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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的前言

大会于其1 9 8 2年1 2月1 3日第37/95B号决议内请秘书长在合格专家 

小组的协助下取得各国的自愿合作，承担编制参与国军事开支的价格指数和购买力 

平价的任务.大会又请秘书长在其第三十八和三十九届会议上提出报告，并且向 

其第四十届会议提出最后报告.

秘书长根据该项决议，在同各会员国协商后任命了裁减军事预算专家小组的成 

员，并且就该小组的工作情况分别在1 9 8 3年和1 9 8 4年向大会第三十八届和 

第三十九届会议提出进度报告（见4^38,354和Corr.l和A/39,3").

专家小组已编制关于愿意参与这项工作的会员国的价格指数和购买力平价，因 

此已经完成了大会第37,95B号决议规定的任务.

秘书长愿对专家组成员所作的一致报告表示感谢，他将把此项报告提交大会审 

议，应当指出的是报告中所载意见和建议是专家组成员的意见和建议。在这方面， 

秘书长愿意指出的是，在有关裁军的这个复杂领域，他不能对专家们所完成的工作 

的所有方面加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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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文函

1 9 8 5年6月1 4日

敬启者，

谨随函附上阁下按照大会1 9 8 2年1 2月1 3日第37/95Bf决议第5段任 

命的裁减军事预算专家小组的报告。

按照决议任命的专家如下：

维托•卡波拉索上校

意大利罗马，国防部，军团一陆军参谋部行政司令， 

陆军参谋部后勤行政署长

汉斯•克里斯琴•卡斯先生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防部，

规划和预算秘书处副主任

何塞•恩西纳斯•德潘多先生 

秘鲁利马，利马大学教授 

(研究休假）

丹尼尔•加利克先生

美国华盛顿，美国军备管制和裁军署，

高级经济学家

斯蒂芬•奥•马蒂斯库先生 

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 

中央统计局，高级经济学家

维克托•奥德卡上校 

尼日利亚拉各斯，

尼日利亚陆军财政和行政学校校长



•vil

本杰明•帕尔沃托先生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国防和安全部，军需总监

本报告是在1983年2月和1985年5月期间编写的。在这期间，小组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了6次会议；即在1 9 8 3年3月7日至1 1日，8月8日 

至19日，1 9 8 4年2月6日至1 7日和7月9日至2 0日，1 9 8 5年2月1.9 

日至3月9日和6月10日至1 4日举行了会议。

获任命参加小组1 9 8 3年第一届和第二届会议的罗马尼亚专家斯蒂芬•奥• 

马蒂斯库先生于1 9 8 4年6月6日由阿卡迪耶.萨苏上校接替.1 9 8 5年5 

月2 1日萨苏上校又由格奥尔吉•勒帕达上校接替。意大利的维托•卡波拉索上 

校在出席1 9 8 3年的两届会议和1 9 8 4年的一届会议以后由加埃坦诺，巴塔格 

利阿上校接替，巴塔格利阿上校出席了 1 9 8 5年的两届会议.

法国格勒诺布尔大学的雅克丰塔内教授任顾问，协助专家小组工作。裁军事 

务部的费赫米•阿勒姆先生担任专家小组秘书。现为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 

的前联合国统计处人员艾伦•赫斯顿教授也提供了宝贵的协助。

我已按照大会第37/95B号决议分别在1 9 8 3年和1 9 8 4年向你提交了 

两份进度报告.专家小组请我以小组主席的身份代表小组向你转递这份由小组一 

致通过的最后报告。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汉斯•克里斯琴•卡斯（H ) 

裁减军事预算专家小组主席

此致

纽约

联合国秘书长

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阁下



第一章

导言

A.历史背景

1. 联合国长久以来一直关切裁减军事预算问题•认为它是一项裁军办法和是 

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目的.特别是为使发展中国家获益而拨用更多资源的一个步骤.

裁减军事预算这个项目是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昶国联盟倡议下于1 9 7 3车列入大 

会二十八届会议议程的，导致大会在1973Æ12月7日通过第3093AUXVEI) 

号决议• 该决议要求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裁减军事预算百分之1 0•把因 

此而节省下来的部分经费拨用于提供发展援助.

2. 针对上述建议•一些会员国指出在比较和核实目前公布的国家军事预算方 

面所涉及的困难.大会后来在墨西哥倡议下诵过第3093B(XXVHI)号决议，请 

秘书长在一个合格专家小组协助下编写一个关于这个问题的损告，并且把范围扩大 

到包括其他具有主要经济和军事潜力的国家，该专家小鉬于1 9 7 4东提交了一 

份损告、由秘书长转递给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揭告指出问题的复杂性.特别 

是关于军事预算的范围和内容的公认定义.U/及裁减军事开支作为一项裁军措施和 

核实问题的复杂性• 为了执行大会1 9 7 4车1 2月9日的第3254(XXIX>号 

决议，秘书长在1 9 7 5车提交一份损告（A/10165和Add. 1和Ad4 2 ) •说 

明各国对这份在1 9 7 4耷较早时候提出的损告的看法和肄议.

3. 秘书长任命的第二个专家小组子1976东向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播出指 

告2 •说明箄事开支概念、定义和景度程序体系的主要组成郁分，该推告又建议 

一个汇报表格作为国际标准化损告制度的一个部分，并建议在这个基础上瑭立这样 

的军事开支损告制度.最后•该小鉬建锣让这个损告制度捅讨作处试验来加以改



4.秘书长在1977车向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提出的损告，提到另一个专家 

小组宙议了损告文书的未来发展情况和审查填损拟议的汇损表格所渉的实际问题. 

该专家小钼认为损告文书的作业试验和改进最好由少数国家进行.虽然它是开放让 

各国参加的• 抽样国家应该反映不同的军事预算和会计制度，并且应该着重军事 

开支庞大的国家的合作.关于通过由若干国家填写汇损表格的方法来试验和改进 

报告文书的工作.专家小组建议应委托由一个在联合国主持下设立的牿设专家小组 

进行.这个小组由在军事预算领域有丰富经验的专家鉬成.各国对这个军事开支 

损告文书试验建议的反应载于秘书长1 9 7 8东提交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的一份关 

于裁减军事预算的损告内（A/S-10/6和Corr. 1和Add. 1 ) • 大会在该届 

会议上重申需要继续宙议便利裁减军事预算的具体步骤.

5.秘书长根据大会1 9 7 8车1 2月1 4日第33/67号决议任命的军事预 

算特设专家小组在1 9 8 0车完成了损告文书的实际试验，拟订了一个汇损表格及 

其说明.1 4个会员国在自愿基础上积极参与这项试验的结杲是，特设小组在其 

1 9 8 0车推告（A/35/479 ,附件）5总结说，指告文书的实际试验已经完成, 

在目前情况下不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试验.不过，这不排除相据以后在执行期间取 

得的经验和通讨会员国的更广泛参与对该文书作进一步的改进.

6. 在这基础上，牿设小纟I建议尽早由所有国家在一个全面和经常的安排下采 

用订正#告文书来报告其军事开支.各国提出的意见也许合导致损告文书的进一 

步改进，小钼认为来自更多国家的意见是有价值的.小组又肆议釆取步骤来促使 

更多P家参与其事和提供关于建议的报告文书的资料.

7. 小组又建议应该进一步研究比较不同国家间和在不同车度里的箄事开支问 

题，以及与裁减军事开支协定有关的核实问题.

8. 可以提到的是，裁军审议委员会在这个时候展开一项同上述一系列活动昶 

其后在该领域的一些专家小纟S活动相并行的活动•目的在于宙议裁减军事开支问题



的略为不同的方面•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决定应该给裁军努力以新的推动，以便 

寻求就以平衡方式冻结、裁减或限制军事开支•和就一切有关方面同意的适当核实 

措施达成协议• 因此.从1 9 8 0车起，大会一直要求裁軍宙议委员会鉴定和拟 

订指导各国在冻结和裁减军事开支领域的汫一步行动的原则，并且考虑到在适当时 

候的适当文件中列入这些原则的可能性.

9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在1 9 8 0年1 2月1 2日第35/142B号决议中注 

意到由特设军事预算小组编写的秘书长的掘告（A/35/479,附件）、并决定采 

用由该小组试验和建议的标准化军事开支损告制度.其后.秘书长在各车度掘告 

中（A/35/479, A/36/353 和 Corr. 2和 Add. 1 昶 2 , A/37/41 挪 Corr.l 

相 Ad丈 1, A/38/434 , A/39/521 相 Add. 1 和 2 和 A/40/313 相 Add. 1 ) 

发表各会员国使用该标准化报告文书提交给他的军事开支情报•

10•大会在同一项决议中又请秘书长在合格特设专家小组协助下，⑻进一步 

改进这个损告文书；㈦宙查在不同国家之间和不同车度里比较军事开支的问题， 

以及同裁减军事开支协议有关的核实问题，并且建议解决办法.

11。秘书长任命的裁减军事预算专冢小组在1 9 8 2年提出报告（VS-12, 

7,附件）*，其中推断军事开支的国际和时际比较的政治和技术方面是密切和持 

续相关的，而政治方面可能甚至是根本方面。各方必须有达成协议解决的政治蒽 

愿，提供进行比较和核实所必需的数据和其他援助。

1之该小组又推断说，就象其他裁军协定一样，必须有一个核实办法，以便保 

证备方面都遵守协定，并且适当地考虑到裁减军事开支协定的性质。小组认为， 

裁减军事开支的谈判应该在其结果不会损害任何国冢的安全的基础上进行；可以在 

全球、区域或分区一级，在核武器国冢、军事上重要的国冢或其他国冢之间达成协 

议，不管这些国冢是不是某军事联盟的成员。



1a小组认为，象现有报告文书那样的可靠报告军事开支的制度和证实有为不 

同国冢编制军事价格指数和购买力平价的可能性，这都会便利今后关于裁减军箏开 

支的谈判。同时，这些措施将会便利一些建议，大意是应把裁军措施节省下釆的 

部分经费用于经济和社会犮展，特别是便犮展中国家获益的犮展。

14小组因此建议经过稍微修改的报告文书应该继续由不同地理区域和使用不 

同的预算和会计制度的国家使用，而秘书长在合格专家小组的协助和谷国自愿合作 

下，应该替各参与国的军事开支编制价格指数祁购买力平价。

本专家小组的任务规定

15.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1 9 8 2年1 2月1 3日第37/95号决议赞赏地注 

蒽到前一个专冢小组的报告（A/S-I2/7,附件）4,并且除了别的事项以外，请 

秘书长在另一个合格专冢小组协助和谷国自愿合作下替各参与国家进行编制军事开 

支价格指数和购买力平价的工作。又就象上一个专家小组所建议的那样，这项工 

作应该包恬对冋题整体的研究，范围如下：

⑻评价这样一项工作的可行性；

(切进行项目和要使用整套方法的设计；

⑻决定所需的数据种类，例如产品说明，价格和统计加杈等；

(d)编制军事价格指数和购买力平价。

c。工作的性质、范围柞目的

16。 报据小组对自己工作任务的理解，它被请逬行的主要是一项技术——统计 

性质的工作。小组需要从各参与国家收集较大量经过细心选择的军事产品和价格 

数据，连同这些国家的详细军事开支情报。小组获任命进行的工作本质清楚地表



明需要一定数量的统计数据。

1又编制价格指数的方法已广为人知和广泛地在使用。^一些国冢已经常地编 

制本国的军事价格指数。不过，目前工作这一部分的一个特殊方面是尝试用简化 

的方法来编制军事价格的指数，同时对所有国冢提供的非常类似的数据适用这个相 

同的方法。采用这个程序所得的结果和经验也许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实际的 

时际比较方法相信是国际裁减军箏开支长期协定所需要的。

1a然而购买力平价概念一般甚少为人所知。最近才获得关于编制柞应用购 

买力平价的实体经验，而且仍然是较为浅薄的经验。由于种种原因，对逬行国际 

经济比较来说，兑换率是相当差的工具，因此，一些时候以来，人们对找寻更适舍 

从事这种比较的工具的努力越来越感到兴趣。因此，诸如联合国国际比较项目，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拉加经委会），经济合作及犮展组织（经舍犮组 

织），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和欧洲经济共同俸（欧经共同体）等国际机构为 

了比较谷别成员国之间的大经济总量，例如国内生产总值、政府开支、私人消费、 

对编制购买力平价作出了特别的努力。一些这类项目所采用的方法和取得的经验 

对小组革身的工作来说是十分重要和很有价值的。

19. 虽然在编制购买力平价方面，民用领域已有先例，目前这项工作是编制军 

事开支购买力平价的第一个尝试。此外，人们很可能犮现民用和军事部门之间有

很大的差别，特别是在数据的供应方面。从这个尊义来看，这项工作可以被当作 

为一项开拓性项目。

20。 尽管有这样的差别和这项工作只集中处理一种开支，它的范围和性质还是 

十分类似于上述一些项目。在这方面，也许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工作通常分配给 

一组常设工作人员进行，这组工作人员专门从事这项工作，在几年内各参与国冢逬 

行密切和持续的合作。专冢小组的任务规定使它要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逬行这项 

工作。



21。然而，专家小组工作的主要目的不在于给参加这项工作的备参与国提供一 

套完全确定的军事价格指数和购买力平价，以便它们能够马上进行军事开支比较。 

这项工作的目的倒不如说是在于评价编制这样的比较工具的可行性，以便阐明在未 

来谈判范围内，为了便利各方达成协议，是否能成功地编制军筝价格指数和购买力 

平价的问题。这就是说，尽管这项工作所产生的指数也许需要进一步改进，工作 

所得的经验应该有助于判断这样的计划是否证实在良好的情况下是可行的。

D.参与的国家

22»大会在第37j5B号决议中请秘书长查明各国是否愿意参与这项工作和争 

取它们的自愿合作，响应秘书长遵照这项请求而给全体会员国发出的普通照会， 

几个国家表示赞同这项工作建议，其中八个国冢——澳大利亚、奥地利、芬兰、意 

大利、挪威、瑞典、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决定积极参与其 

事。

231专冢小组对这些国冢及其指定的联络人在提供小组为了执行其任务而要求 

的资料方面所作的宝贵贡献表示感谢和赞赏。



第二鞏方法论问题 

A.导言

24. 早先的专家小组广泛处理了与设定军事价格指数和购买力平价有关方法论 

问题•该小组的报告（A/S—12/7.附件）于1 9 8 2年提出。4因此，本鞏将 

只简单审查进行时际和国际比较时涉及的最重要方法论问题。关于这些问题的进 

一步资料可特别参考上述报告第三章.

25. 对军事开支进行时际和国际比较须便用基于价格指数和货币购买力的购买 

力平价的特别方法，这些方法已广泛用于经济总合的计算中• 价格指数是衡童价 

格变动的一种手段，有了价格指数就可按不变价格说明连续时期的开支，即真正开 

支。购买力评价是比较各国真正开支的一种手段。它们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价格 

指数.因为它们是比较特定时间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冢同类两品的价格计算得出的• 

价格指数可同购买力平价合并一起.以便能够进行其他时间的国际比较。

B.设定价格指数

26. 目前便用三种主要方法计算价格指数：控斯佩雷斯指数•便用过去生产或 

消费的数量作为加权因数；帕舍指数，便用当前或最近一年的数童；费希尔指数. 

为前两种指数的几何甲数.就选定产品的技术演变情况而作出的假设•所用的是 

一种连锁指数，其方法是将第一年的价格根据这一年的权数同前一年的价格进行比 

较；而第二年的价格则是根据第二年的权数同第一年的价格比较.但是，这种方 

法并不一定可用于计算年份极为有限的价格指数.而现在这个专家小组目前所做的 

正是针对极为有限的年份.因此.小组决定便用简单的帕舍指数.便用这种指数 

似乎较便用拉斯佩雷斯公式略胜一筹.

27. 除了在资料的取得和资料的质量方面会有一些特殊困难以及存在着下文D



节讨论到的一些其他特殊情况外，设定军事价格指数并不是更为困难的推算过程，

而其结果也不会比民间价格指数更不准确。

28. 因此，要选择何种产品.以其价格和杈数来设定价格指数，这往往是很主 

观的.因为不仅要考虑到价格和数量数据（或支出）有无统计代表性.也要考虑到 

是不是能取得这些数据。如果有代录性的支出项目没有被列入价格指数内.真正 

的价格变动将与价格指数所述的变动不同.

29. 只要产品保留其特征，就不存在着比较的问题.但是.如果是就较长的 

时期进行比较时，就有可能出现变化# 如下X所述.可用几种方法来照顾到一个 

时期到另一个时期产品质量的变化.

30. 有时.计算一种假设基础价格是有用的.换句话说.可计算新产品如果在 

基础时期出现时应有何种价格。为计算这种价格.必须决定可被用来解释产品价 

格的产品特征.这就要假定产品的价格同产品的主要特征之间有直接的比例关系. 

但是，这种关系往往不是清楚划定。此外•产品质量的判断因用户不同而有不同。

31. 计量经济宇方法中便用回归技术设定产品价格同该产品几种主要特征之间 

的关系，用这种方式可算出假定价格.但是，回归系数往往很难加以解释.上 

述关系经过一段时间后也通常变得不稳定.

32. 当产品的特征无法用数量说明时.则便用等值分类法产品按其特有的 

质量加以分类.这种方法须便用相当冗长而详细的问题单.分析员本人评价产 

品特征的不同•作为比较各种产品的基础.产品的质量知道得越清楚.这个方法 

的主观性就越少.本研究报告中便用了很多这种方法.

33. 计算价格指数涉及超出技术意义之外的各种选择和假设，因为这些选择和 

假设对评价某一国家遵从减少军事开支协议的程度将有亶要彩响.

34. 计算价格指數就可评价一国开支的冥正变动的重要性，其结果也可用简单



方法用于计算特定的国际比秋研究所未讨论到的时期的购买力评价,

C.设定购买力平价

35. 兑换率通常均被用于比较主要的国民经济总合数B 道憾的是这类比较往 

往会造成严重的错误.在削减军事开支的国际谈判中带来很大的问题.理由如下： 

第一.兑换率只对国内部门有很小的关系.兑换率有时是任意设定的•由经济政策 

所支配•影咽到它们作为其国内市场货帀相对购买力指标的可靠性.兑换率可由 

政府以行政手段或由货币市场的行动加以设定.由于资本的移动，通货膨胀率的 

差异和各国技术、生产与销售能力的受动•市场兑换率会有很大的差别•极不稳定.

36. 购买力平价的性旗可由以下例子说明.如果甲国的医生开支是每天 

10, 000美元•乙国是30, 000法郎，而美元对法郎的兑换率是6法郎对1美元， 

则按照这一比较方法，乙国的医生服务费用是5. 000美元.即甲国费用的一半. 

如果目的是要衡童两国从其各自的开支取得的服务数量（假设两国的医生具有相同 

的生产力），则涉及相应支出的两国医生的数目可作为换算的因数.如果甲国有 

5, 000名医生.乙国有4, 000名，购买力评价可计算如下：（10000/5000)/ 

(30000/4000 ) =0.267美元对1法郎•即3.75法郎对1美元.

37•如果每一医生的平均价格分别为每小时1 5美元和4 5法郎•而这些价格 

是用于作为计算购买力平价的标准.则结果是3法郎对1美元.因此.从我们三 

种不同的假设出发•得出的是把法郎换算成美元的三种指数.这三种指数的差别可 

大到6比3之多.如果茌比较军事开支时决定不用兑换率.则还可便用根据价格 

或数量计算的方法.

计算根据:

(a)

兑换率

(b)

从开支和数量得出的平均价格

(C)

抽样相对价格

6法郎对1美元 3.75法郎对I美元 1 3法郎对1美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8 .设计购买力平价方法是为了避免按兑换率进行比较时所出现的那秭错误。

这种方法须收集选定货物和劳务（项目）的价格和特征的资料以及数量和（或）支 

出的资料。所选定的项目应确切界定，为许多国家所共有，能够代表所分析的分 

类和经济上具有重要性。因此，应要求各国提供相似货物和劳务的价格（或数量）。

39. 基本原则是把具有最大支出权数的货物和劳务包含进去。但是这些货物 

和劳务也应能够代表它们所属的分类。如果某一分类的价格型态在各国当中都是 

一致的，则只须选一种产品即可。另一方面，如果某一特定分类内的产品相对价 

格因国家不同而变化很大，则应选择很多种具有意义的货物和劳务。（对军事开支 

而言，这点是很不好办的问题，因为数据的质量和可取得性都比较缺乏。）通常是 

无法对所研究国家的相同货物和劳务作出清点的。有些装备项目可能不存在于某 

些国家或者只具有极小数目。因此应设法所有国家都具有的产品，并避免对因参 

与国不同而重要性差别很大的项目作出比较。

40. 价格的选择是会产生几个问题的另一个困难事项。例如，应选择薪金总 

额还是毛额？如何考虑社会立法的差异？应使用销售价格还是成本价格？当某一项 

目的成本明显受到津贴或是不合理时如何考虑到机会成本？

41. 当计算购买力平价时，应考虑到下列意见：

⑻所选择的权数应具有该国经济结构的特点；

(切应确立可转换性。如果有三个国家，这就是说PCVŒs) = P(A，C)， 

：P(：B/c),其中P(AZB)是指甲国相对于乙国的平价，C是指第三国。这一性质 

往往与前述条件不相容；

(c)根据一国的权数计算的国际价格比较未能充分说明该国的开支与其他国家 

的开支的关系。价格与数量之间有负的相互关系；

⑷有了可相加性后就有可能通过将各组成部分相加而决定总合的价值；

⑹使用因数反向试验核查价格和数量指数的乘积是否与价值比值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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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所作比较的质量取决于清单中所研究国家的货物和劳务在所选择产品的质 

量和所使用的权数方面恰当保持一致。应进行极为详尽的研究以说明产品的雷同 

性及其可比较性。对一组国家中两个成员的比较会受到该组的特性的影响。如 

果重点是放在对较大一组国家中两个特定国家的比较，可使用希尔教授主张的一种 

方法，，他提议用以下程序进行国内生产总值（国内总产值）的比较：

⑻联合国统计处将发表一份产品清单，由所有国家提供价格；

⑼其后可由欧洲共同体或任何其他国际机关拟出补充清单；

⑻两套价格将合并成一表，而后可用“样本国别产品法”估计表中未列的价

格；

(d)由此得出的购买力平价具有对一组国象内的任何两国而言均是相同的优点, 

但是也带有区域特性。（后一种能力对分开比较具有类似防卫结构的国家——如 

核大国——可能特别有用。）

D.军事开支的特有问题

43.有若干问题对进行军事开支的比较特别重要，虽然这些问题并非是唯一的 

问题。这些问题包括：⑻军事资料的机密性；⑼决定价格的困难性；⑼军 

事装备与军事建设的高度差别；及㈨市场价格的缺乏。

(a) —个既定的事实是目前有相当部分的军事资料，尤其是武器和武器系统资 

料均笼罩着不同程度的秘密性，视国家而定。虽然有可能用各种情报收集手段估 

计一国的有形武力如船舰或坦克等，但更难的是根据这种资料作出财政估计。往 

往装备费用，不管这种装备是进口的或是本国制造的，并不为人所知悉。一方面, 

各国政府并不希望表明它们购买的费用。军备合同往往是与经紅和（或）政治交 

易联系在一起，军备的真正费用连参与国政府本身也有时很难或甚至无法确定。另 

一方面，就本国生产的项目而言，各国政府和军备制造商通常都不愿提供数字。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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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就大部分尖端产品而言，这类资料通常都是极机密的，完全无法取得。这种 

根本困难并不是军事部门矫独有的，但是必须承认在这小领域比在其他领域更难取 

得基本资料，虽然有些国家对武器的费用或价格态度比较开放。

⑼材料的实际价格不是常常可以充分知悉。除其他外，这些价格取决于较 

早时作出的研究与发展，而这些工作有时兼带有民用和军用目的。头几年的固定 

费用因其后的大量生产，每单位价格会下降，但是考虑到市场价格的不稳，很难知 

道应生产多少装备单位来分摊初期的费用。此外，某些种类的武器因为是复杂的 

武器系统的一部分，可能很难单独定价。因此，有关国家可能无法算出每一个产 

品组件的价格，尤其是如果是由一家公司提供整个武器系统的时候更是如此。

⑹除了一些最简单的产品外（如枪枝或手檀弹），往往很难将一国生产的武 

器同另一国生产的类似武器作出比较。武器的特性会不一样，装备的质量也随防 

卫安排、工业基础结构、发明能力和技术水平而有不同。此外，军事装备有时是 

以小量发展，或是属于独特的货品，对统计人员来说，这是最难以对付的。最后, 

由于不断恢复生产某些军事货品和继续改变这些货品的质量，使致价格指数的计算 

变得非常复杂。

(d)军事部门购买的货物和劳务的价格往往不属于市场价格的组成范围之内。 

这可能是由于这些价格是由中央当局规划或津贴所致。当要决定最适合用来进行 

军事开支的国际比较的价格时，这些差别会造成特殊的问题。

44.如须进一步讨论上述方法论问题，可参考专家小组1 9 8 2年的报告（A/ 

8—12/7，附件第6 0至12 4段和第三号工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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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数据的收莱和处理 

A .导言

45•如前面所说（参看上文第2 2段）•作为第一步.秘书长调笪了有哪些国 

家愿意参加专家小组的这项行动.决定参加的国家有澳大利亚、奥地利、芬兰， 

意大利、挪威、瑞典、联舍王国和美国•

46 •作为第二步.为了便利资料的收業和便利各畚与国与专家小组的舍作，秘 

书长以专家小组的名义，请所有参与国指定一个联系点，以便在专家小组和各该国 

之间韙立罝接和长期的关系，

47.专家小组遐过书信和调笪最与各联糸点互通信息，此外专家小组的主席和 

颇问也同各联•系人聚会.这种聚会提供了机舍来当场说明这.项行动的主要特点， 

和讨论专家小组所希望获得的资料的性质，这个程序大大增逬了大家对如例选择 

和提供适当的资料的问题的互相了觯，

48•从这项行动一开始•专家小组就滑楚地知道从参与国收粟毵计数糖的工作• 

必须在联系人的密切合作下，通过一个来回反复的过程衆逬行• 专家小组在分析 

自己所负的任务时还看到，收粱数糖工作的范脑必须比若干国家在联合国报告制度之 

下已经在提供资科的种类还要广泛得多.因为那个报告制度只适用于军亭开支•

49•在这项行动中，除了各卷与囿过去或者目前在经常基磘上向联合圆提供的 

或耆在这项行劲的过程中罝餒向专家小组提供的军箏开支数据之外•还需要关于各 

种不同的军事项目（例如军事部门所钧买的物资和劳务）的价格和特性的资料•

50 •选择和收巢这种额外资件的工作要分阶段进行，其中要考虑到各卷与国所要提 

供的数据的可获性、解释和可比性等方面所孖在的一些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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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在这项行动的整个过程中•专家小组选择和指定所要求的数据的工作都是 

以联合国报告文件的汇报最作为望要的基础8 这个汇报衮将各种军¥开支分成作 

业费用、购买相建造、研究和犮展三个吳别，并再分为买聚的劳务、装甲车辆等小 

分类•因此可以将报告国的军事开支相当详细地分成多个不同.的费用类别a专家小 

组试图获得毎一个小分夹之内若干种项目的价格和产品说明.不过，田于下面所 

述的理田，达到这个目的的办法并不是所有三个主要费用突别都一碑的。

52•专家小组决定.所请求提保的资料应该只限于各参与国与1 9 8 0、1 9 

8 1、1 9 8 2三个历年最接近的财政年度.因为专家小组于1 9 8 3年开始工作, 

所以那几年的资料已经可以获得.专家小组认为莖要的是，收菓资料的方式要便 

专家小组能够根据同样类型的项目的数据来编制价袼指数和购买力平价，

53•请求各国提供的价格应该是上过三年中每一年的平均价格•

54•为了收集资科，专家小组编制了三种调堂最.即每个主要费用奕别一种• 

第一个突别是作业费用.

作业费用

1•数垢的收集

55•这个费用类别里的项目是大家基本上都知道的，其性质在各国也大致相同， 

所以关于作业费用的调查最在所有各个小分类（例如军职人员、文职人员、常用物 

资等等）之下都可以要求提供若干种指定的项目的确切价格和数量，

56 •人员类别之下所要求提供的蘄金敬据分二种，一种不包话社会保险费用， 

—秭包括；这是崔主在薪佥以外向崔员提供的福利，例如医药保险、退休金和其他 

类似的淳贴.每个类别之下选定了一些军阶和一些专业来分别代衰各种军职和文 

职人员.调査最还请联系人填报每一种军阶和专业的人一年数字，因为需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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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资料来定出适当的加权计算标准， ^

57. 作业和维持分类之下的各个项目并不要拔提货具体数童的敬据.因为专家 

小组决定对各个小分类之下的项目给予相同的权• 不过，专家小组仍然作出努力， 

使选定的项目能够得到在各国之间可以互相比较的价格数据.

58. 调查最的结构和它所包话的所有项目见衮一• 摄插专家小组所娶求提供

的作业费用数据.所有参与国都寄来了大重可以互相比较的相关资科• 其中有少

数几个项目产生了解释的问题•因此后来的调笪最取销了这些项目•不过总的来说, 

事实证明调查表对其意图而言是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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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n.专家小组关于作业费用的调查表的结构

1 • 1 人员

l.i.i应征服役人员 

中尉

中士

M役不到六个月的列兵 

服役一年以上的列兵 

志愿兵

1.L2其他军职人员（在各该军阶.服役二年以上） 

上校 

少校 

上尉 

中尉

参谋军事

中士

下士

列兵

服役八年以上的列兵

1.1.3文职人员（在各该专业服务二年以上） 

打字员

有学泣的行政公务员 

修理工

汽车

飞机修理工

有基础学位的计算机工程师



仓库工人.

厨房工人

医生

护士

有博士学位的科学家 

1.2 作业和维持

1* h 1常用物资

一名应征服.役人员一天的伙食（包括食物本身和烹制的全部费用） 

任何陆军士兵的作战军服（后来改为一套选定的军服构成项目）

普通汽油，立方米 

柴油，立方米 

飞机染料，立方米 

加热用轻油，立方米

供一所有7 5张病床的流动医院用的整套医疗用品 

供一名士兵一个星期之用的平均份量的战地口稂 

1*2. 2维修保奍

陆军修配车间修理载客小汽车的每小时费用 

修配车间修理载客小汽车每小时所用零件的平均费用 

空军修配车间修理超音速飞机的每小时费用 

修配车间修理超音速飞机每小时所用零件的平均费用 

5年新駐扎2 5 0名士兵的兵营的平均每年维:修费用 

一台大约I50匹马力的柴油卡车引擎的大检修费用 

一台大约26, 000镑推力的战斗机喷气发动机的大检修#用 

一台大约1，6 0 0磅推力的涡轮风扇式飞机发动机的大检修费用 

一台大约2 0 0匹马力的螺旋桨飞机发动的大检修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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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3买来的劳务

一封普通信件从国内一个城寄到另一个城的邮费 

当地电话费

火车每公里的二等票价（平均价格）

飞机经济舱位每公里票价（平均价格）

_名上尉出差包括在晋通旅馆住宿一晚的每日淨贴

L 2«4租金费用

在首都一座行政大楼里租用1 0 0平方米的平均租金

59. 不过，当专家小组在比较象应征服役的和志愿参军的列兵等不同的人员类 

别而遇到具体问题时，就发觉起初所得到的关于应征服役人员的资料是不够的。下 

面几点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这是一个既重要而又困难的问题：

⑻这两秭制度在报酬方面实行根本上不同的原则，所以造成薪金报酬上很大 

的差别；

⑼应征服役的和志愿参军的列兵的军事任务和能力并不完全一样；

⑹列兵是人数远远最多的军阶。

60. 专家小组最初考虑了两种不同的比较亦法，但是后来证明两种都有重大的 

缺点。第一种是将应征服役的和志愿参军的列兵分作两个项目来处理。这意味 

着他们的价格不是直接拿来比较，实行志愿参军制度的国家被视作按照它自己的价 

格水平购买了一个类型的物资，实行兵役制度的国家则按另一种价格水平购买了另 

一个类型的物资。由于应征服役的和志愿参军的列兵不但，负有大致h相同的也, 

具有相同的军事能力，所以两者价格水平上的差别似乎过于夸大，因此这种办法看 

来会高估了志愿参军的列兵的开支。另一种办法将应征服役的和志愿参军的列兵 

当作同一个项目或者产品来处理，直接比较他们的价格。这样做会使人以为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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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相同的实际价值，他们的价格比例确实反映了为他们所花的开支的相对实际价 

值。不过，他们的价格并不是完全可以互相比较的，假定他们具有同等价值就高 

估了应征服役人员的价值。

61. 在评价这些不同的比较办法时，专家小组进一步考虑了价格和数量两个问 

题。专家小组注蒽到，主要的原因是这些人员所得到的直接报酬有差别。应征 

服役的人是义务服兵役，只得到微不足道的或者极少的薪酬，而付给志愿参军的人 

的薪酬必须足够高，才能与民间就业竞争，吸收到足够多的人参军。

62. 此外，专家小组还注意到，应征服役人员的报酬有一^分是采取物质津贴 

的形式（膳食、制服、住房），而列在“作业和维持”类别之下。志愿参军人员

的这种开支则大多数包括在他们的薪酬里面。

63. 专家小组后来同意，还有第三种可能办法，就是将应征服役人员的价格向 

上调整，将给予他们的物质补偿包括进去，并将这种开支从“作业和维持”类别转 

到“人员”类别。不过，专家小组起初在手头上没有足够的数据来作出这种调整。

64. 为了免得要在两种并不好的解决办法之间作出选择，专家小组决定再作一 

次努力，再收集多一些关于应征服役人员的资料。这项工作是在相当晚的阶段才 

进行的，所发出的补充调查表内容包括应征服役人员的人一年数字和不同服役期的 

应征服役人员的总费用等事项。这个调查表见本报告附录一。

2.数据的处理

65. 为了编制军事价格指数，专家小组决定按每一个军阶的人一年数字对各种 

军事人员作加权处理，但对他们各自的小分类内的所有其他项目则给予相同的权。 

后一种权是根据各国在联合国的报告制度下向联合国汇报的或者用其报告文件直接 

向专家小组汇报的1 9 8 2年开支分配情况计算出来的。因此，在有关的这3年 

里都是用相同的权来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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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专家小组还决定，联系点所提供的数据只要被认为是在整段时间内都可以 

互相比较，就全部用上去。这就是说，用来编制价格指数的项目在各国之间可能 

稍有不同。

67. 在编制购买力平价时，专家小组使用了一组范围比较窄的项目的价格数据, 

这组项目的选择根据是，可以假定每一种项目的性质和质量在所有参与国都是一样 

的。附录二列出了这组项目，以及各个联系点所提供的薪金和价格数据。有些 

数字曾经作了调整，以确保能够更好地对各个不同国家所提供的数据进行比较〇

68. 在处理所收到的数据和评估它们的可比性时，专家小组是依据下列的一般 

规则和简化的假设：

(a)假定在所有各参与国之内，每一个特定军阶或者专业以内的全部受雇用人 

员的工作能力和训练都具有相等的水平；

⑼用来进行比较的薪金数据，是包括社会保险费用的那一种；

⑼各种价格应该将间接税包括在内。

69. 至于应征服役的列兵与志愿参军的列兵之间的比较，专家小组决定采取下 

列的办法：将应征服役的列兵分成两类，一类是已经服役相当长时期的，另一类是 

新近入伍的人员。在这个基础上，专家小组将第一类应征服役人员视为与志愿参 

军的列兵大致相同，因为他们应该可以如志愿参军的列兵一样负担相同种类的战斗 

任务。

70. 当然，他们是否真的能够作得同样好，也许还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其 

中或许可以从下列几个方面来考虑：

(a)应征服役人员的服役期间一般比较短，所以他们所受到的训练总的来说比 

志愿参军的列兵恐怕会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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⑼在任何给定的时间，应征服役的全部列兵之中尚未完成训练的占比较大的 

比例，所以他们的军事价值比较低；

⑻志愿参军人员在训练期满以后额外服役的时间，可能会提供有价值的军事 

经验。

71 .不过，或许也可以从下列几个方面来考虑：

(a) 大体上说，应征服役的和志愿参军的列兵都是执行类似的任务；

(b) 两种人员的训练时间也大致相同，特别是如果考虑到后备应征人员或者参 

加复习训练的应征人员；

⑹兵役制度比志愿参军制度在全国人口中产生出为数比较多的受过军事训练 

的人员（以每一人一年现役服务计算）。由于它能提供更多受过训练的人员和更

大的受过训练的后备力量，所以总的来说造成了较大的军事价值，即使这些人员不 

是作为现役部队；

⑹从全国人口征募厢役人员，可以使全国人口对国防事业有更大的决心。

72.在这方面，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一名应征服役人员需要训练多少个月，他 

的军寧技术和能力才能够达到与一般的志愿参军列兵相同的水平。由于各国的经 

验不同，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本专家小组没有时间深入地研究分析这 

两种列兵之间的或者每一种列兵以内的差别。如果将来想进一步算出更精确的军 

事人员购买力平价，是需要进行这种研究分析的。不过，专冢小组同意，受过六 

个月以上训练的应征服役人员可以被认为具有与志愿参军的列兵大致相同的军事价 

值或能力•应该指出的是，这项评价是对全体服役超过六个月的应征服役人员而言, 

而不是单指刚刚完成了头六个月训练的那些应征服役人员。专家小组认为，训练 

未满六个月的应征服役人员一般还没有能力执行战时行动担当战斗任务。因此， 

他们被列作单独一个项目处理，对于只有志愿参军制度的那些参与国，就没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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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应的项目。

73. 在专家们对应征服役和志愿参军两种列兵的军事可比性和这种比较所涉及 

的许多困难有了这种一般的了解的基础上，专家小组接着便着手计算服役超过六个 

月和未满六个月两种应征服役列兵的平均每年费用。由于在各国以内和各国之间, 

制定应征服役人员的薪酬时所根据的原则很不相同，所以有必要将计算方法标准化； 

根据专家小组发出关于兵役制度的补充调查表之后所收到的资料，这是可以做到的。

74. 这样计算出来的第一类应征服役列兵的费用，就用来同志愿参军的列兵的 

薪金和工资进行直接比较，第二类的则用来对实行兵役制的国家里的那些只受过少 

量训练的应征服役列兵进行比较。附录五所列的应征服役人员平均每年费用，以 

及志愿参军的列兵的每年薪金和工资，连同所有其他有关的价格数据，都一起用来 

计算军事购买力平价，计算结果见第四章。

C•采购和建筑

1.数据的收集

75 .专家小组的问题单中关于采购和建筑的处理方式有别于业务费用的处理方 

式，这由于不同国家采购或建筑的项目可能极为不同，大大有别于业务费用类别 

内的项目.这种情况在一段为期不长的时间内可能更加显著，因为多数国家只是 

不定期地采购若干昂贵的设备.

76. 因此，专家小组并没有在其问题单中标明任何具体项目的费用类别.不 

过，专家小组的确在多数小分类中标明项目类型，并要求填报人找出可能已在19 

80—1982年期间交货的项目，并填报每一项目的价格和产品说明.

77. 表2列出专家小组决定处理的项目类型；表3载有两个实例，说明需要为 

每一项目申报的数据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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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专家小组问题单中关于采购和建筑的主要内容

2. 1.1飞机和引擎

运输机

战斗机

攻击机

轰炸机

轰炸机

侦察机

运输直升机

攻击直升机

引擎

2.1.2导弹，包括常规弹头

战略导弹 

地对地导弹 

防空导弹 

空对空导弹 

空对地导弹

2. 1.3核弹头和炸弹 

2. 1.4军舰和船舶 

航空母舰

主要水上舰一巡洋舰 

主要水上舰一轻巡洋舰 

主要水上舰一驱逐舰



-24

主要水上舰一快速巡洋舰 

主要水上舰一驱潜快艇 

轻型部队一快速攻击艇 

轻型部队一巡逆艇 

水雷战部队 

潜水艇 

两栖部队

2. 1.5装甲车

重型坦克

轻型坦克和反坦克车辆 

战车

人员运送车辆 

2. 1.6火炮

高射炮，自行式 

高射炮，拖曳式 

野炮*自行式 

野炮，拖曳式 

迫击炮

2.1 •7其他军械和陆军武器

轻型手提陆战武器 

手提反武器武器

2. 1.8弹药

小型武器弹药 

火炮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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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雷

2. 1.9电子仪器和通讯设备

雷达系统，地面式，车载式和手提式 

雷达系统，机载式和舰载式 

战略防卫

无线电系统，车载式和手提式 

水下侦测系统 

电子干扰

2 ..1. 1.0非装甲车辆吉普式车辆 

运输车辆

2.2. 1空军基地，机场 

降落跑道 

2.2.5人事设施 

菅房

2.2.6医疗设施 

医院

2.2.7训练设施 

射击场

2.2.8仓库、补给站等

仓库

保养维修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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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索求采购和建筑项目数据的例子 

⑻采购 国别:____________

小分类：2. 1.2导弹，包括常规弹头 

项目种类：2. 1.2.5空对地导弹

特征 项目1 项目2 项目3 项目4

名称

弹头数目

弹头类型1

最低高度射程（公里）

重量（公斤）

速度（公里/小时）

导航系统

准确程度（公尺）

其他重要特征：

最接近1 9 8 0年会计年度的单价

最接近1 9 8 1年会计年度的单价

最接近1 9 8 2年会计年度的单价

我们的备注意见： '核弹头或常规弹头。

你们的备注意见: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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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建筑 国别:

小分类：2.2.5人事设施 

项目种类：2.2.5.1营房

特征 丨项目1 项目2 项目3 :项目4

名称’ :

容纳士兵数 i

居住面积（平方公尺）
j
i

i

-■■...............

S
------------- --------------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其他重要特征：

最接近1 9 8 0年会计年度的单价2

最接近1 9 8 1年会计年度的单价

最接近1 9 82年会计年度的单价

我们的备注意见：1部队营房、大众设施、军官宿舍或营内商店.

2价格不应包括厨房用具、床等设备•

你们的备注意见：



78. 在问题单中，专家小组还附上一组填表指导，这应有助于填表者采用类似 

的方式决定单价和其他有关事务。这些指导均载于附录三内。

79. 应这项问题单，专家小组收到所有参与者关于若干项目的资料。在提交 

专家小组的一些填表期间的数据载于表4,显示填报价格的项目数。在此必须指 

出，表内空格并不必然表示不愿意提供数据，而只表示在申报期间没有采购某种类 

型的项目。

80. 对首批数据进行初步评价显示这些数据不仅不足，在多数情况下还难于进 

行比较。这大多由于申报价格的项目是极为不同的产品，既使这些产品都属于同 

种分类。

81. 因此专家小组设法从填表者收集更多数据，提供他们至今收到的数据汇编, 

要他们从本国军事开支中找出与其他申报者已经申报的项目密切相应的项目。

82.由于采用这种方法，已经改善了数据和其可以相互比较的程度。不过， 

在此必须承认目前拥有数据的项目数目至为有限，并且数据也参差不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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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参与国对专家小组关于采购和 

建筑的问题单的答复一览表

2.1采购

澳大

利亚

奥地

利

芬兰 意大

利

挪威 瑞典 联合

王国

美国

2.1. 1. 1.运输机 〇 〇 〇 〇〇

2.1. 1。2.战斗机 〇 〇 〇 〇

2.1. 1.3.攻击机 〇〇 〇 〇

2.1 . 1.4.轰炸机 1 〇

2.1.1.5.侦察机 1 〇

2.1. 1.6.运输直 

升机

------------ [

〇〇〇〇 〇〇 0
!：

2.1. 1.7.攻击直 

升机 0

j
〇 t

2.1.1，8.引擎；
----- --------------------- U. ... __1

〇〇 〇 oo 1
1

2. 1.2.1 •战略导 

弹

!
!i
?

2 • 1.2.2.地对地 

导弹 ； 〇 〇 O

2. 1.2.3.防空导 

弹

I

2.1.2.4.空对空 

导弹 〇 〇 0

2.1.2.5.空对地 

导弹 〇 〇 0



表4.(续）

2.1采购

澳大

利亚

奥地

利

芬兰. 意大

利

挪威 瑞典 联合

王国

美国

2.1.4.4 .驱逐舰 〇 〇

2.1.4.5.快速巡

洋舰 〇 〇 〇

2.1.4.6.海地作

业舰 〇

2.1.4.7.快速攻 

击艇 0 〇 〇

2.1 • 4 • 8 •巡逻艇 1 Î 〇

2.1.4.9.水雷战

部队 ° 〇〇

2.1.4.10.潜水 

艇 〇 〇

—

0 0

2.1.4.11.两栖

部队 • !

J ' i

2.1.5.1.重型坦 

克 〇 \ 0 1

2.1.5.2 .轻型坦克 

和反坦克 

车辆 〇 ! X

2.1.5.3.战车 〇

--------------------------- —1------------------------------

2.1.5.4•人员运送 

车辆 0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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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M)

2.1采购

澳大

利亚

奥地

利

芬兰 意大

利

挪威
;

瑞典 联合

王国

美国

2.1.6.1.高射炮 X

2.1.6.3.野炮， 

自行式 0 〇

2.1.6.4.野炮， 

拖曳式 0

2.1.6.5.迫击炮
0

2.1.7.1 •轻型手

提式陆

战武器 〇〇〇 〇〇〇〇 0 〇〇 X

2.1.7.2.手提式 

反武器 

武器 ° 。 〇 〇

2.1.8.1.小型武 

器弹药 〇〇〇〇 0 〇〇〇〇 〇〇 X

2.1.8.2.火炮弹!

药 i 〇〇〇〇 〇

:

〇〇〇 〇 〇〇 X

2.1.8.3.地雷 1 〇〇〇〇 [

2.1.9.*用于空中交 

通中心的机 

载极高頻雷 

达

!\

0

2.1.9 . •集成通讯系 

统

)
1
I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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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莖)

2.1采购

澳大

利亚

奥地

利

芬兰 意大

利

挪威 瑞典 联合

王国

美国

2.1.9..1.雷达系统， 

地面式、

车载式和 

手提式 〇 O O O X

2.1.9.2 •霜达系统， 

机载式和 

舰载式 0 O X

2.1.9.3.战略防卫 —L—— 一― 〇

2. 1.9.4.无线电系

统，车载式 

和手提式 〇 〇〇〇〇 O O X

2. 1.9.5.水下侦测 

系统 〇

2. 1.9.6.电子干扰 〇〇〇〇 O

2.1. 10.1 .吉普式

车辆 0 i 0 〇 OOOO 0
;

X

2.1.10.2.运输车 I

細 〇

!

〇〇〇

: OOOO

ooo X

2.2.建筑

2.2.1. 1.降落跑道 ; i
1 O O

2.2.5.1 •营房 〇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 oo
厂 ~

O 0

O2.2.6.1.医院 〇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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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续）

2.1采购

澳大

利亚

奥地

利

芬兰 意大

利

挪威 ，瑞典 联合

王国

美国

2.2.7.1.射击场 〇〇〇〇 〇 〇〇

2.2.8.1.仓库 〇〇〇〇 〇〇 〇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00

2.2.8.2.保养维 

修站 〇〇〇〇 〇 〇〇〇〇 〇 〇〇

*未指明具体类型的项目。

〇 =至少提供三年中一年的价格。
x =没有现存的价格可供填报，但如果目前努力争取，仍可提供价格数字，不过如果在未来价格 

指数计算机化的工作完成后，就更易于提供这些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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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的处理

83. 处理和使用数据所涉及的问题也许不及编制经常性采购项目的价格指数困 

难，只要这些项目的价格在专家小组所需求的三年内相对稳定即可。不过，可能 

不会在继续三年内采购同类大型商品。

84. 不过，在制订购买力平价时，专家小组避免使用与其军事用途明显相异的 

项目价格。为了达到这项目的，对于填报的项目进行了详细分析，以便断定其中 

何种项目具有相当类似的军事价值，从而可将其价格用于制订购买力平价。

85 .专家小组评价采购项目的填报数据的工作比评价其他项目的工作更加困难, 

因为一般对武器和武器系统的各种资料都极为保密。除了这种取得采购项目资料 

的基本困难之外，其他与比较军事武器和他种军事设备有关的主要困难的情况也值 

得予以注意。

86. 如前文所述，专家小组对填表人提供一些填表指导，以便协调他们填写复 

杂项目的单价。不过，专家小组没有时间，也没有所需的资源审查各项作为填报 

的数据的基础的实际假设。如果购取国各方参与裁减军事开支的谈判，则可假定 

这些国家比专家小组更可能致力于这项工作和前文提到的各项问题。

87. 将上述各项困难考虑在内，专家小组还是决定对采购项目的数据进行详细 

审议，以便选出一些专家小组认为其军事价值相同或至少相当类似的项目。就这 

些项目填报的价格用于计算整个采购类别支出的购买力平价。不过，这些数字不 

足以用于编制不同采购分类的购买力平价。专家小组使用的价格项目列于表5。

88 .专家小组希望强调指出这种编制采购项目购买力平价的实际作法比实际结 

果更具意义〇 毫无疑问，由于前述各项理由实际结果还需要大大加以改善增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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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各国采购项目的比较

采购项目 澳大利亚 奥地利 芬兰 意大利 挪威 瑞释 联合王国 美国

战斗机
F-16 F-16

攻击机 Tornado Tornado

飞机引擎

F-100-PW
200

F-100-PW
200

空对空导弹 AIM-9 AIM-9 AIM-9

快速巡洋舰*

重型坦克*

Maestrale Type-22
Challenger

FRG-7

M-l

人员运送车辆 M-U3 A2 M-113 A2

野炮 M-109 M-109

步枪
MI 77 AK4 SLR

反战车武器 MILAN MILAN

小型武器弹药 

(口径） 7.62 7.62 7.62 7.62

炮弹弹药 

(口径） 105 105 105

吉普车
AR-76 Mercedes tgb-h

*这些项目的比较以已经出版的参考书籍如珍氏《世界大全》为依据（珍氏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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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关于专家小组对建筑项目填报数据的评价，专家小组认为这些数据差异极 

大，无法作出有意义的比较.这主要是由于问题单中说明不足，致便答复的差异 

极大• 对于希望填报人填报价格的建筑项目加以明确说明可能会得到更好的结果。

90 •专家小组认为在有充裕时间时没有采用这种作法是不智的.W专家小 

组指出购买力平价已用其他民用建筑项目的开支顺利加以编制，并认为可以合理假 

设民用建筑和军用建筑之间并无太大分别.因此，也应该能为军用建筑编制购买 

力平价，尽管在这次工作中，专家小组没有进行这项工作.

D.研究和发展

1.数据的收集

91 •虽然在编制与军事类别的业务费用和采购及建筑类似的民用商品和服务的 

购买力平价方面有一些前例可援，但就专家小组所知，在研究和发展方面尚无前例 

可援.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在比较研究和发展开支时，利用国民生产总值来计算 

购买力平价•在联合国国际比较项目的报告中甚至没有处理比较研究和发展开支 

的问题，因此，当专家小组着手比较世界各国的军事研究和发展开支时，它的确 

在从事一项以前从未尝试过的工作.

92 •专家小组考虑的第一项问题是是否能对研究和发展的成果进行比较和评价《 

因此，专家小组讨论了有否可能取得一些计划完善的研究和发展项目的成本估计数。 

但是专家小组发现要明确标明这些项目的内容可能非常困难。因此，它考虑到这 

极有可能造成填表人的误解。专家小组还注意到军事研究和发展通常都非常专门， 

因此似乎不适于以制定一些标准项目的价格作为工作的基础，因此，专家小组决 

定采用另一种方法。

93 •这种作法是收集构成军事研究和发展过程的投入的那些项目的数据.当 

专家小组开始处理这项问题时，发现它对这些因素所知不多，因此决定编制一份问



37

题单，以便收集能使专家小组以后选取适当投入样品的资I

94 .作为本报告附录四的第一份问题单只是询问参与国有关某些研究和发展分 

配的资料，以及是否拥有军事研究和发展和民f研究和发展价格指数的一些问题。

95 •关于后者各项问题，只有美国答复它有军事研究和发展的价格指数，此外 

联合王国指出它有民事研究和发展的价格指数# 这两个国家在答复中都解释了它 

们编制指数的方法，发现都以三种主要开支类别即人事开支、设备开支和他项开支 

的投入价格作为依据。其余国家都回答它们既没有军事价格指数，也没有民事价 

格指数.

2.数据的处理

96•军拳研究和发展开支在军事部门和民事部门的分配均载于表6,这种开支 

在军事部门不同成本类别的分配则载于表7 • 关于民事部门的这种分配情况，只 

有美国能提供一些资料，指出在这部门25热的开支用于人事方面，这远少于在军 

事研究和发展部门的数额》

97 •关于人事开支在不同人事类别的分配，两个回答的国家——挪威和瑞典一 

指出将工程师单独分成一类，而将研究员、科学良支助人员、行政人员归于同一

类.

98 •要收集更多关于具体选定的研究和发展项目的数据是可行的，只要专家小 

组有更多时间进行这项工作即可• 不过，专家小组利用填泰A对第一份问题单填 

报的资料，据以选出业务费用类别内的一些项目和项目组，并对这些项目给予适当 

和权，以期以简单的方式编制军事研究和发展的价格指数和购买力平价•



表6.军事研究和发展开支和民事 

研究和发展开支的分配

国别 军事部门的研究和发展 民事部门的研究和发展

奥地利 —

芬兰 80 20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 32 68

挪威 55 45

瑞典 25 75

美利坚合众国 24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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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以类别划分的军事研究 

和发展开支分配

国别

人员 设备

奥地利 不适用 奥地利 不适用

芬兰 6 0 芬兰 17

联合£国 6 4 联合王国 7

挪威 51. 3 挪威 32. 8

瑞典 62 瑞典 8

美国 4 3 美国 10

经常开支 建筑

奥地利 不适用 奥地利 不适用

芬兰 20 芬兰 3

联合王国 26 联合王国 3

挪威 11. 4
挪威 4. 5

瑞典 29. 5 瑞典 0• 5

美国 47 美国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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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成果、分析相可能作出的进一步改善 

A.导言

99.对用来编制军事开支的价格指数初购买力平价的数据所作的全鉗评价显示, 

对比之下，在经常费用类别下用品费和服务费的资料比其它主要费用类别项下的资 

料都容易得到并且比较详尽〇 关于采购和建筑，参与国家所提供的资料质量不齐, 

并且在某些情况中不足以使专家组编制它自己的军事价格指数。专家小组有鉴于 

此，所以决定以其它来源所获得的资料代替，如来自经合发组织的资料，或者依靠 

特别指数a 特别指数是由接触中直接取得的资料，有时还加上产品和价格的数据。 

在表8中，这样取得的资料是放在括弧中。附件六中举了一个例子，以此显示 

专家小组如何使用所提供的价格数据和费用加权数来计算不同总合层次上的军事费 

用的价格指数。一般而言、专家小组在编制军事价格指数和购买力平价时希望能够 

使用所提供的同一类的价格数据。但是，在购买力平价方面，由于每一个项目还 

需要能够进行国际比较，以及现成的国家一级的价格指数可能毫无帮助，所以能够使 

用的数据是有限的。对每一个参与国的数据所作的一些简单的评论或许可以帮助 

读者了解此处所提供的研究结果和如何评价这些结果。

100. 澳大利亚提供了为期一年多的数据，不过其中只包括人事方面的数据和少 

数采购项目。由于薪酬的数据被用来代替没有提供的经常费用数据，而因为经常 

费用占澳大利亚全部军事费用的比例很高，所以1 9 8 1和1 9 8 2年间薪酬分别 

增加2 0 %和1 0 %就对专家小组所编制的军事价格指数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 

个指数因此就很可能夸张了成长率。如果专家:小组能够莸得它一再要求的更加详 

细和精确的数据，这种夸张很可能早已作出调整。至于建筑类，专家小组是用经 

合法组织所出版的关于澳大利亚住宅建筑的指数来代替的。

101. 奥地利提供的数据包括了除研究相发展以外所有费用类别项下的详细资料。 

关于建筑类，专家小组使用了奥地利方面所提供的具体价格指数。

幾



102. •芬兰提供了专家小组所要求的数据，这包括经常费用和建筑费用，但是它 

表示在采购项目下没有数据。不过，它在采购内项下提出了具体价格指数，专家 

小组以此编制了芬兰的全部军事价格指数。芬兰方面的联络人还提出了 2 0多个 

芬兰预算和会计系统中计算全部军事费用所使用的费用类别的价格指数。除了这 

些指数以外，它还提供了一套费用加杈数，因此，专家小组能够据此编制全部军事 

价格指数。这个指数已经载于表1 〇。

103. 意大利应要求提供了关于经常费用的数据，除此以外，它并提供了 3 0多 

项采购和建筑项目的价格数据。在这个基础上，专家小组编制了全部军事费用中 

所有主要费用类别的价格指数。

104•挪威应专家小组的要求提供了关于经常费用的资料。关于采购类，挪威 

提出了十个项目的价格数据，并提出了这个类别的具体全部价格指数。由于十个 

采购项目中的8个项目在3年间价格毫无变动，专家小组怀疑这些项目可能不具有 

代表性，它们的价格很可能低于采购军事器材时价格的增加情况。因此，专家小组 

在编制挪威的全部军事价格指数时使用了具体的采购价格指数。关于建筑类，专 

家小组使用了挪威方面联络人所提供的军事建筑价格指数。除了专家小组直接要 

求的数据以外，挪威方面的联络人还另外提供了1 2个不同费用类别的价格指数， 

并附上它们在1 9 8 2年间的费用加权数。在这个基础上，专家小组编制了另一 

个军事价格指数，并将之列入表1 〇。

105.瑞典应专家小组的要求提供了关于经常费用的资料，并且也提供了相当有 

限数目的采购和建筑项目的价格数据。专家小组利用这些数据编制了采购和建筑 

的价格指数，虽然它指出，所提供的建筑项目的价格很可能低估了这一部门的实际 

价格的增长情况〇 但是，由于这个类别在瑞士军事费用的各费用类别中所占的份 

量很轻，所以它所造成的偏差是很有限的。

106•联合王国提出了三年的价格数据，不过它们只限于经常费用类别下的项目》 

在采购和建筑类下，专家小组用经合法组织所发表的制造业的产品价格指数和住宅 

建筑的建筑费用指数来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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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美国除了应要求提出关于经常费用的数据以外，还提出了 2 0多个采购和 

建筑项目的价格数据。以1 9 8 2年的水平而言，所提供的建筑项目的价格似乎 

偏低，但是就象瑞典的情况一样，如果有些偏差的话，这些偏差的影响也是很小的, 

因为建筑费用在整个军事费用中只占5 %以下。美国在其国家收入和生产帐目中 

定期对军事部门中的费用编写相当完备而详细的价格指数，不过本报存中没有加以 

采用。

B。价格指数

108. 专家小组根据所提供的资料编制的军事价格指数已经列入表8和表9,表 

8中所列是主要费用类别，表9中所列是经常费用的一个分项。6为了便于比较 

分析，这些由专家小组所计算出来的结果还在表1 0中拿来与所涉国家的其他价格 

指数并列。如：

(a)国内生产总值缩减指数；

⑼消费品价格指数；

⑹参与国自己计算的军事价格指数，或专家小组根据各国联络人所提供的具 

体价格指数和加权数，也就是应要求所提供的数据以外的具体价格指数，所计算的 

军事价格指数。

109. 专家小组认为，将表8中和表10中专家小组所编制的军事价格指数拿来 

与谷国自己编制的或专家小组根据各国联络人所提供的价格指数和加权数——有些 

国家以此作为它们国内编制预算和国家会计帐目——是很有用的。应当注意的是, 

有些囡家花了相当大的力量和很多时间来编制它们的军事或国防价格指数，使用了 

大量由国内收集到的详细的资料。因此不能期望专家小组在目前的情况下能够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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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出比这些国家本身所编制的军事价格指数更精确的指数。虽然如此，将这些指 

数互柏比较应可对专家小组所得到的结果的可靠性作一个核对。如果差别很小的 

话，除了别的理由以外，可以将之解释为所涉国家对军事费用的定.并不一定同联 

合国和专家小组所使用的定义相同。挪威和美国曾向专家小组提供关于它们编制 

其本国军事价格指数的特别报告，芬兰也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些资料。

110.专家小组从挪威收到的是一份对编制军事价格指数的系统的详细说明，这 

一系统是在1 9 7 7年由国防部、财政部和中央统计局联合设计的，目的是向挪威 

的政治当局提供作出预算决定时所需的背景资料。如上所述，挪威方面的联络人

也向专家小组提供了挪威当局用于编制其军事价格指数所使用的统计资料（在整体 

一级）。

111•美国提交了一份很厚的文件，说明它在编制军事价格指数时所使用的系统, 

其中并包括了在各种总和层面上的指数。它还提供了 1 9 8 0 — 1 9 8 2年间美 

国军事费用总额的实际指数，这个指数是根据四千多种不同的军事产品和服务项目 

的指数计算得到了。

112. 芬兰没有官方的军事价格指数，但是国防部使用一些主要的民事价格指数 

来作为它编制预算和项目时使用。专家小组根据芬兰方面的联络人所提供的价格 

指数数字和开支加权数编制了另外一个芬兰的军事价格指数。

113. 专家小组将它自己编制的军事开支价格指数与挪威、美国和芬兰所提供的 

另一套价格指数作了一次比较。可以注意到的是以挪威和美国的两套不同的数据 

而言，结果是非常相似的。就芬兰而言，两套数据的差别很可能是因使用了不同 

的薪酬和工资的增长率的关系。芬兰的国防部所使用的薪酬和工资的增长率比专 

家小组根据它的芬兰联絡人所提供的1 9 8 0 — 1 9 8 2年的数据要高出很多。如 

果在这方面使用同样的数据的话，则整个结果就会相当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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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 100 )

表10.民事和军事价格指数

民事价格指数 军事价格指数

参与国 国民生产毛 

顧缩减指数
消费品价格指数

参与国的计算 

结果a

专家小组的 

计算结果

1981 1932 1931 1932 1931 1 1932 1931 1932

溴大利亚 110,3 122,5 109,7 121,9 119,0 129,3

奥地利 106,3 113,3 106,8 112,6 106,9 116,0

芬兰 111,7 121,7 112,0 122,5 111,2 120,7 107,4 117,4

意大利 us ,3 138,9 119,5 139,2 129,3 144,2

掷威 114,0 125,2 113,6 126,5 112,1 124,4 113,4 124,1

瑞典 109,4 119,0 112,7 121,7 110,2 119,1

联合王国 111,6 119,6 111,9 121,5 116,7 126,2

獒国 109,2 116,3 110,4 117,2 111,5 121,1 110,9 120,5

a或者由专家小组根据参与国提供的具体指数和加权数计算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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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在这个基础上，专家小组相信它所得到的结果是相当可靠的。还应当注 

意到它是使用一种简化的计算方法和用了少量的资料。这对于将来裁减军事开支 

方面的谈判将会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因为使用简单的方法和容易取得的数据很可能 

可这种谈判有所帮助。

115。专家小组还相信，根据它编制的1 9 8 2年的购买力平价它可以用计算 

出来的军事开支价格指数向前推出1 9 8 0和1 9 8 1年的军事购买力平价。这 

些平价和倒堆的方法已经在本章的C节中加以说明，

116. 从民事和军事的开支价格指数的比较上可以看出，它们在许多情况中的差 

别是很大的》 所以，象表1〇中所示已民事开支价格指数来作为目前军事开支的 

缩减指数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表上所显示的差别似乎为編制一个对不同时期的军 

事开支进行比较的特别指数提供了有力理由。对国际裁减军事开支谈判而言，这 

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谈判各方显然都会非常关切什么是真正的军事开支，并且 

也希望得到精确的资料。还应当指出，参加本报告的研究的国家都是市场经济国 

家，它们的民事和军事方面的价格变动都比较接近。其他可能的参与国家，如中 

央计划经济国家，由于市场的力量较弱，其差别可能更大。

c.购买力平价

117. 专家小组为各参与国编制了它们的军事开支在不同总和层次上的购买力平 

价。表1 1 (a)列出了主要开支类别的总购买力平价，表1 1 (b)列出了经济开支分 

项中各项开支的购买力平价。专家小组没有为其他主要开支类别中的分项编制购 

买力平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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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专家小组编制的1 9 8 2年的 

车事购买力平价

㈨主要开支类别和开支总额的购买力平价

参与国 经常开支 采购和建筑 研究和犮展 军事开支总穎

澳大利亚 1.37 2.60 1.11». 1.45

奥地利 11.77 51.44 • 13.56

芬兰 3.17
a

9.38 4.91 4.00

意大利 56? 2302 673 679

挪威 6.3U 13 *36 6.51 7.14

瑞典 6.24 11.63 5.37 7.10

联合王国 0.54 1.51». 0.49 0.61

美国 1.05 0.89 1.05 1.00

a 仅根据建筑项目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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⑼经常开支的分项的购买力平价

参与国 军事人员 民事人员 业务和维修 经常开支总额

澳大利亚 2.02 1.02 0.99 1.37

奥地利 13.58 7.34 12.9T 11. 7T

芬兰 2.49 4.35 4.41 3.17

意大利 493 552 906 56T

挪威 5.69 5.51 3.28 6.3k

瑞典 6.74 5.81 5.81 6.2k

联合王国 0.73 0.32. 0.57 0.54

美国 1.03 1.15 1.01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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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1关于表1 1 ,也许可以提出下列蒽见：

⑻每个参与国的各分类购买力平价都有很大的差别^ 如果谈判只集中于军 

事开支的某一部分或如果要对某^费用分类进行特别限制的谈判，这是应该考虑的一 

个重要方面.

(b)每个国家的购买力平价之间的差别显示出各参与国之间的成本优势分布。 

例如，同所有其他参与国相比较，美国一方面在采购和制造方面似乎有成本优势， 

而另一方面，其他国冢却在业务费用方面占优势。这种优势对那些有征兵制的国 

家来说尤其明显.虽然这种趋势可能没有付么惊人之处，可是，分类购买力平价 

之间的差异可能超出意料之外.较大量关于采购和制造的比较数据很可能会有助 

于证实或改进专家小组取得的结果•

lia如前所述，在计算出的1 9 8 2年军事购买力平价的基础上可以用军事价 

格指数来大概地推断1 9 8 0和1 9 8 1年的军事购买力平价7。 推断的方法是 

用毎个国家的购买力平价乘以该国的价格指数和除以美国的价格指数• 表1 2连 

同1 9 8 2年的基本购买力平价一起示出推断的1 9 8 0和1 9 8 1年购买力平价。 

为方便比较起见，该表又示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平均兑换率和经舍犮组织计 

算出的国内生产总值的购买力平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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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在某一年内，表1 2列出各国兑换率和军事购买力平价之间差异的情_ 

不出简单的格局.军事购买力平价和国内总产值购买力平价之间的差异是无法进 

行绝对值比较的，因为每组购买力平价的美国货币总值都假定为L 0• 不过从 

表1 2可以清楚看到，虽然国内生产总值和军事购买力平价在时间上维持相当的稳 

定，兑换率却出现很大的变化，反映出美元兑换率在这三年里和以后期间的迅速增 

加，有些时候，兑换率和购买力平价之间的巨大差异表明购买力平价在比较各国 

之间的经济总量方面更为有用.

121。 至于两类购买力平价，可能较令人惊奇的是犮现这两组数字显示出重要的 

差异，虽然在这三年里这些差异保持不变，这应该表明各国之间的军事货物和劳务 

的相对价格以及这些项目的分类相对加杈之间的差异同各别经济的民用部门的普遍 

情况大为不同。鉴于对征兵的特殊定价惯例和国防工业通常在非常特殊的经济条 

件下经营，犮现民用和军事购买力平价之间有重大差异也许不会令人感到太奇怪# 

如果这项工作的结果有力地支持一般预期的情况的话，那么就很有理由在进行裁减 

军事开支谈判时应该制订同军事开支明确有关的购买力平价，因为谈判各方假定都 

会对其军事开支的相对购买力感到关切，都会想获得准确的资料#

12之根据各参与国冢汇报的军事开支和本报告提出的军事购买力平价，专冢小 

组按照国际价格重新计算这些军事开支，结采如表1 3所示.表1 3在分类基础 

上比较这些国冢的军事开支，这是任何其他出版物中不可能找到的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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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表1 3以国际元为皁位，它被规定为对全部军箏开支具有相同于1 98 2 

年美元的购买力B • 表1 3的记录可以按横行或直栏加起来，表现出每个列出总 

量的定量比较.除了提供备国之间的比较外，表1 3的数据芎以用下述方法来说 

明不同类的军事开支的比较价格.表1 4在标题为“国际元”的栏内，将表1 3所 

示的国别军事开支的各组成部分除以该国的总开支而得其百分比分布。使用国冢 

货币计算的开支数据也算出同样的百分比分布，从两个s■分比分布的比较中可获 

知国家价格关系同专家小组的平均价格结构之间有多大的差别^ 这些百分率之间 

的巨大差别说明为什么当人们要比较任何分类时对全部军事开支使用单一转换因素 

(例如兑换率）是可能会引起误解的，

124表1 5对表1 3所得的美国和其他参与国的军事开支进行比较，并且列出 

由其他国际公认的军事开支情报来源的相应数字，这个表显示出按照专冢小组研 

究结果推算的各参与国军事开支比率同其他来源推算出的比率不相同，其中有些甚 

至大不相同.这是另一个例证，证明为了进行国际军事开支比较而制订军事购买 

力平价是有价值的。



56



57

表1 5•各参与国1 9 8 2年军事开支相当于美国的百分比

美国军备控制 国际和平 国际战略 备合发 专家

情报来源 和裁军署 研究所 研究所 组织 小组

转换因素种类 兑换率 兑换率 兑换率 国内生产总 军事

mm-

参与国

澳大利亚 2.48 2.2k 2.56 2.12 1.52
奥地利 0.58 O.kl 0.U3 0.U9 0.53
芬兰 0.51 0.U6 O.kk 0.45 0.55
意大利 6.24 4.98 4.63 5.32 7.68
挪威 1.0U 0.93 0.86 0.78 0.7B
瑞典 2.36 1.98 1.61 1.66 1.39
联合王国 15.80 13.94 12.57 15.02 1?.28
美国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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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可能的进一步改进

125. 关于专家小组使用的一般统计方法，预期不会有重大的改进。因为事实 

上这个方法在联合国国际比较项目和经合发组织统计处在制订民用购买力平价的认 

真努力中已经进行了试验和改良》 不过，在实际应用这个方法来制订军軎购买力 

平价时，很容易设想出某些改进。

126. 虽然各参与国的联络人在提供专家小组可靠统计数据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 

小组工作期间收到的情报质量还是可以提高的.在供应更多的数据相更好地规定 

要求的价格和数量情报方面都可以作出进一步的努力。例如，可以通过把问題拟 

订得更好和更准确的方法来进行这项努力，

127. 专家小组为人员类别制订的价格指数似乎相当准确，不大需要加以改进。 

可是，被征人员和招募人员之间的比较涉及具体问题，这种比较的结果取决于选用 

的特定办法。专家小组认为它已经采取了适当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没有时 

间处理这个复杂问题的一切方面。因此，进一步审议这个问题也许有助予取得更 

好和更可靠的结果。

128. 虽然制订业务和维修类的价格指数和购买力平价时并没有遇到不同于民用 

部门的困难，专家小组觉得它发出的问题单应该包括更多项目，这也许有助于取 

得更好的结果。

129. 关于采购类，由于缺乏数据，专家小组无法制订各参与国的价格指数。不 

仅这一类普遍缺乏数据，而且武器系统相军事设备的其他品种的特殊性往往给这些 

品种及其价格的比较带来特别的困难，

130. 单位价格的计算是个特殊的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单位价格取决于几 

个不同的因素，例如第二章所述的生产周期和应负的固定成本。另一个间题是上 

面已经提到处理质量随着时间而改变的问题。所有这些因素不仅给价格指数的制 

订而且给购买力平价的编制带来困难。专家小组曾经尽力设法克服这些困难，但 

同时意识到它未必在一切情况下都找到最适当的解决办法，例如，借助把物品价



格同其主要特征联系起来的回归分析法来估计所谓理论价格的方法也许是值得考虑 

的。专家小组觉得它不可能尝试应用这个方法。不过，如果对比较军搴采购开 

支的困难花更多时间相努力的话，说不定可以取得更准确的结果，

131. 在计算采购的购买力平价时，几个因素给匹配不同国家的产品带来困难. 

小组依靠国家提供关于产品的定价和可能匹配的建议• 这些建议原来是全部生产 

或采购产品的小抽样，因而减少找到适当匹配的机会。此外，小组相也许参与国 

联络人的可用资源不包括对采购产品进行国际比较所需的专家。与其象过去所做 

的那样要求参与国建议国际产品的匹配，今后最好聘用适当的专家，在较广泛的国 

际来源和参考工作的基础上研究已知的产品，初步找出似乎是相匹配的产品，然后 

参照参与国的意见加以调整并请参与国提供价格资料。

132. 在匹配价格抽样中有更多本国产品也会是合适的。在目前的工作中，各 

国之间许多有可被接受价格比较原来是同一个国家产品的比较，只不过其中一个是 

国内产品而另一个是进口产品。因此，小组的抽样是可能有过多的进口采购产品.

133. 不管是否在裁减军事开支过程中进行采购类购买力平价，可以假定参与这 

项工作的各方面将能够和愿意作出必要的努力，以便获得满意的解决办法，

134. 正如前面所述，小组间题单的结构分类证明不足以达成收集适当情报的目 

的。小组因此使用民用价格指数结构来替代参与国直接提出的军事结构。不过， 

由于在大多数国家里军事开支的结构分类不多，和由于预期民用和军事结构之间的 

单位成本没有主要差别，这样做对小组取得的总量结果没有多大的影响。可是， 

如果制订出具体军事结构价格指数的话，也许会有多少改进。

1_35.关于研究与发展类，小组在规定要求提供价格的适当产品努力方面遇到若 

干i难。鉴于这种情况，小组采用一个简单的方法，釆用业务费用类中的若干选 

定产品的价格，假定它们很吋以对研究和发展领域的类似产品投入适用，更复杂 

的方法也许会有更好的结案，但目前很难规划出这样的方法s

136.从将来可能就裁减军事开支进行谈判的观点看来，对目前工作成果的最大



改善毫无疑问将会来自具有不同预算和会计制度的更具代表性的参与国抽样。目 

前的参与国抽样包括属于同一军事联盟的四个会员国，而全部八个参与国都是发达 

市场经济国家# "

137.本章的摘要是，专家小组很高兴能够提出它取得的结果，但感到如果在处 

理上述问题和困难方面已经或能够投入更多的时间和努力的话，这些结果是仍有改 

进的余地的.虽然可以改进这项军事价格指数相购买力平价研究工作的结果，小 

组认为，在比较各参与国的军搴开支上使用它要比较使用一般民用价格指数和官方 

兑换率要好得多。小组也想强调这项工作的另一重要结果，就是通过这项工作取 

得的经验相知识——尽管因参与国数目小而形成某些局限性一一它们对就裁减军軎 

开支协议而进行的未来国际谈判将会证明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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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本研究报告和以往研究报告对 ̂ 后谈判裁减军事开支协议的用处

138 .如导言所详述的，本专家小组的报告属于相继举行的专家小组所拟定的联 

合国报告系列，其目的是，就裁减军事开支达成协议，以调动资源来从事经济和社 

会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139 .专家小组认为，这时应当简单地审查一下本研究报告和全部研究报告系列, 

能够如何促进这类协议，并考虑还应该研究什么其他问题•

140 .在谈判裁减军事开支协议的时候，首先必须划定“军事开支”概念本身• 

实际上，这意味着，参加谈判的各方，都应当就那一类军事开支应当还是不应当付 

诸谈判，达成协议。裁减军事开支谈判中另一件必须作到的事是，划定“裁减”的 

概念，及就适当的裁减比率达成协议.

141 .对于这个问题和有关问题的看法各有不同，而且预算编制和核算办法，及 

当前世界共同存在的发展水平也各有所异，因此，这个问题和其他有关问题都没有 

明显的解决办法。何况，即使我们对“军事开支”的意义有了明确和共同的了解，

各方也会为了种种原因，决定把谈判范围限定在某些开支组成部分上.

142 .总之，一开始进行谈判的时候，就必须讨论这些问题，以决定那些开支应 

当加以裁减，也即付诸谈判.与此同时，也应当决定如何汇报这些开支，及如何和 

何时向各方汇报•这些问题有了适当的解决办法以后，应能促进谈判，及协助各方 

就裁减军事开支达成协议。

143 .在这方面，以往各专家小组的工作成果，很值得注意，它使得联合国通过 

了一项国际汇报军事开支的标准制度•自从1 9 8 0年通过以来，有愈来愈多的会 

员国采用上述汇报办法来汇报其军事开支，目前有3 0多个国家在这么作。最好能 

够继续扩大采用汇报军事开支的标准办法，因为这不仅能够推广对问题的一般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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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增强国际信心，使得各国普遍参加这个制度，而且也许还能推动今后裁减军事开 

支的谈判。

144此外，军事开支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去了解，应考虑到和佑及谈判各方的通 

货膨胀率，即全面的和军事部门本身的。因此，任何裁减军事开支的协定，都必须 

以不变价格去处理军事开支。执行裁减的时期过得愈久，上述条件就愈重要。

145 .专家小组致力探讨了跨时比较中涉及的各类方法问题，提出了可以解决的 

途径。这是为了今后的谈判进行得切实有效，

146 .虽然一国的军事开支或许不能够全面地反映出其军事能力，更不用说其国 

家安全程度，但是还是可以假设这三项因素密切有关。谈判各方必然会对比较它们 

之间的军事开支水平，感到特别关注。因此，不仅应当进行跨时比较，而且还必须 

对各国略有不同的方法问题进行比较。

147。专家小组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试图以同样实际的办法凇出编 

制用以比较各国军事开支的适当工具的困难和可能性。专家小组还试验和提议一些 

方法，谈判各方可以借以作出十分精确的比较，以达到将来进行谈判的目的。

148 #到目前为止，根据大会有关决议从事这方面工作的联合国专家小组主要集 

中讨论统计、技术和方法问题，对可能进行的谈判极其重要。正如前面所指出的， 

其他方面也同样重要。

149 .例如有两方面：政治因素对谈判的重要影响，及几种可能的裁减军事开支 

协议方法。

150 .例如，在各国对军事开支进行的跨时比较中，政治和技术因素之间的关系 

是密切的和不断的，此外，政治因素甚至可能是最基本的，各方必须对达成商定的 

解决办法及提供比较和核查用途所必要的数据和其他协助，体现出政治意愿和坚定 

的决心。在编制适当的价格指数和兑换率方面可能采用几种程序，所以必须对编制 

有关军事平减数和购买力平价找出一个共同的了解。有了这项了解之前，应能解决



技术问题，令各方都满t•事实上可以说，超出某一程度以后，“技术”问题就成 

为“政治”问题，或相反的，

151 •至于上述工具可以适用的裁减军事开支的协议方法，这种协议可以是双边 

的、区域性的、多边的或全球性的.这种协议可以包括所有对立防御组织的成员， 

也可以只包括经济大国和/或军事大国。

152 .不论考虑哪一种方法，上述协议还是需要本专家小组和以前各专家小组所 

拟定的定义和比较标准#共同接受所下的定义及衡董、比较、核查和其他有关事项 

的概念，应构成裁减军事开支协议的必要条件.

153 .虽然这些问题和其他有关问题可能同属技术和政治性质及属于最后只能通 

过实际谈判解决的性质，但是在初步阶段，还是值得加以研究》当然，这类问题为 

数不小，专家小组选出下列几个例子：

㈨促进谈判的主要障碍及“技术”和“政治”因素之间的联系： 

㈠目前，那些是裁减军事开支协议的道路上的主要“技术”和“政治” 

困难？

㈡在裁减军事开支协议中，“技术”和“政治”因柰之间相互关系的性 

质和范围如何？

㈢如何能够把裁减军事开支的协议同其他裁军协议联系在一起？ 

⑼谈判的结构：

㈠第一，谈判是否应该只牵涉极少数国家，例如两个大国或最强大的军 

事大国，还是应该牵涉所有属于对立防御组织的国家？

㈡有那些其他国家可以在区域范围内开始进行谈判？

㈢谈判各方以外的发展能够对它们谈判的基础产生什么彩有，如何能够 

把这些发展考虑在内？

㈣发展中国家能够在裁减军事开支方面起什么作用？

㈤关于裁减军事开支协议的谈判应该在联合国范围之内，逐是在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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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之外进行？还是应该在两者都进行？

㈥为了鼓励这类谈判，联合国应该采取什么政策？

⑹协议的方式：

㈠最好把那一类开支付诸谈判？是军事预算，还是实际支出？

㈡是否需要订立其他协议来规定物质裁减而不是金钱裁减，例如坦克、 

飞机等数量？

㈢裁减军事开支的谈判是否可以只限于其中某一部分，如果可以，那些 

办法是最可行的？

㈣军事开支的裁减应该根据什么来决定，应该是绝对平等，还是相对平 

等？还是可以根据其他标准？

(d)核查：

㈠为了便利谈判和为了达成协议和随后监督协议，谈判各方之间应该交 

换那一类关于军事计划和开支的情报？

㈡这一类情报应该在什么时候提供？

㈢协议中应该有那些规定，及可以采取那些措施来确保令人满意和可以 

为人接受的核查办法？

⑹资源的再分配：

㈠如何能够把军事开支裁减之后所抽出的实际资源有效用于非军事用途? 

㈡如何能够把裁减下来的军事开支有效引导到经济和社会发展上，特别 

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f)武器转让：

H应该如何把武器转让同裁减军事开支协议的谈判联系在一起处理？

154 .虽然这许多问题的业务解决办法只能够在谈判范围内进行，但如果能在联 

合国范围内进行有系统的讨论，或许可以澄清一些问题，促进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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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和建议

155•专家小组的结论如下：

⑻如果有足够的有关统计资料，应能编制有效的文书，对各国军事开支进行 

跨时比较，即军事价格指数和购买力平价，而且如果在选择和收集情报及在作出适 

当比较方面作出必要的努力，则即使数据相当有限，也可以获得良好的成果；

⑼军事价格指数和购买力平价往往分别不同于非军事或一般价格指数和兑换 

率的趋势；

⑹军事措施反映出的军事开支实际价值比非军事开支实际价值清楚，因此， 

在各国谈判裁减开支协议时，最好采用军事措施来衡量和比较实际军事开支；

⑷如果能在选择、收集和评价参与国情报方面花费更多的时间和作出更多的 

努力，则可以进一步改善本专家小组获得的价格指数和购买力平价的结果；

⑼这方面的经验有限，主要因为，预算编制和会计制度不同的国家，及经济 

发展程度十分不同的国家，参加得不多；

(f)如有更多的国家，特别是上述国家自愿参加，则可以吸取更多的宝贵经 

验；

⑻如果广泛参与的情况有所改善，则值得考虑进一步实行目前的办法；

(H)目前，大部分会员国都不愿公布军事物质和军事服务的性质和价格。不过, 

今后参加裁减军事开支协议谈判的各国或许愿意彼此交换更多的这方面情报，即比 

在目前情况下所公布的更多；

(i)本报告属于裁减军事开支的报告系列，目的在于抽出资源，为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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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且显然同联合国探讨裁军与发展关系所作努力有关，因为 

两者的目的在于实际裁减军事努力，以抽出资源；

⑶前任专国小组的结论（A/s—12/7附件*)仍然有效；尤其是下列各点, 

由于专家小组的工作成果和经验而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㈠在各国进行的军事开支跨时比较中，政治和技术因素之间的关系是密 

切的和不断的。何况，政治因素可能是基本因素。各方必须体现政治意愿 

和坚定信心，以谋求商定的解决办法及提供为进行比较和核查所必要的数 

据和其他援助；

㈡就象其他裁军协定一样，需要制订核查制度，确保所有各方都遵守 

协定;

㈢关于裁减军事开支的谈判应当在其谈判结果不减低任何国家安全的 

基础上继续进行；

㈣关于裁减军事预算的谈判可促使各参与国达成协议。可在全球一良 

区域一级或分区域一级达成这类协议，即在核武器国家、其他军事大国或 

任何其他国家，不论是军事联盟成员国还是非成员国之间；

㈤有效证明编制各国军事价格指数和购买力平价的办法可行，可为今 

后谈判裁减军事开支奠定基础；

⑻同这个领域内前面大部分专家小组一样，本专家小组主要讨论的是技术事 

项。但是正如第五章所述，裁减军事开支问题上还有其他重要方面值得谨慎注意。

150•专家小组根据上述结论提出下列建议：

(a)应继续审议同裁减军事开支协议有关的技术问题和其他方面，并应采取适 

当措施来推动和促进这类协议的国际谈判；

⑼应当请所有会员国，特别是预算编制和会计制度不同的国家及经济发展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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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同的国家，发表它们对本报告的看法，其中包括广泛参与的前景以及报告讨论 

到的所有事项，并提出其他步骤或措施，以推动和达成今后裁减军事开支的国际协 

议；

⑹秘书长应就上述事项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1 9 8 6年）提出报告;

(d)应敦促所有会员国，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和其他军事大国：

㈠协助创造今后顺利谈判裁减军事开支协议所必要的条件；

㈡^认这个过程和这类谈判，需要合理具备统计数据和交换数据; 

各会员国应根据上述各点尽快展开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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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军事预算裁减10 %,并利用这方面节省下来的部分 

资金来协助发展中国家》，A/977/ReV. 1(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75» 

I. 1〇 )•

*《裁减军事预算：测定办法和国际汇报军事开支》，A/31/222/Rev. 1,(联 

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77•工• 6)。

，《裁减军事预算：国际汇报军事开支》，VB5/479,(联合国出版物，出售 

品编号巩81. I* 9)。

*《裁减军事预算•.改善国际汇报和比较军事开支》，A/S—12/7,(联合国 

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83. K. 4)。

，《多边测定购买力和实际国产总值办法》，欧洲共同体统计办事处，1982年 

«购买、建造^研究和发展等分类的价格指数不是本专家小组编制的。

，如果!*1>1^82系指唯在1 9 8 2年的购买力平价（对3国币值而言），如果

Pind 系指A国在1 9 8 0年的价格指数，而且如果Pind 系指B国
A80 280

在1 9 8 0年的价格指数，则可运用下列方程式找出A国在1 9 8 0年的购买 

力平价：

PPP • Pind
A82 A80

--------------------------------------- 例如，把这个方程式套在澳大利亚情况

Pind ..
B80 •

上，可以得到下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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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58 = 100
129. 8

100
120. 5

3 54

•这个定义类闻联合国国际比较项目使用国际美元的方法，只是在后者情形下，

期买力是按照国产总值计算的〇参考1• B* Kravis、A* He St Summers, 

《世界生产和收入：对实际国产总值进行国际比较（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报刊，198 2年 >,笫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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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附录一

征兵调查表

征兵调查表

a家： ...............................................................

联络人员姓名： .............................................

地址： ...............................................................

^ ..................................................

请把调查表寄回专家小组主席：

Hans Christian Cars
Forsvarsdepartementet (Ministry of Defence) 
l〇3 33 STOCKHOLM, Sweden 
(Telephone: (46)-8-了65 26 U〇 or

(46)^8-62 36 22)

1. 1 9 8 2年征兵人年数字

请按照官阶、士兵服役期间，填写人年数字。最好区分基本训练与进修训练, 

因为这两类的支付方式可能完全不同.

人年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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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年数字

官阶 基本训练 进修训练

中士

下士

二等兵：

⑹服役少于6个月

⑽服役6”12个月

⑹服役12个月以上

2. 1 9 8 2年金钱报酬

请按基本训练、进修训练，填写征兵的直接日薪.（日薪乘以3 6 5和每一 

类的人年以后，会得出19 8 2年征兵总薪水）

征兵每日薪水

基本训练 进修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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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阶 基本训练 进修•

二等兵：

⑻服役少于6个月

㈨服役6—12个月

⑹服役12个月以上

3. 1 9 8 2年征兵费用

(a)请按下列费用种类，填写基本和进修训练的征兵支出数额。

进修训练
(帐户单位= )

费用种类
基本训练

现款支付(同上面问题2—样）

旅费

医疗费用

其他经济利益

膳食费用，包括做饭费用

住宿费用（兵营暖气维修费）

衣服和清洁费

⑼请假定所有上面开支将重新放在第1 • 1 • 1征兵这格内，在附上的汇» 

格子内的第13栏就开支费用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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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采购与制造调查表附带的专家小组给填表人的解释

下列解释应当方便填表人填写调查表：

名称注释

㈨汇报表:专家小组早期函件中所附的军事开支标准国际报表的一种；

⑺Ü： 1个数字级的资源费用种类，诸如作业费用；

(c) 2个数字级的资源费用种类，诸如军事人员、作业与维修等；

(d) 4、分类:3个数字级的资源费用种类，诸如征&飞机与引擎等,•

(e) 单格:汇报表中一栏与一行的交界处，其间应填写军事开支数字；

(f) §里：具有重要共同特性的某种产品与服务•例如，在飞机与引擎小分类 

内，类型可分为战斗礼轰炸机、运输机等；

(g) fjf ：类型中的某一型.例如，在飞机与引擎内，项目可分为特种战斗机， 

诸如;F S、？ 1 6等；

(h) 挫某一项目的单一实体，诸如一架:P 1 6型战斗机；

(i) #£：用以叙述某一项目的特别军事用途•如很少有或没有重要的军事用 

途，就不应视为特征；

(J)军事开支:在联合国系统内应以标准国际格式报导的军事开充这种开支 

可能不同于涉及的社会费用，由于诸如征兵的非市场经济薪水^国防工业的非常利 

润、国家津贴等因素；

(均某一项目总开支除以单位数目•进一步说明请见下面⑻段•单价可 

能不反映社会费用；

(V工作期间：同I 9 8 0 — 1 9 8 2历年期间最为相应的3个财政年見

准则

㈨填写内容应限于工作期间内3个财政年度中至少1个年度期间实际上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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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的项目.在报告时，每一类型不必超过4个项目•如超过4^项目，请选出花 

费最多的项目；

㈦价格资料应是立即可得的实际单或经过合理努力而取得的以及相对准 

确的估汁价格（就是说，准确度在士 10%以内）；

⑼由于许多项目的单价无法立即得到，或经过合理努力无法得到比较准确的 

估计，因此，可能会请您同专家小组代表进行协商，稍后提出资料；

⑷为了就国内采购的项目得出单价估计数字，请您照下列步骤行事：

(一） 算出工作期间之前该项目所有生产设施所需投资（包括研究和 

发展）.为了计及通货膨胀，请使用适当的指数，同指出何种指数；

(二） 对按照计划加以制造的单位，规定其数目；

(三） 把工作期间内三年中的每一年按照上面（一)所计算出来的投资 

总数，除以按照（二)所规定的单位总数；

(四） 为工作期间内三年中每一年，算出M单位的目前采购开支， 

就是说，一年的采购开支除以同年购置的单位的数目；

(五） 为工作期间内三年中每一年，把按照（四)所算出的单位采购开 

支加上按照（三)所得到同年数字，这就是三年中每一年的单价

(动调查表中选出的特征，目的在于进行有意义的比乾如果您认为其他特征 

也有助于进行比较，请在原有名单上加上这些，并请寄回这些资料；

⑺上面已经谈过，某一项目的社会费用可能与该项目的化费大为不同.因此, 

请指出这种情况下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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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专家小组的军搴研究和发展活动调査表
H .

国名：

联^人姓名：

地址：

电话：

谨请于1 9 8 4年1 1月10曰以前，填好寄回本调查表，收值人

Group of Experts on the Reduction of Milftary Budgets 

C/a Mr. F. Alem.

United Nations

Edpartment for Disaxmment Affairs.

New York, K.Y. 10017 

USA United States America

一份副本同时寄交：

The Groiqp^ Chairman 

Mr. Hans Christian Cars,

Ministry of Defence/PBS, 

s-l〇3 33 S10CKH0LM,

Sweden

第一部分

i.贵国对军事或民用研究和发展活动，是否应用价格指数？

军寧 民用

否 II 是 1 ~~i 否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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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是，请另用一张纸叙述这种价格指数如何导a

3. 您认为，關研究和发展价格指数如何反映军事研究和发展价格变动?

絲□

有些口 □对此问题没有研究

很少\^1
4 •请写出I 9 8 2年军事研究和发展活动的比例：

⑻军事部门范围内的活动____________________ __

(切从民用部门采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1 9 8 2年，军事研究和发展活动的开支比例（％)如何？

开 支 军事部门范围内 从民用部门采购 共坪

1 •工作人员

2.经常开支

3 •设备

4. mt

5.共计 10 0 10 0 10 0

6 • 1 9 8 2年，主要种类的工作人员（例如，研究人员、技工等）的开支为 

何？请指出记帐单位（百万、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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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类丨人
—：--------------------- i-----------

1 •

2.
3.

4 .

5 .

6.
7 .

8.
9 .

10.

时 开文

7 • 1 9 8 2年，为军事研究和发廣活动采财的主要种类的物品、雁务（诸如 

电脑、书籍、显微镜等）如何？



8 .这份调查表，以及旨在为军事研究与发展活动而编制价格指数的努力，只 

涉及研究与发展活动的投入•至于其他军事开支项目，价格指数和平价涉及产出一 

工作人员或维修服糸武器和设备、设施等.尽管这些仍非理想的最后产出，诸如 

“行使军事力量的能力”，但它们只差一步，等于是自己投入下的中间产a至于 

研究和发展，没有相应的用于同种用途的中间产出.根据二次不列入主要产出（军 

事力:t)的投入价格所取得的指数和平价，是比较不适于比较目的的•对于跨国比 

较（就是购买力平价）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同种投入在不同国家，生产力不同，

“产出”也各异•有人提议，或许可以找出一种方法来定义标准的研究和发展目标, 

使不同的国家可以估计每个目标所需的投入如此，可以用所需的投入费用来比较 

标准目标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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