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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式坦克
陸

排水量：標準6,000多噸，滿載7,000噸
艦長：約157米
舷寬：約19米
吃水：約6米
動力：柴燃交替
航速：30節
艦載武裝：艦炮、八聯裝新型導彈垂直發射系統、魚雷發射器等

長度：20.3米（不含空速管）
翼展：12.88米
高度：4.45米
空重：18,000千克
最大起飛重量：39,000千克
最大飛行速度：2.5馬赫
實用升限：20,000米
最大航程：6,000公里
作戰半徑：2,000+公里
可攜帶武器：近、中、遠程霹靂系列空對空導彈

及精確制導滑翔炸彈等

殲-20戰鬥機
空

24日發佈的《新時代的中國國
防》白皮書全面闡述了中國國防和
軍隊建設的新成就、新進展和新內
涵。

「透過新版白皮書，可以清晰看
到中國對國際安全形勢的判斷、新
時代中國的防禦性國防政策、中國
軍隊履行使命任務、中國國防和軍
隊改革與全面建設情況、中國國防
費開支以及中國軍隊在服務構建人
類命運共同體方面所作的巨大努力
和貢獻。」軍事科學院戰爭研究院
研究員曹延中說。

全景式系統介紹軍兵種
白皮書全景式介紹了改革中的中

國國防和軍隊，特別是系統介紹了
改革後軍兵種基本情況。中國軍隊
重塑領導指揮體制、優化規模結構
和力量編成、推進軍事政策制度改
革、推進國防和軍隊全面建設等方
面的政策、舉措、成果和目標，都
在其中有詳細論述。

國防政策和國防費，是外界最關
注的兩大問題。在此次公佈的白皮
書中，兩者都單獨成章。在國防政
策章節，白皮書首次構建新時代中
國國防政策體系，闡明中國國防的
根本目標、鮮明特徵、戰略指導、
發展路徑和世界意義。

「戰略意圖的透明，才是最大的
透明。白皮書強調，堅決捍衛國家
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新時代中
國國防的根本目標，堅持永不稱
霸、永不擴張、永不謀求勢力範圍
是新時代中國國防的鮮明特徵，這
就向世界清晰表明了中國建設鞏固
國防和強大軍隊戰略意圖的底
線。」軍事科學院戰爭研究院研究
員趙德喜說。

有力說明軍費合理適度
在國防費章節，白皮書梳理了中

國國防費的發展變化、規模構成，
並與國防費位居世界前列的國家進
行了國際比較，有力說明中國國防
開支合理適度。

在一些涉及中國軍隊的熱點敏感
問題上，白皮書也主動透明，不遮
遮掩掩、閃爍其詞。

「從吉布提保障基地建設到陸、
海、空、火箭軍等體制編制和新型
武器裝備型號，從繞島巡航到南海
島礁建設，都在白皮書中有所介
紹，充分展現了中國軍隊的坦誠與
自信。」軍事科學院戰爭研究院副
研究員鄧碧波說。 ■新華社

陸海空火箭軍主戰裝備
白皮書首次寫入了解放軍的主戰裝備型號。這些主戰裝

備包括15式坦克、052D驅逐艦、殲-20戰鬥機、東風-26
中遠程彈道導彈。這分別代表了解放軍陸、
海、空以及火箭軍的主戰裝備。白皮書表
示，「加大淘汰老舊裝備力度，逐步形成以

高新技術裝備為骨幹的武器裝備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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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長：約14米
彈徑：約1.4米
彈重：約20噸
戰鬥部：約1.2噸至1.8噸的核彈頭或常規彈

頭；具備投送3個分導式多彈頭能力
導彈射程：約 3,000-4,000 公里，最大約

5,000公里
命中精度：CEP約10-30米
制導方式：慣性制導，衛星導航，末端制導
推進系統：兩級固體燃料火箭發動機

東風-26中遠程彈道導彈

火 箭 軍

052D驅逐艦
海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沖據網上資料整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中國的國防開支一直受到外界矚目。

24日發佈的《新時代的中國國防》白皮書首次指出「永不稱霸、永不擴張、永

不謀求勢力範圍」是新時代中國國防的鮮明特徵，重申中國國防自衛防禦的本

質屬性，強調中國的國防建設和發展，始終着眼於滿足自身安全的正當需要，

始終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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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皮書強調，中國國防開支與維護國家主權、安全、
發展利益的保障需求相比，與履行大國國際責任義

務的保障需求相比，與自身建設發展的保障需求相比，還
有較大差距。中國國防開支將與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相協
調，繼續保持適度穩定增長。
據白皮書透露，國防費佔國內生產總值（GDP）比重
從1979年最高的5.43%下降到2017年的1.26%，佔國家
財政支出比重從 1979 年的 17.37%下降到 2017 年的
5.14%，總體下降趨勢明顯。
白皮書首次將國防費與位居世界前列的國家進行國際比
較。白皮書說，在2017年國防費位居世界前列的國家
中，中國國防費無論是佔國內生產總值和國家財政支出的
比重，還是國民人均和軍人人均數額，都處於較低水平。
白皮書說，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防費規模居
於世界第二位，是由中國的國防需求、經濟體量、防禦性
國防政策所決定的。從開支總量看，2017年中國國防費
不到美國的四分之一。

護主權助維和中國任務艱巨
就國防開支問題，中央軍委後勤保障部財務局副局長王
太國空軍大校在發佈會上向香港文匯報表示，中國是世界
上唯一尚未實現完全統一的大國，是世界上周邊安全形勢
最為複雜的國家之一，中國軍隊在維護國家主權、領土完

整、海洋權益等方面面臨嚴峻挑戰。
王太國說，當前，全球性問題和挑戰持

續增多，隨着中國和中國軍隊的發展壯大，
國際社會對中國軍隊提供國際公共安全產品
的期待不斷增大。中國軍隊積極履行國際責任，
廣泛參與維和、護航、災難救援等行動，今後在
這方面的投入會越來越大。同時，中國軍隊處於
向信息化轉型階段，順應世界新軍事革命發展趨
勢，推進中國特色軍事變革的任務艱巨繁重，可以
說仍然任重道遠。

改革開放以來 裁軍400餘萬
白皮書指出，國雖大，好戰必亡。中華民族歷來愛

好和平。近代以來，中國人民飽受侵略和戰亂之苦，
深感和平之珍貴、發展之迫切，決不會把自己經受過
的悲慘遭遇強加於人。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沒
有主動挑起過任何一場戰爭和衝突。改革開放以來，中
國致力於促進世界和平，主動裁減軍隊員額400餘萬。
中國由積貧積弱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靠的不是
別人的施捨，更不是軍事擴張和殖民掠奪，而是人民勤
勞、維護和平。中國既通過維護世界和平為自身發展創
造有利條件，又通過自身發展促進世界和平，真誠希望
所有國家都選擇和平發展道路，共同防範衝突和戰爭。
白皮書強調，中國堅持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
發展同各國的友好合作，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
發展道路的權利，主張通過平等對話和談判協商

解決國際爭端，反對干涉別國內政，反
對恃強凌弱，反對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
人。中國堅持結伴不結盟，不參加任何
軍事集團，反對侵略擴張，反對動輒使
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中國的國防建設
和發展，始終着眼於滿足自身安全的
正當需要，始終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
長。歷史已經並將繼續證明，中
國決不走追逐霸權、「國強必
霸」的老路。無論將來發展到哪
一步，中國都不會威脅誰，都不
會謀求建立勢力範圍。

中國軍費續適度穩增
白皮書首就開支作國際比較 重申解放軍自衛防禦本質

乘員：3人
重量：33噸-36噸
長度：（火炮向前）9.2米
武器：主炮、輔助機
槍、榴彈發射器
火控系統：激光測距儀、

彈道計算機、風傳感器、熱視覺觀瞄
儀、熱視覺全景視野觀瞄儀

發動機：1,000馬力柴油發動機
最大道路速度：每小時70公里
最大行程：450公里

2017年中國國民人均國防費為
750元人民幣，排在世界第7位

約相當於美國的5%
俄羅斯的25%
印度的231%
英國的13%
法國的16%
日本的29%
德國的20%

2017年中國軍人人均國防
費為52.16萬元人民幣，
排在世界第6位

約相當於美國的15%
俄羅斯的119%
印度的166%
英國的27%
法國的38%
日本的35%
德國的30%
資料來源：新華社

包括：倉儲、衛勤、運輸投送、輸油管
線、工程建設管理、儲備資產管
理、採購等力量

下轄：無錫、桂林、西寧、瀋陽、鄭州5
個聯勤保障中心，以及解放軍總醫
院、解放軍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等

改革目標：加快融入聯合作戰體系，提
高一體化聯合保障能力，努力建設一支
強大的現代化聯勤保障部隊

聯勤保障部隊

中央軍委

包括：機動作戰部隊、邊海防部
隊、警衛警備部隊等

下轄：東部、南部、西部、北部、
中部等5個戰區陸軍、新疆
軍區、西藏軍區等

改革目標：加快實現區域防衛型向
全域作戰型轉變，提高精確作戰、
立體作戰、全域作戰、多能作戰、
持續作戰能力

陸軍

包括：潛艇部隊、水面艦艇部隊、航空
兵、陸戰隊、岸防部隊等

下轄：東部戰區海軍（東海艦隊）、南部
戰區海軍（南海艦隊）、北部戰區
海軍（北海艦隊），海軍陸戰隊等

改革目標：加快推進近海防禦型向遠海
防衛型轉變，提高戰略威懾與反擊、海
上機動作戰、海上聯合作戰、綜合防禦
作戰和綜合保障能力

海軍

包括：航空兵、空降兵、地面防空
兵、雷達兵、電子對抗部
隊、信息通信部隊等

下轄：5個戰區空軍、1個空降兵
軍等

改革目標：加快實現國土防空型向
攻防兼備型轉變，提高戰略預警、空
中打擊、防空反導、信息對抗、空降
作戰、戰略投送和綜合保障能力

空軍

包括：
核導彈部隊、常規導
彈部隊、保障部隊等

下轄：導彈基地等

改革目標：增強可信
可靠的核威懾和核反
擊能力，加強中遠程
精確打擊力量建設，
增強戰略制衡能力

火箭軍

包括：
戰場環境保障、信
息通信保障、信息
安全防護、新技術
試驗等保障力量

改革目標：推進新
型作戰力量加速發
展、一體發展

戰略支援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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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隊調整改革後的軍兵種

■■特戰隊員在中特戰隊員在中
國籍油輪上執行國籍油輪上執行
隨船護衛任務隨船護衛任務。。

新華社新華社

資料來源：新華社

資料來源：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