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请务必阅读最后一页免责声明 证券研究报告 1 

 

 

 

 
国防军工行业专题报告    
 
海外启示录 2：全球军费趋向扩张；区域矛盾趋于复杂  

 2024 年 05 月 17 日 

 

事件：近期，SIPRI 发布 2023 年全球军费报告，我们综合多方面公开资料完成

相关研究工作。我们在去年《海外启示录 1》中以美国军费为研究对象，针对

1948~2023 年美国军费五个方面问题进行分析讨论（详情可参看报告）。本篇

系列报告将视野拓展到全球范围，深度讨论了如下问题：1）全球军费的区域分

布，军费与 GDP 及政府支出的关系；2）全球部分主要军费大国的军费历史分

析和特点；3）美国 2024 年军费投向分析，以及美军装备采办明细及发展趋

势。具体观点如下： 

➢ 2015 年后全球军费进入扩张期；全球矛盾向复杂化发展。1）全球整体

看，2001~2011 年全球军费经历了 21 世纪第一个扩张期，军费复合增速达

8.8%。经历休整后，全球军费在 2015 年后进入新一轮扩张期，2015~2023

年全球军费复合增速达 4.7%；2023 年全球军费同比增长 6.8%至 2.44 万亿美

元，创历史新高。2）分区域（洲）来看，近 10 余年全球各大洲国防支出占比

从美洲一家独大向多区域均衡发展，2010~2023 年，亚洲、大洋洲、欧洲等区

域国防支出在全球军费占比实现不同程度的提升，这反映出全球区域国防力量

随着经济变化出现了调整，同时或反映出全球矛盾向多区域复杂化发展。 

➢ 21 世纪亚洲国家国防补偿性发展，欧洲军费发展慢于经济增长。通过回溯

全球 8 个军费大国的国防开支历史，我们发现：经济发展与军费投入有关联

性，当经济发展较快时国防支出有补偿性增长，其中：1）亚洲：2000~2023

年，GDP 增长较快的印度和韩国，国防支出出现较快增长，军费复合增速分别

为 8.0%和 5.6%；而经济增长相对较慢的日本军费相对平稳。2）欧美：

2010~2018 年，欧美主要国家进入国防支出收缩期，军费增长普遍慢于 GDP

增长（美、英、法、德）。2018 年后欧美国家开启新一轮军费扩张周期；根据

NATO 及 SIPRI 披露，2023 年北约国家军费投入约占全球军费的 6 成。3）俄

罗斯：俄罗斯 GDP、政府开支和国防开支均与能源价格高度正相关，SIPRI 预

测 2024 年俄罗斯军费将达 1400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 

➢ 美军装备采办处于上升周期；“综合威慑”战略针对多领域加大投入。1）

美军的装备采办周期一般为 20 年，2015 年美军开启新一轮采办上行周期， 

2024 年采办费延续上行态势，占整体军费比重提升至近 30 年新高（37.3%）。

2）美国国防部在《2022 年国防战略》中提出“综合威慑”是美国国防战略的

基石。根据太平洋学报的解读，“综合威慑”是跨多领域、多战区和多冲突范围

的战略框架，同时将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外交、军事、情报力量紧密结合形成的

新威慑能力。在“综合威慑”战略指导下，2020~2024 年，美军加大核威慑、

导弹防御系统、天基系统三大关键领域投入力度，投入金额预计均翻倍增长。 

➢ 建议关注：21 世纪全球各大洲国防力量出现重新分配，全球矛盾也从集中

化向多区域复杂化发展。同时，美军在 2022 年提出的“综合威慑”战略及其

近年在细分领域的针对性投入，具有借鉴意义。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

景下，2023 年全球国防开支同比增长 6.8%。我们对军工行业的中长期发展，

持积极态度，建议投资者把握机会。建议关注：1）龙头引领：中航沈飞、航发

动力、中国船舶、中航高科、中航光电、西部超导等；2）制导装备：菲利华、

新雷能、长盈通、智明达等；3）新域新质：华秦科技、航天南湖、中科星图、

广联航空、纵横股份、陕西华达、铂力特、西部材料等；4）国企改革：国博电

子、航发控制、中航机载、中直股份、航天电子等。 

➢ 风险提示：历史规律可能失效，区域冲突不确定性；军费支出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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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球军费处于扩张周期；区域军费占比趋向均衡 

观点：2015 年后，全球国防支出开启新一轮的扩张周期，美洲国防支出占

全球比例最高。2010 年后，亚洲、欧洲、美洲占全球军费比例趋向均衡，全球

经济和国防支出的变化或反应出国际矛盾趋向复杂化。同时，过去二十年间，亚

洲在经济和国防支出上的增速，相较其他各州均更快，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军费

与经济的局部相关性。 

亚洲经济占全球比重不断提升；全球军费趋向均衡或反映国际矛盾复杂化。 

1、经济方面：按照大洲的角度划分，亚洲在过去约 30 年（1992~2023）

经济发展较快。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1）1993 年，欧洲是全球

第一大经济体，实际 GDP 占全球实际 GDP 的 36%，美洲（占比 33.4%）和亚

洲（占比 26.3%）紧随其后；2）2010 年，欧洲、美洲、亚洲经济分布趋向于均

衡（均超过 30%）。在亚洲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背景下（1992~2023 年亚洲实

际 GDP 的 CAGR=5.7%，高于美洲（4.7%）和欧洲（3.4%）），2011 年亚洲成

为全球第一大区域经济体，2023 年亚洲实际 GDP 占全球 GDP 达 35.1%。 

图1：1992~2024 年全球 GDP 情况（按照大洲进行划分） 

 
资料来源：IMF 2024，民生证券研究院   注：采用名义 GDP，2024 年数据为预期值，百分比指代美洲、欧洲和亚洲的 GDP 占比全球 GDP 情况 

2、国防支出方面， 根 据 斯德哥 尔摩国 际和 平研 究所 （SIPRI） 统计，

1992~2023 年，美洲国防支出占比全球军费最高，约 4~5 成。 

1）1992 年“美苏对抗”刚刚结束，美洲（占全球比重 54.1%）和欧洲（占

比 26.7%）国防支出合计占全球比重超 80%，1991 年苏联解体后全球军费进入

下行周期。 

2）21 世纪初，中东地区陆续发生阿富汗战争（2001 年）和伊拉克战争

（2003 年），全球军费开启上行周期。2002~2012 年，美洲国防支出占比全球

国防支出持续超过 50%。在全球军费阶段性高点的 2010 年，美洲的国防支出占

比全球达到高点 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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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亚洲的国防支出呈现补偿性增长，1992~2023 年，

亚洲国防支出占全球国防支出比例自 10.6%提升 13.4ppt 至 24.0%，但仍低于经

2023 年亚洲在全球 GDP 的占比 35.1%。 

4）2010~2023 年：全球国防支出在经历了 2010~2014 年下行后，2015

年全球军费开始上行，相较 1993 年和 2010 年，2023 年全球前三大洲的国防支

出比例趋向于均衡，或反映出国际矛盾从单焦点向多区域转变且复杂化的趋势。 

图2：1992~2023 年全球国防开支情况（按照大洲进行划分） 

 
资料来源：SIPRI，民生证券研究院   注：采用实际军费支出（2022 年物价水平），百分比指代美洲、欧洲和亚洲的国防开支占比全球国防开支情况 

 

2023 年全球军费增长 6.8%，北约国防支出占全球比例近 6 成。根据 SIPRI

统计，2023 年全球军费首次超过 2.4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6.8%（实际增长率，

不考虑物价变化），其中美国国防支出占比全球超 38%，北约国家（含美国）国

防支出占比全球国防支出达 56%。 

图3：2023 年全球国防开支情况（左图-按区域拆分）；2023 年全球国防开支拆分（右图-按照国家/组织拆分） 

 
资料来源：IISS，SIPRI，NATO，民生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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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部分军费大国：经济基础决定国防支出；军费普

遍进入上行周期1 

2023 年全球军费 2.44 万亿创新高，占全球政府支出比例升至 6.9%。根据

SIPRI 统计，2023 年全球军费同比增长 6.8%至 2.44 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2023 年全球整体军费占比政府支出提升 0.4ppt 至 6.9%。部分主要国家简要情

况如下： 

1）美国：2000 年后美国军费占比政府支出逐步提升至 10%以上并延续至

2014 年，2015 年后在 8%~10%波动。 

2）俄罗斯、韩国军费占比政府支出相对较高，2000 年后在 10%~15%波动； 

3）印度：1992~2001 年军费占比政府支出在 10%~12%附近，2002 年后

降至 8%~10%之间波动。 

4）英国军 费 占 比 政 府 支 出 始 终 保 持 在 10% 以 内 且 长 期 趋 势 向 下 ，

2021~2023 年英国军费占比政府支出比例回升至 5%附近。 

5）日本、德国、法国军费占比政府支出保持在 5%以内。 

图4：1992~2023 年全球部分主要国家的军费占比政府支出情况 

 
资料来源：SIPRI，IMF，民生证券研究院   注：红色虚线为 2023 年全球国防支出占政府支出的平均水平（6.9%） 

 
1 在本篇报告中，同比增速数据如有 SIPRI 或 IMF 等第三方数据披露时直接引用，如无我们采用算术公式直接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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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美国：2016 年后开启新一轮国防支出扩张周期 

1、美国不同执政党对于军费增减态度不同，共和党总统或倾向增加军费。

1980~2024 年，美国七任总统中，所有民主党总统（共三任）任内军费占 GDP

比重均呈下降趋势；相反，共和党总统（共 4 任）任内军费占 GDP 比重均呈上

升趋势。（特例是共和党总统“老布什”，因其任期 1988~1992 年，处于“冷战”

结束时期，全球军费和美国军费支出均呈现下降趋势）。 

2、1980~2000 年：1982~1987 年，美国军费支出在 GDP 中的比重持续

超过 6%，1982 年达到高峰值 6.5%，1988 年后美国军费在 GDP 中的比重呈现

下降趋势并延续至 2000 年。1991~2000 年美国军费处于收缩阶段。 

3、2001~2011 年：伴随阿富汗战争（2001 年）和伊拉克战争（2003 年）

的发生，美国军费开启上行周期，军费占比 GDP 自世纪初 3.1%提升至 2010 年

阶段性高点 4.9%。 

4、2011~2023 年：2011 年起美军减少海外国防支出，进行全球战略收缩，

分别在 2011 年和 2021 年结束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军费占比 GDP 降至 4%

以下。2018~2023 年，美国国防支出恢复增长态势，或为新一轮军费扩张周期。 

图5：1948~2023 年美国国防支出分析：扩张周期还是收缩周期与党派或有关系 

 
资料来源：SIPRI，IMF，民生证券研究院   注：红色向上箭头表示军费/GDP 比例提升，蓝色向下箭头表示军费/GDP 比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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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时期，美国国防支出占 GDP 比例和占财政支出比例均处于较低位置。 

1、占 GDP 比例，2001~2010 年，中东战争是美国国防支出增速快于 GDP

增 速 的 主 要 原 因 之 一 ， 国 防 支 出 占 比 GDP 比 重 自 3.1% 提 升 至 4.9% ；

2011~2017 年，美军在海外支出战略性收缩，国防支出增速低于 GDP 增速；

2018 年后国防支出恢复增长趋势，与 GDP 增速基本吻合。 

2、与财政支出相比，2000~2023 年，美国财政支出占比 GDP 自 17.4%提

升 5.0ppt 至 22.4%（2020 年最高达 30.7%）。国防支出在财政支出的比重在

2008 年前呈上升趋势（最高在 2008 年达 22.1%），2009 年后逐步降至近年 15%

以下。 

图6：2000~2023 年美国国防支出占 GDP 和财政支出比重 

 
资料来源：SIPRI，IMF，民生证券研究院   注：采用名义 GDP、财政支出、军费支出 

 

图7：2001~2023 年美国国防支出增速和 GDP 增速对比 

 
资料来源：SIPRI，IMF，民生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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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俄罗斯：“捆绑在”能源价格上的国防支出 

1、能源价格决定俄罗斯的“经济基础”。根据牛津能源研究所统计，俄罗斯

的能源收入是联邦年度收入预算的 30%~50%，并且能源收入平均贡献了约 20%

的 GDP（占比随能源价格有所波动）。2000~2012 年，全球石油价格从不足 25

美元/桶增长至 112 美元/桶，同期俄罗斯实际 GDP 复合增速高达 18.8%。从下

图中可以看到：俄罗斯 GDP 的波动与石油价格波动趋势一致性非常高。 

图8：2000~2023 年俄罗斯 GDP 和军费增速及全球石油价格百分比变化 

 
资料来源：SIPRI，IMF，iF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注：采用名义 GDP、军费支出；石油价格变化取年平均价格的同比变化 

2、“经济基础”决定国防支出。2000~2013 年，俄罗斯国防支出自 92 亿

美元快速增长至 884 亿美元，复合增速达 19%。国防支出占 GDP 比重仅从 3.3%

提升 0.6ppt 至 3.9%，主要原因是能源价格高企推动俄罗斯 GDP 快速增长，

2000~2013 年俄罗斯实际 GDP 复合增速达 17.6%。2013~2021 年，能源价格

呈下降趋势，俄罗斯国防支出处于收缩周期。2022~2023 年俄乌冲突推动俄罗

斯军费支出快速提升，连续两年超 1000 亿美元；根据 SIPRI 预测，2024 年俄罗

斯军费开支将达到 1400 亿美元，预计较 2023 年实际国防开支同比增长 27.9%。 

图9：2000~2023 年俄罗斯国防支出规模及国防支出占 GDP 比重 

 
资料来源：SIPRI，IMF，民生证券研究院   注：采用名义 GDP、军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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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印度：2000 年以来军费复合增速达 8% 

2000~2023 年印度军费 CAGR=8%。根据 SIPRI 统计，2023 年印度军费

开支达 836 亿美元，印度成为全球第四大国防支出国家。2000~2023 年，伴随

经济的快速增长，印度的国防支出复合增速达 8.0%。2000~2011 年印度军费开

支增速相对较快，CAGR=12.0%；2011~2023 年，印度军费支出波动上行，

CAGR=4.4%。 

图10：2000~2023 年印度国防支出规模及增速 

 
资料来源：SIPRI，IMF，DefenseNews，民生证券研究院   注：采用名义军费支出 

印度政府开支逐步提升，军费开支占 GDP 和占政府支出比重呈下降趋势。1）

与 GDP 相比，2000~2023 年印度国防支出复合增速（8.0%）稍慢于 GDP 复合

增速（9.2%），同时期国防支出占 GDP 比重自 3.1%降至 2.3%；2）与政府支出

相比，2000~2023 年印度政府开支占 GDP 比重自 25.8%提升至 28.8%，复合

增速达 9.7%。印度国防支出占政府支出比例同样呈现下降趋势。 

图11：2000~2023 年印度国防支出占 GDP 和政府开支比重 

 
资料来源：SIPRI，IMF，民生证券研究院   注：采用名义 GDP、政府支出、军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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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日本：2023 年后国防支出进入扩张期 

2000~2022 年日本军费保持相对平稳，2023 年后开启军费扩张周期。根

据 SIPRI 统计，2000~2022 年日本军费保持相对稳定，在 400~600 亿美元区间。

根据新华网报道2，日本内阁正式通过《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

《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计划在 2023~2027 财年投入军费 43 万亿日元（约

3020 亿美元），较 2019~2023 财年增长 63.5%。根据 USNI News 报道，日本

内阁通过 2024 年 7.95 万亿日元（559 亿美元）国防预算法案，较 2023 年国防

预算同比增长 16.5%。2023~2024 年军费预计将连续两年实现快速增长。 

图12：2000~2023 年日本国防支出规模及增速 

 
资料来源：SIPRI，IMF，USNI News，民生证券研究院   注：采用名义军费支出 

经济发展和国防支出基本同步，2018 年后日本军费占比 GDP 呈上行趋势。

2000~2023 年日本 GDP、政府支出、国防支出复合增速分别为-0.71%、-0.02%

和 0.42%，三者增速相差不大，日本军费占比 GDP 和政府开支较为稳定。

2018~2023 年，由于日本经济疲软，且 2023 年后国防支出快速增长，日本军

费占 GDP 比重自 0.96%提升至 1.19%，呈明显上升趋势。 

图13：2000~2023 年日本国防支出占 GDP 和政府开支比重 

 
资料来源：SIPRI，IMF，民生证券研究院   注：采用名义 GDP、政府支出、军费支出 

 
2 《日本新战略文件抛弃“专守防卫”原则》——http://www.xinhuanet.com/mil/2023-01/05/c_121171524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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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韩国：2024 年后或开启国防支出扩张周期 

2000~2023 年韩国军费快速增长；2024~2028 年军费复合增速将达 7%。

2000~2023 年，韩国军费开支实现波动增长，复合增速达 5.6%。据人民网报道

3，2023 年底韩国国防部制订《2024 至 2028 年国防中期计划》，五年内将投入

349 万亿韩元（约合 2680 亿美元）国防支出，年国防经费将由 2024 年的 59 万

亿韩元增至 2028 年的 80 万亿韩元，复合增速达 7%。 

图14：2000~2023 年韩国国防支出规模及增速 

 
资料来源：SIPRI，IMF，新华网，民生证券研究院   注：采用名义军费支出 

国防支出增速快于 GDP 增速。2000~2023 年，韩国 GDP、政府支出、国

防支出的复合增速分别为 4.8%、7.8%和 5.6%，国防支出增速快于 GDP 增速但

慢于政府支出增速。2000~2023 年，韩国军费占 GDP 比重自 2.4%提升至 2.8%，

在 2018 年后军费占 GDP 比重呈上行趋势，按照韩国《2024 至 2028 年国防中

期计划》预测，韩国将延续军费扩张周期。 

图15：2000~2023 年韩国国防支出占 GDP 和政府开支比重 

 
资料来源：SIPRI，IMF，ITA，民生证券研究院   注：采用名义 GDP、政府支出、军费支出 

 
3 《韩国发布今后五年国防计划》——http://military.people.com.cn/n1/2024/0105/c1011-401533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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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英国：2017 年起再次开启扩张周期 

2000~2023 年英国军费在波动中增长，23 年军费创新高。2001~2007 年，

英国国防开支实现较快增长，复合增速达 10.9%，主要是北约在中东地区增加投

入；2008~2017 年，英国国防支出进入收缩周期，自 2007 年高点 734 亿美元

降至 2017 年低点 521 亿美元，复合增速达-3.7%；2017~2023 年，英国国防

开支再次进入上行周期，自 521 亿元提升至 749 亿美元，复合增速达 6.3%。 

图16：2000~2023 年英国国防支出规模及增速 

 
资料来源：SIPRI，IMF，民生证券研究院   注：采用名义军费支出 

英国军费在 GDP 和政府支出的占比呈缓慢下行趋势。2000~2023 年，英国

GDP、政府支出、国防支出的复合增速分别为 3.1%、4.3%和 2.8%，国防支出

增速慢于 GDP 增速和政府支出增速。2000~2023 年，英国军费占 GDP 比重自

2000 年 2.4%提升至 2.6%（2009 年）并逐步回落至 2017 年的 1.9%，2018 年

后英国加大国防投入，国防支出占比 GDP 逐步提升至 2023 年 2.2%。政府支出

增速相对较快，2000~2023 年，国防支出占政府支出自 6.9%逐步降至 5%附近。 

图17：2000~2023 年英国国防支出占 GDP 和政府开支比重 

 
资料来源：SIPRI，IMF，民生证券研究院   注：采用名义 GDP、政府支出、军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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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法国：2024 年超预期完成北约军费/GDP=2%目标 

2023 年法国军费同比增长 14%，预计 2024 年提前完成北约军费扩张目标。

2000~2023 年，法国国防支出经历三个阶段：2000~2009 年，法国国防开支实

现较快增长，复合增速达 7.9%，主要是北约在中东领域增加投入；2009~2015

年，法国国防支出进入收缩周期，自 2009 年高点 564 亿美元降至 2015 年低点

456 亿美元，复合增速达-3.5%；2015~2023 年，法国国防开支平稳上行，复合

增速达 3.8%。2023 年法国军费同比快增 14.3%至 613 亿美元。根据法国国防

部长描述，2024 年法国将提前完成北约国家军费占比 GDP 达 2%的目标。（为

满足防务体系要求，北约设定成员国的国防支出占 GDP 比例至少达 2%的目标。） 

图18：2000~2023 年法国国防支出规模及增速 

 
资料来源：SIPRI，IMF，DefenseNews，Politico，民生证券研究院   注：采用名义军费支出 

法国军费占比 GDP 相对平稳，军费在政府支出的比例缓慢下行。

2000~2023 年，法国 GDP、政府支出、国防支出的复合增速分别为 3.5%、4.0%

和 3.4%，国防支出增速低于 GDP 增速和政府支出增速。2000~2023 年，法国

军费占 GDP 比重在 1.8%~2.1%之间波动；军费占比财政支出自 4.0%降至 3.5%。 

图19：2000~2023 年法国国防支出占 GDP 和政府开支比重 

 
资料来源：SIPRI，IMF，民生证券研究院   注：采用名义 GDP、政府支出、军费支出 

284

456

613

-13.1%

9.4%

26.1%

15.4%

10.7%

-7.8%

4.0%

-7.2%

3.6%

-14.1%

3.8% 4.5%

-2.5%

7.4%

-5.3%

14.3%

-20%

-10%

0%

10%

20%

30%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法   支出 法   增速

     
2000~2009 CAGR=7.9%；2009~2015 CAGR=-3.5%；2015~2023 CAGR=3.8%

2.1%

2.0%

2.0%

2.1%

2.1%

2.0%

2.0%

1.9%

1.9%

2.1%

2.0%

1.9%

1.9%

1.8%

1.9%

1.9%

1.9%

1.9%

1.8%

1.8%

2.0%

1.9%

1.9%

2.0%

4.0% 3.9% 3.8% 3.6% 3.5% 3.3% 3.3% 3.4% 3.3% 3.3% 3.3%
3.5%

0%

1%

2%

3%

4%

5%

法   /GDP 法   /政府支出

2000~2023 GDP CAGR=3.5%；政府支出CAGR=4.0%；  CAGR=3.4%



行业深度研究/国防军工 

本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请务必阅读最后一页免责声明 证券研究报告 14 

 

 

 

2.8 德国：军费占比 GDP 比例在北约处于较低水平 

2000~2023 年德国军费实现超翻倍增长，2023 年同比快增 19.0%。

2000~2008 年，德国国防开支实现较快增长，复合增速达 6.9%；2008~2015

年，德国国防支出进入收缩周期，自 2008 年高点 451 亿美元降至 2015 年低点

382 亿美元，复合增速达-2.4%；2015~2023 年，德国国防开支再次进入增长快

车道，CAGR=7.3%。根据 SIPRI 统计，2023 年德国国防支出同比快增 19.0%

至 668 亿美元。 

图20：2000~2023 年德国国防支出规模及增速 

 
资料来源：SIPRI，IMF，民生证券研究院   注：采用名义军费支出 

德国军费在 GDP 和政府支出的占比较为稳定。2000~2023 年，德国 GDP

（3.7%）、政府支出（3.7%）、国防支出（4.1%）的复合增速较为接近，因此国

防支出占 GDP 和政府支出的比重较为稳定。2000~2023 年，德国军费占 GDP

比重在 1.1%~1.5%波动；国防支出占比政府支出在 2.6%~3.1%波动。德国国防

支出占 GDP 的比重在北约国家中处于较低水平。 

图21：2000~2023 年德国国防支出占 GDP 和政府开支比重 

 
资料来源：SIPRI，IMF，民生证券研究院   注：采用名义 GDP、政府支出、军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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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国：“综合威慑”战略下，加大前沿技术投入 

3.1 采办费比例处于上行周期；2024年采办费再创新高 

美军采办费占比呈波动上行趋势，凸显先进装备研发和批产的重要性。美军

采办费（装备采购费+研发费）占比长期呈现波动上行趋势，其波动性主要由装

备采购周期导致，我们发现：1954 年至今已有 3 轮完整的采办周期，其中包括

①1954~1975 年、②1975~1995 年、1995~2014 年。我们发现：美军装备采

购周期一般在 20 年附近，据人民日报披露4，全新研制一型跨代航空装备需要

10~20 年，与美军装备采购周期基本相匹配。2014 年后美军开启新一轮采办上

行周期，采办费占比自 2014 年 28.2%预计提升至 2024 年 37.3%。 

图22：2000~2023 年美国军费分析：采办费阶段性低点逐步抬升，现阶段处于采办费占比持续提升阶段 

 
资料来源：《2024 年美国国防开支预算》，民生证券研究院 

导弹防御系统、天基系统和任务支援或是美军下阶段采办费用主要投入方向。

根据美国国防部披露的《2024 年美国国防开支预算》，2024 年美军采办费达

2762 亿美元，其中装备采购费和研发投入分别为 1449 亿和 1313 亿美元。1）

装备采购中，飞机及相关系统（427 亿美元）、造船与海上系统（425 亿美元）、

任务支援（369 亿美元）是投入较大的方向；2）研发投入中，值得注意的是：

美军在导弹防御系统（106 亿美元）、天基系统（209 亿美元）和任务支援（513

亿美元）领域研发投入明显高于装备采购规模，我们认为未来美军对于导弹防御

系统、天基系统和任务支援的投入或将持续提升。 

  

 
4 《全心托举航空动力“中国心”》——http://www.sasac.gov.cn/n2588025/n2588139/c7853544/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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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2024 年美国国防采办费预算情况（装备采购+研发投入） 

 
资料来源：《2024 年美国国防开支预算》，民生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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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飞机：加大六代机研发投入，全方位提升空中力量 

四五代战机投入相对稳定，加大六代机研发、功能性飞机和无人机投入。 

1）主战航空装备领域，2019~2024 年，美军在四代机（F-15EX 和 F/A-

18E/F）和五代机（F-35）投入相对稳定。 

2）针对下一代（六代）航空装备，美国空军在 2014 年提出 NGAD 项目，

并预计将在 2030s 服役，在 2022 年后美军持续加大 NGAD 项目研发投入，年

投入自 2019 年 4 亿美元预计提升至 2024 年 23 亿美元。 

3）功能性飞机方面，美军在加油机（KC-46A）和运输机（CH-53K）方向

投入稳中有升。 

4）无人机领域，美军主要投向核心的三款无人机型号：MQ-4（海军无人

侦察机）、MQ-9（高空大型察打一体无人机）和 MQ-25（无人加油机），其中

2024 年在 MQ-4 和 MQ-25 的投入明显提升。 

图24：2019~2024 年美国重点航空装备采购梳理（亿美元） 

 
资料来源：《2024 年美国国防开支预算》，民生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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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导弹防御：从 MDA 一家独大到“三足鼎立”；美军

导弹防御系统投入快速提升 

导弹防御投入 5 年内实现翻倍，美军在 MDA 以外的投入快速提升。1）导

弹防御局（MDA）是美国导弹防御能力的主要负责单位，根据美国政府问责局统

计，截止 2022 年，MDA 自 2002 年成立后花费超过 1740 亿美元打造导弹防御

系统，2017 年后，MDA 增加对高超声速武器的防御能力。2）2019 年后，美

国加大对导弹防御的投入力度，自 2019 年 129 亿美元预计增长至 2024 年 298

亿美元（预计实现翻倍增长）。此外，投入方向上，美军对于导弹防御的投入从

MDA“一家独大”逐步发展为“三足鼎立”格局，MDA 获批经费占比导弹防御

总投入从 2019 年约 76.7%预计降至 2024 年仅 36.6%。相反，美军在 MDA 以

外的区域和战略导弹防御能力（2024 年预计投入 131 亿美元）及拦截&抑制发

射（2024 年预计投入 58 亿美元）两个细分领域持续加大投入。 

图25：2024 年美国导弹防御投入情况 

 
资料来源：《2024 年美国国防开支预算》，民生证券研究院  

图26：2019~2024 年美国导弹防御投入情况 

 
资料来源：《2024 年美国国防开支预算》，民生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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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导弹&弹药：2022~2024 年加大重点型号投入 

2022~2024 年美军加大重点型号导弹&弹药投入力度。 

1）“海马斯”火箭弹（GLMRS）：作为美军主力火箭炮，GLMRS 具有 GPS

导引系统，美军在 2023 年多年采购弹药计划中提出 GMLRS 的多年采购上限达

10.6 万枚，2023 年花费 13.4 亿美元采购 5954 枚（单价 22.5 万美元）；2024

年预计花费 10.3 亿元采购 5064 枚（单价 20.3 万美元）。 

2）爱国者防空导弹（MSE——PAC-3）：PAC-3 是陆军防空主力型号，使

用洛克希德·马丁全新设计拦截弹 ATM2（主动雷达制导引导头和直接动能碰撞），

PAC-3 产品性能提升背景下单价不断提升，2023 年采购金额 10.4 亿美元（252

枚，单价 412 万美元），2024 年预算 12.1 亿元（230 枚，单价 527 万美元）。 

3）联合防区外空地导弹（JASSM）：空对地半隐身巡航弹，F-35 战斗机、

B-1B 轰炸机、X-47B 无人机均装备该导弹。2024 年美军采购预算翻倍增长至

18.2 亿美元（550 枚，单价 331 万美元）。 

4）远程反舰导弹（LRASM）：可以使用多种海空地平台进行发射，并成为

世界上现役第一种能独立进行威胁分级，并自行选择最重要打击目标的智能反舰

导弹。2024 年美军 LRASM 采购预算接近翻倍增长至 10.7 亿美元。 

5）标准-6 防空导弹：美国海军防空主力型号，可从地面或者军舰上发射，

用 来 打 击 空 中 固 定 翼 飞 机 ， 无 人 飞 机 等 目 标 ， 也 可 被 用 作 反 舰 导 弹 。

2019~2023 年美军对标准-6 采购相对平稳（125 枚），2024 年相关预算超翻倍

增长至 16.2 亿美元，但采购数量仍保持在 125 枚（单价自 2023 年 640 万美元

提升至 2024 年 1292 万美元），根据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研究，单价大幅提升主要是 2024 年采购的 Block IB 改型中增加二段火

箭发动机提升拦截弹射程。 

图27：2024 年美国重要导弹&弹药投入情况 

 
资料来源：《2024 年美国国防开支预算》，维基百科，民生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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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核威慑：平台+弹药齐发展，重视新一代产品研发 

2024 年核威慑项目预算同比提升 10%，持续加大平台和弹药投入。美军核

战略平台进入升级换代期，其中主要包括哥伦比亚及核潜艇和 B-21 远程战略轰

炸机；同时，平台相应配套的弹药的投入也在持续提升，具体如下： 

1）哥伦比亚级核潜艇：哥伦比亚级核潜艇于 2016 年展开设计工作，2020

年开始建造，预计 2031 年服役；用于取代 14 艘俄亥俄及弹道导弹核潜艇。项

目的总预算为 1098 亿美元（12 艘），每艘潜艇的平均造价 91.5 亿美元。若把项

目的前期开支计算在内，则首艘的建造成本达到 150 亿美元。 

2）B-21 轰炸机：B-21 项目在 2011 年被美国空军提出并在 2015 年正式立

项，用于替换 B-1、B-2 和 B-52 三款战略轰炸机，根据 AirForceTimes 披露，

B-21 项目预算达 2030 亿美元（包含研发、采购、运营），采购单价约 6.92 亿美

元，美国空军计划至少采购 100 架来替代 B-1B 和 B-2。2023 年（48 亿美元）

和 2024 年（53 亿美元）美军加大 B-21 投入力度，预计将在 2027 年服役。 

图28：2019~2024 年美国主要核威慑项目及其投入情况 

 
资料来源：《2024 年美国国防开支预算》，《关于中美建立网络-核指挥控制与通信系统稳定性的报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维基百科，民生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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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天基：研发经费是现役装备采购 4 倍，增长潜力较大 

加快卫星发射抢占太空高地；大力投入新一代高轨导弹预警卫星系统。2024

年美军在天基系统的预算投入达到 333 亿美元，较 2020 年 141 亿实现较快增长，

复合增速达 24%。在重要天基项目中，国家安全发射（NSSL）和下一代导弹预

警卫星系统（NG OPIR）的投入增长较快，具体如下： 

1）国家安全发射（NSSL）：NSSL 项目主要负责火箭（卫星）发射，为确

保供应链安全，美军一般选取至少 2 个商业可行性高的国内核心供应商负责火箭

发射。1990s~2000s 主要由波音的 Delta IV 和洛克希德·马丁的 Atlas V 负责发

射任务；2014 年后，通过引入 SpaceX 公司，NSSL 发射任务主要由 ULA 公司

（波音和洛克希德·马丁的合资公司）的 Vulcan 和 SpaceX 的 Falcon 9 负责。

2023~2024 年，美军加大 NSSL 项目投入力度，旨在抢占太空战略高地。 

2）下一代导弹预警卫星系统（NG OPIR）：美军太空预警卫星系统经历了

国防支援计划卫星（DPS）和天基红外系统（SBIRS）两代产品的发展，2019 年

美军停止对 SBIRS 继续投资并开始加快研制下一代导弹预警卫星系统（NG 

OPIR）。2020~2024 年，美军对 NG OPIR 的投入金额自 17 亿美元快速提升至

50 亿美元。 

图29：2019~2024 年美国重要天基项目及其投入情况 

 
资料来源：《2024 年美国国防开支预算》，《关于中美建立网络-核指挥控制与通信系统稳定性的报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维基百科，民生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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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全球军费处于扩张周期；美军“综合威慑”

战略意在加强多领域全方位的战略威慑力 

我们通过分析三个角度——1）全球军费发展历史，军费与 GDP 及政府支

出的关系；2）全球 8 个军费大国的军费历史回溯；3）美国的 2024 年军费投入

方向分析。有以下观点供参考： 

1、2016 年后全球军费再次进入扩张期；区域军费变化反映全球矛盾趋于复

杂化。1）从全球整体来看，2001~2011 年全球军费经历了 21 世纪第一个扩张

期，军费复合增速达 8.8%，同期美国军费复合增速达 8.5%。2012~2015 年短

暂休整后，全球国防支出在 2016 年进入新一轮扩张期，2016~2022 年全球军

费复合增速达 4.7%。根据 SIPRI 统计，2023 年全球军费同比增长 6.8%至 2.44

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2）分区域（洲）来看，近 10 余年全球各大洲国防支出

占比从美洲一家独大向多区域均衡化发展，2010~2022 年，亚洲、大洋洲、欧

洲区域的国防支出在全球军费占比中实现不同程度的提升，我们认为：根据全球

经济发展的情况，全球各区域的国防力量实现重新分配；同时，除美洲外其他四

大洲的军费占比提升同样也反映出全球矛盾从集中化向多区域复杂化发展。 

2、21 世纪亚洲国家国防补偿性发展，欧洲国防支出发展慢于经济增长。通

过研究全球 8 个军费大国的国防开支历史，我们发现：经济发展与军费投入具有

相关性，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国防支出呈补偿性的较快增长，其中：1）亚洲：

2000~2023 年，GDP 增长较快的印度和韩国，国防支出出现补偿性发展，印度

和韩国军费复合增速分别达 8.0%和 5.6%；而经济增长相对较慢的日本，其军费

相对平稳。同时，日本和韩国的 5 年国防计划均对未来国防支出提出较为明确增

长的预期。2）欧美：2010~2018 年，欧美主要国家军费增长普遍慢于 GDP 增

长（美、英、法、德），进入国防支出收缩期。2018 年后欧美国家开启新一轮军

费扩张周期；根据 NATO 披露，2023 年北约国家军费投入约占全球军费的 6 成。

3）俄罗斯：俄罗斯 GDP、政府开支和国防开支均与能源价格高度正相关，SIPRI

预测 2024 年俄罗斯军费开支将达到 1400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 

3、美军采办费处于上升周期；“综合威慑”战略瞄准多领域进行针对性投入。

1）美军的装备采办周期一般为 20 年，自 2015 年美军采办开启新一轮上行周期，

并在 2024 年得到延续，2024 年美军采办费占整体军费比重提升至 30 年新高

（37.3%）。2）美国国防部在《2022 年国防战略》中提出——“综合威慑”

（Integrated Deterrence）是美国国防战略的基石。根据太平洋学报的解读，

“综合威慑”是一个跨常规、核、网络、空间、信息等多领域、多战区和多冲突

范围的战略框架，同时将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外交、军事、情报力量紧密结合形成

的新威慑能力。在“综合威慑”战略指导下，2020~2024 年，美军针对核威慑、

导弹防御系统、天基系统三大关键领域加大力度投入，投入金额预计均翻倍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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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风险提示 

1）历史规律有可能失效。报告中从各大洲、主要军费大国等不同角度进行

了历史数据的分析，形成一定的规律性结论，但在对未来预测时历史规律有可能

失效。 

2）区域冲突不确定性。因为地域冲突对于各大洲区域军费或相应国家军费

短期影响较大且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区域或国家军费具有波动性及不确定性。 

3）军费支出不确定性。美国军费和采办费呈现出周期性，同时，美国军费

和采办费的波动与经济周期、政治周期和战争均有较大关联度，因此历史数据仅

为美军未来支出提供部分解释，因此美国军费和采办费有较大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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