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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的前言 

本报告是联合国根据大会委托对军备竟赛的经济和社会后果进行一系列研究的 

笫四份报告.报告由秘书长为此任命的顾问专家组根据1 9 8 5 年 1 2 月 1 6日 

笫4 0 / 1 5 0号和1 9 8 6年 1 2月4日笫41/86工号决议的要求进行编制，他们 

根据要求将1 9 8 2年完成的题为《军蚤克赛和军事支出的经济和社会后果》的上 

次报告予以重写更新， 

核战争威胁可能导致整个文明的毁灭，因此联合国久已视之为世界面临的最大 

危险.而且，特别是近年来，由于常规武器日益隻延和先进，以常规武器进行的 

更加剧烈的武装冲突不断造成悲剧和苦难，令人极度不安.1 9 8 2年以来，联 

合国记录了在武装冲突中使用化学武器——1 9 4 8年确定为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一 

的情形，这些变化是多方面活跃和竟争性军备竟赛造成或加重的明显、直接后果。 

该小组的报告表明，即使在没有冲突的情况下，军备竟赛也导致许多经济和社 

会现象，包括无力维持的军事支出、与民用生产相比军工生产过多、军火生产扩大 

到更多的国家、大量技术资源分拨到军事研究和发展方面、盟国之间以及向非生产 

国转移武器，总之，过分军事化。虽然由于国际债务增加，这些现象硌受遏制， 

但仍然存在. 

该小组指出，近年来出现了若干因素，可以缓和这个悲观的前景。这些因素 

包括专业深入分析，从而导致了关于扭转军事集结趋势方式和方法的新的富有现象 

力的理论和思想.偏重民用生产的工业转换问题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领域之一， 

在一个比较安全、和平和公正的世界里，可以进行相当大规模的裁军，而这样一个 

世界总是很难实现，世界舆论对此日益表示关注，并对提出实现这一目标的着眼于 

行动的提案日益关心，最鼓舞人心的是，1 9 8 0年代中期以来，两个主要国家之 

间的关系明显改善，两国间军备限制和其它领域的谈判达到了新的水平，最后应 

指出，人们更加认清世界的相互依存和环境的脆弱，因此，区域和普邇关怀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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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和讨论更加公开， 

秘书长对顾问专家组成员专心致志的工作精神和顺利就涉及问题取得一致意见 

的努力表示赞赏，应该指出，由于所审査的问题错综复杂，本报告的意见和结论 

是顾问专家组成员的意见和结论，秘书长不可能就其工作的所有方面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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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文函 

1 9 8 8 年 4 月 2 2日 

联合国秘书长 

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阁下 

秘书长先生， 

谨送上阁下根据大会1 9 8 5 年 1 2 月 1 6日第4 1 5 0 号和 1 9 8 6年 

1 2月4日第41Z 8 6工号决议要求任命的军备竟赛和军事支出的经济和社会后 

果问题顾问专家组的报告。 

根据大会上述决议任*的顾问专家如下： 

L a z h a r B O U OUHIjfeÉ. 

法律和政治大学 

教授 

突尼斯，突尼斯市 

J a n CHAUDOGA^;生（第三次会议） 

联邦外交部 

裁军司司长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厘，布拉格 

H e n d r i k D s 先生 

格罗宁根大学 

教授 

荷兰，格罗宁根 

D r a g o m i r D j O K I C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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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澌拉夫常驻联合il副代表 

纽约 

C o n s t a n t i n E23E先生 

外交部 

对外经济关系、条约和国际组织司司长 

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 

J u a n ；EL ：F I S C H E R先生 

乌拉圭代理常驻联合S代表 

大使 

纽约 

L a d i s l a v MATEJKA先生（第一和第二次会议） 

捷克斯洛伐克常驻国际组织代彔团 

公使衔参赞 

维也纳 

A d r i a n u s MOOY先生（第一次会议） 

国家开发计划署 

财政和货币司代表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S e m e n ïï. HADEJL先生 

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 

处长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莫澌科 

W a l i u r RAHMAN先生 

孟加拉国驻意大利大使兼孟加拉国常驻联合国罗马各机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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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h r i s t i a n S C H M I D T先生 

巴黎大学 

教授 

法国 

A m a d a SEQARRA女士 

瓜亚基尔外交和国际关系学院客座教授、裁军研究咨询委员会成员 

厄瓜多尔 

D a r o l d W. S I L K W O O D先生 

军备控制和裁军署 

核武器和控制局 

防务方案分析处 

处长 

美利坚合众国，华盛顿特区 

M a r g a r e t VOGT夫人（第一次会议） 

指挥和参谋学院 

研究主任 

尼曰利亚、雅吉——^杜纳 

该报告编于1 9 8 7 年 3 月至 1 9 8 8年4月，在这期间，该小组举行了三次 

会议，第一次于1 9 8 7 年 3 月 1 6日S20日举行，第二次于1 9 8 7年 1 1月30 

日 至 1 9 8 7 年 1 2 月 1 1日举行，第三次于1 9 8 8 年 4 月 1 1 日 至 2 6 日 举 行 。 

第一次和第三次会议在纽约举行，第二次会议在日内瓦举行。 

顾问专家组各成员感谢联合国秘书处、联合JI裁军研究所和联合国系统各专门 

机构和其它组织以及各研究所和大学人员提供的协助.他们特别感谢主管裁军事务 

的副秘书长明石康先生、担任小组秘书的威廉•劳勒先生和担任秘书处顾问的赫尔 

辛基大学茱莫‧瓦里恩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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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专家组要求我以小组主席身份代衰小组向阁下提交其一致核准的报告•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军备竟赛和军事支出经济和社会 

后果问题顾问专家组主席 

康斯坦丁‧埃恩（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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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 

1 -关于军备竟饔和军事开支的经济和社会后果的这份报告是祕书长自1971 

年'以来在他任命的专家的协助下进行的第四次研究。第二和第三次研究报告分 

别于 1 9 7 7年 2 相1 9 8 2年，提交大会。简略回顾上述报告所揭露的军备竟 

赛的特性和彩响巧以作为本分析的背景，同时有助于显示过去十年来军备竟赛现 

象的连续性和变化。 

2 . 1 9 7 7年报告首先重申公认的意见，即核武器所造成的自我毁灭的威胁 

是世界所面临的最大的危险，其主要的研究结果之一是军备竟赛日益成为世界性 

的现象，虽然其强度在不同区域之间有显著的差异，很少国家以及没有一个主要区 

域能够不卷入军备竟赛。其他明确的结论如下（只能简略叙述)： 

(a) 主要军事大国之间的军备竟赛到目前为止是世界性军备竟赛最主要、危险 

和耗费资源的方面，也是其主要的推动力。军备上的一切重要新发展均由此而推 

展到世界其他部分，这种竟赛主要是质量上的竟争，S此军火的数量显示不出其激 

烈性； 

(b) 军事竟赛在质量方面的进展导致了不安全局势并对裁军的可能性产生不利 

的影响，因为决定性的囡素是设法击败最先进的武器和对这些武器采取相应的防御 

性手段，因而箄事技术很快就过时.因此，裁军进展的适当标准必须包括限制质 

量军备竟赛的措施； 

(c) 人口爆炸、粮食危机、毁灭性的自然灾害和战争使消除贫穷、改善人类福 

利和促成工业化和增长等问题更加严重，在世界许多地方到了危急的地步；这些领 

域的需求同军事需求相竟争。军事开支方面即使略有裁减并将由此节省的某些资 

金重新分配明显地可以得到莫大好处； 

(d) 军备竟赛对政治、经济和杜会有深远的直接影响。某些情况下，外来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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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压力或干涉对政策选择施加了许多限制，这种限制可能同IS民的愿:f抵触.另 

—些憒况下，武装部队成为对国内政治以及民间活动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囡素。这 

时，军备竟赛就对民主程序枸成威胁； 

(e)军备竟赛的最重要特色是，危害国际安全，导致大国介入战核战争） 

的危险不断存在，以及一系列无终止的小型战争，不利于建立一种有助于在国际中 

减少武力的作用的气氛。 

3 - 1 9 7 7年报告的许多研究结果在1 9 8 2年报告所讨论的期间仍然是正 

碉的，不过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战略方面有了显著的改变。因此最近的报告再次碉 

认，核自我毁灭仍然是人类面临的最大危险，加强军备无法达成有效的安全。报告 

也确认以下发展： 

(a)-世尿军事支出数字显示1 9 7 8至 1 9 8 1年的增长速度高于1 9 7 7年 

报告之前的相应年间的增长率； 

国际政治气氛极端沉重，I 9 7 0年代发展出来的缓和—进程在1—9 8 0年 

代初遭到严重挫折； 

(c) 军备竟赛的主要参与者之间的紫张和对抗局势加深使在世界各地的危机温 

床变本加厉，划定、攫取和控制势力范围的冲突继续不断； 

(d) 1 9 8 0年代初戶厕承^:裁军谈判陷入僵局的一种局面； 

(e) 1 9 8 0年代的全球经济前景仍然与裁军方面的进展有密切关系； 

(f) 前沿军事技术的创步模糊了军事大国的战略和战术武器以及常规和核 

武器之间的界限； 

(g) 好的方面的^点是人‧众日益认识到战争的危险，尤其是核战争的危险， 

以及科学和技术日益用于军事部门引起了群众的反应. .由于群众得不到资料， 

这方面的影响，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群众无法了解的，也无法加以左右的。 

4 .本研究揭示军备茺赛类似的不利影响继续存在，但比早先两份报告所审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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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发生了更多变化.报告中表示，1 9 8 0年代中期^事大囿的簟备竟寨，特 

别是核领域的军备竟赛随着武器和武器库的现代化而持续不断，尽管讨去三年来， 

这些大囿之间进行的对话和国际气氛有所改善。军事技术进展仍然超讨裁簟谈判 

的进程，政治战略考虑辦续阻碍全球经济局势的改善。箄事对人力和物力的要求仍 

然影响着社会经济进展。同时，目前有了日益细致地了觯和平、安全和裁军的必 

要条件的更多要素，也出现了某些向前看的态度，有可能逐步改变国家和人民传统 

的行为模式的慼觉，以及关于实现社会进展、改善人类福利和在较低茧备水平上作 

出更合理的安全安排的论调。这种新的态度反映于最近的许多研究、大会决议和其 

他提案，其中鼓励或试图精确地分析核与传统军备生产和莸得箄事技术和武装冲突 

的短期和长期政治、经济、杜会、环境及其他影响， 

5.本报告大量引用了上述发展的有关分析和经验证据： 

(a) 虽然世界军事开支继续增长，增长的规律改变了，主要由于经济情况恶化 

囡而造成债务日重，必然产生了许多限制，特别影响到最为脆弱的发展中 

国家。目前军事开支的增长囡此几乎完全出自工业世界或者局势紧张或 

实际武装冲突的具体地区； 

(b) 世界各地目前发生的冲突，不论有没有外来的卷与，已更形紧张和悲惨， 

寻求解决的不断努力均未能生效。在更具毀灭性的武器的助长下，这些 

冲突变得愈加剧烈，使在物资和人力方面所付出代价更大。在某些地区, 

仍然存在着冲突范围加大的严重危机。首次，联合国证实和记载在这些 

冲突中使用化学武器。恐怖主义的使用也增加了; 

(o)军事上最重要的国家已经进行或者计划进行进一歩的技术革新和（或）现 

代化，某些新的进展，就军事效能而言，可能进一歩使常规与核武器系统 

之间的界线分不清了。 军用的研究和发展和军事技术的恚剧变化步伐正 

被更加广泛地认定为不仅对战略和战术有显著的影响，同时特别是在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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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对经济实力和社会进展——从而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也对囿际安全—— 

有不利的影响； 

(d) 国际政治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表现在苏维埃钍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 

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的关系，自1 9 8 4年后期至1 9 8 5年初期以来关系 

改善了，在1 9 8 5年 1 1月苏美两国日内瓦首脑会议之后，尤其大为改 

善；两国领导人在该次会议通过的联合公报上同意核战争没有胜利的一方 

而绝不能进行此种战争； 4 

(e) 裁军领域内，所有各级均出现日益建设性的论坛和更加积极的谈判。苏 

联和美国成功地缔结了关于中程和中短程核弹谈判，一旦条约得到批准， 

则将彻底销毁这类核导弹。关于裁减战略攻击性武器、关于空间S备和 

关于核爆炸试验也不断地进行实质性的及边谈判。在多边一级，在这段 

期间，裁军谈判继续进行，差距日益缩小了，缓慢地迈向协议，特别是关 

于禁止化学武器的协议； 

(f) 关于军备竟赛的技术和经济层面的资料有所进展，使得大众能够更多地审 

查军事开支和技术进展的广泛^响。这对工业圓家进一歩加重了压力， 

要求政府对复杂、昂贵的技术和项目说明其净安全效益和与社会经济的关 

系。这种压力的基础是群众继续认识到，技术事故可能发生，核武器仍 

然是人类前途的一种威胁； 

1 9 9 0年代的全球经济和社会展望仍然与人们所看到的囿际安全局势的改善 

分不开，国际安全局势的改善又可能使裁军领域有更大的进展。这将需要政府决 

策者更妥善考虑到世界人力、自然和物资资源，从而引导人类的活动。19 8 7 

年8月21日至9月11日举行的裁军和发展之间关系国际会议与会者在《最后文 

件》中协商一致地重申，决心将裁军所腾出的一部分资源拨充社会经济发展用途， 

以期缩小发达画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但是会议的参加者也强调非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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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方面对安全的威胁，承认"人们日益认识到，过分箄备和I展不足都威胁着国际 

和平与安全"，在这种情况下，人权大规模地遭受侵害和贫穷、文盲和贫困妨碍了 

直正的经济钍会发展，也造成了紧张局势和冲突。， 

6 . 自 1 9 7 8年大会未经表决通过至今仍然有效的第十届特别会议，即第一 

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最后文件 6以来，秘书长就军备竟赛和裁军的若干 

具体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涉及的问题为核武器、裁减箄事预算、裁军和发展之 

间的关系、建立信心的措施、国际安全与裁军、常规武器、安全的概念、以及核威 

慑. 7这些研究应视为在裁军和有关问题上提供更多资料的诚意努力， 

7.专题研究可以审査军备竟赛及其影响的若干方面，只有关于这个问题的本 

报告及其以前的报告综合性地调查军备竟赛和军事开支各种不断变化的后果， 

这些研究的目的是揭露其最近的影响。在根据大会 1 9 8 5年 1 2月 1 6日 A / 

4 0 / 1 5 0 号和 1 9 8 6 年 1 2月 4日 A / 4 1 / 8 6 I 号决议修订 1 9 8 2年报告时 

协助秘书长的专家小组希望，他们的研究结果将有助于突出军备竟赛对世尿和平与 

安全、对各国经济和社会福利的有害影响。 

8 .本裉告第一章说明军备竟赛的动力。主要着重的是军备竟赛中各种类别 

的军备和武力对经济和技术的影响，其主要动机和机制，它们所涉及的各种费用相 

商业。第二章评价在有限资源的世界上用于军备竟赛的自然、经济相人力资源， 

目的在审查在不同的情况、经济和社会中政策决定的影响。第三章分析箄事开支 

对经济发展和杜会福利的影响，其中包括其对经济增长、人力资源、技术、通#膨 

胀、资金流动和债务以及社会文化情况的影响；也考虑朝向民间活动的工业转换的 

影响。第四章分析军备竟赛的国际后果，考虑其在国际、区域和国家各级对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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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面影响，其中包括非军事方面的影响，并分析政府决策者可作的选择和优先事 

项。第五章总结专家小组的研究结果，并提出旨在减少和扭转军备竟赛的不利后 

果同时避免造成反作用的某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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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军备竟赛的变迁 

A •军备竟赛的性质 

9 ‧国际军备竟赛是一个复杂的多方面现象，无法诉诸简单地解释；它的主要 

特点是相互竟争角逐的国家之间对等行动的起落沉浮和各自为加强军事力量所釆取 

的单方面行动.不过，如早先的《军备竟赛和军事开支的经济和社会后果》的研究 

报告中所指出的，其最重要的特点是"它破坏国家、区域和国际安全". 8军备竟 

赛是一个相互彩响的世界性现象，军事大国和它们之中的各种行动和反应起中心的 

作用；它也表现出区域和地方色彩。早先的报告确认军备竟赛的程度"在各地区有 

很大的不同，但是所有主要的地区都介入这场竟赛，只有少数国家没有参加"。， 

军备竟赛也有其多面性，它具有政治、经济、技术和，最重要的，安全因素.安全 

因素的因果关系反应在军备竟赛与国家间角逐的关系上.这意味着，国际紧张局势、 

争端和冲突提供了获取新的和更多的武器的理由，而获得武器又使困难的关系和冲 

突更加恶化.甚至更重要的是，军备竟赛又造成军事大国交战，包括进行核战争的 

危险， 

10-不过，军备竟赛主要也是国家为追求安全和（或）权力而有意采取的政治 

决定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从国内的角度看来，全球或区域冲突和国际紧张局势 

导致有理由必须采取这些决定，另一方面，如上文已经指出，大国的国家军备方案 

相互影响，导致争相获得军备的决定和升级的过程，在捍卫本国国家相对安全的努 

力上，往往所根据的境地是依照最坏的情况设想，同样地，在区域范围内，一个国 

家作出这种决定的原因是自身感到军事干预的威胁，或者自身感到外国干预内政的 

11-军备竟赛的变迁绝氺是新的现象；它至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整个期 

间一直在进行着.1 9 8 0年代，核战争的威胁——由于意外、估计错误或者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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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项精打细算的战略行为而引起的核战争的威胁一直都持续着。1982年报告 

也认识到人类所面临的这种危险，而今日这种危险仍然存在， 

1 2 . 在 1 9 8 0年代中，直到接近其中期以前，国际环境一直曰益恶化.苏联 

和美国的关系，以及它们的许多盟友之间的关系，受各种紧张局势的影响.这一部 

份是由于发展和部署新的核武器和常规武器造成的，这些武器被敌对.双方看成是可 

以用来发动、持续或加剧战争造成威胁的工具。技术发展使政治问题和估计动机更 

加困难，因为在核査和军事效能方面更加难以划分常规武器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而 

尤其是核武器之间的区别，但是从其破坏力及其使用对社会环境造成的长期危害的 

巨大差别看来，这两种武器的差别似乎应该是很明显的. 

13- 不过，自1 9 8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政治环境有了改善，美国和苏联成 

功地谈判了题为"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销毁中程和中短程导 

弹条约"的销毁两类核武器的双边条约。'°它是关于射程在1, G00至5, 5 0 0 ^ 

里和50 0至1 , 0 0 0公里之间的导弹，1 9 8 7 年 1 2 月 1 0日在美利坚合众国总 

统罗纳德‧里根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之间的首脑 

会议结束时发布的联合声明中，两国领导人强调该条约的目的是彻底销毁美苏两国 

一整类核武器，加上其核査条款的创新和广泛程度，使该条约具有历史意义。另外 

目前还在就削减战略核武器和外层空间军备这个问题进行谈判，同时已经开始就核 

试验的进一步限制逬行X边谈判。多边限制军备会谈，特别是关于化学武器的谈判, 

已进一步加紧进行，这种新的国际合作精神会进一步加强全球和区域的信心，这会 

在大幅限制军备方面取得具体进展，从而减少战争的危险，增强国际安全。 

B .军事开支 

14- 军事开支是一个国家用多少资源保护国家安全的一种粗略衡量方法.世界 

军事开支的升级可以从简单的事实看出，1 9 8 2年的报告提到19 8 1年全球军 

事开支为5, 500~6, 0 0 0 亿 美 元 ， 1 9 8 5年的数字，以当前价格计算则为 

8, 500—8, 7 0 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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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由于一些理由，这些有关军事开支的数字距准确的程度极远。有些国家不 

提供其全部军事开支的数字.此外，在比较各国军事数据方面也有一些客观上的困 

难，其主要困难是不同的经济体制所造成的价格系统上的差异和以国家货币计算的 

军事开支数据转换成一种共同货币：美元.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和平研究 

所）年鉴《世界军备和裁军》''中未提供1 9 8 6年的世界军费总额，因为目前有 

关苏联和中国军事开支的资料并不充分亦不可靠，不足以对世界军事开支总额作出 

精确的估计，并且其他国家的预算也未显示所有军事开支，因此，不可能对世界军 

费总额提出一个确切的数字，以下三个附表所列的数字只表示军事开支的演化；从 

和平研究所的早期数据，粗略地描绘出用于军事部门总资源的情况。以不变价格计 

算的全球军事开支一直持续增加（详情见下文表1 ) ,事实上，1980年至198 5 

年世界国内总产值年增长率为2*4%,军事开支的相应增长率则为每年3. 2 % , " 

这表示1 9 8 0年代在世界有限资源中用于军备竟赛的相对比例比以前高.从第二 

次世界大战以来，全世界军事开支以实值计算已增加了四倍到五倍，大约消耗了世 

界总产值的6%. "如果上述的趋势得以持续，则在没有大幅军备限制的情况下， 

本世纪结束以前以时价计算的全球军费有可能达到10, OOOf乙美元，这意味着1982 

年的报告所作的类似估计并不过份，" 

16- 该报告详细记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军事开支如何增长，以及它们 

在个别区域和个别国家之间的分配是如何高度不平均.这反映当今世界体制中经济 

和军事上的不对称情况，为了保证各项数字可以比较，本报告中选用数字的准则与 

历次报告使用的准则相同，以1 9 8 0年价格和汇率计算的这些最近数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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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1976-1985年一些国家集团的军事开支 

(以1980年价格和汇率计算的世界军事 

开支总额和占该总额的百分比） 

1976 1979 1982 1985 

六个主要军事支出国a 71.2 70.8 68. U 70.u 

其他工业国家 lk.6 ih.i 15.9 

发展中国家 lk.2 17.5 15.7 

世界总额（百分比） 100.0 100.0 100.0 100.0 

世界总额（10亿美元） 511.5 561.9 615.1 663.1 

a六个主要军事支出国，按英文字母次序分别为中国、法国、德意志联邦 

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 

合众国， 

17.六个主要军事支出国以外的其他工业化国象在过去1 0年的份额非常稳定‧ 

主要军事支出国的相对位置逐渐下降，直到1 9 8 0年代初由于国际形势紧张和实 

行备战计划，因此又开始上升，除此以外，主要军事支出国的支出型态与从前的 

趋势没有很大的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则为例外，它把军事上的一部分人力和财政 

支出重新分配，以支持经济现代化计划，发展中国家的军事支出自1 9 6 0年代 

以釆以绝对值计算和相对值计算都一直增加，但是自1 9 8 0年代初起已经下降了, 

表2的数字显示不同类别的相对份额在1 9 8 5年又回复到1 9 7 9年的情况， 

要^"-步了解这种情况，必须对支出数据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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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军事支出增长率，1 9 7 6 - 1 9 8 5年 

(实现支出平均年增长率） 

1976-1979 1979-1982 1982-1985 

六个主要军事支出国 2.3 1.9 3.7 

其他工业化国家 2.9 2.8 2.3 

发展中国岌 3.0 9.1 -0.9 

世界 3.3 3.2 2.6 

工业国竅的军事支出一直增长 .不过在主要支出国中， 1 9 7 9 - 1 9 8 2 年的 

增长率较低• 这一集团国家的军事开支在1 9 8 2年以后又恢复上升，一直持续 

到 审 査 期 间 结 東 时 止 ， 1 9 8 2年至1 9 8 5年间发展中国家的军事开支也发生 

重大变化，其军事开支的负增长率首先反映出出口价格的下降和全球债务危机的 

加深，这已减少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加强军力而特别是进口武器的能力，出口收 

益的减少和外汇储备和武器进口的相应下降已经是这些国家军事开支降低的一项主 

要因素， 

18. 如果探讨石油出口国军事开支的增长型态就能明白世界经济发展状况和发 

展中国象的军事开支之间的紧密关系，从1 9 7 6年到1 9 7 9年，这些国家的 

军事支出每年只增加2 ‧ 6 % , 但 是 在 1 9 7 9 - 1 9 82年所谓第二次石油危机 

的那几年 ,却每年高涨到 1 0 . 6 % , 从1 9 8 2年到1 9 8 5年，这种情况正 

巧相反:石油出口国的军事开支每年下降-1 . 8 % * 事实上，这种下降比其他 

发展中国象大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军事支出如表1所示在百分率上下降，但是 

如表2所示从1 9 8 2年到1 9 8 5年实质上仍然差不多保持不变，油价和出口 

收益的减少因此成为石油出口国的军事经费减少和军备进口下降的主要因素， 

19. 但是经济拮据只是影响将国内资源用于军事开支和军备进口的决定的因素 

之一.政治抱负、大国的影响、当前的国际紫张和冲突、对外釆威胁的看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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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不安定、以及自然现象也继续影响关于支出的决定• 为了更详细地了解那些 

似乎影响军事开支的决定的因素，按区域的细分即分别计算每个主要区域的增长率, 

可能有些价值（见表3 ) • 

表3.按区域开列的军事开支增长率， 

1 9 7 6 - 1 9 8 5 

― 丄麥际开支的平均年增长率） -―— 

1976-1979 1979-1982 1982-1985 

""O 679 O 

2.0 1.8 2.2 

0.3 10.9 -1.7 

8.7 8.2 4.2 

2.7 19.6 -7.3 

A.4 1,7 -2.9 

3.2 8.1 5.5 

12.9 8.3 4.3 

a 不包揞中国和日本, " 一 

一【两不—iSSÏ互相对峙的欧洲湘北美，军事开支继续增长，迄今为止它们是这些 

区域中最高的，此外，在审査的这十年期间，它们的增长率加速了• 其余的区 

分类证实有各种程序管制军事开支的增长和下降，特别是在发展中国象• 与以 

前的支出数额相比，财政资源耗竭差不多立即影响全体公共支出，但是也影响军事 

开支，例如，南美的外债显然是这种下降的主要原因.在南美，大多数阖窠广 

泛恢复宪政形式的政府也造成有利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优先次序的重新安排，从而 

促成逐渐减少军事负担，在非洲，大部分由于广泛的自然和社会危机造成资源稀 

少，而实际停止和扭转任何增加军事支出的趋势，在一些非洲国家，外偾增加也 

«抑制军事开支的增长.在中美洲，广泛的并涉及外国介入的区域冲突，导致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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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开支即使在经济危机下仍然有所增加‧ 在南亚持续不断的紫张和冲突与適及 

各处的不稳定一这部分受到外釆干涉的影响一使减少军事负担变成不可能，在远 

东，包括东北亚相东南亚，特别是朝鲜半岛相中南半岛等次区域的紧张或冲突继续 

存在.助长了主要敌对国家继续在武库中累积武器， 

2 0 . 政治潲军事上的紧张不一定是军事预算消长的最重要因素，中东是经济 

拮据造成军事开支减少一一尽管该地区国家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持续;«̶一的区域 

的一个实例，然而解决军事冲突和政治上的不稳定仍然是大量减少涉及冲突各国 

军事负担的可靠和持久安排所不可缺少的条件* 

2 1 . 以用于军事开支的国产总值的百分比表示的相对军事负担的详细审查，显 

示个别国家间有巨大的差异，，•虽然情况并非都是如此，但平均而言，军事大国的 

军事负担相对地高于其他工业化国象.例如，两个大国不算，军事联盟的一个普 

通成员将国产总值的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四用于军事目的，而普通中立国只用百分之 

二. 在发展中国宏间，相对的军事负担可能从零到特殊情况f的百分之二十五* 

«穷的国家^»负担常接近零，因为它们根本负担不起军事积累；在半:I：业国军事 

负担较大，因为可能已开始发展本囯的军事工业；在佑战中的国家，军事负担最大‧ 

使相对'军事负担上升的因素除了外来影响和涉及外釆冲突，还有国内的动乱，国 

内不稳定导致高军事负担这一点由实际调査得到了证明，即紧邻地理区的军事对抗 

和国内种族分裂的程度是说明一个国衮用于军事开支的国产总值的比例的两个最有 

力 的 囡 素 ， " ― 

c .核武器 

2 2 . 核革命使军用武器的破坏力增加到新的级别；当前贮藏的核武器的爆炸力 

是落在广岛的炸弹的一百万倍以上• 在数量上，相信世界上一共至少有50， 000 

个各种类型的核爆炸弹头‧ 核革命也创造了技术时代的各种新的军事制品，包括 

战略潜艇、轰炸机相携带核弹头的导弹‧ 除非核武器遭到销毁，这些武器将继续 

成为人类文明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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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核军事竟赛有量和质量两方面。量的军备竟赛可以用若千指标衡量，诸 

^载工具和弹头的数目，质的军备竟赛则表现在武器技术现代化上，核武器极 

度集中在两个主要军事国家的武库中，它Cl的相互竟争助长了战略军备竟赛。换 

言之，核武器的纵向扩散和尖端化的程度超出横向扩散到更多国家的程度.在量 

方面，衡量苏‧美国的战略力量，则发射装置和弹头的数目是最适当的衡量方 

法 ， 1 9 8 6年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重轰炸机及弹头的分布情况如表 

4 -所示。 

表 4 . 1 9 8 6年苏联和美国的战略核武器 

发 射装置 弹头 

苏联 美国 苏联 美国 

洲际弹道导弹 1 398 1 017 ‧‧ 2 117 

潜射弹道导弹 922 648 •• 5 760 

轰炸机 160 324 ,‧ 3 343 

共计 2 480 1 989 10 000 11 220 

资料来源：苏联数据是根据1 9 8 7年1月23日《真理报》的数字；美国数 

字来自《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年鉴，1 9 8 6年》第7 2 — 7 3页。 

表 4 所 提 供 的 战 略 I t 况 自 1 9 7 0年代末以来一直比较稳定，只有战略弹头的 

数字增加，战略弹头直到写本报告时一直不断地增加.自1 9 8 0年代初以来， 

最重要的发展是大国的武库中添了许多携带核弹头的战略巡航导弹，至19 8 6 

年秋，美国有1 2 0架B-52轰炸机，装有空中发射的战略巡航导弹，一共可载 

2， 400个弹头。'
7
苏联在同一时间一共有5 3架重轰炸机携带战略核巡航导弹.

w 

就总的数量来说，苏联和美国之间有效地维持大约的战略平衡，除了战略武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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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主要军事大国的武库中也有许多其他类型的核武器，从中程武器，到战术核武 

器，到战场核炮弹。 

24- 另外三个核武器国一中国、法国和联合王国——也都继续扩充核武库， 

并使其现代化，它Cl也包括各种类型的武器.据称中国大约拥有2 0枚洲际弹道 

导弹和2 6枚潜射弹道导弹，每枚导弹都配有一颗弹头.约有 1 0 0架轰炸机具 

有明显的战略fb!7, 法国至少有8 0枚潜射弹道导弹，共携带1 6 0颗弹头。联 

合王国有64枚潜射弹道导弹，每枚导弹均装有二颗弹头，使战略弹头的总数到达 

1 2 8颗，这三个核武器国家都积极计划在未来 1 0至15年间进一步发展其核 

力量，"中国继续发展其核武器fb(7,包括潜射弹道导弹，并且似乎也开始发展 

多弹头分导返航运载工具，法国目前有一支六艘战略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组成的 

舰队，它已开始装配多弹头M—4式导弹。联合王国为布置在四艘核动力弹道导弹 

潜艇的北极星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装置 C h e v a l i n e ^航系统而使其现代化。这 

些措施总的结果和今后的发展指出这三个次要核武器国所控制的核弹头在尖端化和 

数目上增加了很多， 

25- 核武器的持续增长，不论是纵向扩散或横向扩散，都令所有国家感到关切。 

^#止或扭转这种增长的趋势得依靠各国忠实执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 

条约）的所有规定和其他国际条约的有关规定，在这些规定中，除了有义务尽其 

全力交换技术以满足无核武器国家的发展需要。以便取得核技术用于和平用途外， 

还包括釆取进一步核裁军措施.专家小组注意到《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締结国第 

三次审査会议吁请所有国家使这项条约在各国普遍适用。 

26.核武器的现代化建立在技术革新上，技术革新需要试验核爆炸装置及其运 

载工具.核武器试验据说对于维持和证实现有弹头的可靠性也是需要的，随着 

时间的迁移,核爆炸试验的数目略有增加：1 9 7 1— 1 9 7 5年期间估计进行了 

1 9 0 次 « ， 1 9 7 6 - 1 9 8 0年期间进行了 2 2 5次试验，1981—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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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稍微增加，估计有2 4 0次。 2°按照苏联本国的官方资料，苏联在19 8 1— 

1 9 8 5年进行了 7 6次核试验。 2'在同一期间，和平研究所估计美国进行了 8 3 

次试验，中国3次，法国3 8次，联合王国6次。"苏联倡议、而且坚持从1985 

年 8月直到1 9 8 7年1月单方面暂时停止一切核爆炸试验。美国没有参加，继 

续进行试验，特别是作为其战略现代化方案的一部分。其他核武器国家也没有参 

加。 

27. 全面禁试谈判，实际地说，从1 9 8 1年到1 9 8 6年，在双边和多边上 

都是处于冬眠状态，尽管这个问题每年都出现在曰内瓦裁军谈判会议议程上. 

締结一项全面—禁试条约的压力在各种国际论坛上增加了，特别是若干无核武器国采 

取了具体的倡议，敦促核国家教力于全©禁试，尤其是提议媞供它们领土上装置的 

测震设备，以核査这种协定.在1 9 8 6年中开始的若干回舍的试探性讨论之后, 

« 1 9 8 7年秋季，苏联和美国同意开始就分阶段禁试的问题进行谈判，首先加强 

核査它们之间先前的两项双边条约，即称为临界禁试条约（1 9 7 4 )以及和平核 

爆炸条约（1 9 7 6 ),目的是作为笫一步，便这些条约能够得到批准，这两国 

然后希望设段进一步限制试验，同时减少战略武器，从而达成彻底停止核试验的饅 

终目标，作为有效的裁军进程的一部分. 2，实际谈判于1 9 8 7年1 1月9日在 

日内瓦开始. 

D .外层空间的军事使用 

2 8 . 除了民事用途之外，长期以来由于军事目的而利用外层空间环境的有两个 

主要方面，即用于核査协定和其他侦察包括搜寻情报的卫星和用于通讯和其他相同 

作用的卫星。囡此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问题取决于将武器引入这一环境的可能 

& 各种国际协定，特别是《1 9 6 7年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 

体在内的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条约》（外层空间条约）和《1 9 7 9年关于各国在 

月球和其他天体上活动的协定》（天体协定）已禁止将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A/43/368 
Chinese 
Page 26 

武器引入外层空间，与此有关的还有其他一些文书，包括《1 9 7 2年限制反弹道 

导弹系统双边条约》（反弹道导弹条约）‧ 

2 9 . 但是随着空间技术的发展，到八十年代初已出现将各类高爆和反卫星武器 

引向外层空间的可能性，这一切促使联合国各个方面采取措施阻止这一发展，其中 

包括苏联提出的关于禁止在外层空间部署任何种类武器的条约草案。"总的来说 

西方的态度更加具体，主要集中于反卫星武器系统，从1 9 8 2年起，裁军谈判 

会议的议程上列有一个题为"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项目.尽管在此问题上继 

续存在不同的观点和态度，大会在八十年代一般来说还是能够把有关这一问题的各 

种不同的提议草案合理地组织成单个决议，并得到绝大多数会员国的通过。 

30 . 一旦防止外空军事化的努力失败，任何使外层空间进一步军事化所可能产 

生的经济和社会后果都将集中表现在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的巨大花费及其对全球安 

全可能产生破坏稳定和消极的影响，目前对问题的争论，涉及到许多技术、法律和 

程,方面的考虑，其中包括空间武器与正在进行的有关战略防御系统（尤其是美国 

战略防御计划）的研究之间的关系， 

E.化学武器和细菌（生物）武器 

3 1 . 化学武器^细菌（生物）武器之所以特别重！，是因为这类武器对生物具 

有特珠的致命效果，因此1 9 48年这类武器与核武器一起被列为大规模毁灭性武 

器。自前一次报告提出以后，《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 

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生物武器公约）締约S,在1 9 8 6年召开的关于该 

《公约》执行情况第二次审査会议上，重申了在1 9 7 2年达成的该《公约》的持 

续重要性.然而自《公约》产生后，事实上有关这一领域的所有裁军努力都一直是 

在寻求产生一个禁止化学武器方面的相应国际文书，这些努力在最近几年得到了动 

力，其部分原因是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这类相对容易生产的武器&扩散到更多的 

国家，另部分原因是联合国文件清楚表明，这类武器实际上已在当前的武装沖突中 

使 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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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 自1 9 8 2年以来，苏联在裁军谈判会议上提出了一个今后文书的基本来 

素 ， 1 9 8 4年美国也提出了一项条约草案，在此之后，有关这一问题的多边谈判 

明显得到加强，自1985年后期苏美两国领导人举行首脑会议后，多边谈判又增 

加了相互补充的灰边内容。到1 9 8 7年底，裁军谈判会议的具体工作已取得了显 

著进展。总之据了解，按照新文书，将销毀一切化学战剂（从而防止转向其他用途）； 

所有化学武器都应公布，一旦公约生效便开始核査；还将对关闭和取消生产设备进 

行核查。尚未解决的问题包括：秘密生产的可能性；提出疑问后的现场视察；储备 

规模、组成和销毁次序；国际执行机构；工业管制安排；技术和经济援助。总之， 

在持续的多边谈判进程中出现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和良好意愿，这使协定的产生似乎 

成为可能，正在进行的双边接触将进一步促进这一前景。但是在目前，在武装冲突 

中进一步使用这类武器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ï .常规武器 

33 . 世界军费主要用在常规部队上。主要原因还不是因为非核武器国家的军费 

开支大，而是因为甚至是核武器国家，其常规部队就占所有军费的8 0 %左右。这 

就是说，对军备竟赛所产生的社会和经济后果及其大部分社会影响的具体分析必须 

依据常规武器和常规军队来进行。以下事实突出了这一要点：笫二次世界大战以 

来的所有战争超过1 5 0次，都以常规部队进行，根据各方估计，这些战争已造成 

2 , 0 0 0多万人伤亡，多数在发展中国t "当前正主要用常规武器进行着一场 

从伤亡人数来说是本世界笫四大的毁灭性战争。 

34. 尽智常规武器与核武器截然不同，但它们在很多方面是相互有关的。无 

核武器国家的安全和国防政策受到拥有核武器国家的全球战略的影响。在这些国 

家都卷入的情况下，就要在核武器因素的背景下来看待它们的常规部队和战略。特 

别是在欧洲，由于引进核力量，因此需要作Ô准备，加快动员，这有可能使军事危 

机 升 I 囡此，应继续注意降低欧洲爆发战争和创造更稳定的安全环境的途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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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 如上所述，在军事效率上常规武器方面的技术发展十分迅^ 特别是已 

产生一大批制导武器，这类武器可以惊人的准确性击中各种目标，同时又可最大程 

度地减少不必要的间接损害和过多地消耗爆炸力。另一方面，所涉及的各种技术 

和由此而产生的武器系统十分复杂、昂贵，在训练和维修上要求也很高。因此， 

这些先进发展对发展中国家或某些低级别的冲突并不一律适用。总之，凡是使用 

这些武器的战争，不论是进攻性战争还是防御性战争，都未能避免意外情况的发生: 

而只会使常规武器冲突的暴力升级和加快全面的毁灭程t 然而如下所述，在军 

事上研究和发数^先进^武器^工作仍；g继续进行。 

36. 很显然，要^^^由军事开支所产生的经济负扭，就需要限制常规部队， 

包括质量上的限制。一个努力使各国以可核査和相互接受的方式减裁常规部队的 

区域方法往往被认为是适当的。减裁可涉及军事材料、部署，人员和开支。"在 

欧洲方面，已为谈判削减军事联盟之间的军P人以及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作出多项努 

力，以便加强稳«I商限制常规，化学以及核武器的先决条件。在建立信任和安全 

措 施 方 面 ， 1 9 7 5年的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欧安会）後后文件》和1 9 8 6年 

9月在斯德哥尔摩一致同意的欧洲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及裁军第一阶段会议最后文 

件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I 9 8 6年以后，显而易见的是，两个主要军事联盟有 

必要就限制各自的常规部队取得更加具体的结果，和继关于中欧互相裁减军队和军 

备以及有关措施的维也纳谈判之后建立一个更广泛的论坛，双方正在建立一个能够 

满足这一公认需要的新的论坛， 

G .军事研究与发展 

37. 武器系统的技术曰益尖端化极大地影^了当前军备竟赛的势头、方向和费 

用，武器已变得更加准确，用途更广*效力更大。从军事标准来看，这一发展 

使武器更加好用，但是也更易于出现技术上的不足，甚至发生故障。武器系统的 

多种用途还便人们在危机中对这些武器公开宣称的用途之后的真正用途产生政治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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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不论在核领域还是常规领域，技术进步是军蚤竟赛的中心 ‧ 技术发明, 

不论是民用的还是军用的，都是私营和公共大研究机构或工业的产物，它们为了在 

竟争的世界中生存就得富有成效。工业体系中对发明的需求是方兴未艾的质方面 

的军备竟赛的先决条件；然而技术动力尽管十分重要，可光靠这一项还不足以成 

为持续军备竟赛的先决条件。还需要有蓄意的政治决定， 

38 . 1 9 8 0年全球用于军事研究与发展的支出以现值奏元计算迗3 5 0多亿 

美元，大约占同时期研究与发展总支出的四分之一。"1 9 8 0年至I 9 8 4年 

军事研究与发展的实际支出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一般的军事支出‧" 全球研究与发 

展支出，特别是用于军事目的的研究与发展支出Ï一个十分困难的领域，由于没有 

可比较的定义，估计方法不全面，又渉及到秘密性，因此很难达成一个普邇同意的数 

字 。 但 是 据 认 为 ， 1 9 8 5年的全球军事研究与发展支出，以现值美元计算，已 

增加到80 0 亿 美 元 左 右 ， " 大 约 比 1 9 8 0 年 实 际 增 长 了 8 0 % 。 

39. 与任诃其他军事资源相比，世界军事研究与发展更集中在一小群国家，表 

现了一个高技术if度集中的模式。据估计，六个军事研究与发展的主要花费国至少 

占世界军事研究与发展支出的十分之九，，'在各国的国家研究与发展系统中， 

军事部分的相对影哂程度差别很大，即使在这六个国家中也是这样。国家军事研 

究与发展组织与其余的国家研究系统的关系如何也因国而异，《 在广泛从事技 

太革命的国家里，军事研究与发展与技术革命的关系^_密切。与一般制造业活动 

和通常的活动相比，它对科学和工程技术的依赖程度要大得多.三个研究最深入 

的部门一即导弹和航天器、电子工业和飞机——都包含着重要的军事成份，在 

其他研究密集的邵门，军事因素则不太显著，但是它在军用器材和零件、专业和科 

学仪器以及发动机和汽轮机方面也发挥了某些作用，"军事研究和发展与全面技 

术发展之间有着不可分隔的关系， 

40. 军事研究与发展在很多方面塑造了军备竟赛的态势和社会状况。它对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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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力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当前主要大菌的军事设施所依赖的不是单一的武器, 

而是由电子通讯和控制关节组成的各种复杂的系统，或"武器家族"，这一技术 

发展不仅改变了军事设施，而且还要求有更全面^自立的机构安排，向前推进一步, 

S"甚至会减少人类的控制，因为#些战场上的决定可由高速电子计算机迅速作出。 

这可能会增加由于意外或误算而爆发战争的危I 

4 1 . 美国称为战略防御计划的探索性研究方案是一个能够说明这种高级军事研 

究与发展活动方面新趋势的—个例子.该计划是一重大项目，它动员了美国一大 

批科学界人士从事其备个次级方案的研究工作。虽然战略防御计划是一个夏杂的技 

术方案，它也有政治层面。现在的争论点是,''从方案的规模和持续时间来看， 

已产生了反对方案变化的巨大的即得利益"'*对任何从事军事研究与发展的国家 

来说，较为复杂的主要武器系统在官僚和技术势头的推动下，一般较易于在国内产 

生即得利益，从而很难再取消这些系统，即使有此愿望，也很难办到。一旦这些 

项目已根深蒂固，会有一些合理论点要求取消这些项目，这些论点可包括认识到经 

济上的需要是否实际可行、是否会对安全或稳定产生不良影响，或提出另外一些可 

满足原来军事要求的更好的系统，但是所有这些都会受到原方案支持者的反驳。 

42. 研究与发展支出一般来说在新武器系统的总支出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这 

些支出不是靠所生产的武器数量来决定的，而是靠支撑研究与发展工作的技术概念 

和机构安排来决定的。这种状况有两种结果：单位成本提高，结果一样数目的钱 

生产出来的武器数量比原来少-研究与发展费用是造成军事部门费用上升的中心因 

素，这不仅囡为发展费用高，而且还因为与民用部门相比，军用部门的淘汰率更高。 

囡此要降低单位成本及其对价格的彩响，军备生产国已在积极促进武器出口，以此 

作为加强生产运转的一种手段。目前的军备生产形式需要向外出口，但是国内政 

治因素和国外正在减弱的需求限制了这一出口。 尽管后一原囡主要是由接受国的 

经济因素造成的，但是其政治考虑的演变也产生了限制性影响。这反映出七十年 

代末期至八十年代初期所产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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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军火工业及生产 

43.国际军火工业是集中的并且有一种由低到高的组织。一小群国家控制着 

大部分军火生产，通常来说，技术上越尖端的武器系统，生产的国家就越少。由 

低至高的状况既存在于发达国家和某些发展中国家，也存在于整个全球制度中。主 

要的军火生产国存在在两个军事联盟中，它们的军火生产不仅为满足国家需要，而且 

也为满足它们的盟国和其他客户的需要。一般来说，一个能够提供充分市场的巨 

大的军事体系的存在，加上有足够的国民收入和众多的人口来支持必要的基础设施, 

是一个国家长远地生产主要武器系统以及取得生产的所需数量和尖端程度的必要条 

件。"除了这些因素以外，人们还应看到充分的高度技术发展的需要。人们还 

看到外汇是军火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 5 6最初需要外汇进口军火，一 

旦国内开始生产，就得进口外国部件和材料来支助生产。 

44-由低而高的状况与军火生产国际化是相互关联的。通常来说，工业化的 

市场经济国家都发展了本国的军火工业，当然，对小国来说在规模和自主上都受到限 

制。军火和军事技术的出口往往规模很大，在国内生产上占很大的比重。特别 

是在西欧，已产生了一个合作生产协议的跨国网络，以便集中资源和更合理地使用 

这些资源。中央计划经济国家也从事大规模的武器生产，不过跨国合作和武器系统 

出口的规模则较有限。发展中国家的军火生产集中在相对来说少数一尽管数字 

不断增加一几个国家里。除了也许生产轻型^和军火外二多,国家都依靠进 

口 。 发 展 中 火 生 产 Ê ^ T ̶ i S ï ï S i ï ï i ̶ 用 生 产 运 转 和 

降低单位成本，也成了军火出口国。在使军火工业国际化的进程中，几乎亳无例 

外只包括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少数主要出口国。 

45.在国内生产军火的决定作出以后，到具有当地生产能力还需要有几个阶段。 

进口的军火在国内进行维修、用国内设备开始生产许可制造的军火、进口部件 

在当地组装、用大部分的进口投入在国内生产部件，最后，这些投入、原料和中间 

产品大多由国内生产。这些阶段通常都得到各种分包和合作生产安排的补充，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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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安排可能是称之为"抵消"的补偿商业协定的一部分。"这一进程是不对称的， 

因为它从只有几个大公司控制的工业化国家的军事工业开始，然后渗透到决定从事 

国内生产的正在工业化的国家的早期军火工业。这些国家间接地接受依靠主要工 

业国技术投入的新形式。国内生产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侬靠进口原材料和间接 

投入，但是仍被新生产国看成是一种保障，使它们不用惧怕对其国家安全形成潜在 

威胁的武器禁运。 

46-军事工业在很大程度上已在几个方面达到了标准民用工业，但是它仍然 

是工业生产系统中一个半自主的分系统/ 8在市场经济国家，这一分系统与公共部 

门的关系比与它无关的工业的关系更加密切，因为军事部门在事实上是其产品的唯 

一买主。这一特殊关系有助于将军事机构、立法人员和军火商的利益结合起来。 

这一利益上的结合和军事工业的特珠性质使竟争欠完善，有关效率和效益的一般标 

准并不总是能适用于军火生产。市场经济国家最近已作出努力，要在主要武器系 

统的主要承包商之间加强竟争。"政府仍将保护军火商不受外国兼并，但是为了 

加强效率和降低宏观经济军火生产成本，政府一般都促进它们相互间的更大 

47.对有关的每个国家来说，;Bfet市场经济国家还是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其现有 

的军事工业都是防御基础的一个中心部分。在这一基础上动员的程度如何，应由 

两个可能矛盾—的要舉来确定》感到的军事威胁有多么严重和国民经济是否有能力承 

受加快军事生产的费用。无论感到的威胁如何，经济和资源因素总是对加强军火 

生产形成一种制约。但是，这种制约在不同的经济制度下有不同的表现。在市场 

经济国家，它主要受财政政策的调整；在中央计划经济国家，是由国家作为关鍵 

计划机构负贲分配资源给在民用和军用部门而进行调整的。特别是在计划经济国 

家，军事工业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国家在分配原料、技术知识和技术人力方面发挥 

着中心作用。"军火生产和军事技术在所有工业大国中，不论是巿场经济还是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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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国家都具有一定的经济意义。这就是为什么说如在分析宏观经济情况和工业 

发展时不考虑军事工业的影响，这样的分析说的好是有缺陷的，说的不好是引入歧 

途的。 --

48. 不论是过去和现在，绝大郤分的军火生产都出自工业化国家.由于鈇少 

适当的全球数据汇编，且又存在给军火下确切定义的问题，从而使对其估价的工作 

产生严重困难，但是可以说，以时值美元计算，1 9 8 6年全球军火生产价值约有 

2, 000亿美元。过去十五年里，国际军火生产结构的变化之一就是在一些发展 

中国家出现了一些活跃的军火生产国.据估计，在 1 9 7 0年本地军火生产的总 

价值按1 9 7 5年的不变价值计算共达6, 8 0 0万美元，而 1 9 8 4车的总价值为 

6 3 , 5 0 0万美元之一这两个数字从全球的总况来看确实都是小数，但已看出有 

很大的增长， "同样， 1 9 7 0车发展中国家通过许可证生产的武器价值按1975 

车不变价值估计为2 7， 4 0 0 万 美 元 ， 1 9 8 4车则是 1 1 4， 7 0 0万美元. 

在上述阶段，有关发展中国家的军火生产增长逑度并不平均，但在^H:十年代增长 

迅遝，到八十车代则实际上是停滞不前。此外，七十年代这些国家本地军火生产 

的增长速度总的来说超过了通过许可证生产的增长速度。." 

4 9 . 任何一个国家跨入军搴工业的代价都是昂贵的。要从事军火生产,该国 

就得拥有相当强的制造部门。传1 一直将国内军火生产作为替代进口以及促逬经 

济和工业发展的一项战略。"最近，新的正在工业化的国窠依霏出口导向的工业 

增长，有目的地开始发展军工生产，将其作为制造部门的一鄱分.一项研究按 

照有关国家从八十年代初起军火生产的全面记录情况，将其分成四类.第一类是 

武器生严品种多、数量大的大国或相对先逬的国家.笫二组是生产大多数，伹不 

是全郤种类武器系统的同类少数国家。第三组国窠也生产几种类型的武器系统, 

1 旦是没有足够能力在本国发展.最后厲于第四组的是一大批发展中国窠，它们有 

一些个别项目，但是没有综合性军火工业."根据这一分析，欧洲和北美以外的 

2 9个S家衩认为至少可从蓽某些国内军火生产，'因此，大约有i Q 0个不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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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国内萆火生产能力的发展中国家。 

5 0 . 发 展 和 釆 购 军 火 的 两 个 基 本 战 略 是 ： 自 力 更 生 和 国 际 合 

作。 自力更生是出于安全的考虑，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在国家的支持下建立国 

内生产设备和在当地利用国外军事技术和硬件.计划经济和逬口补贴S家尤其来 

用此一战略，尽管费用上涨和技术的迅迷发展破坏了这一战略。国内军火市场 

大到足以支揮自力更生的军華工业，这秤的国家既使有也为数极少，因此已越^M 

有必要在进口与出口方面与国际市场结合 起来。田一些大国政厨和踭国公司推动 

的全球技术发展突飞猛进，因此任诃纯由本国发展和生产武器系统的努力都会在日 

益进歩的军事研究与发展面前变为落伍。正是基于这一原因，以自力更生和国内 

生产为基础的军火生产战略在八十年代失去了吸引力，而那些依靠国际合作生产 

军火的战略则受到欢迎。*'另一方面，在主要武器系统方面，日益统一的国际市 

场在很大程度上迫使国内执行者继续使研究、发展和采购各方面国际化，因为这些 

执行者必须赶上进行中的现代化过程。 

I .军备转让 

51.国际武器转让包括备式各样的交易，其中涉及到政府和非政府人员。由 

于资料缺乏，编纂这些资料的标准和方法不一，因此武器转让的整个交上 

是不可能确定的。此外，确定转让的武器的价格十分困难，因为武器贸易经常经 

由政治安排而不是按市场的竟争进行的.确定某一年份武器转让的价值也要视其 

估计数是根据签订的合同还是根据实际交货而定，不过，对国际武器转让的年度 

总值还是作了种种估计，例如, 1 9 8 6年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武器转让 

合同的总值按现价计算估计达2921 乙美元比起1980 ― 1982年最高交易量则少得 

多，当时每年的合同总额大约为580f乙美元（按I 9 8 6年的价格调整）。"1981 

至1985年期间，国际间大约有三分之二的武器转让到发展中国家去，占供应国各 

自的总交货量的4 4 %至 9 6 %不等。"不过，主要的武器供应国还向其盟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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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大量的武器和军事技术，其中有几宗是向中立国家提供的。这些武器的交付 

往往反映出盟国内部设法将武器系统标准化，也可能与它们合作进行的跨国项目有 

关，这些项目的目的是合作研制和采购武器系统供共同便用和出口。 近几年来， 

私人军火两以及各种各样的中间人所起的作用有所增加。他们加入买卖，希望向 

卷入战争的国家提供武器而从中图利。随着这一趋势，各种私下的军火买卖曰益 

增加。这两种情形使国际武器转让的性质和方法变得更加复杂，而参与交易的各 

方贾任问题更难确定，下图说明了主要武器供应国在国际间的主要武器转让中所 

占的大约份额。 

图一，世界主要武器的出口份额，1978 — 1982年 

52.为了能够有更生动的了解，我们必须观察国际武器转让的实值的起落形态 

在I 9 7 0年代中期和末期，特别是1 9 7 9至 1 9 8 0年期间，武器转让迅速增 

长，这是因为石油价格增加，造成石油出口国的购买力增加所致。这一原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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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中东国家间经常发生冲突，造成在所有转让给发展中国家的主要武器中大约有一 

半是转让给该区域的，其余的一半则相当平均地转让给南美洲和中獒洲，北非、撒 

南非洲，南亚和远东和大洋洲。"自1 9 8 0年代初以来，国际武器转让的实值 

减少，主要是因为发生了世界性的经济衰I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负债日增以及石油 

价格下降，无可避免地减少了武器的需求量."比起1 9 7 0年代后半期来说， 

目前在军事需要和民用需要之间作出逸择的问题是棘手得多了。 茧然各国采取的 

决定不一，但许多国家都一并裁减了军事和民事项目，因此，许多发展中国家在 

输入武器方面已停滞下来，尤其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邵分地区，它们在主要武器 

输入方面所占份额逐渐减少，，°对于出口国来说，I 9 7 0年代末期和1 9 8 0 

年代初期轻而易举地销售的黄金时期已不复存在‧ 

53. 不过，国际军火市场的收缩却有助于历来的主要军火供应国重新夺回它们 

先前的市场份额；这些份额从1 9 7 0年代末期至1 9 8 0年代初期一直在减少。 

传统军火供应国的供应逐年减少，而新兴工业化的武器生产国则逐年增加供应军火 

给其他发展中§家*目前已有的数据显示，这种趋势已经停止，除了一些例外情况 

之外，从1 9 8 0年代中期以来，这种趋势甚至已获扭转.有时候，涉及的军火是: 

再出口品，购买自工业化国家，不过大多数军火来自发展中国家中少数的新兴武器 

生产国，，'以实值计算，这些军火交易在1 9 7 0年代的后五年每年约达5， 000 

万美元，而在1 9 8 0年代的前五年，每年超过20, 0 0 0 万 美 元 . " 其 中 一 * 新 

兴生产国的军火出口突然增加的原因是它们有能力生产坚固可靠的武器系统，例如 

装甲车和教练机，这些产品比起主要工业国家生产的技术密集的精密武器更适合当 

地环境.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 足够的基础设施和技术人材来操作和维修技术先 

进的武器.这是为什么它们要从军火来源国聘请大量技术专家来执行这些任务。 

一句话说，现代武器系统是一个不同技术文化的产品，往往不能不经过实际和观 

念上的冲击而移植到另外一个不同社会一文化的环境中去。 

54. 无论如何，在1 9 7 0年代末期和1 9 8 0年代初期，军事装备的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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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大增* 各国政府开始进行更新装备的方案，而非生产国则增加它们的进口. 

飞机工业尤其蓬勃发展.目前，这一情况正在改变.预算赤字限制着军事预算 

的增长，政府订购飞机和其他主要武器系统已显饱和状态• 这一情况，加上的研 

制费用日增，促成单位成本增加，进一步减低武器系统的生产.这就是说，军事 

工业，特别是飞机工业，在未来数年间会面临一个直新调整的时期.集中的趋势 

将会继续，而军火承包蔺之间将需要加紧共用资源.这一情况，从国内和婷国两 

方面来说，都很可能发生，面对着这一情况，军火制造蔺实际上不可避免地必须 

将业，散到制造非军用物品方面，将目称集中在一些特别的军事装备上面，和设 

法改变出口的结构." 

5 5 . 主要的现代武器系统包含先进的技术，这一点表明了两个不同但相关的方 

面：只有少数国家能够生产并供应此种武器，而且这些国家必须出口武器来抵消它 

们一部分的研制费用.出口除了是出于技术和经济原因外，还有出于国内政治压 

力的原因，这些压力关联到军火生产业的就业问题或对外政策的目标.由于这些 

原因，许多政府不大愿意对常规武器的转让加以限制. 

* 

5 6 . 从上面对军备竟赛各方面的变迁的评价可以滑楚看到，军香竟赛仍然是一 

个全球现象.从核军备竟赛来说，它仍然是对文明的戚胁，从军备竟赛的各种表 

现来说，它是极端复杂的多方面的问题，危瞢世界和平与合作，普遍各区域各类国 

家加强安全与社会福利.尽管自1 9 8 2年联舍国专家研究报告过时以军备竟 

赛的性质点出了许多变化和新趋势，但上述的情况仍然没有改变.上述变化的其 

中之一是各国更清楚认识到，在当前主权国家的世界中，和平与安全的目标仍未达 

到，而每一个国家必须这样或那样地顾及其安全及其他需要.«不可避免地促使这 

些国家政府作出慎重的决&将有限的资源用于军事安全方面还是用于民用优先项目 

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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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对核军备竟赛的直新评价显示出，孩军备竟赛也许已达到了","，从核武 

器的总数量釆说，它现正开始慢慢地走下坡，不过仍然是危险万分.美利坚舍众 

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签订的关于消除中程和中短程导弹的双边条 

约，以及两国正在进行的双边谈判、特别是两国设法在可以孩置的基础上裁减战唂 

性核武器的谈判，反映了上述的情况，不过，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例如，次级核 

武器国家质量现代化、横向孩扩散的可能性和继续进行核试验等问题，仍然有待觯 

决， 

58-军备竟赛的其他方面造成了下面的后果： 

推进军事技术，因此使武器日益精良； 

大大扩大和延长区域性武装冲突，伤亡一直增加并导致在冲突中使用化学 

武器； 

增加技术先进、破坏力日益增加的常规武器的成本和扩大这些武器的散布 

范围； 

导致各方需要进行大量的研究和发展工作； 

妨碍经济增长、影响国际的债务以及社会发展和人类福利改善的可能性； 

改变军火工业和武器转让的格局. 

这些情况并没有获得任何明确的买际改善‧ 伹在1 9 8 0年代中期，所有这些方 

面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有些方面取得了进展，另一些方面则发生倒退，不过， 

军事上争取现代武器和政府销售这些武器的意愿并没有改变的迹象. 

59.例如，在全球范围内,以定錢元计算的军事支出一直在增长.在一些地方， 

军事支出下降，主要原因似乎是因为经济衰退和债务情况恶劣而不得不这样做• 

军事研究和发展以及其促成的技术进展继续从民事活动中挪用越来越多的科学家， 

至少在短期内，大大增加了武器的单位成本• 这样又转过来更加刺激出口，以便 

增加生产的数量，减低研制费用增加所造成的^^• 除了冲突地区和私人进行的 

买卖外，武器转让虽有所减少，伹促成这项^化的原因也是经济因素大于国际关系 

获得改舂的因素，总之，必须指出军备竟赛具有自我存茌.下去和不断变动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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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资源和^备竟赛 

6a ^备竟赛需要若千不同类型的投入，从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到尖端技术和 

财政资产，国家萆事机构和个别武器系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混合利用这些投入. 

因此，对^备竟赛所占用资源的性质和程度进行任何概括都会有不确切的因素，都 

会需要不断重新评价，但是，^备储蓄显然是一个重要因素，在国内和国际上挪 

用资源，使其不能用于社会福利和经济发展，由于世界资源大都很缺乏，民事和 

军事用途之间就不断争先使用资源.由于随着时间的推移军备竞赛的性质不断变 

化，其对各种类型资源的需求并非一成不变，就现代武器的研制而言，技术和人 

应用技术的技能日益重要，而对矿物和其它传统自然资源的需求则相对减少。事 

实上，实验室已制造出成本更低和更经久耐用的替代品取代若干矿物和自然资源. 

此外，由于国家军事体制的特征因时而异，因而资源质素及其使用效率更形重要， 

其数量的重要性则日益下降。换言之，各国军事体制在紧跟社会的全面经济和技 

术发展， 

A.自然资源 

61. S备竟赛和箄工生产耗费了大量的自然资源，虽然对于萆方而言，各个别 

«并非同样重要，但正如上次报告，*所详细探讨的那样，毫无疑问，国家和国际 

资源系统与国家^事需求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然而，这种关系十分复杂，而且 

随着时间推移会产生变化，对整个资源分配和消费的^用方面进行认真分析，就 

必须认识到资源的许多方面和种类以及资源的来源、成本、质素和用途一一也就是 

构成资源系统的许多因素，在这样的资源系统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因素和 

生物因素与社会和经济组织和发展相互作用，而社会和经济组织和发展反过来又确 

实所应用的资源分配战略，而且，通过釆取新政策，可以改变决定这些战略的资 

源系统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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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自然资源使用中的^用因素涉及绝大多数国家，是目前体系的一大特点， 

在这方面，尤其应该指出，各国国内和各国之间自然资源生产、分配和利用的安排 

存在着多层次关系，因此，自然资源蕴藏非常重要，各国资源消耗格局非常不平 

衡，不发达国家的消耗量一般非常低."自然资源的^事利用更加强了这种不平衡 

现象，因为这种资源的消费非常集中，而许多资源的来源和生产更加集中，仅三 

个国家便拥有某一矿物一半或更多的已知储藏量、产量和出口量的现象并不罕见， 

矿物供应如此髙度集中，这间接说明了为什么会出现出口卡特尔和其它销售和巿场 

分配办法等形式的独家垄断现象和寡头垄断安排." 

63. 由于战略自然资源供应集中，使这些资源的消费国依赖其供应国。在对 

依赖问题进行各种分析时，往往强调高度工业化国家的弱点.据说由于这些国家 

必须取得战略自然资源以缍持其萆事领域的数量优势，因而这种依赖特别危险.在 

某些自然资源方面，主要巿场经济国家确实依赖国外来源，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 

现实日益明显，在这方面，苏联的资源蕴藏比包括美国在内的其它国家全面。实 

P示上，据说苏联仅有少数矿物依靠进口 ， '7 

64. 然而，在战略矿物方面对国外供应的这种依赖现象往往导致得出夸大的结 

论，妤象发展中国家已经控制工业国家的战略动脉，经过认真考察，才发现在整 

个约 3 5种战略矿物范畴中，发展中国家仅在铝土矿、钴、锂、钶、钽和锡方面掌握 

着重大的控制权，也就是拥有三分之二以上战略上具重要性的储藏， M此外，应该 

指出，仅少数发展中国家能够控制战略范畴内矿物的储藏和生产.实际上，大多 

数发展中国家严重依赖自然资源进口，其依赖程度往往超过发达国家，但是由于 

发展中国家消费这些资源的水平低，因此无论是因为无力支付还是因为供应国出于 

政治原因不顾供应而造成国外供应中断，这些国家因供应中断而受到的影响尚未成 

为重大的国际问题.石油是唯一的明显例外.在石油方面，由于石油输出国努 

力争取提高油价，不产油的发展中国家比工业国家所受的影响更大• 

65. 虽然多数国家过去都能在当地釆到足够的煤，但石油自从被广泛用作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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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就必须从其它地区特别是从中东进口， 由于联合王国以及稍后美国的工业 

成长日益依赖从该地区进口石油，因此，该地区被确认为具有战略重要性，多数 

工业社会在民用和^用方面都依赖外国石油来源，因此，它们更有必要保护这些来 

源和有关国际贸易和运 输线，使其不受敌国的侵扰，现代工业社会对石油的需求 

大大地影响了海^战略和突出表现萆事力量的其他方法，"许多发展中国家也高度 

依赖石油进口，但由于它们总的经济脆弱，^力弱小，它们很少为减轻困境而釆取 

单方面s事行动，虽然每架军事机器都依赖石油供应，但工业国家需要的绝对数 

量超过发展中国家所需绝对数量许多倍，因此，可能产生比较激烈的政治和^事行 

动。 

66.由于匮乏不可再生原料，能源和土地，造成了各种繁张局势和冲突.这 

种匮乏现象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为的；是难以支撑的发展形式造成的.世界 

环境和发展委员会指出，难以支撑的发展将各国逼到了环境的极限，因此，自然环 

境方面的重大差异或可用土地和原料的不同可能造成并加重国际紧张局势和冲突* 6° 

现实中已有这种冲突存在。在发展中国家，这些冲突可能包含领土的一面，因为 

由于人直接依赖土地和水及其收成，使国家或次国家级的集团相互争夺.在许多 

内战和边界战争中，资源匮乏是敌对行动的一个促进因素.一般说来，工业国家 

之间没有因资源引起的相互紧张关系，或者说，无疑没有引起同样程度的紧张关系. 

然而，在它们的对外干涉行动甚至军事战略中，有时可以看出资源因素是其动机之 

一. 这种干涉行动可能往往破坏而不是保障石油和原料供应.通过发展长期关 

系而不诉诸军事协迫和干涉，可以更好地保证稳定的供应.然而，这并没有降低 

石油作为生产国或消费国外交政策中一种手段的重要性， 6'虽然国际资源竟争产 

生紧张局势，但很少直接导致跨越边界的重大资源战争."更常见的情形是，各 

国在国内与土著人民进行较低程度的冲突，以扩大石油和矿物包括铀的生产，或将 

生产扩大到土著人民世代相传的土地上.这种行动旨在图一己私利和保障供应， 

但可能威胁土著居民的未来和生态平衡.因此，民用工业和军用工业对能源和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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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需求造成了复杂的连锁影响，即影响到国际体系制，又影响到当地社会‧ 因 

此，出现了一个相互联系，跨越国界的资源体系.军事安全需要被用作论据，论 

证本国在这个跨国界的体系中保持控制地位的必要性.这种控制表现在生产国与 

消费国之间的各种政治和契约安排上，表现在储存政策上，以及表现在研制合成品 

和其它代用品上， 

67. 前面已经表明，军事方面的自然资源消费必然要受到技术进步的影响.历 

史上，经济增长需要更多原料，以保持生产机器的运转*对原料的依赖和原料的使 

用程度与收入水平和工业化的历史时期和格局是相联系的.这意味着，相对而言, 

发展中国家今后普通金属消费的增长速度比工业世界快，但铝似乎是一个例外，因 

为与其它金属相比，铝不容易由替代物替代，发达国家的工业也仍将需要铝.因 

此，今后许多年里，铝和其它轻质和特殊金属将吸引跨国采矿公司",军事工业也将 

出现这类消费格局方面的一般趋势‧ 相对而言，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的军事工 

业将需要较少的重质普通金属，但需要较多和较多种类的特珠金属.各种关鍵金 

属的需求量不一定很大，但即使所需要的少量金属可能也很难得到‧ 因此，自然 

资源的军事利用日益成为一个质素问题，其涉及的政治和战略问题必将比以往更加 

微妙.就某些金属.而言，现在还没有确切的特珠金属生产和贸易统计资料. 

68. 军事工业化的传统形式是依赖铁、铜、镍和钴等普通金属的供应.前面 

已经指出，这些金属的生产，消费和贸易很混乱，而且不平衡，从而引起了竟争和 

紧张关系以及保障不断得到这些金属供应的政治军事战略，由于生产国与消费国之 

间存在爆发资源战争的可能性，因而通常符合選辑的做法是提倡保护，更加公平地 

安排和最好地利用良然资源，通过这些措施，使世界更加稳定与和平."诚然，这 

些措施仍然行之有效，但必须根据新的趋势得到修正.在建造武器系统方面有时 

重点转到使用稀有特珠金属，这种转移已经使以国家为基础的供应必要原料的战略 

不象以前那样重要.国际金属市场不稳定，这已经开始以新的方式影响军事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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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营‧ 除其他事项外，其原因是，由于缺乏关于某些特珠金属的生产的资料， 

并且由于预期可获得经济利益,这些特殊金属已成为国际投机的对象‧"因此，制 

定控制供应的长期战略更加复杂：对于供应国而言，交易的货币价值也许很小'然 

而，对于一个工业而言，即使少量的某种金属在技术上也许是至关重要的‧ 

B . 人 ^ 资 源 

69. 军事工业和机构通过雇用各种人力使用人力资源.军工部门雇用劳动力 

的程度很难衡量，对军方就业的影响进行国际比较问题更多."军事就业涉及若干 

类型的活动,从明显的应征新兵、志愿人员和«：专业军人作为军事工业雇员，到参与军事 

和发展的研究人员和工程师•因此，除数据不足和难以比较外，其涉及活动范围也说 

明为什么任何关于整个军事就业情况的估计只能说明大概程度而不能提供确切数字. 

因此，关于军事使用人力情况的这种估计很少能得到一致接受，但这些估计至少可 

以说明人力资源用于军事目的的程度，上一份报告估计，全世界约有7, 0 0 0万人 

从事军事活动，其中包括3 0 0万科学家和工程师和5 0 0万产业工人. 6 7对军备 

竟赛古用人力资源的总规 模进行这种估计基本上符合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最 

近的估计，即：全世界与军事有关的就业大概在6, 0 0 0万人到8, 0 0 0万人之间， 

劳工组织傲讷产业XA总数较高,达800万至1, 0 0 0万人，占械界劳动力的0 . 3% 

工业国家提供军用物质和服务的劳动力比率通常比发展中国家高，就前者而言，比 

率在总数的1. 8 %至2. 7 % 之间 . 6 8 

7 0 . 劳工组织研究―报告ilB—,—— 囯 ¥ 玩 ^ 1 ¥ 的 人 数 一 般 都 很 清 因 此 ， 美 

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能够估计出1 9 8 4年全世界武装部队总人数为2, 9 0 0万， 

前5年为2, 7 1 0万，前1 0年为2, 5 9 0 万 。 根 据 同 一 来 源 ， 1 9 8 4年世界 

发达地区军人总数为1, 100万，发展中地区为1， 8 0 0 万 。 1 9 7 4年以来， 

发达国家的这个数字几乎未变，而发展中国家却增加了2 7 0万人，增加最明显 

的是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但相对而言，工业国家军事化的程度超过发展中国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A/43/368 
Chinese 
Page 44 

家 ： 1 9 8 4年，武装部队占总人口的总比率分别为 0 . 9 8 %和 0 . 4 9 %，当然， 

国与国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最近十年来，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相对军事人 

力负担都略有下降."为更准确了解人力资源参与军事机构的程度，还应该考虑 

后备部队和准军事部队人数。对武装部队现役人员和后备人员进行比较也可以看 

出其军事职能和特征.大家知道，与其现役部队人数相比，欧洲中立国家的后备 

部队人数很多（估计为8倍），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和友好合作互相条约 

(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的现役部队几乎与后备部队一样多:分别为h 1. 6和1: 1.4.70 

71.严格来说，根本不存在所谓军事工业，因为实际上，它依靠各国国内和国 

际生产体系的若干不同部门，但在军队或与军事有关的机构工作的政府国防雇员基 

本上可以与在私营或国营企业为军方生产物质和提供服务的雇员区分开来。可以 

通过表5说明一个主要军事国家一美国——的情形。 

表5 美国与军事有关的就业情况， 

1977—1985年（以千计） 

1 9 7 7 1 9 8 0 1 9 8 5 

武装部队 

联邦文官 

2, 133 

1, 263 

1, 913 

共计： 

2, 041 

1, 243 

2, 214 

5, 309 5, 498 

2, 151 

1, 322 

3, 207 

6, 680 

K ,亨利和理査德• ？ ‧奥利弗， "国防建设： 1 9 7 7 — 

1 9 8 5：对生产和就业的影响"，《劳工月刊》，第⋯卷，第8期（1987年）， 

第 8页， 

美国公共部门军事就业水平几乎没有变化，不过可以看出，1 9 8 0年代前半期略 

有上升，但是，直接和间接为军事服务的工业劳动力就业人数产生了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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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美国产生的这些变化似乎在其它主要工业国家也可以看到， 

因此，这些变化值得进一步分析。1 9 8 0年，美国军事工业就业人数达2 2 0 

万，联合王国、法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意大利等国军火制造业的从业人数共达 

1 5 1 万 ， 7 ' 

7 2 . 美国主要由于实施军事现代化方案，1 9 8 0 年至 1 9 8 5年期间，与国 

防有关的就业增加较多。相对而言，军事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的比率^5. 3% 

增加到6 %，在制造业就业人数中的比率从6 %增加到 9 % 。 从 绝 对 数 字 看 ， 

1 9 8 0年至1 9 8 5年期间，整个制造业就业人数几乎减少了1 0 0万，但军事 

工业就业人数增加了 6 0万，因此情况得到缓和。所创造的就业主要集中在1 9 

80年代初经济衰退时民用订货大减的工业，如造船和航空。因此，这些工业和 

若干其它工业对军事合同的依赖大大增加。例如，在美国飞机和部件工业，与军 

事有关的就业1 9 8 0 年 为 3 0 % , 1 9 8 5年增至6 0%,在造船业，相应的比 

例从5 0 %增加到8 5 % 7 2这一资料表明，美国的这些军事现代化方案——以及 

毫无疑问在较低程度上其它国家的军事现代化方案——不仅增加了军事工业的就业 

而且还附带支撑了此一期间不景气的"烟囱"工业， 

7 3 . 从长远角度看，工业国家与军事有关的就业内部也发生了变化，这就是出 

现了从政府就业到与军事有关的工业服务业就业的趋势。在美国，在出现这种变 

化的同时，每1 0亿美元军事需求创造的就业人数从1 9 7 2年的92, 000下降到 

1 9 8 3年的85， 000(这里可顺便指出，与后一数字相比，每1 0亿美元非军事 

公共支出创造的就业估计达93， 000以上）。 7 3出现这种劳动力密集程度下降的 

趋势是因为一方面与军事有关的行业（研究与发展）以及特别是满足军事最终需求 

的耐用品生产的生产力和技术密集程度提高，而另一方面，与军事无关的机构的政 

府就业劳动力密集程度却提高.在美国，1 9 8 4年，48 %的军事支出用于购 

买S t用品，而仅8 %的非军事支出用于此项支出。因此，虽然耐用品在整个国内 

总产值中的比例下降，但在军事生产中的比例却继续上升，这意味着在美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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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耐用品的大量生产比以往更加依赖军事支出。1 9 8 3年，军事支出在总最 

终需求中的比例在酎用品方面高达10.6%在服务方面达4 . 4%t但在建筑方面 

仅占1 . 4 % ,在非耐用品方面仅占1 . 3%." 

7 4 . 人们一般接受——但仍然只是个大概数一的估计是，军事研究与发展占 

全世界研究与发展预算的 2 0 %至 2 5 % ,占两个主要大国军事支出的 1 0 %至 

1 5 %. 军事研究与发展对就业的影响也显然与此相似：在科学实验室工作的 

3 0 0万科学家和工程师中，约7 5万即2 5%的人的工作目标是军事性的 

绝对数字和相对数字都极高，特别是考虑到这都是从受过最好教育和最有才华的专 

家中挑选出来的学者和工程师. 

。 ‧ 鍵 

75. 技术是产生于发明的一种资源。技术是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结构的一个组成 

部分。因此，作为一场重大的技术变革的一部分或结果，物理程序和工具的发展也 

会产生新的政治、社会和心理条件，从历史角度来说，技术变革已越来越具有科学 

复杂性并植根于各国劳动力的经济分工，在这一程序初期，由于运输和交通的 

新技术的结果，各种活动的地理和社会规模得到了扩大。与此同时，社会影响集中 

于少数几个中心，权力等级的形式也有所增加.长期以来，技术一直植根于国际行 

动权力的扩大和集中。"军事技术是这一历史发展的一部分。殖民扩张和制控的 

各个浪潮，都是以当时最现代化的交通和武器技术为基础的‧原子弹也是技术知识 

和组织的产物，它使权力和毁灭的扩大达到极致. 

76. 发展中的新技术的军用和民用用途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关鍵问题，促进经济 

发展和在国际市场的竟争能力的最有效的方式，是将所有现有的资源都分配用于民 

用研究和发展努力，对于这一点，专家之间分歧甚少。然而，这种解决方法很少是 

可行的，由于国际上的限制和国内的利益，几乎总是必须将资源分配用于保障安全。 

因此，大多数国家在发展技术时，同时选择军用和民用用途。这一问题是这两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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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之间的关系的相对平衡和性质问题。在这方面，人们可以察觉到复杂的不同趋势. 

一方面，大国之间的军事竟争对武器系统及其部件的性能和质素造成了专门的技术 

要求。这种过于专门化和复杂化的趋势，导致只用于军事的技术和专门知识，这些 

技术和知识很少能在民用领域里应用.而另一方面，在军工业里,只有很少几项技术 

完全是军用性的，相反，问题是军事性能标准在何种程度上妨碍了将知识和技术从 

军用转移到民用部门，"一项普遍的结论是：军事研究和发展程序的先进的专门 

技术、组织和筹资模式，对实现民用副产品的效益造成了重大障碍。军事研究和发 

展，特别是最新颖的军事研究和发展的保密，使这一问题更加恶化。 7 8 

77.在军事技术趋向于过于专门化和复杂化的同时，民用和军用技术可以相互 

转换。可以说，由于电子、电脑和通信业的进展，这种转换性已有所增加。例如， 

有人指出，军用电子学是一^H艮容易同民用部门形成牢固联系的领域，由于武器系 

统包括了较多的电子设备，生产武器同生产民用商品更加相似， 7 9在电子工业， 

1 9 5 0 和 1 9 6 0年代的技术进展的动力来自军事合约。在1 9 7 0年代的消费 

电子学取得革命性进展之前，军用需求超过民用需求。然后民用市场的扩大起了降 

低价格的作用，并使军用和民用用途之间的关系比较对称，在电子和电脑业，军用 

发明常常是促进更广泛地应用同样技术的媒介。因此，在这类新工业，军用与民用 

之间的关系趋向于同比较传统的研究和生产领域有所差别。然而，不应当过度强调 

这一结论。军用技术仍然有若干特点一例如，必须有备用系统一使其无法同民用技 

术相互转换，在下列情况下就是如此：内装的冗余经专门设计，能够经受战斗损坏， 

在受战斗损坏时继续操作，并可在武器系统遭毁坏时，增加操作人员逃离和生存的 

可能性。此外，在这些新工业有迹象表明，军事当局由于对民用产品不满意，正在 

开始推行新的军用电子和电脑技术项目。 8°事实上，特别是在主要的工业大国， 

军事情报和通讯正在依靠常常是专为战略用途设计的先进技术，这类通讯网同民用 

通讯是分开的，这不仅是为了提高其技术上的可靠性，也是为了提高其政治可靠性。 

因此，军事通讯正在越来越多地创造一个自身的隐蔽世界。 8'在空间及同空间有 

关的技术的许多方面，也存在着类似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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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 对军事研究和发展的人力和财政资源的投资同各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并非没 

有关系，在世界的军事研究和发展资金中，大国花费的份额不成比例，然而，如果 

认为各大国对军事研究、发展和采购的投资是长期以来国内经济增长和衰退格局的 

一个主要原因则是不确的，伹一般认为，研究和发展的民用用途将在世界市场产生 

较大的商业利益，在适应新的市场状况方面，民用途径通常提供更大的灵活性，并 

在实行时显然纳入了价格及消费者喜好等因素。与此相比，国内和国际市场对军事 

研究和发展的专门产品需求有限，如高度依赖这类技术，则预示一国将在国际经济 

体系中相对衰退，但如以民用和可互换的民/军用技术为重点，则将为加强竟争能 

力和增加巿场份额创造更好的机会. 8 2 

79. 国际关系具有等级森严的性质，而技术水平和军事力量水平之间的明确的 

相互关系，就是这种性质的一个方面，在发展中国家中，只有半工业国拥有足够的 

资源和基础设施建设本国的军事工业，此外，如果不进口生产物质和技术知识，通 

常都无法建立一个国内军事研究和发展系统和军火工业。因此，这造成了技术上的 

依赖性。这种依赖性往往使任何国家的国内经济和社会体制两极分化，对发 

厲中国家来说尤其是如此：不平衡发展的全球性趋势就此深植于各国的制度之中。 8 3 

若干军火生产国的政策都证明了这一点：这些国家的政策旨在增加军工业的国内成 

分，并将其更明确地建立在国内拥有的资源基础之上。依靠这种战略很少能够打入 

工业国军事市场一这些国家的市场本来就封闭的相当严一但却能向其他发展中国家 

出口军火，因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常常更情愿要比较简单可靠的系统，而不情愿要主 

要军事大国通常出口的系统。许多发展中国家赞成进口而不是自产军火，这些国家 

承认，对于它们来说，一项以资源为基础的发展战略比一项以制造为基础的战略更 

加合适。一项以资源为基础的战略不否认建立本地资本货物工业的必要性，但这种 

战略的目的，是限制和控制初级技术方面的依赖和注重合理地利用国内人力和自然 

资源。 8 4有些国家选择了这一战略，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则走上了工业化的发展道 

路，前者可能会成为购买后者生产的武器的主顾。发展中国家正在出现劳动力的经 

济分工现象，这种现象将造成工业产品的国际交换新模式一这一方面包括武器，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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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包括自然资源一也并非不可思议。这种交换已经存在，伹主要存在于工业国 

和石油出口国之间。 

養 

8 0 • 对 军 备 竟 赛 利 用 资 源 § 1 1 分 竞 赛 占 — 用 了 原 来 可 用 于 社 会 福 利 

和经济发展的自然、财政、人力和技术资源。由于这些资源并不是无限的，无论 

是在各国还是在国际上，都必须选择强调其军用和民用用途的程度。近年来，技 

术资源(包括人力资源投入因素）在军事上的重要性超过了自然资源的重要性。因 

此，军事部门同社会的整个经济和技术发展保持了一致步调。 

81. 无论是在国家还是在国际范围内，自然资源同其军事用途的关系都是复杂 

的。这部分是因为具有战略意义的矿物，包括某些关键性的矿物集中程度不均。 

这同时导致产生了对外来物资的需求和供应者的垄断行为趋势。无论是在军用还 

是民用方面，石油对工业社会都特别重要，但是对许多不产石油的发展中国家来说 

也是如此。不仅是石油，还有多种自然资源都具有稀少和不可再生的性质，这造 

成了紧张局势包括冲突，有时渉及当地人民，有时导致某种形式或程度的外来干预. 

但必须指出的是，某些矿物以前具有关键性，但已为其研制出现代替换物‧例如， 

铝和少量的特殊金属仍然是必不可少的，这导致产生了投机金融活动‧ 

82. 全世界大约有6， 000万至8， 000万人从事同军事有关的职业，1984 

年，其中约有2， 900万人在全世界的武装部队服役。在这当中，有1， 1 0 0万 

人分布在发达国家，有1， 800万人分布在发展中国家，而这些发展中画家的数目 

远碗过发达国家；同时，发达国家的军事化程度仍然较高，其军队雇用的人数占 

人口比例相对要高出大约一倍。军工业依靠国家和国际生产体系的许多部门，这 

在工业化国家需要大批熟练工人。然而， 1 9 8 0年至 1 9 8 5年期间，政府非 

军事开支显然本来应当能够比当时的军事开支水平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些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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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旧非军事部门后可以有效提供新的职业‧此外，军事研究和发展消耗了约25% 

的全球研究和发展预算，并雇用了占同样百分比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8 3 .技术进展，特别是通^输和交通上的发明而取得的进展，造成了新的心 

理、社会和政治条件。在这方面，致力于保障安全的军事技术并驾齐驱； •说， 

各国往往同时发展军用和民用技术。因此，分配和副产品效应成了问题。虽然 

在许多情况下，军事需求的专门性妨碍了副产品效应，但并非在所有领域都是如此, 

电子业就是一例。关于所涉及的研究和发展，民用用途产生的效益更多，在整个 

世界市场尤其如此，这一点已显示出来。一个国家要开始发展军工业，就必须拥 

有相当发达的基础设施并进口原料和部件。对现有生产国的依赖性由此而生。重 

要的新的军火生产国的数目虽不多，但正在增加，其中有几个国家的目的是逐渐增 

加其产出的国内成分；这些生产国经常能够向发展中国家出口財用可靠的低技术军 

用产品。这些因素正在导致武器方面新的国际贸易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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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军事开支和社会经济发展 

A.一般考虑 

84.裁军和发展之间的关系久获广泛承认，许多专家认为军事开支和发展之 

间也有解不开的关系。然而这些概念必须加以说明，因为一些专家认为只有在安 

全环境下才会有持久的发展，这就需要适当而非过分地建立防卫.该学派认为工 

业化国家的裁军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没有直接关系或运作关系。第一个提到的关 

系是最常提到的，在短期和长期方面都认为是积极的：倘若国家和国际的安全得到 

保证，则裁军节省下来的资源可用于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高级别的军事努力从 

备选的民事用途吸收了稀有的资源，裁军可以轻易地提供一批新的资源，这如非裁 

军是得不到的。后一种关系被认为大部分是消极的，特别是长期而言：大量的军 

事开支被认为破坏成长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因而促使经济停滞。即使军事开支短 

期会在经济上作出积极貢献，但一般而言不象多数民用公共支出积极，它在经济上 

产生的影响差不多必然是消极的。 

85. 这些消极的结果简明地载于裁军和发展关系国际会议的《最后文件》： 

"连续不断的军备竟赛所吸收的世界的人力、财力、自然和技术资源太大了，对各 

S经济造成沉重负担，影响贸易、财务和技术在国际上的流动，此外还妨碍国家间 

建立信任的过程。全球的军事费用与经济和社会发展不足以及人类有三分之二以 

上人类生活贫困悲惨的现象形成强烈对比。因此人们共同关心的是寻求较低级的 

军备所提供的安全，以及设法减少这些支出。"" 

86. 人们就军事努力和发展之间的关系作出结论时必须小心。这种关系每个 

国家集团不同，长期以来每个集团内也不同。一般性分类一一诸如发达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或市场经济和中央计划经济一一对于将国际系统分散为分系统有帮助，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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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可以适当地细査军事化和发展之间的关系，但是这种分类仍然很粗略，而且各 

种类别的国家间内部可能有很大的差别。此外，利用若干不同的指标可以使"军 

事努力"和"发展"这种总括性概念变成实际。就发展而言，投资、经济成长、 

社会经济平等和基本需要的满足等指标都可以利用。这种变数与军事努力的指标 

的相互关系产生一套结果，其差异范围可能很大，如果照顾到这些说明，那末任 

何关于军事努力和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结论在解释时都必须慎重将事，并适当地照顾 

到来龙去脉." 

87- 箄事开支的数据通常不够准确，无法用来作空间与时间两方面的可靠比较。 

因此，它们不能令人满意地表明军力，不论是武器与人员，也不能衡量军事部门对 

经济的影响。为了填补这种数据的不足，有人提出了一些指标，用以衡量上述事 

项。有些指标是根据箄人的数目，其他是根据箄事开支在国家生产毛额中的份额。 

生产毛额的方法尽昝存在着各种缺点，可是在目前看来是粗略比较个别国家的军事 

负担上比较可取的指标。 8 7 

88- 传统经济学上对这个指标的解释得到了机会成本的分析概念的支持。% 

事开支的机会成本指的是：为了替国防创造一额外单元的开支，必须放弃多少单元 

其他方面的开支（如教育、保健或社会福利）。这种思考方法必须事先假设，簟 

事开支与其他开发是可以互换的，一方面的增减是可以用另一方的减增来计算。这 

个方法有不同的用途，一个最简单的用途就是应用在政府预算中对不同种类的开 

支的决策上，如果这些开支可以被视为能够互换的话。这个方法可以用来审查， 

如杲把某一个数量的军事开支改用在社会目标方面时，可以获得多大的好处。 

89.要想大体了觯如何将资源总额分配于军事目标和通常认为重要的特别非军 

事目标的一个很概略的说明，可以研究下面本国政府对各种目标的预算在统计上的 

细分（见表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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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政府的军事、选定的非军事和其他目的的 

预算按百分率的分配情形
a 

防卫 社会安全 卫 生 教 育 其他目的 

f 1978 198U 1978 19&h 1978 198U 1978 198U 1978 198U 

工 业 国 家 15.5 15.0 57-7 3^.8 i l . ? 11.5 5.1 U.0 32.5 32.7 

发展中国家 15. h 16.1 16.1 h.k k.? 10.8 9.8 53.5 56.5 

世界 13.9 lk.6 33.3 32.6 9.6 9.8 6.U 5.5 56.8 37.7 

资料来源:数据出自《政府和财政统计年鉴》，第10卷，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 

国际货币基金，1 9 8 6年）。 

a 应当记住，由于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全球国产总值同时波动，因此上下 

百分之一的变动不一定表示相应的绝对变动。 

因 为 已 经 认 识 到 这 种 说 明 很 它 ï ^ ï ^ S i t ^ T 必 须 归 入 右 手 一 栏 的 方 案 

和活动种类太多，因此对任何详细的分析都没有用处。然而，关于它的一些意见 

值得注意，也似乎证实其他资料来源的可靠性。1 9 7 8年至1 9 8 4年工业国 

家的军事拨款相对而言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相对而言却减少了。 此处一个关键问 

题是在1 9 7 8—1 9 8 4年军事支出是否取代或补充社会支出。看不出一个断 

然的答案，因为政府总预算中的任何变动会影响军事支出和社会支出之间的分配办 

法。但是有人认为在工业国家可能存在一种交易，这种情形在发展中国家则看不 

出；在发展中国家，军事负担相对减少的结果并没有使社会、教育和卫生支出相对 

地更加受到重视，而是其他方案相对地更加受到重视。进行更详细的研究以后， 

发现军事支出对满足基本人类需要有不良影响的倾向，但是这种倾向也不是不变的! 

人们也必须记住，社会目#^一诸如保犍、教育和住房——也可以从减少军事领域 

以外的支出来实现，如减少低优先的政府项目和私人消费的支出。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Chinese 
Page 54 

B .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90. 关于军事支出是助长或妨碍经济成长的关键性争端现在已经大部分解决了。 

对大多数国家而言，在军事支出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有一种抉择办法。 8'虽然军事 

开支最初的目的是满足国防需要，可是最近的研究证实：军事支出一旦获得政治优 

先就会刺激需求，从而刺激某些经济体系中与箄事有关的就业机会和其他经济活动。 

然而，防卫的预算机会成本经过长时间以后会变得更大、更明显。例如，短期而 

言，如果能力过多或需求不足，S事支出就因产生所需的有效需求而可能发生多重 

m-,但是长期而言，由于它排挤生产性投资，因此会大大地妨碍成长。，°探讨萆 

事支出的机会成本有两种方法，一是看各国的情况，另一是看个别国家长期的发展。 

这两种方法会产生不同结果。 

91. 长期以来对工业国家的分析指出在若干时期经济成长与增加军事负担是一 

致的."伹是，军事支出和经济成长之间的这种研究的不利方向仍然不清楚，此外 

在个别国家的经济成长和军事支出之间的关系上有许多导致混淆的因素。' 2 

92. 关于各种工业国家军事支出的长期作用的若干研究展示并着重显出生产投 

资的极端重要性，通常军事支出对制造产出有积极影响，这是因为政府为军队购 

买资本货物，另一方面，例如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经合发组织）的成员国在战 

后大部分期间军事支出一直是高的，投资则是低的.此处可以假定高的军事努力 

和低的投资之间有囡果关系，因为军事支出必然使可用于投资的资本数量直接减少. 

下降的投资率损坏经济成长的基础，导致经济成长减速.另一作用是军事生产倾 

向于吸收可用来推动出口带动的成长的资源* 因此在军事支出与推动生产能力—— 

从而推动全盘经济成长——的那种投资之间存在着代替作用."一方面为军事支 

出和投资之间的消极关系，另一方面为资本形成和聚集的经济成长率，对经合发地 

区的大多数国家而言ï然是正确的。" 

93. 军事生产的投资和民事发展之间的替代作用也存在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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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它们需要加强防卫基本建设和维持可靠的经济-科学和技术平衡，因此必须在 

经济上作出巨大的努力，其影响是将资本资源分配于发展工业的军事部门和建立 

与维^个工业、科学和技术基础，以保证复杂的、技术先进的现代武器系统的生 

产.因此它们的军事方案带来比较沉重的经济负担，依照它们自己的研究，在战 

i 后大部分期间将人力、财力和自然资源从生产性的使用取走，缩小了对平民部门的 

投资."其他研究注意到这种交易对各种消费者方案的影响，特别是对住房建筑 

和耐用消费品的生产，这两者都受到妨碍.但是也注意到在典型的中央计划经济， 

社会安全制度受到切实的保护，可以不受军事支出方面的波动的影响." 

94.虽然在发达国家现在汇集的经济资源缓和了军事努力对福利的不利影响， 

人们常常指出在发展中国家军事支出的影响不仅较大，并且对福利比对成长的影响 

更严重，"另一方面，上面讨论的军事支出的机会成本的边缘概念不是取决于本 

国收入永平，这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不昝它们当前的发展水平如何，所有不断设法 

维持或加强其军事力量的社会都预先占用原来可以用于社会生产目的的资源."若 

干关于发展中国家在军事支出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经验研究证实了这种看法* 

但是，军事支出和经济成长间的关系因这些国家的发展水平而异：对收入最高的国 

家而言，这种关系甚至可能是良好的，而对中收入和低收入国家而言，这种联系逐 

渐恶化，"军事支出当作公共支出的一种，其积极的短期结果来自现代化的努力， 

包括技术进展和创造新的需求.但是这些作用常常因为在其 他方面造成消极拨款 

的军事支出而被遮蔽<‧它不利地影响储蓄率，结果削减对于成长和发展必不可少 

1 的投资。，°fl因此在军备竟赛的影响中的关鍵机制，就是窒息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 

投资，明显地存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95-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军事支出的稍微变动是由各种因素引起的。其 

中包括国家卷入内战或对外战争，这对于军事负担有明显的影响.军人统治的政 

府 ， 其 军 事 支 出 也 民 政 昝 理 的 国 家 * '°'不论是什么理一由一，1军事支出的 

长期机会成本差不多必然是消极的：不利的分配影响经过长时间不能由任何种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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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抵销.但是这有很大的国家和区域的变化* ，。2高永平的军事努力在预算上 

的机会成本在因其他理由也经历经济危机的国家中显然是最高的，因此无能力负担 

军事方案导致的额外费用. 

C•对人力资源的影响 

96.军事部门的就业不是解决失业问题的有效办法。不过，军事开支和就业之 

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只有置于适当的背景之下才能充分了解这种关系的含意。这方 

面的困难在于，各国和各行业的情况差别甚大。为军事部门的就业作出定义这件事 

本身就不容易。除了军事机关本身的就业之外，还必须考虑军事——工业方面各种 

形式的就业，例如，注意力不仅仅应当放在主要的军事承包苘身上，因为忽视分包 

商将会扭曲真相。一般来说，分包商和零部件供应商雇佣的工作人员比主要承包商 

雇佣的人员专业和技术水平要低一些，但雇佣的人数更多。" 5这种情况并不因独 

立承包商退出国防市场而改变，至少在美国是这样。主要军事承包商已设法通过垂 

直一体化——即对分包商进行直接控制的方法——抵销了这种趋势。主要承包商还 

增加了零件的国际来源，特别是那些可由标准化程序生产，因此可由技术水平较低 

.的工人生产的零件。包括分包合同做法在内的军火工业的多国化使得直接衡景 

军事生产对就业的影响进一步复杂化，今天，武器系统是各国昶各国各经济部门的 

人力、资金和技术投入的综合成果。在跨国公司的主持下，与军事有关的就业正在 

世界范闱内传播。不过，关键的研究、开发和生产过程仍受到国家的控制，尤其是 

涉及重要技术的地方。 ， 8 ' 

97- 一般来说，国家研究报告提出的证据并不支持这样一种看法，即高军S开 

支并不一定有利于充分就业。相反，由于削减了劳动密集部门的公共开支，军事开 

支可能增加失业现象。这是因为同其他就业方式相比，军事开支的趋势是榥供较少 

的工业就业职位。通过注意个别工业或区域乃至具体武器方案的比较具体的模式来 

探索这种交易可得到最佳结果。'"了解军事开支对就业的影响的一个具体方式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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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问题同转换问题（即下文讨论的军事工业转产民间用品和服务）更紧密她联系起 

来，这种转换不仅是国家关注的问题，而且是地方关注的问题。另一方面，普遍削 

减军备和武装部队可节省资源用于民用目的，方法是，或者通过国家预算重新分配 

资源，或者减税，通过私人投资和消费创造就业。 

98 .关于生产的最终目一的"7与民用相对应的军用本身并不决定:^就业的影响， 

对就业的影响取决于其他因素。依赖国防的工业（如造船和军械工业）同不依赖 

国防的工业（如汽车生产）相比。可能创造出同样多或更多的就业机会。其原因正 

在于此，但一般的趋势是，依赖军事订货的工业就其每一投资单位来说，雇佣的 

人数较少。其原因为两种不同的因素，在主要工 i U l i l .冢，先，从政府在武装 

部队和军事行政机关的雇用就业转变为在生产军械相军事服务方面的雇用就业的过 

程中存在着一种相对的就业效果。因此从就业的观点看，从政府工作职位转移到 

工业和其他有关职业减少了就业机会的数量。但是根据第二项因素，这种转移会创 

造工资较髙的职位和其他享受优惠的工人和专业人员群体。换言之，与军事有关的 

职位对总体就业的重要性在于它减少了相对的就业。它还可能使就业变得更昂 
A- 107 

页0 

99-在军事工业各行业同在民用工业各行业一样，就业效应取决于生产过程的 

技术勒资金密结的程度。工业化的时间是一个因素。在造船和冶金这些老工业部门 

中，军辜生产可能具有保护工作职位的作用。政府为军事订货提供资金可能有助于 

这些工业生存下去。否则，在生产率和效率方面的国际竟争可能损害并最终摧毁这 

些工业。另一方面，这种出于政治考虑分配资源的做法可能推迟具有竟争性的新工 

业部门的出现，而这些新部门需要合格的工程师和一支熟练的劳工队伍，以确保民 

用市场不被外国竟争者占领。因此，将宝贵的资源用于^费开支而产生的结构影响 

确实可能对主要工业国产生不利后果。这种军寥开支可能对投资和技术政策产生长 

期的消极后果，从而间接影响生产率的增长。'°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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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一般来说，技术和知识密集的^事工业，包括生产飞机、通讯设备和导弹 

在内，就业要求最小。'。，同"烟"工业相比，这些工业是新兴工业。从老的工 

业转到新兴工业可能造成就业问题，这个问题可能会由于箪窭生产强有力和仍然不 

断增长的选择新技术的趋势而加剧。众所周知的》实是，其他公共支出的就业要求 

从数量上说高于军事开支的就业要求。从军事部门节省资源将会改善而不是削 

弱[S家劳工队伍的就业，其原因正在于此。不过应铭记，按区域和行业来说，^褢 

就业是相当集中的。 在努力将劳工队伍从军事活动转往民用活动的过程中，这 

是造成实际障碍的又一个因素，虽然这些并不是不可克服的障碍。但是必须正视这 

些障碍，因为军事工业中的结构变化和削减军备协议都要求采取重新调整的措施。 

在这方面应当铭记，在市场经济国家中，在创造新的公营部门就业机会方面政治有 

其局隈性。如果扩大公共部门的就业从政治上说不可取，则必须在新兴工业部门或 

在仍然需要更多劳工的服务部门另外创造就业机会。最合理的安排将是，将高度熟 

练的劳工队伍从军事工业转移到先进的民用生产方面，这样做不仅直接有利于全国 

的经济，而且有利于提高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竟争能力，从而产生长远的利益。 

D •对技术的影响 

101- 在民用航空、电子、计算机科学和空间研究部门及民用化学和生物领域取 

得的技术进展f-然具有军事上的用途。从这个意义上说，民用技术的发展无疑对军 

事工业有广泛贡献。在目前情况下，如果没有民用的研究、发展和生产的基础结构, 

研究和发展的军事应用实际上是不可想象的。大多数民用技术是具有双重用途的技 

术，因为它们在军事部门也具有潜在的用途。 

102- 同样，#-然存在相反的对应关系，但情况比较复杂一些，因为许多军事技 

术具有明确的最终用途，不那么容易转为民用。传统上认为这种情况显示军事研究 

和发展的附带作用很有限，有时根本没有作用。这个结论t然有道理，但在目 

前情况下可能必须加以修订，主要原因是工业产品中新近普遍出现的电子技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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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技术、化学工程和其他新技术。所有现代生产系统都必须运用这些领域的成结， 

因此往往使某一特定技术的民用和军用之间的界限模糊起来。" 2也就是说，这些 

技术的区别在于其最终的目的，而不在于其内在的技术特点。 

103.因此对军事研究和发展的附带效应的任何讨论必须区别民用技术对纯军 

事产品和对双重用途技术的贡献。后者与比纯粹的军事研究和发展努力比较，显 

然已经将更多的结果扩展到民用部门。此外还需指出，只泛泛确定军事目的的大 

规模探索性军事研究和发展项目比起在严格的范围内确定的武器系统研制工作，可 

能具有较多的附带作用。附带作用这一问题有两个不同方面，苜先是具体方 

面，即从发展个别武器系统中获得的技术知识被转为民用。其次是附带作用的一 

般方面，这一方面必须留待各别国家自己判断。归根结底，问题在于，国家的技 

术发展方向是由国防需要而定，还是由发展需要而定。各国的各项研究表明，军 

事、空间和核工业增长的部分原因是现代技术全面增长的一个未曾预料的结果。 

不过，在这些工业的扩展中显然有一种政治和军事因素，决定这种因素的是公民的 

福利和社会改善以外的需求。'"在充分确保各国安全的前提下，无论在发达国家还 

是发展中国家，将用于军事研究和发展的资金集中用于民用目的，改善社会和经济 

基础设施，保护环境，节约非再生资源，提高公民个人的福利和自由，这样才能更 

好地满足人民的需要。 

104 .如主要国家进行的那种军事研究和发展已从小型的发展项目扩大到可消耗 

数百亿美元的超级项目。这种超级项目集合数种研究机构和数千学者和工程师， 

进行一项具体的武器系统研究，或进行一项泛泛的军事概念的研究。人们对这种 

超级项目的社会和经济利益进行辩论。这些项目的支持者举例辩护说，笫一章中 

概述的战略防御计划的成果转为苘业用途，用来扩大市场并为许多工业产生利润。 

因为国家为最密切地参与各超级项目的公司注入了大量资源，所以这些项目在短期 

内有利于这些公司，对这种情况人们很少有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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î o a军事项目产生的大规模全国性后果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如人们所正 

确指出，军事上的保密妨碍了技术知识以及军事领域向民用领域的有效转移。此 

外，军事研究和发展将其主要重点放在一项技术的性能之上，前面已经指出，性 

能标准和后备能力的需要在军事环境中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一种武器系统必须竭 

力超过敌对的系统，必须比敌对的系统更适应生存,但是:^标准的要求在民用消费 

品市场上只是一个次要问题，在民用消费品市场上价格是一项主要考虑， 

E .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106. 常常有这种假设，即军事开支是通货膨胀压力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军 

事开支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显，运用通货膨胀的三个基本概念可以说明 

这一点，这三个概念是：成本促起的通货膨胀，需求引起的通货膨胀和货币通货膨 

胀.由成本提高型通货膨胀的理论假设，军事生产具有自动便通货膨胀率升鬲的 

特点.特点之一是军爭市场的垄断性质和通常采取非竟争性的签约做法，这就使 

大军火制造苘有机会索取公开市场无法承受的价格。" 6武器技术在际国军火市场 

上的成本迅速_^升，这也具有通货膨胀的性质，既有军事工业结构上的原因，也有 

质量方面的军备竟赛的原因.这表明，成本提》型通货膨胀的另一项原因可能是 

在评价武器技术和决定是否采购的时候主要考虑性能标准十分普邇，但是人们必 

须铭记，发展新武器系统固有的生产成本的增长并不等同于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意 

味着同样的货物一年比一年昂贵，军备竟赛的动力是生产与以前的武器不同而且 

更为先进的武器的原因。虽然这是实际上的产品改善，但是在对手进行军事竟赛 

的过程中对性能和技术质量的强调使具体武器技术的成本不断上升成了进一步的问 

题。这些相互关联的因素几乎肯定使与新方案有关的成本变得昂贵。"
7 

107. 如果在增加军费的同时没有相应减少其他官方或私人开支，尤其是在生产 

能力已充分利用的时候，将会出现价格水平上升的压力，有证据显示，在某些时 

期，在军费上升的同时并没有增加税收以减少私人支出，也没有削减其他方面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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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开支。在做出必要变动之后，这种做法通常导致通货膨胀。同样情况是，高 

额军费通常;M政赤字的部分原因,， •字不是靠国内储蓄来弥补，而是靠增加 

货币供应或资本进口来弥补，增加的资币量随后不可避免地迫使物价上升，通 

货膨胀的需求压力和货币两方面具有非常普邇的性质，适用于所有类型的支出，不 

管是官方的还是私人的，军事的还是民用的支出。 

108。 在工业化国家，无论是按各种通货膨胀概念衡量，还是E产系统中产品 

质量改善的角度看，军事部门的生产费用增长速度商于经济整体中这部分费用的增 

长速度，这就造成了具体的军事问题。这些问题加上对军事性能的强调，就不 

可能生产和以前同样数量的飞机或任诃其他鬲技术武器糸统，从数量上说，以飞 

机为例，制造每一代飞机的方案成本都高于上一代飞机，并且新一代飞机的数量少 

于上一代飞机。这是一种难以避免的困境。一方面，如所指出的那样，军火制 

造茼一直努力通过增加武器出口的方法至少保持某些规模经济，在1 9 8 0年代 

由于发展中国家对武器的需求下降，这样做越来越困难。" 8除非在经济的其他领 

域重新组织或削减开支，否则难以抵销军事生产成本的上升。但是执行这些觯决 

办法并不容易，这或者是因为存在政治障碍，或者是因为人们认为在经济形势已经 

恶化的时候减少就业和消费从经济上说是不合情理的。 

109. 根据以上各段叙述的论点，事实很明显，如果各国在增加军事开支的同时 

不在经济的其他部门采取补偿措施，那么就会产生通货膨胀压力，此外，新的 

武器系统的生产成本上升趋向于推动总的通货膨胀进程，对某些发达国家或发展 

中国家来说，有证据表明，在某些时期，军费的增长是直接進成通货膨胀的因素之 

一， 但也不能说这是通货膨胀进程的唯一原因，因为在个案基础上，不可能同不 

存在军费增长的情形作直接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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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流动和债务的影响 

110. 最近几年预算赤字的上升已成为很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中心问题。 

这些赤字的产生有多种因素，包括变化多端的货币巿场、世界市场石油价格和其他 

商品价格的波动和国内经济政策的变化。很多国家的军事方案并未形成预算赤字 

增加的一个中心因素。但是情况因国家而异，不能简单地下判断。主要军事大 

国的一些例子表明，大规模的萆事方案加上宽松的税收政策导致了财政危机.这 

说明了政府政策的重大失调。从长远来看，这些赤字不得不靠国内和国际的债务 

来弥补， 

111. 发展中国家的多数债务则要靠外部资源来弥补。从1 9 7 0年代中期以 

来，这些资源往往更多地靠国际私营银行，而不是国际公共组织共同提供。对所 

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来说，筹资弥补赤字产生了通货膨胀的压力，这一压力 

反过来又引起向国外借款的进一步需要。国内军火生产为了达到起飞点，需要向 

基础设施注入大笔公共资金和发展武器系统。这就是易于产生预算赤字的原因。 

武器进口反过来又引起外贸逆差，从而进一步需要债款。特别在国内军火生产早 

期，仍然需要进口武器。此外，武器生产国不得不到外国釆购国内供应者无法提 

供而在生产过程中必需的中间投入。尽管这两类军事活动武器制造和武器进口， 

根本不是造成外债的主要原因，但是它们却使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因此，进口 

量大的军火生产和军火釆购增加了外债负担，并占用了宝贵的资源，使其不得作一 

些其他可能的用途， 

112， 7 0年代主要靠供应国贷款才扩大了军火的销售。从此以后，主要供应 

国之间日益激烈的竟争成了世界军火市场的特点。有些供应国为了在竟争中取得 

成功，向最有利的主顾提供多达5 0亿美元的大笔出口贷款。到七十年代未，发 

展中国家一半以上的军火进口是用出口贷款支付的。有人认为，军事贷款的机会 

成本占发展中国家实际总偾务的2 0 % 至 3 0 % 。 如果不提供军火的话，到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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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后期按照这一比例的债务转移净额就会小得多。' 2°可用这一数字与另一估计 

作比较，即1 9 7 2— 1 9 8 2 年累积的 M军事债务达 8 6 0亿美元，占发展中 

国家1 9 8 2年全部债务的1 5 %左右。债务加深的原因是因为军火转让贷款七 

十年代每年为2 0至 3 0亿美元，到8 0年代初则已增加为1 0 0亿美元左右。 ' 2 ' 

113- 庞大的军费也可能产生结构性的影响，较间接地促成外债的增加。军费 

造成投资和研究与发展活动减少，从而破坏了画民经济战略出口方向的基础。由 

此产生的畸形经济只能靠进口资本来维持，也就是说用这一资本来弥补政府的赤字 

和支持搞活出口经济的努力。换句话说，预算赤字趋于减少私人投资可得的资源, 

若要维持这一投资，外债就会增加。在这两个例子中，最终结果都是增加外债， 

只是一个是使出口情况进一步恶化，另一个则是直接了当地增加向国外借款。因 

此军费作为预算赤字的一部分损坏了改善由它们本身造成的经济困境的努力。' 2 2 

这一结构性困境和解决这一困境的努力尤其为靠工资为生的人造成社会代价，他们 

甚至会动员起来，反对政府同时实行紧缩措施。换句话说，平民执政的政府解决 

外债危机的努力可能会因为这类紧缩措施产生社会影响，从而造成政治动乱，而难 

以从军人政府过渡到平民政府。 

114- 靠外债采购军火在各国所产生的影响也大不相同。对有充足外汇的国家 

来说，军费开支不一定会极大地限制民用公共支出和经济增长。相反地，对外汇 

不足的国家来说，建立和维持可行的军火工业则受到很大的限制，只能靠越来越多 

的债务来维持。此外，这些国家是否有资金进行投资，是决定经济能否增长的一 

个重要因素。' 2 4 

115.那些经济战略以出口商品为基础的国家对外债产生的压力尤其深有体会， 

八十年代的债务危机与八十年代前半期商品价格下跌和利率上升是有关系的；为了 

赚取外汇偿还偾务，商品出口国已使国际市场出现饱和，尽管需求已处于停滞状况。 

此外，它们在设法扩大出口时面临日渐抬头的保护主义措施，甚至连使用同一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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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之间都产生出口竟争。虽然债务国可能已出口更多的商品，然而它们的出 

口总收入也许还是减少了。 因此债务危机已使商品问题进一步恶化；同时它也使 

解决此问题的国际行动受阻，在此种情况下，那些试图用商品出口外汇购买军 

火的国家就面临极其严重的结构性调整和偿付债务的问题。这是它们最近减少军火 

进口量的原因之一。 

116. 国际信贷压力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从工业国到发展中国家间簞火转让减少 

的原因。由于外汇资源不足而难以维持这么大的武器和萆用设备进口量。一些 

分析的结果表明，为克服这一障碍，贸易伙伴进行各种补偿贸易。但是喜戏釆用 

易货贸易并非完全是因为外汇不足，它也许还反映政府的坚定政策是不论外汇资源 

是否充足，都愿意进行补偿贸易。事实上，喜欢釆用补偿贸易的原因是它往往能 

培养买卖双方在政治、经济和技术上的共通性。'"但是总的说来，许多债务国由 

于重新建立民主政权而重定优先次序，对它们来说，箄火进口量的减少是一种积极 

的发展。 

117. 当地的军火生产和武器进口为该区域带来了外偾，但主要原因并不在此。 

这种原因包括某些种类的资金进口数减少、一些国家外流资金数增加.利率偏高和 

偿还偾务本身的开支很大等。1 9 7 6 - 1 9 8 3年间，仅仅拉丁美洲国家就为偿 

还外债支付了 $1， 730f乙。'27 1 9 8 2年是拉丁美洲财务状况的转折点。1973 -

1981年，拉丁美洲经济资源转移净额为S102亿。1 9 7 9 - 8 1年纯资源转让 

仍是正数，占出口价值的13%。但是1 9 8 2 - 8 4年资源负转让徘徊在占出口 

的2 5 %左右，耗尽了南美大陆的经济资源。1 9 8 2年拉丁美洲的资源转移净额 

为负数，共达1 8 9 亿 美 元 ， 1 9 8 3 - 8 5年每年增加到 3 0 0亿美元左右。' 2 8 

118. 拉丁美洲国家政府面临的这一重大问题由于正赶上国内外的稳定和调整政 

策而变得更加严重.在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克服通货膨胀和衰退而造成的内郁不平 

衡的努力已过渡到立宪政体的进程联系起来，国内经济恢复稳定是伴随着这一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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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出现的重要现象。但是在执行时又受到必须克服由国际收支逆差引起的外部不平 

衡的外都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本应逐步重新分配资源以减缓外部不平衡，可是国 

际经济机构却要求迅速釆取措施削减公共开支，特别是社会方案开支，债务国政府 

在无其他可行途径的情况下也只好尽力执行。 

119. 与中东相比，拉丁美洲武器进口的负抠则较轻。事实上在过去20年左右， 

中东国家一直是首要的武器进口国。石油收入或对外军事援助有助于该地区的国家 

继续进行大量的武器釆购。但是80年代后半期中东国家的石油收入减少了，武器 

和其他先进技术的进口能力也随之下降。换言之，武器进口再也无法不使经济受到 

损失。但是海湾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是靠外部筹资维持的。 

G.对社会文化情况的影响 

120. 一般的技术革新，特别是军事工业方面的技术革新产生了新的社会、政治 

和心理条件.因此不能将技术与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结构分开.要想建立现代化的武 

器系统，需要作出重大的经济和组织安排，从社会很多部门汇集资源，在这些武器 

项目的执行过程中很容易形成自己的特点和理由。这就是往往难以放慢这些项目的 

发展或停止这些项目的原因之一。 

121. 主要武器系统是进行军备竟赛—国―家现有技术文化的表现形式.军事大国的 

情况尤其如此‧工业和技术进步的思想渗透在很多寻求现代化的社会的公共文化 

和政策中。在工业社会里，先进的军事技术被看成是现代化和进步的表现,'，°然 

而同时，这些毁灭性的技术系统又是现代化矛盾面的体现.被认为是合理和慎重 

的既定安全政策由于破坏了国际和集体安全的安排而往往产生不合理和不慎重的结 

果.产生这一矛盾的原因是在新武器的影响下，国家安全与全球安全之间出现了紧 

张关系："各国以其公民的Ï义用现代军事技术寻求安全#坐^^着全人类会不 

安全•••••••越是以各国公民的利益来衡量f全，全球居民就越会受到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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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a国家提供的安全是当前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武器系统得到持威慑 

思想的,人的肯定，对他们釆说防御性武器既是为了报复又是为了直接保卫国家领土* 

一另一方面，作为国家权力和威力象征的主要武器系统还发挥着政治作用‧ 不 

论是有意还是无意，s事项目显示政治价值、意图和目标，其他国家对此都有其不 

同的看法，由于文化和政治因素，认识的分歧使国窠间的至事关系增加了不明 

朗和无法预见的因素，此外，政治领导人和普通老百姓之间也会有这类认识分歧, 

因此就会出现公开辩论，甚至示威游行 ‧ 

123. 事实上，有关发展和部署现代武器系统的决定往往是惹起争议的国家议题, 

它们在国内既得到支持，又引起昃对；它们既使有关的国象团结，又造成它们的分 

裂，这种矛盾昃映了在寻求S事安全，鼓吹和平:^间出现的历史对立，这两种 

观点同样可f成是对不安全的昃应,—都张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消除这种不安全的状 

况，综观历史,对暴力和不安全的首要反应就是加^^和f事机器，即国象，以 

保 护公民不受内部动乱和外部威胁" 

124. 在当前的历史阶段，人们越釆越想知道国象能否在远程核武器时代提供确 

保国家领土及其居民安全的充分基础，核武器突出眾现了拥有保护S家安全的手 

段与对国家安全形成实际挑战之间的差异,已经重新确定了国家在提供安全方面 

的中心作用，从而为减缓这一困境作出了努力，同样，一些国象已将威慑思想一 

一特别是核威慑思想一一作为保护国家安全和向人民保 证这种安全的可靠性的关键 

手段.然而在许多国家，人们对这一满足安全需要的解决办法产生很多疑问。对舆 

论的调査表明，公众舆论分成两派，一派认为安全问题主要靠威慑和防御能力，另 

一派则将其说成是裁军、发展和对人道主义的广泛重视，这两种意见并非总能 

说到一起,实际上它们彼此间越釆越多地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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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这一冲突以多种方式在传播媒介、公开辩论和教育中出现，传统上安全 

与人类群体通过国象形成一体，根据其特点属于国际和次国象级不安全的新形式 

使这种一体形式成了问题，从而对威慑思想的效率和以国象为中心的安全政策的整 

个概念构成挑战，消除这一矛盾的一个方法就是更全面地确定安全概念和重新确 

定S家安全的概念，在重新确定概念时既要考虑传统的和与S事有关的安全 利益, 

又要考虑对以国家为中心的观点的新挑战，这些问题还具有其心理因素；S备竞 

赛既会产生焦虑的心理，又会产生抗拒心理，既会出现逃避现实的心理，又会出现 

反抗行为.生活在核武器时代，不论它们是为了威胁还是为了保护，都铪个人在 

不安全的经历上增添了全新的Ë素.但是心理学家们强调，有一些方法可摆脱困 

境，一开始可增加对立双方的共同经历和建立相互安全方面的新形式、相互性和贵 

任感,在敌对方关茱中加强交互作用鲑别重要，因为它为持续合佑提供了基础.对 

合佑的提倡和投入彔明这一方或那一方的用心是认真的：，"一般认为，另一方 

为采取建立信任的措施而产生的任何代价将会加强它对建立长期合佑关系的承诺， 

这正是因为付出代价是指望今后会有收益." 

126. 苤事设施趋于保密是一普遍特点，其理由是有必要向敌对方封锁战略情报* 

保密是国际冲突各方堆积起的永久敌人形象中的一块积木，事实上，保密^形象 

相互加强，形成一个€M打破的观念环节，保密还涉及到将权力菓中在里事领域， 

有关至事安全的行动往往被划出民主管制和公开辩论范畴之外，换句话说，在s 

事安全需要和政治民主需要之间出现了紧张关系，个别社会试图以不同方式釆解决 

这 张 关 系 • 传播媒介在这些努力中往往起到中心佑用，因为它既能证明至备 

开支和有关武器的决定合理，又能转达对这两项提出批评的信息和舆论，从这方 

面釆说，传播媒介在s备竟赛中发挥着牢固的双重性侬用‧ 

127. 国^安全问题并非是脱离社会生活其他领域的孤立的问题，这就说明值 

得为它们之间的关系相得失进行熟悉情况的公开辩论，并在辩论中将保密的需要降 

到适当程度• 这样的辩论和随后在国象间发展起釆的批评性舆论也会消除国窠间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A/43/368 
Chinese 
Page 68 

无知和偏见的械墙。它还会减少保密性和有成见的敌人形象，并加强信仏在 

过度保密和歪曲消患的气氛下不能产生真正的信任，在安全的关键领域需要有更多 

的公开和交流.除了公开以外，建立信任以采取不使用武力和借着裁军缩减军事 

能力的具体措施为先决条件。因此建立信任是一概念性的政治进程，为可靠起见, 

与此同时还应采取限制军事力量的具体措；^ 因此国家间信任产生于国内和国际 

条件和政 

128.军事设施和文职社会往往被视为是社会中两个单独的分支系统，但实际上 

却是交织在一起的.有时候军事和文职分支系统的相互滲透确实表现得十分强烈; 

极端的例子有军事政变和文人政府推翻军队.但是一般来说，它们的相互渗透不 

太激烈，也并非显而易L 其实在多数和平时期的社会中还有另一个社会，一个 

在危机中十分活跃的"彩子社会"‧ 通常在建立这样一个社会时，军事和民政当 

局并不敌对，而是互相合作。这种合作与较明显的军事化迹象一一包括新型武器 

系统和军事游行一一相比起来，对舆论的彩响要小一点。然而这种无形的联系必 

然会彩响有关社会的社会和文化方面。 

129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至备竟赛对青年及其看法所产生的影响 • 对老一 

辈的人来说，他们亲身经历过大战，因此将发展和部署武器看成是"正常状况"。 

尽管这种经历本身也会对至备竟赛和战争产生持续的反抗，在多数情况下，这一 

反抗心理是战争的恐惧和毁灭性造成的，对年青一点的人来说，现代武器一一特 

别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进一步显示出他们不得不设法寄身求生的社会的疯狂的和无 

理性，青年人在游行示威反对新武器的同时，还反对他们在全球和国家社会中看 

到的其他威胁淞不公正，S备竟赛对他们来说是更复杂的畸形发展综合症的一部 

分，对此必须努力消除或尽可能遗忘.这样，罡备竞赛在舆论中，特别是青年 

人形成的舆论中产生了反响，超出国内和国际安全的直接后果.这就是为什么不 

能用一个狭窄的至事或经济犬语釆，量^竟赛的影响，而应该探索它对一个社会 

的整个社会和文化—关系所产生的^《一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A/43/368 
Chinese 
Page 69 

H ‧改变用途方面的影响 

130. 如果不审査在分配政府预算时减少军事努力的形响问题，就不能认为 

对军事开支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分析是完整的。军备限制和裁军——即从数 

量上削减和从质量上限制各国的军事能力——可以改变军备竞赛的经济后杲，这一 

' 点已得到普遍证明。在工业上和以某些其他形式改变用途，这就是在国家和地方范 

围内执行这类变革的方法。因此，改变用途不仅是任何限制军备和裁军的努力的一 

个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且对将资源建设性地重新分配用于民用活动的努力来说也是 

如此。 

131。 改变用途有着政治、经济和技术意义。从政治上来说，改变用途是一种战 

略，其目的是为被军备竞赛消耗掉的资源拟订其他用途，并确保这些用途的应用工 

作得到适当管理。因此，要改变用途，就必须在国家和地方一级采取措施。由于裁 

军会影响各国和国际安全，不能仅仅为了裁军本身的效益而提倡裁军。不能将改变 

用途问题同整个国际关系制度分别对待，这一结论似乎已得到普遍接受，这是因为 

能否执行要取决于各国的政治意愿以及是否愿意釆取被认为能加强国际安全的裁减 

军备和裁军的具体措施。因此，将一个军事经济转变为民用经济首先是一个政治问 

题。'"虽然人们已认识到了改变用途的政治意义，然而，不应因此就产生忽略其经 

济和技术问题的现象，本节审査的就是这些问题。如果能使关于如何改变用途的具 

体计划——尤其这方面的实际经验-一有一次政治机会，这将增加改变用途的可信 

I 性，并促使决策者和公众都相信军备裁减实际上是可行的。 

132-任何国家都可以釆取减轻军事负担并从而开始改变用途程序的单方面措施, 

从实际的全球政治角度来说，裁军必须由大国在关于裁减军备和消除特别军事能力 

的可核査的相互协定基础之上开始。这方面的进展不仅将导致这些大国的军事经济 

转变成为民用经济，而且还将使中小国家能够开始削减和改变其自身的军事能力. 

因此，一项为瑞典制订的改变用途计划的先决条件就是国际谈判必须在2 5年的期 

限内逐渐产生结杲。在这种情况下，瑞典还会既能减少用于防卫的资源，又不危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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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安全•当然，关于改变用途何时能成为一项可行的政治选择的任何设想都是 

临时性的.然而，东西方军备限制对话的目前进展表明，在这样一个时间范围内可 

能需要在早期阶段便制订改变用途的策略.在某些情况下，削减军事开支的积极影 

响只能在中期或长期内才能发挥出来‧人们希望迈入一个多一些和平、少一些军事 

化的世界，而为被军备竟赛消粍的自然、技术和人力资源拟订其他用途的各国和地 

方计划，就是这一希望的一部分， 

133. 改变用途规划如欲有效，就必须十分具体，即必须针对各有关工业和公司。 

这些工业和公司的特性——例如依赖对军方的销售——极大地影响了改变用途程序 

的性质和可行性。除了国家规划以外，在市场经济中、公司经理人员和工会领袖冒 

险进行改变用途的规划的能力和意愿，对是否能够圆满实现改变用途有关的重要性。 

然而，这样做的先决条件,是必须在新技术项目、生产计划和销售战略成熟起来所需 

要的若千年里坚持不懈。'"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经常指出，在中央计划经济里，改 

变用途比较容易实现，因为推行改变用途计划的工具已经具备。然而，他们并不否 

认巿场经济也能将其军事经济改为民用，改变用途须逐步进行，据说这种性质有利 

于它的执行，因为这使人们有了规划和学习的时间。'， 7 

134. 美国和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有在重新分配资源的过程中将各个军事基地和 

XT转为朋的一些经验。'"虽然人们认为将军事基地改变用途是政府的贲任，但人们 

通常是从多少具有自发性的经济结枸调鉴和更新程序——这涉及新产品、发展新生 

产程序和推广其他程序——的角度来看待巿场经济中的军工业改变用途问题。因此， 

改变用途的贲任主要由工业而不是由国家或巿政当局来承担.然而，同大量减少军 

备有关的改变用途的情形则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期重有关的军工业和公司能 

够单独觯决改变用途问题.飞机公司实行多样化以建立民用生产线的经验表明，这 

些问题并不是都很容易觯决.由于这一原因和其他原因，必须制订一项政府改变用 

途问题政策，这包括税务减免、重新训练工人和支持投资等措施，'"由于目前用于 

军事的财政资源可以用于傻进民用经济，这类政策是可行的。 

135. 就改变用途过程中遇到的调整问题进行宏观经济研究后可以看出，在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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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程度不太大的小国，这类问题通常都是有限的。一项比较简单的国家对策方案足 

以补偿就业的任何损失或国民产值的下降，对若干国家进行的研究证实了这种情况, 

例如，挪威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说，如果在不采取对策的情况下，将军事开支削减 

1 5 % ,将使总就业水平下降0* 8 % ,如果实行全面裁军，总就业水平将下降 

» 5-6%.在严重依赖军事合约和就业的公司和社区，可能会发生严重的调整问题. 

但这些问题可通过国内对策来减轻.在瑞典，计划在1990年至2015年逐渐将国 

防预算削减一半，这样，每年就必须在国防工业和军队里裁减1430个雇员.重新 

雇用的需要表明，在这25年里，整个瑞典劳动大军中受影响的不到百分之一，这 

一问题是可以控制的，尽管必须重新进行训练，并必须为最专门化的军事产品生产 

设施采取特殊措施。就其他国家进行的计算似乎表示只要国际形势允许，改变 

用途一般是可行的。 

136,.—¥动大军的用途—在传统上一直是改变用途规划中—关ïé^"?重要问题， 

因为这一问题既有经济上的针对性，又有政治上的敏感性.然而，改变用途的技术 

问题最近增加了重要性.这是因为研究、发展和技术在公司和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 

中越来越具关键作用.大型军事技术项目被视为取得竟争实力和威信的工具.因此， 

改变用途不仅仅限于教授研究和发展人员新知识和技能，而且还：必须在新领域 

实际应用这些技能。换句话说，改变用途程序同各阖和各公司的技术政策——这 

些奴策必须发展其他的具有竟争性的民用项目——的联系曰趋密切。 

i 137-由于军事生产具有技术密集性，因此在使工程师和i他熟练技工转到民用 

工业工作时，可能会发生特殊问题。然而，必须注意的是，在新的技术领域一 

例如电子、光学和空间工业——改变熟练的劳动大军的方向该不是一个不可克服的 

问题.资源以前被用于军事目的，而现在则有了其他用途，这方面可能促成的效 

益远远超过了改变用途过程中暂时的困难.这类其他用途将包括以下方面的大规 

模项目：发展新的能源、改善运输和建设老化中城市及同教育、保健和福利有直接 

联系的项目.还可以通过跨国公司执行这类项目，从而便进双方的利益和国际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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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根据上述分析，很显然裁军对经济和社会有积极的影响，因为裁军可以腾 

出更多的资源改为民用，军事开支无论在短期内能作出何种积极的经济贡献，效益 

都少于大多数类型的非军亊政府开支，许多国际讨论会一包括1 9 8 7年裁军和 

发展间关系国际会议一都已认识到这一点：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罝然还面对 

着发达不足问题，这样，军备竟赛消耗的资源份额就太大，并妨碍国际商业、合作 

和信托的建立，然而，这一关系的彩响是复杂的，它因国家因时间而异，并取决于 

许多因素，包括满足最起码的安全需要、投资数额、增长率和满足基本需求等指示 

性因素‧如果从军事能力的和失去的机会的代价的角度审査军事费用，人们就会产 

生下一看法：如果利用国民生产总值的标准并注重微小的预算机会代价，就会为估 

价军事开支的政治军事后果和机会代价提供最佳的全面衡量工具， 

139。如杲记住这一点，则对1 9 7 8年和1 9 8 4年的各国政府预算分配的审 

査后可以看出军费的分配在工业用有所增加，而在发展中国家则有所减少.对其 

他拨款的审査表明，可能会产生有利于社会效益的转换，至少在工业国家是如此. 

但是，这也表明，发展中国家削减军费后并不绝对会增加社会福利的拨款，至少在 

经济衰退时期不会如此，因为这些国家此时有众多的迫切问题.有迹象表明，军 

事开支对潴足基本需求产生了不良影响，总的经济衰退必然会导致削减军事和民用 

开支，其他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 

140-在大多数其他国家——无论其是中央计划经济还是巿场经济——都存在着 

军事开支和社会经济发展相互转换的潜力‧ 至于军事开支的机会代价，这种开支 

起初刺激了需求和就业，但后来排挤了生产性投资，从而对增长产生了不良影响. 

投资具有关键的重要性，可以确定在浩大的军事开支和较少的投资之间存在着因杲 

关系：前者减少了后者可用的资本‧ 此外，军事生产消粍了本来可用于支助出口 

的经济增长的资源‧ 在发展中国家，经验表明这些影响较大，在较不发达和最不 

发达国家则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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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军事就业不是解决失业的有效方法，这一点也已可以看出。尽管在这一 

领域应考虑到各种复杂因素，但有些一般性发现：军事承包商正在扩大对分承包商 

的控制；同军事有关的就业正在跨国公司下扩展；军事开支趋向于通过减少在更多 

的劳力密集部门的政府开支，促成失业现象；一般说来，按照投资额单位计算，军 

J 事部门雇用的人数少于民用部门a 有时，军工生产保护了陈旧的"烟囱"工业的 

就业机会.军工生产这样做，不但使新工业——新工业本来雇用的人数就较少—— 

而且也使具有国际竟争力的、劳力密集型的民间政府活动或非政府生产^M务业流 

失了员工. 

142-军事开支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是：军工市场寡头垄断和没有竟争性的做 

法导致物价上涨，而公开市场无法容忍这种上涨.还有，军方注重性能，因此使 

价格上升，这与通货膨胀不同.但是，与军事开支有任何增加的同时，如不相应 

减少其他政府或私营开支，这一般会造成迫使物价上涨的压力.正如已指出的那 

样，重武器价格昂贵，这对出口军火起了促进作用. 

143。显然，先进的民用技术也可能有军事用途.然而，许多军用技术就其最 

终用途来说是专供军用的.传统的结论是，军事研究和发展的附带作用是有限的.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越来越多的技术具有双重用途，在这一领域的分析必须考虑 

到这一点.归根结底，问题是技术发展究竟是取决于防卫需求，还是取决于发展 

需求。大国的大型研究项目帮助了参加项目的各公司，但是，这些项目的性能和 

, 保密标准在民M市场则是次要的.总的来说，^ïmmiWnm^»如果发达 
1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注重资助民用研究和发展，就可以更好地满足人类的需求. 

144-军事方案——特别是近年来的军事方案——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不平衡的 

经费流动和债务，尽管具体情况大不相同.国内军火生产的基础设施需求加强了 

这一趋势* 但是，任何形式的巨额军费开支都减少了注重出口的投资所能获得的 

资源，从而破坏了出口情况.作为军火销售补偿的出口贷款使这一情况进一步恶 

化，对在困难和衰退的市场中依赖商品出口的国家尤其是如此.因此出现了易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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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从而促成了贸易伙伴之间在政治、经济和技术上的共同点.这种种原因造 

成资本逃逸，再加上内部经济不平衡，由此而产生的总的债务问题在拉丁美洲国家 

特别严重，使这些国家的政府不得不迅速削减政府开支，中东是主要的军火进口 

地区，军火继续流入中东，波斯湾战争一部分是靠外都资助维持的，然而，由于 

石油收入下降，虽然有这种现象，但经济上的损失是不可逃避的。 

145。 技术和军事工业造成了新的社会、政治和心理条件，这些条件导致为本国 

安全利益而破坏全球安全的不合理和不明智的安全政策，在核政策方面特别是如此* 

这种矛盾导致对各种政策的抗议，即使是在各国内部也是如此。因此，出现了对 

合作关系、；^和信任的需求，例如，在主张实行核威慑者和主张承诺共同安全者 

之间就是如此.资讯的开放，可以帮助在主张这类不同学说者之间建立信任和了 

解,在消除政府同公众之间及名不^"众阶层一例如老一代和青年一代——之间的 

异议和冲突方面，各国和国际大众传播媒介及军民交往都有待发挥作用. 

146。 通过把军用商品和服务转为民用的程序，可以更富有建设性和更富效益地 

分配资源.在一项裁军的程序中，如果各国政府和工业能在地方和国家范围及全 

球范围进行合作，于相当长的时间内经过周密计划完成这项工作，则其本身不会造 

成不应有的失业现象或其他劳工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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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军备竟赛的国际后果 

147. 本研究报告以上各章讨论的问题是，在一个比五年前更为复杂的社会中新 

一轮的军备竟赛及军事开支所造成的影响‧ 本章的重点是，在这个相互依赖的世 

界上，军备竟赛对国际关系及目前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因国 

象受到军事及战略考虑的左右，因此军备竟赛对国家间的关系必有影响，它还影 

响到国际经济局面，而此种局面的特征是金融、货市及贸易均不稳定.另外，军 

备竟赛还使全球性的问题恶化，对这些问题鲜有国家能避其影响， 

148. 国际安全体系的保障是集体安全体系及《联合国宪章》中制定的宗皆和原 

则，唯有有效地实施上述安全体系，迅速而大幅度地削减武装力量，并达成国际 

协议去最终在有效国际监督下实行全面彻底裁军，人们才能实现真正而持久的和平, 

149. 在报告所涉期间，由于世界发展迅速，特别是核军事领域中突飞猛进，再 

加之必须维持和平，于是便出现了两种新的国际安全的概念： 

- 共同安全的概念依赖的信念是，只有所有国家(包括被视为对手的国家) 

展开合佑与协调，才能取得真正的和平.在经济、社会和生态方面的脆弱处 

境所提出的难 题要求人们对国家及国际安全的问题采取新的而全面的做法， 

在安全的概念上提出新内容的上述见解出自& 5安 i ^ S i i ^员会（帕尔 

梅委员会）及世界环境加发展委员会（布伦德兰委员会）•这二者均主张，共 

同安全的概念要求将国家和国际安全的范围扩大到非军事领域‧ 

国际和平与安全综合#系的概念要求国际关系的所有参与者共同努力，致 

力于对国际^平与安全至关重要及与此有关的下述各个方面：裁I以和平方 

式解决危机和冲突，经济发展与合作，保护环境及促进和维护人权‧ " z 

1 5 0 . 主要大国的军事开支影响到世界i济的功£—；系列以前的各份报告均 

突出了军备竟赛是如何助长了经济歧视并阻碍了商品、技术、资本流动和劳务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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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的‧ 在用于军工的关鍵技术和战略原料方面，情况尤为如此‧ 并非鲜见的 

是 ， 对 此 类 技 未 贸 易 加 以 禁 止 ， 原 因 是 担 心 对 # 获 皿 类 技 术 或 原 料 后 

在军事上得益，因此一方面进行军事竟赛，而在另一方面则从政治上努力控制 

具有潜在军事用途的经济交易，换而言之，军备竟赛易于同时造成政治与经济两 

方面的冲突，从而使国际关系紧张化并使世界经济的职能受阻， 

15 1 . 除其他方面外，军事开支影响到了资本^资的程度及技术革新的性质. 

军窖开支还影响到国际贸易及资本流动的平衡，^响到全球的通货膨涨及各国的债 

务情况‧ 它影响到参与军备竟赛的国家对外的资源流动，然而它对国际收支的实 

际影响却难以确定，换而言之，军事开支能使世界经济出现不平衡、波动及薄弱 

环节，并因此危及世界经济的稳定‧ 可以设定的是，几乎所有国家如不投入高额 

的军事开支都会改善其对外的资源流动 •因此，如若将军事工业转用于民用生 

产，这在国内和国际上均会有所影响， 

152. 在世界经济中，将资金用于军*目的或将其转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努力 

这二者之间是有可能作出交换的.虽然在现阶段由裁军省出来的资金不一定都能 

直接转用于发展目.的，而在国家一级此两种开支是有联系的，这是囡为，裁军会 

扩大决策者可赖于为发展项目增加资金的备用国衆资源‧ 此外，裁军还能改进政 

治气氛，从而巩固国际合作的基础• 为什么必须认真考虑裁军可带来的好处可由 

下述事实得出更清楚的答案，即如以下图二所示，从1 9 7 0年代晚期以釆，对发 

展中国^的双边及多边资本流劫趋于停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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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按来源分的官方净援助额，1970 — 1983年 

十亿美元' 
多边流动 

厂 ̂ 官 方 发 展 援 助 

_ / / 
jm^* j、 

/ 非减让性贷款 

m m i w% vm i«n 

十亿美元' 

发展援助委员会国家 

" 一 一 V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 

非巿场经济和其他国家 
vm vm vm im vm 

资料来源：经合发组织，1 9 8 4年 

资料来源:《1 9 8 5年世界发展情况报告》（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 

年），第9 9页 . 

9 8 5 

153。确实，官方发展援助的主要制约因素是捐助国同受援国之间政治和军事纽 

带，某些捐助国提供发展援助的主要动机即是军事和战略上的考虑，因此，这些国 

家并不优先考虑受援国迫切的发展需求，应予指出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本来就难 

以从国际上获得资金，而且它们常常无法从跨国公司那里吸引到直接投资，私人投 

资者不愿将其资本投入政治和军事形式紧张的地区，此外，一般来说，私人资本或 

国有公司的投资主要是进入在政治上得到捐助国支持的国家，因此，军事和战略上 

的考虑使私人资本的走向和技术转移发生变态：这可能使发展中国家首当其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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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由裁军省出来的资源可紧急用于下述方面，消除饥饿与贫困，消除文盲， 

保护儿童免受暴力及欠发达造成的双重危险.现在全世界都意识到，军备竟赛在同 

发展争夺有限的资源.这不仅彩响到各国去满足其紧迫的社会需求，它还影响到通 

过国际行动来满足这些需求的可行方式，最近一份研究报告就此提出了令人吃惊的 

资料：世界军事开支等于4 4个最不发达国家的2 6 亿 人 民 的 总 收 入 ， 如 果 将 

国际上用于教育、保健、住房、营养及有关的开支同军事开支相比，那就更说明问 

题。例如，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估计，在全世界为儿童免疫六种疾病的费 

用只需3亿美元，这只相当于全世界在三小时内用于军事目的的开支，在四小时内， 

全世界的军事开支就相当于目前儿童基金会两年的预算额一 5亿美元.由于 

国际暴力和欠发达现象普遍，难民问题日趋严重.据估计，1 9 8 6年难民人数近 

1 , 2 0 0万.军备竟赛所助长的武装冲突使人们广受其害并流离失所，而其中 

的相当"^分是儿童， 

155- 本报告进行的研究充分表明，军事开支助长了国家生产结构的分裂和经济 

发展长期目标的瓦解，军事开支对生产力的提高有着尤为不利的影响，从而削弱了 

国家在国际经济中的竟争力.当然，国家经济效率斷氐的原因不完全是军事生产. 

可是一旦出现此种下降，军事生产是一个明显的原因，" 7虽然军事开支对经济的 

全面状况的影响因国家而不同，然而在所有国家最终的消极后果似乎颇有相似之处.' 

因此，高额的军事开支影响到国与国之间在世界经济中经济实力的分配。一般说来, 

那些卷入军备竟赛最深的国家也容易在经济上受到最为不利的影响.这甚至可能意 

味着目前庞大的军事开支会因其对经济造成的消极影响而削弱国家对未来的军事保 

障添砖加瓦的能力. 

156- 这一分析还说明了庞大的军事开支因其在经济上造成的影响而在政治上带 

来的后果.此种开支瓦解了国家根本的经济实力及全部潜在的活力，从而易于导致 

国家在国际力量中地位的下降.换而言之，军事开支同时具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 

从短期的角度来说，它可能增强国家的军事实力；但从长远的角度来说，它却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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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消极的作用，因为经济中的民用部门的投资及革新会逐渐趋于枯竭‧事实上，历 

史表明，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将国家资源过多地用于军事会带来消极的结果‧因此, 

如果奉行国家扩张的政策，此种政策连同随之而来的对军事及行政机构的需求会使 

经济陷于停滞状态，反过来，这又会使国家在国际经济实力的对比上地位下降，这 

也就相应瓦解了其政治和军事实力， 

157- 庞大的军事开支不仅奠定了国家之间的权利分配，而且还同国家间的政治 

关系息息相关•军备竟赛意味着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因此它也就侵害了《联 

合国宪章》的一项基本原则•军备竟赛还带来紧张和猜疑，它制造出各种形式的永 

久敌国形象并带来难以消除的安全难题，所以军备竟赛助长恐憷和不安全的心理， 

而这种心理同军备竟赛可能产生的加强安全的作用是相抵触的*前一份报告非常生 

动地论述了军备增长是如何导致国际政治气氛的恶化的。最后，军备竟赛的升级会 

导致公开的军事敌对，并有可能诱发使用核武器， 

158- 各国及军事联盟的军事活动目的在于提供对付外来威胁的起码安全.在另 

一方面，此种活动不一定会带来预期的结果，原因是此类活动会诱使潜在的敌手在 

质和量两方面釆取军事性的对应措施。这些对应措施可能包括获取核武器和其他大 

规模毁灭性武器，于是便会使各种安全问题更为严重.如果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 

来的历史中吸取教训的话，这就是：单方面的军事活动及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均无法 

以长期而可行的方式确保和平.可是，现在政治事实是，有些国家的安全取决于别 

国的决定和行动，尤其是头号军事强国的决定与行动，所以，如现实地分析问题， 

那么唯有包括潜在的军事敌手在内真正的国际与区域合作方能保障安全. 

1 5 9 .由于国际安全是极端重要的，所以一方面需要更^^通 i f和平方式解决 

国际争端，另一方面需要对核武器和常规武器进行可核实的限制和削减，同时执行 

裁实措施.联合国和各区域组织一起，在帮^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中具有特别作 

用.这一作用可以并且应该通^争取更加和平与公平的国际体系来增强，这将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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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强联合国维持和平与榦旋的能力，同时，也需要在由于萆事沖突而面临危机的 

各个地区进行经济和社会重建，加强现行的区域安全安排并建立新的安排也将加 

强安全，同时无疑将促进经济合作和发展.长期来看，如果不有效地解决国际争 

端，执行可核实的限制^备协议，减缓区域紧张局势，从而达到政治和荬事的稳定, 

这两件事都是无法设想的， 

160. 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欧安会)是不仅包括了政治和^事，而且也包括经 

济、环境和人道主义问题的区域安全工作的一例，在个别区域的特定环境内也正 

在逐渐地产生类似的倡议，以便提出安^战略纲领，并推动区域安全体系.'"没有 

主要茧事大g!的出力，区域安全就很难得到加强，一般说来，大国的贡献是解决 

区域安全问题的必要但并非唯一的条件.正因为如此，大国间的合作及大国对限 

制和削减军备的协议不仅对其相互关系很重要，而且对普遍的医际安全也很重要。 

地方、区域和国际各级的安全常常是相互关联的. 

161. 国防力量一直是而且依然是保护一国不受外来威胁的主要因素，但是， 

如果每一个国家都不企图以损害其他国家的方式来取得这种安全，那对各国都是最 

有利的，超过一定范围的^事集结既不增强安全，也不产生经济利益，事实上述 

可能产生反作用.例如说，军事力量在保障一国不受经济压力方面是比较无能为 

力的，通过全球性或区域性机构，并通过限制萆备的协议来解决争端是对付对安 

全的直接萆事威胁的最有效方法.这些手段如果成功，也可以产生具体的经济利 

益，因为这样作减少了国防开支的费用；而且最终也减少了战争的费用.当然， 

用国际或国际手段来核实限制军备协议可能是很花钱的.但是，如果军备竟赛继 

续不断，将对全人类造成严重经济负担与此相比，上述费用就不大了. 

162. 国内经济越来越容易受到外来压力的冲击‧ 各国通常力求平衡的经济发 

展，避免对世界巿场产生太极端的依赖，但是这一目的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实现. 

由于各国经济迅速国际化，相互的依赖性也增强了，各国经济的弱点可以通过开展 

国家与国家间稳定和公正的合作形式来处理，可以这样说，如果世界各国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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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内部和外部平衡，而国际合作也不引起极端的依赖和虛弱的情况，那么国际安 

全就可以得到最好的保障.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世界发展，则各国就有平等享受 

利益的权利，这也会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 

163. 由于世界上经济活动相互依赖日益加强.而且生物圈很脆弱，伸国家安全 

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复杂.同时，这种情况也要求我们紧恚有效地处理这些挑战. 

现代社会的这一事实不仅需要以创新的办法来解决经济问题和生态问题本身，而且 

也需要以新的方式来觯释、衡量国家安全问题.不管是发展中n:家还是工业化国 

家，安全都不能脱离国内、国外的经济和社会现实，也就是说，不管在哪一类匡 

家，安全在经济和政治——-^事方面的问题都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裁^和 

发屦方面的知名人士小组建议"应当同样地强调裁^的积极结果和安全的要求.'， 2 

发展和安全不是可以取此舍彼的，而通过扩大现有的政治视野，这两者就可以相辅 

相成. 

164. 裁^和发展之间关系国际会议《最后文件》透彻地揭示了裁^、发屦和安 

全之间的复杂关系，文件说： 

"对所有国家而言，安全是压倒一切的优先事项.它也是裁累和发展的 

基础.安全的组成部分不仅有^事，也有政治、经济、社会、人道和人杈及 

生态各个方面。加强安全，一方面能开创有利于裁^的条件，另一方面又能 

提供顺利推动发展所需的环境和信任.发展进程可以;Èlfl安全所受到的非^ 

事性威胁并促成更稳定和持久的国际体制，因而能够增强安全，从而促进裁减 

萆备和裁^ ‧ 裁^会直接和间接地增进安全.一个使^备水平逐步降低而 

安全不受减损的裁军进程，可让更多资源用于解决安全受到的非^事性挑战， 

从而导致加强全面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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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国际安全的基础是《联合国宪章》制订的集体安全体系.在最近的讨论 

中，提出了共同安全和全面安全的概念，来适应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而安全必须 

在这一环境中得到保障. 

166. 箄备竟赛，特别是主要萆事大国的^事开支具有全球性经济影响，特别是 

对某些关键技术和材料的贸易具有影响.笫事开支也影响到全球的通货膨胀和债 

务，造成或加剧了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尽管将裁军省下的资源直接转用到发展项 

目也许不总是行得通的，但裁军的进程可以增加资源的储备，而决策者可利用这些 

资源作出各种决定.但是，政治因素常影响到发展援助和私人资本向接受国的流 

入. 

167. 大笔箄费开支对提高生产力也有害处，对于开支较大国家的经济将来会有 

损害• 军费开支引起投资和革新减少，从而造成经济停滞，经济力量相对下降， 

^事力量也相应下降，军费开支还往往对国际收支状况产生不良影响‧ 

168. 面对用于^费开支与地位不利者福利两者之间的差别悬殊，全世界对^备 

竟赛和发展之间应作何选择已有了进一步i人识.难民问题也可以说明^备竟赛间 

接导致社会、政治问题，并排除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机会。 

169. 尽管现在仍然需要国防，但如果按共同的协议对国防加以限制，则对所有 

国家都有利.超过一定限度，^事力量的效用便于原本的意图相反了，而且萆事 

力量也不能有效地保护本国不受经济压力.加强含有许多潜在利益的区域文件和 

可核实的^备限制协议与继续^备竟赛相比代价是很小的， 

170. 各国经济正处于加速国际化和日益相互依赖的变化^程。这种相互依赖 

性加之生物圏的脆弱性，需要我们对安全问题有更广泛的考虑.安全的经济与政 

治，^事问题在所有各国都是相互联系的，而且必须考虑到社会和生态方面脆弱性 

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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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和建议 

171.'除了各章所载的结论以外，可从上述分析得出一些一般性意见。19 8 0 

年代军备竟赛继续进行，特别在质量方面未曾稍停，事实上其规模在不断扩大，速 

度日益加快。这种发展在核武器方面最为明显，因而必须予以裁减并最终予以消 

灭。总的来说，军备竟赛约占全世界产出的6 %，在一些重要地区这个比数更高。 

当前的技术发展改变了军事环境，并产生了各式各样的政治和社会一一经济后果. 

由于各国或各国家集团之间军备竟赛的负扭彼此差别很大，因此所产生的后果也不 

相同，不可作出简单的结论。另一方面，军备竟赛作为一个全球现象，对每个国家 

的安全和发展都有影响.军备竞赛现象越来越彼此相关，超越了国家界线和功能 

性分界，例如在军事、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影响。军备竟赛在质和量方面不断扩大， 

对国际关系及其稳定产生了负面影响。 

i7a本研究报告表明，军事支出对社会和经济有深远影响，军费开支最大的国 

家，其经济所受影响也最为明显，特别是以现代科学和技术为主的那些经济领域， 

这是当前军备竟赛的一个主要因素。军事支出产生的长期不良后果使得任何正面的 

短期效果皆微不足逸因此，军事支出助长了经济停滞、结构失调，影响了各主要 

经费使用者的经济和政治前途和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由于争相控制现代 

技术而发生变化，至于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迫切需要刺激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又要 

增加军费，两者之间必须作出选择。军备竟赛产生的社会和文化后果在参与竟赛的 

每一个国家都很明显，它对资源的分配及其社会的政治气氛都产生影响。处境不利 

的人最能深刻感受军备竟赛产生的社会影哬，由于资源不足，他们的基本需要得不 

到满足，因为有些资源被用在军备竟赛方面。在将国家资源用于军事用途和觯决全 

世界各种社会问题的能力之间有一种真正的交换关系，专家小组强调在这方面作出 

政策性决定时必须考虑这个交换关系。 

173.由于常规武器和武装部队占硇了全世界簞事支出的大部分，因此更加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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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限制和裁减。撇开各项社会优先事项不谈，从其他的因素来看，也有必要裁 

减常规武器。常规武器军备竟赛已从世界一级扩大到区域和地方一级，它制造紧张 

情势^冲突，平民和士兵同遭杀害，并对人权造成威胁。 

174. 为停止军备竟赛所作的努力，特别是在核领域所作的努力，表明了追求更 

安全合理世界的普遍愿望。1 9 7 8年举行的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 

即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强调了建立一个有效限制军事力量的世界的愿 

"停止军备竟赛和达成真正裁军是最重要迫切的工作。应付这个历史性的 

挑战，符合世界所有国家和人民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并可保证他们的真正安全 

与和平前途。 " ' " 

为实现这些目标，各国及其政治领袖应当考虑釆取有效行动，限制军备竟赛，签订 

双边和多边协定并釆取各项国家自制措施，开始实际裁军.长期展望还应当包括通 

过谈判，坚决釆取行动，停止釆用使军备竟赛得以持续进行的技术创造发明。 

175. 军备竟赛的加紧进行在一般公众和决策人士当中产生了新的政治观念。他 

们认识到核战争达不到任何目的；核子大战没有胜方。因此，防止核战争在确保人 

类生存的努力中被列为高度优先事项。为促使这个目标的实现，各国应当完全使用 

和平手段来觯决争端，并且在国际有效管制下采取步骤，以实现全面彻底裁军。公 

众日益觉察到核武器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用处日益减少，因而有助于在这个方向釆取 

初步步骤。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签订的《消灭中程和短 

程导弹条约》(《中导条约》）配合有效的核査程序为大量裁减战略核武器开辟了 

一条新路。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发展，特别是如果以消灭和裁减其他核武器和常规 

武器作为支助，则这个发展就有可能加强所有国家的安全. 

176. 正如1 9 8 7年裁军与发展间关系国际会议最后文件所强调指出的，裁军. 

发展和安全是一个综合现氣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经常很复杂，很难用简单的方法 

夹加以说明。但是很明显，必须用广泛的概念来界定安全。一个关于安全的综合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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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包括许多发展问题，因为有关安全的构成部分包括对人类的威胁到生存、尊严和 

幸福。在这个意义上，平等发展对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都有助益。裁军必须对安全 

和发展都有好处。除了可以作出这种直接贡献外，裁军还有助于将人力和国家资源 

重新分配，为各项进一步发展努力作好准备。这些发展可以加强安全的基础。 

177. 国际经济关系的扭曲，包括商品价格和债务问题，使得发展中国家和发达 

国家之间更加迫切需要合作。工业发达国家承抠更大的责任，在官方发展援助的范 

围内促进发展合作。随着在军备限制和解决冲突方面取得进展，国际社会的注意力 

应当更有效地转移到发展不足、不安全和生态恶化等问题上。这种对优先次序重新 

评价的工作应当以重建全球和区域一级的国际多边机构与合作相配合，一些发展中 

国家的高军事开支，同提供更多发展援助的要求，二者实为彼此争取优先的拿项. 

178. 专家小组强调指出，要推动国际釆取裁军和发展两方面的行动就必须有一 

个更有效的联合国。在全面加强本组织的能力方面进行合作应当可以为改善和加强 

一般多边国际机构的职能铺平道路，朝这个方向所作努力，应着重改善这些机构提 

供信息的效能，使所有国家得以研究军备竟赛、限制军备和裁军，以及详细分析为 

这些目的而收集的资料，因此联合国组织大家庭应当在协调各国的意见和利益.鼓 

励各S釆纳和执行积极的、面向行动的政策方面发挥更好的作用。联合国除了在国 

际军备限制协定的审议和谈判方面发挥作用以外，还可以在这些协定的核査和遵守 

方面作出贡献。在联合国的诱导下及早解决争端，有助于在国际关系上排除使用武 

力，因而可以避免使用武装冲突和以破坏为目的所需的资源，很明显这些冲突和破 

坏不利于发展工作.这种解决争端的做法加上促进各国间的合作可以打消主动建立 

和维持军备的动机。因此，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进行合作，努力增进了解，觯 

决国家间的争端，停止冲突所产生的总效果也可以减少军事对稀有资源的消耗，至 

少可以把这些资源的一部分重新调配，用于社会和经济发展。即使有了敌对行动， 

发展问题还是重要的，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各区域组织，例如非洲统一组织（非统 

组织）以及一些非政府组织可以为经济的重建和复兴进程作出贡献。此外，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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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和平部队除了隔离武装冲突各方以外，有时候还向当地人民提供过并且可以不 

断提供保健服务，协助他们重建家园， 

179.联合国系统在好几个领域具有广泛的知识和经验。在研究裁军与发展之间 

的复杂关系时可以对这种专门知识加以更有效的利用。更具体地说，联合国各专门 

机构可以在各自专长的领域，对裁军如何促进发展的问题进行实际研究。 

180- 现在日益需要加强国际合作以保护和确保全球共有领域（从海洋、两极地 

区至外层空间）的未来。同时，全球共有领域的安全、经济发展和生态平衡三方 

面的需要，必须结合考虑也日益明显。因此，各国必须合作，努力促进国际安全、 

经济发展和生态平衡。 

181- 军备竟赛仍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产生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影响。虽 

然限制核武器、化学武器、常规武器和军队的种种努力，目的是加强国际和国家的 

安全，但不应忽视这些努力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影响。事实是，对军备裁减造成 

的社会和经济影响预先进行系统的评价和制定各项将军用转为民用的计划，将会促 

进裁军的进程。的确，学术界和决策阶层应扩大研究经已协议的军备裁减对社会、 

经济和技术所造成的后果， 

182.在执行各项裁减武器和拆除其生产设备的政治决定之中，用途的转移问题 

是一个关键因素。为了转移成功，这方面的各项努力必须实事求是地处理有关的 

经济和技术问题来寻求解决办法。这样就需要受转移过程影响的当地人民参与进 

行 .这程有着宏观经济的特性，只能够由国家一级来处理。为了更深入探 

讨这个问题，一些国家已经开始进行了国别研究，研究转移用途的可行性和范围。 

这些研究可以为政治和经济决策提供有用的资料，应该予以鼓励，联合国可以任 

命一组专家来深入探讨这一问题，让资源从军用转为民用方面的研究莸得国际性的 

支助。 

183-—般说来，大众对军备竟赛及其后果的观念对于当时形势的发展和消除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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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危险的种种努力有着关鍵性的影响，在这方面，非政府组织是重要的媒介，可 

以明确表达人民的意见并将之传送给决策过程，一部分青年积极参与反战运动， 

另一都分青年仍未认清核战对人类的极端危险性。因此，联合国在其世界裁军运 

动的范囤内必须考虑设立一个特别针对青年人的宣传方案，目的是让他们更深入了 

解军备竟赛的内容和后果以及核战争的潜在后果。 

184- 军事开支，特别是大国的军事开支，对于世界经济的运作有明显的影响， 

特别是国际贸易和资金流动、技术转让和国际金融制度。鉴于军备竟赛对国际经 

济有着多方面的影响，因此裁军和发展领域知名人士小组在联合国的主持下所作的 

建议是最恰当的，他 们呼吁"定期分析 世界性的军事开支对 全球经济前背所造成 

的影响，同时考虑到其对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各种经济体制所产生供求方面的限制? 

同样地，裁军和发展之间关系国际会议在《最后文件》中作出结论，认为"联合国 

应继续定期分析全球军事开支对世界经济和国际经济体系的影响"。" 7 

185- 预算赤字是军事开支对国际经济的影响的一个恰当的例子，在许多国家， 

预算赤字是由于大量军事开支造成的，这些赤字每每使国际经济关系反复波动， 

影响利率，操纵国际资金流动。由于军事开支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增长有多方面 

的影响，增加这方面的研究是十分有价值的，从增长率、资本投资和就业方面来 

说，有充分证据显示军事开支影响到各国经济的发展，不过，有关军事拨款和国 

际经济过程的相互关系方面的知识，其可靠性则相差很远。因此，专家小组建议 

联合国支助进行关于军事开支对国际贸易和金融的影响的研究，同时，还需要就 

军备裁减对有关国家的经济的影响和它们对其他国家的经济的间接彩响进行更多的 

研究. 

186.为了向大众解说军备竟赛在社会、经济方面所造成的负担有一个必要条件， 

即军事开支的资料要充分公开，目前不可能就全球军事开支或甚至是军备竟赛中的 

一些主要参与国的军事开支提供可靠的数字，因此，专家小组极力赞成裁军和发 

展之间关系国际会议的有关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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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球和各国军事开支的完备综合数据库，将大大地有助于研究和分 

析军事开支对世界经济和国际经济体系的影响.为此目的，尽可能多的会员 

国应按照对军事预算名具体构成都分所商定而可供比较的定义，向联合国提供 

^事预算的客观资料，关于这一点，目前在联合国进行的有系统地审査关 

于化汇报和比较军事预算数据等问题的工作,应予加强。""8 

187-以前的各项报告和许多大会决议都强调必须继续加紧进行联合国有关军事 

预算的活动，包括收集军事开支数据和加强这些数据的可靠性和可比较性。在达 

成适当的国际协定以便裁减军事开支之前，必须鼓励各国釆取政策，自我抑制军事 

开支，关于这方面，釆用 1 9 8 0年开始使用的国际军事预算标准汇报制度，确 

保军事开支可以有客观的比较性是十分重要的。而且，最好能够有尽量多的国家 

使用这一制度*同时，希望这个汇报制度能够利用各国的会计制度，可靠的军事 

开支数字不但是分析实际军事负担的必要因素，也是谈判和缔结关于裁减军事开支 

的可核査的协定中的重要因素。 

18&军备竟赛仍然引起世界的不利，成为违反《联合国宪章》基本规定和防碍 

国际安全和国际合作的因素，国^作是本报告强调所有有关领域的急切需要.在 

这个意义上，一秉诚意实现《宪章》的各项原则，对于裁军进程和进一步腾出资源 

用于发展需要这两方面都是必需的，并且起着辅助作用，所有这些共同的努力， 

对于加强和巩固集体安全是必不可少的，其中集体安全的原则是《宪章》为维持国 

际和平与安全 所规定的基本和不可替代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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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469/Rev. 1,《军备竟赛和军事开支的经济和社会后果》（联合国出版 

物，出售品编号：耳72工& 16)。 

A/32/88/Rev. 1,《军备竟赛和军事开支的经济和社会后果》（联合国出版 

物 ， 出 售 品 编 号 ： 7 a 工 & 1)。 

A/37/386,《军备竟赛和军事开支的经济和社会后果》（联合国出版物，出 

售 品 编 号 ： s a 工 X 2)。 

参看1 9 8 5年 I 1 月 2 1日日内瓦餘的苏美联合声明全文，载于A / 4 0 / 

1070号文件。 

《裁军和发展之间关系国际会议》（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耳87.工X 

8 ) , 笫 2 0段。 

大会1 9 7 8年 6月 3 0日第S - 1 0 / 2号决议。 

首先作为文件印发，然后以完整标题附上#阖出版物出售品编号的形式出版 

如下： 

《对核武器的全面研究》（AZ35Z392)(出售品编号：E. 81.工‧ 11); 

《裁减军事预算》（Ay35/ 4 7 9 ) (出售品编号：K 81.工‧ 9 ) ; 

《裁减军事预算》（AZ40Z421)(出售品编号：E. 86. I X . 2 ) ； 

《军备和发展之间的关系》（AZ36Z356)(出售品编号：E. 82. IX. 1 ) ; 

《关于建立信任措施的综合研究》（A / 3 6 / 4 7 4 )(出售品编号：82工X 

3 ) ； 一 

《关于常规裁军的研究》（A/39/348)(出售品福¥ : E. 85. IX, 1 ) ; 

《安全的概念》（厶/40^553)(出售品编号：：E. 86. IX. 1 ) ; 以及 

《 关 于 威 慑 的 研 究 》 （ ( 出 售 品 编 号 ： E . 87. IX. 2 ) 。 

A/37/386,第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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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1段， 

'°参看《苏美首脑会议， 1 9 8 7年 1 2月 7日至 1 0曰，华盛顿：文件^资料》 

(新闻一出版社， 1 9 8 7年，莫斯科，第1 1 5页至1 3 2 页 ） . 

"《国际和平研究所 1 9 8 6年年鉴》（牛津大学出版社， 1 9 8 6年，牛津） 

第2 10 - 2 1 1页， 

'
2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A 87.工X 8。 

'， A / 3 7 / 3 8 6 ,第 2 5段， 

" 根据《国际和平研究所1 9 8 6年年鉴》第 2 3 3至 2 3 7页提供的数据计算 

出来• 

"这些结论是根据《国际和平研究所 1 9 8 7年年鉴》第 1 7 3至 1 7 7页提供 

的统计数字而得出的， 

, Robert M. Rosh, "Ethnie Cleavage as a Component of Global Military-

Expenditures" 《和平研究杂志》，第 2 4卷，第 1期（ 1 9 8 7年），第 2 1 

至3 0页， 

" 根据《 1 9 8 6年至 1 9 8 7年军事均衡》的资料，第 2 2 2页 . 

"这是《真理报 ,》， 1 9 8 7年 1月 2 3日，提供的苏联官方数字. 

"关于进一步的资料，参看《国际和平研究所1 9 8 7年年鉴》，第2 4至 3 7 

页. 

8 0从《国际和平研究所 1 9 8 6年年蒌》第 1 2 9页的资料计算出来。 

" 《 真 理 报 》 资 料 ， 1 9 8 7 年 3 月 1 3 日 . 

"《国际和平研究所 1 9 8 6年年鉴》，第12 9页.根据这一资料来源，估 

计苏联从19 8 1年至1 9 8 5年进行了1 1 3次试验. 

n A/43/58,附件，第一节， 

*美国，《国务院简报》，笫 8 7卷，第 2 1 2 8号（华盛顿），第 3 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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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参看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下列文件 : S / 1 6 4 3 3、 S/17127^ Add. 1̂  S / 

1 7 9 1 1和 C o r r . l̂ i Add, 1 和 & 和 S / 1 8 8 5 2 和 C o r r . 1和 A d d . 1. 

"这些和其他有关常规武器的问题在A/39/348,《常规裁军研究》各章有更详 

细的讨论（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85.工X 1). 
2 7 同 上 ， 

2 8

 A/37/386,笫58("段， 

"《裁军和发展领域箸名人士小组联合宣言》（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a 

86.工疋5 ) , 第 3 段 . 

5 0《国际和平研究所 1 9 8 6年年鉴》，第2 9 9页. 

" 同 上 ， 第 2 9 9和 3 0 2页， 

"关乎三个主要军事支出国家的军事研究和发展的组织方面的系统比较，参看 

Raimo Vayrynen,"军事研究和发展与科学政策"，《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第 3 5卷，第 1期（ 1 9 8 3年），第 6 1至 7 9页， 

"参看 "调査：高级科技 "，《经济学家》， 1 9 8 6年 8月 2 3日，第 8页. 

'*参看Harvey Brooks,"作为科学政策的战略防御计划"，《国际安全》，第11 

卷，第 2期（ 1 9 8 6年），第1 8 1 页 . 根 据 1 9 8 3至 1 9 8 6年期间 

的数据，在最大的2 0家战略防御计划承包公司中，头五家公司为劳伦斯.利 

弗莫尔国家实验室（$7. 2 5亿）、通用汽车公司（ 2 9亿）、洛克希德 

公司（ 2 1亿）、汤普森。拉莫 •伍尔德里奇公司（ $ 3 « 54亿）和麦克 

唐纳 ‧道格拉斯公司（ $ 3 . 5亿），参看《科学文摘》， 1 9 8 6年 8月， 

第 5 3页， 

"参看 S t e p h a n i e Neumann "国际分工和第三世界军事工业"，《国际组织》， 

第 3 8卷，第 2期（ 1 9 8 4年），第 1 8 6页 . 

5 6参看Robert E. Looney ̂  P.C. Frederiksen,"当前拉丁美洲武器生产商概览， 

《国际组织》，第4 0卷，第 3期（ 1 9 8 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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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军火工业种种形式的工业化的系统分析，参看Helena Tuoml和 ̂ i - o 

Vayrvnen《跨国公司，军备和发展》（Gowr , 1 9 8 2年，伦敦） • 

关于冲帐协定，参看Stephanie Neuman,"国际军火市场的冲帐"，《1985 

年世界军事开支^武器转,》（1985#»美京华盛顿），（美国军备控制和裁 

军署），第 3 5至 4 0页 . 

， B参看例如Christian Schmidt ,"国防工业备选措施"，载于《促进发展的国家 

和财政资源》，第二卷，S' B e r n e r 和 L . Taylor编（麦克米伦出版社，1 9 

8 7年，伦敦）。 —― 

，， 关于美国的情况，参看V'illia" J, Veida和 Frank L. Ge.rtcher ,《国防政 

治经济学》（Boulder巿Westview出版社， 1 9 8 7年），第 1 2 3至 1 2 4 

页.关于美国军火工业的透视和深入研究，参看Jacques S. Gansler国防工 

业》（马萨诸塞州剑桥市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出版社；1 9 8 1年）.关于法国 

的情况，参看Pi^re Dussauge,《法国的武器工业》（经济出版社，19 8 6 

年，巴黎）。 

" 参看例如David Hollovay "苏联"一文,载于Nicole Ball^O Milton Leitenber^ 

编辑的《国防工业的结构》（纽约St. M a r t i n 出 版 社 ， 1 9 8 3年），第 

5 0至 8 0页.该书还载有各国军火工业的研究，例如美国 (Judith Reppy )、 

法国（Edvard A. Kolodziej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Michael Br^oska 和意 

大利 (Sergio A. Rossi ) ‧ 

" 参看Michael Brwska 和Thomas Oh la on ，"笫三世界的武器生产概览"， 

载于Michael Brzoska和Thomas Ohlson编辑的《第三世界的武器生产》内 

(伦敦，Tayior和Francis , 1 9 8 6年），第 7至 3 3页 . 

" 同 上 。 

* '参看Helena Tuomi^iRaimo Vayrynen,前引书• 关于进口取代经济体系中武 

器生产的个案研究，参看Ron Ayres ，"武器生产作为进口取代工业化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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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形式：土耳其的例子"，《世界发展》，笫1 1卷，第 9期（ 1 9 8 3年）， 

第 1 3 - 2 3页， 

详见Herbert Wulf 在"发展中国家"一文，载于Nicole B a l l和 M i l t o n 

Leitenber^编辑的《国防工业结构》"(纽约St. Martin's出版社），1983 

年，第 3 1 0至 3 4 3页 .关于个别第三世界国家的军火生产，见 M i c h a e l 

Brzoska和Thomas Ohlson ，前引书， 1 9 8 6年，又E《新兴国家：第三世界 

的防卫和安全》，Rodney W。 Jones 和 S t e v e n A. Hildreth主编，（纽约, 

普雷格出版社， 1 9 8 6 年 ） . 

Herbert Wulf ，前引书，第3 2 8至 3 3 6 页 ； 和 m c h M l B r z o s k a 和 

Thamaa Ohlson ，前引书，第2 8 1至 2 8 5页. 

参看Riôhard F Grimiett ,"主要供应国转让给第三世界的常规武器的趋势, 

1 9 7 9至 1 9 8 6年"，（《国会研究服务》：1 9 8 7年，美京华盛顿.） 

《国际和平研究所1 9 8 6年年鉴》，第3 2 4页. 

同上，第 3 2颁。 

同上，第323-327页，全球军火转让的下降由另一资料来源加以证实，该: 

来源估计1 9 8 5年全球军火转让的价值，按1 9 8 3年的定值美元计,是$ 

2 7 0 亿 ， 1 9 8 4年则为$ 4 0 3亿.发展中国家输入军火的数值从$ 

3 2 3亿降至$ 2 0 3亿；见《世界军事开支和军火转让， 1 9 8 6年》（美 

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 1 9 8 7年，美京华盛顿）,关于这一减少趋势的进 

一步分析资料，请参看Christian Schmidt "关于国际军^市场问题"， 

{Chroniques S . E . D . I . S .》，第 3 ^卷，第 1 1期（ 1 9 8 7 ^ ) ， ^ 3 9 2 

至3 9 9页， 

《国际和平研究所1 9 8 6年年鉴》，第3 2 5至 3 2 6页. 

参看 M i c h a e l T。 Klare , " 贸 易 状 况 ： 1 9 8 0年代全球军火转让的格局"： 

《国际事务杂志》，第4 0卷，第 1号（ 1 9 8 6年），第 7至 1 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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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Brzoska和Thomas Ohlson ， 前 引 书 ， 1 9 8 6 年 , 第 3 0 至 3 1页. 

" 参看例如"宇宙航行空间的防卫"《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 9 8 6年 4月 2 4 

日，第B 1至7页；和"飞机制造商飞行于凄风苦雨之中"，《商业周刊》， 

1 9 8 7年 6月 8日 ， 第 6 2 B - D页 . 

w

 A / 3 7 / 3 8 6 ,第 6 3 - 7 8段。 

" 关于这类资源系统纲领，见Kenneth R u d d l e和： D e n n i s A . R o n d i n e -

Hi:《为人类发展改造自然资源：发展政策的一项资源系统纲领》（NETS— 

2 2 / U N U P - 4 6 9 )，（东京，联合国大学， 1 9 8 3年）。 

见 H e l g e H v e e m ,"矿物作为战略政策和行动中一项因素"，载于《战略 

政策和行动中的环境因素》，Arthur H . W e s t i n g主编（牛津，牛津出版 

社 ， 1 9 8 6年），第6 0 — 6 4页。 

" 详 情 见 H e l g e H v e e m , 前 引 书 ， 笫 6 1页；以及 A / 3 7 / 3 8 6 ,第 7 3段。 

" 同 上 。 表 6 所 列 数 据 适 用 。 

，， 关于# ^分析》 j^Erilc S o l e m n A n t o n y E . G. S c a n i a n , "石油和天 

然气作为战略政策和行动中的因素：一种长期观点"，载于《战略政策和行动 

中的环境因素》，Art H u r H .Westing主编，（牛津，牛津出版社，1986 

年 ） 第 3 8 — 5 4 页 。 

6 0 参看 A / 4 2 / 4 2 7 ,第 2 9 0 - 2 9 5页。 

" 见 A l e x a n d e r A . Arbatov , *石油作为战略政策和行动的因素：今与昔， 

载于《战略政策和行动中的环境因素》。Arthur H . W e s t i n g主编（牛津， 

牛津出版社， 1 9 8 6年），第 2 1 — 3 7页。 

" 详 情 见 A L G e d i c k s "新资源战争"，《原料报告》，第1卷，第2号（19 

8 2 年 ） ― , i ? — 1 3页。 M a t s H a m m a r S t r 6 - m 的 一 餅 细 研 究 报 告 《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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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力获取资源：对原料的需求以及大国对较不发达国家的军事干预》（乌普萨 

拉，乌普萨拉大学和平与冲突研究系，1 9 8 6年）赞成关于矿物因素一般不 

会挑起战争的结论，Hainiiiarstri)' m调査了美国、英国和法国对发展中国 

家的军事干预，他发现在列强中，只有一次在干预和对矿物的依赖之间存在 

着一种明显然而不甚强的相互关系。在其他事例中，这种相互关系微不足道 

或不存在。 

F e r n a n d o G o n z a l e z - V i g i l , "新技术、工业结构改革和变化中的金 

属消耗模式"。《原料报告》，笫3卷，第3期（1 9 8 5年），第1 1 — 

3 1页。 

例如，jiArthur H . P u r c e l l ,《最优利用资源与世界和平》， O c c a 

s i o n a l P a P e r 30 (马斯卡廷，衣阿华斯坦利基金会，1 9 8 2年）。 

见"次要金属的主要效益"，《经济学家》，1 9 8 6 年 8 月 2 3 日 ， 第 6 5 

页。 一 

J ^ J a c q u e s A b e n和 R o n S m i t l i , "联合王国和法国的防卫和就业", 

载于《和平、防卫与经 *析》 , C h r i s t i a n S c h m i d t和: F r a n k B l a -

c k a b y主编，（伦敦，麦克米兰，1 9 8 7年），第3 8 4 — 3 9 8页， 

《军备竟赛和军事开支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A/37/386),第5 8(e)段。 

提交给国际劳工组织召开的裁军与发展关系国际会议的题为"裁军与就业"的 

论 文 ， 1 9 8 6年4月，（A/COIO: 130/PC/IÎOV15),第2段。 

见美国军备管制和裁军署，《1 9 8 6年世界军事开支和军火转让》，（华盛 

顿 特 区 ， 1 9 8 7年），第5 9 —6 2页。 

W i l l i a m J". Weida和：Frank L. G e r t c l i e r , 《各国国防的政治经 

济》，（博尔德，西景出版社，198 7年），笫1 4 7 — 1 4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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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 M i c h a e l ；Brzoska ，"西欧军火生产的经济问题"，载于《军事化和军 

火生产》， H e l e n a T u o m i和 R a i m o V a y r y n e n主编， (伦敦，格鲁姆. 

海尔姆， 1 9 8 3 年），第 6 7 — 6 9页。 

7 2 D a v i d K . H e n r y 和 R i c h a r d P . O l i v e r , 前引书,第6 — 9页。 

，， 见 R e b e c c a ：Blank和；Emm a Rotlisliild , "美国国防支出对就业和产 

量的影响"，《国际劳工评论，笫12 4卷，第6期（1 9 8 5年），第689~ 

6 9 3页。 

" 同上，第6 7 8 — 6 8 5页。 

" M a r e k THee,《军事技术、军事战略与军备竟赛》，（伦敦，格鲁姆、海 

尔 姆 ， 1 9 8 6年），第1 0 7— 1 0 8页。 

"关于这类分析，详见工 a n g d o n W i n n e r ,《鲸鱼与反应堆：在尖端技术时 

代寻求界限》（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 9 8 6年）。 

"
l u

g " 'nwrs^on,"为了实现裁军，瑞典将军用生产转为民用生产"， 

1A卷：背景，事实和分析》（斯德哥尔摩，利伯，1 9 8 4年），第133— 

1 3 4页。 

7 8 详 细 分 析 见 M a r e k T H e e ,前引书；以及；Bernd W . K u b b i g , "军用一 

民用副产品：诺言、前提和问题"，《发展与和平》，第7卷，第3期(1986 

年），第1 9 9—2 2 7页。 

" I n g a T h o r s s o n ,前引书，第 1 3 7页。 

80
 R o b e r t W . D e G r a s s e ,《军事扩张，经济衰退》，（纽约，M.E. S h -

a r p e , 1 9 8 3 年），第 3 0—3 3页；和;Bernd W . K u b b i g ,前引书， 

笫2 1 2 — 2 1 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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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分析见 A s h t o n B . C a r t e r ,通讯技术和弱点"，载于《管理核行动》 

A s h t o n B . C a r t e r ^ J o h n D . S t e i n b r u n e r和 C h a r l e s A . 

2 r a k e t主编，（华盛顿特区，布鲁金斯研究所， 1 9 8 7年），笫217— 

2 8 1 页 。 

；Berndw.Kubbig,前引书，第20 9 — 2 1 1页。 

见 H e l e n a T u o m i和 R a i m o V a y r y n e n ,《跨国公司、军备与发展X奥 

尔德肖特，古厄， 1 9 8 2 年 ） ， 笫 2 3 8— 2 4 7页。 

见 A k i n ï-adahunsi,《发展程序和技术》（乌普萨拉，斯堪的纳维亚非洲 

问题研究所， 1 9 8 6年）。 

联合国出版物，销售品编号:E . 8 7 - I X . 8 )，第 3段， 

S t e v e C H a n , " 军 事 开 支 和 经 " 丁 — 《T à—8—6;世界军事开支和军 

火#ih》（华盛顿特区，美国军备管制和裁军事务署，1 9 8 7年），第 2 9 ~ 

3 0页。 

见 M i c h a e l B r z o s k a ，"军事开支的报告"，《和，究杂志》，笫 8 1 

卷，第 3期（ 1 9 8 1年），第 2 6卜 1 7 7页；和 H a l c a n W i l b e r g , "衡 

量军事开支：目的、方法、来源、合作和冲突"，同上，第1 8 卷 ， 第 3 期 

( 1 9 8 3 年 ） ， 笫 1 6 1 — 1 7 7 页 ， 以 及 G a r y G o e r t z和 P a u l ：F . 

D i e h l , "衡量军事拨款：不同方法的比较"，《解决冲突杂志》，第 3 0卷, 

第 3 期 （ 1 9 8 6 年 ） ， 第 5 5 3 — 5 8 1页。 

W i l l i a m J . D i x o n 和 B r u c e M o o n , "军事负担和人类基本需求", 

《解决冲突杂志》，第 3 0卷，第 4期（ 1 9 8 6年），第 6 6 0 — 6 8 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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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H e n d r i k de H a an,"军事开支与经济增长：某些理论"，载于《军事 

开支的经济学》， C h r i s t i a n S o h m i d t主编（伦敦，麦絲伦， 1 9 8 7 

年，第8 7 — 9 7 页 ） . 

S a a d e t Deger,《关于军事开支和资本形成、生产力、经济增长和竟争力 

的跨部门分析》（1 9 8 6 年 4 月 3 0 日 ) ( A / C O K F . 130 / 1 ^ / 1 1^/16)， 

第 5页。 

Ad ne Cappelen, N i l s Petter G l e d i t s c h和 O l a v Bjer k h o l t ， "经合发组织国家 

的军事开支和经济增长"，《和平研究杂志》，第2 1 卷 ， 第 4 期 （ 1 9 8 4 

年），笫3 6 1 — 373页。不能将军事开支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积极的历时 

关系扩大，以适用于防卫努力同保健和教育方面的政府开支之间的关系。在 

美 国 ， 1 9 4 1年至1 9 4 9年之间，不存在系统的关系：见Bruce M. Rus s e t t 

"防卫开支与各国福利"，《美国政治学评论》，第76卷，笫4期（1982 

年 ） ， 第 7 6 7 — 7 7 6 页 。 

Mils Petter Gleditsch.《军事开支和经济结构，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军事开支 

和经济结构》（ A / c o i o y p c /工: o y i 4 ) , 1 9 8 6 年 4 月 2 9 日 ， 第 8 页 。 

亦见Saadet Oeger ,前引书，第5页；和Steven Chan ，前引书，第3 1页。 

欲知对有关研究的调査结论的审查，见Giiram U n d g r e n ，《工业化市场经济画 

家的军备和经济情况》（乌普萨拉，乌普萨拉大学和平与冲突研究系，1985 

年），第 9 — 1 8页。 

Adne Cappelen, N i l s Petter G l e d i t s c h和 o l a w Bjer k h o l t ，前引书。 这似乎 

可作为非洲情况的范例，见HAigbokhan,"较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成长和军事 

开支"，《非洲和平研究所通讯》，第1 6号（ 1 9 8 7年），第5-12页。 

《军事开支与经济结构，特别是中央计划经济的军事开支与经济结构》，莫斯 

科世界经济学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提交裁军和发展之间关系国际会议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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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6 年 4 月 2 4日（A/COUP. iso/Pc/iirayis ) ， 第 4 一 5页。 

P a u l M. J o h n s o n $1 R o b e r t A. W e l l s , " 1 9 5 1— 1 9 8 0年苏联军事和民 

用资源分配 "，《解决冲突杂志》，第 3 0卷，第 2期（ 1 9 8 0年），第 

1 9 5 — 2 1 9页。 

见 A u g U 3 t。 v aras ，"军事开支的经济影响：军事开支与发展程序"，《裁军》， 

笫 9卷，第 3期（ 1 9 8 6年），第 8 5 —8 6页。 

见A/36/356,《关于裁军同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 

编 号 ： 8 2 工 X ，第18漱。 

Saadet D e g e r和 R o n smith ，"较不发达国家的军事开支和增长"，《解决冲 

突杂志》，第2 7卷，第 2期（ 1 9 8 3年）；和Saadet Deger ,前引书，第 

1 6 - 1 8页， 

见 A l f r e d Maizels ̂  Sachiko K. Nissanke , "发展中国家军事开支的决定因^ 

《世界发展》，第 1 4卷，第 9期（ 1 9 8 6年），第 1 1 2 5—1 1 4 0页. 

DauidLim, "较不发达g家的增长与防卫"，《经济发展与文化变革》第 3 1 

卷，第 2期（1 9 8 3年），第 3 7 7— 3 8 4页。亦见 ^ g u s t o V a r a s , 前 

引 书 ， 1 9 8 6 年 ， 第 8 7 — 8 9 页 ， 

A/COITF. 1 3 0 / P C /工] O V 1 5 ，第 3 — 4段。 

关于美国分包问题的分析，见Jacques S. G a n s l e r ，《国防工业》，（麻省剑桥， 

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 1 9 8 1年），第 1 2 8 — 1 6 1页. 

美国最近出于安全理由，决定阻止藤津有限公司收购费尔柴尔德公司，就证明 

了这一点。见《新闻周刊》， 1 9 8 7 年 3 月 3 0 日 ， 第 5 0 页 ， 

见Hugh G.Mosley,《军备竟赛：经济和社会后果》，（麻省列克星敦，列克星 

敦图书公司， 1 9 8 5年），笫 8 9 — 1 0 0页；和 J a c q u e s A b e n和 N i c o l a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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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a u r e s ,"法国国防和就业"，《国防问题》，蒙彼利埃大学，―、Les C a h i e r 

du Séminaire Ch. G i d e ,第十五卷（蒙彼利埃， 1 9 8 2年），第154 —192 

页。 

0 6

 Rebecca B l a n k 和 E m m a R o t h s c h i l d , "美国国防支出对就业和产量的影响"， 

《国际劳工评论》，第12 4卷，第 6期（ 1 9 8 6年），第 6 9 5页。 

0 7然而，关于生产力增长的原因及军事开支在其中的作用，经济学家往往持不同 

意见；见Hugh G. I ^ s l e y ,前引书，第 7 3 — 7 5页。 

108
 见 R o b e r t W. DeGrasse ,《军事扩张，经济衰退》（纽约， M. E. s h a r p e ,1983 

年），第3 0—3 3 页 ， 亦 见 N i c o l e Ball, "转变劳动大学：工业化国家国 

防工业的转变"，《国际劳工评论》，笫 1 2 5卷，第 4期（ 1 9 8 6年）， 

第 4 0 9— 4 1 2页。 

见A/36/597,《关于裁军同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国际安全的研究》（联合国 

出版物，出售品编号：82 IX 1)，第21 1-215段；和《sran Lindgren,前 

引书，第19-23页。 

" °见 H u g h G. M o s l e y ,前引书，第 1 0 0 — 1 0 8页. 

m

 A/37/386,第60-62段。 

"
2

 A n t h o n y J. Dolman ,《资源、政权、世界秩序》（纽约，珀格蒙出版社，1981 

年 ） . 

，'，见Han/ey B r o o k s ，前引书，第 1 8 2页. 

"*例如见 R a j u Thomas,"印度的核方案和空间方案：防卫还是发展？"《世界政 

治》，第3 8卷，第 2期（ 1 9 8 6年），第315-342页。 

"，例如见"战略防御计划的成与败"，《科学篓国人》， 1 9 8 6年 1 1月号， 

第 5 4 - 5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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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ey Starr"等，"国防支出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解决冲^杂志》，第28 

卷 ， 第 1 期 （ 1 9 8 4 年 ） ， 第 1 0 5 — 1 1 2 页 ， 

见 W i l l i a m J. W e i d a 和 F r a n k L. Gertcher,《国防的政治经济》，（博尔德， 

西景出版社1 9 8 6 年 ） ， 第 1 4 9— 1 5 3页。 

A / 3 6 / 5 9 7 , 笫 2 0 氣 

关于某些实验结论，见Harvey S t a r r 等 ， 前 引 书 ； 第 1 1 6 — 1 2 0 

页。 

M i c h a e l B r z o s k a ,"第三世界国家同军事有关的外债"，《和平研究 

杂志》，笫2 0卷，第 3期（ 1 9 8 3 年 ） ， 第 2 7 1—2 7 7页。 

见 R i t a W i l l i a m s T u l l b e r g , "不产石油的发展中国家同军事有关的 

债务" ,载于《和平、防卫和经絲析》， F r a n k H a c k a b y 和 C h r i s h -

a n S c h m i d f主编（伦敦，麦克米伦， 1 9 8 7年）笫 3 0 2 — 3 1 6页 . 

T u l l b e r g , 前 引 书 , 1 9 8 7年。 

见 A i d o F e r r e r , "阿根廷的外债危机"，《 1 9 8 5年第三世界事务》、 

(伦敦，第三世界社会和经济研究基金会，1 9 8 5年）。 

R o b e r t E . L o o n e y 和 P . C . F r e d e r i k s e n , "发展中国家的国防 

支出、政府外倩和增长"，《和平研究杂志》，第2 3 卷 ， 第 4 期 （ 1 9 8 6 

年），第3 2 9 — 3 3 7页；和RotoerU E ' Looney , "拉丁美洲可能进 

行军火生产者的财政羁绊"，《当前和平与暴力研究》，第10卷，第4期 

( 1 9 8 7年），第 1 5 9 — 1 6 8页。 

关于比较详细的分析,见 D r a g o s l a v A v a r a m o v i c l i , "发展中国家出 

口商品危机造成的不景气"，《笫三世界季刊》，第8卷，第3期（198脾）， 

第 9 5 3 — 9 7 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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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i t a MeWeJliams Tullberg,《军火转移，同军事有关的债务和返销贸易》法语 

经济学家国际会议，弗里堡大学，1 9 8 7年 6月1日至3日，第7 - 1 3页。 

亦见Stephanie Neuman,"国际阶层和第三世界军事工业"，《国际组织》第 

3 8 卷，第 2号（ 1 9 8 4 年）。 

1 2 7见A/39/311,附件。 

2 8见拉加经委会执行秘书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危机和发展"，《拉美经委 

会评论》,第2 6期（1 9 8 5年），第 2 6页Î ^ O S t e p h a n y G r i f f i t h 

J o n e s , "国际债务问题,展望和解决方法"，《訂 D E R工作文件》（赫 

尔 辛 基 ， 1 9 8 7年），第1 7 — 1 9页。 

" S o s e p h R a m o s , " 1 9 7 4 — 1 9 8 3年南部锥形地带的稳定和调整政 

策"，《拉美经委会评论》，第2 5 期 （ 1 9 8 5 年 ） ， 笫 1 0 4 — 1 0 8页。 

'° D o n a l d H o r n e ,《公共文化：工业主义的胜利》（伦敦，普卢托出版社， 

1 9 8 7 年 ） ， 笫 8 7 — 9 1 页 ， 

R TB . J. W a l k e r , "文化、演说、不安全"，载于《迈 I ^ f 正的界 

和平》 , S a u l H . M e n d i o v i t z 和 R , B ‧ S , W a l k e r主编 (伦敦 , 

巴特沃思，1 9 8 7年），第1 7 6— 1 7 8页 . 

R o b e r t A ‧ Hi'nde ,"信任、合作、义务与国际关系-"，《当前和平与 

暴力研究》，第10卷，第2—3期（1 9 8 7年）第8 3 — 9 0 页 。 亦 见 

W a l k e r ,前引书，第1 8 4 — 1 8 7页， 

' " T a p i o va ri s等在《和平与交流》中探索了群众的作用（圣何塞，和平大 

学 出 版 社 ， 1 9 8 6年）。 

， " E . B u r g o v , "军事化的经济负扭，争取安全的方式"。《和平与安全 

科学研究理事会，（莫斯科，诺卡出版社1 9 8 6年）第6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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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g h Thorsson ,"争取裁军，瑞典军用生产改为民用生产的情况"，第 

1A卷，《背景事实与分析》（斯德哥尔摩，利珀，1 9 8 4年），第222— 

223页 0 全 面 分 析 请 见 S. Nad e l , "Sotsialno-ekonomiches Kaya 

apologia gonki vooruzhenya i deistvitelnost"《Mirovaya ekonomika i 

mezdunahodnie otnoshenya》第2号（1 987年），第41—51页' 

1 5 6

 A/CONE. 1 3 0 / P C / Ï W 1 5 , ̂  8-9^；和Ingh Thorsson,前引书，1984 

年，第 2 9 2 - 2 9 3页。亦见SeymoM Melman ，"军事经济改为民用经济的问题" 

《和平建议简讯》笫1 6卷，第 1期（ 1 9 8 5年），第15-18页。 

'，7 R . P a r a m a z y a n ,《裁军与经济》（莫斯科，进步出版社， 1 9 7 8年）， 

笫 1 1 8 — 12 1页， 

1 5 8例如见"经济调整/转变"，总统经济调整委员会编写的报告(华盛顿特区， 

五 角 大 楼 ， 1 9 8 5年）。 

"3 6 50110 1^1^11 1 1£1 31,前引书，第18-19页；及厶/€!0]01 1 3 0/PC / I I O V 1 5 , 

第 1 1 - 1 3页' 

'*° Thorsson,前引书；和Nils Petter Gleditsch, Olav Bjerkholt, Adne 

Cappelen Knut Mourn "转变的经济影响：挪威个案的分析"载于《军事化与军 

火生产》，Helena Tuoinl和Baimo Vayrynen (主编）（伦敦，格鲁姆‧海尔姆， 

1 9 8 3年），第225-258页。关于西欧转变工作的分析，见欧洲工会研 

究所，"裁军和武器工业改为民用生产"，载于MacGraham, Richard J a l l y 和 

Chris Smith主编《裁军和世界发展》（第2版）（Itorgamon出版社，1986 

年，纽约），第205-224页。 

" 见 K l a u s E n g e i h a r d t ,"军事研究和发展的转变，现实主义还是一厢情 

愿？ " s《国际劳工评论》，第 1 2 4卷，第 2期（ 1 9 8 5年），第 1 8 1 — 

1 9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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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A/50/553,《关于安全概念的研究报告》（联合囯出版物，销售品编号： 

E . 8 6 . I X . 1 ) ,其中有关于安全的各种观念的讨论。报告详尽探讨了安全 

的各层次、方面和学说。 

A/37/386,第(3)段。 

U 4

 Hugh G. Mosley,《军备竟赛：经济和社会后果》（ l e x i n g t o n， M a s s .， L e x i n g t o n 

Books, 1 9 8 5 ) ,第35—143页。 

'*， Ruth Léger Sivard,《1987—1988年，世界军事和社会开支》（World 

Priorities, Inc.华盛顿特区1987年) 

引自瑞典代表团的帕尔梅夫人在1 9 8 8年4月儿童基金会执行局会议上的发 

H » 

"7实例可见Robert W. DeGrasse, 《军事扩展,经济衰弱》(Council on Economic 

Priorities, 纽约1 9 « 3 )军事开支对先进工业社会支柱的机床工业消极 

影响载于Athony DiFilippo,《军事开支和工业衰弱：美国机床工业研究》 

(Westpo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86) 

1 4 8这一问题的概述见Lee D. Olvey, James R. Golden和Robert C. Kelly, 《国 

家安全经济学(Wayne, N. J " Avery Publishing Group, 198U)笫340~348页。 

, M

 Robert Gilpin，《战争和国际制度的变化》，（剑桥大学出版社，剑桥，19 

8 1年）。 

"o A/37/386,笫113—125页 

'-'区域安全的问题已在1 9 8 2年的报告第126—131段中探讨，另见《共同安 

裁军和安全问题独立委员会的报告》（』Books伦敦1 9 8 2 )，第12^~-

134页。 

"裁军与发展"，《裁军和发展领域知名人士小组联合宣言》（联合国出版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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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品编号 E . 86. I L 5 )第2 8(b)段。 

关于对安全的全面定义的倡议，见Richard Ullman,"重订安全定义"，《国 

际安全》第8卷第1期（1 9 8 3 ) ,第1 2 9 - 1 5 3页。 

联合国出版物，销售品编号E. 8 7 . I X . 8，第1 4段。 

大会笫S—10/2号决议。 

《裁军和发展领域知名人士小组的联合宣言》（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86. I X . 5)，笫2 8(e)段。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187 . I X . 8,第3 5(c)W(e)段。 

同上，笫3 5(c)Md)段。 

Digitized by UNOG Libra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