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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费增长引一些外媒质疑，我方严词驳斥———

建建个个哨哨所所也也要要向向日日本本透透露露吗吗？？

. 在6日的全国政协分组会议
上，有日本记者问及中国的军费问
题，并质疑军费使用不够透明。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驻美大使
崔天凯反问，在中日交往史上，“我
们从未去日本领土上放过一枪一
弹，为什么现在老是炒作中国军力
发展会构成威胁问题？日本提出军
费这个问题是出于一个什么心态？
是心虚了？还是觉得中国现在军事
发展力不从心了？”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防部原
外事办公室主任钱利华少将直言：

“主要有两个国家认为(中国军费)
不透明，其中一个就是日本”，“日
本人关心具体细目问题，细目问题
公开没意义，我要建一个海防哨所
也要向日本透露一下吗？我们是要
说用在哪些项目上，不要把调子定
在军费透明度上。”

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
会长兼秘书长、少将罗援撰文指
出，一个国家的军费，是根据一个
国家的国防需求、安全威胁和经济
发展、科技水平的基础来决定的，
它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别国无
权说三道四。

罗援认为，中国现在面临的安
全环境并不乐观，一些与我有领土
领海纠纷的国家，漠视我国通过对
话谈判来解决争端的和平善意，特
别是日本右翼分子试图修改“和平
宪法”，重走军国主义老路，我们不
能不防。

最近发生在昆明的恐怖袭击
惨案，提醒我们恐怖主义分子惨无
人道、丧尽天良、无孔不入，为了保
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加大
安全投入人民群众是可以理解的。
当年，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
后，也大幅增加军费。

罗援指出，今年是甲午战争
120周年，重温历史上落后就要挨
打的惨痛教训，面对日本右翼势力
复活军国主义的图谋以及恐怖主
义惨无人道的血腥袭击，中国的军
费不能算多。

有分析认为，中国军力增长仍
远远落后于巩固防御战略的基本
需求，根本就没有可以拿到世界上
挑战现行秩序的余量，外部大国对
此都是清楚的。一些炒作并非西方
的严肃态度，我们不必在意。

我们从未去日本

放过一枪一弹

一些外媒迅速对中国的军费
增长发出质疑。德国《明镜》周刊
称，中国宣布“军事大升级”。《纽
约时报》称，中国意在成为太平洋
地区占主导地位的军事存在，打
造一支可以将力量投射至整个地
区的海军。英国《每日电讯报》说，
北京多年来的军费开支一直是以
两位数的速度增长，这反映了中
国军队的雄心，因为中国对于自
己的经济实力感到自信，同时在
与日本及其它国家的领土争端问
题上也很自信。

美国《华尔街日报》称，今年
的国防预算百分比增幅是中国自
2011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延续了
20年来几乎不间断的国防预算大
幅增长的趋势。尽管去年中国经
济增速放缓至7 . 7%，今年的国防
开支却有所增加。中国公布增加
国防预算的前一天，美国刚刚提
出大幅缩减军队规模，小幅削减
五角大楼的支出。

“这等于是在发出备战信
号”，新加坡《联合早报》用学者的
观点解读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句
话———“统筹推进各方向各领域
军事斗争准备”。报道称，中国近
年来因东海和南中国海主权争端
与日本、菲律宾等周边国家摩擦
不断。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5
日表示，中国国防开支缺乏透明
度为世界带来隐忧，日本将密切
留意中国今年的军费增长，并就
此与其他国家保持密切联系。他
还说：“我国(日本)开历史倒车是
不可能的。日本从战后到现在一
直走的是自由和平的民主主义道
路，这是我国的基本方针。安倍政
权被说三道四的，但是防卫费仅
增加了0 . 8%。”

但这名日本官员同样回避了
一个事实：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
时期，防务费用的开支也曾两位
数增长几十年。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5日
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很大，
国际形势很复杂，在这样的情况
下，中国的国防开支随着中国经
济的发展有适度增加，完全是合
情合理的，没什么可值得大惊小
怪的。

2014年中国国防费预算为8082 . 3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12 . 2%。消息一出，一
些外媒开始“习惯性地担忧”，反应最强烈的当数日本。

面对日本媒体有关“中国军费不透明”、“中国威胁论”等提问，中方予以严词驳
斥。

日拿透明度说事

称会密切留意

美人均国防费是中国的20倍

从总量上看，如果把世
界主要国家的国防费做横
向比较，中国的国防费貌似

“不少”。从已公布的2013财
年国防费总量排序来看，排
在 前 5 名 的 分 别 是 ：美 国
6330亿美元，中国1143亿美
元，俄罗斯700亿美元，日本
5 3 4亿美元，印度 4 0 0亿美
元。

这个排名应该是和中
国的经济总量相匹配的，也
符合国际社会需要中国提
供更多的国际义务和国际
公共产品的期盼。

“与GDP一样，判断国

防费的多与少不能只看绝
对值，平均值往往更具有说
服力。”军队人大代表、后勤
学院研究员王东明表示，同
世界主要国家比较，按国土
面积均摊、按人口均摊，中
国的国防费标准都不算高。
而在2014财年，美国的国防
预算高达5200多亿美元，是
中国的4倍。美国2014年的
国民人均国防费几乎是中
国的20倍。

按照国际经济学界普
遍认同的观点，国防费占
GDP的2%至4%之间，是比
较合理的。1991年到2013年，

世 界 各 国 国 防 费 占 全 球
GDP的平均比例为2 . 6%，俄
罗斯、英国、法国国防费占
本国GDP的平均比例均超
过2%，美国则达到4%左右。
而同一时期，中国国防费占
GDP的平均比例不到1 . 3%。

王东明说，从国防费占
政府财政支出的比例来看，
中国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
也有一定距离。2 0 0 0年至
今，中国国防费占政府财政
支出比例均低于8%，且呈下
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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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量上看，如果把世界主要国家的国防费做横向比较，中国的
国防费貌似“不少”，但同世界主要国家比较，按国土面积均摊、按人
口均摊，中国的国防费标准都不算高。美国2014年的国民人均国防费
几乎是中国的2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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