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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会对国防部武器采办甚表关注的情况下，美国总审计局不久前就此进行了调研，并于今年2
月13日向国防部长威廉·科恩提交一份题 为《更合理使用国防部有限采办费可减少损失》的报告。报
告认为，现行武器采办做法多有不当，应予改进。现摘编于后。  

  国防部的采购费自80年代中期达到最高峰后，一直呈下降趋势。1997财年降到438亿美元，按该财
年恒定美元值计算，与1985财年1343亿美元相比，减少67％。  

  国防部采购新武器分两个阶段进行，即初始小批量生产阶段 (LRIP)和全速生产阶段。实施初始小
批量采购的目的有三：①提供少量武器，用于作战试验与鉴定；②建立武器的初始生产基础；③有条不
紊地增加产量以便尔后开始全速生产。在这一阶段中进行的包括外场试验在内的作战试验与鉴定，旨在
论证武器军事应用的有效性和适应能力，对于武器采办开始转入全速生产并确保武器性能达到设计指
标，相当关键。按照有关法规规定，在LRIP阶段，国防部只准采购最少量的新武器。在武器设计定型、
性能得以验证后，进入全速生产阶段。实际上，国防部把初始作战试验结束之前的任何生产都看作是初
始小批量生产，而全速生产是这些试验之后的活动。  

  鉴于武器采购费逐年减少，近年来国防部采取的主要对策是，减少全速生产阶段武器的年采购量，
延长这些武器的生产期限，大量优先购买LRIP阶段未经试验的武器。这些做法带来的影响是很大的。  

  减少已验证武器年采购量必然导致武器单价上涨，并拉长武器全速生产的期限。调研报告指出，在
所审查的22种已验证武器中，有17种年实际生产量都低于原计划，从E-2C“鹰眼”的10％到“标准”导
弹的88％不等，平均比原计划低57％。比如，海军原计划每年采购600枚“战斧”巡航导弹，而实际上
平均每年只采购276枚导弹，比原计划降低54％。在武器年采购量减少情况下，要达到规定的采购数
量，势必要延长武器全速生产的结束时间。  

  减少已验证武器年采购量，必然导致单件武器成本的增加。这方面例子很多，如海军原计划每年生
产48架T45教练机，单价为870万美元。从1994年开始全速生产以来，每年只生产12架，单价提高到1820 
万美元。按此年产量计算，T45在1996财年的总成本将比原计划增加3.45亿美元。又如，陆军计划办公
室在过去3年中，平均每年采购16架基奥瓦轻型侦察直升机，单价为1 022万美元。如果年产量增加到最
有效的72架，单价可降到572万美元。  

  延长武器全速生产期又会使武器采办总费用大大超过规定值，导致恶性循环。调研报告指出，前面
提到的17种降低年产量的武器，它们的全速生产期都被延长，平均比原计划延长 8年，最少的是“复仇
者”导弹的1年，最长的是“黑鹰”直升机，原计划11年完成，按现在的采购速度，要用54年，比原计
划延长近43年。到1996财年为止，这17种武器的采办费用与按原计划进度相比，已高出近100亿美元。
何况其中的14种武器在1996财年以后仍将处于全速生产阶段，因此，其超出的总费用，将大大高于100 
亿美元。  

  大量不适当地购买初始小批量生产阶段的武器影响。经验证武器的采购，在使用可靠性上也冒风
险。  

  调研报告指出，为了满足新计划的需要，国防部不适当地把大量购买LRIP武器放在高度优先地位，
使得许多全速生产阶段武器不得不削减一半。这一举措无异于浪费，因为在使用这些未经试验的武器之
前，国防部必须高投入对其进行改进。例如，C-17运输机、T45A教练机和陆军的中程战术导弹，在试验
与鉴定阶段都遇到了类似的问题。降低武器年全速生产量，转而生产过多的LRIP武器，这一趋势使采购
费不断增加。例如，在1995、1996和1997财年，国防部把陆军处于LRIP阶段的长弓海尔法反坦克导弹年
采购量从 0枚分别增加到352枚和1040枚；而海军在同财年期间，将其全速生产阶段的标准导弹数目从
202枚分别降到64枚和27枚。其结果，前者小批量生产经费从4 120 万美元增加到2.495亿美元，而后者
的全速生产经费则从2.404亿美元下降到1.975 亿美元。  

  总审计局认为，最大限度地降低LRIP武器的生产量，能降低生产未经试验武器的风险，可把更多的



经费以更有效的速度和更低的成本全速生产已验证的武器，及早装备部队。为此，现行武器采办政策应
予修改：①将LRIP武器的年采购量降至最低；②在LRIP阶段，一般不再提高武器的生产速度和产量；③
在提交未来预算方案时，把全速生产阶段武器的有效生产经费放在优先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