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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18期新闻稿：当世界水深火热时，他们却攥
紧拳头，花钱买军火
 

《贝鲁特难民营大屠杀》迪亚·阿扎维（伊拉克）作于1982至1983年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4月发布的两份重要报告均未得到应有的关注。4月4日，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第三工作组发布的报告引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强
烈反应，他说该报告“是一系列气候承诺被破坏的体现。这份令人汗颜的文件列数了让地球变得越来
越不宜居的虚假许诺。”在第26届联合国气候大会（COP26）上，发达国家承诺向“适应基金”（
Adaptation  Fund）投入区区1000亿美元，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同时，4月25日，斯德哥尔
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发布年度报告称2021年全球军费
支出首次突破两万亿美元大关，其中排名前五的美、中、印、英、俄五国占总额的62%，仅美国一国
就占了军火总开支的40%。

购买军火的资金源源不断，拯救地球灾难的资金却捉襟见肘。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zh/newsletterissue/qihoubianhua-junfeikaizhi/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zh/newsletterissue/qihoubianhua-junfeikaizhi/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
https://www.ipcc.ch/report/sixth-assessment-report-working-group-3/
https://www.un.org/sg/en/content/sg/statement/2022-04-04/secretary-generals-video-message-the-launch-of-the-third-ipcc-report-scroll-down-for-languages
https://unfccc.int/process-and-meetings/the-paris-agreement/the-glasgow-climate-pact/cop26-outcomes-finance-for-climate-adaptation#eq-2
https://sipri.org/media/press-release/2022/world-military-expenditure-passes-2-trillion-first-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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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图由孟加拉国德里克（Drik）图片社、“平凡世界”（Majority  World）机构创始人沙希杜尔·阿拉姆
拍摄。孟加拉平民的坚韧令人惊叹。1988年，当一名女子在遭受洪灾的卡马拉普尔涉水去上班时，一
家名为“梦境摄影”（Dreamland Photographers）的摄影工作室开业了。

 

“灾难”一词并非夸张。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说“我们正快速陷入气候灾难……必须马上停止
对地球的消耗。”这些话的依据就是第三工作组的这份报告。科学记录如今已经有力地证明，地球环
境和气候破坏的历史责任在于以美国为首的世界主要强国。往昔的责任是无可争议的，这是由资本主
义、殖民主义势力残酷践踏自然所导致的后果。

但这一责任也延续到了当今时代。4月1日，《柳叶刀·星球健康》（The Lancet Planetary Health）期刊
发布的一份全新研究报告表明，1970年至2017年“全球过度消耗材料总量的74%属于高收入国家，主
要由美国（27%）、欧盟28个高收入国家（25%）造成。”北大西洋国家的材料过度消耗源于化石燃料、
金属、非金属矿产等非生物性资源消耗。而中国和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材料过度消耗总量中仅分
别占15%和8%。这些较低收入国家的过度消耗主要是由于生物性资源（生物量）消耗所致。非生物性
资源与生物性资源的这种差别告诉我们，南方国家过度消耗的资源大都属于可再生资源，而北大西洋
国家过度消耗的资源则是不可再生的。

这一警示本应登上全世界尤其是南方国家的报刊头版，其发现也应在各大电视频道得到广泛讨论。但
它得到的关注却寥寥无几。证据是确凿的，北大西洋高收入国家正在摧毁地球，它们应改变方式，支
付各种适应、缓解气候变化的资金，帮助那些无辜受害的国家。

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plh/article/PIIS2542-5196(22)00044-4/full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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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报告的研究人员在提出数据后指出：“高收入国家对全球生态崩溃负有绝对的主要责任，因此对
其他国家亏欠了生态债务。为避免生态进一步退化，这些国家必须带头大幅削减资源消耗，可能需要
采取变革性的后增长乃至去增长方式。”“大幅削减资源消耗”以及“后增长、去增长方式”是值得
关注的提法。

 

《美军发现躲在某处房中的拉登并将其杀死》西蒙·根德（巴布亚新几内亚）作于2013年

 

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国家在武器上耗费的社会财富最多。据布朗大学的一项研究，五角大楼所象征
的美国武装部队“仍是最大的单一石油消耗来源，因此也是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源之一。”1997
年，为了让美国及其盟国签署《京都议定书》，联合国成员国不得不允许其从全国报告排放量中排除
军方温室气体排放量。

这些问题的恶劣性可用两个金额的对比来说明。首先，2019年，联合国估算，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的年度资金缺口达2.5万亿美元。将2万亿美元的全球年度总军费开
支转而用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对于解决饥饿、文盲、无家可归、医疗服务缺失等有损人类尊严的
重大问题将大有裨益。值得注意的是，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提出的2万亿美元这个数据并未计

https://watson.brown.edu/costsofwar/papers/ClimateChangeandCostofWar
https://www.sgr.org.uk/resources/carbon-boot-print-military-0
https://www.un.org/press/en/2019/dsgsm1340.do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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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武器系统私人制造商所长期浪费的社会财富。比如，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F-35武器系统据估计耗
资约2万亿美元。

2021年全球战争开支超过2万亿美元，而据乐观估计，在清洁能源和能源效率上的投入仅有7500亿美
元。2021年能源基建上的总投入为1.9万亿美元，但大部分投入流向了石油、天然气、煤炭等化石燃
料。就这样，化石燃料投入持续进行，武器投入有增无减，而新型清洁能源的转型投入仍然不足。

 

《波马雷家族》艾琳·阿玛鲁（塔希提）作于1991年

 

https://transformdefence.org/publication/value-for-money/
https://transformdefence.org/publication/value-for-money/
https://www.iea.org/reports/world-energy-investment-2021/executive-summary
https://www.iea.org/reports/world-energy-investment-2021/executive-summary


5

4月28日，拜登总统要求美国国会提供330亿美元资金，以向乌克兰运送武器系统。与这项拨款要求同
时提出的是美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的煽动性言论，称美国并不是要让俄部队撤出乌克兰，而是
要“确保俄方受到削弱”。奥斯汀的言论并不令人惊讶，它反映了美国2018年以来阻止中俄成为“近
乎同等对手”的政策。它不关心人权，一心防范任何挑战美国霸权的力量。正因如此，社会财富才被
挥霍在武器上而不是用于解决人类的各种困境。

 

1946年，美国于马绍尔群岛比基尼环礁进行“十字路口行动”之贝克核爆试验

https://apnews.com/article/russia-ukraine-biden-business-europe-economy-5656f58ae48cb3cf37da0d0c431a15b8
https://thehill.com/policy/defense/3462190-pentagon-chief-says-us-wants-to-see-russia-weakened/
https://www.defense.gov/News/Transcripts/Transcript/Article/1420042/remarks-by-secretary-mattis-on-the-national-defense-strategy/
https://dod.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


6

 

我们来看看美国对中国与所罗门群岛两个友国达成一项协议的反应。所罗门总理索加瓦雷表示该协议
旨在促进贸易合作和人文交流，而非推动太平洋地区军事化。就在索加瓦雷总理讲话的同一天，美国
一个高级别代表团抵达所罗门群岛首都霍尼亚拉。代表团告诉索加瓦雷总理，如中国在此建立任
何“军事设施”，美国将“表示严重关切并做出相应的反应”。这简直是威胁。几天后，中国外交部
发言人汪文斌表示：“南太岛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不是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后院。试图把“门罗主
义”复制到南太地区，不得人心，也根本行不通。”

所罗门群岛有着被英澳殖民的漫长历史回忆，背负着核爆试验的创伤。19世纪的所谓“黑鸟”行动使
得数千名所罗门岛民被掳至澳大利亚昆士兰的甘蔗田劳作，并最终导致1927年马莱塔的夸伊沃人起义。
所罗门群岛一直抵抗本国被军事化，在2016年与世界各国一起投票禁核，它没兴趣当美澳两国的“后
院”。所罗门群岛作家塞莱斯廷·库拉戈在1974年的醒世诗作《和平标志》中表达得清清楚楚：

一朵蘑菇云升腾在

一座太平洋荒礁上

烟消云散之后

只残留了些许威力

为了某种虚幻的

和平与安全

人将它紧紧攥住。

在宁静的清晨

在爱与喜悦相遇的

第三天

在空空的坟墓中

耻辱的木十字架

变成了

爱、奉献、和平的

标志。

https://news.cgtn.com/news/2022-03-31/China-Solomon-Islands-sign-draft-of-security-pact-18QVy7ZL4XK/index.html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solomon-islands-security-idAFKCN2ML0H0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4/22/readout-of-senior-administration-travel-to-hawaii-fiji-papua-new-guinea-and-solomon-islands/
https://www.fmprc.gov.cn/mfa_eng/xwfw_665399/s2510_665401/2511_665403/202204/t20220425_10673526.html
https://s3.amazonaws.com/unoda-web/wp-content/uploads/2017/07/A.Conf_.229.2017.L.3.Rev_.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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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午后的热浪中

飘拂着联合国的旗帜

遮挡它的是

本国的一些横幅

在那下面

有人攥紧拳头

签署着和平

协议。

 

热忱的

Vij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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