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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4 月 9 日电（记者朱瑞卿）20
年前的 4 月 9 日，美军攻占伊拉克首都巴格
达，这个曾经富裕的中东国家陷入无尽的战乱
冲突。
　　有人形容，美国不是在发动对外战争，就是
在发动对外战争的路上。那么，谁在美国无尽的
对外战争中大赚特赚？答案简单明确：是那些实
际控制和影响美国政策制定的利益集团，尤其
是军工复合体。

一头肆虐全球的怪兽

———“持续的战争就是他们乐见的结果”

　　在美国阿肯色州南部，军工巨头洛克希德
－马丁公司的一家工厂中，数十名焊工和装配
工正在生产线的不同工位上忙碌着，组装该公
司的招牌产品———“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
这种武器因俄乌冲突而销量大增，厂家正加紧
赶工。目前，这家工厂每年能生产 48 套“海马
斯”系统，计划到 2025 年第三季度产能翻一
番，达到年产 96 套。
　　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美国军工行业一派

“繁荣”景象，许多军工厂全力提高产量，包括生
产在乌克兰战场上消耗量惊人的各种炮弹。美
国陆军计划在得克萨斯州加兰市新建一个炮弹
工厂，艾奥瓦州米德尔敦一家生产 155 毫米口
径炮弹的工厂正在扩建，戴－齐默尔曼公司正
为其在艾奥瓦州得梅因等地的军械厂招聘更多
工人……
　　自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承诺向乌克兰
提供的军事援助总额已达 300 亿美元，其中大
部分军火订单流入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等军火
巨头的口袋。美国匹兹堡大学客座法学教授丹
尼尔·科瓦利克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美
国军火商靠向世界卖武器发财。这些军火商为
了利益推动战争，他们根本不在乎战争的结果

如何，只要能卖武器就行，“持续的战争就是他
们乐见的结果”。科瓦利克将美国军工复合体形
容为“世界的祸害”。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主导北约五度东扩，对
俄罗斯进行全方位的地缘战略挤压，导致乌克
兰危机在 2022 年升级，欧洲大陆战火重燃。这
场冲突对美国军工企业可谓是利好消息。美国
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曾估算，自危机升级至去
年年底，美国军工企业从伙伴国家获得的军售
订单总价值近 220 亿美元。
　　美国斯坦福大学荣誉退休教授、心理学家
菲利普·津巴多在其著作《路西法效应：好人是
如何变成恶魔的》中写道，战争需要有人来准
备，如果没有这些人的推动，战争根本不会
发生。
　　事实证明，美国军工复合体就是这样一头
热衷于制造战争的“怪兽”。
　　据不完全统计，从二战结束到 2001 年，世
界上 153 个地区发生 248 次武装冲突，其中由
美国发起的达 201 次。进入 21 世纪以来，美国
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号在世界各地频繁
动武：出兵阿富汗，入侵伊拉克，空袭利比亚，干
涉叙利亚……美国军工复合体驱动战车，将战
火烧遍全球，令许多国家和地区陷入战乱动荡，
造成超过 90 万人死亡、数百万人受伤、数千万
人流离失所。
　　在美国历史学教授威廉·阿斯托尔看来，美
国发动战争背后存在一个扭曲的逻辑：作为“暴
力和恐怖活动的主要实施者”，美国却宣称自己
在“打击恐怖主义”。这些战争符合军工复合体
的利益，而为此付出代价的是阿富汗人、伊拉克
人、利比亚人、叙利亚人……

一张无所不在的巨网

———“能够主导整个美国社会”

　　作为纽约市一家金融服务公司的中层经
理，瑞克与许多普通美国人一样反对战争。他认
为五角大楼已失去控制，军工复合体对美国来
说已成为威胁。然而，他并不真正清楚军工复合

体的“水”到底有多深，也不知道自己的生活
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这个利益集团的影响。
　　每天清晨起床，瑞克会戴上由国防承包
商制造的隐形眼镜，服下由国防承包商生产
的胃溃疡药物，通过一台由国防承包商制造
的电视机观看伊拉克最新的混乱局势，心里
想着自己“从来没有支持过这场战争”……这
是美国作家尼克·图尔斯在 2008 年出版的

《复合体：军事如何入侵我们每日的生活》中
描写的一名普通美国人的生活，讽刺又真实。
　　 1961 年，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
离任演说中警告：“强大的军事组织与庞大的
军工企业的联姻是美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新
现象……我们必须防止军工复合体有意或无
意地获得不应有的影响力。”然而，如图尔斯
所述，军工复合体如今深入美国人生活的程
度，已远超艾森豪威尔的想象。
　　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兴起于二战之后。在
美苏争霸过程中，美国经济与军队的捆绑加
强，美国 500 强企业大部分成为国防承包
商。整个冷战期间，美国国防支出高达 10 万
亿美元，直接受益者便是军工行业。当时就有
人大声疾呼：美国经济已成为“绑在战车上的
附庸”。
　　数十年来，这个由军方、军工企业与政客
捆绑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不断在全球范围内
挑起冲突、制造战乱，在毁灭无数家庭、带来
严重人道主义灾难的同时，自身靠着战争不
断敛财，膨胀为“能够主导整个美国社会”的
庞然大物。图尔斯指出，如今的美国，军工复
合体与人们所能想到的一切息息相关，涵盖
军火商、金融寡头、政客、学术说客、媒体巨头
等各个行业，构成了一张触角遍及社会各个
角落的巨网。
　　在军工复合体内部，各方之间通过复杂
的利益关系紧密勾连，例如很多美国国防部
门官员“入则为官，出则为商”，在政商“旋转
门”间不断穿梭，从而实现政治套利。美国现
任防长奥斯汀 2016 年在中央司令部司令任
上退役后，曾担任雷神公司等多家公司的董

事会成员，还创立了一家咨询公司；前国防部
长马蒂斯在任职前曾是通用动力公司董事会
成员，从国防部长岗位上卸任后又重新成为
通用动力公司董事会成员；另一位前国防部
长埃斯珀曾是雷神公司高管，从政府离职后
加入了制造军用设备的伊庇鲁斯公司。美国
社会学家查尔斯·赖特·米尔斯在《权力精英》
一书中指出，进出“旋转门”的美国“权力精
英”操纵着国家机器并拥有各种特权，掌握着
决策的权力。
　　谈到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敛财术”，曾在
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工作 26 年的富兰克
林·斯平尼了如指掌。他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
访时指出，这个利益集团对美国外交政策的
巨大影响常常被学术界和媒体所“忽略”。军
工复合体一方面通过项目和就业影响关键选
区，进而与政客实现利益捆绑；另一方面通过
媒体和政客妖魔化其他国家，夸大“安全威
胁”，煽动选民情绪，以达到推动军费开支不
断上涨、为自身捞取更多好处的目的。
　　对于美国军工复合体的“能量”，斯平尼
年轻时就有亲身体会。1970 年，当时还是美
国空军一名低阶官员的他，曾揭发一家国防
承包商存在问题，结果遭到这家公司威胁。尽
管他举报成功，导致该公司的合同被取消，但
这家公司不久后再度成为美军合作伙伴，其
现在每年负责的军工合同价值高达 5000 万
美元。

一种反噬自身的顽疾

———“只服务于社会顶层 1% 的人的利益”

　　“不要战争！不要战争！不要战争！”
　　今年 2 月 19 日，乌克兰危机升级一周
年前夕，美国上千名反战人士在位于首都华
盛顿的林肯纪念堂前集会，反对美国挑动俄
乌冲突，要求解散北约、削减美国军费。
　　来自佛蒙特州的抗议者亚历克斯·肖尔茨
－卡拉巴卡基斯说，美国不需要军工复合体，
美国把大量资金投入军事领域，把军力部署到

靠近他国边境的地区，在世界上引发不安。
　　然而，面对民众的反战呼声，美国政客们
置若罔闻。据美国“公开的秘密”网站统计，美
国军工企业在 2022 年前三季度共花费 1.01
亿美元用于游说政客，以求在不断攀升的国
防预算中分得更多。
　　在军工复合体驱动下，美国不断在世界
各地制造战乱冲突，给许多国家带来深重灾
难，自身也付出代价、遭到反噬。根据美国布
朗大学“战争代价”报告，有超过 7000 名美
军士兵以及超过 8000 名美军雇员在本世纪
初以来的战争中身亡，死于自杀的现役军人
和退伍军人数量至少是在战斗中阵亡军人数
量的 4 倍，估计超过 3 万人；美国在阿富汗
战争中投入约 2.26 万亿美元，在伊拉克战争
中投入超过 1.92 万亿美元，巨额军费支出是
美国联邦政府如今负债超过 31 万亿美元的
一个重要原因；“拱火”乌克兰危机和对俄制
裁导致粮食和能源价格上涨，加剧了美国的
通胀，美联储为抑制通胀而激进加息，又引发
金融领域动荡……
　　斯平尼认为，军工复合体的巨大影响力
使得美国无法制定出维护世界和平的政策，
同时也助长了军工产业排斥竞争、权力寻租
等垄断与腐败行为。这一利益集团的形成是
美国政商勾结、纵容欺诈、监管不力等诸多问
题共同作用的结果。
　　军工复合体已成为一个毒瘤，不仅危害
世界，也严重侵蚀美国自身肌体，损害美国民
众利益。美国《雅各宾》杂志一篇文章指出，在
军工复合体主导下，大量原本可以在清洁能
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创造更多价值的资金被
投入军工行业，“这是军火商们喜闻乐见的政
策，只服务于社会顶层 1% 的人的利益”。
　　美国反战人士和时事评论家吉米·多尔
说，美国的敌人不是别人，恰恰是“掠夺了这
个国家数万亿美元的军工复合体”。“战争机
器无法停止。谁在管理国家？是战争机器。”
  （参与记者：孙丁、胡友松、肖潇、陈俊侠、
许嘉桐、徐驰）

“ 谁 在 管 理 国 家 ？是 战 争 机 器 ”
起 底 美 国 军 工 复 合 体

　　新华社法国利摩日/江西景德镇电（记者陈
毓珊、黄浩然）法国中南部小城利摩日街头，和
煦春光下，一根青白瓷柱上“谢谢景德镇并热
爱利摩日”等中、法文标语清晰醒目。
　　这件瓷器作品，是法国利摩日国立美术学
院与中国景德镇陶瓷大学师生们的合力之作。
自 2018 年伫立在利摩日以来，它向世人展示
着中国景德镇和法国利摩日这两座“瓷都”跨
越时空的牵手。
　　在绵延万里、延续千年的丝绸之路历史
上，景德镇与利摩日深入交流，在瓷器艺术上
书写着文明互鉴的佳话。
　　 18 世纪，高岭土加瓷石的“二元配方”从
景德镇传到法国，对利摩日制瓷业的发展起到
关键作用。
　　光阴荏苒，2010 年，景德镇与利摩日结为
友好城市。一年后，景德镇陶瓷大学的前身景
德镇陶瓷学院和利摩日国立美术学院共同打
造的国际陶艺工作室项目，为两所高校互派艺
术工作者和留学生提供了平台，陶瓷成为他们
交流的共同语言。
　　现代陶瓷生产工艺，陶艺创作手法……从
景德镇来到利摩日的中国留学生，探索传统与
现代的融合。
　　 1000 多年的官窑史，600 多年的御窑
史……从利摩日来到景德镇的法国留学生，从
古老的瓷片上感受历史脉动。
　　曾在利摩日国立美术学院交流的周雷，一
边钻研两地的制瓷工艺和创作手法，一边琢磨
如何把西方的现代工艺和创作理念与中国传统
技艺相结合。“将青花瓷的古韵融入西方美学，
让它们突破传统、走向世界。”
　　从中汲取灵感的，还有法国陶瓷设计师米
尔蒂耶·布夫雷。不久前，她烧制出一件名为“泥
土与雨水”的陶瓷作品。暖阳透过窗户洒在瓷瓶
上，明亮的白色瓷胎如皎洁月光，瓶身密布的沟
壑似涓涓溪水流淌而成。
　　布夫雷拍下眼前的一幕，上传到个人社交
媒体上，并配上文字“这是时光留下的痕迹”。此
时，距离她结束在景德镇陶瓷大学的留学生活，
已过去了 6 年。

　　“从中国瓷都回到法国瓷都，两地跨越时
空的交往，带给我无限的创作灵感。”6 年前，
布夫雷将自己的工作室设在利摩日。“景德镇
的陶瓷工匠，依然在传承千年的制瓷技艺，令
人赞叹。”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如今，利摩日的阿德里安·杜布谢国家陶
瓷博物馆，馆藏数千件陶瓷艺术品中不乏来
自中国的精美瓷器，既有融合中西方元素的
外销瓷，也有富含中式古典魅力的作品。
　　而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同款的青花瓷
盘通过瓷片修复，解析蕴藏其中的陶瓷基因，
复原历史上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真实
面貌。
　　“陶瓷文化交流从来不是单向的。”景德

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说，珐琅在来到中
国前，是应用在金属材质的器物上的，但在景
德镇能工巧匠手中幻化成珐琅彩，成为在工
艺交流中诞生的陶瓷品种。
　　在景德镇留学期间，布夫雷曾在景德镇
望龙陶瓷有限公司实习，当时她创作的一款
杯碟带回法国后，被一位知名主厨看中，此后
成为盛放法餐的餐具。
　　受此启发，景德镇望龙陶瓷有限公司总
经理余望龙把公司的设计室搬到了欧洲，法
国人诺曼·特拉普曼是设计团队的一员。
　　“作为设计师，我喜欢尝试不同类型的材
料，包括瓷器。同景德镇陶瓷工匠的跨界合作
激发了我新的创作灵感。”特拉普曼说，“我们
和景德镇的同事每周开一次电话会议，讨论

所有正在进行的项目。”
　　设计在海外，生产在景德镇，当 72 道手工
制瓷工序遇上国外设计师，先进的设计理念运
用到景德镇陶瓷生产中。
　　今年年初，在意大利米兰举行的一次家居
展上，由特拉普曼设计、望龙陶瓷有限公司生
产的青瓷洗浴套装拿到了国际订单。
　　“就像面粉既能蒸出馒头也能烤出面包，
我们与法国设计师深度交流，跨界融合赢得了
国际市场的青睐。”余望龙说。
　　“利摩日制造”的陶瓷作品已连续多年参
加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为文化交流与
经贸往来写下精彩一笔。
　　因瓷结缘，踏浪交融，中法两国共同奏响
的泥与火之歌，历久弥新。

中 法 瓷 都 ，跨 越 时 空 的 牵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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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华盛顿 4 月 8 日电（记者孙丁）美
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动物园 8 日为雌性大熊猫

“丫丫”举行欢送会。
　　当天，数百人在孟菲斯动物园中国馆参加
欢送会，他们向“丫丫”道别，在告别信上签名，
并一同观看田纳西州一所武术学校在现场进行
的表演。

　　“丫丫”和雄性大熊猫“乐乐”2003 年抵达
孟菲斯动物园开始旅美生涯。该动物园去年 12
月宣布，由于同中方的租借协议即将到期，“乐
乐”和“丫丫”计划在未来数月内返回中国。
　　孟菲斯市当地时间 2 月 1 日早晨，“乐乐”
被发现死亡。孟菲斯动物园表示，“乐乐”在睡觉
时平静离去。中国动物园协会之后通报说，中方

赴美大熊猫专家组与美方专家共同完成对
“乐乐”的尸检，观察到心脏病变，初步判定是
其死亡的原因。
　　此外，专家组现场查看“丫丫”的健康状
况，并调阅“丫丫”体检报告和健康月报。评估
认为，目前“丫丫”除皮肤病导致的毛发脱落
外，食欲良好，粪便性状正常，体重稳定。专家

组还就“丫丫”的被毛异常情况与孟菲斯动物
园进行讨论，并就“丫丫”的饲养和护理向美
方提出建议和要求。
　　为做好大熊猫“丫丫”的饲养护理和运返
工作，按照国家有关主管部门要求，中国专家
组成员、北京动物园的兽医和饲养员于 3 月
16 日抵达孟菲斯动物园。

美 国 孟 菲 斯 动 物 园 为 大 熊 猫“ 丫 丫 ”举 行 欢 送 会

　　（上接 1 版）作为我国唯一的热带省份，
海南发展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得天独厚。海南
常年种植热带水果 310 万亩、产量 525 万
吨。截至目前，收集保存热带作物和果蔬资源
13504 份，引进 400 余个热带水果新品种，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果蔬新品频频上市，传统优势品种提质
增效。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文罗镇五星村的集
体产业基地，每天都能看到全国政协委员、五
星村党总支部书记黄丽萍的身影。芒果、豇豆
等果菜进入收获尾期，另一头的空地正在进
行土壤改良，不久后将化身试验田。
　　黄丽萍说，围绕村里的主导产业豇豆，中
国农科院科研团队将开展农业技术综合示
范，利用防虫网、生物诱导等技术推动农药化
肥减施，提升质量效益。据介绍，五星村正通
过品种、技术优化不断提高农产品品质，通过
发展田园民宿、乡村旅游带动农产品销售。文
罗镇正在建设冷链物流园，把优质农产品送
向更多消费者的餐桌。
　　当前，海南正在加快调整农业结构，推广
高附加值的优质品种，并围绕 15 个农业主
导产业启动全产业链建设。持续开展省级区
域公用品牌建设，大力发展预制菜产业，努力
打响海南农产品品牌知名度。

深圳加速推进“工业上楼”

　　（上接 1 版）与南山智造红花岭基地城市
更新项目相隔不远处，是深圳首个“联合上
楼”项目——— 科技联合大厦。这是 14 家科创
企业联合建设总部大楼的首创之作，建成后
将成为深圳南山区留仙洞总部基地新地标。
　　“从一片砂场到百丈高楼，科技联合大厦
毗邻深圳湾，辐射香港，为专精特新企业提供
了办公用房的新选择。预计大厦全面建成后，
可形成高达上千亿元的总部经济产能。”中建
二局二公司科技联合大厦项目总工程师沈
朗说。
　　类似的“工业上楼”项目还有不少。在龙
华区，清湖文化产业园二期项目打造融合现
代信息技术与文化创意产业的数字创意产业
新集群；在宝安区，燕罗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园
建成后将提供优质产业空间 36 万平方米；
在坪山区，百米装配式“摩天工厂”坪山新能
源汽车产业园一期项目竣工。
　　截至目前，深圳共有 72 个“工业上楼”
项目，用地面积 854.8 万平方米，厂房面积
2306.5 万平方米。
　　“在寸土寸金的深圳，‘工业上楼’既能提
升工业用地的投资开发强度，使有限的产业
空间得以优化利用，也能把产业相关企业集
中在某一个区域内，有效引导产业发展布局，
实现高新产业聚集。”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局长余锡权说，“工业上楼”承担着深圳产业
转型升级和土地节约利用的重要使命，有望
让深圳的城市产业空间从“存量”变“增量”，
推动制造业持续发展。（参与采写：黄雨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