的北

约海牙峰会上，特朗普政府强迫北约盟

友将军费开支水平从目前占国内生产

总 值 约 2%大 幅 提 升 至 5%。 美 强 迫 盟

友涨军费，其实并不是为了保障他国安

全，而是为服务美国的地缘政治目标，

并借机向盟友出售武器装备，赚取超额

利润。

大国之大，不在于体量大、块头大、

拳 头 大 ，而 在 于 胸 襟 大 、格 局 大 、担 当

大。美国持续推动扩军备战，动辄以实

力压人、拿拳头说话的做法，加剧了世界

的分裂与对抗，必将引起世界爱好和平

国家的警惕和反对，最终加速美国霸权

的衰落。

万亿美元国防预算暴露美国霸权野心
■陈航辉 秦芳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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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国在亚太启动“护身军刀 2025”和“部队重返太平洋”两场演习。图为参加“护身军刀 2025”联演的美海军陆战队

F-35B 战斗机。 资料图片

1941 年 11 月 7 日 ，莫 斯 科 克 里

姆林宫外的红场上大雪纷飞，一场

非 常 时 期 纪 念 十 月 革 命 胜 利 的 阅

兵正在举行。苏军将士全副武装，

昂首阔步地从列宁墓前通过，接受

斯 大 林 的 检 阅 后 他 们 将 直 接 奔 赴

前 线 ，迎 战 莫 斯 科 郊 外 的 纳 粹 德

军。此时，吸引全世界目光的莫斯

科 保 卫 战 激 战 正 酣 。 此 战 的 结 局

也 决 定 了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战 的 走

向。最终，苏军不负众望，经过 7 个

月的艰苦攻防战 ，于 1942 年 4 月下

旬 将 德 军 击 退 。 莫 斯 科 保 卫 战 使

德军损失 50 多万人，彻底打破了其

“不可战胜”的神话，为苏德战场乃

至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战 的 根 本 转 折 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是一场德国“闪击之剑”与苏

联“ 铁 血 之 盾 ”的 终 极 碰 撞 。 二 战

爆 发 后 ，德 军 闪 击 战 所 向 披 靡 ，先

后攻占波兰、荷兰、比利时、挪威和

法国等 ，征服了大半个欧洲。1941

年 6 月 22 日 ，苏 德 战 争 爆 发 ，德 军

的 闪 击 战 再 显 奇 效 ，仅 用 3 个 月 的

时 间 ，就 包 围 了 列 宁 格 勒 ，攻 占 了

明 斯 克 、斯 摩 棱 斯 克 和 基 辅 ，兵 临

莫斯科城下。希特勒猖狂地叫嚣：

“ 下 一 个 进 攻 目 标 就 是 莫 斯 科 ，莫

斯科将在冬天到来之前被摧毁。”

1941 年 9 月 30 日 ，德 军 投 入 兵

力 180 万、坦克 1700 辆、火炮和迫击

炮 1.4 万门、飞机 1390 架，发起进攻

莫斯科的作战行动。战役起初的进

程就像其作战计划的代号“台风”一

样，德军兵分三路直扑莫斯科，装甲

部队快速推进，对苏军实施分割包

围。随着布良斯克被攻占、维亚济马

遭包围，莫斯科的第一道防线被冲开

一道缺口，形势岌岌可危。

斯大林急召正在列宁格勒指挥

作战的朱可夫出任新的西方方面军

司令和保卫莫斯科总指挥。西方方

面军在前沿迅速建立防御战线，构筑

了纵深梯次配置的坦克防御阵地、防

坦克支撑点和防坦克地域，并组建第

二梯队和方面军预备队，以应对德军

在 莫 斯 科 西 部 和 西 南 部 方 向 的 进

攻。根据战事变化，朱可夫不断调整

防御部署，迟滞德军进攻势头。与此

同时，苏联还成立了加里宁方面军，

负责莫斯科西北方向的防御。苏军

改变了传统的线式防御，采用积极防

御，加大防御纵深，提高防御地带的

兵力兵器密度，构建了韧性十足的防

御体系，使德军每一次的前推都需付

出极大代价。

在 莫 斯 科 最 危 急 的 时 候 ，莫 斯

科人民表现出临危不惧、誓与敌人

决一死战的英雄气概。1941 年 10 月

20 日，《真理报》发表《阻止敌人向莫

斯科前进》的社论，动员人民在敌人

到达首都之前，用自己的鲜血把他

们埋葬。广大市民积极响应号召，

仅用 3 天时间就组建了 12 万人的民

兵 师 ，组 成 巷 战 小 组 和 摧 毁 坦 克

班。数十万人不分昼夜地构筑环绕

莫斯科的防御工事，把首都及其周

围要冲变成了不可逾越的堡垒。军

民上下团结一心、不畏强暴，焕发出

惊人的战斗力。

这也是一场苏联利用天然优势

击 敌 软 肋 战 争 模 式 的 经 典 再 现 。

辽阔的国土、多样的地貌和酷寒的

冬 日 成 了 德 军 逃 不 过 的 宿 命 。 严

寒 让 德 军 与 苏 军 的 实 力 对 比 发 生

逆转。德军士兵甚至抱怨：上帝加

入 了 苏 联 籍 。 据 当 时 的 德 国 陆 军

总参谋长哈尔德记载，莫斯科保卫

战 中 ，德 军 冻 死 8 万 余 人 ，冻 伤 11

万多人。

1941 年 11 月初，第一次寒潮到

来 ，气 温 降 到 零 度 以 下 ，至 11 月 下

旬，莫斯科气温已下降至零下 30 多

摄氏度。缺少冬衣、油料等冬季物

资 准 备 的 德 军 士 兵 大 面 积 冻 死 冻

伤，再也无力发动进攻，一些已突破

苏军防线的部队也不得不退回进攻

出发阵地。而此时苏军在后方的支

援下冬季作战装备充足，他们的枪

炮套上了保暖套、涂上了防冻润滑

油 ，战 士 们 有 棉 衣 、皮 靴 等 用 来 防

寒，部队装备了适应严寒环境的 T-

34 坦克等武器。苏联的步兵和炮兵

部队利用莫斯科周边大片森林隐蔽

部署，并在高低起伏的河岸上构筑

防御工事，滑雪部队在冰天雪地中

快速机动，对德军的补给线进行有

效 杀 伤 。 利 用 这 些 天 然 的 战 略 优

势，苏军成功地将德军从闪击战拖

入到阵地战和消耗战，从而使力量

对比发生有利于苏军的变化，扭转

了战役进程。

这还是一次苏军战争指挥艺术

的涅槃重生。1941 年 12 月 5 日，当

科涅夫指挥加里宁方面军向德军突

然发起反攻，从而拉开莫斯科保卫战

的反攻大幕时，谁能想到仅仅两个多

月前，这名前西方方面军司令员还处

于失败的深渊。

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苏军将领重

新锻造指挥艺术。苏军及时改进指

挥体制，最高统帅部能够快速了解前

线最新情况，迅速做出正确决策。苏

军指挥员学会了正确组织和使用战

略预备队，以至于德军统帅部根本没

有想到苏军在之前防御战付出巨大

代价之后，还有能力发起反攻。在反

攻阶段，苏军采取灯火管制、无线电

静默、部队调防限于夜间进行等诸多

措施，将反攻时机选在德军的进攻刚

刚停止尚未转入防御之时。苏军指

挥员密切观察和判断战役进程，在莫

斯科保卫战最艰难的时刻，朱可夫通

过洞悉战场上的暗流，敏锐察觉到德

军已达到进攻顶点，迅速抓住有利时

机，组织强大精锐力量，对德军展开

反攻，将积极防御优势发挥到最大程

度。德军军官惊呼，苏军指挥水平发

生突变，战略战术突然变得更加灵

活，与 1941 年夏季的表现形成鲜明

对比。

经历此战，以朱可夫为代表的一

大批苏军将领脱颖而出，在血火淬炼

中领悟到战争指挥艺术的精妙，逐渐

形成独具特色的指挥风格。这种在

战争中自我救赎的能力，不仅挽救了

莫斯科，而且成功探索出一条通向胜

利的大道。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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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们 的 导 弹 工 厂 正 全 天 候 运

转。”在最近的以伊冲突中，当伊朗和

以色列的导弹在中东上空交织成火网

时，号称“北约第二大军事力量”的土

耳 其 正 在 加 快 弹 道 导 弹 的 生 产 速 度 。

以 伊 冲 突 第 三 天 ，土 耳 其 总 统 埃 尔 多

安召开内阁会议表示：“鉴于最近的事

态发展，我们正在制定计划，将土耳其

的中远程弹道导弹库存提升到具有一

定威慑力的水平。”

分析人士认为，从近年来的军力建

设布局和重点建设方向看，土耳其正试

图通过增加中远程弹道导弹储备来重

构中东权力格局，实现从“地区平衡者”

向“威慑型强国”的转型。

以伊冲突带来的连锁反应，“助推”

土耳其加速研发和生产中远程弹道导

弹。以军突袭伊朗首都德黑兰和各战

略要地，不仅重创伊朗军事力量及其核

计划，也在土耳其引发战略地震。土耳

其民族行动党领导人德夫莱特·巴赫切

利警告：“德黑兰上空的火光，照亮的是

所有地区国家的安全赤字……以色列

在伊朗进行的行动，从某种程度上说，

是向土耳其发出的危险信号。”事实上，

自 2023 年 10 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

来，土以关系进一步紧张，埃尔多安曾

多次在公开场合指责以色列是“地区安

全的最大威胁”。今年 4 月，两国在叙利

亚问题上险些擦枪走火，以色列袭击叙

利亚军事目标的地点正是土耳其计划

建立军事基地的区域。

作为地区军事强国，土耳其素来重

视军事工业发展。2024 年，土耳其武器

出口额创 71.54 亿美元新高，成为世界

第 11 大武器出口国。不同于“TB-2”无

人 机 等 装 备 在 地 区 冲 突 中 的“ 明 星 效

应”，土耳其在弹道导弹领域的突破更

具有战略意义。2022 年 10 月，土耳其

成功试射“台风”弹道导弹，射程 500 余

公里。该导弹采用高效的固体燃料发

动机，具备很大的升级弹性，通过增加

弹体直径和长度，其射程可进一步提升

至 1000 公里左右。但 1000 公里射程仅

能覆盖中东少部分关键目标，因此土耳

其 下 一 代 弹 道 导 弹 的 研 发 目 标 直 指

2000 公里威慑半径。土耳其航天局相

关报告显示，其开发中的二级火箭热分

离 技 术 即 将 实 现 突 破 ，将 为 土 耳 其 在

2027 年前完成新型弹道导弹原型测试

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土以双方力量不对称带来的战略

焦虑，使一心要在中东发挥支点作用的

土耳其明显感受到地缘弹性正被以色

列极限压缩。分析人士评估，以色列现

役多型反导系统可对土耳其导弹保持

高拦截率，而土耳其的 S-400 防空导弹

系统能否有效应对以色列 F-35 战机尚

存疑问。在以伊冲突中，伊朗遭受重大

损失，但尚有“城堡破坏者”“泥石”等中

远程弹道导弹进行回击。而由于射程

较短、载荷有限，土耳其的“台风”弹道

导 弹 却 难 以 对 以 色 列 构 成 实 质 性 威

胁。对土耳其来说，如果能借以伊冲突

之机，加速研制并大量列装中远程弹道

导弹，其战略意义将不仅局限于制衡以

色列，而且将极大提升土耳其在中东地

区的话语权。若土耳其射程约 2000 公

里的弹道导弹研发成功，其打击范围可

覆盖大片欧亚大陆地区。这样的战略

威慑能力配合当前相对“积极”的对外

政策，将使土耳其在复杂的地缘博弈中

获取更多主动权。

值得注意的是，土耳其发展中远程

导弹的战略雄心面临诸多挑战。首先，

相关人才不足加大了突破技术壁垒的

难度。受俄乌冲突刺激，欧洲国家为推

进防务自主积极招募人才，土耳其军事

科技人才加速流失。受此影响，土耳其

在多级固体火箭发动机、高能火箭推进

剂、变轨技术、多弹头分导等关键技术

领域的突破较为缓慢。其次，以美国为

首的北约并不希望以色列受到土耳其

的导弹威胁。基于自身中东战略利益，

美国可能会直接拒绝向土方提供关键

零部件与 GPS 等技术支持，或者以拒绝

土耳其重新加入 F-35 战机项目为筹码

向土方施压。同时，俄罗斯也不太可能

向土耳其提供关键技术支持，土耳其不

得不面对多重遏制的战略困局。再次，

土耳其经济疲软导致本国货币里拉贬

值 ，生 产 导 弹 的 关 键 进 口 部 件 成 本 激

增。如果大幅提升弹道导弹产能，其他

预算必然被进一步压缩，土耳其将难以

兼顾产能与预算的平衡。

土耳其研发中远程弹道导弹不仅

是一种应对危机的姿态，也是一个地区

强 国 对 于 中 东 权 力 重 构 的 执 着 追 求 。

如果土耳其大幅提升弹道导弹的射程

并实现量产，或将面临以色列、美国以

及与土存在主权争端的希腊等多方协

同反制。因此，土耳其弹道导弹升级与

扩产计划必然对地区军事格局造成冲

击，甚至让土陷入新的“安全困境”。

土耳其扩产弹道导弹的现实考量
■李瑞景 王 毅 秦政纬

1941年 11月 7日，苏军参加红场阅兵。部队在接受检阅后将直接开赴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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