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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日本防卫预算屡创新高，但反

导系统、高超音速武器、隐形战机等项目

都是动辄几千亿日元投入的“吞金兽”，

所以，除了这些明面上的预算，还有大笔

隐形军费在支持日本发展军力。

近年来，日本在太空领域的投入非

常多。继今年4月“白兔-R”一号月球探

测器着陆失败后，9月7日，日本又发射

“月球狙击手”探测器，意图在目标点100

米范围内着陆，以验证高精度着陆技

术。这次实验即便失败，也代表着日

本已经掌握了航天器高精度导航

技术，而这是洲际弹道导弹能准确命中

目标的先决条件。受限于和平宪法，日

本无法研究远程乃至洲际弹道导弹，但

太空探测所用的大推力运载火箭在原理

和结构上与此类导弹是相同的，两者只

是载荷不同。所以，日本斥巨资发展大

推力运载火箭，即使受成本、技术限制，

无力与美国、俄罗斯、中国在国际卫星发

射市场竞争，却还是不计成本地加紧研

发，可谓醉翁之意不在酒。日本卫星的

研发费也是“独具玄机”，它仅有约四分

之一列在防卫预算中，其余都以太空研

究的名义由各大公司、国立科研机构分

摊，但所开发卫星主要为防卫省使用。

尽管由于网络新媒体大行其道，日

本靠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煽动民众情

绪日益困难，但随着新媒体平台也逐渐

被大资本控制，日本政府正在构建新的

“信息茧房”，试图继续制造焦虑，最终将

原本用于民生的宝贵资金，投入扩军备

战的无底洞中，让国内财阀与外国军火

商坐收渔利。 朱京斌 梁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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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日本防卫省最新公布
的2024财年防卫预算草案，总
金额高达7.73万亿日元（约人民
币3845亿元），较2023财年增加
13%。根据瑞典国际和平研究
所提供的数据，日本防卫预算已
是法德两国的总和。众所周知，
持续多年的新冠疫情对日本经
济造成重大冲击，但日本政府宁
可削减公共福利开支，也要追
加防卫支出，其打造“军事大
国”的动向令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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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跃居西

方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为营

造“和平国家”形象，同时避

免被盟友美国引向“战争火

坑”，曾主动宣布年度防卫费

不得超过该国GDP总量的

1%。但时过境迁，随着右翼

势力主导日本政坛，加上美

国刻意将日本绑上军事联盟

战车，敦促日本改变“专守防

卫”政策，将自卫队打造成可

“海外投射”、能“跨域作战”

的地区性军事力量，这必然

导致日本防卫费开支屡创新

高。反观日本经济，由于

GDP增速缓慢，如按GDP的

1%比例编制防卫预算，根本

满足不了防卫省的胃口。于

是，日本政府近年来用各种手段突破防

卫预算编制上限，积极扩军备战。

仅以过去两年为例，日本防卫预算

增速惊人，2022年为5.34万亿日元，

2023年涨到6.82万亿日元，2024年的预

算草案更达到7.73万亿日元之巨。要强

调的是，这7.73万亿日元仅供自卫队使

用，若加上必须付给驻日美军的2万多

亿日元“温馨预算”，2024年，日本累计

防卫开支将达到近10万亿日元。

纵观2024年的防卫预算草案，日方

在军备方面着重三个方向：一是加速引

进多款高超音速导弹；二是提高宙斯盾

驱逐舰的反导能力，打造覆盖日本及西

太平洋大部分区域的战略反导网；三是

对日本全国的驻屯地、军事基地实施升

级改造，提高战场生存能力。直白地说，

就是要给自卫队加“攻”（研发装备新导

弹）、加“防”（构建反导网）、加“血”（提升

基地设施抗毁能力）。7.73万亿日元的

预算草案中，2.21万亿日元是用来提高

现有人员待遇并吸引年轻人入伍的“人

员及口粮费”，比2023年增加156亿日

元；1.88万亿日元是用于装备维修保养、

油料采购、人员教育训练等部队正常活

动所需的“一般物件费”，比上年增加55

亿日元；剩下的约3.64万亿日元用来支

付防卫省历年所签合同，必须逐年支付

的装备采购和研发费，称为“岁出化物

费”，比去年增加约1.12万亿日元。

栽赃“周边”搞军购
“周边有事”“周边威胁”已成为历年

来日本政府为编制超高防卫预算寻找理

由的老套路。每到春末夏初，什么“朝鲜

半岛军事对峙”“俄太平洋舰队调动”“西

南岛屿方向紧张”等等耸动的新闻标题就

充斥该国媒体，而此时正值日本防卫省的

预算草案发布与审核的“关键期”。

日本财政年度是从当年4月1日至

次年3月31日，所以各省、各厅需要在8

月底前提交明年的财政预算案，然后由

财务省与相关省厅进行交涉修订，12月

中旬将完善后的“财务省原案”上交内阁

会议审议。通过后，作为“政府原案”由

日本国会参众两院审核，在次年3月下旬

前表决，通过后即作为《国家预算》施

行。因此，每年春末夏初，为了给防卫省

的预算草案“营造合理性”，日本一些媒

体忙不迭地炒作起来，给日本民众营造

出一种紧张气息，借机为高额防卫预算

案“护航”。

以此次预算草案为例，防卫省就以

俄乌战场上无人机高效作战为由，提出

总投资高达1184亿日元的陆海空无人载

具项目，将研制装备安装合成孔径雷达

的中程无人机，前线侦察用多旋翼无人

机，能向敌后部队、被分割包围的基地快

速运输补给的固定翼大型无人机，以及

无人水面警戒艇、无人潜艇等新式平

台。防卫省同时渲染“邻国陆军优势”，

为陆上自卫队换装寻找理由，2024财年

预算草案，陆自“狮子大张口”，提出采购

105辆各式战斗车辆，换装近万支20式

步枪和单兵防护装具等需求，与以往每

年只敢要个位数装备形成鲜明对比。航

空自卫队也不遑多让，借口邻国纷纷装

备第五代隐形机，嚷嚷要追加1256亿日

元，从美国购入7架F-35B垂直短距起降

隐形机，未来将部署到完成改装的出云

级轻型航母上，成为能配合美军远洋作

战的进攻型部队。

“隐性军费”藏玄机

周边军情

■ 日本订购的美制F-35战斗机

■ 日本防卫省本部

■ 海上自卫队的“出云”号轻型航母

■ 陆上自卫队进行城镇战演习

■ 海上自卫队大本营横须贺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