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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序言

本报告是由秘书长根据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大会第 3462(XXX)号决议所

任命的关于军备竞赛及军事支出的经济及社会后果顾问专家小组编写的。 大会在

该决议中要求秘书长在他任命的合格专家协助下更新题为《军备竞赛和军事支出的

经济和社会后果;; \的报告，内容包括该报告的基本论题，同时考虑到他认为必须

顾及的任何新发展.

谨代表联合国感谢顾问专家小组的一致报告，并请各国政府、联合国各组织和

世界公众舆论注意这份报告。

我已根据大会第 3462(XXX)号决议将本报告提交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

~加邮牛4
秘书长

库尔特国瓦尔德海姆(签名)

A/8469/Re 飞 1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 72. 工 X. 16). 

(以下称为一九七一年才Iz告) 0 _ 1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大会第 32/75 号决议

32/75. 军备竞赛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及*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极为有害的影响

大会，

审议了题为"军备竞赛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及其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极为有，

害的彩响"的项目，

回顾关于这一问题的一九七0年十二月七日第 2667(XXV)号、一九七一

年十二月十六日第 2831(XXVI) 号、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六日第 3075(XXVlII)

号和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一日第 3462(XXX)号决议，

深切关怀地注意到大会虽然一再要求执行旨在停止军备竞赛的有效措施，

但是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仍然以惊人的速度继续增加，从所有国家

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吸取大量物力和人力资源，并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

危险，

认为日益升级的军备竞赛是同旨在建立大会一九七四年五月一日第 3201

(S-V工)号和第 3202( 巳-V工)号决议所载叫廷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

《行动纲领》、大会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二日第 3281(XXIX) 号决议所载《各

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 J 以及大会其他决议所确定的祈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各项

努力不相容的，并认为这些努力越发意味着一切国家都婆为了达成停止军备竞

赛和执行有效的裁军措施，特别是在核裁军方w;采取坚决行动，

意识到裁军是一切国家户室关切的孚项.因此所有各国政府和人民都迫切

诗妥获悉和了解当前军备竞赛和裁军方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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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与;; 34 '3 2 p::，:二)号:去i{_~求，.丛书长在他任命的合格专 7jt协助下吏节一

九七一年题为 罕备竞罚;口军芋支出的经济和 ?J会后果 1 灼扎告，内容包

括该扣告的圭本足，同时Jf 陀 fJ] 人亏心及的 1:::: 仔计发晨，并及时忏抗

告提交犬会，使它位恰在审三十二JE 会议〈甘以审议，

1 芮立地吹迎卡;书长关于军备竞鄂、和军事支出的经济和社会后果自~lí!f订

ii:~告， 2 羊~--示希望这份报告将有工"于未沃的裁军谈判，~中注声27变我军以及在有

效的国际监 EF下全面彻底浅军的目标:

2. 对秘书长、 J呗时专家以及协助交利这时报告的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

表示感放;

3. 决定将这份子民告转交大会定于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三日至六月二十八

日在纸约举行的专门讨10 '; ，~羊肉吐的特别会议:

4. 硅议未采的~~\~豆谈判应考虑到这份关于手备完税和军事支出的经济和

社会后果的汗订11'Z告 t'0 fð1~; 

5. 请秘书长安1if把这份报告作为联合国出版物付印.并在他认为适

当和实际可行的范国内，用尽可能多的语文广为宣传;

6. 主i2.各国政府尽可~ë:广泛故发运份子且告，包括把它译成各自本国语文;

7. 请各专门机构以及政府间组织、国家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利用它们的坟

岳厂泛宣传达份报告;

8. 重申大会决定经常审查题为"军活无棍的经济和社会后采及其对世

界和平与安全极为有舌的V响"的项目，并决定把它列入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

的临时议程。

2 jν32/88 和 G ，-，]、气 l 和 A ，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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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文函

一九七七年七月八日

谨随函送上秘书长根据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大会第 3462(XXX)号决议第

2 段所任命的军备竞赛和军事支出的经济和社会后果顾问专家小组的报告.

按照大会决议所任命的顾问专家姓名如下:

西蒙·阿尔维托·孔萨尔维先生

委内瑞拉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

亨德里克·德海恩先生

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国际经济关系教授

德拉哥米尔·德约基希先生

南斯拉夫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参赞

乔治·多尔古先生

布加勒斯特经济研究院院长，经济学教授

瓦西里·耶梅利亚诺夫先生

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普拉西多.加尔契亚.雷诺索先生

墨西哥国立大学前经济学教授

萨阿德·哈什米先生

印度常驻纽约联合国副代表

罗纳德·惠斯肯先生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及国防研究中心访问研究员

拉迪斯拉夫·马特杰卡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主席团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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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井昭

日本外务省顾问

艾萨克·伦道夫先生

利比里亚前海关总监

库尔特·罗特席尔德先生

奥地利，林茨大学经济学教授

伊夫·于尔莫先生

巴黎，国立统计及经济研究所综合研究主任

本报告是一九七六年七月至一九七七年七月期间编制的，在此期间小组举行了

三次会议，头两次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六日至三十日和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至三月十一日在纽约举行，第三次于一九七七年七月四日至八日在日内瓦举行。

顾问专家小组各成员感谢联合国秘书处、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各

成员给予的协助，并特别感谢秘书长出席该小组的代表助理秘书长罗尔夫·比耶尔

纳斯塔德先生、小组秘书里维马、博塔先生和秘书处顾问、哥本哈根大学的安德斯·

博斯罗普先生 E

我谨以顾问专家小组主席的身分代表本小组提出其一致报告。

此致

纽约

联合国秘书长

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阁下
~哈J n~ι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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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1. 核战争导致最后自取灭亡的威胁是世界当前面临的最危险的情况。多年以

来，核军火库已经足可毁灭整个世界，但是，由于核武器的积累和技术的改良继续 j

不断地进行，此种情况库陷愈深，人类走向最后Y(亡的手段愈益增加。

2. 今日不可能以进一步地加军备的方式来达成有效的安全。世界老早就到了

只有以下手忱式才能达成安全的地步了:裁军;所有国军在一切顶域内扩大国际合 l

1F; 在互惠的基础上建立密切的较系，川向除现有紧张和冲突根源的关系，禁止在国 i

际关系中使用武力。 继续进 li军备竞赛，使军事情况息:来愈危险，仿碍上述那种

国际，合作的充分的变展，结果会使政治的分歧有增无域，对抗局面持续存在，安全 l

受到侵蚀。

3. 军备竞赛的费用两其庞大。全世军千百万人加入军队，又有千百万人从事

与军事有关的工作。 过去五年，世界军费按目前的价格计算超过一万八千亿美元。

同时，几乎所有国京都有大量社会问题仍待处理 3 公用事业、卫生、教育、住房、

环境保护和一月2社会7;t经济进展都需要军备竞赛消耗的资滞。

也 使世界荤上最7七阴影的是最大强国的军队和他们所配备的武器町巨大吨坏

能力。 但是世界其他地区的军备的积累也引起了 m.犬的威胁。 第三世界国家或

各主要大国本身可能在这些领域中更生冲突，即使它们不发生冲突，以住数十年的

经验已经显示，现代武器，即使是所谓的"常规"武器，可以造成使犬的吱坏.

5. 以上各点是一九七一年提交大会的关于"军备竞菜和军费的经济和社会后

果斗的第一个报告 1 中着重提出的主要特点。 这些特点今天仍然完全存在。 事

实上，军火库在大小和精致程度上一直在增长，而且，具有更大吨坏力的新式武器

已在更展的或能够操作的阶段。 大量积累武器特别是核武器带来的威胁继续增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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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世界和绝大多数国家在军备竞赛方面的费用继续增高，而发展问题和社会需要

的迫切仍和以前一祥严重。 战争的威胁、最后灭亡的危险和军备竞赛的人和物质

方面的巨大的代价仍然是必须裁军的原因。

6. 但是从一九七一年到目前这段期间，有蚓字点已经有所改变，其中有些彻

底改新，有些仅仅是一九六0年代已经出现的、已成为迫切需要裁军的另一因素的

一种趋势的进一步的推演。 正如人们所料，大固在实际减少其军火库方面没有作

出什么进展，反而继续扩充和改良，在这种情况下，军备竞赛也就越来越难在地理

上加以限制。 有区域军事重要性的新的强国正在突起，在所有大陆上，加入整个

军备积累从而获得日益精密的武器的国家为数也越来越多。

7. 在军备竞赛的费用方面，情况也越变越坏。在一九七0年代，促多国家遭

遇到严重的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 其他国家大多数也因这种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

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和国际付款制度的瓦解而问接受到波及。 结果，但多国家的社

会和经济领域内的政府方案不得不缩减。 同时，环境维护和资源保持比以往更受

重视，而且越来越令人忧虑，尽管其原因咯为不同。 面对这种黯淡的经济前景和

资源的缺乏和物质环境的脆弱的日益醒觉，军备竞赛的继续一味任意浪费愈显得不

合理不能接受。

8. 在国际关系方面，同样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的国家和国家集团开始在经

济和政治上崭露头角。 以前的结盟方式在很多情况下束缚各国的社会发展，妨碍

国际合作在一切国家的主权和自由参与以及权利和义务平等的基础上发展。 最能

有系统地和明确地表现出这种趋势的是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决定。

9. 一九七0年代被宣布为裁军十年。这十年现已经过三分之二，可以开始检

点工作。 这段时间的特点是，军备竞赛的主角之间的缓和己经巩固，关于限制军

备的双边和多边局部协定已经通过。 讨论欧洲安全及合作的赫尔辛基会议对于缓

和的巩固尤其重要。 但这些成就极为有限，既不能扭转也不能止住军备竞赛的浪

潮。 已经可以明显看出，裁军十年不大可能导致期望的结果，在计划下一个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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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时必须慎重考虑到这种失喷的原因。因为绝对不能松懈下来。冥正的大量裁军，

特别是核裁军，特别是军火库和军事预算最庞大的那些国京的核裁军，仍然是最迫

切的工作。 所有国家和政府都有责任采取有效的行动来终止和扭转军备竞赛，以

达成真正的安全，除去社会和经济进步上的主要障碍。

10. 在把最新资料编入一九七一年的报告时，我们大体上保持了原来的结构。

第一章就当前的军备竞赛情况作了一般性概述。 着重的主要是证明在军备方面不

断作技术革新的竞赛是多么根深蒂固，并对军备竞赛的这个主要特征进行研究。在

军备的质的改进方面的竞赛导致了一些可能有深远的军事战略影响的技术进展。这

也是日益显著的横的扩散趋势-一即武器逐渐扩散到更多国家一一后面的主要动力

之一。 在有些方面，使军备竞赛持续不断的动力，在必须不断军事技术的策动之

下，程度加强，种类增多。 这对于如何裁军都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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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第二章评价军备竞赛按资源(即物质的、人力的、 f口 C，[才::;( Il句话;电)计算的庞

大的和不断增涨的费用。 如果把这些费用与经济发展、营养、卫生、教育、环境

保护、新能源和原料的发展及很多其他方面没有满足的迫切需要加以比较，就很明

显地可以看出这神浪费的巨大和不可忍受的程度。

12. 但是军备竞赛在社会和经济领域内的不良影响不只限于切开引起的资;民':J浪

费，第三和;第四章讨论军备竞赛在社会、经济、政治和安全各方面的更广泛的影日内。

为方便起见，再细分为国内的和国际的影响，尽管这种细分在某些方面是勉强的。

因此，第三章讨论为社会的一般演进而维持一个庞大军事部门所涉各种问嗖。 主

题包括: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反面影口内，庞大军事预算对于某些国家内通货膨胀上

升的趋势和经济的不平衡可能发生的作用，以及持续进行军备竞赛可在利益的社会

部门的出现在社会和政治领域内最广泛意义的影响。

13. 弟四章讨论军备竞赛所涉国际上各种问题。 最重要的当然是军备竞赛引

起的和使人更加感受的战争威胁，包括终子全世界毁灭的威胁。 但是，事实上简

直可以这样说，除此以外，世界当前进行的军备竞赛使结盟和对抗的方式建立，影

响国际贸易和援助的流动，才走术的转让及其他交流，从而影，1向到国际关系的几乎一

切其他方面。 特别是军备竞赛的持续与各国在建立新国际经济秩序方案中提到的

平等和合作基础上重新建立关系两者之间显然是不相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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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多年来世界各国每年以相当于今天的价值的三千五百亿美元移用到军事目

的上Q 在军费方面罚先的六个国寰的数字》占这个总数的四分之二。 总共说来，

世年全i'fß 出产和服务的百兮之五侈屑于军事目的。个别国家干事用的百兮比大歹吹是百分

之二至八，虽然幅遣的两个钝端是，最低不到百分之一，最高超过百分之三十。

15. 军备竞牙、吨来越成为一个世界性现粟，虽然军备竞赛的剧烈程度随区域而

有明涩的差别，几乎没有什么国家没有参加，主要区域全部参加。 最大军事强国

之间的军备竞赛不消说最为重要。 它们之向的军备竞赛侈用大量资源，导致最大

的潜在危险，成为世界性军备竞赛的主要动力。 这种竞赛甚至 rhì主些国家的军火

库的巨大容量和迅速扩充所显示的还要剧烈，因为它主要是在质的方面而非量的方

面，每一系列的新武器都比前一系列更为复杂更具有杀伤能力。 在中东等地区，

宽容质量祥重。 在世界某些其他地区"军备竞赛"一词不大适用，但在每一主要

区域及大多坡国安中，扩充和加强军事力量的势头可说是有坷无已。在国家易受政

治、军事及其他方面压迫的区域，其他强国的抗争导致干预的区域，领土被外国占

坷的区域，和国交部到自马的主权和j虫立直接受到威胁的区域，军备竞赛的势头也

就特别大e 因此，广大范国的军备竞赛可能更加剧烈。

16. 军备竞赛的这种全面性也反映在向海洋和外空扩散上面。 在海洋上，近

些年来军事抗争一直在加强，而由于诸如航海、监视和确定目标等军事目的，对于

各主要大回来说外空是 t:t为重要的，

万 美和'JJ坚合众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国、法国、大不列颠及北受尔

兰JJ?合王固和注:专志政邦共和国。

斗 但必须指出，模拇《各国在探索与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的外层空间活

动原则的条约;> (大会第 2222 (x:x:r)号决议)的规定，禁止在外空设置核武

器戎任何其他种类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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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世界性军备竞赛的主要工具是各最大军事强国之间在质的方面的军备竞赛。

这主要是由干这些大国差不多垄断了先进军事技术的发展，以压倒多数生产和出口

世界先进武器，而在政治和军事上有全球性的利益关系。 这六个主45军费支出国

支出的费用不但占世界军事费用的四分之二，而且几乎一切军事研究夜发展和武器

及军事设备的出口都是由它们进行的。 军各方面的所有重要发展都从这些国家开

始，再从这些国家相隔一段戎大戎小的时差扩散到世界其他各地J 就很多种常规

式器而言，近年来这种时差似已缩小。 同时，正当纯于军备竞赛边缘上的国家吸

牧这些武器，处于军备竞赛中心的国家又在发展一系列新武器来取代这些武器，为

另一回合的转侈和仿效英定基础。 在这少数生产国之外，军备竞赛戎竞争要大量

或往往是全部依革外固供应武器、技术人司和教官。

18. 各国武器储存的清单是不发表的，而且就大多数军备种类而言，关于世界

武器储存的估计数字很难加以确定，一部分是由干不是一切国家的数字都为人所知，

一部分是由于同一武器系统总类 例如超音速战斗机~一一中的不同类型不能加在

一起作为世界总数，因为它们的性能和使用环境大不相同。 但可作一些粗略的说

明:

19. 当前，核武器的储存足可毁灭全世界很多次。 这些武器和用来发射它们

的火箭、飞机和犬炮种类不断增多，性能也不昕改进。 目前军火库中的核弹头数

字无人知道，但各种不同的载运工具的数字却大体可以确定。 从这些数字可以推

知，在一九七四年，美国和苏联境内的所谓"战咯"核武器中包括可以由火箭戎轰

这里 lZ别处提到的"六个主要军费支出国"-过明于本书;告的主ι的-11 分

类一一不能用来掩饰这一展团中的极大的差别。 并非所有这些国家都在武器

革新过程中戎在武器生产和出口方面居领先地位;在这个草团的国家中，军费

支出的差别模大(按人口计算的军费支出的差别更大) ;而且并非所有这些国

家的军事能力都具有世界性军事战略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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咋 7月」变计民 J l) - 1. 1, 000 热核弹头。6 这个坎字一直在迅速升高。 在其他核)Ë\

器国菜，夜武器羊、!~军也在增多。 国际和平研究所所提供的坟字吱示，两个主要

气大国的可以火箭发听的惮头我字从一九七0年的 3， 700 个3'IJ-九七六年的 12 ，

000 个，增加到三倍以上。7 一句E认为，这些弹头合并起来的哝{F 力量相等于一百二

十万个投在广岛的川么大的咋弹。~~于听谓"战术"核武莓，情况 Jj-/S 更难确定。

其攻字竣认为比"战咯"核弹头约大四倍，但其合并的导炸力只不过是后者的-/J 、

部分。 根据一个资料来源，犬约祖等于七亿吨向恩 1币，气 '1 Ji万个广岛关型炸弹

20. 即使大多吹国末诸如飞机、战斗TE只和坦克车等主妥神类常规武器的均字

可 I'~ 作出大体可以相[言的「古计，1J但是王于上述自在 i斗，总於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Q 只

有战斗船只的绞字是[古i十情存的当前价值的一个尝试，这些攻字~~ Ili~ 到战斗船只的

犬小、寿命和武啡，把计术革新也估计进去。11 即使这些估计也是根据可能引起异

议的一些1吃定而作出的，只能饪咯地表示一些趋势。 这些估计显示，过去这些年

来世禾战斗恰只总我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尽管世界晴芹的价值(夜定值美元计算)

由一九六O导至一九七0年增加了一倍，由一九七0年至一九七六年又增加了百分

之三十。 其他几类军备价惶的增加型式好策也是如此:以攻字计革的世界恃存大

体保持不变，但是就费码和性钱来说，世界储存增加愤快，特别是在一九七。年代

呢有类型很快扩赴到越来越多的国末，特别是现代飞机。 一九六五年只有十二个

周防浅言报"，第二卷，第 7 号，一九七四年八月(华盛顿，国防情捉中心)。

国际和平研究所，一九七六年世界军备及裁军年鉴、j 蒂 24~25 页。

8 鲁恩 容瓦尔德:飞一九七六年世界军事及社会费用?，第 1 0 ~ 11 页。

国际和平研究所:裁军与毁灭的抉择〉，一九七五年，第 11 W 。

可参考的资料包括《军事均衡;} ，由战咯研究国际研究所每年出叹一次。11-恩
节手7t 乍乓 7生 一九七七年世界军事及社会费用 k 中引述了下列世界性总数:坦
克车: 1 24, 000; 战斗船只: 12, 400; 战斗机: 35, 0000 

门 罗纳德 窍、斯肯海军"，
1

海洋年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一九七七年
(即斗阵出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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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拥有超音速飞机。 十年以后这个歧字增加到四十一个。 过去二十年，

少数几个主要武器生产国就一共支展和生产了七十多种攸此显然不同的钱击机、战

斗机和攻击机，一百四十多种这类飞机的变种。 此外还有三十至四十种类或变种

是在尚未生产以前被撤消的。 即使在作过通货膨胀的调整后，战斗机的单位价格

也是每四至五年增加一倍，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每架二十五万美元(一九七五

年价格)至当前的远远超过一千万美元，这个数字反映出性质和武荐方面的改善所

需的费用。 大多数现代武棒系统、发展、制造、作业和维悖的一切费用都急剧增

加。

21. 由于本报告讨论的是军备竞赛和军事费用的经济甜会后果，以下各章所

着重讨论的将是专门用于军事目的而不用于有益的非军事生产的巨大人力和资源。

但当前军备竞赛的主要特点是，生产和部署的武器和设备在质的方面不断改变。推

动军备竟容的势头主要是这个特点，因此，终止或控制军备竞莽的工作使非常复杂。

22. 以往十年，在核和常规战争工具方面不断有了些新的发展。 由于这些技

术的改变和质的方面的改变没有显示出诸如原子弹或外空技术的出现等先前的一些

发展所具有的惊人和惹人注目的性质，因而现在有一个危险性，就是可能看起来军

事技术大体上没有什么改变。 这种沾沾自喜的态度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最近的

发展对军事能力、世界性纯灭潜力和战略条件、可能性及理论都有城远的影响。后

面讨论到，这些发展在有些方面大大减少了核军备竞赛的危险。 在技术发雇主个

关键方面及其所涉各种问题上，当前军备竞赛的剧烈和危险桂度仍然和以往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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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本11Z告不能详细列举或全面评价罕备明域中在质的方面的最近各种发展，

不过忏提出一些最显苦的发展情况，以说明目前军备竞赛受迅速的技术发展的支配

到了怎悖深切的 E 度。 特别要注意到，由于军事费用屑于研究及发展的比率很高，

近几年来整个世界和一些犬目的军事费用保持相当的稳定决不是说军事局势也相当

的稳定。

2 晶， 一九六0年代罕 ;&~i莽的最重要和惊人的情况是洲际远程弹道导弹和潜艇

发时的弹道导弹的支展和全面部号，以7J..卫星侦察和通讯系统的有关部署。 六十

年代井了时，发展反弹道导弹以及采取对应措地一一增加发射器的进目，特别是增

加导个发射器的弹头我目，以便压倒反弹道导弹系统的优势的办法可能造成听的螺

旋式军备竞赛，引起了普遍的关注。 后一项发展的技术形式便是多弹头分导返航

运在工具。

25. 一九七二年五月，美国和苏联签订了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的初步协定(限制

战略武器会议一) ，走出了反弹道导弹发射场以及洲际远程弹道导弹和潜艇发射的

弹道导弹的发射器的最高限饵， 主要在子制止其发展。 他们成功地停止了反弹

道导道系统的部署。 自一九七二年以来，发射器的关目一直在增加，现已接近协

议的最高坎坷。 一九七六年，两国合计大川有 2， 500 个洲际远在弹道导弹和

1, 400 个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 f 2 

26 习二十足告在另一幸中指出，限制战i也武接会议走有其低tUF屑的，但重;运而

一点是.不应当忽视了这个协定在 U良制战咯武每万百崎严重缺陷。 这个缺陷造成

了近几年来夜战略武器的军备元奏越来越向质的方百发展。 在改良反弹道导弹系

坑上保持了非常积吨的研究及发展方案臼 主个限制战咯武器会议协定对多弹头分

导近就运我工具的部署并没有任何显昔日甘彩口向。 因此，洲际远在弹道导弹和潜艇

发射的弹道导弹的可发射核弹头数目每年增加了大约 1 ， 000 个， 尽管自一九七二

〈国际和平研究所世界军备和裁军年鉴，一九七六年> (7看上文脚注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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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来川际远程弹道导弹和潜挺发射的弹道导弹的发射器装目保持相当程度的固定。

(这就是说自一九七二年以来弹头~在目的增长率已在下降)。口

27. 此外，一项超越多弹头分导返航运载工具的重大革祈已经发展到高级阶段.

这是一种机动性始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在它的轨道的最后阶段能格改变方向 Q 这

项革新会使防卫弹道导弹的攻击更形困难，特别是在配上 T)~ 正发展中的最后制

导系统之后，可使机动性的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型的导弹的准确度达到数十公尺以

内，而不隶目前约准确度只略少于一公里。 准确度这么高的导弹第一次发肘一个

弹头差不多就能够摧Et目前保护陆上基地的川际远程弹道导弹的仓哇。 这么一来

就可能要考虑使用战略核武器的节方法了。 除了作为一种能抄对居民点和工业中

心进厅犬规模报复行动的主要威慢工具之外，弹道导弹还可能发捍"反击"作用，

即在战争开始时攻击敌人的武器和平事设备以争取军事优势，或者利用导弹来进行

设想的"有限"核战争。 至;23内这一类的理论就会大大提高校战争的可能性 14

28. 部看远在巡航导弹的后果也是同样值得注意的@ 这些在发展中的武器，

报说是一种高度机动、无人驾驶的小型低飞飞机，能够配备核弹头或常规弹头。现

百型式的射程远达在千公里，并配有;住J局的制导系统，这个系统每阳一定距离就根

括地形同地固的是别调主导弹的轨道@ 所以，其准确度是-mA'H才程而定的。 单

从几何形状是不能确定巡吭导弹配带的是核弹头还是常泪弹头，在广大的范国内，

也不能"~定其可能的射程。 此外，它还是一手中小型的、易于隐藏的运载工具。末

日 参看"防卫报〉，一九七四年八月，第 3 卷革 7 期，国际和平研究所: ("进攻

性导弹)> ，斯传哥尔摩论文第 5 尉，一九七四年，第 26 页，以及〈国际和平

研究所世界手备和哉罕年鉴丁、自甘于斤版本，和目际战略学研究所出版的《军事均

住o 祈版本。

1ι 同样的，各种旨在低估核战争的后果，和使它更能核实现的研究的出现，也必

然使人关切。 多看"核战争全球性后果的透视》，美国军备管制和裁军暑

(出版日期不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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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甘关于战略式;~协定均谈判会更形因可位，因为不在身技实这些武器自甘、注目。 巡

讥导?手的成本主少;I-比;:11 [平远在洋过导洋少一个位次，所以在未来几年内这种导弹

是心技固和其他许多目:j\:;竹力部艳负担，且是灼。 过去一段时间， .在封夹~油'1交武

器运:我工具( ili]际远程吟道导洋和沿 tí!支补的弹道导洋)的昂贵成本帮助;吁个主要

军事犬固自成一格。 在可词见的未来，成本因素的重要性可能大为;或低ω

29. 注武器技术本身自甘支晨，特刊是杀伤力[民协小型战武器、加强辐柑武器，

以及在战争中使用这些武器的战术问，i~;J'Y发展是同洋令人才旦 Jt 的。 由于这些武器

的准E角度较高，而且造成的问在损害茨少，在战场上加以使司的 jg、 J去似乎比在能性

接受，这从非核战争进到核战争的过程刊更加省短了。 这些武 IZ一旦在战场上使

用，古可也有升叹为全面恢战的电险。

3 O. 这些发展的总的信用是不能从技武舌 t主艳的i1浙提高来理解始，在六十年

代，核武器的性也不出斤提高，已成为那个时期的冲证，到现在已不足为奇@ 技武

器 f口其运载工具目前在进行中拍 i哇变的重要性不在于它们负起传主任务的 ji 力连年

提高，而在于它门浙能负担起话且任务Q ñ斤技术为开理论开了路。 计理论又使

体现祈技术的武器灼部去显得合理。 同时，它们也增加了战争的色|告，改变了哉

军的均际关系，使坟罕问过更为夏杂 f口，4卡手。

31. 太空的军字千IJ吊方面的发展足上述她一些吱变的必 ~'f卡 ijR í青况9 孚实上也

是，还坷的先决条件。 这些发展没有民用太空发展 ~'ß 详戎引详穴，但百支层拔战争

和8f谓"常规"战争方面看11i边看决定iJ主 il甘作用。 在印 GZ支 .]13 战争中，曾用卫星来

过讯、在空袭之前预 1ft天气、和为;与旱地击导吭， 1旦到;;~ B:才使这些工具白潜力石

全实现@ 卫星技习才术↑飞E 至少在三?个、 J过b可:域中主具L育J决夹定 i性生的，彩衫衫?内内， 因而i给企予主主妥手罕孚犬国

巨大自的甘优;挣毕， 这三个i坑页域是: (立坷j 毡f饺支战中与反击战咯育关的司 J掠尿自白甘:坪1飞洋;岸牛引{识只、 导航手和口

估计;捐员失; (仕仙川b川，) 在"常丸"战争中自崎甘 f侦责飞罕王、 浒i识只目 j惊示?汩口导抗? 以及克{口叶j 全王球求性的 f

J捉且手和口{由自主其他国家的罕事方案以及主要大国 i是有直接介入的!;~争。 主主后一项可能

产生正、反两面的后果，既可以用来企查有关 [J良剖武器或脱再接触指协定，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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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从事地区性付手;军工作和协助进行使~f. 让我们哥举出一个美国方面的例子，

因为这些叫子是是为人们热知的。"航星"方案可能表明卫星忱术单是在一个规

域中可能做到些什么事。 这是一个由二十四个卫星组成的系吃，能在全球各地确

定十米 1)，内灼三度方位@ 这个系 #5己的百过促多，其中，育一项就是对在听 i自"战咯 ι

任务方面和战场上的该和非?支部队的指导。 这个系统将在一九七七-八四丰纠间

建立起来，估计费用约达 30 亿美元。" 这个卫星系统不单是能为攻击固走目标的

弹道导弹提供完全准确的指导，也就是作为上述反击战咯中一个主要构成邱分伯工

作，还可能犬犬加强常规战争和地方战争中海、陆、空部队的功坟。 这些军事发

展 1ft多来自民用太空方案，这两种发展手实上是分不开的。 就技术方百来呢，多

弹头分导返航运载工具是、多卫星发射系统的直接后吁，而操纵和外层空(牛仔主吱术

既是在发展和试验中的反卫星武器约证先又是它的后代s

32. 核技术正在不昕加速扩散出去。 一九七一年的报告已经提过.法国和中

国在六十年代取得了制造核武器的能力 a 一九七四平，没有吉不扩散条约的 5p

度进行了地下核试哩。 根捂官方的说法，这是一次为了和平用这功校试、丁iB 这

次试J旱证明小型核武器的花力是多么容易而便宜"地玩能从一个重芜的民用校方主

产生 17 此外还可能有已经取悍制造技武器功能力而没有用战母去现出未可甘情况G

在七十年代，民用校方案，以及在不同程度上，罕事方案所需的技术性专门知识加

裂变物质己贵播到全世界@ 在一九七五年， 19 个国家拥有已开工的注发电厂，到

一九八0年另外 10 个国家J夺拥有核发电厂。 1d 目前拥有已开工的试验性反应在的

;防卫吼> ，一九七五年七月第 4 卷多五期。

悖的直接费用，主要是坏 f口 i式吐场，根据正式估计不到 50 万美元 q

17 不过，应当指出灼走，印度连续几任攻府部-再宣布印户主无意才町等t用于任何非子口

平用过。

《国际和平研究所世界军备和裁军年鉴，一九七六年}; ，第 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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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 50 多个国家@ 就多数工业化国家以及几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妨碍开始实行

核武器方案的技术上和经济上的严重障碍却不再存在@ 目前防止普遍扩散的仅有

障碍是政治上的:根据不扩散条约承担的义务、各国政府的 '#IJ 耐力以及在未来几年

中拥有核武器国家同意削减本国的核军备而树立的谤祥。 当然，威胁和平的是继

续进行核军备竞赛，而不是扩大对核能的和平利用。 储存恢武器和继续进行技军

备竞赛是促使核武器作出平百扩散扮因素。 核武器的扩散拍危险能够用下列方法

消除:宣告生产核武器为非法、停止生产并进行俏绞核武器。 联合国大会拍决议

一再强调不扩散条约应当普遍化。 因此，落实不扩散条约第二条所提出的管制制

度、还有条约缔约国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订立条约第二条所提出的保障协定却是很重

要的.

33. 常规武器也有了广泛的发展。 在整个六十年代，常规武器系统在体积、

速度、推进力、火力、准确性等方面都曾经不断和迅速地改进。 在这个期间，主

要武器系统的单位成本的实际价值大都涨了一倍@ 有人注意到飞机的成本约涨了

两倍之多@ 尖端武器，包括超音速飞机，在工业固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军战库中都

成为常见的东西@ 这些发展在这里听说的期间内的进行速度仍未减缓. 此外，

不同领域中的技术进步结合起来产生了具有罕事和政治上潜在的深远影响的新型的

常规武器。

34. 新型的准确制导武器(准导武器) ，乓远导航运载工具(遥导运载工具)

和其他装置已经发展到能以近乎 1 的命中率使常现弹头击中目标，而遥导运载工具

也能负起侦察一类的任务@ 这些武器是一整套装置，运用到在激光技术、做电子

学、霄达中的电磁传感器、红外线和光学J~距仪以及宽带传信线路等领域的最近发

展而制造出来的各种遥远或自动制导和(或)自动引导装置。 第一代的准导武器

出现于印度支那战争@ 一九七三年在中东，这些武器显示了对抗坦克和飞机的巨

大潜能。 准导武器所牵涉到的技术类型和费用是许多国家的能力可以做到的，事

实上，不少国家都已拥有这类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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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这些准萌武器在战场上的深远彩响预期不会低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发

生的任何事物。 传玩的武器运载工具，飞机、址和坦克的设计和任务，甚至它门

到目前为止在当代武器中所占的优越地位都可能有伽底的吱变。 新武器加上夜问

观3ml]器、战场侦察和通讯等领域中的发展可能会加快现代战争的步伐和更加刺激常

备军力的提高@ 最后的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随着准销性的显苦改进，炸药

的效果在也方面成为不太重要的 ëil 素. 例如有人就建议过，目前由"战术"核武

器担负的一些任务可以由配备常规弹头的准确发时武器执行@ 原则上这可能表示

军事规划者将比较愿意在有限冲突中避免使用核武器，但实际上这也可能混淆了应

用核武器和非核武器之间的界线，因而增加了由武装冲突演变成核战争的毡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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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一系列主要在于产生爆炸、吱片和憔均作用的新武器和弹药已经发展完

毕并经 l是用，特别是在印度支那战争期间，曾吊来」生行大百视的地和表炸. 这神

面祺轰炸技术在造成盲目、不加区别的毁灭方面，产生长期的生态上的后果，而且

在造成高的受伤和戎 l走卒方面与核武器 ftl相近. 其他的大规模和不加区别的毁灭

性武器的发是也没有苦后. 燃烧式器的功效有了相当大的增加，二元神经毒气和

它的弹药(这些武器操作起来比校不危险，因为神经毒气只在射程中进行粟结)的

发展可能会严重削弱目前在部署化学式藩方面仅余的技术和操作方百的抑制因素.

37. 若干其地研域，如吉达吱术、防:苦战争技术、低空哉击机、激光制导大

也以及许多其他方百也取 i导了显苦的进展.

33. 这些迅速的技术改革发源自几个国家，不过很快地就经由以噜予或贸易

方式的军、尺转让，散布到世界其他各国. 这些国家也就不得不接受领先国家在研究

及发展工作方面所定下的武器革新和度弃卒，尽管啤着武养和国家的不同，会有时

间上的问同. 领先国家的革新二扭转给其他国家 if.J趋势已经可从技术上领先的国家

也大都是大军火出口国这个事实香也. 六个主要军事支出国合在一起，实际上占

了军事研究及发展支出的全部J' 占全部军事出口的百分之九十，川和主要武器出

口到发展中国家的百分之九十五 .21 在中东地区，常规武器的最近发展，特别是在

最近几年的友展，在时间上的问用不是很小，便是'iR本没有武器革新的散布过程特

别显而易见.

" 根措国际和平研究所的[古汁，占六十年代全世界用于这方面支出的百分之九十

六到九十七(国际和平研究所: ~吊于军事研究和发展的资源 h 一九七二年，

第 10 页) • 

《军火管制报告 L 美国军备管制和裁军署.哥伦比亚特区华盘顿，一九七六

年七月，第 46 页.

《国际和平研究所一九七六年世界军备和裁军年鉴》第 252-2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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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因此，军备竞赛中的特质是推动"常规"武器加速作平面扩散的一个重

要力量. 除了不断施加压力使进口国革新其武器和装备储存之外，军备竞赛的特

质还在主要出产国中造成各种压力使它们增加出口，包括需要处置落伍、陆到大规

模节约，以及延长生产期限以便降低单位成本和为更进一步的研究及发展工作等供经

费等.

40. 尽管目前有几个机构定期公布军火转让的数字和估计数字. 22 'í.ê;还是没有

办法准确地决定王军事商品和服务转让的全部价值. 提供最详细数字的美国军备管

制和哉军署估计一九七五年实际交付的货物总值按当前价格计算为 97 亿美元 23

这个数字不包括训练、服务和建筑的费用，如果美国的数字是一个可靠的指南，将

使上述总值增加百分之三十，使一九七五年的全球军事货物和服务转让的估计价值

增加到 130亿美元 24

4 1. 总值约二分之一是工业国之间的贸易，另外的约二分之一是对发展中石

22 各种出版物所载的项目，依据的资料来源和估计价值所用的方法都有相当大的

差别. 美国军备管制和裁军署(军备管制和裁军署)所公布的数字包括一切

武器和弹药、补给装备和备件的转让. 其斯~ j传号哥尔擎国际矛和口平研究所(国际矛和口

平研究所)所公布的数字只 P恨快于"主要武器

辆'关于对友展中固家的转让则只提f供共总数. 国际战略研究所(战咯研究所)

也公布武器转让清单，但大都不过明价格或估计价值.

4 一九六六→→七五年的世界军事费和军火转让>>.美国军备管制和裁军署，

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一九七六年，第 56 页.

剧这项估计不包括可另充民用的军用品如食物、汽油加医药设备等. 一九六。

-一一九七五年期间，训练、服务和建筑占美国军事出口总值的百分之二十四

(可上，;在 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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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出口国主要是中东的国家的军火出口，余下的二分之一则是对所有其他发展中国

家的军火转让价值 25 多年来.军火转让的总值一直在不忏上升，在过去十年中，

每年增加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 一九七二和七三年主要与印度支那战争和中东有

关的数量特别犬的转由东咐图表 1 ) • 

42. 虽然表面看来是连续的，事实上在这段时别中军火转让的模式发生了促

重大的变化. 首先是对苦干发展中国立的主要武器出口有了迅速的增加，在某些

情况下，是越来越高度精密的武器. 恨据国际和平研究所的 f古计，对发展中国衷

的主要武器出口的价值由一九七0年的 30 亿美元增加到一九七五年的 63 亿美元

和一九七六年的 73 亿美元jb 其次是发生了重要的转变，越来越多的军火转让是

以商业交易或近似商业交易方式进行的. 这种日益商业化的市场特点与七十年代

中期的军火流动的其他特点有着密切的关系，同六十年代的军火转让形成显明的对

照. 虽然旧的剩余装备的流动仍然伎重要，最祈祥式的军火贸易也在日益增加.在

某些情况下，出口定单比对出口国的本国军队的供应更为优先. 同时，接受国单

靠一个供应目的趋势渐渐减少. 目前，期望中的功买者经常是可能的供应者积极

用油'售手段争取的对氧. 军火市坷的商业性质从军火转让不再象六十年代那样多

半是一种联盟和结盟情况的反映这个事实上也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有许多国家不

从传统供应者而从别处取得武器，并且是由它们根据达到本身目的的奇要来决定应

当取得什么武器. 虽然供应军火显然还是一种增加己方的影响力或是排斥敌方的

政治影口向力的重要手段，军火转让中的外交力量却明显地在日益孔少.

43. 目前的发展方向是越来越豆诅祈式装备，在某些情况下受拉国对供应

国越来越享有军事和政，台自主，同时供应国间的竞争也越来越剧烈，这些发展可能

:军 s营制报告;y .美国军备管制和哉军署，哥伦H::皿特区华唱顿，一九七六年七月，

:第 47 w. 
之。 全部按一九七五年的价格计算. <国际和平研究所一九七七年世界军备和裁

军年鉴 y ， M 306-3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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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产生深远的影响，已经日益引起关注和使人们努力寻找管制这方

面军备竞赛的途径. 特别是近几年，因为某些特别交号引起了电论的注意，军火

转让成为军备竞赛中的很显著部分. 不过，我们应当知道军火转让只是取得军备

整个过程中的一部分. 每年耗资约 130亿美元的军火转让占世界军宴费用的百分

之二至囚，或者可以这么说，占全世界生产的军事装备的百分之十到十五左右.也

就是说，除了少数显明的例外情况，军备的迅速扩张绝大部分是宅中在重要的军火

生产国方面，换句话说，是集中在军火出口国而不是军火进口国.

44. 拥有武器不可能继续是少茨国家的特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主要大国

问的军备竞赛得以继续下去，军火转让的其他实际途径不一定比军火贸易可取:咱

送军火会助长从属关系，因为在多数情况下本国生产武器的成本更高，而且会在各

国问产生从属模式和在各国内产生既得利益，这比商业性的军火转让所形成的模

式和利益更为强固，也更持久. 军火转让只是整个军火取得过注中的一个很小的

部分. 所以它在军备竞赛中不是可以采取厂泛的一战性遏制措施的对棠，除非这

些措施是与朝向裁军的一般进展取得协调，使军火出产国也参与其喜. 纵然如此

仍然迫切青要考虑采取目的在于建立明确的区域或武器系统的措施，惜以避免引发

国际冲突和在不危害各国安全的情况下，预先制止昂贵、无意义的地方性军备竞赛，

可能做得到的是:各国自动地戎相互地实行最大限度的自号马克制，在区域性的基追上

作出粟体安排， 27 或者进行多边谈判把对军备类型或水平的区:f~~性管制同区域外各

国的不介入措施连结起来， 28 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由国际社会采取是比行动，拒绝供

应武器给某些国家.

例如若干拉丁美洲国家按照阿血库乔宣言的情神所作出的努力(参看下文，第

60 页，脚注 98.

28 无核区便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 关于在快洲由双方均衡削减力量的谈判以及

有关印度洋的建议也都是例子.

,. 例如一九六四年六月十八日的第 191 ( 1964 )号决议，在其中安全理事会再度

号召各国"立即停止对南非出售并运送武器、各神弹药、军用丰辆及在南非境

内制造及保养武器与弹药的设备和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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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马 ，当前的军备竞赛在质方面的挺大力量对它的发展方式，它所产生的不安

全以及对裁军的各种可能性都具有豆大板口向。 在以量为重点的军备竞赛中，技术

的发辰绞慢而且寄生响不大，各囱可能会在军备上寻求对抗敌国的军火储备或军事力

量的增长率，这种竞赛是会达到地和水平的，也可能共|向协议订出束高 l快额和削减

反之，在早备地速革新的 J情况下，技术军备竞奏方面领先的国家其军事采购计划的

决定性国宗就不是其敌国的实际军事力量，而是在未来十年中其敌国能达成什么技

术手材(一放说来，一项重要的技术草树司主二十年的发展时Ißj )。 军导机戈，IJ者既

然1己所恐惧的孚项由敌国的车手力茧水平衬衫主IJ -，l";z 国的研究及发占主努力， ')IG们自然

批会起来越以所已知的本i习研究灰发展药、力为从亭规划的基础。

4 fi 坠l此，在以技术进步为重点的竿备克，美中，武岳和反武棒的发展过程在

某种程度上成为国内发展的一硕过程，在某些如况下与其他国家实际达到的阶段仅

有保轻 l击的关系扣 。 每个国家刮在积极寻求击败自己的提先进武盔和使自己的

农科式的防仰工事无效的方泣，从而使军孕技术发展的势头和废弃率远较类似的民

间应用的技术为大。 在质的方面的军备竞赛中由于产品设计至技产的时间长，竟

君所看豆的不是当前的现实而是未未的可能性，间此，元券似乎只朝一个万向发展:

一间的武如革新将遇到其他固立的竞奏，但它的自 11).1却不纠他阳来元券.同样的，

国际局势的紧张会使军备竞装加速， 1且国际移好的改良却不一定达.flj足以减低军备

竞误的程度。

47. 在先进的军事技术方面似乎出现一种趋汾，即 Pltl切的技术规格和早日交

烫的时间表，在设计新武器时，昼比成本考虑义为宣妥。 这一点从几乎成为先进

军亭项目的正常特征的成本过面孔象待到了证明。 f吉采是，研究及发展的妇用就

关干这一点的说明，参看第二十二次晋格瓦西科字及世界|向题会议的记录(芬

兰、兴兰考，一九七三 ) , 此洲云全，裁军和其他|副题?，中所载 q 工

艾利森的"关于军备竞赛的问题。谁与谁充好?多弹头分导返航运载工具的例

子"为 194 页及其后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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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斗于母-1飞祈武泣士日加。 例如，括估计目 ïfiî1是计一架封的4-用飞机所需畏的和I bJ

忱的标准注目是 4， 000 个人工年，日寸间为 7 2f:11 0 年之久。 可以与此比仕的是，

在历二次世异大战前夕，哈利法克!!片号是炸机的设计币'ð 姿约 170 可;i 囚员的人工年时间

为 2 主IJ 3 年" 许多年以来，只缸括加工作人员，而不能以延长设计间莉的办

法未满足Pry 究及发展的日益相为口的持求，以先武名，1'3;'j开始丰l 时已经过时。 这种

不 l可扩充工程师、科字京:和技术人民的队伍以应付边迫的发辰和设计的趋势是加方

面的主二街芜安所国有的，除非导号采|闯闯有让一代科武 b二的面世 DU 扫加目。 纭

呆一定会在设计和生产阿方面运成自力过1 问题，只有在生产j司冉J短以及年用物品

崎存i卫士ikt元的 'in ì兄下，忖主才会与:ìß边的发辰和设计一致。 许多先进武岳

方案在花了故亿吴元的发展费之后，还未开始生产批已经吹弃了，这种在过去几十

年战次出现过的现象当然有助于使能力过~î;'1 问题悄仪)rs'~轻。 即反不管武每本身的

固有浪费特性，在以质为重的军备竞安杀件下的武如生产还之一项任为浪费的过程，

无论是那一种形式的浪费:半途而反的项目、 j司 fH性的不充分就业或兵工厂基于工

业而不是羊辜的理由获准的扩充。

48. 1克军备竞赛不所扩展的拉动力豆，以及为了军手目的权力发展和利用技

术却不能只根据作用一-反作用的过程， J')<.从每个国家国为其伯民家的年亭方案而产

生的恐惧来加以解释。 I远看军备竞飞掉FJ 着日益(奇赖先进武棒的方向扩辰，和记社

会中不i片问句拙的部门纳入它的体系之内，社会中一些新成立的机构;r:'c;有延续甚至加

速军备竞r芹的趋势。 找 111 已经 niij过为技术革祈而权术早有、玩 111显然不能容许

有任何未经探索过的途径、工业上的远切币5号以及由设计豆伏产时间很长所涉的其

他问题等说法。 又有人才是出若干其他因素来IfW~1丰当 -HJ 1i 0 手诠克、1日特征:百国进

行，叫诀庞大。 1末了土豆用于个告IJ 见的千太明显的叶刊政治和年字方面的动机之

卡尔多， 欧洲各国的国防工业一一对各国和国际的店果?，国际组织研究所的

专起文字，苏五克斯大字，到 9 页。

巧 2 卡尔多，同前，主导;7 -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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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也可能涉及若干国内因索。 在某些信况下，扩编军队主要是为了应付嗣同t紧

张或凶为要在社会内部的反对力豆日益增j张或发生严豆分裂的情况下，来维持社会

秩序。 另外一个因素就是爸机构所固有的惰性，一旦设立和;也定以后孔会，产生这

种惰性，而军队、工业、各科午详门、谷技术行业和政治、主♀:jp←机构问可能产生的

利益结合也会产生这种惰性。 一些对军亭采购方面的特别决走的忻究目强词指出，

不同机构和官僚政治压力间的折衷安排以及各军种问 5'1完争为了起的王安作用。

49. 如果采取政治行动是妥改变这个趋拧，一个不可少的一先决条件当然是安

对这几个延续军备竞赛并决定其方向的过程有彻底的了解。 这些过程每一个副豆

接拈出可能阻止走向裁军的进展的力量。 可是，直到目目，执们对这些不问过祖

的了解整个说来是非常的贫乏。 一个豆晏j尽园是同样的 l组柔和这些国柔的结合并

不是到处都可以发生作用的。 在军备竞争手中技术须先的国家同逐渐赴上的国家之

间，社会经济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每等显然会有伙大的不同。 尽信如此，研究的

对泉几乎全部限于那些具有足够资料的国家，特别元吴国和若干欧洲国家。 不过.

如果要想朝着我军的方向达成切实的进展，显然不能把军备完好只看作一种作用一

反作用的现象，也不能把裁军仅看着是一个反雨决定阶层的政治意愿问题。 军询、

竞赛不但越来越危险，而且也越来越支杂和根深蒂固。 才l主;于看手备克在的是尖同

作用的各种互相交错的力量，除去其中一种足不足于扭转手备竞杂的方向的，这是

可以讯见得到的事。 事实上，可以假定的一点支:并不是一种玩儿种国示，而是

多种因素才使军备竞赛具有重大的惰性，和成为一个从裁手玩点 f哥 7;三棘手在办的问

题， 因为在任何一个领域中以:侍号的月成与牙玩税t仁f队↓[比一飞，-t l快)

4销自。

5仪 妥特别强调括出的是，在这么一种高度汪豆柔质的议进和斗求达Jj:~ I'x，怡

先达成技术上的突吨的军备竞赛中，光是审查罕事费用方面的足ν会运成;'[坟灭性

ì~'力的实际增加程度的错误印泉。 在民用生产方面，如所j叫知，在技术不时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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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况下，即使是实行投资净额等于零的政策还是会引起产量的不断增加。 由于

采用了较进步技术的机器驭代了吨旧的机垢，剧而使生产率括加。 这个道理也适

用于罕孚支出方面。 即使实际价值没有增加，而一大部分时于研究及发展以及质

量方面的改进玩已经表示军亭扣址的毁灭性和危险性仍在不所指加。

5 1. 从上段中谈到的各点所得到的结论是:军辛支出的经济后果和军事后果

必须加以区别，两者之间并没有必妥关系。 当与二手费用的(实际)数主均加时，

杀去和江灭的能力几乎也一定随着「增加。 也是削归主主导刀用{民可能会产生相反的

结果:在i二个经济负担获 i寻某种程安减轻的同时，毁灭的力量可能反而更加扩大，

辛实上这正是机们目前看到的发生在某些国立的现哀。 因为，注豆员的万面(即

技术方面)的军备竞赛，就必9il 投入更多的特别缺乏的合格人力(科学家、技师、

~C;:F1人员、高度熟练的技工) ，所以，近一步蚀树迅远的灰的革新的转变可能在经

济上产生不利的后果，即使在同时全部(实际)的军亭支出有了缩减。

5 2. 有关令人惊奇而且日益互妥的军备竞赛、在质方面的特性的各种事实是我

们在讨论采~，z括施，制止军备竞赛继缤进行时所必须记住的。 际非裁减的数目的

确 f民大对全部军手费用的裁减足不足以作为进层的恒一标准的， H 采以补充措施以

担制质方面的1t-备竞赛是迫切市耍的。

53. 对特别武岳和试每系统加以以制使是一种进展。 美国和苏联间的《反

弹道导弹系统协定》和 4 生物裁军公约，;>却是恰当的例子。 ;;\'J一旦大射程的武岳和

k争的方式，特别是技战争工具和化学战争工具fit以类似的步骤会辅助为军备竞赛

苦思纳软技在他的关于"罕备竞赛和 h{前j 战~武往会谈"的论文(载在卡尔顿编

的飞;军备竞赛的动力〉一书中，克鲁姆 刷、尔姆，伦敦，一九七五年，其手 52

页)中曾简明地强调了这一点. "在对革新和更换 j之有限制的情况下，现模庞

大的竞赛是可能的，因为人们能够ljl用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并且不断更换，从

而改良时拥有的武器。"
日

fF看 d 安全理事会可任理事国各裁1P'~军事切、算百分之十，并用所节以款项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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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立足重要的外限。 要挝、有峡大的风效，这出指施应当针对严新的发展，印在还没

有进行任何显著的研究及友展工作，同时项目还没有驭得政治、机构和工业方面的

推动力以前，就加以限制。 在不识及抑制和扭转羊台克棋以及消毁现有武守在这个

主妥任务的条件下，寻求禁止发展和生产初到武如和新二』武昌系统，如同大会几项

决议所要求的，刘样，也是可以的。 月 1才如型大批说址灭位武岳和此种武异的系

统的石、止为制止核武岳阳生产、;肖灭 Jjl.刊的 11，{存以及全面 1 ，Orf.;.去止权武接向采以的

任种坚定布施之间应当有怡、切的联系。 立p米 ~~~I~头 S:J二手主二国之|目J '三成一项关于我

问羊毛圣叩针究及发展费用的协议，}Jt方阳的车备竞安也引会远受;~)夫足性的打击。到

只要把解放出来的资源用于其他用途，这神情施也~t ~9为发达闯京和发展中国家双

方带未经济上和社会上的主大利益。 '1

5 4. 对不断革新瓜量的承话与军备完奏的内剖逻辑有看平不可分的关系。由

于存在看困难的核实问题，有关顷立和仅术万面的 h'i.制的协足是一点也不容易达凡

的。 但是，就军备竞赛的这一方面设置一旦斗车间显百'11日ifii的间难有头大， Jd 看

乞l'分向走展中国家提供技助>> A/9770/E\ 8 飞 1 (玩合国出版物，出后品编号:

丑 75.1.10) 第 9 页。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一日的第 3479(XXX) 号决议以及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日

的第 31/74 号决议。 在裁军委员会会议上有人认为新组大规模毁灭性武若是应

包括所有在质方面应用新的操作原则不信是关于仅用的方法，目标或所产生欢

果的性质，的任何型武器。 关于新型的犬规模绞灭性武每系统，有人说不应

当包括新型武器或根据已经用过的科学尿则型的武器，而是针对那些在军事装

备或发射方法方面用上了新的技术因而更加危险的武器。

这项建议是列在〈裁减各国军事jvlj手 》第;33 段中的几项选择之一。

月 参看《裁军与发展)>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 73. IX. 1) 第 43 段以及

附件三，其中有一些和平利用军导研究及发展的例子。

凹
，



这个方向采取坚决步骤的需要也就有多迫切。 每年都有大量的新武器面世，而随

着时间的推移，现有的方案在各国的军事和政治系统中就越来扎根越深，越来越不

容易制止。

55. 从上面描述的各种发展怕形看来，继续进行军备竞赛的危险必须公开地

加以说明，人们以为长期的和平与安全同毁灭性工具的大量积聚可以并存的错误观

念也必须加以纠正。 在裁军特别是核裁军方面采驭和执行一些最后导致全面彻底

裁军的坚定措施已成为非常迫切的辛。 同时，还必须加紧努力以使采取一生有助

于达到这个目标的军事脱离接触和裁军方面的局部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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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羊

从资源方面来谈军备完辛辛

56. 一九七一年报告提及的关于把大量资源转用于军事目的的现象继续存在，

没有;或轻过。 世界财政资源、人力、原料、技能、研宅和发展能力的浪费，仍大

致照着一九六八年所达到的程度，年年地续下去。 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九七一年

后的变化十分微小。 从一九七0年代后半期均角度来衡量局面时，基本不同的地

方是观点已有所改变白 同一九七0年代初期的情况相比，现在人们更加意识到，

世界正面临着一系列对所有国家的发展有决定重要性的迫切问题. 为解决这些问

题，所有国家必汉大力调动其能量和资源;并需要采取一种基于合作、国际团结和

关心共同利益的态度。 非常明显的，这却同以象目前这样规模继续进行曲军备竞

赛有所抵触。

57. 其中主要的，实际上又具有代表性的问题是发展问题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

秩序的有关工佑。 军备竞赛的经济代价及它在各国和国际上引起的社会和政治的

影响，构成了在这方面取得有效进展的重大障碍。 人口的激增、根食危机、自然

灾害和战争吱坏的加剧，民世界许多地方在没除贫穷并改善健康、营养、教育和住

房等水准万百，进入了一个紧急关头。 同悖重要的问题是发展中国隶的工业化和

发展与防止环统的退化以及发展材的能源和派科;并与此同时，饷卢盯!网泊的资源#止城

市自强化以及许多其1è1.方面 Q 这一才叼却每要驭得投资、研究和其他资源，同军哥哥求发生直接竞争.

58. 使国际货币制度深受打击的经济危讥、加上困扰着许多国家、包括最贫穷

和最富有固立的经市衰退和元;去控司的通货膨胀，更i肖加了这许多问题的迫切性。

世界许多地万技人口计耳的生产衰退、以及最近和较远的将来的不稳定的前景，使

许多固立的经济和社会问足12:趋恶化。 许多国萃的观点和角度已有所转变@ 继

去发展经济所遭到的困难以及由此引起对环境的恫害和对自始资源的损耗，已受到

注意。 目前，早备完安:所泊祀的工苍凉是珍贵的，是吁要用之于社会建设的气
根据目前在一些国军发生战经济衰退情况来况察，当然不容易看出目前用于军

事方百均击源可以调拨到非军事部门，起生产作用。 经济因军事部门大量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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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第一幸走到.托克在价格计算，这几年末，每年世界罕费部保持在三千五

百亿美元的水平上。 每年全球罕主活动所消耗的资河，相当于均成世界人口赴贫

穷的一半的那些国军的合计国民主产总值的三分之二@ 这个辛实于地指出，世

界虽杰度过过军十年与民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一半以上的时间，但目前军备主宪费

用却是庞犬的啕所安排的优先次序是不正常的。

台 0 自苇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电主要罕享犬国之间没有发生过战争，但全球军费

却不听上升(囚二)。 在过去半个世纪内，世界罕货实际增长了十倍，相当于每

年增长约百分之五@ 自有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军备竞赛的直;老费用超过了六万亿

美无(以一九七五年价格计算) .约等于一九七五年全世界国民主产总值的总和(因

61. 一九六0年代期间的军事支出急剧地长，在过去八年川平伏下去Q 这1~p

趋势以往也出现过几次a 大量罕事扩张日于 1月主罢是由战争(荠二次世界大战.朝

鲜战争、越南战争)引起，这些时别同持住攻平的停滞时湖，交替出现。 不要因

此以为有过比较稳定的时期‘这主要是-中错觉 a 字实上.绝犬多在国 τ的军事

预算，?足本是趋向于长研和不祀则的jd扣，偶尔出现和f兰和暂时的下降百己。 世

界罕贵的，详级斗)~!~长，仅仅是因为主要目立的罕诗在总荷中占了绝大比同的绿址。

对个别国言之一九七0年代军事支 t也作{于细内分析， iZ 会支:吃这种音1J!l上升的趋势并

没有停止@

62. 自一九六八年以末，世界实际罕事支出比北稳定;另一万面.世界生产量

不昕增长一一虽住在一九七0年中期.增长非甫没慢 国此军事 l可非罕亨支出比

率也必然产生一神有利的趋势a 问如.一九七二平公共技育支出超过了罕事支出。

但这只是世界平均主仁备国之间存古仗大兰别. 从二个世界来舌.早队 i司教师的

丑(续)

耗资源而产生移响的过程，在衰退情况下，和在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下.

备有不同。 但是，其在经济和社会上造成的损害却同样严重。 这个问题汗

在下丰讨论。
-飞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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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放几乎相等。如

63. 近年末，卫生字止 i司教育事业一样，公共支出迅速增加。 虽然如此，公

共卫亟支出(为完整起风应该加上私人资助的医疗服务支出)只占全球罕费约百分

之六十;同时，各国之间的差别也恨犬。 在研究基金供应这个重要领域更不平衡。

在世界范围内，专用于医学研究方面的资源只占专用于军事研究和发展方面的资源

的五分之一。 在所有情况下电军事部门消耗的资源比政府的社会支出大很多，甚

至在教育和卫生♀主要领域也是一样。 这指出，全世界在分配公共资金时所定的

优先次序是不适当的@

6 生. 但是，将各泞用于完全不同目的的支出总技进行比较，是毫无意义的。它

们只能不完善地说明军事竞赛对社会和经济进步所造成的情关 a 要获得一个比较

充分的评价，必须对关于取得更多用于汪会和其他非军事方面的资源的需求，进1t

调查。 并且将满足这些百求而支出的费阐 l司军事计划开支进行比较 a 虽然，我

们不能在这旦进行这种有系统的调查，但可t门可以举出一些问子，指出这些需求量;

并表明从消耗子罕事方面的资jJZ才走出一小部分，也屹大大减轻这些需求。

65. 其中最令人吃惊的情况是在营养方面@ 全世界有五亿人口卢重缺乏营养，

并且有几百万人是革营养价值远远闷于最怡尔准的食物来挂持生命。 在发展中国

求中，由于营养不足，大部分年轻儿童的身体和椅布的发育受到访岳，给下一代带

未l~严重的后呆Q 近年来，世界上若干革个地区发生风荒，总的来说，发展中国

古持人口计弄的根食产量一直下降。 在是贫穷的目 1，技人口计异的平均收入是

奋二百灵元以下 o -A;!:未说，它们向罕约占国民生产总 1直的比例并不太犬，但罕

，货还是1泪当于农业技j;-!-方面的支出 40 为中|、功国民计划，投需要提供国际扶助，

39 鲁思·四瓦 fι 世界罕手和社会支出，一九七七年 h 第 21 页。

,," 这些国立每年在农业方百的i走资优于五十亿美元(平均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百

分之二;占其投资总颊百分之十八九罗伯茨·交克纳马拉，马尼拉演说，一

九七六年十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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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资金以是高?去食生产，并主立应急 (j~岳。 一九七四年，世界民食会比估计.

在本十年用余下自时问内，农业支旦 号年必须增至五十 i乙二六十{乙兰7G， 从

;'!ßst起，为此目的而供应的资金虽然已大犬增加" jÊ.仍比指标少二十至二十[乙去无 4 ，

提供相当于工业{仁团军罕事预且百 ~'t之一的迂金吁会，旦出地弥补这个主距。

6fl. 即使作(~土小的罕芳削减以及主计这笔节省下未灼 l号金也会~l i寻巨犬日可

益处 a 这在卫生~Jï战特别 E苦。 世于1卫生江织(卫生组织)在十二F 内为扑灭世

界的天花耗费了 8.300 万兰无。 这个斗目还不坟买-45;，lftf七战咯专炸 'rf1.:消

灭世界是J市内计划估汁 i'7 奇货四(乙 ii千万美元噜但由于吁全不足.计 J~ll 正在拖吨中。

在这方百，几年内支出总吐只孚于每天罕事支出自甘一半;相当于一只飞 'Ý ..三叉轮式"

核飞弹潜艇的甚价拍三分之一曰 武斗3一九七五年 i;t汁 Lt字.在六十六个立畏中国

言之之中，有十亿以上的人口居住在芜 J奇沌斤的地区:此外再 h上贫穷、营养不良、

不清洁水深恶劣的居住环境以~各评各芹的传染病啕[之{于这王三地区的1美情恃刊布行、

死亡率过高，在年轻人当中间拌显苦.这司吾了这些社区居民改善át忡，质 f口社会

生活的能力''2 I可军备吃完所起费用相比，消灭其中一些主旱的传:~~何I'nt执行

卫生组织挂出拘其他主妾方号2. FJfi古费用是 rik.不足道的。 而且.从罕事

部门转用到卫主部门听取悍的在在直处，大大走出当前人过主义万面的r~ 求。 执

厅这些消灭疾病的方案，可以为医疗句:门峰虫~ :ýf圣矛听寄自甘重~l 手，以严之善乏教

口向地区的人民的一M(l主康?]<.;革;也可以在其他方百 jti高人民对改善注会T口 {1~并公件

的也力。 这些运步旱识的益处啕:::~只是许多支屁万言尤其元:))~些丰白:十对过贫困

部分人口的 J乏足万兰的一才生t:~; 点 Q 同时，在辽方面.支 j是方主支出可三字支fH

川 成合国民食 /1农业平织( ，在~J.织)以 I)j世耳 i足食在孚会的未文(二三舌 A//32//

88/且 cl ， l. 1 L 

M 世界卫生组织忡交文(兰首 λ/32/38/人 l 川. 1 )。

参营一九七六年在二十九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在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三年明问

执行的卫生组织等六个一技工 !P方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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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尖锐的对比A 后者本身就是一种浪737. 它不但导致其他固立作出同样的浪费，

还削弱了将来均支展潜力。

67. 军事消花击;目最庵大的抗戎是在科学与技术能力方面。 才告估计.全世界

目前约有百分之二十五的科学人力致力于有关军事方面的研究;过去，这个比率还

要高。 实际上，捂住计，自第二次世 11大战以来，研究与发展费用也注约有百分

之四十用于军事目的气 其中最犬部分是用来支展没有任何非早亨用过的装备。同

军亨研究相比，医疗和主均研宅、同保j户环境有关以及同支旦中国安具体王安有关

的研究， ，自艳的资源是泣小的 Q

68. 已经指出，绝大部分均罕字研究和支展是集中在六个主要消开国中。 才居

;民道，它们总共占世界罕芋研究和支展的百分之九十六至九十七f 发展中国束

所占世界科学和技术人力油比例民小。 全世界的军亨研究和发展所吸 Ilt 的人力大

视相当于友展中国隶主主个现有许学和技术能力的十倍- 而且，军事扭士或现有的技术革

新是非常迅速的 a 其中一个重妥的后果是:由于武 fEiE汁和制造的高深技术是从

技术领先国家传播到技术和工业基础比吹草弱的王家，同时由于后者也致力于清钝

武器的生产，因此，罕亭需求从本来己是块乏的技能和设备中，抽II越来越犬的一

部分。

69. 育放哉罕可使研究和发展的资源得到豆 ~'"íi详署，从而带来许多谷沟各样不

可预抖的益处，这是我们无法充分t7.述的气 夭干cz h1 问过守日益明显仰是.在

44 斯德哥尔摩国丙和平沂元月厅: 、:没有￡制 :)g 罕备?@

时 斯信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专用于旱辛研究平口发展内资源，一九七二年，/ , 

第 10 页。

~，裁平和文屁:古罕的经济及社会后果专rZ小组的气it告..' (吠合国出版物，出

岳品编号 ß.73. 工工. 1 ) Fit (牛二内或有关于目前用于罕孚目的崎研究和发展资

源自甘一些可性和平用这一览表@ 并参看〈科学和技术应用于发展的世耳行动

汁划) (联合国出版物，出岳品编号-';. 71. 工 1. A.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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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领域里，发展中国家不能单靠进口一些对先进工业化国家来说已证明是足协的

技术，还必须解决诸如位源、供水、用水:争化、农业技术、粮食保战、运输和通讯

设备、 i建暗号和卫生以及许多其他问题，尤其耳取得适合发展中型隶主芸和条件的技

术。 发展所引起的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寿有大量的苛求，几乎各方面部没有处理

过，因此要用育系统、大规模和着重干效能的方式来满足这些需求。 迄今为止，

这些方式几乎只由罕事研究专用 在许多直捷同世界目前面临的问题或同可预见

的未来问题育关系的其他领域，也同样迫切地要争取更多的科学和技术资源。 目

前消耗子军事方面约技能和设备可以容易地转用到一些领域，例如海洋食物与矿物

资源的有效开发、?斤自UJZ 崎史展、环境卫生危险的监j月1、气隶研究和预训、自然灾

害警报以及自然资源调查a 很明显，军事研究为所有这些非军事罚域咐带带末一

些好处.虽然并非在所有情况下，这些坪处却少得可以J忽略，但同买取这些好处所

需的资源相比;戎同直接应用于非军事方面的努力听取得的结果相比，却是做不足

道的。

7 O. 人力也是军备完赛听引起的最大的资活消耗之 47 全世界武装部队共

有 2， 200 万人左右。 发展中国安武装人员的增长率约同人口增长率成正比内，

虽然个别国家的趋势有相当大伯差异。 在高度工业归国家，武装人员近年来咯有

减少，主要地反映出式各在系统更趋尖端化、罕事人丧功用的急剧增加、武装部 \'!c对

高度熟练人力的日益重视、以及在某些方面非罕事部门人力尚缺乏。 I遗昔儿十年

来农业提供的劳工柑荷大量地在经济泛发达国在里;肖元掉，在军事方面的人力浪费

可能日益成为一种不能忍受的负担。

71. 扎们只能推~~JJ 罕字方面直设或问苟地消耗的人力总额。 在美国，武装部

队付人数同在罕享有关部门工作的人数的比率是三比四飞 据估计，全球共有

川 只有在充分就业的条件下，这种论13才完全正确。 在其他条件下舌要作出的

修改将在看三幸讨论。

48 来自美利坚合众国对尚书夭普通照会的夏文中的表四和表五(参看人 /32/

88/A.: d. 1 )。
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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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 万人从事与军事有关的职业，军职、文职、公私机构人员都包括在内 49。这

个哉目相当于政;]1'[ (苏联除外)制造业的全部芳功力:或美国好有行业雇壳的百分

之七十。 虽然不能将这些没目作直接比较，但是，在犬部分目'支中，直接或间接

地雇用于罕事部门的工作人员.其技术水平比一般人高很多;假如他们在非，军事部

门工作的话，生产率也会比平均为高。 在任何地方.军事和与军事有关的活动取

用了一部分资历最优良的人自.这个比叫，比军事预算所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高

很多。 在研屯人员、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方面，显然是确实如此;在行政和管理人才方

面，也确是如此。 在某些情况下，直接戎问接从事与罕享有关生产的工业人数，

比用于罕事目的的那部分国民生产总值大 111 多 50 在沂育情况下都呵显地看到，

设取用的开历高深的人力资源，常常比tii.梧军事预算坟字或根范同军事有关职业的

手Ul:毛主t所想隶到油为大@

72 环境的保护是资源问过的一个重要部分，在某些方面，军事活动对补救过

去环境珩受的抵害，以及防止过减少进一步丑化，发生了彩口!轧 其中一个因素→→

天叫来首iJJ能是哇主要的因素 是对玫手口许学资源在军备屯赛方面的过性。 为

有坟地饵，夫环究问二'iî ~在许多情况下需要大量的研究和发展坪力.以及作提犬的投

资，以供再治理、空气和-J( ~]甘 J争比以反许多在他工作之用。 罕译竞赛的减少、以

及同样重要的是由罕备元莽的减少可节省下末的重要科学和技术资派，可会大大促

进布些坑域的育;在行动;同样重空的是，也会大大促进在诗妥进行大规模国际合作

的部些领坑的有攻行动@ 可以料到，和平时坷的罕事活动、国防工业、军事设施

以及演习等等给环境帚来的报誓，比非军孚活动所带来的饲害要大，其程度大约同

叫 导思·四瓦悟， ii 世界罕事和社会支出，一九七六年、，第 9 页。

趴 在意犬列，军事预算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三;总劳动力的百分之七至九

是直 -i:号从事供应国防部的定货，这个数目还未包括支放性工业的工作人数。参

舌意大利对币已书长昔&l nR 会约{文(参营 A/32/88/Add.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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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事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JL一词分成正比a 当杰，往环堤造成过严重捐苦的还

是战争，无论这是古;穹式只是;寺斗造成的。 罕事技术取得了一些手段并使其完善

他.丰~;'t坏在更可对环境造成广泛的损害，甚至在某些情况下造成长久的破坏@这

些手段包括他和轰炸、低也洋、化学药品和?没!王卢卡生置。 一九七六年，意大利斯

韦索镇附近意外发坟了二点五公斤的二氧巨比学药品(，吃四周变成不宜居住忡地区。

一百公斤以上的二氧 而忽地 it当住一件广泛使用的化学悦叶剂杂质在南越夜才番，

其中一些地区的)'(1哽达到使斯韦索周围变成不宜告佳的水平的百分之五f 捂住

汁， r~ f.主支那战争造成的这评 fl"~坏以及其他一些环境和生($上的后果是长大的，其

复原时期充其量也要技十年了

73. 世界武装部队也是屹泪和原抖万百许多非再生 ~~>t 泣的主要消费者.虽杰有

关这方面的统计资料是不完全或不存在的。 为了恃圭罕圣竞赛;;ij祀的自 1资源总

量.唯有从美国提供的有关注字(假如有这件技字的话)作出相当武世斤的推测;也

或者可以作出一个不成熟和不能令人信服的:即罕事和非早字经沛部门可各神

资源的苛求量是同经济南1门的规模成正比国 在任 l可情况下都可以涓哇地:@"到，同

一般的资源消费相比，为军事目的的宗料消费还要更袋中子主要军亨大国中。 在

美国，铝.钢、铅和伴等金 1r0的罕事吁要量占总吁要莹的百分之十一至十四;其他

金属的军事苟安量约达百分之十日: iiWilJ 占百分之四十以上飞 从吴国向共字推昕.

数字未目斯作哥币坛国民和平今?可u厅的、、世界手合「口 ~ì占罕年鉴，一九七七:千

'fÍ 86 至 99 页 Q

fF舌 ，iiJf I崽哥尔且国际和于毛Jf Æm:

51 

九

七五平。

德&í 1十，子飞罕:经济后呆和发展沿 iJ 、， (耶 E大学和目 l予经济 p}f可苟，纽黑

文，月2涅 jkAι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并参昔 古平与发展，/ ，附录二 a

国防生产联合委司会活动装二十一次年度报告，美国国会，华盛顿，一九七二

年二月二十一日，蒂 16IJL

。tf;二次印度支部战争的生右后飞"'52 

5 万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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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碳氢化合物(不包括主产武持和装耸的石油产品)的世界手手消十毛主主估计每年

约达 7 亿至 7.5 亿而气等于主个非洲每年消起莹的-1舌，并相当于全世界沾注重

约百分之二点五@ 另一方面，喷气机燃料的旱手消起量指捉等于美国总:肖元量的

二分之一气 资料虽然通常不足，但仗明显，在许多情况下，军事方面的击自

起量是巨犬的。

74. 从自杰资 )j~万百来考!慧，核性科有关情况也可以记明军备竞赛所引起的后

果。 关子铀矿资源生产丰口供应的最近调查指出.虽 f'~~勘探和开发工信犬犬扩展，

从而取月重大的背发吨，但~Jl 保证在今后二十五年内以竟争价格提供足够的抽矿还

是非常困难的" ì刘庄告估计，在那个叫问，必须 ft仔约二百 f乙二元进行勘探，在

采矿和选矿方面也要作出同等我量的存气 罕火牢内可在变物质的吐量是不知

道的@ 但如果哉早能节省二千吨的话，正主变物质的有攻寿命期间，可以有足够

的技量，提供起燃和替换燃料，供设备容量约十万电~t瓦的热核反应堆之用。 为

将这些数字 1p:-比较，目前估计，一九八0年核动力发电厂总设备容量是 200.000

电兆瓦;一九九0年则为 700. 000 至 800. 000 电也瓦飞 此外，全面法哉军

可以腾出 2 万个以上正芷从孚核能罕字应用工陆的核科学立和工程 lJ币，其中一些可

以协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目 2己的和平核计划f

罗纳德. 1本伊斯板，为罕事目均的凉斗斗J自起;安比哭，~囚卷， 5 豆 6 号，

第 231 页。

" 告思·四瓦倍， \，世界罕事和社会支出，一九七七年 y 爷 13 页 α

叮 国际)f_子也书L i与和经市合作与发屁组织挠能，IL;; l] ，一九七五年。 兰主二言国际原

子能机构的来文( ~~}:看 ι/32/88/A d<}. 1 )。

归 国际原子能机沟的未文(多看心/32/88/Ad rl. 1 ) 

川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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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正主主主方日，手字支出是 i呼重主P r手元 1至 i占泛的 J士‘，'J~ 忌、可一一人力、价 j委、

叶政一 的唯一可用自甘 i苦;佳。 在可卫[\.，平日甘元 Hi\2; !j~ 内， 14在字持以戈iJ- ÎíÌ'-i鸟和罕

事部门纪一王义加以ì:J茧，孔可以范'ι目 ~?i 住在罕辛方百的，各才?去jlij自?毛量加起来，

从而对对j 起量?可一个全面的位叶飞 前已指出，目 d罕备元 J茸的每年.. 1FL 会成本"

几乎等于三千五百!乙兰元" 但这次不位代表罕岳艺工运的全白费用 Q 还有不包

6J 制订有意义的、有效的以及在国际上可以进行比较的军事支出定义、把各国货

币二t字化作共同货币单位决定如何分别拎照经济的军事部门和非罕孚叩门的价

格变动作出(1}改，却是相当困准的。 过去几年来，联合国 fjê 出了重大努力，

在这些方面改进了可比较性;并从资河的角度书进一步了 ~H口店量旱备舌'存所

造成的后果。 多看我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字国罕均百分之十和J巴节省

下末的资金的一部分用于饺助发展中国农 ι/9770~ ~H~1-. 1 (民合国出

版物，出甚品f句号:且.75. 工. 10 )以及 t 罕事支出灼量度和国际汇捉(凡/

31/222 )。

世界罕费的(古计 'kt字主要来自美国平备管制手口大罕;，t构以及与国哥尔库国际问

平研究所。 在一些情况下，达百方百提供的在字有很多的差异，但主异并不

致于大到使结论受到重大节日l句。 吴国罕~营 1~lj f口武军机构的我字二 /lt较高日

例如，美国罕前昔 ~liJ和哉罕机构对一九七五年世束军事支出的住计是三千七百

一十亿美元，比斯德哥尔库目 I';f和平研究所的三千一百四十亿美元的估计高出

百分之十八a 为比较各学节的关字，主个才il告c;r，采用了均已哥尔阜国际和平研

究所的二;文字。 无论如何， :1字误去的幅度可能比不同来源二~t字之间的主距更

大。 我字所根据的主报，在质量上是不均匀的，有的是不可萃的@ 在世界

军事支出方面，比习rl 些 ft 供的 it字高百分之十或民百分之十的块字仍然是合理

的。 下文提供的趋势 :;;t 字之中，误差 l届度一哎比较问{良多，主要是因为定义

的连贯性问起。 长期使用其他同拌合EZd甘系在t来进行价 i各变动的.当然

也会产生显著的动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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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在罕事支出我宇内的国内归国际、社会和政治的开支;战争费用更不用说了。除

此之外，全球罕亭支出、;t宇主要是以预且说:t为捉才号，用这些办法来商量军备竞赛

所消祀的物质 ~/i: 泪和人力以及因此而丧失的其他一些机会，其结果是非常不准口号的

76. 军事支出武字指出，在几方面.一九七J年代上半均早备竞菁、的总的特点

同前十年有很犬的不:}j 0 上次的机告指出，一九六0年代叶恃点是罕备支出大量

增加，虽虫，总的来说.这种增长不大跟得上六十年代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

世界罕费从--IL JjJJ年代每年约一千五百亿美元 lι也吃(以一九七三年价格计算)

跃升到一九六八年约二千六百亿美元内最高点(国三) 0 这个增长大部分由六个

主~罕事消费国引起 o rE茧个十年均问.它门的罕亨支出占全世f(，-百分之八十至

八十五;与此同时，同大叫分妥他的国束相比，它门的军备支出在国民生产总值所

占的比问更为巨大(同三)。

77. 一九七0平代，这刊特点证几万四产生气 ft: .0 ;::~旱 ú.(j古?于继续上升，但

主不玉在十年内.世~手辛支出 ;ìB /~tJ占￥izi 卡 ;3足，二与手于(以一九七三年不变美元

计主)一九六八年的二千五 81乙主二千六国民美元 b2 士去二、四午未，实际罕事

支出一直上升，二"二L升边吃比一九六。乎 í-'è. f:7 i乞 且看世界生产量在一九七0

年代初抖的迅速》长，以 ìZ IÌ后 ~t'l 比让 i是慢的上升，手辛技款占世界产量的比例降

j'rr. o 这个比问从一九六0年代的百分之六至七下降到百分之五至六。 罕备费用

占产量比内的巨降在主空军事:自费目中最为显苦。 因比，它们在世界军事支出中

所占的比例运步从一九六0平的百分之八十四下降到一九七五年的百分之七十二，

工飞等于三千五百{乙J~-Z值美元。 主国平备i主制和哉军机掉的近年数字比本报告

的共字高出一百二4一百五十亿美元，指出自一九六八年以来进慢和不昕的实际

增长(、军岳昔 r~il1jZ 告，，' ，美国军备管制和裁军扎构，一九七六年七月)。较

早的美国军备管制和让罕社字，从监个世界来看，在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一年

期间有显茸的下降;这些块字载于联合国关于军备竞赛和军事支出的经济和社

会后果的前一份报告的图 1 1\内，其后己主主过向上的调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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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八年同一九七六年罕事支出

世界总硕和特定的国家集团

单位:十亿美元(以一九七三年价恪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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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一九七七年年鉴，附录 7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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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下手费的百分率是其他工止化国立和发展中国家各占一半 03 (表一)

78. 因此，自一九六八年以末，罕事支出只有在总投万百才呈乱扣坛上升的趋

势a 国三的曲线在一九六八年以后交平，这掩盖了国 τ之间的显苦差别@ 事实

上，这几乎宅全是由河个因素引起:一方面，主国军费已从印If_支010 战争 i苟湖的水

平跌了下来，虽;~~最近的币!-~呈现上升的趋势;另一方百，证贡耳边字，苏联军

事支出比枝上保持不变飞 过两个曰窄的罕费在世界罕事支出中所占的比例是那

么庞犬，以n掩盖了一个事实，布?，It是一九七0年代大部分其他固守己军费的增长速

度同一九六0年代一样迅速。

79. 有些气展中国军向军孚支出培长得役快。 半个之三吨， LZ展中国古在五年

内，以不变价格计骂的军辛支出边加了一倍，从一九七0年的一百七十i乙二三元增加

11]-九七五年的二百三十八亿美无(表一) ;投罕费占国民生产总匪的百分率计且，

增长也促快(因 rm ) " 但是，在闰明这些趋向 8t，毛须小心。 克大多 ~'t发旦中国

家来说，武装部队在建立时人 ~jt走，民小的，除了一些明显的例外之外，现在的敬目

仍法是非常小的。 在某些充涓冲突和身堪JZ 战争的地区，军费开支尾大，因此发

展中国亏己的平均罕事支出也吭受到这方面的重大爷响。 在校人口计草收入最低的

地区、束亚洲南部和非 J'HI 中部，按人口计耳的军事支出为号人五美元左舌，只等于

高度工业化国主每人开荷的百分之一至二。 如果把注中东这些高度罕手化地区也

包括进去，拥有全世界人口约百分之五十"的友在中目立的手事支出，内放只占全

日 本机告i;;'f恒的"工业化国家"包括政川、犯美;!I[、大洋川、以色列、日本相南

非 0 除中目外，所有其f他也曰 3立已却列为"发草展=中国宝

事消费国之一@

64 苏联罕事预算的百方攻字从一九六八年的一百六十七 i乙卢布上升到一九七二-

一九七三年的一百七十九亿卢布，一九七七年 iíl 11 下降到一百七十二亿卢布J主个

数额 a 由于预算所包括项目的不同以及币值换革的困难，这些数字是不能直

接同牛在告其他地方的军事预算数字比较的 a

b5 在这里，衷在本捉告其他地方一样，中国未列为主展中国家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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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一九六0年-一九七五年，特定国宋美国的军事支出 a

(按一九七三年不变价格计算，以十亿美元为单位，世界总额百分数)

1960 1965 l ;nO 1975 

十亿五立韭 十亿五立革 十亿豆立主豆十亿 豆主立
-~川主7一巳 美川兀一 关4 兀一 关丛 7一巳

六个主要罕事消费国 133.5 84. 1• 164.1 82.5 205.9 81.0 194.7 72.6 

其他工业归国家 17.3 10.9 23.3 11.7 31.3 12.3 39.8 1'..8 

发展中国 ZZb (7.2) (lf.6) 11.5 (5.8) 17.0 6.7 3:~.8 12.6 

世界总，'{ 158.1 100 198.8 100 25'..1 100 面8.2 100 

a 资料来源: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飞一九七七年世界军备和裁军年鉴 y ，附录

7A 

严格地说由于在整个期间国哀哉目的增加，发展中国农每年的故字不能互相比较.

此外，一九六0年的我字是 lY.不完整的数括为根捂.

长
一
数

增
一
分

出
一
百

支
一
均

二
事
一
一
千

军
一
的

表
年
一
长
五
一
增

七
一
出

九
一
支

-
一
实

。
一
年

六
一
岳d

九
一
i
·
e
-

‘

19远。-65 1965-70 1970-75 

六个主要军事消费国------_ 峭 4.2 4.6 -0.1. 

其他工业化国家- - ,- - - - - - 6.1 6.1 4.9 

发展中国军-------- 8.1 14.1 

世界总额- - -一- -响' 4.7 5.0 1..工

a 根据表-戎字计算a

- 45 -



球军费百分之十二至十三。 总的未说.发展中国家的军事支出是盲目的。 明显

地，军备竞赛以及我军的主要问题和资派的浪费，其i足;原并不是在发展中曰:在内。

但是，从全球的范围来看，发展中国立的军备预算虽杰小，相对于它 l门有限的资讯

以及迫切的社会和经济需要来说，罕备预算却日益显得突出。

80. 同一九六。年代相比， -:110七0年代世界军费的增长虽杰比较和绞， í旦这

并不表示军备竞赛比在没有部么剧烈了。 第一幸指出，主要军事大国之问的罕备

竞赛主要是质量上的;军事上研究和发展的开支攻量以及采用开武器系统的快慢程

度比全部军费的增长率更能号:与量主要早字大国之问军 îir元节的剧烈哇哇。 其他

国隶的军费增长率呈现下降的J'lI，* ( 去二)。 过去几年来，世界军事支出再哽以

惊人的速度增加。 由于在哉罕方面、特别是在成主要罕事消费目的军事预算方

面、缺乏决定性的进展，世界百临着不祥的前景，也吐是说，随着 ~(1:罕十年的快将

结束，世界军备支出的增长率可能去同一九六0年代的速度一芹快。

81. 自六十年代以来，军事消费占世，11产量的比例下降了，这是一个扣设的发

展，标志着资汩的全百分自己还渐比较强词于社会方面的弓吃(囚囚)。 但是.从

最近几年的马字来判所，全世界汶费在罕备方面的邵一部分产量再吃上升，大部分

国家的情况也是一样气 这反盹了近年来世界产垂比较注皑的地长卒，以及大多

故国家军手支出的挝在 iU 加。 而且，用在罕手方百的;中、币，还完全没有作过长汩

的重祈部署，用于非军手方面。 资泌的长二月4专移完全是向相反万向进行:从进行

生产的非军事主lJ 门元向军事部门;后者占去了产量 dW长的巨大叫分，占去的J色对价

佳(以一九七三年不变价恒计某)从一九六0年的一千五百 i乙至一千六百亿美元增

加到一九七七年的二千七百亿豆二千八百亿吴元，共约与 iJ口百分之八十。

66 从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五年(美国军备官制和我军;'1..构发去的数字王.j这一年为

止)在一百二十五个诀调查的国友之中，有三分之二的国主的罕费同国民主产

总值成正比增加。(美国军备管制和哉罕札坤， <.:世界军事支出相罕备，一

九六六-一九七五年，; ，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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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囚

罕事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九六0- 一九七五年

10 

8 

6 

4 

2 

0 

1960 

世界总颈，于口挂定的国军尝团

1965 1970 1975 

平羊孕5*: ;另 ìÎ专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年一九七七年年鉴 的军事支出社字。

关目早备管制和~，Õl~军 ;['J飞:句: \世界军孚支出手口罕备转移，一九六

六-一九七五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数字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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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军备竞赛和经济及社会发展

8 2. 军备竞赛造成的资源耗费已经从全球性的角度论述了。 每个国家平均

把百分之五到六的产出用在军事目的上 这显示了其他公共和私人开支所无法运

用的数额。 军备竞赛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的一个方面是对公私消费和增长的限制。

军事开支的庞犬已说明这个因素是相当重要的。 这在个别国家之问有很大伊差别。

有人指出，在极端的例子，用在军事方面协产出占百分之三十以上;另外一些例子

则花费很少，少于百分之一。 一般的数字是在百分之二至八问。 但无论如何，

这都是使用了可以用在较有益的用途方面的资源。

83. 在审查期间内，世界的经济前景已变得更为黑暗。 这就特别显示出资

源浪费已到达了不可容忍的程度，并使世界面对的许多社会及经济问题显得更为迫

切。 重新把现在用在军备竞赛方面的资源分配到对社会有建设性意义的目的上将

犬大地减轻这些问题的严重性。 在七0年代，许多国家遭受战后历史上空前严重

的通货膨胀的打击。 这又恰好碰上一次严重的经济衰退，其程度也是第二次世界

犬战后所未有的，并已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苟延到世界其他地方。 近年来，许多

国家的产出增长已显著地缓慢下来。在有些发展中国家，即使有增长，其速度也只

传地喔跟上人口增长的速度。 在有些居于领导地位的工业国家，增长速度在一九

七四至一九七五年问已剧烈下降。 与此同时，能源和原料的问题使各国经济要加

有必要作出调整来应付上涨的能源价格， -1干突出了环境问题和保护自然资源价迫切

性。 所有这些造成了一次严重阶衰退。 面对世界许多地区，严重缺乏粮食，原料

价格犬幅度波动，贸易平衡急剧恶化，以及世界性的衰退影响到出口和增长，许多

发展中国家都面临一个危机重重的局面。 军备竞赛的经济及社会影响就是在这种

情况下感觉到的。

8 4. 但是，世界上的大量军事开支不仅把有效处理这些问题所迫切需要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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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用掉，而且还促使这些问题更为恶化。 巨额军事支出助长自然资源的耗竭，加

剧通货膨胀的趋势，并使现有的国际收支问题变得更为严重。 这样，巨额军事支

出就给有些国家带来了不稳定的局势。 虽然如此，军备竞赛和片后期间一般程度

的军事支出所造成的影响远较单从经济考虑所能见及的为普遍和深入。 军备竞赛

是影响国际局势的一个主要因素，对许多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都有深远的影响。

在有些例子，经常存在的外国干涉的危险对外交和国内政策施加了可能是违背民族

意愿的苛刻的限制。 在另一些例子，武装部队成为内部政治阶一个具有决定性力

量的因素。 军事上的优先事项也可能对民用经济所遵循的方向发生重大的影响。

85. 到目前为止，高额的军事开支还没有显著地受到许多国家在一九七三年

后遭受的经济衰退的影响。 在有些国家，仍然蓬勃和有生气的军事部门和萧条的

民用经济及紧缩或厉行节约的政府预算正形成强烈的对比。 在军备竞赛的某些有

限度的方面，人们甚至可以察觉到一种同现在的经济危机的特征有直接关系的新动

力，即有些国家通过增加武器出口改善了它们价国际收支状况。 在许多工业化国

家和少数几个发展中国家，军火工业现在是经济中增长最快前部门之一。 :ìl[年来，

国际军火市场的增长速庵，同世界市场其他各行业呆滞不前的趋势形成强烈的对比。

8 佼 在生产因素挟得充分利用的情况下，军备竞赛对公私消费和投资造成的

不良经济后果可以直接以用于军事前资源的数量来衡量。 当生产低落，如今天在

许多国家有严重的衰退和剧烈阶通货膨胀时，问题又不同，虽然其影响的严重程度

并不较在充分就业情况下所产生的影响为轻。 在经济衰退期间，当人力和机器都

空闲时，经济资源一般都有浪费，军火生产并不直接挪用民用资源，虽然在某些瓶

颈部门可能(并往往)挪用资源 但增加军备开支并不是应付衰退的有效方法。 为

了经济和社会的理由，在教育、卫生、住房和社会福利等项目方面的开支都是较为

有效的办法。 首先，在政府收入无法提高或减少的情况下，维持高度和不断增加

的军备开支可能使国家节减在卫生、教育和福利等领域的开支，从而带来一切不良

的社会后果。 第二，因为近年来阶衰退有同高度的通货彬胀同时发生( "滞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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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倾向，有时，还有严重阶国际收支逆差，大量的军火开支已证明是解除衰退的经

济政策的障碍。 政府的高领军备开支提高了需求量，但却没有增加可供出售或出

口的商品的数量。 这就加重了通货眼胀和对外收支平衡的问题。 所以，军事开

支削弱扩张政策的有效性，或者甚至会导致在其他领域采取使衰退和失业问题延续

的限制性措施。 军火生产除了造成直接浪费以外，还有因不运用资源而遭成的问

接琅费。

87. 过去，急剧的通货膨胀和货币制度的失调通常与战争和军事开支的急剧

增加连在一起。 过去几年的情况看来也并不例外。 在外汇市场和整个国际货币

制度上接连发生的危机部分可归因于储备货币国家的逆差所造成的大量国际流动资

金。 从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二年的短期间内，世界货币储备增加了一倍多，其后

各年继续以每年近百分之二十的速度增加。 在同一期间，"储备货币"部分(主

要是美元)差不多增加了三倍，主要是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所造成。 这些逆差是

许多因素造成的结果，其中包括美国和其他国家实行的不同货币和经济政策，以及

不同的生产力趋势，但其中一个无疑是与印度支那战争和其他对外承担伊军事义务

有关的大量资金外流。 货币危机和一些主要货币因而贬值对贸易流动量以及许多

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都起了不良的影响。

88. 这十年中头五年的主要经济问题之一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通货膨胀过程

加速发展。 虽然理论和数据还没有发展到能够把军事开支对剌激通货膨胀的作用

用数量来表示，但从它可以在各种方面发生影响这一点来看，其影响是相当大的。

长时期的大量军事开支可能从几个方面来加重使价格上涨的压力。 首先，军事开

支必然带来通货膨胀，因为创造了购买力和实际需求量，但却没有相应增加立即可

供消费的产品或提高足可满足未来消费需求的生产能力。 这种供不应求的情况绊

整个经济的价格造成一种上涨压力。 如果生产基础较弱和较狭小，这种效果就更

大。 军事支出为中央政府开支的赤字财政创造了货币，由于货币量因上述原因而

增加，造成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同样的，如果军事活动使储备货币国家价国际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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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现逆差，那么，其他国家的货币量和通货膨胀压力也会增长。 其次，有理由

可以相信，军火工业同多数其他工业相较，比较不会反对劳工价格和其他生产因素

的价格的上涨川，部分是因为军火工业的资本和技术高度集中的性质，部分是因为

军火生产伊成本增长能够比较容易地转味到顾客身上。 有关其他生产因素的成本

上涨，就波及其他经济部门，包括那些生产率增长较慢的部门，迫使它们也要提高

价格。 最后，更一般地说，从民用部门中转移大量的资本和研究发展资源妨碍生

产力的长期增长，从而使经济更容易受到通货膨张阶压力。 通货膨胀趋势，不管

原因如何，都有输送出口的倾向，视实际情况，会以价格上涨，货品短缺或其他形

式影响到其他国家。 军事开支对向发展中国家输出阶军用货品的价格产生的通货

膨胀阶影响，便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也随之恶化。

67 较详尽的论述请参看 Ulrich Albrecht , " Ann缸nents and Inf'lation "，工nstant

生search on Peace and Violence，如.3，工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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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总的来说，近年来的一些主要经济问题如急剧的通货膨胀、贸易上的

不平衡状况和国际收支的不稳定都因维持犬量的军事努力而加剧，虽然军备竞赛对

这些问题的影响还不能以数量来表示。 特别不容置疑的是，长期维持大量军事开

支在效果上助长了目前的通货膨胀，并使它在经济衰退和大量失业期间持续不衰.

世界军事开支的大幅度削减将有助于控制通货膨胀a

9 O. 个别国家的实际经济情况一一一方面是公私消费，另一方面是投资和

增长 一受军事努力影响的程度取决于若干因素，如经济发展的程度，经济和社会

制度的性质，政府规划工作的范围和有效性，军事开支的数额，政治上的优先事项，

特别是用于军事方面的资源有多少可以用于公私消费或投资，以及许多其他国素。

不过，有若干因素是共同的，通过一般的论点可以说明当前的军备竞赛对消费和增

长造成的不利影响的性质，并且还多少可以说明其严重程度。

9 1 . 在经济发展，特别是增长方面，维持和武装大量的常备军事部队所吸取

的大量资源足以影响所有有关的基本因素: 投资的数量和结构、劳动队伍的大小

和组成以及技术改变的速度.

9 2. 决定资本的数量和质量的投资数量，是决定增长率的基本因素之一。

军事预算的节减有多少会转移到投资方面，当然是视经济构架、政治决策和政府控

制经济的方法而定， 政府可以运用直接或间接，有效程度不同的方法来重新安排

资源，并把砰放出来的资源引导到投资方面。 此汁，军事预算同目前的投资水平

相坟，要大得多囚 世界总产出的大约百分之二十用于固定的资本形成，世界军事

开支则等于这个数额的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 68

93. 所以，如果将军费削减，多数国家的投资都可以有大幅度的增加.

68 

但可以注意，部分军事开支属于投资性质，可以包括在投资总额内. 附

件二载有关于若干国家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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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粗略的计算也显示出，这样做对增长可能发生的影响是相当犬的。 d 假如

能够把大部分世界的军事开支移作投资，增长率预计可能增加百分之一或二。 事

实上，这是非常多的: 约等于整个世界在七0年代早期的增长率的二分之一，可

能比七0年代中期世界总产出的增长率还要大。 如果保持这么爵的增长卒，对增

长的影响将逐年累积:远来。 所以，假如全业界在一九七0年到一九七五年期间用

在军备方面的资金有一半移作在民用部门的投资，到这个期间结束时的年度产出可

能比原来的数目多 2， 000 亿美元. 2, 000 亿美元这个数目比南亚和中非区域7'

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还要多一些。 这两个区域是世界上两个极其贫穷和增长缓

慢的大区域，人口总数在 1 0 亿以上。 把一件分世界王军事开支主新分d己到投资方

面，对世界产出的影响在经过一段较长期间后将更为惊人。

94. 全世界在住房、城市重建、卫生、教育、农业、能源、环境和其他许

多领域都很需要投资，这是无须再加强调的。 在过去几年坷，联合国召开讨论世

界问题的会议，专门机构的会议和大会本身的决议已说明了，或正在规划科技、环

境、人口、工业化、粮食、生境、原材料等领域和其他问题的政策和方案，其执行

b' 

70 

7f 

额外投资对增长率的影响是由所谓边际资本/产出率所决定， 一九七一

年的报告曾指出，研究显示出，对发达国家来说，这个参数是在 3 至 4 这

个范围内，也就是说，要提高增长率百分之一，必央增加相当于国民生产

总值百分之三至囚的投资@ 事实上，投资或增长率很少有这么突然和大

量的增长。所以，对于把犬量的资源从军事l干j 途调拨到投资方面来说，边

际资本/产出率只不过是一个粗略的指标，显示出可能对增长发生影响的

程度。

除了南非、南罗得西亚和邻接地中海的国家以外的非洲地lR.

以同样方法计算的关于五个中东国家在增长方面的损失可参看 Fred 川

。ottheil. " An Eoonomio ABsessment of the 1i!1l~ta_~，. ~or~en in_ the.~:~d1e 
EaBt" ，儿urna1d hnniot Res。1utMh v。1.18 ， N。-L September 1974, 
Pp.502-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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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需要大量的资源。 许多领域的投访需要正在迅速地加，从而加强了军事开支的

有害效果. 持续的经济增长必须先在开发能源和原计料-传统来源和新三→一方

面有更多的投资。 根据稳健的估计，扑灭污染的估计费用显示出需要国民生产总

值的百分之一点四至一点九，较宽限的估计则需要百分之二点五至四 72 为了消除

赤贫状况和缩小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大量增加技

资。 如果要在本世纪末将富国和贫国在国民平均收入方面的差距缩小一半(目前

的比例是 13: 1) , 同样的计算方法显示出，除了别的以外，贫国的投A率要提高

到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三十至三十五，有的甚至要百分之四十。 世界农业产量

必须要比一九七0年增加三或四倍。 这将舌要大量投资来开发新土地，进行水利

灌溉和采用高产技术7> 不夫幅度削减军费而能够落实这些方案是难以想象的。

9 5. 当犬量人力被用到军事目的上时，人力就成了计算增长的公式中的另

一个主要因素。 第二章巳论述了这种资源耗费的数量。 如果能把劳动力从与军

事有关的行业中解放出来，用到有用的工作上，它将是一项真实的资源。

9 6. 在许多国家，相当大部分的劳动力现在不是失业就是不能充分就业.

但这与上面所说的也并无矛盾，因为人们失业，并不是因为所有需求都已得到满足.

他们失业或不能充分就业，是因为经济衰退或者经济结构有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本

身也因浩繁的军事开支而变得更为严重。 大多数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不敢采用能够

有效处理失业问题的剌激需求办法，因为怕增加通货膨胀的趋势和对国际收支产生

不良影响. 但早经指出，通货膨胀和在有些情况下的国际收支逆差很可能是因为

长时期维持大量军事支出而恶化起来a 无论如何，在适当情况下，可以把从军事

预算中解放出来的资金用来提高民用部门的需求，这不会引起通货膨胀，同时，一

般来说，也不会影响到贸易额的顺差或逆差。 其实，就军事开支比其他形式的开

72 

" 

W. Leont1eff,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Eoon。町， (New York，但ford Un1ver
sity Press , i977). 

同上， 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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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较容易助长通货膨胀一点来说，把相同款额的货币资源从军事方面重新分配到民

用方面，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会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并且在规划减少失业的政策

时可以有较犬的伸缩性。

97 0 尽管有这些明显的事实，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停国重新武装以来，

就有一种一直存在的奇怪的说法，即大量的军事预算可以防止，或至少可以减少失

业。 这种信念不仅有不言自明的模样，而且往往因为政府方面宣传说订购军火的

计划会在就业方面带来好处而更使人相信，但政府却并不进一步说明，把同样的资

金用到别的用途上也会带来，而且通常会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 因此，时到今天

还有很多人相信裁军或停止一些特定的武器方案，特别是在失业率已经很高的时候，

将犬量增加失业的人数。 应当强调，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不是只有军事支出才

能够创造就业机会。 事实上，虽然军事开支显然给供应武装部队需要的工业创造

就业机会，但军事开支中的尖端技术部分的增长削弱了军事开支直接的和总的提供

就业机会的能力. 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犬量军事开支不但不会缓和

整个失业问题，反而会在很大程度上帮助造成问题 a 括美国政府估计(似乎只有

这个国家才有数字可查 )， 1 0 亿美元的军事开支创造 76， 000 个工作机会。斗

但如果把同样数目的资金用在联邦政府的民用方案上，平均能够创造职位 100，000

个以上. 假如这些资金用在特别需要劳动力的活动上，能够创造的职位就更多.

计算显示出，如果同样的 1 0 亿美元通过减税方式移作私人消费之用，将能创造

112， 000 个新职位.75 换句话说，削减军事预算百分之十，即削减 8 0 到 9 0 

亿美元并相应地减低税收，将能使失业人数减少 300， 000 人。 如果在选择削

减项目和别的代替方案时能尽量以有利于就业为目的，这个数目将会更高。刊 所

以，军事开支在创造就业机会方面同非军事开支相较、即使不更为有效、也同详有

效的说法已证明是错误的.

74 "Projeotionø of the Post-Vietnam Eo。口。1nY， 1975" by the Uni ted States 
De~rtment of Labour, Bureau of Labour Statistios, 1972. 

" "The Struoture of the U .S. Eoono町 in 1980 and 1985" ,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Labour, Bureau of L~~our Statistios, 1976. 所引主t字 77
1975 年的坟宇@

76 访时时辛苦Marian Anderson, .The Empty Pork Barr~~' Publio Interest 
Researoh-Oroup in Miohigan(PIRGI则， 1 Aprll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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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在增长的公式中的第三个主要因素是技术改革。 第二章已经指出，把生

产资源用到军事目的最多的一个领域就是研究与发展。 估计全世界为军事项目工

作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有 400， 000 名。 这种资源转移在机会上造成的损失是无法

以数字表达出来的。 只要记得，虽然科技的发展给人类带来很多好处，但从第

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大约百分之四十战供研究与发展的财务资源是用在军事领域方

面，就可知道问嗖的严重程度。 此外，也可从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样面对

的巨大而迫切的问穗，看出在许多情况下，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先积极进行力量

集中的研究和发展努力。 第二章已提到一些这样的问题，这里无庸赘述。

99. 关于技术革新，同人力和失业问题一样，因大量军事开支而受到的再正-影

响大都因一些虚悦的说法而变得含混不清。 过分宣扬军事研究与发展努力会给民

用部门带来的好处的重要性，掩盖了资源大量转移的基本事实。 照这种说法，不

断妥求改进武器和军事目己备对技术发展是一项重要的剌激因素，并说，如果不是因

为军事妥求的迫切性，大量的资金是不可能取得的。 为了证明这种说法，少数几

个例子总是坡举出来:核能、空中运输、霄达、太空技术以及其他少数项目。 但

认真的评价哩示出这些说法都是大大的夸张，甚至经常引屑的例子也并不是全部都

可听信。78 事实上，值得注王军的是，许多在生产技术、材料、能源产生、引擎和用

77 这种例子可参看 o. Morgenstem, The Question or National Derence , New York 工织

H 从核子产生能源在开始发展核武器以前就已发明，后来的军事核研究给民用部

门带来的好处是否值得使几个世代的核子科学家和工程师都为军事目的而工作，

这显然是值得怀堤的。从民用观点来看，几十年来占用很大部分的军事研究与

党展资金的超音速飞机技术大多数是浪费掉或者是以过高的代价驭得。 那些

在民用部门完全没有相应产品的武器的研究与发展就更不用说了。 为什么空

中运耕需要军事用途的剌激来发展而地面运输又不需要，这一点也不清楚。此

外，在化学过程、医疗药品和合成材料等与军事研究并无重大关系的领域也不

见得就缺乏产品革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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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地面运输的所有罚域和通讯等方面对民用部门有最大重要性的发明，在开始时

完全与军事研究与发展无关，后来的发展即使有也是很少，虽然这些发明在较后阶

段常被武装部队采用和技作改适用于军事上的需要。 军事部门从民用研究方面获

得的好处远比民用部门从军事研究方面获得的利益为大。 真正奇怪的是，民用部

门从军事方面的研究与发展努力 1变得的新东西是那么少，而不是那么多。 产品在

材料、小型化、效能、可王在性，等方面的逐渐改良的发展有时是在手事部门主导下

取得的，但这只是国为军事部门随时可以获得充分的研究与发展资金。

100. 军事研究的一校重点是研究能够发挥同旧式装置一样作用的装置，但是更

为准确、有效和可靠。 所以，战后军事部门与先进和充吁动力的工业和研究详门

的联系，助长了不注重基本研究和真正的创新，而着重专门适应军事装置的细节的

产品改良，以致使民用部门很少能;走得有重大意义的好在七。 军事技术越来越远离

任何可以想衷的民用用过，总之，其努力总是集中在那些与解决世界现在和将来较

重耍的问通最无关的方面。 不用置疑，民用部门的技术革新及随之而来的增长归

根结蒂并没有因军事研究和支展而受益，反而大大地受到而害。

101 .经常指出的是，在有些发展中国家，军事部门大大地有助于技术训练，并

帮助槌高了技术能力的水平，为军事活动耗费的资源带来部分补偿。 í旦很明显，

"譬如，拿整个十九世纪来说，在许多方面，现代工业社会的基础就是白F个时

1美奠定的，战争的技术在当时也因为采用来自民用部门的祈技术而发生革命性

的变化。 当时很少有相反的过程，即民用部门从军事技术方面获得大量的好

在七。当然，这并不证明过去几十年来无可比拟地电大的军事研究与发展努力对

民用技术一点影响都没有(显然是有的) ，但可以说明，快速和有深远影响的

技术改革并不需要军事需要方面的刺激。
8υ 

F.A. Long , Growth Characteristics of Mi 1_i taro, Research 缸1d Developme口t

Impact of :可ew Technoloßies on Arms Race. The !ITT Press , 1971 ,pp 288 - 289. 

同时清毛主营 Organisation of Economic Co-operatio口 and Development, 
。overnment and Technica1 Innovation , P盯坷， 19叭，p.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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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发展、平民社区计划及类似的方案能够以更直接、恰当和节省费用的方式取得

同样的结果。

102 ，从工业化国家在战后年代的增长经验可以看出，有一种趋向，就是高度的

经济增长同较低的军事开支住住同时发生" 虽然这可以容易地理解为上面所述因

素(民明部门有较多的投资和研究与发展)造成的结果，但也可能有一些间接的相

互关系在发生作用。 有些经济学家指出，生气基勃的出口部门有助于一个国家的

经济增长。 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可嘀保和促进生产力和技术革新，外汇收入源源流

入则给扩张经济政策提供了基础，而且不会引起国际收支方面的困难。 那些尖端

工业部门比较不集中致力于满足军备需求的国家，将能较好地满足日益增长的世界

需求，特别是如交通工具、机器、化学物品和电子器材等蓬勃发展部门的需求。因

此，较低的军事开支，特别是减少本国武器发展和生产能力，将能帮助改善出口状

况，从而提高增长率。

103 在另一方面，大量的军事开支似乎造成一些工业国家在增长上的困难。这

不仅是因为从生产性工作中调走了资金和技术人员，而且也因为军火产品有稳定和

有利可图的国内市场，使厂商不必太过努力，也不太需要在世界市场上竞争。 生

31 刊如，在一九六0至一九七三年期间，七个最大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用在军事

82 

目的上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与其投资和增长的指标很显著地成立比例。高领

军事开支同(相对)低的固定投资率(住宅固定投资除外)有密切的关系，这

又同(相对)低的总产出增长率和制造业的人工时产出率有关联。(Ruth Sivard, 
Wor1d Milit町 and Socia1 Expendi t叫 1977 ， p.13) 

较详尽的讨论请见 K儿 Rothschi1d， "Mili t町Expenditure，坷。rts and 

Gr。时h" ， Ky且os，可73 ， pp. 801斗- 8巧，使缸'beitsgruppe Rüstung und 

Unterentw.i.ck1u吨， Hamburg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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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力增长率降低和国际收支因唯可以导致经济增长的衰退。 此外，集中生产非生

产性的军火通常还带来一个现象，即大量补助如宇宙忧行这些领域的民用项目，虽

然这些项目的社会效用有限，销路也不会很广。 在这方面，军事努力引起的经济

畸形发展和资深的浪费和调度失当，其程度比军事预算数字使人们所能期待的还要

大得多。俨

104. 从市场经济国家中那些采顾民用和军用需要的工业部门的个别公司的角度

来看，情形显然不同。 特别对这些公司来说，军方生意不但不妨碍，反而茄速其

成长 3 即使没有附带的好处，军方的生意一般都会提高承办公司的能力，使它们能

够以较大规模作业，甚至可能在民用部门的需求萎缩时提供一些保障。 飞机工业

中可大概看出，在一些可能是特殊的例子中，用在这方面的资金的数额。 瑞典的

经济保护措施(由公私两方面提供经费)似乎要在原有军事预算上昂首为口百分之十至

十五。 就是最明显的这类例子，军事开支庞大的国家的工业因其民用生产部门获

得问接补助而在竞争方面处于有利地位，这种补助通常是军火生意中一定会有的。

要求维持这些特殊工业刮门在国际上的竞争力的压力提供了军备竞赛在主要工业国

家之间蔓延的一个非军事性原因。 以宇宙航行工业为例，假如要保持其竞争能力，

由民用生产部门从军方生意得到问接补助，往往是很重要的。 购买军火比较少的

那些国家的生产雨就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如果不能有其他形式的补助，生产商便

可能施加压力，要求较积极的军火方案。

时 所谓的"经济保护"措施，即向需要在战时和禁运时保证能够自足的生产部门

提供补助的措施也可能同样地严重影响经济的正常运转→一其实这就是要达到

的目的。在瑞典对手吁书长的普通照会的回答中可大概看出，在一些可能是特殊

的例子中，用在这方面的资金的教颈。 瑞典的经济保护措施(由公私两方面

捷供经费)似乎要在原有军事预再上再增加百分之十至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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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军火的国际销售，或者准确一点说，军事商品和服务的销售，是当前军

火转让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它是军备竞奏的一个方面，对有关国家的经济有直

担和问耗的影响。 对所有不生产主要武摇的国家来说，托加军事开支一般意味着

与加进口，从而造成贸易差额的恶化飞 无偿获得军火或以减让价格取得军火的机

会目前显然有限。 所以，对世界大多数国家来说，军备竞赛加重了许多本来已经

是很严重的国际收支困难。 军事目的的进口 k已不能带来收益，也不能促进出口来

偿还棺加的债务，因而使件对国际收支的较长远的影响更为恶化。对一些面对严宫的

清偿债务问题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世界性的军备竞赛强加于所有国家的开支对国际收

支的影响尤其明显。

106. 军火买卖对进口国家和出口国家的经济在效果上刚好相反【 整个过程是

极不平等的交换，特别不利于为缩小穷固和富国之间的差距而进行的努力。 对军

火进口目来说，军火买卖在经济上纯粹是浪费可以用在生产方面的剩余资金。 即

使武号声是以赠送万式提供，按受一方还要算进维修、协作和基本设施的费用。 这

些开支与进口民用同品不同，它既不能k高消费 E卫生产，也不能何动进一步的产出

来支付这些开支。 对出口国就不是这样。 军火生产中准备为本国武装部队所用

的那一部分大致上可简单地看作是经济识失。 但从经济上苟，生产出口武器与生

产其他出口品并没有任何不同。 有时出口武器孚实上比出口其他商品更为有利，

因为军火出口中的尖均技术部分比率特别高。 所以，这些出口趋向于刺放出口国

的一些重要经济部门，如机和飞工程、电子及供应这些部门的工业。 最近那些涉及

高度"';.，'i ~J1'设备的军火买卖增加了这种趋势，因为这些设备的价格通常包括一大部分

用来支付研究与发展费用的开支。 除了现有武器的定单以外，一些最近的合同甚

至牵涉到专门为出口到订约因而发展的新的或改良的武器系统。 这样，进口国便

补助了军火出口国的军孚研究与发展。 这对不进口武器、但以特许证生产的国家

来说，也一样适用。 在多数例子这种补助对出口国并不重要，但也有少数例子，

对某些全国性的军火工业或个别公司的生存会发生重大的影响。 因此，进口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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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是，虽然通常只是在很小程度上帮助保持主要军火出口国家在军事技术上的领

先地位，并维持武器革新和废弃的速度。

107. 在原则上，军事开支对中央计划经济的不良后果，与对其他经济制度是一

样的，但是在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垃中发生作用。 在计划经济国家里，投资和消费

的数量和结构都直接由国家管制。 中央计划明确规定了各别的任务。 这些国家

已经保持比较高的发展速度，同时也使其货币在七0年代保持高度的稳定。 但军

事开支对这些国家来说，也是丧失了经济和社会发辰的机会。 军事开支耗费本来

可以用在民用方面的资源。 这些资源可以用来加速工业、农业和~~--;_' :等领域的增

长和现代化，也可以用来提高生活水平和改善生活质素。 假如这些国家觉得不需

要把物质产品的若干部分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能够缩短要完成其长期发展目标所

需的时间，并将能更积极地参与国际经济交流。

108. 人力资源缺乏是所有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多少都有的问题，并且正在成为一个限

制生产和服务进一步增长的主要因素。 因此，调动人力到军芋目的方面也是一个重要

的事项。 军事上对那些本来可以全部用到民用目的上的能源和原材料、以及对生

产和研究能力的需求，也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相当不利的影响。 即使中央计

划经济在原则上，可以在军事开支不影响主个经济的资源分配的情况下W:拨可以运

用的资源，但军事开支必然会减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速度。 假如军事开支减少，

中央计划经济将有重新调拨解放出来的资源所需的工具，唯一的限制是现有机器、

厂房和技能方面所必然有的明显的技术性限制。

109. 本章及本报告其他各章所述意见，其大部分都一般适用于所有国家。 但

正如对中央计划经济和发达市场经济一样，对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就某几点再加评论。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里，经济和社会发展方案主要都由政府决定和提供经费。 军孚

开支和发展方案是分配政府资源时可供直接选择的对象。 近年来，许多这类国家

的军亭开支一直比民用经济增长得快(见表 4 ) ，从而缩小了推行有效的发展方案

的范围。 更具体地说，转用资源到军孚用途上所造成的-+j~不良影响对友展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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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往往更为严重，因为现代化军队对许多为发展所拉需要的资源的需求很大，造成

了许乡严由节后刑-，'tð的环节，如外汇、~:~纬技术和管坦人员、以及维怡和工业生产能力。

1 1 O. ~; \练工人是发辰中国家最缺乏的资源之一。 早经指出，许多现在购置的

军芋设备耗为复杂和精密，其才71'~作和维 /15号主要大量的熟练技工和管理人员，其中有

许y :'d-~手请外国技术人员来充当。 在其他例子，买方自费派人jl] 供应国接受训练

即使这样，"Þ挝技术人民还是要从购买国有限的技术人员中抽调出来。 这些国家

的制造业在业尼人我大多只比军队人放多几倍(偶然也多达十倍)， fUJ此这种资源

转用可能证是重要。

11 1. 在三加长荆的目际冲突和/或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社会不平等现象越来越

明显的固立里，军手开支显 1-1'有急剧的括加。 对于面对这种情况的国家，从转用

资川方面评价军国主义的负担是不够的。 必须加上社会性和政治性的重大代价，

以及现代战争 f口耳;二J 武装冲突对人民的生命、生产设施和基主设施造反的损失，和甚

至对物质 E不可l造成的巨大哎坏。

例如在法国1111 虾-1;'"证市且按"三型截击机飞行员的费用，包括分期偿还装

备纣用，估计约需近 100 万夫元(世界才['t:;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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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军备竞霖的继续迟早都会牵连到所有国束。 在这个过程中，较小的国家

和工业与技术基础薄弱的国束的有限力量就将设削弱。、 这些国家将面对一种情况，

就是由拥有较多资源的国家来决定军事校术革新的速度。 在这样的情况下，单是

保持在军备竞赛中不落后就需要作出巨犬的牺牲。 军备竞赛的持续进行及其必然

在地理、才女术和经济方面扩大和加剧的趋势将成为对所有国家的社会和经济进展，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迫切堤展任务的越来越犬的障碍。 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在引

起世界军备竞赛的中心制止这种技术急剧上升的情况，并通过主要军事犬国的犬规

模裁军，来为在全世界犬量削减军备开支铺平道珞。

113. 哉军可能引起的经济效果是一个同讨论中的主题有密切关系的问题。 从

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到，无论个别国家的社会经济制度如何，裁军的长期经济效果都

将对它有幸11 ， 这一点已经无可置疑，无须在这里再加讨右。 值也有人说，从每

期来看，在厂房和迂施改装完成以前，在人事和工作人员获得吏新安排以前，实什

裁军或犬量削减军事开支恐怕会引起经济失调、衰退和增加失业。 裁军的全盘经

济效果校为有利，但这并不排除吃生局部和暂时因1住的可能性。 的确，由于停止

某一特定的军事方案，引起这类困难的例子是有的。 不过，室娶的是要注意到，

在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后，预期从裁军得到的全面效果不应是衰退，而是剌激经济

和减少失业Q 最近一项关于我军对总需求量和失业问题的影响的讲究证实了这一

点。 U 因此，在许多现在供应军队食物、衣恨、运输设备、建筑工程部门的需求

量将不因裁军而受影响，或者还会增加，宣祈部者以满足民用需要是不应有问题的。

除了这些部门以外，军事采仰的特征是面度与在中于几个特定工业部门。 例如，在

宇宙航斤部门和军械和装备部门，军事采 II!iJ占总产出一半或以上。 在其他如造船、

运输设备、电子和通讯等部门，虽然比硕较小， 1旦军事采吻仍然占其产出的 f民犬部

分。 06 此外，许多军事生产、逆施和机构都集中在若干区域或地点，成为当地的

S. 丁J.l丁resch ， I丁斗 S :'irηa'11ρn.t: Ecc、η '1mic C'1nsequences aηd Devel 守节ment Dote'1tia工，

1.972 , 

86 例子可参见美国对秘书长的普通照会的答复(见 Jνc3 2/88/Ad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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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雇主和犬部分收入的来源。 军事定购量的突然大量急剧减少，对这类工业和地

区来说h 将造成地区性的衰退。 但如果军事开支的削减分为若干年来执行，并采

取适当的补救步骤，经济失调，即使从短期来看，也将是叹为轻微的。 我们完全

同意一九六二年关于《裁军的经济和社会后果》的专家报告的结论，即裁军不应造

成重大的不稳定局势。 '7

114. 这里并不打算轻视与裁军有关连的经济问题。削减军事开支而多出来的人

力和设施必然不能完全配合因重新调搜资金给民用目的而引起的需要。 这是?二同

社会经济制度的国家所共有的最严重的问题。 在短期内，从军事方案中解坎出来

的技术也许不能究全适合扩大民用研究方案所需要的技术。 同样的，一些现在生

产军事设备的公司将需要时间和资本来改变为生产民用物品。 但是，补偿或转化

这些部门所需的充分资金;以及为特别受到影响的区域戎城镇拟订的特别堤展方案，

只不过占用一小部分节省下来的资源。 从哇'济戎扶术角，变来看，所有这些问想都

不是不可克服的。

115. 尽管如此，尽快订出和通过帮助从军事生产改为民用生产的计划和法例是

根为重要的。 一个有用的一般性办法是规定军事定单不能超过各个工业的生产量

的若干百分比'"为了技术原因不能这样做的工业，可以妥求它们遇到工人解雇时

当地能够吸收这些具有特殊技能的劳动力的社区和区域设厂。 在有些情况下，也

许应该把军事生产分布于全国各地。 另一个办法是耍求从事手事生产的工厂制订

利用其设备与工人从事民用生产的备用计划。 这不是一个任择办法，而是 iiiJ 前述

办法相辅相成的。 这些措施不仅有助于裁军，还可以通过减少工业和工人对源源

不绝的军事生意的依赖，帮助打破一些最强大的、反对裁军的政治势力联盟。 但

必须认识到，转化主要是个别社区、个别工厂、个别工人队伍和科学工作人员团体

的问题，如果要在这一方面垠得实效，就必须以具体方式来处理。 如果没有备用

计划，就会有引诱力，有时还会有难以抗拒的压力， :1耳搞一些新的武器计划，目的

只是为了维持有关工业的生存。

87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62. 工 x. 1, 

国 瑞典已试用这种办法，见 A.H:厅dal.，阳门ame of Disa.rmam时，飞!ew York ,1.Q76 , 
1>p.152 and 355-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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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Q 一个有时搜出的有关问题是，有些发展中国家依靠不断售卖军事需求占总

需求量的一个t重要部分的原材料，或者依靠来自其领土内的主要基地设施的收益。

一九七一年报告附件三内所载的计算数字试图评价第一个问题的影响程度。 计算

显示出，也许除了铝土矿以外，在所研究的原材料中没有一项的需求量在从军事消

费型式改到民用消费型式时会受到显著的影响。 即使是铝土矿，其总需求量在裁

军后的下降卒估计也不会超过百分之五。 在这一方面问趣显然不犬，很容易通过

临时的补偿来解决。

117. 到目前为止所提到的日益扩大的军事部门所涉及的许多费用，不管有多么

重要，但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就是因参加军备竞赛而在国内造成的后果不能只是以

民用生产和增长减缔的经济损失和直接造成的社会后果来衡量。 这样就会看不到

问题的另一面。 当代的军事机构通常是社会上一个强有力和与所有各方面都有关

连的部分。 它们能够对政治和社会的情况和观点发生相当犬的影口向， 并对于土会

进展施加重大的限制。 从这个意义来说，它们可说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影响

3'IJ- 个国家在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发展。 军事机构对社会过徨的影响是

各国都有的，虽然不容易用有意义的数字来表示，也不容易一舵土地加以确定，但力

了全面了砰问吨，仍然需要考虑到。

118. 军事力量 1生什么程度上也成为一种社会和政治力量，如果是这样，又是以

什么形式.这个问题在很犬程度上垠决于实际情况、社会结构、经济状况和政治背

景。 如果认为军事机构到处都是同拌的现象，认为可以一般地讨论其具体的政抬

影响，那耽把问题看得太过简单了。 传统、政治和社会关系、』屹立去的战争}iX.1件放斗争中

取得的历史经验，以及同社会上其他机构的相互关系的形式却有低大的不间。 在

有些情况下，武装部队因为某种原因成为吸引或培植社会上的现代化力量的中心，

对社会的发展发挥了远超过其纯梓军事性功能的作用。 在另一些情况下，武装部

队严重地阻碍社会变展，帮助维护特权，压制群众意愿。 不过，应当承认，从广

泛的意义来况，军事机构(包恬军事辅助部队和在形式上可能是独立的特务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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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社会中享有独特的、强有力的地位。 这是由各种各样的因素造成的。 第

一，人数，众多，再加上有中央集权的组织。 第二，武装部队与重要工业部门之间

可以保持享有特权的关系，因为它既是顷客，又与政府有关联。 第二，与国家和

许多方面的政府政策(视情况而定，包括外交、工业、基本设施、区域和-tt-他方面

的 Jt策)都有特殊的关系。 第四，军事机构可以在不同程度上使其活动不受群众

监督，并在国家安全的幌子下进行各种活动。这可以包括设置完整的秘密外事机构，

科密在国外进行战争，以及对各种政敌进行有节制约戎较全面的监视。 最后，但

当然不是最不重要的是，武装部队垄断了实质力量，并且是对付其他国家和对内的

最终工具。

1 19. 这种社会力量与工业和政府的结合被称为"军事→工业综合体"，"每

一个城市，每一个州议会，联邦政府的每一个部门都在经济、政治、甚至精神方面

受其影响" 8 ~ 除了在美国以外，很少国家有那么详细地研究过武装部队与社会

其他部门之问的相互关系，及其对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全盘影口向。 í旦应当强调，

这种相互渗透并不是只在美国才有的现象。 不管出现在那里，军事一工业综合体

或军事←经济→政治综合体都有自我保存和自我巩固的特性。 它们是有巨大力量，

有众多办法，有广泛影响的驴且，围绕着一个共同目的而发展，即不管军事上是否

真正有需要，要使军事部门继续不断地扩展。 在这些综合体的影响力强大的国家

里，它们显然是维持军备竞赛的一个重要因素。 美国许多关于军事-工业综合体

的研究(从其结果可或多或少地引出关于其他国家的一般性结论)显示出，这些综

合体能够制造恐惧心理，必要时加以剌激，并主动采取补偿性活动来抵消比较不重

要的军备限制措施所造成的影响。 如果要使裁军努力获得成功，就必须要注意到

这一点。

89 艾森豪成尔总统对全国告别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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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如果军事部门在国家的内部、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各方面所占的全

盘比重可以明显地看到，而且可以一般地加以描述，哥以它宅样抖着特定的方面发挥

其影响力，却不是常常可以清楚地见到的。 许多周末可以不受军队的积促干预，

长期避免或遏制重大的内部冲突的发生，这些国家的军队玩被认为对其国;可 O~社会

和政治事务保持真正的中正，其唯一关注的事务是防止外国侵略。 从上文关于武

装部队和其他社会力量之间的复杂联锁关系的论述来肴，实际情况却并不经常是这

样的。

121. 军事化和社会上的紧张关系住往是同时出现的。 作为国内镇压的手段，

军事化在那些社会矛盾尖锐，大部分人口饱受剥削的国草里最为显著。 南非可以

作为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其他地方也有同样的情况，虽然种族问题没有那么严重。

在这些国家里，不时会出现一种现象，即随着在军备和经持国内陕序方面的宅犬开

支，经济增长却也相当快速，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是这样。 如果因这些例子;jft!导出

结论，认为军事开支和经济增长是相辅相成的，那就是不顾增长只是其一种手段的

社会目的。

122. 在多数情况下，可以假设军事机构和武装部队有J7..重 ff屑。它们同时既

是对外事务中的最终力量，又是内部事务的最终仲裁者。 这两种作用斗不是从不

相干的。 在与外国对抗的情况下，容忍歧见的限度指小，真实的或假设的外来威

胁可能成为加强镇压的情口。 相反地，当国内的不满情绪超过这些限度，当基本

需要和愿望得不到满足时，为了暂时应付这些问题，对内实行镇压戎便与外国的对抗

升级的意念就会出现。 这样，政府会陷入一个困境，日益沉重的军事开支使经7齐

和社会进展更趋缓慢， r吏社会结构硬化，也货?土会的紧张局势更加恶化，但因为同

邻国间的对抗和军备竞赛却又排除了推行其他国策的可能性。 对外和对内的对抗

局面相结合，会造成特别危险的局势，虽然加强军事力量能够使局势暂时稳定，但

到头来只会使局势更加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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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在主要军备竞赛的第一线的工业化国家，与外国对抗和内部政策也可能

连结在一起。 在冷战最剧烈时的玫治迫害就是很鲜明的例子。 那个时期最要不

得的情景已经时过景迁，但"总体防卫"的气氛及其有系统地把国家精力引导到国

际间的疑忌和对抗，以及不容异己的趋势仍然存在。 缓和显然可以发挥重大的作

用，但必须强调，如果不接着削减军备和消除对抗，就不可能期待缓和成为持久和

不可逆转的现象。

124. 一九七一年的报告已经指出，核军备竞赛造成的恐惧心理，以及与足以

毁灭整个人类，时刻准备吏射，并可能因为人为的戎技术性的错误而引发的核武器

储存生活在一起的疯征状态，造成了不满和失望的情绪，特别是在年青人中问。不

容置疑，世界上军备竞赛继续进行，暴力曰增，使许多人更加惑到不满，觉得自己

无能为力，因而也不愿再注意有建设性的社会目标。

125. 军备竞赛不但要在经济上作出重大牺牲，而且也威胁和侵捡了民主过程，

削弱了为人类前途提供唯一和真正希望的社会进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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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军备竞赛的国际影响

126. 军备竞赛波费资源，使经济不能为人类福利服务，阻碍国家的发展，并威

胁到民主秩序。 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军备竞赛在效果上危害到国家、区域和国际

的安全。 它使几个最犬的国家经常有发生战争，包括核战争的危险，并且还带来

了一连串永无尽期的规模较小的战争。 它越来越成为发展减少武力在国际关系中

的作用的气氛的障碍。 此外，它还干扰国与国问的关系，影响到交流的数量和方

向，削弱国家问合作的作用，阻碍为了在更公平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而

作的努力。

127. 最近，世界大家庭对重新安排国际经济关系采取了重要的原则立场，对一

九七四年五月一日大会第 3201 (8-V月号和第 3202(8-VI) 号决议所载的《建

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人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大会第 3281

(xx 工 X)号决议所载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人以及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

日大会第 3362(8-γ工工)号决议的目标都作了确切的规定. 后来，又增加了许

多其他的联合国文件和联合国系统内其他组织的又件，有的正在详细编制中，联合

国海洋法会议就是一个例子。所有这些都表示世界大家建已愈来愈认识到目前的国

际经济制度有很犬的缺点，也可说是为规划一个新制度所采取的步骤.

12 8. 在对待关于新的世界经济秩序的问题的态度上，也存在着很犬的差别.有

些国家所设想的是一个有很大改变的新秩序，其他国家大多只想在现有秩序上谋求

发展。 不过，所有各方都越来越了解，世界贫富两极化的现象已不能再任其长此

存在. 贫富悬殊的长期存在和甚至加剧不但在道义上不能允许，并且从未来的国

与国问的关系和世界和平的观点来看也是极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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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且 在新的国际分工方面取得进展，为确保有较犬的稳定、至使所有国家、特

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和经济进展有更好的前景而设立合作机构，都必须根据可以

一致接受的解决办法、来就根本性质的改变进行耐心的谈判. 在这个过程中，军

备竞赛的继续、将使现有的分裂挫续存在并加深，也许还导致以武力来强制解决问

题或维持现状，这都将是求取进展的道路上的严重障碍。

130. 军备竞赛的国际后果可以分为三个方面，虽然实际上在许多方面都是互相

有关连的。 首先，纯梓是军事方面:一方面，很长的一系列的战争，其中有些造

成极大的破坏，严格地讲， fR少是因军备竞赛而引起的，但却常常因之而加剧;另

一方面，随时有发生核战争的可能。 现在有一种新的迹象，就是人们已愈来愈认

识到，必须将一九六0年代为应付这种威胁所采取的办法纳入较广泛的范围，并联

系到一个更广泛的、以全面彻底裁军为最终目标的裁军方案，这样才能有效地制止

和扭转军备竞赛. 如果没有新的作法，恐怕《裁军十年》也剧不会有令人满意的

结果。

13 1. 第二，最广义的经济影响(以及连带的社会杉响) :军备竞赛和军事支出

对贸易、援助、科技合作、以及其他种类的国际交流的影口向。 由于军备竞赛使得

大量的资时不能用于生产和成长助长通货膨张和教哺到许多国 TZ的经济危机所以军

备竞赛直接和问接地阻碍了国际交流的充分发展. 此外，贸易和援助的流通受到

政治和战略考虑的干扰而变质，有时变质的程度非常显著，造成全球性的资源分配

失调. 因而，军备竞赛帮功维持和扩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和它们各自

内部的差距，阻碍了国家问的合作、一般的社会一经济进步;也妨碍促成新的国际经

济秩序的建立.

13 2. 第三，军备竞赛对国际政治情况的影响. 在一个各方保持高度军事戒备

的坏境下，甚至很小的冲突都可能扩犬，安全的考虑也成为各国政策的突出部分。

这种环境有助于造成势力范围，在这种范围内，局部的冲突可能牵连到区域或全球

性的对抗，如果社会和政治的发展似乎要使现有的结盟发生问题的话则很可能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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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 这种僵硬所造成的磨擦发生的时际，正值各国的相对的经济、政治和军事

比重改变得比任何时候要快之际，它们本身就成为冲突的可能来源.

133.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常不断地发生战争。 武器的犬规模使用几乎是无

问断地进行，多数时候是在数个地方同时发生。 伤亡日增，第二次世界犬战以来

的伤亡总数已有数百万人。 这些冲突绝大多数都发生在世界主要工业化区域之外，

虽然在许多情形下，有些犬国直接参加，但几乎没有例外的是，战争工具都是由这

些大国提供的. 根据一项资料(所要用的有关战争标准的定义不无商讨余地) , 

从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六九年的二十四年中，总共发生九十七场战争'" 其中包括十

二次左右以任何标准都可称之为重犬的战争。 其中几次的剧烈庄、广泛性及极度

的破坏性都可以归咎于国际的两极化及现代军火的容易取得，这些都是军备竞赛的

特征。 这显然是军备竞赛所须付出的代价中最重要的代价。

13 4. 这些战争中，有许多次虽然具有极犬的吱坏性，但与核战争的后果比较，

就空间和剧烈的程度来说，还算是小的和有限度的. 爆发核战争的可能仍然是军

备竞赛的最大危险.

13 段 在第一章中已经指出，从现在进行中的技术发展和它们所可能带来的战略

理论的观点来看，核军备竞赛可能正在进入一个大大增加危险的阶段. 在另一方

面，已经为减少核战争爆发的危险取得某些有限度的进展. 这些是:在限制战咯

武器谈判范围内的某些具体协定，经由协商所达成的一般地增进对饺此的立场和意

图的了解，以及缓和的一般过程。 当然，这两个因素，科技和政治是不可能相与

伦比的，因为它们的彩响各不相同。 有些形式的核战争也许已经较不可能发生

(特别是纯粹因意外而造成的战争) ，其他的核战争，尤其是那些假定已受到控制

和民制的核战争，也许变得更为危险。 字实是，象五年前，十五年前一样，目前

首要之务还是消除核战争的威胁。

肯德，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局部战争，一九四五年←→一九六九年九

《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 ，第六十集，布达佩斯(一九七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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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当然，应付这种威胁的唯一办法是采取真正的核裁军措施，这些措施要限

制一切核武器的进一步发展，并确保它们的禁用和消除。 再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有

效地消除这种危险，也再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制止这种危险的增加. 因为除了刚才

所说的技术发展以外，还有其他危险。 除了核裁军以外，长远来看，不大有可能

阻止核武器的进一步扩散. 如果要阻止这种扩散，核武器国家将必须清楚地表明，

对它们来寸吃，这些武器也没有与其历牵涉的危险相称的政治或军事效用。

13 7. 为应付军备竞赛的危J验所(户的尝试并不吱乏，虽然迄今还只(寻到比较有限

度的成功。 在六0年代一直到七0年代，这些努力有两个主要的特征:一个是优

先考虑那些旨在防止军备竞宋转入某些新的方向的部分措施;另一个是对缓和的重

视，其设想是，消涂情疑和恐惧将不仅减少战争的危险，并且也除去了助长军备竞

赛的一个主要因素。

13 8. 过去十五年来已经产生了不少有关限制军备的协定，包括《禁止在大气层、

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 <<各国探索与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

内的外层空间活动原则的条约 Y;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Y; <<禁止在海底、洋底及

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l(性武器条约>>; <<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

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销绞此种武器的公约>>; <(禁止在军事上或任何其他敌

对行为中使用环境改变技术的公约>>; <<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 ;苏联和美国

关于快制战略武器的协定;及《美利坚合众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限

制地下核武器试验的条约 L 美国与苏联之间及法国与苏联之间也都签订了关于

防止核战争的协定。 虽然这些条约和公约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造成增进了解的新

气氛，但在减缓军备克提或大大地影响军备的实际基础这两方面，却没有能发挥效

用.

13 9. 部分和并行的措施虽然能够对终止及其后逆转军备竞赛发生作用，但越来

越清楚的是，要使这一点成为事实，就必须使之成为一个更广泛的方案之一部分，

订定一整套措施，使具有高度军手重要性的武器达成大幅度的裁减. 如果这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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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措施象管制正在进行中的军备竞争的措施一样，是专为某些方面而制订的，则存

在一种危险，即它们可以很轻易地把这种竞争转移到其他方向.

140. 在六0年代中期和七0年代早期，这些部分措施帮助造成了一股乐观气氛，

帮助建立有用的通信渠道，并且显示至少在一定限度内是可以达成协定的。 因此，

无疑地这些措施有助于促进缓和。

14 1. 很显然，缓和对国际气氛的松弛有重要的影口向，从而减低了在军备竞赛的

边缘的冲突和牵涉到大国的较小冲突会升级成为核战争的危险。 由于缓和讼弛了

各军事同盟之间及其内部的冷战气氛，并帮助松弛前些若干的僵硬的两极化现象，

所以也有助于促进各种形式的交流. 事实上，这种交流不仅是缓和的结果，而且

也是缓和本身过程的一部分，继续讼弛存在于各主要军事同盟之间和它们内部及个

别国家内部。 经《关于欧洲安全与合作的赫尔辛基宣言》所认识到的固定的关系

型态，这种交流是继续缓和的表现方式和先决条件 由于缓和把国际关系建筑在一

个更健全的基础上，它已为国家问的有利交往、发展经济联系、增进科技和文化交

流改善了条件. 这些都是过去十来年的重大、甚至决定性的成就，必须全力推动

并予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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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2. 虽然缓和的压倒重要性值得不断地予以强调，但这个时期的失败也应加

以强调。 政治缓和没有带来相应的裁军措施和在军事上脱离接触，这是缓和的中

心弱点，也是主要引起关切的地方。 f兰和不断地受到军备方面的技术发展动力的

冲击与吱坏。 主要的是，缓和不应该只是主要对抗各方参加的过程，在地理上只

限于某些地区，在实质上也只限于军事领域内的强烈对抗。 因为，很显然的，军

备的持续累积与消除战争威胁、和有意义地加强国家问的互信的严肃企图是不相容

的，又真正缓和的基础必须是国亏之间的互信。 如果军备竞赛不能逆转，缓和仍

将缺乏真正的基础，永远有返回到紧张、疑忌、孤立和对抗等状态的危险。

143. 经过了十多年抑制军备竞赛的企图，已可看到这些努力还是不够的。
从每一个重要方面来看，军备竞赛仍在继续进行，许多人才和精力都用在现在看来是

属于较为边际重要性的那些方面。

144. 公众对军备竞赛的危险所表现的真正而普遍的关切，可能是给予我军努

力以新的动力的最重要途径之一。 有好几次，我们看到公众在充分认识到真实情

况以后，是能够对裁军领域内的发展施加抑制性的影口向的。 在关系到人类生存的

军备问题和裁军问题上面，需要有能够反对一切扇动战争的行为的积极而消息周全

的誉论，也需要带动斗引导公众的关注朝向积极的方向，这两项需要都是特别巨犬

的。 联合国及其他组织已经作出了重要的努力，散播有关军备竞赛的资料，促使

国际问对其所带来的危险，特别是核军备竞赛的危险，有所了解并且不存自我安慰

的幻想对所已采取和可以采取的行动增广了解。 这些努力需要各会员国的公开和

全心全意的合作. 这些努力需要继续、并予以加强。

145. 军备竞赛对国际制度的第二个重大后果是它对一般交流，特别是经济交

往的影响。 前面已说到，战争、重大的国外军事负担及大笔军事支出所必有的对经

济的不利影响都是造成国际货币制度混乱、造成许多国家发生持续性的通货膨胀的一

个因素，使得目前的衰退情况更为普遍、也更为难以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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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一九七一年的报告早已指出了许多这类影响，特别强调国际贸易正受到

持续性的军备竞赛的阻遏。 这些问题丝毫没有失去重要性。 显然的，还有其他

阻碍自由交流的因素，包括歧视、入口限制、保护主义，及在有些情况下的较为技

术性和实际性的困难。 不过，进行中的军备竞赛是限制流通和使它们变形的一个

重要因素。 军备竞赛的一个特别不好的方面是限制所谓战略商品的贸易，它们可

以包括从原料一直到先进技术的任何东西，在有些情况下还包括对民间经济有关键

重要性的货品。 虽然这种限制已逐渐放宽，但重要的限制仍然存在，很明显的，

其中一些(例如，关系到先进的电子学、推进系统和核技术的限制)也许可能放宽

一点，但只要军备保持着它们今天所担当的角色，则限制不可能完全消失。 问题

的另一方面是，战略禁运也可以是迫使对方作出大笔支出的手段。 因此.它可能

成为一种经济战争。 在有些例子，采取保护主义政策是为了在农业生产方面及一

些制造部门保持某种程度的自给自足。 虽然其他引致保护主义的动机无疑地具有

极大的重要性，但保护主义增加了对发展中国家出口货物的入口限制的有害影响。

在有些数目虽然不多， í旦很重要的例子，禁运执行得非常彻底，几乎到达企图扼杀

对方的程度。 当这种情况在极度依赖外贸或技术援助的国家发生时，就意味着发

展受到严重的阻碍。

147. 日益增加的国际相互依赖要在范围和程度两方面有和谐的发展，就需

要消除障碍、使交流普遍化，使参与关于国际交流的文书和机构也普遍化。 军备

竞赛成为这个过程的一个障碍，制造国家间和国家集团间的分裂‘使现有的障碍长

久存在。 只要军备竞赛继续一天，就很难想象能够制订新的国际分工和新的国际

商业、货币和金融秩序，在这种新秩序中，所有国家不因军事一→战略的理由而受

歧视，都将有同等机会进入信用市场、取得原料和参与其他经济发展和合作的方式。

148. 除了贸易条件的改变以外，在关于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那些文件和分析

中最不断被强调的一点是，需要增加所有形式的发展援助，不仅以官方赠与及减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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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贷款的形式，并且也以促进发展措施的形式，这些措施在粮食和工业品贸易、技

术转让及许多其他方面都应有减让性的成分。 有关裁军的措施显然会改善在各方

面取得援助的可能性。 事实上，就狭义的援助来说，发展规划委员会形容全世界

的军事支出为对发展支助的"最大障碍" 91 

149. 军备竞赛不仅降低了援助国对援助政策所给予的优先次序，并且还改变

了双边援助的流通情况，在有些情形下改变的程度很显著。 对有些援助国来说，

在受援国对发展需要的迫切性与流入这些国家的双边援助之间，看不出有什么明显

的关系。 92 相反地，在许多情况下，提供的援助与政治考虑之间的关系却很显著。

也有一些例子，提供援助是别有用心的:为了取得影响力或使别人得不到影响力，

或者帮助取得基地设施或其他的军事一 战略利益。 这就大大地减低了所提供的

援助的效用，并非最不重要的理由是，这些处于内陆或为其他原因受到冷落的最穷

国家很少是有最大军事一-战咯重要性的国家。 此外，当援助的流通受到这种与

全盘军备竞赛有关的政治考虑而发生变质变形时，它很可能在有些情况下鼓励受援

国介入外国的对抗，从而为军备竞赛火上加油。

150. 与需要比较，目前的发展援助水平清楚地是不够的，它们甚至与第二

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所规定的并不过高的指标还差得很远。 在十年的前半期，

从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五年，发达市场经济所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相当于它们合计

的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零点三二，还不到战略指标百分之零点七的一半。盯 其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6 号)ì( E/5793)，第

21 段。

统汁证据可以从下述事实看出来，即双边援助主要是由中等收入至较高收入

(每人平均收入 200 至 800 美元及 800 美元以上)的发展中国家取得，从

士古人平均数字来看，最穷国家得到的就少得多。(参看"外援和发展需要"，

E/AC. 54/L. 8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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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只要等于其目前军事支出的百分之五的经费移转给发展援助就足够完全满足这

项指标。

15 1. 裁军和发展是今日世界所面对的最迫切的问题。 因此，大会及其他

联合国机构一再地强调它们之间的关连，是很有理由的:即裁军和发展很可能是一

起成功或一起失败。 在国际发展战略的 A 节第 5 段中，大会说，"国际发展活动

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一般国际局势的改善，特别是要在有效国际管制下实

行全面彻底裁军这一方面能取得具体进展。" 它又说，"在全面彻底裁军方面取

得进展将能解放大量的额外资源，可以利用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别是发展中

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在其他决议中所强调的是国家的义务。 大会在《各

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第十五条中说，"所有国家都有义务促进实现在有效国

际管制下的全面彻底裁军，把从有效的裁军措施节省下来的资源用于各国的经济和

社会发展，把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作为满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要的额外资源。

15旦 这类呼吁实际上全无效果。 到目前为止，限制军备的部分措施并没有

导致军备的裁减或足以产生经济影响的军事预算的节减。 大会已经通过了各项关

于实际裁减军事预算的提议，但迄今都没有得到执行。，.各主要军事支出国的军事

支出在七C年代的前半期以实使计算减少了 110 亿美元(按一九七0年价格计算) , 

但是仅管如此，发达市场经济所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实际上却反见减少。 按一

九七0年价格计算，它从一九七0年的 67 亿美元降到一九七五年的 66 亿美元。

关于中央计划经济各国的财政贡献的资料太过缺乏，无从得出有意义的比较。

石油输出国组织各成员国提供给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数字已经成为对援助

的总流通额的重要贡献。 一九七四年的减让性支出数字为 34 亿美元，占石

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点九。参看《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6 号þ( E/5793 )，第 3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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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注 这种差劲的表现并不能移口向本报告和其他的技告)6所一再强调的那项

结论的一般有效性，即裁军与发展在重要的事实上是密切相关的，各国有责任促进

这两个目标，并且无论何时只要可能，都要让前者取得的进展便利到后者。 但是

作为提供电展资金的一个方法，这两个过程的联合并没有得到成功。"裁军十年"

的成绩是如此的令人失望，而"发展十年"的需要又是如此的迫切，现在必须从言

语进而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根据自己认为最有希望的作法，实际进行资源的重新分

配。

15 生 最近的一份报告"详细地分析了裁军与发展之间的关lι 报告的一
般结论和建议仍然是完全有效的，这里不需要予以重复。 报告检查了与一般经济

资源的关联，以及与可能因某些部分措施而受到影响的特殊资源的关联 它强

'" 

" 
9b 

"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七日大会第 3093A(XXVIII) 号决议建议，联合国安全

理事会所有常任理事国在下一财政年度，应将它们的军事预算从一九七三年

度的水平裁减百分之十;呼吁上述国家将裁减军事预算所节省的款项，拨出

百分之十，作为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之用;表示期望其他国家，特别是具

有巨大经济和军事潜力的国家，也采取同样行动。 依照茶二个决议 (3093

B(XXVII工门，秘书长任命了一组专家编制一份审查这项建议和类似建议由

报告， <<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各裁减军事预算百分之十，并用所节减款项

的一部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 J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马 7丘 1.

10 )。

参看上面的脚注"

《裁军与发展飞，关于裁军的经济和社会后果问题的专家小组报告。 联合

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马 7在工主 1 ，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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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在全面彻底裁军的情况下←一以及在较小程度上，当军事支出有很大的削减但

还不是完全削减时→一发达国家给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能够并应该大大地增加，

并且在分配所节省的资源时应该取得高度的优先次序。 它指出，由于军事支由现

在所吸收的合计国民生产总值，在发达国家比在发展中国家占较大的比例，所以军

事支出的普遍(成比例的)削减必须伴之以先进的援助国同时增加其国民生产总值

中分配给国际发展援助的比例，以防止各国间经济差距的扩大。 根据该报告附件

二中的计算(根据美国的数字) ，如果节省的经费有很大部分用来增加对发展中国

家的援助，而不是吸收在本国的个人消费中，则因裁军而导致需要减少的那些工业

的数目会少一点。 同样的结论对许多原料的需求也同样适用，显示使裁军所节省

的资源与增加分配给国际发展援助的资源之间有尽可能密切的关联所能获取的利益。

15 5. 技术转让和扩大与发展及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有关的研究是对建立新的国

际经济秩序的努力极为重要的另一个问题。 为了克服目前世界上在研究和技术能

力方面的巨大差距，必须大大地便利发展中国家取得技术知识的机会 c 它 1门的研

究能力，不论是个别的或集体的，都必须大大提高，而工业化国家内的研究和发展

工作必须有更大的部分朝向于满足它们约需要。"

95 参看，例如，阿根廷(协调员): íZ 重新安排国际秩序 I~ ， 纽约，一九七六

年，英文本第 1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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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军备竞赛构成立尖扩展和转让的室大阵峙. 一方面，前面已叙述过，

大量的科学和技术资源被砖屑于军事目的. 不仅这些资源大量集中在少数工业化

国家内，并且还集中运用在军事项目上. 也许最豆耍的是，越来越多的精密武器

和军事设备况入发展中国家，这是高度技术性军备音容所不可进免的结呆，对发展

中国家早已程度有限的科学和技术资源是一个严重的负担.

157 ，对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同样严重的方面，它生动地录现了在倾向于技术竞

争的军备竞赛与建立一个更平等的世界极序之间的矛盾. 在元赛中领先的国家自

然地要阻延是1I些具有实际或潜在的军事豆妥性的夜新技术的扩散. 这可以是为了

要取得超期才方的军事优势及长期维持在同盟国家中的政治一一军事汲导地位(可以

用与计并机的技术转让有关的例子和许多其他例子来说明这两个方面) .或者也可

以是减缓军备竞赛和帮助其周国国家避免毫无意义并有灾害性的局部年备竞券的努

力的一部分. 一九六0年代为了比止拉丁美洲国家拔得她音远飞机所作的努力是

这夹不低绕但却取得成功(至少在一段期间内是成功的)的有意并持续的尝试之一

个例子.

158. 这类由供应国、在有当兰特殊方面由可能的放爱国月If单方面比加的限制，

或田供应固和可能的接交国以多边协同行动所施加的队利，在许多情况下显然对每

一万亩却足有利的" 但是当技术成可用在军手方面，又可j扎在豆妄的民用方面

时，就产生了向题，核技术问题就是一个显肴的例子. :1三关有汉豆豆甩远的仅术企

国1豆制军备竞赛，不是经由废除武器系统，而是把它们的拥有限制在一组攻目有限

的国家中，这就不可避免地要与将现有技术无差别地提供给所有国家的这个目标发

生冲突. 当然，对自由故播技术的对立态度之间所存在的矛盾是军备竞赛所必有

9 除了《不扩散条约 J 外，目前唯一值得注忘的例子是一九七四年以来六个安底

射杀约国家(双手监比亚、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i语和委内瑞拉)及巴拿马

和同根廷所进行的努力，以共同协议方式，依照们刊亚库乔宣言>> .限制军火

的驭得(旦迄今还没有具体的结呆.

- 80 -



的问题.‘关于区别拥有者与非拥有者的那些暂时和部分的情施在有些情况下是可

行的，但除了真正裁军以外，没有其他有效的途径. 若非如此，则依照寻求一个

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所意味的，在没有阻碍、没有歧视的情况下，发展和平使用现有

技术的内部合作就必然是有限度的.

159. 就国际制度而言，军备竞赛的第三个主要方面是它对政治的一般影响，

特别是它对助长和加剧冲突的影响. 在过去几十年军备竞赛的规侵下的这样一个

国际环境中，军事一一战咯的考虑主宰了国家间的全盘关系，多多少少影响到所有

的其他关系和交往. 外交政策和国际交流一般地都有从属于最广义的"安全"考

虑的倾向. 但对这种似乎必要的预防措施是没有自然限制的. 这样.建立局部

区域或全球性的势力范围，以及有时直接或运田地干涉他国内政，就成为全世界军

备竞赛的一个自然产物. 除非终止军备竞赛、除非把军队和基地从别国领土中放

出、除非展开一个有力的裁军过程，特别是核裁军，否则就无法保证国与国问的关

系将确实建筑在国家独立和主权、不干涉他国内政、权利完全平等、不诉诸武力或

以武力相威胁及各民族自己决定自己前途的权利的各项原则上面.

160. 一些主要工业化国家拥有的巨大军事优势，以及在一些凰城范国内也许

正在产生的这类军事优势，有时计低1吏一些国家对剔国采以极端而僵硬的驭策，或

者使用武力、以武力相威胁、或干脆公开地炫但武力. 由于军备竞麦、的结呆，沿

看一些轴心产生了恐惧和疑忌，沿看其他一些袖心川友占走出特休优惠的关系. 盔

有些情况下，这种现象不会较少引致冲突，也不会较少危险. 一方面，可能会将

中央国家的冲突转移到周回国家，另一方面，中央国家可能会参加到局邮冲突中去。

这是使中央和周国的冲突可能相联在一起而增加两者的危险的结构之一.

161 .虽然，严格地说军备元运会引起冲突，可能不是事实-一冲突的尔国最

终都是政治的、经济的、以及其他因示-一』但是，示张的军导击奋战状奇当然会大大

地增加冲突的发生，使冲突j暴发成战争，波及到邻国并且碍冲突的矛口子解决. 军

备竞赛造成一种政治气氛，在这种气呆下，坐小的孚'1育可能议扩大成国际危机，在

- 81 -



其他场合能够以谈判容易地解决的、甚至髦无意义的争执，这时都成为具有极大原

则性和引起武装冲突的事件.

162. 一般都认为各国进入军备竞赛，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被其他国家的军事

方案所引起的疑惧带动向两. 当然，这个说法有很大的其实成分. 最近几年内，

威胁、压力和干涉相当常见，足侈表明，一方面有些国家在安全上面临真正的危险

另一方面，有些国家并没有完全放弃用军手力量来达到政治目的. 这些军事力量

的使用有许多形式，有些比别的更好战.有些比别的更具有即时危险性，它们的范

国从武装干涉到仅仅是态度不明的威胁，例如展现海军力量，让其他国家看成是一

种干涉或威吓的手段.

163. 军备竞赛使国际政治环境变为更j量硬、更不易改变. 它造成了对别国

所远择的政抬和社会抉择的关怀，特别是那些被认为有战略重要性的国家，并促成

了可能增强对抗，有时还加强但制的 JpJ 盟和联合的形势. 在这些情况下，社会改

革或解放的过程多半可能受到抵制。 它们变为痛苦的过程，推迟得过久，最后可

能演变为长时期的、破坏性很大的冲突，就象不久前几次最长和最悲惨的战争那样。

164. 过去十年里，消除殖民主义残余力量一直是战争和冲突的主要根源之一

虽然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确立国家主权的过程都胜利完成，但世界各地仍然存留

着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和争端。 快速发展和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这两个概念本身意

味着许多传统的国内和国际的形态和关系必须加以改变。 这就是为什么快速发展

和现代军事技术的扩散、拥有高性能的适合攻击也适合防卫的武器系统的国家迅速

增多，不得不引起对未来的疑惧的一个理由。 为了同样的理由，要在其周围有效

地终止军备竞赛，就必须先终止中央的军备竞赛，这是必要的先决条件，是绝对必

要的，也是很迫切的。

165. 事实上，近年来国际问军火的转移已变得特别危险。 对大多数供应国

来说，商业上的考虑已经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凌驾于一贯的政策之上，唯一剩下来的

限制似乎是接受国能够及愿意用以购买军备的资源。 结果，世界上许多地区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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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局势就有了急剧的改变。 不管实际上军事力量的平衡是否有变动，但在这方面

的急剧改变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种紧张加剧和不稳定的气氛。 在有几个重要的例

子，那些最近运交的设备的精密复杂程度远超过接受国的技术能力，如果没有供应

国的全面协助，特别是在技术和管理人员方面，这些设备就无法使用或检侣。 外

国人员(通常是主要供应国的国民)密切地参加接受国的军事方案，加上在长时期

内需要这类协助，使供应国卷入当地冲突的危险也随之增加。

166. 虽然军事一体化和愤化、结盟、基地及在外国土地上驻军的传统形式仍

然存在，新的形式也正在建立的过程中。 除了我量日增的军火转移外，在生产军

火方面的各种形式的国际合作也日益显得重要，虽然目前还只能看得到这个过程的

轮廓。 在工业化国家之间，趋势是共同生产，即几个国京联合运用现有设施来分

别制造某一需费特别浩繁的精密武器系统的不同组件，较少见的是在设计和发展方

面共同合作(并分摊费用)。 在发展中国家，通常的形式是建立当地的维修能力，

然后倒过来进行修护、装配入口零件、在当地生产其中一些配件等等。 最近，有

些国束也能经由购买全套生产设施而加速这个过程，由外国合约商、公司或政府提

供整个系统:设计、工厂、科技知识和制成武器的部分配件。

167. 从军事和经济角度来看，这可以视为仅仅是另外一种在取军火的手段，

可能摆脱外国军火供应商，取得一些站立性并节省外汇，虽然其绝对费用通常要高

一些。 但是从社会和政治的角度来看，就牵涉到一些远较重要、和前所未见的因

素。 在有些情况下，这可能是一个过程的开端，在这个过程中，供应国的军事

工业综合体扩展到本国之外，在国外生恨，把本国那套工业、生产者和分包合约商、

工会、政府和武装部队之间的整个关系网移殖到新的环境。 接受国与供应国之间

的关系，由于成套操作的武器系纯的转移及军事顾问的派遣，以及其他形式的军事

合作，往往只限于是武装部队问的关系。 但是就这里所考虑的多边生产或依赖性

的国内生产的形式来说，整个互相支援的关系和在长期制造军备方面的既得利益在

社会中广泛发生作用，远远地超越了军事体制的范围。 虽然不可能、即使从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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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也不可能离开主要军火供应固取得真正的独立，但这种军事 工业综合体的多

国扩张经过一个时期就会成为在有些区域有效地达成限制军备和裁军的重要障碍。

这就再次强调了在裁军方面达成进展的迫切性。 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必将

会与日俱增.

168. 所有国家都迫切地需要制订和执行一个彻底的裁军方案，首要的是核裁

军，以避免核战争的危险，排除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建立持久和平，消除阻

碍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因素，并逐步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政治和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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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垃生主:ìi

16旦本捉告的主罢工作是分析军备竞赛的经济及社会后果。 从分析中看到特别

重要的一点就是不仅在安全问题本身的领域内，而且在平民生活的所有方面这些后

果错综复杂。各国在社会、政治、技术和工业方面的选译，都因它们参加军备竞赛

而受到影口向。 国际政策，不仅在军事领域之内，而且在国际贸易领域和一般合作

和交流领域之内，都受到军备竞赛所引起的对抗和恐惧气氛的影响。 国际社会所

面临的许多主要问题，如发展、经济不平衡和通货膨胀、污染、能源和原料、贸易

关系以及技术等问题，均因军备竞赛而更庞犬，更见严重。 在卫生、教育、住房

等领域和许多其他领域的进展，因缺乏资源而受到耽误。

17α 在过去，对于这个军备和裁军与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其他各方面之间的

关系问题，给予太少的注意。本报告试图指出这些相互关系，但还需要更深入的研

究，才能作出适当的分析。举例来说，佳得注意的是最近对未来世界经济所作的研

究、关于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分析、近年来联合国举行的关于当前世界各种问题的

会议，大部完全没有考虑到军备竞赛产生的影响，尽管在每一种情形下军备竞赛都

产生明显而巨大内影响。 从每一种观点而言，如果在这种研究和分析当中，以及

在拟订方案和建议时，具体考虑到军备竞赛的后果以及对军备竞赛的影口向，是有利

的。 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都需要加以考虑:一方面是消耗于军备竞赛的资源数量

和这些资源可被用于社会上的建设性用途上;另一方面是国内和国际上社会、政治、

经济和制度方面的过程，使军事政策的改变影响到其他领域的未来发展进程，而这

些改变本身又受到未来发展进程的影响

17 1.要讨论军备竞赛的社会、经济和军事、政治后果，需事先对这一现象本身有

一些概念性的看法. 同样的，要有效地朝着裁军进展，需事先对推动军备竞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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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和过程有一些了解。越来越多的文献讨论了这个问题，但主要还是限于讨论一

个戎少数几个国家，以及说明某一个或另一个特定的军备过程的模式。因此，哉军

努力的影响实际上并不存在。看来所需要的不仅是详细说明或拮合这几种处理方法，

以便更清楚地了解使军备竞赛持续的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而且要把这些分开的各

股力量结合起来，从而能哆使人了解情况和指导行动。 甚至更需要的是，清楚地

概述不同国家和各国京桑团对什么构成军备竞赛基本过程的看法。要采取扭转军备

竞赛的有效行动，似乎必须事先就问题症结所在和构成问苟的因素达成一些协议。

但这并不是本组的任务，其职权范围仅是审查军备竞赛和最多不过是促请注意在此

还有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领域而已。

172. 本报告中始终强调，国际社会最重要的两个目标:一方面是裁军，另一方面

是发展。这河方面那是联合国的会员国应允积设追求的目标，而它门本身字实上又

是峦切联系在一起的。 在继 i卖军备竞赛守的情形下， 55 以可接受的速度进行发展工

作，即使不是不可能的话，也是很困难的。 研究和发展是显出努力方向世误的一

个领域。在这个领域，就如其他方面一诗，发展急需的犬量资源因各国为军事目的

作出越来吨犬的牺牲，而正被消耗之中。

173. 相反的，越来越多人了峰到发展领域的实质进展是维护世界和安全所必需的。

在巨大而日益增长的经济差距使世界各国分开的世界中，世界和平和安全是不能长

期维持的. 军备民累并不能确保真正的安全，而只能透过在逐渐减少不平等的世

界中实施裁军、和与进合作和交流与互相依存，才能予以保证。

174. 裁军司机的实质进展将成为发展方面具有决定性的转折点，使这个方向的各

种努力获件新的动力，并大大促进这个方面的进展。 争驭达成裁军的进展，将可

悔出发达国菜和发展中国束内部的物质、财政和人力支技，并使这些资源重新用于

各项发民目的. 对于许多友展中国家，这些资污的绝对值是比较少的，但是对于

其他国家它川的数量是非常大的，同时就所有国家来说，这些资源对于发展的教响

极为重大。 争议达成裁军的进展将会缓和恐惧、敌意和对抗的气氛，这将可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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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一般地妨碍着国际交流和特别妨碍着原料和先进技术的自由流通的一些障碍，

并将犬犬助使各国自由选择其特殊的发展道路。 最后但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争

取达成裁军的实质进展，将使工业化国京有很大的节余，并使发展技助能移犬量增

加。 事实上，设计裁军计划时应使人充分认识到，裁军和发展之间的这项密切联

系。 石角使部分节省下来的资源转用于发展目的的各项规定，保证军备限制措施设

计妥善因而并不妨碍为和平目的而转让技术的各项规定以及其他类似的规定，都必

须是裁军措施的必要组成部分。

175. 一九七0年代被宣告为裁军十年，但在这个十年的头三分之二期间，进展非

常微小，离开国际社会模大部分成员国真正期望达到的目标非常之远。有若干协议

已经达成，其中几个协议本身极为重要，但是由于进展太慢，因而不能在有任何意

义的程度上限制军备竞赛的动力，更不用说要把它扭转了。 如果妥未来的结果不

象过去那样令人失望，就必须小心审查目前这个失败的凉因。 本报告考虑了可能

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若干因素:在质的方面的军备竞赛中易于发展出来的惯性力量，

质方面的军备竞赛所产生的相互强制系统，以及部分限制协定很容易因为其他军备

竞赛领域中的发展而失去其效用的事实。

176. 所有这些都指出十多年来裁军努力方面的严重缺陷:缺乏一种综合办法，使

其中的部分措施能各有其作用并互相补充而综合成一种连贯性的战略。 在有效的

国际控制下实施普遍全面裁军，必须仍是最后的目标。 与此同时，管制和限制军

备竞赛的协议是达成这个目标的方法 在某些情形下是先决条件，但是它门不能

取代这个目标。在一个领域内的有效的限制性措施，即使被采纳，也能设法规边，

不予进行，同时，看得比较远些，新的国家可能进入这种竞赛. 由此可见，关于

普遍全面裁军的谈判必须比过去获得更大和更紧急的注意。

177 .要朝向裁军驭得有效的进展，必须先拟订在观念上有说服力和在应用上行得

通的全盘计划，就象一套"裁军战略"一样。这项计划必须根据对所涉问题、推动

军备竞赛的力量和过去经验的彻底评价。它应包括:订明优先次序，决定各项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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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各项方案以及斟酌情形，确定各种进度时间表。这个战略必须是全面的，足以

保证对每一个国家的关切作出公平而公正的反应，同时必须是够灵活的，因而能够

在不久的将来，在中刑和在最后阶段采取实际而具体的步骤。 总而言之，必须有

一个构架，以便在这个构架内能够协调各种努力，并以这种构架来衡量进展。. 这

在裁军领域，同在发展领域或多种努力将有效地导向共同目标的任何其他领域一样

都是同等重要的。

178. 本组的任务并不在于概述这个战略，但从我们的工作中却出现了特别重要的

一些问题。 裁军和军事脱离措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所有国家的重要利益。 所

有的国家都必然要从事消除冲突和紧张的来源以及在有效的国际管制下采取和执行

裁军措施的任务。 在决定任务和优先次序时，必须使所有国家都参与其事，纵使

具体措施往往在区域范围内或限制性的讨论场所可能更有效地谈妥。

179. 实际上，要进一步推进裁军方面的努力，似乎不仅必须使所有的国家在平等

的基础上从事这些努力，而且必须使所有国家的人民更积极地以较过去更为连贯和

有组织的方式去参与此事。各种政治、专业、宗教和其他性质的运动和组织可以在

这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事实上过去已发生了这种作用。 就危及所有人民的生存

以及就社会和经济方面的牺牲而言，军备竞赛的反面后果影响到世界所有人民。他

们显然有权知道各国政府的军事政策和方案以及它们的影响。 在这个领域中保持

许多秘密是不能用军字上的需要来作辩解的。 在许多情形中，这种保密仅是由于

传统所致，在其他情形中，它掩盖了成问题的或没有必要的军备方案，使其不受公

共监视和公共批评。 在不危及任何国家的安全的情形下，在这个领域中可以并且

应当进一步把资料公开。

180. 由于目前军备竞赛的特性，要实施有效的裁军，必须先在两个方向上同时达

成进展:限制质方面的军备竞赛和减少军事预算。 第一点所涉及的是，对进一步

的武器发展设定界限。 关于生物武器的协定和关于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协定是这个

方向上所采的步骤。在这方面继续和更迅速的进展的责任，绝大部分落在主要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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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尤其是两个最犬国家的肩上，因为只有它们生产整套的现代武器，同时大部

分的军事技术的革新和核武器及其发射方法的一切革新，都起源于这两个国家。正

如第一幸明显指出的，特别重要的是，最大国家同意的相互限制应当涉及核武器系

统的主要的质量限制和军事研究和发展的削减。

18 1.第二项极为紧迫的主要任务就是使所有国家，尤其是罕事lúî算走高的那些国

家，大量裁减军事预算。 所有国家都有责任在这个方向上采取步呢。 与此相连

的是，必须采取步骤，以促使工业和设备转为民用。犬量的预算削减将不仅意味着

在达成裁军和减少战争危险的努力方面的一个转换点，而且也将腾出内部资源来推

进各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并大大地改善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援助的前景。 所

需要的就是采用具体的时间表，逐渐而实在地对预算作有协调的裁减，首先从最犬

和军备最强的国家以及胶着于对抗状态中的战略敌手开始，说明这些裁减的标准和

比例，并保证这些我减是不可改变的，以及节省下来的资力确实分配于和平用途。

如果对罕事开支的这些 ~ílJ 减不作进一步的具体说明，预料这些削减多半只会影响到

整套常规武挂和常备部队的规模。 实际上，有能力的国京很可能想用改善性能来

补偿数量的减少，换句话说，更为有力地追求质方面的早备竞赛。 这再次显示出

协调在不同领域内采用的部分措施的重要性。

182 ，核裁军必须占有最高优先次序，因为核武器造成了不可容忍的威胁，又因为

在核武棒发射方法和支配核武器d用的论说上目前和可预见的发展，以及核武器扩

故到新国京的前景，均将增加这项威胁，并能使未来的裁军工作更甚困难。至于核

武器扩散方面，呆建立无核区之类的区域性限制和抑制，将是重要的步骤。 另一

个豆要步ζ 是均结全面核禁试条约。就特定的指标和时间表订定协议，以便分期

减少核武器并禁止这些武器的使用、生产和拥有，将可大大促进朝向核裁军的iii 展。

183 ，最后，旨在减少紧张和冲突来源的区域裁军和脱离接触必须是综合处理办法

的一部分。 一方面对于在陆上和沟上进行军事上的脱离接触、撤除军卒封锁和从

外国抚土揪出军队和基地，需要有一般的指标，另一方面，也M奇要立即考虑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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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和区境，如中政、中东、印度洋和地中海，并充分考虑到有关田家的安全问题

的正确特性。这些领域的进展又同限制主要国家军备竞赛和进行区域性脱离接触方

面的进展相联系，甚至于视后者而定。 应当记住的一点是，世界大多抗的军事开

支均用于常规武器的积存方面。 世界上许多地方近年来逐步建立常规武器的事已

引起日益增加的关切。 在既不否认核裁军→一这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是迫切的工

作一-最为重要，也不否认每一主权国具有不可剥夺的自卫权的情况下，应加强调

指出，彻底研究这个问题并找出可行的方法，就核武器转让制定国际协定的时机可

能已经来恼了。

184. 如前面所说的，要争取达成裁军的进展，需要在所有国束的参与下进行有系

统的协调和规划。由此可见，一方面，必须在国际一级上有更有效的方法就裁军问

题在得情报和进行研究和评价，使所有会员国，而不只是最大的会员国，都能切实

洞悉问题， 并就裁军问题采f民主动。 另一方面，联合国和首先是它的全体机关

联合国夫会一一类任务是协调各国在达成其共同目标方面所作的学力-一应能较过

去更为有效地完成它在哉军领域提供全盘指导的任务。定于一九七八年举行的犬会

特别会议在这方面可能有极大的重要性。另外可加注意的是，大会已考虑召开一次

世界裁军会议。100 此外也需要在持续的基础上提供专家意见和援助，以使密切注意

事态发展，向大会、秘书长和会员国提供关于裁军问题的意见，以及协助拟订、阐

明和叫整各项指标和方案。如果世界组织要完成它在找军拥域的任务，似乎必须在

这方面改善耽合国这个机构。

1υυ fE看犬会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第 2030 (汇': )号、一九七一年十二

月十六日第 2833(ZXV工)号、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第 2930(ZXV 江)号、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八日第 3183(xxvm) 号、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九日第 3260

(z工工工)号、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一日第 3469(XXX)号和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

一日第 31/190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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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3462(XXZ), 军备竞赛的经济及社会后果及其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没为有害的影

口向

犬会，

审议了标~~为"军备竞赛的2济及社会后果及其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极为有害的

影响"的项目，

回顾其关于这一问起功一九七0年十二月七日第 2667 (X:CV)号、一九七一年

十二月十六日第 2831(ZXVI) 号和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六日第 3075(XZγm) 号

1夫议，

深切关 '1丰地注意到是然大会一再要求执行旨在海止军备竞赛的有效措施，但是

军备竞费，特别是核军备竞赛，仍钱以惊人的速度维续增加，从所有国家的经济和

社会发展中吸驭大量物力和人力资源，并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危险，

注意到自从秘书辰1奇制了题为"军备竞赛和军事支出的经济和社会后果"的报

告口以来，该报告所涉的各方面都已产生了与当前世界经济和政治状况特别有关的

新发展，

在生日益升级的军备竞者是同旨在建立大会一九七四年五月一日第 3201 (S

V士)号和第 3202(S-VI) 号决议内载《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

领》、犬，会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二日第 3281(XX士 X) 号决议内载《各国经济权利

和义务宪章严以及大会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六日第 33 6 2 ( S-VII )号;'':''\(听均每引咱7国

。 A/ß469/'E口二 1 (联合国出峡物，出售品纣1号: Eo 72 , ~:C， 1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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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经济秩序的各项努力不相容的，这些努力越发意味着所有国家都要为了达成停止A

军备竞赛和执行有效的裁军措施，特别是在核裁军方面采驭坚决行动， ' 

主主11J 裁军是所有国家严重关切的事项，因此所有各国政府和人民都迫切需要

知道和了解当前军备竞赛和哉军方面的情况，而联合国根据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义

务在这方面起有主要作用，

回硕大会在其第 3075 (XXVm 海决议中要求秘书长继续研究军备竞赛的后果，

特别注意裁军对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影响，以便使他能

够于大会要求时，根据各国政府发表的资料，提出一项关于此事的最新报告，

1.再度吁请所有国家和主管裁军问题约机构 j巴采取有效措施来停止军备竞赛，

特别是核军备竞赛，和削减军事预算，特别是军备强大的国家的军事预算作为它们

的中心急务，并作出持费不悍的努力，以便在全面彻底裁军方面取得进展;

2. 主秘书长在他任命的合格顾问专家协助下更新题为"军备竞赛和军事支出

的经济和社会后果"的报告，内容包括该报告的基本论题，同时考虑到他认为必须

顷及的任何新发展，并及时将报告提交犬会，使它能够在第三十二届会议加以审议;

3. 请所有各国吹府给予秘书长支持和充分合作，务使该项研究将以最有效的

方式进厅;

4. 主主各非政府组织及各国际机构和组织在秘书沃编制反报告时予以合作;

5. 决定将标题为"军备竞赛的经济及社会后果及其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极为有

害拘彩响"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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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军事预算支出与其他统计数字的比较:

一九七三至一九七五年度平均数

下表分三部分编列: A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 B 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 及

。.中央计划经济国家. 这些资料驭自联合国《统计年鉴》及《国民核算统计年

鉴》各期，并在可能范国内，用各国政府对于一九七六年八月十日秘书长问题单的

复文 a 的资料予以补充.

关于军事支出的情报均载于各国中央政府的官方公务怅目申。 可是，各国对

于军事支出的定义各不相同，并且关于它们所用分类万法的情报又不常得到。 因

此，要从经济及社会观点来确定官方统计的内容，在许多情形下是不可能的. 有

的支出从这个观点看是军事支出，却没有列入官方数据内另一方面，非军事支出却

又被列入。 此外，各国国内军用产品的计价基础通常与经济的其余部分的产品不

同。 纵使支出统计包罗的项目适当，单由这些分别，也就无从准确显示用于年事

目的的资源究竟占多大的比例。 于导者，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经济结构和物价型式，

所以在各国互相比较时，单是采用不同的物价型式，就会得到军事支出与国内生产

及其构成分子对比的不同比数. 为了所有这些理由把军事支出的官方统计作为测

量军备竞赛所造成的经济负担的基础，只有有限的价值.

本表包括最易得到的关于军事支出的官万统计，将其与岛内生产、固定资本投

资及中央政府的教育及卫生支出比较。 依照通常的统计惯例， A 及 B 两部分的国

内生产概念与 0 部分的不同。 在 A 及 B 两部分内，国内产值把从"物质生产"和

从劳务而来的出产都包括在内。 在 0 部分，国内产值仅包括从物质生产而来的出

产。 另一分别是， A及 B 两部分的国内产值是毛额，投资总额中没有扣除折旧，

而 C部分的物质生产是扣除了折旧之后的净额.

出作比较的产值比 C 部分的产值定义要宽泛些

a 各国政府复文见 μ32ν/88/Ad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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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 A 及 B 两部分中与军事支

至于更详细的定义，应参阅联合



国出版物《国民核算制度》。

表中所列关于中央政府教育及卫生支出的数据，用作国际比较，只有相当有限

的价值，因为在市场经济国家万面，区域政府和私人机构的支出没有包括在内，另

一方面以中央计划经济国家论，政府大多担负教育和卫生的责任，所以此等支出较

为详细. 甚至在各市场经济国家之间，由于定义和内仑的纷歧，这些数字严格地

讲也是不能比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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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 货币单位

l 2 

非洲

南非 百万兰特

才t著

-In口幸女 百万加元

美国 十亿美无

亚洲

以色列 百万以镑

日本 十亿日元

欧洲

$1地利 十亿先令

比利时 十 i己法郎

丹费 l， 百万克明

芋兰 百万马克

法国 十 íG)去即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十亿西德马克

希腊 b 十亿德拉克马

爱年兰 b 百万镑

意大利 十亿里拉

卢森堡 百万法郎

荷兰 百万盾

军事预算吏出与其他纯计的比较

(一九七三至一九七五年度平均敬)

A 发达市炀经济国家

军事预算支出
国内生产总值 国内固定

(耗时 1什计) 投贷总领

3 4 5 

5∞.飞 22 '1 58.7 a 己 L斗85. 可 a

2 500.7 14可?且7. 飞 飞丐 1比丐 3 

80.1 1 407.ο 2)..5.7 

17 9与几 .0 57 丛20.0 工7 387.7 

工门02 7 129 703.3 43 5(,8.7 

1 、. , boo.4 工6日. , 
5,.6 2 047.7 448.7 

3327.7 l己4 9比1. 3 3" 83工.0

工 18{'.3 82 <)81. 0 24 039. , 
38.9 1 27 , '.7 30.;.7 

30.0 991 工 224.5 

22.6 与77.0 122.0 

34.0 2 581. 7 í_]20.9 

2 12Q.7 97 913. 丐 2工 2气丛 .7

704.6 79 513. , 22 lQ4.o 

6 372. 丐 186 8;,0.0 41 170.0 

军事预算支出占 中央政府教育及卫生支出占

国内总产值 国「句固吃投资 国内总产值的百分敬

的百仲封 导轩的百分数 教育 卫生

日 7 B q 

2.2 8.0 1. 2 0.4 

l.7 7.5 '.. 
5.7 1:2.6 7.0 n 7.5 n 

31.3 工。可 .2 5.0 2.1 

0 日 2.3 1. 4 1.1 

工 .0 写 .8 ，.寸 0.2 

2.6 11. 9 7.0 0.9 

2.0 9.0 3.9 3.1 

1. 4 飞鸟 .、 4.5 2. , 
可 .0 12.7 ‘ .. 

3.0 13.4 ... ... 
4.7 18.5 1.8 1.0 

1. 3 5.5 4.5 2.9 

2.2 10.0 3.7 0.2 d 

0.9 飞 2 4.2 

3.4 15.5 7.8 0.3 



军事预耳王 dJ 与芷 i~'，吃计的 H~~

(一九七二豆 九七五年可干τl :J{ )(纠)

λ. 飞达市巧"主耳目'f，:(吱)

国内生产月值 è" r勺回走 二-Ef卫生- J 中央政府教育及卫生一划占国军 军事厅!革支出
( 忏 ~tl'r飞十 ) ;二 11:，吃苦h 且内，~， r1~ 国，-1 ~~l 吃 J~ 吁 L 巴灯片严倍的百 'N(

的百年$;: 思汩的百导材 丰7育 I 卫生

I 3 4 L_5_一- 6 ←一工 」 8 。

7ιIj (均)

哦 百万克同 4 17().0 l29 4气 h. '3 41 9"7.3 ;.2 ,J 。‘口

萄牙 L 十亿f主珩库多 17 ，~， 2,33.2 5 '.4 6.1 30.7 ~_O 

班牙 h 十 16比军搭 l 、9.2 -4 工句.0 r觅。 .7 1. 7 7.0 1.8 

典 百万克问 R 2Q4.0 "5二 543.7 当与工95.0 3. 气 15.3 3.9 1. 4 

士 百万瑞士法叩 ::: 721.', 13 98八 .7 可1; 8.'3凸 .7 2.0 7.4 1. 0 

台王国 百可 t辛 与 253.7 85ι48.3 17 08 ，.丐 5.0 24.9 (., _l 4.7 

IH 
大利亚 百万澳元 工 30LO ，/丁可11. 。 工』可20.7 。~.~叮 9. 工 0.4 工当

西兰 百万"":'9兰元 11盯 .2 9 772.7 2 398 飞 1. 5 ii 1 1 月 k 工

在

卫，在展中市 1号经济固立

1~帝国 H 十 Iz，共同体法 Pß 1.JI 57 工 8.0 ι飞'.俨2 15.7 c.8 1 1 

Q' 百可埃铐 可 r'78.7 502. 可 5.2 1. 7 

辜的比亚 E 百可比尔 ~n. 7 5 llt'. :3 57可 7 1. 9 17.4 '.3 0.8 

't 十 fz共同体法郎 2.8 写2 飞 .8 工4 ，'.7 。 .9 2.0 1 弓

'n 百军和基地 61.t~ 4 J182.3 可90.9 1. 4 工5.8 3.7 1. 5 

吁海岸 1 十 fl共同体法郎 5.6 4Q2. 八 102 q 1. 1 5.4 

ljò, JE 百万饵 15.1 1 00ι，-'， 20().9 1.号 7. 飞 与.。 1. 6 

古先 百万兰持 75.l 10.6 与 .4 1. 7 

ι里豆 百万字三元 礼 .0 702.7 134.7 0.' 3.0 二 .3 1.2 

五伯利比亚民代国 百万苦 iVJ 本 ~~可 .h g 1 872.7 k弓3.7 11. 9 11-9.2 3.5 2. ~ h 

王维 百万克瓦查 二.7 549.9 123.8 0.5 ~.ι '飞 二 .1 工 .0



国军 货币单位

2 

百万卢比

百万奈拉

百万卢法 'p

十 fZ共同体法~~

百万罗无

百万苏镑

百万趋同体法吓

和国 百万坦先令

习 百万克瓦查

+口

十 fZ比索
百万比索

百万克鲁晋罗

百万比索

百万比索

百万科 ~f
。 百万比索

百万苏克雷

百万科郎

百万格查牛

百万圭t

百万古德

百万伦皮拉

百万牙元

军事7币算飞出与其1Ii'，统计的比较

(一九七三至一九七五年席平均引) (作)

3 但草草手中市场经历国喧(好)

军事预算士出
国内生产旦使 国内回走

ct号时价计) 投 ft ，~ ;;气

军事tftU; 飞出占 i 中央政府教育及卫生划占 l
国内电产K 田 r*]~j 'f育俨号 l 国内气产值的百分:::，;，

的百竹# 月罚的百守it t7 育 l 卫生

3 4 5 一~ 7 吕 q 

31~. 5 2 828.0 789 飞 1.叫」 4.4 2.3 

μ54.4 10 523. q 工'142.0 1，.飞 2士号 .1 ， .. 
782 丛 25 542. 写 2ι18.3 3.1 29.9 i.9 

5.5 293.0 48.0 1. 9 11. 5 3.4 1. ~ 

37.5 工 71)ι.0 3 ,1.9 2.1 工0.4 3.4 1. 5 

31] .5 工 217.? 149.9 J.ι 25. 寸 。 .9 0.6 

工，，0日 6 工工4 500.0 21斗严00.0 1.礼 l工 5 2.5 0.9 

与34.1 工5 854.0 弓工21. 7 2.7 工3.9 3.5 1. 9 

54.8 工 372.7 11 1)L、 s 4.0 13.5 

5. 飞 飞60.5 71.) 1. 5 7.4 ... 
748." 33 95工 4 519. J 2 , 2 工1-，.门 3.7 工 h

8 453.h 370 188.0 82 241.7 2.3 10.3 0.12 0.1 

工8.2 569.2 ι'9.2 飞.~ 2(J. 可 3.9 

可工50.8 330 4"7.7 lο787.7 1. 0 5.2 ~.工 内 .9

75.5 工飞 282 飞 3 02".0 1 0.' 2.5 弓 3 0.9 

可 9.5 2 410.5 522.7 1.6 7.(, 1.月 0.9 

93丐 .0 4G 405.0 9 号95.0 2.0 g.7 气可 0.3 

且与 .5 3 38工" 5口1. 1 1. 3 7.9 3. 二 1. 3 

28.8 3 105. < 1. '7.7 0.9 .2 .. .. 
19.9 J ;02.3 122 , 0 3.3 16.3 4.7 2.::? 

39.5 3 034.7 z7己。 1. 3 l'斗 .3 O. , o 7 

32.0 1 814.0 324.0 1. 8 9.9 3.1 1. 1 

工2.0 1 709. 工 与71. 8 0.7 2.5 4.8 h 2.0 



、D
a> 

军事预算芝出与耳他i1f.计的比较

( 九七三至一九七五年度平均攻)(暗)

B 发展中市场经济囚军(续)

国'-R_ 叶币丰 1立 军事预算支出 国内生产总值 回内固定 军事于而且士出占 中央政府教育及卫生支出占
(按时;什计) 我击足 F有 国内总产值 因而回吃 t'资 国内片、严值的百今II

的百扑非，已轩自问百分敬 和育 | 卫生

1 2 3 4 5 6 7 8 。

加勒比及拉丁美洲(续)

墨西哥 f 十亿 II索 3.7 528.1 104.8 0.7 3.5 

尼加拉瓜 百万件多巴 工50.9 9659. Q 2145.7 1.6 7.0 2.比

巴拿马。 百万已成亚 2.2 1 535.。 比05.1 0.1 0.5 5.1 

巴拉圭 百万瓜缸尼 2 616.9 1 1也 298.0 1 30283.7 1 1.6 I 8.6 1. 3 1 0.3 

秘鲁 f 十亿幸尔 9.9 305.0 39.7 3.3 出.9 4.1 1.1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t， 百穷特多元 8.3 3 012.3 I 640.0 0.3 1. 3 3.0 1.8 

垂内瑞拉 百万皮*1瓦 190 、 .0 109 303.3 23717.0 1.7 8.0 3.7 2.3 

亚洲

孟加拉国 百万塔卡 队，".4 97 143.7 工0232.7 0.5 4.4 0.7 0.2 

缅甸 C 古万缅元 593.2 I 10772.0 I 1184.0 I 5.5 I 50.1 2. ,; 1.。

塞浦路斯 百万军铐 6.0 29ó.3 ι3.8 2.0 9.4 

印度!. 十亿卢比 16.2 577.3 90.2 2.8 18.0 1.8 0.7 

印度尼西亚 十亿斩盾 12.0 1 9 907.7 1 1 8苟 .7 o. 工 0.7 0.3 

íl'阅 h 十亿里亚 !r- 1 93. 八 2 093.0 h04. Í) 4.5 ::>3.1 

伊拉克 L 百万第纳尔 可3.8 1 2 172.4 1 3均 .9 1 8.0 50.2 I 3. 与 0.8 

约旦 百万哥呐尔 49.3 J 322.5 72.5 15.3 句.0 3.2 工.3 h 

大韩民国 十亿I'J 工81. 4 4 939.0 I 1 1句 o I 3.7 15.5 2.4 0.1 

科威特 b 百万第纳尔 的.9 2 301.0 154.3 2.8 比1. 4 3.0 

草巴嫩 k 百万黎镑 145.3 5 543.3 工 075.7 2.6 工3.5 2.8 0.5 

马来西亚 百万马元 815.7 四 744.3 5 呻5.7 1 3.9 1 lb.O 1 5.3 1.7 

尼泊非 百万卢比 91. 3 13154.0 … 0.7 

阿曼 b 百万里亚本 61.7 1 292.9 •.. 1 21. 1 

巴基斯坦 b 百可卢比 4 372.0 87 235.0 II 町2.3 5.0 39.5 . ..0.11 . 



~ 

回F

国主

l 

亚洲(结)

菲律乓

沙特阿{1:(自 1

新加坡

斯里兰卡

阿斗1:(自权利亚共和国"
泰国

土耳其。

也门 l

大洋洲

斐济 b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一寸

国主

保加利亚 k

捷克斯珞伐克
匈牙和'] l , 

波兰

罗马尼亚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联盟

南斯拉夫 b

货币单位

2 

百万 l~幸

百万里亚节

百万利无

百万卢比

百万 rZ镑

百可株

十亿土里拉

百万也门里亚本

百万斐元

货币单位

百万5" 1弗

十亿克朗

十亿千画林

十亿兹罗提

百万列伊

十亿卢布
十亿苇纳尔

军事7号耳走出与且他只汁的比绞

(一九七三至一九七五午号干扎l 贝) (均

军事预算支出

3 

工 908.4

3 363.0 

611;.3 

l tJ9.0 

1289.7 J 

7 工14.3

8.7 

136.4 J 

0.7 

军事预算支出

%8 .3 

18.3 

9.8 

与3.9

8 764.0 

17.7 

工5.6

1 气展中市均经J耳目气在(任)

SJ 内生产总值

(拧时::，.it)

4 

9江 869.3

91705.3 

工2 069~ 飞

20 930.0 

工o 927.3 

259 101. 0 

232.1 

3 709.7 

349.9 

目内 IE "': 
芒奇月 5气

5 

2工 705.7

9 703.7 

礼 418.1

') 075.0 

,? 217.3 

57 1')5.0 

与0.4

384.3 

1;4.3 

σ 中臭计划经济国军

2.0 

3.7 

5.1 

0.8 

工1. 8

2.7 

3.7 

3.7 

0.2 

8.8 

34.7 

13.9 

5.5 

58.2 

12.与

21. 5 

35.5 

1.1 

物质生产净额 1 固定投资:争额 均质生产净我 国内固定投资| 钢的百非 净割的百分数

10726.7 17∞.3 9.0 57.0 

}82.2 73.3 4.8 写.0

347.8 70.1 2.8 14.0 

1 210.4 354.9 3.b 12.4 
... ... '" ... 

351. 5 ι工.工 5.0 29. 。

319.7 工 92.3 m 4.9 工已.9

1. 9 … 
1.8 •.. 

2.5 •.. 

3.1 1. 7 
3_2 0.3 h 

3.1 0.5 

2.9 0.8 h 

.....0:71....... . 

2.9 1. 6 

中央政府均教育及卫生支出
占 质生产净前的百
兮tz

3.9 3.3 

5.3 3.9 

'" ... 
8.9 

0.8 0.9 h 



脚注

a 包括纳米比亚。

b 指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四年平均数。

C 仅指一九七二年。

d 包括劳工和福利。

巳 指一九七0年至一九七一年平均数。

f 指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三年平均数。

g、包括一般公共服务开支，

h 包括社会福利。

工 仅指一九七三年.

斗 包括法律和秩序。

k 括一九七O年至一九七二年平均数。

工 物质生产总额。

m 固定投资总额。

丑 包括各级政府及各私人机构的支出.

- 100 -



附件三

参考书目

联合国有关本问题的出版物

Economic and Socia1 Consequences of the Arms Race and of Mi1itary 
Expendìtures , A/8469/Rev.1 (Unìted Natìons pub1ìcatìon , Sa1es No. E.72.1X.16). 

悦目rmament and Deve1opment , ST/ECA/17乌 (Unìted Natìons pub1ìcatìon , 
Sa1es No. E.73.1X.1). 

Economìc and Socìa1 Consequences of Dìsarmament , E/3593/Rev.1 
(Unìted Natìons pub1ìcatìon , Sa1es No. 62.1X.1). 

Reductìon of Mì1ìtary Budgets of States Permanent Members of the 
Securìty Councì1 by 10 per cent and Utì1ìzation of ?art of the Funds 
Thus Saved to Provìde Assìstance to Deve10pìng Countrìes, A/9770/Rev.1 
(Unìted Natìons pub1ìcatìon, Sa1es No. E.75. 1.10). 

Reductìon of Mì1ìtary Budgets. Measurement and 工nternatìona1 Reportìng 
of Hìlitary Expendìtures , A '31/222/Rev.1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 
Sa1es No. E.77.1.6). 

Effects of the Possìb1e Use of Nuc1ear Weapons and the Securìty and 
Economìc 1mp1ìcatìons for States of the Acquìsìtìon and Further 
Deve10pment of These ;~eapons ， A/ι858 (United Nations pub工ication ，
Sa1es No. E.68.1X.1). 

Chemìca工 and Bacterìo1ogìca工 (ilìo1ogìca1) \ieap。且s and the Effects of 
theìr Possib1e Use , A/7575/Rev.1 (Unìted Nations pub1ìcation , Sa1es No. 
E.69. 工 .2鸟) • 

Na严1m and other 1ncendìary Weapons and A11 Aspects of Theìr Possib1e 
U酶， A/8803/Rev.1 (Unìted Nations 归b1ìcation ， Sa1es No. E.73. 工 .3).

The Unìted Natìons and 归国rmament 1970-工975 (United Nations pub1ìcatìon , 
Sa1es No. E.76.1X. 工).

期刊

Stockho1皿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Wor1d Armaments and Disarmament , S1PR1 Yearbook. 1977. 
Stockholm, Almqvis 乞 &W扫csell ， 19TI. 

- 101 -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76-1977.1ρndon 1976. 

United States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Agency 
Wör1d Military expenditures and arms transfers , 1966-1975. 
WashingtonD.C. , 1976. 

United States Arms Control and Disarmzunent Agency 
Arms Control Report. \ÝashingtonD.C. , 1976. 

5ivard , Ruth Leger \ýorld military and social Expenditures , 1977. 
Leesborg , Virginia , \VMSE Publications , 1977. 32 p. 

其他

Albrecht , Ulrich "Armaments and Inf1ation飞
Instant Research on Peace an?~iole~c~ ， No.3 , 1974. 

A1brecht , U1rich , Dieter Ernst , Peter Lock u. Herbert Wulf 
Rüstung und Unterent \Vick1ung. Hamburg , Rowohlt , 1976.245 p. 

Allison , G.T. "Questions about the Arms Race. \Vho's Racing \Vhom? 
The Case of MIRV" , European Securitv , Disarmamcnt and other 
Pro旦全旦当 Proceedi叼 s of the T\Vent)~hird Pugwash Conference 
on Science and World Affairs (Aular汰。， Finla时， 1973) , pp.194 ff. 

Anderso口， Marian The Empty Pork Barre1. Pub1ic Interest Research 
Group'in Michigan. 1975. 

Andreyev , V. "Mi1itary budgets and disarmament." 
Internationa1 Affairs (1'1osco\V): 32-41 , December 1976. 

Becker , Abraham S. and Bengt-Christer Ysander "1nternationa1 
limitations of military expenditure: issues and problems; a 
report. Santa Monica , California , Rand _Corporation , 1976. 
xiii , 77 p. 

Benoit, Emile Qefens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Lexington Mass. , Lexington Books , 1973. 326 p. 

- 102 -



Bredow, W. von (ed.): Symposium on Economic and Socia1 Aspects 
of Disarmament (East Berlin) , 1973; cor山ibutions from East 
and \Vest Europe. Vienna , Internationa1 Institute for Peace , 1974. 

Carlton, D. (ed.) The Dynamics of the Arms Race. 
London , Croom He1m , 1975. 

Dépenscs milituircs et d吕vc10ppcmcnt - des mil1i且rds à suuver. 
Econ旦盐业已旦旦旦尘豆豆 (Seyrouth) 白:工6-19 ， J:lUi 1977. 

Do1e;u, Gh. "CheHuie1ile militare ca e1ement destabilizutor 
al economiei capituliste." Prob1enc economic巳 (Bucuresti)
26: 际-52 ， mui 1973. →一一一

Do1gu, Gh. "Economia 5i Inarmari1e" , Buchare5 t , Edi tura 
Po1itica, 1974, 226 p. 

Dresch , S.P. ~sarmélme口t: Economic Consequenceβand 

旦旦旦旦旦旦旦旦旦虫1. New Have川 Connecticut ， Yale 
University , 1972. 

Faramazin , R.A. USA: 旦旦豆豆豆旦旦时 the Economy. Moscow , 
Progress Publishers , 1971. 271 p. 

Feld , Bernard T. "The Charade of P巳acemeal Arms Limitation." 
E旦11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垒.' January 1975. 

Forsberg , Randa l1 Resources Devoted to l'Jilitar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1. Stockholm ,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 Almqvist & \Viksell , 1972. 

Gelb , Leslie H. "Arms sales". Foreig口 Policy lNew York) 
25: 3-23 , winter 1976-77. 

‘ Glagolev , 1. "Disarmament a口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Affairs. (Moscow): 96-104 , 1'1ay 1976. 

- 103 -



Gottheil , Fred M. "An Economic Assessment of the Military 
Burden in the Middle East." Journa1 of Conflict Resolution 
(Ann Arbor , Michigan) , Vol.1日，贝o. 3 , Scpt. 1974 , 
pp. 502-513. 

Huiskcn , Ronalcl 日. "The Consumption of Raw Materials for 
]'1ilitary Purposes. "主!业i<.?_， Vol. 4 ，只o. 5-6:. 

Huisken , Ronald '1') c.val Forces" 0cean Yearbook.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77 (forthcoming). 

Kalclor , Mary 旦旦旦旦旦Defence Tnclu芒兰巳二旦豆豆旦】旦
International Imrlications. ì'lonographs of the l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1 Organization , first series , 
no. 日， University of Sussex. Brighton , Eng1and. 1972. 

Kennecly , Gavin The Eco口omics of DO哇旦~. 1ondon , .Faber 
and Fabcr , 1975. 251 p. 

K1are , Michae1 T. "The po1itical economy of arms sa1es". 
Bulleti n of tllC Atomic Scicntists (Cl山ago) 32: 11-18 , 
Novcm lJcr 1976. 

Legay , J. M. Socia1 and 巳conomic aspects of disarmament; 
the economic burclen of the arms rac巳 ancl the prob1cms 
。f scientific workers. Scicntîfic \vor1d (1ondon) 19: 19 ,24 , 
1975 , no. 3-4. 

Leitenberg , Milton "The Conversion Potentia1 of Mi1itary Research 
and Deve10pment Expenditures." Bulletin of Peace Proposals 
(Oslo): 73-87 , 1974 ，口o. 1. 

Leitenberg , Milton "Notes on the clîversion of resources for 
military purposes în deve10ping natîons". Jour I1a1 of Peace 
旦旦旦旦旦 (Oslo) 13: 111-116 , 1976 , no. 2. 

10吨， Franklin 坦s! George Rathjens (eds.) : !':.rms , Defense Policy 
and Arms Cor巾。!. Specia1 issue of Dæ虫lus， Boston , Mass. , 
Summer 1975. 

Melman, Seymour The permancnt war economy 电 American

capitalism in clecline. New York , Simon & Schuster , 1976 , 
384 p. 

- l04 



Migolåt:rev , A. "η1e military-indus~rial complex and the arms race"_ 
International Affairs (Moscow): 63-71 , November 1975. 

Myrdal , Alva 'I'he Game of Disarmament. New York , 
Pantheon , 1976 , 397 p. 

Repnitskii , V. "Scramble on the Arms Market." 
International Affairs (Moscow): 47-53 , March 1968. 

Rothschild , Kurt \V. "Military Expenditure , E"'J)orts and Growth". 
主监坦乏， 1973. pp. 80ι813. 

Thee , Marek (ed.) Armaments and Dis盯mament in the Nuclear AC] e -
A Handbook • Stockholm , Stockholm 1 nternational Pcace Research 
Institute , Almqvist-& Wiksell , 1976. 

Tsipis , Kosta 0ffensive l\1issiles. Stockholm , Stockholm l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 Almqvist & \Viksell , 197 ,1. 

Vilmar , Fritz Rüstunq und Abrüstung im Spätkapìtalismus. Eine 
sozio-ökonomische Analyse des J'vlilitarismus~ Hamburg , 
Rowohlt , 6. 口berarbeitete und aktualìsierte Ausgabe , 1973. 

Watanabe , T. "Economic aspects of armamen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Kyoto Symposium , August-September 1975. .!.'.旦旦旦h
旦旦兰旦旦E. (London) vol. 13 , Octob叮 1975.

Weidcnbaum , J、1.L. The Economics of Pcacetime Defe口5飞·
New York , Præger , 1974. 

Y armolinsky , Adam n18 MilHary Establishmcnt; its Impact on 
American Society. New York , Harper and Row , 1971.434 p. 

- 105 -



~ J-~ "'"' ;...u, v" '...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问斗1 俨')'I.:..IJ户 ~ J__.J I 与J
~W， .'_' c卢 ";C.，.J_，;J l ，)p_' 】L...(J l._".; ...... 斗1 ，...~\ .. ;，，1)升-，，"， J户..)，._，s:.，

·叫，.....，." ，)J又r -wl~\ 卢a 卢乌JI 俨~， )'、..5 1 ;i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酌钙店和n胃吐均有走售。啤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直的联合国销售烟。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mted Nahons publicabons may be obtamerl from bookstores and dlstn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hookstore or wnte to Umwd Nahons , Sales 
Secboß ,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 tT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1icaíiooR de~ Nahons Umes 80nt en vente dan '3 les hhraines et les agences 
dépoSltan四 du monrle enhec Infomlez-vouS aupr臼 de \<otre hbralre OU adressez vous 
à : Nahons Unle&、 Sedion rles vente丑， N f'W York OU Genève 

KAK rrOJU' '1HTh H3)lAHHlI oprAHH3Al~HH OBöF丁lJ，HHEHHhIX HAI~Hn 

H3，Q8H阳启 OρraH !lJa~H I1 06寸be，l]. UHeHHhlX I-faU;H放 MO且fIO K) 日HTh B KHHæ:HbIX Mara-
3日Hax H areH 'T('TBftX BO Bcex pañ:oHax MHþa 1王aBOJ]; HTf> C' rrpsBK臼 06 日3，[(aH:iHX B 
SaHJeM KHIDI{HOM Marèt H!He H刀 11 lìH lI IHTe no atlP f> cy Opl'aHH3a只HfI Oð 'bí'i!;HHeHHbJX 
HaQHH , ('í'KllJl fl: no npo~a)f{ e H3 ;:taHHff , Hh凹:fIOpK Il'l lf 投\:eH í' Ba

COMO CONSEGUIR PTJ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hcacIOnes de las Nac lOnes tJnidas 四æn en venta en hbret Ías y casa.s dlstn 
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Il1undo ('onsulte a c;u lJbrero 0 duíJ8se a Naciones 
Umdas, Sec('Îón de Ventas, Nueva \'ork 0 Cilllebl'fl 

Lltho m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Pnce 古 U .S. 6.00 Unlted Nat lOns puhlIcatl。但

35112 - March 1978 - 2 , 000 (or 出llllvalcnt 'n ùther cuπenCle，) Sales No. C. 78. IX. 1 

A/32/88/ Rev. 1 
EconomlC dnd Social Consequences of the Arnls R J.ce 

and of t-.hlit二Lry Expenditures . Updated Report of Secretary-Gener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