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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道披露美國國防部上月成立由高級官員組成的
特別工作組「老虎小組」（Tiger Team），檢

視美國「對外軍售低效問題」。有高級國防官員稱，
「老虎小組」會設法簡化軍售步驟，例如培訓負責對接的
美國官員，讓他們協助各國草擬合規的採購申請。美方亦可
以盡快向盟友交付無人機、槍械、直升機、坦克和其他各式軍備。

軍售成擴大美影響力工具
美國每年對外軍售規模達450億美元（約3,532億港元），軍售不但被美國視為軍

事實力體現，更是擴大美國影響力的外交工具。不過報道指出，美國不時有批評聲
音，認為執行軍售計劃的國防部行動遲緩，例如對於部分軍備系統銷售合約，國防部
每年只會審批一次，錯過期限的合約需要額外等待一年，引來不少軍工集團不滿。
《華爾街日報》還提及，部分國會議員認為美國對外軍售「不願承擔風險」，官員

擔憂對外出售敏感技術，或要判斷他國軍隊能否合格操作美製軍備，都會讓交易拖延
數年。有議員聲稱美方頻頻拖延，會讓他國無法確定美國會否希望與其合作，連一些
美國試圖拉攏的國家也會改尋其他賣家。

中國學者批破壞國際秩序
在國防部試圖加快軍售的計劃背後，美國國防工業卻是問題重重。有美國官員坦

言，美製軍備成本高企、勞動力持續短缺，如今美國補充自家庫存也捉襟見肘，更不
必說還要滿足盟友需求，「現時不是二戰時期，我們不能一聲令下就讓軍工企業投入
運作，他們要手握合約才願行動。」
有美國官員直言，加速軍售是為維持美國軍事領先地位，不少官員還將軍售視作國

際競爭，揚言「衡量國際夥伴關係的標準，就是誰能以最快速度和最低價格，出售優
良、先進的軍備。」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鄒治波指出，美國綜合實力持續下

降，軍費開支和對外軍售卻節節攀升，顯示美國為維持全球霸權地位，還在用軍售拉
攏盟友，企圖推動陣營對抗。這種分裂氛圍和各國相互對抗的局面，勢必破壞國際秩
序，令全球安全環境進一步惡化。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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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對全球軍售近年不斷增加，更計劃加快軍售進度。《華爾街

日報》前日披露，美國國防部正嘗試簡化軍售流程，為盟友補充庫

存，還拉攏更多國家採購美製軍備。國際關係專家批評稱，美國利

用軍備維繫與盟友關係，只為服務自身利益，全然不顧大範圍軍售

只會升級全球緊張局勢，更頻繁挑起地緣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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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軍每年都出售大批退役軍備，這些落後的二手軍備
常被美國當作「誘餌」拉攏他國，為自己帶來巨大利
潤，更成為干預他國的工具。對於盟友，美國可利用二
手裝備加強武裝並暗中施壓。至於其他國家，美製軍備
的排他性則讓各國難以另尋替代品，只能長期受制於美
國。
美國對日本軍售，就是採取先進裝備混搭二手裝備做

法。以美軍近年陸續退役的「全球鷹」Block 30無人偵
察機為例，該款無人機空中生存能力備受質疑，維護費
用不菲。然而日本防衛省卻規劃從去年起持續20年，
每年將投入逾120億日圓（約6.7億港元）維護這款無
人機。分析指出日本斥巨資引進「全球鷹」無人機，就
是為向美國讓渡經濟利益，換取美對其「軍事鬆綁」。
韓國也是美國出售二手軍備的重點對象。早在2014

年，韓國斥資1,500億韓圜（約8.6億港元），購入14
架美軍CH-47D直升機用於補給任務。然而軍備到貨
後，韓軍才發現直升機的全球定位系統（GPS）導航裝
備已被拆除、底部防彈性能不過關、儀錶盤信息難以確
認，若要升級裝備還需向美方支付巨款。

機件殘舊 累菲泰空軍墜亡
許多東南亞國家採購的美國二手軍備更是事故頻發。

去年7月4日，菲律賓空軍一架C-130運輸機在南部蘇
祿省墜毀，導致53人死亡、50人受傷，是菲律賓近30
年來最嚴重空難。菲軍的文件顯示，這架運輸機由美軍
提供，以16億披索（約2.2億港元）「優惠價」出售。
然而墜毀運輸機首飛時間為1988年2月，2016年已在
美軍內部停飛，早已相當陳舊。
2010年以來，泰國共有5架F-16戰機在訓練中墜毀，

造成兩人死亡。其中今年3月墜毀的F-16戰機曾在美軍
服役20年，才被轉售泰國空軍。2015年，印尼一架美
軍二手F-16戰機也在訓練中爆炸起火，事故原因正是引
擎過於陳舊，令印尼空軍一度被迫停飛所有F-16戰機。
泰國國防學院前院長塔納唐批評稱，美國對外軍售似

乎已成為拉攏控制他國的手段。例如泰國軍備系統依賴
美國技術，從他國採購的軍備與美製系統難以兼容。泰
國若要依照自身需求改進美國二手戰機，還要先獲得美
方批准。
印尼國防部秘書長陶凡托也表示，印尼空軍嚴重依賴

美製F-16戰機，這些戰機機齡超過30年，設備陳舊、
零部件短缺使軍方難以應對。印尼帕拉馬迪那大學軍事
專家阿巴斯坦言，印尼購買美軍二手戰機並非划算買
賣，戰機部件無法由印尼本地製造商維修，引發不少麻
煩。
東南亞國家近年紛紛嘗試減少對美製軍備依賴。印尼

今年2月與法國簽訂合約，購買42架「陣風」戰機。
《雅加達郵報》據此指出，印尼先前正是過於依賴美製
軍備，很容易受到美方武器限制和禁運措施影響。

◆綜合報道

美國經常藉對外軍售開出各種無理要
求，試圖施壓他國妥協。不過這種軍事
外交手段近年接連受挫，阿聯酋在去年
12月便叫停購買美製F-35戰機的談判。
傳媒披露美國曾藉軍售要求阿聯酋與中
國「保持距離」，引來阿方強烈不滿，
總值230億美元（約1,805億港元）的高
額訂單隨之擱置。
阿聯酋與美國國防部合作密切，然而

美國針對阿聯酋近年與中國的友好關
係，故意提出「共同防禦安全條件」。
早在去年5月，美國政府便開出軍售附
加要求，包括「不允許中國在阿聯酋建
設基地」等。彭博通訊社6月又披露，
美國政府以擔憂「遭到竊聽」、「威脅
國家安全」為由，敦促阿聯酋從電訊網
絡中剔除中國電訊商華為的設備，聲稱
其「可能對武器系統構成安全風險」。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報道，阿

聯酋早在2019年便使用華為設備建設
5G網絡。對於美方聲稱華為是「潛在安
全漏洞」，阿方表示質疑，更擔憂會被
迫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阿聯酋外交
事務國務部長加爾賈什去年底便強調，
美方所謂「中國在阿聯酋興建軍事設
施」的說法，根本不是事實。
在選購軍備上，阿聯酋也不只美國一

個選擇。就在叫停與美國軍售談判前不
久，阿聯酋與法國便簽署總值190億美
元（約1,491億港元）合約，向法國採購
80架「陣風」戰機和12架軍用直升機。
分析相信阿聯酋有意向美國表明，與美
國的國防合作，絕非阿聯酋國家利益唯
一所在。
英國《金融時報》也指出，軍售談判
因美方施壓不斷拖延，即使是作為美國
重要盟友的阿聯酋，也對美國的壓力感
到失望。 ◆綜合報道

美國長年向多國提供大批軍事援助，僅前年
軍援總額便高達162.2億美元（約1,273億港
元）。然而美國對這些出售或援助的軍備少有
監管，《外交家》雜誌便指出，單是美國在阿
富汗投入的大量軍備，就有不少已經流入黑
市，令人憂慮美國遍布全球的軍援策略加劇人
道主義危機。
報道提及美國2010年的《國防授權法案》，

已要求美國政府保存對外軍援紀錄，不過美國
政府問責署2014年估計，美國當時援助阿富汗
國家安全部隊的軍備逾半數都未被追蹤，許多

軍備被分散錄入不同數據庫，其中不少數據依
賴人手輸入，軍備具體損失難以估算。其中一
個數據庫記錄約48萬個軍備序列號，但其中
43%都沒有詳細資料，還有至少2.2萬件軍備序
列號重複出現至少兩次，說明這些軍備或已幾
經易手。
《外交家》批評稱，遺留在阿富汗的大量美
製軍備，在未來數年或會透過黑市交易等方式
在附近地區流通。這批數目不詳的美製軍備根
本無法追蹤，長遠勢必影響當地安全局勢。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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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軍售施壓對抗中國
阿聯酋拒屈服叫停談判

軍援武器欠監管流入黑市 恐引發人道危機

◆美國在阿富汗投入的大量軍備，有不少
已經流入黑市。 網上圖片

◆菲律賓空
軍從美國購
入 的 一 架
C-130運輸
機，去年 7
月墜毀導致
53人死亡。

網上圖片

◆◆美國大範圍軍售美國大範圍軍售
令全球緊張局勢升令全球緊張局勢升
級級。。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美國每年對外美國每年對外
軍售規模達軍售規模達450450億億
美元美元。。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