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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角大楼缘何热衷发布“涉华军力报告”？
5月18日，美国国防部公布2011年度《与中华

人民共和国有关的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质疑所谓
中国军事的不透明性，污蔑中国对美国进行网络“间
谍”活动，对中国正当、正常的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再
次炒作“中国军事威胁论”。

国防大学 李大光

热点聚焦

! 5月18日，五角大楼向记者发布2011年度“涉华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

澳澳澳大大大利利利亚亚亚主主主力力力护护护卫卫卫舰舰舰访访访沪沪沪
将将将与与与我我我军军军舰舰舰展展展开开开联联联合合合演演演练练练

5月17日中午，由乔
纳森·厄尔利海军中校指挥
的“巴拉瑞特”号护卫舰驶
抵上海扬子江码头，展开为
期五天的友好访问。

据悉，该舰是澳大利亚
海军主战舰艇“安扎克”级
护卫舰的第六艘，随舰来访
官兵168人，这也是澳大
利亚军舰第九次访问上海。
访问结束后，该舰还将与我
海军一艘军舰在长江口附
近海域举行通信、编队运
动、联合搜救等演练。

报告充满臆测和偏见
作为目前世界上唯一超级大

国，美国正面临债台高筑和重振经
济等多重挑战，面对快速发展的中
国，一些人患上了焦虑症：胡乱猜
忌，时时提防，处处打压。五角大楼
此次发布的“涉华军事与安全发展”
年度报告充满偏见和臆测。
该报告污蔑中国对美国进行网

络“间谍”活动。报告称，!"#$年，全
球计算机网络和系统继续成为入侵
和数据窃取的目标，其中许多来自
中国。一些网络攻击侵入要害部门，
其中包括直接为美国国防项目服务
的公司。报告称，北京很可能利用网
络行动收集战略情报。报告还称，在
全球经济间谍活动中，中国“最为活
跃”。这里使用的“很可能”、“最为活
跃”等模棱两可的词语，暴露出报告
撰写者的主观臆测。
该报告还对中国军事开支透明

性再度提出质疑，并称中国在 !%$$

年持续投资新武器和新技术，展示
了不断提高的军事能力。
中国政府自 $&'(年以来，每年

向世界公布本国国防预算；从 #&&)

年起，又以政府白皮书的形式公布
国防费用的构成及主要用途。根据
中国财政部公共财政支出预算表，
中国 !%## 年的国防费为人民币
)(*)+&#亿元（约合925亿美元）。然
而，五角大楼发布的这份报告称：以
!%##年价格和汇率计算，美国国防
部认为中国的军费开支在 #!%%亿
美元到 #(%%亿美元之间，并且推断
中国有许多军事项目的开支没有包
括在公布的国防预算中。

事实上，尽管中国人口众多，国
土面积大，海岸线长，但是中国的国
防投入在世界上相对较低，中国有
限的军事力量完全是为了维护国家
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军事现代化
的目标是提高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
地区战争，开展高强度、信息化的短
期区域军事行动的能力。

冷战思维在背后作祟
自 !%%%年以来，美国仿照冷战

时期针对苏联的做法，每年都发布
所谓的中国军力报告，对中国国防
建设指手画脚，其背后依然是冷战
思维在作祟。从这份报告的“家世”
来看，其本身就是冷战思维的产物，
而追踪背后推手，不难发现美国军

工产业及其游说集团的身影。
美国之所以会产生“中国威胁

论”，其原因极为复杂，既受美国国
内诸多因素的影响，又同美国对中
国崛起的疑虑、中美矛盾、价值观和
意识形态分歧等因素密切相关。
实际上，“中国威胁论”在美国

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 #&世纪后期
的“排华浪潮”。新中国成立之初，美
国曾炒作过一阵“中国威胁论”，不
过这一时期的“中国威胁论”出现在
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下。近年来的“中
国威胁论”主要起自冷战结束后，其
背景就是苏联威胁消失了，而中国
正逐步走向富强。冷战后美国炮制
出的“中国威胁论”内容形形色色，
主要有“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军

事威胁论”、“中国软实力威胁论”、
“中国共产主义威胁论”等等。

其实，关于“中国军事威胁论”
的真实性在美国国内也一直遭到质
疑。!%%,年美国国防部炮制的年度
《中国军力报告》可以说是“中国军
事威胁论”的最早教材。当时，该报
告一出台，即遭到一些严肃的美国
学者和媒体的抨击。布鲁金斯学会
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
说，大部分专家都会把“威胁”定义
为实力和意图的结合，中国是在增
强军事实力，“但中国并没有表现出
希望使用这些实力来攻击美国的意
图”。美国知名外交政策研究专家、
卡托研究所副总裁卡彭特说，“无论
按照什么标准来看，美国的军事预
算都过于庞大。五角大楼之所以要
刻意把中国塑造成‘军事对手’，就
是为了给它的庞大预算找到理由”。
在当今背景下，美国再炒“中国

军事威胁论”有着极其严重的危害，
它不仅危害中国的周边安全、危害
中国经济的发展、危害中国的统一
和中国的国际形象，而且也危害中
美关系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反映美国政治阴暗面
近年来，“中国威胁论”在美国

显得颇为时髦。与之相联系，美国进
行了复杂的全球战略和军力调整，
并且从能源、金融、商贸、多边外交
等多方面布局，使中美关系变得复
杂和脆弱。

其实，美国版“中国威胁论”的
主要依据只有两条，即“武力威胁台
湾”和“军费不透明”。但是这两条都
是明显站不住脚的。因为台湾问题
是中国的历史遗留问题，谈不上威
胁以承认一个中国为前提而和中国

建交的美国。而依中国的国力，军费
再怎么“不透明”也只是服务于防御
性的国防政策，不可能威胁美国及
其海外利益。至于热衷于“中国威胁
论”的某些人所描述的假如中国发
展起来了会如何如何，纯粹是恶意
的政治煽情和荒唐的“幻觉透支”，
因为美国也在以更大的基数发展，
而中国也不可能用“不发展”来证伪
“中国威胁论”。
“中国军事威胁论”虽然经不起

推敲，但却应者云集。仔细分析可以
发现，许多鼓噪者和炒作者来自传
统基金会、企业研究所、“美国新世
纪”计划等右翼思想库，《旗帜周刊》
《华盛顿时报》等右翼媒体则在其中
扮演煽风点火的角色。这些“中国问
题专家”中的许多人从来没有去过
中国，对中国并不了解，但出于意识
形态立场和某些政治需要，屡屡发
表言论，误导美国民众。
针对美国国防部发布“涉华军

事与安全发展报告”，散布“中国军
事威胁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
表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坚定
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
性国防政策，致力于维护和促进亚
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
荣。中国发展有限军力完全是为了
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不
针对任何国家和特定目标。只要是
不对中国怀有敌对意图的国家，都
不应对此感到疑虑和担忧。同时，美
国应该尊重事实，改换思维，停止年
复一年发表此类报告的错误做法，
多做有利于促进中美两国两军关系
和双方互信合作的事，而不是相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