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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美國國會工作的反戰組織「公正外交政策」執行主
任斯珀林表示，美國軍工企業的游說力量不容小覷，

它們想要的至少是軍事緊張局面，以刺激武器需求。此外，
政商「旋轉門」是普遍現象。軍方高官、國務院官員卸任後
經常在軍工企業董事會任職或擔任顧問、游說人員，而在這
些企業工作過的人也可能回到政府任職。斯珀林說，這就形
成一種普遍氛圍，相比於外交手段，對抗性的、軍事化的應
對，更符合他們的經濟和政治利益。

議員警告軍工複合體控制政府
美國民主黨前眾議員加巴德2月中旬接受媒體採訪時就曾

警示，軍隊—工業—國會複合體（簡稱軍工複合體）控制着
美國政府，民主、共和兩黨中的好戰分子都一直在煽動俄烏
緊張局勢。「外交賺不了多少錢。」斯珀林說，「沒有投資
者看到外交協議後會認為這是軍火公司獲利的好兆頭。」
美國媒體日前報道，早在今年1月，洛歇馬丁公司行政總

裁泰茲利特就表示，大國競爭將導致國防預算膨脹，將為公
司帶來更多業務。雷神技術公司行政總裁海斯也告訴投資
者，東歐緊張局勢讓公司看到獲益機會。

俄烏衝突爆發後股價大幅上漲
俄烏衝突爆發後，美國主要軍工企業股價大幅上漲。「領

頭羊」洛歇馬丁的股價從年初每股354美元，一路上漲至3
月25日的453美元，漲幅28%。雷神同期漲幅近20%。諾格
和通用動力股價也都大漲。
分析人士指出，俄烏衝突將從美國對烏軍事援助、美歐防
務預算增長等方面給美國軍工企業帶來額外收益。俄烏衝突
爆發後，美立即宣布將向烏提供總值達3.5億美元（約27.4
億港元）軍事援助。3月16日，美國宣布將再向烏提供價值
達8億美元（約62.64億港元）武器援助。
同時，美國國會兩黨對增加國防預算的共識愈來愈強烈。

本月早些時候，美國國會參議院通過1.5萬億美元（約11.74
萬億港元）的聯邦政府2022財年綜合撥款法案。其中，國
防項目支出7,820億美元（約6.12萬億港元），比2021財年
增加420億美元（約3,288億港元）。美國艾奧瓦州前眾議
員丘薩克表示，國會通過的國防預算數額高於白宮提議，其
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支持國防預算是一種「非常廉價的愛國
主義」。國會議員擔心遭到來自極右翼的攻擊，投票反對為
軍隊提供支持在政治上不划算。

年僱700說客 20年花費195億元
此外，德國等歐洲國家紛紛調整防務政策，也為美軍工巨
頭帶來「商機」。斯珀林說，俄烏衝突將促使北約組織成員
國增加防務開支，而北約大量使用美國武器，相當一部分防
務合約會落入美國企業手中。
美國國防部2月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自上世紀九十年代

以來，國防部門承包商大幅整合，從51個下降到5個，美國
軍工產業寡頭壟斷局面愈演愈烈。企業數量愈少，定價權愈
高，這也意味着軍工巨頭的利潤可觀。為保障源源不斷的
「戰爭財」，軍工企業在游說上一向「大手筆」。美國布朗
大學一項研究表明，過去20年間，美國軍工企業在游說上
花費高達25億美元（約195億港元），過去五年間平均每年
僱用700個說客，人數超過國會參眾兩院議員總和。
斯珀林在國會工作期間與游說人員打交道，了解了這些企
業的「手段」。他表示，美國軍工企業會把就業崗位分散到
全國各地，讓全國成千上萬的工作與國防產業相連，形成利
益綑綁。這意味着，國會如果推動削減國防支出，將面臨巨
大阻力，因為這可能導致議員所屬選區民眾大量失業。

◆綜合報道

俄烏衝突持續發酵，傷亡人

數不斷攀升，給歐洲乃至世界

帶來的經濟損失不可估量。然

而，「受惠於」美歐對烏大量

軍事援助，以及歐洲國家擴大

軍事開支等，美國軍工巨頭卻

在這衝突中獲得巨額收益，股價持續大漲。地緣政治緊張

局勢到底是如何成為美國軍火商的印鈔機？一些美國

前政界人士和專家便詳解美國軍工企業的俄

烏衝突「生意經」。

美
軍
火
商
發
財
之
道

美
軍
火
商
發
財
之
道

游
說
政
要
煽
動
衝
突

游
說
政
要
煽
動
衝
突

聘
前
高
官
任
職
打
通
政
府
網
絡
崗
位
分
散
全
國
形
成
利
益
綑
綁

美國軍隊—工業—國會複合體（簡稱軍
工複合體）的特徵之一，是在美國國會內
擁有龐大人脈，可以讓軍工企業引導外交
政策走向，達到利益最大化。美國傳媒就
揭露，最少19名美國國會議員或他們的配
偶，持有「標槍」和「刺針」導彈生產商
洛歇馬丁及雷神的股票，部分人更是在烏
克蘭危機發生的近幾個月內購入，明顯是
借着局勢升溫來大賺「戰爭財」。
這些國會議員中，要數「眼光」最好

的，莫過於共和黨籍的眾議員拉瑟福德，
資料顯示他在2月24日，即俄羅斯對烏克
蘭展開特別軍事行動當天，買入價值1,001

至1.5萬美元的（約7,800至11.7萬港元）
雷神股票。拉瑟福德本身是眾議員籌款委
員會委員，也是委員會下屬兩個與國安及
軍事有關的小組委員會成員，對於美國政
府軍事開支有一定影響力，購入雷神股票
明顯與他的角色存在利益衝突。
另外，共和黨籍眾議員哈什巴杰與民主

黨籍眾議員弗蘭克爾亦分別在今年1月，
進行多次涉及雷神和洛歇馬丁的股票交
易，與《華爾街日報》最先報道美國批准
波羅的海三國向烏克蘭供應「標槍」及
「刺針」導彈的時間相近，令人質疑當中
存在利益衝突。 ◆綜合報道

疑收風買入軍火商股票大賺
多名國會議員涉利益衝突

美國與歐洲盟國早在俄烏衝突爆發前，
已經開始向烏克蘭提供大量武器，特別是
「標槍」和「刺針」等單兵反坦克及防空
導彈。這兩款導彈都是由美國軍工企業生
產，由於美歐已經將大部分庫存導彈運到
烏克蘭，美國政府據報因此計劃大幅提升
這兩款導彈的產量，意味着將為製造商帶
來龐大收入。
在烏克蘭戰場據稱「屢建奇功」的「標

槍」反坦克導彈，由美國洛歇馬丁公司和
雷神公司合作研發生產，自1990年代中期
服役至今已經生產了多達4.5萬枚，部分售
給了歐洲國家。此前曾有報道指，美國至
今已經向烏克蘭供應了4,600枚「標槍」，
而烏克蘭單在開戰後首個星期內，就已經
使用了300枚「標槍」導彈，預料隨着戰
線擴大使用量亦會增加。換言之假如戰事
持續，烏軍將遲早耗光美歐的庫存，更可
能會追過產量。

年產量可提高至逾6400枚
在俄烏衝突之前，由於美歐各國庫存充

足，加上相關預算削減，「標槍」的產量
已由1999財政年度的近萬枚，銳減至最近
一個年度的2,037枚。近日洛歇馬丁和美國
陸軍採購與後勤部門主管都指出，只要有
足夠需求和時間，洛歇馬丁與雷神的廠房

有能力將「標槍」產量提高至每年6,480枚
左右，大量生產更可以將每枚導彈成本降
至最低水平。
至於「刺針」導彈，報道指由於近年

「刺針」的客戶主要是美國以外國家，因
此生產商雷神目前產能有限，但如果條件
許可，公司還是可以提高產量。
報道指，目前洛歇馬丁與雷神增產兩款導

彈的最大阻礙，在於確保導彈原材料，尤其
是一些難以短期內找到供應商的稀土及電子
零件。此外，兩家軍火商亦希望美國政府可
以盡快與他們簽訂合約，以確保增產有利可
圖。五角大樓則據報研究引用《國防生產
法》，加速向生產商批出合約，並讓它們可
以優先於其他企業，例如汽車生產商等，取
得所需原材料。 ◆綜合報道

歐洲多國在俄烏衝突後，均以應對俄羅斯威脅為
由宣布大幅增加軍費，美國軍工企業作為歐洲國家
武器主要供應商，自然大大受惠。
德國是這波歐洲擴軍潮最積極的國家，總理朔爾茨

早前便宣布將額外增加1,000億歐元（約8,590億港
元）軍事開支。雖然德國政府至今沒有詳細列明這筆
錢會用於何處，但分析相信很大部分將流向美國軍工
企業，其中德國決定購買35架由洛歇馬丁生產的
F-35戰機，單是賬面售價便高達350億美元（約
2,730億港元），還未計相關的彈藥及零件支
出，以及今後「售後服務」的支出。

洛歇馬丁去年曾表示，隨着愈來愈

多國家採購F-35戰機，預料相關的維護及零件合
約，將超越生產線本身，成為公司整個F-35計劃最
賺錢的一環。這意味只要F-35戰機賣得愈多，洛歇
馬丁長遠便會愈賺錢。
日前路透社報道，由於美國軍工企業向外國政府
出售武器需要先取得美國政府批准，國防部安全合
作局（DSCA）旗下的歐洲危機管理小組近期幾乎
每星期都要開會，處理來自歐洲國家的軍售申請。
據報美國政府為了加快讓軍工企業出口軍備，同時
協助歐洲國家補充援烏軍備庫存，已經新設隊伍專
門處理相關工作，包括協助軍工企業解決供應鏈問
題等。 ◆綜合報道

歐多國急增軍費 德狂掃美F-35戰機

「標槍」「刺針」導彈庫存銳減
美擬大幅增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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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阿拉伯與沙特阿拉伯與
也門胡塞武裝組也門胡塞武裝組
織爆發衝突織爆發衝突，，大大
量購入美軍武量購入美軍武
器器。。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德國決定購買35架由洛歇馬丁生產的F-35戰
機。 網上圖片

◆◆烏軍在衝突後首個星期內烏軍在衝突後首個星期內，，已經使用已經使用
了了300300枚枚「「標槍標槍」」導彈導彈。。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美國雷神公司製造的美國雷神公司製造的「「愛國者愛國者」」導導
彈獲多國購入彈獲多國購入。。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美國是全球最大軍備出美國是全球最大軍備出
口國口國，，軍事衝突成為美軍火軍事衝突成為美軍火
商的印鈔機商的印鈔機。。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可刺激武器需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可刺激武器需
求求。。圖為敘利亞內戰圖為敘利亞內戰。。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3��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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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烏衝突以來美國軍工巨頭股價跑贏大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