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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9 7 8 年 6 月 3 0 日，大会在S—i O y / 2 号决议里请秘书长在政府专家 

小组协助下进行关于裁军和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

2 . 专家小组的任务参见AXS—1 0 / /9 号文件，其中列出下列各项主要调查任 

务：（a ) 当前用于军事方面的资源；(b) 继续进行军备竟赛和执行裁军措施的经济 

和社会后果；（C ) 将执行裁军措施所节省的军事资源改充经济和社会发展用途。大 

会 1 9 7 8 年 1 2 月 1 4 H第 3 3 /7 1 工号决议又请秘书长向裁军和发展关系政府 

专家小组提出设立国际裁军促进发展基金，以供审议；法国政府曾向大会第十届特 

7别会议提议设立该基金（A /S —IOXAC ,  1X28 )。

3 . 按照大会这项请求，任命了 2 71立政府专家进行此项研究。 从 1 9 7 8  

年 9 月至 1 9 8 1 年 8 月之间，该小组举行了 1 0 次会议。

4 . 专家小组编写的4 0 小研究报告对进行这项研究报有帮助。 这些报告中， 

有 :i 1个由裁军计划基金提供的自愿捐敦支付養用，该基金由1 0 国政府为裁车而 

设立的；除外， 9 个国家负责共达1 9 项计剩的经赞，提供全部或部分费用。

5 . 秘书长曾经屡次指出， 军备竞赛继续;ÿP剧，大量耗用了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所患0 的資源。 他一再强调，建立和平、正义和稳定的世界秩序的希望能否实现， 

主要看能否缩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差距而定。 当前这项研究是国际社会 

一项重要尝试，希望通过彻，滚调查，以求证明平銜的和普遍遂受的全球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建议与裁军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如果各方® 深切了，这种关系，就可以作 

为各国政，府制订促进裁军和进一步友展的实味措施的基础。

6 . 秘书长谨向专家们完成这份报告表示感谢，视在将报告提交大会审议。应 

当指出的是，报告.所载的意见和建议是专家们提出的。 关于这一点，秘书 &要指 

出，以裁军问题的复杂领域来说，对于专家们所完成的各项工作，他在许多情况下 

无法作出判断。

秘书长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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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文函
1 9 8 1年 9 月 3 曰

纽约

联合国秘书长

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阁下：

谨随函附上按照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1 9 7 8 年 6 月 3 0 曰第S—lQ /2号决议 

所载《最后文件》第 9 4 和 9 5 段的规定由你任命的裁军和发展关系政府专家小组 

的报告。

按照大会决议的现定任命的政府专家如下：

Lj ub ivoj e a6iM0Vi6 先生 

南斯拉夫，贝尔格菜德 

国际政治和经济研究所所长

Mansur AHMAD 先生

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曰内瓦办事处代表

Tamas ÉACSKAI 先生

牙利国家娘行总经理

Horst BECKER 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外交部裁军科科长

Luis CABAM 先生

委内端拉外交各询委员会委员

Antoni CZARKOWSKI 先生

波兰外交部国，斤组织司付司长

Hendrik de HA AN 先生

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经济学教授

Sergio de Queiroz DUAETE先生 

巴西出嚴裁军谈判委员会IÜ代表



Omran EL SHAFEI 先生 

埃及外交部副国务秘书

José Antonio ENCINAS DEL PANDO 先生 

秘鲁利马大学经济和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Klaus ENGELHAEDI 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际政治和经济研究所经济学教授 

Daniel GALLIK 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毕盛顿特区 

军备管制和裁军署高级经济学家

Placido GARCIA REYNOSO 先生 

墨西哥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

Robert HASELDEN先生

大不列類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国防部经济顾问 

Anthony HILL 先;生

牙买加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

Masayoshi KAKITSUBO先生 

曰本，东京 

外交部顾问 

Sten F. LUITOBO先生

挪威外交部研究司司长-

A. C. H. MOHAMED 先生

斯里兰卡外交部

Jacques FRADELLE DE LA TOUR DE JEAN 先生 

法国外交部



Anire SAGAY 先生

尼日利亚国防部到秘书

Nôdari SIMONIA 先生

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所长

K. SUBRAHMANÏAM 先生

印度国防研究和分析研究所所长

Ibrahima SY 先生

塞内加尔常驻联合国H内瓦办事处代表団参赞

Inga THORSSON 先生

瑞典外交部副国务秘书

Leandro I. VERCEEES 先生

菲律宾外交部联合国和国际組织事务总干事

Constantin VLAD 先生

罗马尼亚史泰芬•格奥尔吉乌学院政洽科学和民族问题研究所所长

Bernard WOOD先生

加拿大南北研究所所长

本报告是在1 9 7 8 年 9 月至 1 9 8 1 年 8 月期间编写的，专家小組在这个期 

间举行了1 0 次会议： 1 9 7 8 年 9 月 4 曰至1 3 日， 1 9 7 9 年 1 月 1 5 曰至26 

日，和 1 9 7 9 年 5 月 2 日至1 1 日在日内瓦举行； 1 9 7 9 年 g 月 1 7 日至2 1  

日在纽约举行； 1 9 8 0 年 2 月 1 1 日至2 8 日在日内瓦举行； 1 9 8 0 年 6 月 2 

日至1 2 日在纽约举行； 1 9 8  0 年 9 月 1 5 日至2 6 日， l i ^ 8 1 年 1 月 1 9 H  

至 3 0 日， 1 9 8 1 年 4 月 2 1 日至5 月 1 日和1 9 8 1 年 8 月 1 7 日至2 8 0 在 

S 内瓦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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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专家小组的成员要向联合国秘书处和专门机构以及联合国系统其他組织的 

成员惠予协助表示感谢，尤其要向助理秘书长扬 . 马廷森先生、阿布德 . 尔卡德 . 

尔本斯运尔先生（担任专家小组秘书）、罗纳德，惠斯肯先生、休 。莫斯利先生和 

斯瓦德什，拉纳先生（后三位担任专家小组顾问) 致谢。

我谨以政府专家小组主席的名义代.表专家小组向你提交这份报告。 有些成员 

对第二、四和六章的全部或部分有保留。 他们的保留理由已列入本报告的附录三。 

其他各部分（包括题为 " 摘要、结论和建议，’ 的第七， ) 都获得一激通过。

裁军和发展关系政府专家小組 

主席

英 亚 ，图尔森（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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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言

1 . 本研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 9 7 7 年 1 2 月 1 2 日的大会第3 2 /  8 8 A 

号决议，在该决议中，大会决定应发动一项有关裁军和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其范 

围将由1 9 7 8 年举行的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自行决定。 1为此目的 

请秘书长委浪一个政府专家特设小组，为该研究制订可能的范围和任务规定。特设 

小姐在 1 9 7 8 年 3 月 2 1 日向秘书长提出了报告，该报告后来编为A/ S —1 0 / 9  

号文件，提交大会。

a 按照 1 9 7 8 年 6 月 3 0 日第3 — 1 0 / 2 号决议所载《大会第十届特别 

会议最后文件》的第9 4 段 ，大会决定秘书长应任命一小合格政府专家小组从事这 

项研究， A /  S — 1 0 /  9 号文件应作为该小组的任务规定。根据这取决定，秘书 

长任命了一个2 4 名政府专家小组，该小组在1 9 7 8 年 9 月举行了第一届会议 0  2

3 . 按照任务的一般指导原则，小组的研究应该针对下列各项因素：裁军领域 

的目前局势、裁军对缓和的重要性、国际和平与安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和促进国 

际合作及其交互关系。此项研究也应该研讨如何使裁军;^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作 

出贡献。一般指导原则也录示，真正有效的裁军过程是必不可少的，该項研究应该

第 3 2 / 8 8 A号决议的本身则源自丹麦、芬兰、挪威和端典所编写的一项工作文 

件 ，建议联合国从事一件关于裁军和发展的研究报告。参看《大会正式记录， 

第十届特别会议，补编第1 号 》（A/S  — 1 0 / 1 ) ，第五卷，文件 A/AC. 1 8 7 /

8 a

各国专家是从下列国家中任用的：巴西、埃及、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 

意志联邦共和国、匈牙利、印度、 日本、墨西哥、荷兰、尼日利亚、挪威、 巴 

基斯坦、秘鲁、菲律宾、波兰、罗马尼亚、塞内加尔、瑞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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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合众国、委内端拉、南斯 

拉夫和也门。



作为在裁军措施之后据以作出具体行动的决定，将目前用在军事方面的真实资源转 

用于促进全世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别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福利。为此目的，數 

促该项研究应该往前看和面向政策并且特别着重于在地方、区域、 国家和国际一级 

重新分配资源的好处，尤其最重要的是其实质可行 '性0 为这个研究建立一个全面而 

可靠的数据库已被认为是高度可取的。

4 . 专家小组的任务规定列出了下列主要调查研究方面：

( a ) 目前资源在军事方面的使用情况；

m 持续的军备竞赛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后果，以及裁军措施的执行情况； 

( C ) 将裁军措施所节省的资源转用和重新部署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上面。

5 . 这代表重点的转移，过去较着重于军事支出而较不着重于真实资源，没有 

对主要的武器国家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以及对发展中国家所可能带来的利益给予 

充分的注意。

6 . 第一届会议的结果已由秘书长编制成一件组织报告，提交大会第三十三届 

会 议 （A / 3 3 / 3 1 7 ,附件）。大会响应该报告所载的请求和建议，通过了 1 9  7 8 
年 1 2 月 1 4 日第3 3 / 7 1  M号决议，其中呼吁所有各国政府考虑对截军项自基 

金作出自愿捐款，以使专家小姐能够委办关于其任务范围的研究工作，或资助关于 

小组所核可的课题的国家研究项目。第 3 3 /  7 1 M号决议也呼吁各国政府提供有 

关数振和资料，使研究取得有意义的成果。 ， 大会在男一个决议（第 3 3 / 7  1工 

号决议 ) 中也请秘书长将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提出的关于设立一个国际裁军促进发 

展基金的提案（A/S-10/AC.  1 / 2 8 )递交专家小组审议0

7 . 在 1 9 7 9 年 1 月举行的第二届会议上，专家小组增加了加拿大、牙买加 

和斯里兰卡的专家，从而将成员数目扩大到2 7 人 > 小组在该届会议上达成协议：

迄今已有丹麦、挪威、瑞典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四个国家响应了这 

个请求0



设立第3 3 / 7  1 I 号决谈所指的国际裁军促进发展基金的提案是在其任务范围之 

内，并且对照较早提出的相同用意的提案，审议了这项提案。

1 9 7 9 年 9 月 2 1 日，小组向秘书长提出了一件关于其1 9 7 9 年工作 

结果的临时报告A / 3 4 / 5 3 4 ,附件，秘书长已将该报告递交大会。在报告中，小姐 

重申其信念，认为裁军中心的适当合格研究顾问如能给予有力支持，是成功执行任 

务的关键因素，特别是在工作的最后阶段。具体地说，小组建议任命三名这种顾问， 

大会第3 4 /  8 3 K号决议已赞同了这项请求。

委办研究项目

9 . 在小组的任务规定中认识到，鉴于所要研究的领城既广阔又复杂，并且为 

了取得最可能广泛地参与这小项目，所以最好是吸收全世界各地的专家协助。 为此 

目的，小组草拟了一份被认为在与小组的任务有关的各种研究领城内具有充分知识 

的世界各地研究人员和机构的名矣名单上被列名者都接到邀请向小组提出研究计 

划备供评审。在 1 9 7 8 年 9 月的第一届会议上采用了这小程序，在 1 9 7 9 年 1 

月的第二届会议上，由于认识到小组的成员已经增加和任务范围扩大, 所以再度采 

用这小程序。

1 0 . 小组总共评审了大约7 5 个研究提案。 在评选过程中，小组力求满足一些 

标准。首要的考虑是：委办的提案应该集体地尽可能完全包括小组任务范围内的研 

究领城；提案座具有创见和完善的结构，并且负责研究的人员应该表现出能够胜任 

其任务。此外，小组力求确保研究方向包括尽可能多的国家和地理区城，以及负责 

研究的人员应来自不同发展阶段、代表不同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国家。另外，优先选 

用强调有可能转用于发展方面的那些被军备所吸收的真正人力和物力的提案。 最后， 

小组认为将军备资源转用在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造福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具 

有特殊重要性，这一点也影响到提案的评选。



1 1 . 对裁军项目基金的自愿捐敦最终达到宽裕的总额《594 ,  180。 4 此外， 

九个国家全部或部分地资助了国家性项目。 ， 整个过程的结果是：小组共委浪了 

4 5 个项目，其中 2 4 个由基金资助， 2 1 ♦ 由国家资助。 由于各种原因 , 有 5 个 

项目半途放弃，所以净收到的研究报告总数为4 0 件。 € 所有研究报告都在1 9  

^ 0 年 1 月至 1 1 月期间提交给裁军中心。

U 小组很早就认识到小组自己的报告不能充分地表达所提交的这些研究报告 

的丰富实质和广泛内容。因此，小组允许报告的作者另外发表其研究结果，件多人 

已经这样做。小组认为有机会产生这批既广泛又深入的研究，并且将研究结果公布 

给公众使用，是小组的主要成就之一。

1 3 . 除了委办的材料以外，小组从全世界许多研究机构正在进行的研究中也得 

益良多，其中愈括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发组织）、联合国训练研究所（训研所)、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 ) 、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和斯德奇尔摩国 

际和平研究所。 同样的，若干主题同小组的任务直接或紧密有关的国际会议和专题 

讨论会也提供了有价值的投入，特别是 1 9 8 0 年 5 月 6 日至7 日在挪威桑纳菲奥 

尔举行的裁军和发展问题会议  ̂ 7 最后，小组积极地征求了非政府组织—— ，包括

捕款国为：塞浦路斯、埃塞俄比亚、法国、印度、荷兰、挪威、菲律宾、瑞典、 

美利坚合众国和委内瑞拉。 另外还收到国际商业、办事、专业和技术雇员联合 

会的捐敦0 捐款数额载于A / 3 4 / 5 3 4 号文件的附件。

加拿大、芬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挪威、波兰、罗马尼 

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

这些研究的题目和研究负责人开列于附录一。

《桑纳菲奥尔裁军和发展问题报告》（ 1 9 8 0 年 ，奥斯陆）。



工会和其他专业级织一一的意见，既把它们作为对其工作的投入，也力了有助于更 

广泛地散布最后报告的结论。小组也曾试图银求各雇主组织的意见0

回顾联合国对裁军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处理情形 , '

U 过去 3 0 年来，联合国不止一次试图将裁军同发展联在一起。 8 自从 

1 9 5 0 年起，大会通过了许多决议 ' 呼吁全面裁减军事支出，将资金用在经济和 

社会方面，特别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协议裁减军事预算的提案在战后期间也 

是经常提出，并且有几次这些建议还具体规定将节省的经赛的一部分转用到促进发 

展中国家的发展上面。

1 5 . 这些将裁军同发展联在一起的呼吁和建议，就其完全依赖对这两种现象之 

间真实关系的认识来说，似乎主要是建筑在下述道德判断的基础上，即：在如许多 

的人民的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时还将资源浪费在军备上面是不对的。这些早期的建 

议似乎还隐含另外一项判断，即不论为了什么理由，目前存在着一种过份军备的情 

况 ，因此重新分配一些资源是可以办到而不会引起安全顾虑的。事实上，许多这些 

早期建议显然当初都被认为值得提出，其理由正是因为用在军备上的资源数量如此 

大 ，以致于我们可以设想将很大部分转用到发展方面而不必实在地考虑有效裁军所 

会引起的那些复杂而敏感的问题。例如，我们可以从1 9 6 2 年出版的联合国报告 

《裁军的经济和社会后果》中看到这一点。编写该报告的专家们指出"……，即使五 

g 目前用在军事方面的资源的一小部分用来投资于促进( 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性发 

我们就能够对这种投资分配到更大数量的资源。

下面第六章将叙述这些早期的提案。

E /3 59 3 /R e v  1 (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 6^  IX. 1 ) ，英文本第 

5 1 页。 （着重号是后来加上的）



16. 不过，最近这些看法已有若干改变。例 如 ，已可觉察到有一种意见朝向认 

为在军备竞泰与全世界人民的经济和社会需要及愿望之间存在着更深刻的矛盾。伴 

随这种意见的是在各种世界讲坛上越来越多的注意力放在发展中国家不令人满意的 

发展进度。 1 9 7 2 年 ，一份颗为《军备竞秦和军事支出的经济和社会后果》的专 

家报告指出， " 更大量地抑制军备竞赛将能第一次做到大舰模地转移资源，从而基 

本地改变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前景 " 。 1 ° 不过，同时在另一份同年发表的专家振告 

《裁军和发展》内虽然大力赞同这小意见，不过也要求对将两者联系的问题谨慎从 

事。这份报告虽然一方面强调有效裁军的巨大潜力，不过另一方面作者们也着重指 

出 " 〔裁军和发展〕基本上彼此互不相干 " ，并且".国家和国除上为促进发展所作 

的努力不应该仅仅因为裁军进展的缓慢而推迟或任其拖延" 。 "

1 7 . 另外一项改变是有系统地注意关于就裁减军事预算达成协议的提案，以及 

曰益努力解决因为将裁减军事颁算作为可能有效的裁军措施所引起的许多问题。

1 9 7 4 年的题为《裁减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军事预算1 0 % ，并将所节雀的部 

分资金用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 ' 2 的专家报告显著地數场了这些努力。

18. 1 9 7 7 年 ，对军备竞赛的经济和社会后果报告进行增订工作的专家小组

将他们的看法更大大地往前推进，认为在裁军与发展之间存在着广泛而紧密的关系。 

具体地说，他们认为"发展如果不与持续的军备竞赛取得妥协而要达到可接受的速

A /846 9 /R e v  1 (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72. K .  1 6 )，英文本第34 

冗。

S T /E C A /1 7 4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 73. IX. 1 )，英文本第22 

页。

A /9 77 0 /R e v  1 (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75. I 10)1 9 7 6 年、 

1 9 7 7 年和 1 9 8 0 年编写了一系列推广这些努力的专家报告，不过参加人 

数较不广泛>



率 ，即使不是不可能也将是很困难的" ， '‘应该设计裁军的方式以使得裁军与发展 

之间的紧密关系能为人们所充分的认识到"。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决定将该报 

告充实新的内容，并将报告提交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第 3 5 /1 4 1号决议

19. 1 9 7 8 年大会专门讨论裁军问題的特别会议所遗过的最后文件明白地赞

同了这小立场。其中的有关一段内容如下：

" 裁军和发展之间也有密切关系。 裁军取得进展将大大有助于发展实现。 

因此，裁军措施所节省下来的资金应当用于促进所有国家的经洛和社会发展并 

潮助缩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

2 0 . 在大会关于联合国发展十年的各项决议中也可找到相同的趋势。 发动第一 

个和第二个发展十年的那些决议主要集中于能够从裁军方面所得到而用来促进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资源，不过每个决议也都明白在国际发展与一般国际局势之间存在着 

更广的关系，特别是关于裁军的进展方面。 另一方面，《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 

发展战略》使用了几乎同上面所引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一样的措词。 这项 

措词明显地含有下述意义，即：对裁军与发展之间关系的认识应该反映在使用执行 

裁军措施所节省的资源来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

《军备竞赛和军事支出的经济和社会后果》（A / 3 2 / 8 8 ( 联合国出版物，出 

售品编号： 78. IX. 1 ) )，英文本第7 3 至 7 4 页。

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1 9 7 8 年 6 月 3 0 日第A / S  —1 0 /4号决议） 

第 3 5 段。

参 看 1 9 6 1年 1 2 月 1 9 日第1 7 1 0 ( x v i )号决议序言部分第2 段和第 4 H  
段及 1 9 7 0 年 1 0 月 2 4 日第2626( XXV)号决议所载《联合国第二个发展 

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第 5 段。 1 9 7 0 年 1 2 月 1 1 H第2685 (XXV)号决议 

也认为在第一个裁军十年同第二个发展十年之间应有密切联系。



发 展 （参看 1 9 8 0 年 1 2 月 5 日第A /3 5 / 5 6号决议第3 9 段 ）。

本研究的目的

21. 本研究是联合国第一次试图有系统地深入调查分析下述两方面之间关系的 

范围：一方面是全球经济和社会持续均衡发展的前景，男一方面是通过重新分配真 

实资源来达到裁军的希望。这种关系是复杂而多层面的，小组分析的目标是要增进 

对这种关系的了解，以作为制订实际措施的基袖。从资源被用在世界军备上的持续 

趋势和所存在的极端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都可清楚地看出有必要进行这项研究。

2 a 因此，看起来裁军和发展普遍地被认为是分开的问题，尤其是在国家一级。 

在最基层一级，这种看法无疑地源自于各国的下述慨念：维持适当的军事力量在当 

前的政治现实情况下是不容争议的优先事务。不过，政治圏里的人似乎也缺乏下述 

信念：承认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并采取行动，从经济和社会上来考虑，事实上都是必 

要或可取的。 此外，许多国家都怀疑实际表达这种关系的可行性。本捐告将参照目 

前军备竞赛的趋势和目前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前景来重新审查形成后面这些慨念 

和态度的背景。

23. 应该指出，小组的任务不在干涉裁军谈判的过程,也不是要向各国政府提 

出任何关于这些谈判的方向或内容的建议0 不过，更深入地看，这项工作应能有助 

于改善裁军努力的气氛和政治意愿，因为它澄清了其中的经济和社会代价及利益。 

此外，小组将要审查是否并且为什么有理由，急，要甚至绝对必要在国家和国际一 

缓制订应急的安排，以便使裁军措施所节省的资源能够重新部署而只造成最小的混

16
本报告将不详细讨论这些问题中的一个重要层面。那就是裁军与国际安全之间 

的相互关系。如果要执行反映对裁军与发展之间关系的i人识的政策，则一项重 

要的先决条件便是能够挺受排除依赖国家军事武力保障安全的别种安排。这些 

问题正由另一专家小组就裁军与国际安全之间相互关系所进行的平行研究加以 

深入的审查。



乱和浪费，并且重新部署的方式能够帮助解决发展问题。

2 4 小组了解到，根播对裁军与发展之间的有力关系的认识所取得的行动需要 

工业化和发展中所有国家的人民都能看出这一步骤的巨大利益。不 过 ，在这同时， 

按照小组职权范围的规定，小组也特别注意到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迫切 

需要以及如何将裁军所1T省的资源用来满足这些需要。幸好 ，下面将可看出，这两 

小目标绝不是不相一致的。

本研究

2 5 . 为了替本研究提供一个一般构架，所以小组在第二章内尽力为审查发展与 

裁军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个慨念依据。第三章根据实际的人力和物力资源筒述军务竞 

泰的目前情第四章它分析战后军备竞泰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并利用分析结果评 

价在军备竞赛持续和开始进行真正的裁军过卷时的将来前景。第五章讨论在执行裁 

军措施以后将资源转用和重新部署到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可行性。第六章审查区 

城和国际一级的体制安排的好处和可行性一一包括筹资方式在内这些体制安排 

将能认识到裁军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为重新分配真实资源的过程提供便利。最 后 ， 

第七章总结各实质章并提出小组的结论和建议。

2 b . 本报告依推的是可以获得的数振。提交小组的各项研究振告和其他可以获 

得的官方和非官方材料都表明，一些国家的军事支出数据和用在军事部门和军火转 

移的数据都不够充分。 因为如此，所以本报告大部分依靠西方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 

所发表的数据，并且小组也不得不采用各种估计方式来判断其他主要军事国家的有 

关数据。 这不可避免地并且令人遗憾地减低了本研究报告若干部分的精确和平街程度。

27. 小组的任务强调必须向尽可能广大的人民宣传有关裁军与发展之间关系的 

各种问题，并建议将报告的主要部分缩写为一小短的通恪文本以供普遍发行。 已 

经同加拿大合作，安排一名外面的作者，根据本报告编写一份短的报告，对象为广 

大民众。 该短文本除了小组主席的前言和载入本研究的结论和建议外，其余部分 

将由作者自行编写。



第二章

裁军和发展之间关系的纲领和范围

2 8 . 世界的过去历史在1 9 7 0 年代似乎正在重滨，一小领械接着一个领城地 

呈现出全球性的紧•张和压力。 在审查裁军与发展之间关系的这个时候，正值国际 

政治日益紧张，经济日益混乱之际；它是对日益迫切的老问题以及危险的新问题襄 

急寻找解决办法的努力之一部分。 将目前全球的前景形容为不定几乎是温和的说 

法。 目前常用的字跟是复杂性、互相依存和在所有领械里。 这些新的，或更准 

确的说，新认识到的复杂性已暴露了存在于普遍的态度、行为方式和管理工具中的 

严重缺陷和危险。 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的r 散，以及军事力量较小程度的同样扩散， 

都不再只是可能而已经成为生活中的现实。 所有国家的经济繁荣现在已不可避免 

和不可逆转地联结在一起，这似乎命令我们必须为了彼此的利益而进行合作和协调策 

略。 与此特别有关的是：发展不足、其原因和解决的政策现在已是国际社会的最 

首要政治问题。 此外，世界大家庭已感觉到人类活动带给我们星球环境不能忍受 

的压力，而我们长久以来关于世界资源用之不竭的假定也应该严，地重新加以检讨。

29. 1 9 7 0 年代所举行的2 0 多个联合国全球性会议和大会特别会议已戏剧

性地突出了这些事实，它们探讨的问题包括：沙漠化、裁军、就业、能源、环境、 

精食、卫生、人类住区、工业化、人口、科学和技术、货易和水。 这些几乎等于 

对世界现况进行一项评价的会议还草拟了备供政治行动的一般指导方针。 现在所 

要做的便是执行这些指导方针。

3 0 . 根据所有这些理由， 1 9 8 0 年代很可能是一小关键的年代。 如果我们 

着手解决现有的问题并且避免或减少我们能够预见的问题，则我们的将来将比战后 

任何期间同过去发生更为根本的变化。 广义的说，本报告是研究裁军所能作出的 

贵献，以便为全球经济走上持续增长和发展的道路所需的改变和调整提供便利。相 

反方面，如果不能控制和扭转军备竞秦，则本报告打算作为在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发 

展方面我们能够合理寄予多大希望的判断依振。



3 1 . 人类目前正在面对着世纪以来的最大挑战。 军备竞秦的程度和速率不可 

避免地增加战争的危险。 缘发一场核战争将危事到全体人类的生存。 在本世纪 

内, 各国人民将面对技术、经'本和社会的各种新的挑战, 如果军备竞泰不加抑止地 

继续下去，则这些挑战将变得更为复杂。 为了停止和扭转这种竞赛，我们也必须 

对胆止发展中国家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问题找到解决办法。 为解决原料、能 

源、生产粮食和保护环境等领城的问题需要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政资源。 1980  

年代的挑战追切地要求我们为了人类的利益采取真正有效的裁军措施。

3 2 . 裁军和发展这两个名词所代表的现象已经广泛地为人们所一般地了解，不 

过为本报告的目的还是值得使其更为具体一点。 裁军是减少武装部队人员和支出 

的过程；销毁或拆除已部署或库存的武器，遂步消除生产新武器的能力；以及解散 

军事人员回到平民生活。 最终的目的是在有效国际管制下的全面彻底裁军。 中 

间过程必须具有下列特征 : 平衡的裁减，一方面确保所有国家的安全不会减少，另 

一方W对于协议的裁减数量的遵守情况提供适当的核查。 在这个过程中显然存在 

缔结暇制军备协谈的余地，这些协议将确实抑制军备在数量上的增加和质量上的改 

进，特别是这些协议作为培养信心的措施是极为室责的，并可作为实际裁减的踏脚 

石。 同样的，除了全球性的裁军过程以外，还可以在国家一级提出单方面的倡议 

和进行区械安播，虽然这些较低一级的倡议所能作到的程度是明显地有限度的。虽 

然很难预测裁军过程所依循的道路, 不过所协议的裁减数量将是中等的，并且达到 

这些裁减也需要有充份的时间。

3 3 . 最广义的发展定义是在社会中进行社会和经济改革以改善所有人的生活素质。 

在最基本的一级，发展意味着为每一个人提供维持有尊严有生产的生存所需的基 

本物质要求。 经济增长—— 即扩大生产量—— 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但是发展 

不能只包括增长。 发展也意味着每一个人都有机会—— 同时也就有义务—— 充分 

地参与经济和社会过程，并分享其利益。 更具体地说，如果全球的发展努力要能

11



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维持得住，则它必须提出一种经济增长形式，能够在合理的时间 

范围内大大地消除目前普遍存在于国与国之间的生活程度差距。 甚之，为了在物 

质方面维持得住，全球的发展努力还应该表明它是与长期的资源来源环境限制——  

就所能够决定的这些限制而言—— 相一•致的。

3 4 . 裁军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在慨念上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形式。 其中一种形式 

是很明显的，不容争议，并且是最重要的：由于积聚军备的过程和发展的过程两者 

都需要大量人力和物力的资源，又由于资源是有限的，所以进行其中一个过程必定 

胆碍男一个过程。 除了倚单的机会—— 成本效果以外，积聚军备还在其他方面访 

碍发展，从这种竞争的角度来看，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存在的，不论是否对它采取行 

动。 其他的形式则取决于所采取的各种行动。 一种行动是对采取决定和影响决 

定的人劝诚他们严 ;t 地看待这种基本关联，并且充分地考虑到裁减军备所带给发展 

的利益。 其他的形式涉及到设立机制或机构来发挥劝诚性的、象征性的、重新分 

配的或产生节省的作用。 国际协议的程度随各种形式而不同，第一种形式的协议 

程度是不容置疑的，而后面几种则相当引起争议。 本研究的目的是对所有这些形 

式进行审查。

裁军与发展之间关系的传统理论

3 5 . 我们在导言一章内已看到，在裁军和发展之间建立一种机构联系形式的关 

系的慨念已经在联合国内由来已久。 从战后时期的早期年代开始就明显地存在着 

高度有利的机会，修订全球资源的分配优先次序以便从军备转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 

而经过这些年以后，这种筒单或传统的将裁军同发展联在一起的作法已经越来越为 

追切0

3 6 . 今天，发达国家的每人平均收入平均超过发展中国家1 2 倍。 当然，这 

种平均数值的比较确实掩盖了每个集团内部和集a 与集团之间的极大差别。 不过， 

千百万人民生存在极度贫穷条件下也使" 生活标准 " 的标记极端地不适用。 世界 

銀行佑计，现在全世界有57, 000万人营养不足， 8 亿人文盲， 1 5 亿人很少有或

一 le —



得不到医疗机会，25, 000万儿童失学。1 7 这些都是使人麻木的统计数字，而任何 

解决问题的努力所需的费用时常是看起来大到令人为难。 但是，过去 3 0 年来， 

每年各国集体地将全世界可支配资源的5 % 至 8 % 用在军备上面。 在 1 9 8 0:年 

全球军事方面的支出预算迷到5, 0 0 0 亿美元，差不多等于在所有发展中国家投资 

的总和，将近为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 经合发组织）成员国向这些国家提供的官方 

发展楼助的1 9 倍。

3 7 . 在 1 9 6 0 年至 1 9 8 0 年之间，每年用在军事方面的资源数量增加大约 

1. 9倍，也就是几乎翻了一番。 如果这几十年的历史重演会有什么后果呢？ 下 

述提法并不勉强：过去 2 0 年来用在军备方面的资源数量的增加率换算成平均每年 

增长率，剛好超过3% 。 考虑到1 9 8 0 年全世界军事支出为5, 0 0 0 亿美元鉴， 

则重复 1 9 6 0 -  1 9 8 0 年期间的支出情况将使2 0 0 0 年时的全球军备开支达 

到 9, 4 0 0 亿美元（按 1 9 8 0 年价格计算）。 在这种情况下，今后各年按照目 

前价格计算，到 1 9 9 0 年时计算全世界军事支出将以3 亿美元为单位。

3 8 . 表二 . 1 列出了更多的可能性。 虽然这些数字纯粹是供说明用的预测数

字，不过要点是，从经济观点来说，他们中的任一数字都不是严格不可能的，虽然 

下文第四章将表明，军事支出的持续增长所带来的机会代价很可能非常巨大。 在 

本世纪剩余年代内，用在军备方面的资源价值如果年增长率为1% 很可能会被认为 

是限制军备上的一大成功，但即使在这种情形下，单只增加用在军事方面的资源所 

累积的价值—— 亦即如果支出固定在每年5, 0 0 0 亿美元时所多消费的资源—— 就 

将达到 11, OOOÎ乙美元。 在年增长率为2 % 和 3 % 的情形下—— 按照历史标、准， 

前者仍不过多—— 不用在民间部门的更多资源的价值将分别等于目前世界产值的 

28%和 45% 。 在这方面应该记住一点，最近将来的前景是全球军事支出的增长 

率加速增加。

世界銀行《 1 9 8 0 年世界发展情况报告》（华盛顿市， 1 9 8 0 年 》

- 13 -



表二、1 预测 1 9 8 0 -  2 0 0 0 年的世界军事支出数字 

( 按 1 9 8 0 年价格以百万美元计）

年 平均增长率

15̂ 23'0 3̂ 3.2^

1980 5C0 000 500 000 500 000 500 000

1990 552 310 609 9̂7 671 958 685 000

?ooc 610 0?̂ 7-2 973

1

903 055 9kO 000

39. 二十年事实上不是很长的时间，特别是对照下述时间，即"限制战略武器 

会谈 " 的协定共花了十年谈判时间，而这些谈判还没有考虑到要大大裁减战略核军 

火库的大小和赛用。倚短言之，继续不能真正地抑制军备竞赛，并且最少胆止军备 

方面所用资源的进一步增加，都将使改善人类经济和社会前景的巨大机会不可挽回 

的失去。 如果真的发生核战争，则我们所知道的文明事实上将遭到毁灭，而发展 

目标将变成无关宏旨和毫无意义。

40. 我们能够指出四分之一多世纪来存在于军备支出与未能满足的普要之间的 

鲜明对比，但是选今仍然做不到这种对比所意谓的重整全球资源分配优先次序的希 

望的必要工作。 因此，我们只有遗憾地得出下述结论，即：为发展而鼓励裁军的 

这种广泛道义而還辑的论点本身还达不到足够的份量能够超过对军事安全的关切， 

亦即对不顾《联合国宪章》所载的原则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的关切。 确实，虽然 

不是大多数国家，但已有许多国家，其国民生产总值用在军事方面的比例最近几年 

已经下降，而社会支出在中央政府的支出中所的比例则在增加中 ’8。 不过，另 

外的事实是，虽然发生这些改变，但全世界用在军备方面的实际资源数量几乎不停

美国军备管制和裁军总署《 1 9 6 9 -  1 9 7 8 年世界军事支出和军火转移》 

( 华盛顿市 , I  9 8 0 年 1 2 月 ）。



顿地在增加（图二、 1 ) 。 此外，还应记住一点，在这些有利的趋势能够持续以 

前，用在军备方面的资源已经达到了巨大的比例。 因此，这些趋势并没有反映出 

全球军备竞赛的激烈程度有任何的减轻，更不必说要加以扭转。

15



4 1 . 纯粹经济上来讲，裁军同发展之间存在一种可能的关系，即如果有裁军就 

会给发展带来便利。关于这一方面的关系将推退到第四章讨论，该章将论述裁军实 

际上造成更快的生产量增加，这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虽然也不能忽略过程上的 

问题。不过，事实仍然是，国际一级并没有一种自动的市场机制，使存在未满足的 

经济和社会需要能被转化为对用在军备方面的资源提出要求。这种转化只有当政治 

人物认力是有利而可行时才能实现。裁军与发展之间关系的道义上的说服力是无庸 

争议的，但是迄今所得到的经验是，这种考虑一贯被各国对安全上的需要的看法所 

掩盖。在有些国家中，安全被看作是需要保持核威慑的信服力，维持总的军事平衡 , 

保持军事技术的领先地位，等等，也就是要求全力参加军备竞赛。这意味着各国认 

为军事安全比发展优先，其实际后果是这两个问题被看做为商个基本上互不相关的 

现象来处理。

4 2 . 我们在安排这项介绍性讨论时选择了安全慨念作为讨论的中心，因为这个 

慨念看起来似乎是在慨念一级说明裁军与发展之间复杂而多面的关系的最有效方式。

安全慨念

4 3 . 安全的慨念比单只军事上的安全更要广义。这个问题的经济和社会方面都 

具有极大重要性。报据这种广义的定义可以清楚地看出有许多方式可以加重对安全 

的威胁。另外，可能加重对安全的威胁的因素的形式和范围及其相对的追切程度也 

都不是静态的，它们是在继续不断变化的。在这种情形下，国家和国际一•级的中心 

政治任务便是特续地评价己有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在已知和可预料的对安全的威脉和 

挑战情况下是否得到合理的运用。

4 4 . 本章其余部分的讨论依据三个主题，按照小组的意见，这三个主题函盖了 

未来数十年内国际安全上所面对的各种主要的和相互关联的挑战。第一个主题是军 

备竞泰的本身。在这小主题下，我们将发挥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 

S—1 0 /2号决议）第 1 段所表示的意见： " 在今夭，武器的积累，特别是核武 

器的积累非但不能保护人类前途，反而构成对人类前途的威胁。 " 换句话说，军备



在实现其提供安全保障的目的上的能力已被认为越来越令人怀疑。不过，除此之外 , 

人们正开始认识到，一般对于安全定义的了解都过于狭窄，如果更广泛、更实际地 

定义什么是对安全的威胁，则军备再怎么好也是对件多这种向安全挑战的因素无能 

为力的。从这小广义的角度来看，过去十年的经验强烈地突出了一小事实，即国际 

和平与安全所受到的威胁不再只是来自东西方之间的竞争，虽然它们的这种军备竞 

赛可以被认为是对和平与安全的最大威脉。相反的，事实已很明显，各国今后的安 

全正受到和将受到下列各种因素的挑战：经济增长前景的遂渐黯淡，各式各样的实 

质限制 ， 以及世界财富的分配越来越不公平所造成的紧张。后面这些主题一 一 广义 

的说，亦即对安全的非军事性挑战-一一将放在一起讨论，因为它们全都是相互依存 

现象的重大方面。

军备竞赛和安全

45 . 具备适当军事力量以确保享有免于受攻击或其他形式军事压力的恐惧的高 

度自由当然是所有国家的主要关切，提供这种保证也是各国的主权权利。一国决定 

其军事努力程度的主要因素是其对政治和军事局势的评价及对于直接和间接威胁所 

得出的透视。同样情形，首先就必须假定，一国自身最能够判断力国家安全所作努 

力的效用和评价力此目的所要接受的经济牺牲。事实上，免于外来攻击和内部动乳 

的安全是持续发展的一个基本先决条件。 1 9 4 5 年以来未受战争影响的那些地区， 

例如包括日本、拉丁美洲以及大多数华沙条约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组织）的 

国家在这段斯间内都经历了几乎不中断的增长。但是，事实仍然是，从全球的角度 

来看，国家个别地为军事安全作出努力能够导致普遍的夫望，所以现在已普遍承认 

这种后果，当然，军备竞赛主要是对各国之间所存在的更深刻的政治坡见的一种表 

达方式。但是隨着军备的扩充，军事安全反而变为越来越使人关切，也越来越难以 

把握，而在这同时，解决背后的政治问题的难度也大大增加。难处是，这个竞相扩 

张军备的过程已如此地深植于各国社会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组织结构内，以 

致于它所制造的日益增加的不安全感只是造成更多对军备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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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6 . 除了两个最大军事国家及其盟国之间的主流军备竞争以外，全世界目前还 

有许多其他军备竞争正在进行中。不论是通常只论述到的主流竞争，或是论述所有 

的竞争或其间的相互关系，它们都太过复杂，不是光靠 " 军备竞泰"一词所能领悟 

的。这一点应该牢记在心，即使时常为了筒略而用到这个名词。另外也应该指出， 

本报告不打算审查 " 军备竞春 " 或这类竞赛的本身。 因此， i 我们述及军备竞赛， 

几乎就好象它有其独立的生命，不附属于国际政治生活的其他方面时，我们并不是 

有意要否认，根据遵守或不遵守人们所接受的《联合国宪章》内的行为原则来判断， 

在一切形式的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方面，军备竞赛同国家行为是有深入而多面的联 

系。另外，虽然本报告大量地提到象技术和核方面等对裁军与发展之间关系有特别 

影响的那些军备竞泰问题，不过此处没有同样长篇讨论其他各方面问题，例如量的 

方面和常规军备方面，在件多意义上来说也都具有极大的重要性。

4 7 . 战后的军备竞赛已吸收了巨量的真实人力和物力资源。一部分原因是由于 

军队和军火库的常备数量比前两次大战之间时期所维持的数量大很多，还有报大一 

部分原因是由于强调改善武器的素质。随着原有武器被技术更先进(并且价格更昂 

责 ）的型号所代替，以及随着技术的发展产生新型的武器而使得累积的武器种类更 

多，因此积累军火的过程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发生。在改进素质方面，战后的军备竞 

赛主要是由美国和苏联所把持。随着时间的过去，其他具有所需资源的国家也曰渐 

地作出更大的贡献，不过武器及有关系统一一首要是在核领域一一的一般技术能力 

因素是由这两个国家所决定的.

48 . 对改善武器素质一 - - 技术上的军备竞泰一-的强调也深度地影响了军备竞 

秦的方式。由于武器的复杂程度增加，所以研制、测试和部署的时间也随着增加。

目前一种现代武器系统所需的前导时间或酝II时间约为7 至 1 0 年。因此每方不  

仅必须集中注意力于对方已有武器的能力，更必须注意对方在未来5 或 1 0 年内也 

许能够部署的武器的威力。因为要保密和要慎重而保守地假设对方的科技能力限度 

而大大地助长了这种預测致程。它不仅加速了改变的步伐，并且加强了对军事研究 

和发展的承担量。当双方都是同样的作法时，即使在技术的机会和限制粗略相较的



情况下，也有高度的可能性每一方最终都会产生出对方所预测的友展。事实上，在 

战后早期年度内，似乎只靠少许这类经验就已使美国和苏联得出下列论断：即只要 

是技术上可行的事就应该当作是军事上和政治上必要作的事。

4 9 . 从在战争中杀伤人员和摧毁物质的效率来说，这种技术上的军备竞赛只有 

被断定是极度成功的。不过从国除和平与安全的角度来看，这个过程制造了一个非 

常危险的局势。

5 0 . 这小局势所固有的危险最明显的方面便是核军备竞赛。联合国的最近一项 

研究佑计，目前部署的核，头总数可能已超过40, O O O K这些武器的总讓，力约 

为 1 9 4 5 年 8 月落在广岛市的核弹的爆炸力的1 0  0 万倍有余。 ' 9 表二、 2 整 

个复印自这项研究，它表示了这些禅头在五个核武器国家中所佑计的分布情形。应 

该指出一点，这五个核武器国家中有四个国家没有参与编制本研究报告，它们在大 

会通过有关决议（1980^12月12日3 5 /1 5 6  ? 号决议）所举行的表决中也弃了权。

《对核武器的全面研究》，A ' / 3 5 / 3 9 2 , (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8 1 . T . 1 1 ) , 第 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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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 核武库特别是苏联和美国的核武库所造成的危险几乎难以想象。据佑计， 

这两个大国之间发生一场普通的核战争一- "不可避免地将会包括直接对人口中心的 

攻击一一将造成25, 000万人以上的立即死亡，此外，两国疆界内外还会有千百万 

人将在核爆炸后的数日* 、★ 周内遂渐死亡。 这种交战的更广、更长期的影响 

是极复杂并且在程度方面基本上是一样的。正如上面所引报告中所指出的： "它们 

也许会提供数字和粗略的佑计…••…，但是这类数据所具有的意义是有某种限度的， 

超出这种限度，则除了绝对不可使核战争发生的明确要求外，这些数字就没有多少 

意义了 " 。 2 1 换句话说，事实很清楚，替大规模使用核武器找寻合理行动的理由， 

这是难以想象会有什么国家利益或综合利益的。事实上，考虑到升级的危险，这段 

话也必须适用于任何规模的使用核武器上面。

5 2 . 确实，自从1 9 4 9 年以来还没有使用过一•次核武器。同样情形，在发展 

核武器系统的同时也投资了巨额赛用在下列方面：保证不失误的系统，防止未经授 

权的或意外的使用核武器的组织安排，以及能够尽量减少在危机情况下判断错误的 

通讯设施等。但是，筒单的事实仍然是：人与机器是会犯错误的，但是任由发展的 

局势要求人与机器都不能犯错误。人们太容易将这个可怕的事实埋藏在逃避现实的 

下意识心态里面。但是如果继续这祥作下去，则总有一天，所有情况凑在一起，就 

将把这些咸力释放出来。

5 3 . 鉴于这些意见一一在 2 0 年以前就可以作出这种同样坚定的论断，事实上 

也曾这样做过一一目前在核武库方面的趋势仍然直线上升似乎令人不能不感到惊异。 

但是在技术发展的推动下，联系到威慑理论所用的复杂因果关系，则目前的情况正 

是如此。在美国和苏联一一即使在批准或非正式的遵守第二次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 

情形下一一 " 中央战略 " 弹头的目几乎肯定将在本十年的末了以前增加到20, 000  

枚以上。联合王国、法国和中国正在同样地进行着将核武库现代化和（或 ）加以扩 

大的工作。

《国际先锋论坛报》 ， 1 9 7 8 年 1 月 7 日、 8 H , 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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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 . 但是，还有比这种弹头数目上的趋势更令人不安的地方，那便是在关于如 

何最好地保全防止核战争的威慑力量的思想方面最近所发展的理论。几乎不用说，

从来不会有人着手研制一襄核武器投掷系统比其前者较不可靠、较少灵活性和较不 

准确。所有这些特性参数的络续改善产生两个重大的后果。首先，每一方都遂渐地 

越来越关心己方核武力的安全或生存能力，因此极力地疏散和保护这些武力和阴蔽 

它们的确切位置。 第二，由于遂渐发展出能力，可以最少摧毁敌方的一部分核武 

力，所以不可避免地产生考虑，是否和如何利用这种能力来加强核威慑的信服力。 

这种战略思想朝向核武器战争慨念的转移具有一种使人非相信不可的内部還辑，筒 

单地说 ， 郎：威脉播毁敌方的大部分核武力比威脉屠杀一亿平民更为可信，因而可 

以加强咸慑力量。令人深感不安的是，前一威胁一 一 即反击的威胁一 一 被判断更为 

可信，因为这种使用核武器的方式较为容易下决定。换句话说，采取一种好战的理 

论一一或者在没有公开宣布这种理论的情形下明显地表现出努力争取这些必要的战 

争能力一一等于是有意降低核战界服，认为这将減少越过界限的危险。

5 5 . 使这种令人惊惧的局面更复杂的是，目前已经广泛地相信，两小大国正处 

于技术突破进樣，也就是说，目前正在高度发展阶段并订于本十年内部署完毕的那 

些核武器的生产将会使每一方具备袭击敌方领土内固定目标的强大反击能力。亦即 

每一方将具有理论上的能力，使用相当小部分的己方武力，摧毁很高比率的敌方陆 

上飞弹、轰沫机和停泊港内的战略潜艇，只要敌方在危机发生时所犹豫的时间长到 

足够使这种情况发生。

5 6 . 反击需要具备一些在弹头的投掷时间和协调方面的高度条件；敌方将拥有 

数千小载于轰炸机和潜艇上的禅头未被摧毁，可以用来报复；并且他可能在攻来的 

弹头引爆以前就毫不犹豫地发射己方的武器。反击能力上的不平衡可能会给予占上 

风一方心理上的优势，这种可能性就足以使双方决心要占取上风。因而核前景是武 

器越来越多的压力先发制人越来越大。核武器将会比今天更威胁到人类的前途。

5 7 . 核军备竞春是一种独特的危险现象，如果我们要充满信心地面对未来，则 

核裁军是选今在这方面最重要的单一要求。但是，这个事实不减低常规武器竞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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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不如说多方面竞赛一一的重要性。尽管有核武器的存在，但是战后期间我们看到 

多少是连续不断的常规战争，包括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在内。除了生命财产 

的巨大损失以外，地方和区域常规战争的次数频繁等于是不断地向最高危险一 一 升 

级到核战争的危险  招手。

5 8 . 粗略的计算表示，常规武力占全世界用在军备方面的所有资源的大约80  % 

此外，公认的核武器国家只有五个，但是常规武器的军备竞赛基本上是全球注意的 

事项。上述与核武器有关的技术必要性在常规武器方面也不低。其成果也不比核武 

器方面小。由于技术的发展允许更大的专门化，所以武器的种类也有巨大的增加。 

在每一种武器的自身内部，过去 3 0 年来典型地经历三或四代的变迁—— 即威力上 

的重大进步一一间中还有更大数目的小改进。武器的所有性能一一射程、速度、精 

确度、可靠性、破坏力一一都有了极大地改进，尽管取得每种性能的改进所需的费 

用一直成直线地上升。

5 9 . 技术向更大的射程、速度、准确性和破坏力方向的推进已遂渐地使各医!越 

来越难于求取一种拥有纯粹防JL性军事态势的印象。各国在进行军事评价时几乎总 

是重视实力而不重视意图。筒言之，在现代的技术条件下，各国个别地以军备求安 

全的努力，其成果是一种互相作用的过程，这小过程最少不断地提高了力取得军事 

安全所付出的真正代价》事实上，从全世界的角度来看，似乎不容争辩，净结果是 

安全的遂步降低。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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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巴纳比和罗纳德 . 休斯肯著《无控制的军备》 ( 哈佛大学出版社， 

1 9 7 5 年 ）第 1 1 至 1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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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0 。 对各国安全的现代挑战，范画远超出敌人的军事潜力以外。 我们可以列 

举下列各项：经济成长平均比率公认的如几乎世界性的下降， 许多重要原料加商 

品隐约呈现短缺的阴影、对环境恶化的长远后果的重大关切以及关于世界财富加机 

会的比较公正如合理分配的雄辨要求等， 由于世界经济系统是互相依靠的.因此 

所有这些问题都具有复杂的相互关系， 从种种迹象显示，只有加倍努力，采用比 

从前认为必要或适当的方法再跨进一步，致力扩展国际合作愈互相让步，我们才能 

克服这些花样繁多而又密切相关的问题。

61。 实质限制是指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 对这种关系的多方面有系统调查还

是最近的事，但是，所得的结果却使人坐立不安《 把当前的经济惯习如人口增加

率与能源、原料、粮食供应相比，把环境的应付能力与花费耗用相比，都可以反映

出一系列的内部矛盾。 许多人都觉得，世界当前的路向不能继续不变》 同时，

由于存在还些实质的限制. 因此必须作出深远的改革，即使在适当条件下，也必须

经历报长的时间才会有结果，为此，我们必须考虑立刻采取优先办法，迈出第一步

如要依照实际的现实条件，深刻地改变我们的习惯和憧慑，并没有可以轻而易举的 

办法，也没有可以接受的其他办法，但是，拖延H久必然妨碍可行的新办法。

62。 尽管通过节约加新技术可使每单位的产出节省些能源，但是，如果不增加 

能源的生产如消耗，就不能达到经济成长禾口发展的目的， 因此，长期得到确实的 

充足能源供应极端重要。 现在我们还不能这样肯定《 以大多数国家而论，石独 

是当前最重要的商业能源 , 但是，大部分予测反映，到了本世纪末，世界石油输出 

就达到最高峰，以后就日渐减少。 到那个时候，过去十年来出现的暂时性加孤立 

的短缺现象，由子供求的差距日大，会变为严重的如广泛的现象。 人类从前曾经 

改用不同能源，但是，现在改用新能源的过渡时期却十分短促。

安全方面的非军事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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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由于两种立刻可以运用的新能源—— 核能如煤—— 有重大的局限性，使 

能源前景更为黯淡， 访碍利用核动力发电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不扩散核武蕃条 

约》的缔约国认为，核电厂反应堆所用或制成飾物质也可以用于制造核武器， 这些国宏 

认为，鉴于军备竞泰继续不断，核电厂的发展将会造成制造核武器能力的横向扩散 

同样，有专门技术的人士如果同顾固的恐怖主义团体相结合》而世界各地储藏如运 

输可以令人致死的核材料日益增加，这种前景实在使人焦虑， 同时，反应堆的安 

全问题和废料处理问题都是社会关注的事项《

64。 煤仍然是很丰富的能源，但是，烧煤同大气层日渐增加的二氧化碳有关. 

同时，它同其他怪类燃料共同带来跋性雨的现象， 二氧化碳吸收地球反射的一部 

分热能，因而能够造成大气层的温度增加—— 所谓 " 温室 " 效果， 有些科学家认 

为，由于放出二氧化碳会影响气候，因而是决定长期安全燃烧化石燃料与否的主要 

碍障， 目前即使依赖石油，但是，每年仍然燃烧大量煤块。 如果液化如气化 

技术更为进步 . 可以大规模可以利用的话. 煤的利用就可以更有效、更经济加不会 

影响环境， 尽管这方面飾改进不会解决二氧化破H渐增加的问题，然而，其他化 

石燃料禾P煤都有这个问题。

65。全世界必须改用可再生能源，这是十分明显的，由于这项工作十分艰巨如 

追切，需要调动全球资源如展开规划。 在过渡期间. 各国必须制订节约方案，以 

免浪赛短缺的石油资源，从而让人们发展代用能源，并按照所需数量供应人们使用 

如果天气容许的话。太阳能★ 慨是最具吸引力的代用能源，可以满足能源日益增加 

的需求， 利用风能、地热能、水力发电、生物质、乙酵加木柴，都是主要的辅助 

能源， 其中有些能源反映了互相使靠的需要，应当考虑展开世界性规划。 举例 

说，生产大量乙醇要用很多土地，会同生产充分粮食的要求产生冲突， 同样， 

进行更新造林，以便供应木柴，可能同粮食生产勃木料的需求（★其是供应建筑用 

途 的 ）产生冲突， 有一项显而易见的事例是，世界上许多地，区都急切需要进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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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造林，以便防止侵蚀如沙漠化，并保持农业生产力》

66。 从全球的观点来看，战后的人口增长比粮食生产的增长为迅速2, . 尽管 

农业生产取得一些辉煌成就，但是，过去十年来的事态反映，世界粮食的供求平衡 

关系已经十分紧张， 世界粮食储备不是经常充足的，粮食生产一向充足，可供输 

出的国宏日渐减少，非洲和亚州一部分国家一再发生饥荒. 数以百万计人民丧生， 

在 1 9 3 0 年末期，世界各主要区域中，除西改外，都是粮食ÜJ 口国； 4 0 年后， 

除了两个区城外—— 北美洲激澳大利亚/ 新西兰—— 都成了输入国" , 世界上约 

有半数人口在粮食不足的国家生活《 举例说，★米是全世界一半以上人口的主食 

1 9 7 9 年的生产加消耗差不多刚好平街，约为2 5 0 ^ 公口电e 同时，★多数主 

要生产国只略有盈余》从一国输往另一国的数量只有1 1百万吨，郎生产总量的百 

分之五弱，而且，其中两小国象—— 泰国如美国—— 的输出量就占了总输出的半数 

左右，

67。倍计在来来二十年内，世养粮食生产将增加百分之四十左右，足以应付予 

计的商业粮食需求2 - . 为满足营养不良的人的基本菅养需要—— 他们都是實民

无法有效表达商业的需求—— 而应增加的生产量并韭很巨大Ï 约为3 2 百万公吨 

即 1 9 9 0 年予计的粮食生产总额的百分之二 2 6 , 这样美好的前景并不确实，

总统特设世界饥饿问题委员会的报告，《克服世界的饥饿问题：未来的挑战》, 
华盛顿特区， 1 9 8 0 年 3 月，

参看威廉。施奈德著，《粮食，外交政策舟原料卡特尔》，全国战略资料中心 

( 纽约， 1 9 7 6 年 ），第 3 1 页。

《克服世界的饥饿问题：未来的挑战》，鎭 3 4 更，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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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十年如二十年的长远予测十分不可靠。而且，最★ 的问题在于，予测粮食生产 

谱加的主要国家都是发这国家* 按照一项fi•计，予测至公元2 0 0 0 年时，发居 

中国家粮食自给自足的将从百分之8 7 下降至百分之7 4 2 7,  1 9 7 6 年，这

些国家输入粮食5 0 百万吨，耗齋一f 亿美元以上， 予测到公元2 0 0 0 年时， 

粮食不足数额上升至1 7 5 百万吨左右9 而到时的粮食实际价格会比现在高得多* 

对資穷的发展中国蒙来说—— 缺粮的以这些国家为主，这就成为外汇储备的巨大 

漏洞，而外汇储备对长远经济力量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这些国蒙必须创造有利全 

面增进农业生产的条件，作☆ 培久经济增长的某袖，

6 8 . 要所有国家达到粮食自给是不可能. 而且并无好处，但是，世界粮食状况 

一再出现危机，而且高度集中于某些地区，比今天的情况更甚，反映隐存着危险的 

廣面， 同时，未来数十年内为求达到世界粮食生产普遍充足—— 尽管在技术上有 

有可能，但是，将对现有的水源造成重★ 压力，而且，人们对于大量增加化肥——  

以求达到予期的生产数额—— 所引起的生境后果表示十分关切，

同上》第 3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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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9 .海陆两方面已经开始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了。 1 9 5 0 至 1 9 7 0 年之

间，世界鱼获量增加了三倍多，每年约达7 ,  0 0 0 万吨；这是由于世界鱼船队有 

了巨大的增长，在鱼的寻获、捕捉和加工方面应用了精密先进技术所致。 但是自t.
1 9 7 0 年以来每年鱼获量却停滞不前，因为捕获量已经超过鱼类的繁殖量， 我. J. •

们到处都可以发觉种种对增加需求的压力以及企图满足这些需求的现行方法使地球 

上四大生物系统—— 海洋鱼类、草原、森林和耕地—— 受到过渡使用的危险。 靠 

地球上的草原养活的胜口生产着世界上绝大部分的肉类、乳类、黄油和乳路，以及 

工业所需的各种原料和农业所需的能。 分布广泛的土地剥蚀、水土流失和沙漠化 

都在证明了 H益增加的牲口、水牛、羊群和路跳等已经♦ 草原不胜负荷。 同样，

对术柴、建筑材料、纸张和新耕地的多种需求也使世界上的森林遭受远超其再生能 

力的砍伐和开采。

7 0 .这几项观察表明了人类需求和开发地球资源—— 包括再生和非再生资源~—  

的能力同地球继续提供这些资源的能力之间的基本和日甚的配合不当，由于部分可 

得资源转用于军备方面，使这种配合不当更形恶化。 从生殖率到改变风尚率，我 

们学到的或坚持的各种习惯都彻底地显示出它们难以维持的。 最近研究这些问题

的一份重要的美国报告指出： " 假如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到了2 0 0 0 年这个世 

界 便 会 更 为 挤 迫 、 染 汚 更 为 严 重 、生 态 更 不 德 定 ， 比 今 天 的 世 界  

更 容 易 发 生 混 乱 。 人类和自然之间与日俱增的平衡失调威胁到各国的安 

全和福社，但是由每一个国家各自维护其所有以及力量从别国采取自^所无，都不 

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除了道义上的考虑以外，我们都精通破坏的技因此这也  

不是一个合理的变通办法。 对付这个问题时溯本寻源、务使在食物、能和原料方 

面的需求得到一个能够长期维持的平等均衡才是明智之举。 这项Æ作的牵涉面甚 

广，都是庞大而极为复杂的问题并且都是相互关连的。 常识要求各国在应付问题

《The Global 2000 Eeport to the President ; Entering the Tw enty-first Century》 
( Washington D. C "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 ffice , 19^0), v o l .  p . l .



的两极时协调它们的努力，谋求可以持续的均衡，即增加经济活动的效率并调養其 

经济与社会巧惯和消费式样，使它们不会同资源短缺和生态上的局服情况发生冲突，

7 1 .另外- ^ ^ 是：如果由于裁军i l结桌，导至更快的经济增长，取得较高生活 

水平这样的物质发展，到时可能需要世界上的多种资源加以更多的利用。 但据 

现有的证据显示，这并非一个严重的问题，不过这着实意味到可能有必要把这种增 

长造成的额外收入的一部分专门用以解决供应不足的个别资源的问题。

72.资源短缺和生态紧张对全人类和所有国家的未来福社已经成为实在和刻不 

容缓的威胁，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 它们基本上都是非军事性的挑战，因此予以 

担应的处理是极为重要的。 假如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假如国际社会不能接受和坚 

持只有通过自愿与合作性的措施才能应付这些挑战的看法，这种情况就很可能恶化 

到危机的地步，到时尽管成功的机会不大，它们也会认为使用武力是得到迅速结果 

的办法。 这绝不是一种很小的可能性。 近年来，在对付安全受到的非军事性挑 

战方面，国际关系上显著地倾向于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军事力量。

7 3 .再度广义的来说，不安全的另一个主要来源就是发达11家同发展中国家之 

间生活水准之间巨大和日益增加的差距。 1 9 7 5 年，发展中国家（中国除外） 

占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二点三，但只占世界国民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六点八。 换 

言之，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每人收入只及发达经济人口的百分之八点五。 假如只是 

同最贫穷的国家比较（即那些在1 9 7 7 年每人收入低于《 2 0 0 的国家），这小 

差距更为悬殊， 2， 这一组国家占了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一点一，但 只 世 界 国  

民总产值的百分之一点六. ( 见图表二2 )鉴于目前时长期的非再生原料供应是

应该一提的是2 官方汇率似乎低佑了在较贫穷国家内的牧入的购买力。 由联 

合国主持的旨在提供更切合实际的购买力比较的研究发现。以最极端的例子印 

度来说• 其每人收入的实际购买力是表面值的三倍以上。 一般而言，基于购 

买力平价汇率的收入比较只是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資富悬殊的情况。 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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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二、 2. 1 9 7 8 年世界人口和国民总产值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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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充足的关注，下述的不平衡是令人特感忧虑的：在 1 9 7 1 至 1 9 7 5 年期间， 

占世界人口不到四分之一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的发达经济却占了对秩矿石、销、铜、 

猛和锡等关键金属的每年全球需求量的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九十。 这是人口增 

长超过国民总产值增长的明显证据。

7 4 这个差距的存在对较i 有国家的安全有两种重要的影响，一种是道义上的考 

虑 ，另一种则是较基于本身利益的实际考虑。 人性之中有一种比较可爱的品质， 

就是当富裕者面对着那些不但不富裕，倚直就是一*贫如洗的人时，都会深感不安， 

历史经验的确是令人难以抗拒的，即富者力图保持无知，对資穷现象不闻不问，但 

这显然是不平等现象造成的道德矛盾的一种表示。 在国际一级上，运输和通讯方 

面的草命性发展真的把这个世界变成一个很小的地方。 贫富国家之间的差距更是 

日趋明显，因此就更难漠视或否认这种差距的存在。 政治气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各国人民之间应该更为平等的问题已经被广泛地宣布为这个时代的主要道德准绳，

7 5 .收入和财富上的极不平等是道义上不能接受的现象.这种看法现在又加上 

对这个仍然是贪富之间避然有别的相互依存世界必然带来的政治危险更为敏感的看 

法。 假如国家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以互相竞争而不是以互惠合作为基郁，就不难预 

料随着日益严重的全面供不应求现象而来的必然是激烈的国际紧张局势。 甚至现 

在我们已经看见，要求的水平和增长率已经凰示出资源短缺的情况，对生态系统带 

来难以维持的压力。 如果要满足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上对平等机会和公正 

方面新的有效要求，但同时又不会惹起同发达国家进行一场长期和可能是难以控制 

的争夺资源的冲突的话，在态度和行为上显然要作出显著的改变。

I .  B. Kravis, A. Heston和 R, Summers 合著的《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续 ) o f  Real Product and Purchasing Power》(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3。 《The Global 2000 Report to  the P resid en t》同上，V o l,工工, pp .206—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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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76. 幸亏国际社会在应付互利的国际合作问题以及这小问题带来的困难命可能 

机会方面已经采取了一小重要的步骤。 1 9 7 4 年 4 月到 5 月举行的大会第六次特 

别会i义通过了一份很长的关于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 《行动方案》(见1974 
年 5 月 1 H第 3 2 02 (S —V I ) 号决议这小方案为的是导致一个国际经济秩序的 

建立 , 这个秩序会纠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公平现象，有助于矫正各种 

不平等并导致这# 国家之间生活水乎差距的减少。就这项倡议而采取的其它重要步 

骤包括《各国经济权利与义务宪章》，专门讨论发展加国际经济合作的大会第七届 

特别会议以及第三个联合国发展十年的国际发展战略（第 3 5 / 5 6 号 决 议 各 会  

员国之间对下列问题仍然存有重大的分技：到底新的秩序需要对现有的秩序作出根 

本的改变或只是加以改革（在导致它所指出的变动必要的政策措施方面）；以及可 

以用什么速度来进行等。不过， 《宣言》和行动方案都是以反映出大家日渐认识到 

重鉴国际经济关系是不可或敏的以及贪富现象的极化不但是道德上不能接受的，而 

且是可能对国际制度的和平与稳定造成威胁的情况这样的协商一致意见通过的。

7 7 . 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中新的东西不多。发展中国家对其经济表现和长期远景 

广泛感到沮丧加失望，这自然引起了继续寻求对这种情况的解释加可能解决办法的 

工作。早期出现的一个处于主导地位的主题情况如下。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外 

汇收入只倚赖几种初级商品的出口，它们在国家牧入上所占的百分比大得不成比例。 

大部分初级商品的价格短期内都波动不定，与制成品价格相较便处于不利地位。这 

部分是由于制成品受到的通货膨服压力较大，而且制成品会随着时间在技术上有所 

改进2 但初级商品则不会。然而发展中国家是被追处在过分依赖初级商品的地位，

因为它们在发达国家的加工货品市场中的竞争能力薄弱。因此，发展中国家经历了 

进口需求与出口机会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这个差距必须由发达国象如多国机构提 

供的贷款、投资或援助来弥补。总的来说，援助和投资并不足够，因此发展中国家 

为了达到它们的发展目标只得向资本市场借贷，从而加重了它们的外债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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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 由于非殖民化的进程使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数目大为增加，而其中大部分又 

在发展努力上感到越来越受挫折，所以这种对不平等现象进行挑战的力量便日益强 

大》事实证明对大多数国家来说，要持续地达到第二个联合国发展十年的《国际发 

展战略》制定的增长指标是不可能的事情。贸易条件继续对它们不利、农业生产不 

稳、发展中国家在制成品方面的货易赤字日益增加，而正式发展接助，总的来说仍 

然远低于拔助国国民总产值百分之零点七的指标。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制成品出口上 

所占的比例增长得很慢，而且这种扩展是极不平均的。到 1 9 7 7 年为止，光是八 

个国家和地区（巴西、香港、马来西亚、墨西哥、菲律宾、新加彼、南朝鲜和台湾） 

就占出了发展中国家制成品总输出差不多百分之七十五。此外，到底一小发展中国 

家应否通过一项代替进口或鼓励出口的政策来进行工业化呢，普遍的经验就是建立 

工业飞地以相当优厚的条件下雇用一小部分的劳动力。人口的大部分对经济增长过 

程既不参加也从中得不到好处。世界報行佑计，全部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是：总收入 

的增长之中百分之七十五是集中在牧入者的前百分之四十的手中" 。 夹业、就业 

不足和生活在赤贫之中的人数无情地飞胀。这种经验使一些国家企图重定其发展战 

略，把满足大群众的基本需求视为当务之急，而经济增长则退居必要但却不致于 

导致上述经验的地位，顺带一提，应该注意到尤其是从道义- t 方面来看，发达国 

家转让资源的数量和连续性是取决于受援国的政策，即是否能确保从新部署生产能 

力的政策对人口中最贫乏部分的福社有直接和可见的影响《

7 9 . 在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内，有关发展中国家的任何经济增长率都不足以对 

其按人口计算平均收入有可观的影响：即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收入加财富的分配仍 

会是高度的不均匆的，这种情况使它们更感沮丧和失望。在 1 9 7 5 年，发展中国 ‘ 

家的按人口计算平均收入只有发达国家的十二分之一，但甚至把石油输出国除外以 

后，发展中国家仍是一小相当不平均的集团。在 1 9 7 5 年它们的提人口计算平均收

《世界发展报告》， 1 9 7 9年，世界報行， 1 9 79年 8 月，英文第 1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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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从亚洲加非洲的最低收入国家的4 0 比 1 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稍多于5 比 

1 . 据世界報行佑计，到 1 9 9 0 年为止，即使最乐观的预测也认为按人口计算平 

均收入的全面差距也不会减少 " ，有些国家，特别是东亚加太平洋国家的差距已日 

渐缩减，但却被亚洲、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国家越来越大的差别所抵销。

80. 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提议的基本论点就是对现存的秩序进行必要 

的有意识的更改和干预，使之提供机会均等和更为平等的条件" 。 这就是所有国 

家都应该在决定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事业上面实际享有平等的机会。但在•一小 

根本上不平等的制度内，机会均等只会让强者得益，因此，起码应该在一个短期内 

实行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积极跋视，以便导致一小较合理的条件平等的情况。

8 1. 建立一个新的国除经济秩序的初步声明提议以各种方法来追求这两小互相 

配对的目标（大会第 3 2 0 2 ( S - a t i )号决议）。它对如何德定舶增加发展中国家的 

出口收入水平予以相当的重视。为原料和初级商品而提出的主要措施包括：稳定价 

格基金、缓冲存货和对从发达国家进口的制成品实行一种按指数调整价格的作法， 

对发展中国家的制成品输出则强调如何以优惠条件取得发达国家的市场。它认识到 

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乃是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必要和重要的组成部分，并 

款励发达国家和多国机构采取各种政策来加速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工密集、原料加工 

和以出口为主的转让。 1 9 7 5 年 3 月在秘鲁举行的工发组织第二次大会宣布其指 

标就是把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的比例从当时的百分之七左右增至 

2 0 0 0年的起码百分之二十五
54

52
同上，英文第 1 8 页。

这两小词; ° "ber t W . Tue ker 所著的《The 工 necjulity of 
Eati ons 》（Martin Ro bert s on and Co London, 1977, P. 

1 ^ . 7 1 )借用的。

1 9 75年 3 月 1 2 至 2 6 日，秘♦ 利马的工发组织第二次大会通过的《关于工业 

发展与合作的利马宣言和行动计划》。（见 A /1 0 1 1 2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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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a 关于建立一小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提议也谈及了技术转让的问题。技术发 

展在过去和将来也一定会对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作出十分重大的贡献》但现代的工 

业技术却差不多全部集中在工业国家和发达国家手里。发展中国家不但在技术、资 

本货物如技术服务的流入方面极为倚赖发达国家，而且两小集团之间在固有的技术 

能力方面差距也变得日益严重 " 。 此外，这种事态又似乎无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种 

紧跟工业化国家的技术发展模式加随之而来的工业结构。一如上面所暗示，发展中 

国家，包括那些在工业化方面最成功的在内，都对这种发展模式是否真的符合它们 

特别的社会一一经济需求日感怀疑。因此，建立一小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对这口] 题 

的提议就强调指出：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在持续取得现代技术方面得到更好的条件， 

并使这些技术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具体经济、社会如生态条件；以及必须以各种措 

施来扩展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愈发展能力，尤其是从发达国宏得到更多的援助，在另 

一个密切相关的题目方面，建立一小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提议应该尽力拟定、通过 

和执行一项跨国公司的国际行动守则，确保这些公司的活动与各国发展计划相符， 

并鼓励它们以优厚的条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和管理技术以及在当地再投资而不是 

把利润调回率国，从而对建立一小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作出贡献。在此全盘范畴内夷 

一重大事情就是在贸发会议上进行的关于技术转让国廝守则的工作

83. 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提议的月一个主题就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大 

量增加的财政资源。首先必须再度指出的是，按援助国国产总值的百分比算，官方

发展援助的净额流入远低于大会在1 9 7 0 年认可的百分之零点七的指标。在1975

1 9 7 3 年发展中国家只占研究和发展的全球开支的百分之二点九和参加这些 

活动的科学家与工程师的百分之十二点六》 〔 Colin Eorman,《Knowledge 

and Power. The Glob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Budget》, 
W.orldwat ch Paper 31, July 1979, P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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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自组成发展援助委员会的经合发组织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只占它们的合计国产 

总值的百分之零点三六，或只达指标的一半*随后各年的比数均在百分之零点三三 

到零点三七之间，中央计划经本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经济援助全面数据是不公 

布的。发展中国家认为，除了增加发展援助和其它财政流入的净额以外，这些资金 

应该专门拨充经济和社会需求之用，并应该采取各种措施来确保这些是自动性的而 

非自愿性质的转让。当然，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总额远比宫方发展援助的数字为 

多—— 1 9 8 0 年来自经告发组织各国在这方面的敦额共达《 2 6 7 亿—— 但另一 

方面转流回发达国家的利患付款和利润汇回也相当可观，后者在 1 9 8 0 年 共 达  

$ 3 3 7 亿，



8 4 . 同样，发展中国家要求在国际财政论有较大的发言权，允其是在国际货 

币基金（货市基金）和世界報行。 发达国家内的通货膨张增加了发展中围家的进 

口赛用并使它们的货币储备的实际价值不断下降■ 自1 9 7 1 年以来，国际货币 

制度普遍不稳，汇率变化无常尤甚，这对发展中闺家商品出口的价值常常造成不良 

影响, 发展中世界又觉得一直被排除在决定国际流通手段的数量，增长率斤取得 

能力的决策圏子以外。 例如在 1 9 7 0 年至 1 9 7 4 年间货市基金以特别提敦权 

形式设立的® 9 3 亿中发给发展中闺家的只有S 2 3 亿，只占总额的百分之二+ 五。

8 5 . 最后，发展中国家认为发达闺家对它们的外倩偿还和还本付患必须采取较 

为容让的态度。 1 9 7 0 年代的一连串件一 石地价格巨幅增加，第三世界出 

口在发达国家内的市场停滞不前和官方发展捷助不足等—— 使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外 

债出现了4"人担心的增加。 到了 1 9 7 7 年，发展由世界的出口牧入中有百分之 

+ 二是用在偿付外债上面。 为了应付这些问题，发展中国家要求全面秦予拟制 

一公平持久的国际货币制度工作的所有决策阶段。

8 6 . 所有这些和其它仍然是国际发展对话中急待姆决的间题。 联合国第三个 

发展十年的国际发展战略（大会， A X 3 5 /5 6号决议）就坚决重申了努力创造一小 

较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承诺。 此外，虽然过去+ 年来全球经济气氛一般而言是 

紧縮严岭的，但仍然在很多领城采取了一些步骤。 在关系重大的国际贸易方面， 

曾为减低关税和其它货易壁鱼作出了各种努力，并扩大了普遍优惠制。 " 1979  

车又协定设立一个共同基金。此外，发展中国家又从国际货市基金会取得了增加的

世界報行，《世界发展报告》1 9 7 9 年，英文第 1 0 更。

1 9 7 5 年，欧洲经济共同体和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的国蒙集闭在多哥洛美 

编制了一项关于促进贸易，工业合作与其它问题的详细公约。 （参阅A /A C .  

1 7 6 / 7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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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额，并改善了减免债务的安排。 在粮食和农业方面，于 1 9 7 4 年成立了农业 

发展国际基金以培植发展中国家在精食方面更为安全的目标。 在精食播助公约的 

范畴内又扩大了精食援助，并且设立了一小指标力500, 0 0 0 吨谷物闺嘛紧急粮食 

储备但至今仍未达到这♦ 指标。1 9 8 0 年又设立了一个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临时基 

金 ， 1 9 7 9 年 1 2 月 1 9 曰大会第3 4 /2 1 8号决议提议进行一小调查适当的长期 

安排的研究方案。 最后，应该提到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谈判，内中已经接 

受了海洋和海床的资源是人类 " 共同财产 " 的一部分的原则。

8 7 . 虽然这些和其它我们没有在此提及的措施都是重要的开端，但在迈向奠定 

一>^新的1S际经济秩序的基础方面的全面进展却一直缓慢。 禁二 ♦ 发展+ 年的目 

标和目的大部分仍未达到，所以第三♦ 联合国发展+ 年的指标便有必要定雅更大更 

高，这本身便显示出未来工作是+ 分艰巨和困难的。 (见香二 3 ) 发展的首军责 

任当然是要由发展中国家自己承担，但假如得不到发达围家的坚决播助与合作, 禁 

三♦ 发展十年的指标和显著地缩减生活水平的差距这♦ 较长期的目标是根难遂到的。 

同样，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双边和多边上加深合作斤扩展经济关系也会对缩短这小差 

距发挥重大的作用。

8 8 . 建立一小新的国昧经济秩序的要求怎么说也是一♦ 历史性的创举。 它反 

映出并利用了相互依存的事实，清晰地表达了有进行改良和变革的必要，让发展中 

国家在加快速度的基础上全面积极地参予全球经济制度。 它实除上是相互俊存合 

作管理的一小行动计划，虽然这在相当长的一小过渡时期内是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有 

利的。 自 1 9 7 4 年以来，日趋明显的是：对发展不足现象展开全面挑战是+ 分 

符合工业化国家的利益的。 由于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是在所有国家集团之间的经济 

关系范畴上表达的，相互依存的现象和在互利基袖上扩展经济合作的工作现在已把 

全郁国际经济关系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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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 确保在中期和长期内保持充足的能源供应是政治上和经济上均为全球极为 

关注的问题。 1 9 7 0 年代期间石油实在价格 0̂ 渐次增加乃是原料和工业商品相 

对价格要较为广泛地调整的最重要原因，而且是促使国际经济结构夫去平街的主要 

因素。 对非产油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其影响尤为严重，它们要付出更高的石油进 

口费用，加上它们由于发达国家内的迅速通货膨胀而要付出更高一般进口赛用，使 

情况更为恶化。 由于发展重要的可再生以及与环境不发生冲突的能源是巨大而紧 

追的问题，在这小领城的研究和发展上进行合作与分工将会对大家都大有好处。对 

海，陆，空的环境加以保护同样是全球关注的，情，必须进行合作才能达到的目标, 

因为假如有些人重视又有些人漠视这♦ 问题的话，不但是自拆台脚之举同时也会造 

成摩擦。

90 . 此外还有其它追切的相互关注问题是可以通过合化性的相互依存管理夹发 

展的。 现在发展中国家仍是市场经济和中央计划经济两方面的工业化IS家的重要 

出口市场，同时又是它们的重要原料来源。 现在已认识到工业化闺家的中期和长 

期前景均有赖于发展中国家在需求上的重大增长。 例如，三小联合国发展十年的 

国标发展战略就指出 ‘‘ •…•…发展中国家的加速发展，对世界经济的稳步增长以及世 

界和平与稳定都是+ 分重要的 " 。 （第 3 5 / 5 6 号决议，附件，第 4 段 〉。

9 1 . 当然，麻烦的是，目前这些只是潜在的而非实际的需求。 发展中国家在 

1 9 7 0 年代期间力求达到其发展目标以及在力拒工业化世界的衰退主义倾向的进 

程中几乎把资源耗尽。 它们需要大量的香本和技术投入，原料价格稳定和自由进 

入国际经济的市场。 要充分执行这样的方案，工业化国家就有必要作出深還的结 

构调整。 例如一项关于利马工业化指标的影响的调查就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出口 

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制成品总消费所占的比额要增加4 倍才能使它们从1 9 7 2  

年占的稍多于百分之一增至2 0 0 0 年的百分之四点五左右。

《制成品和半成品：为达到《利马宣言》指标所需的关于世界制成品生产禾口贸 

易结构的改革幅度》（贸发会议秘书处的报告， （TD/185XSUPP. 1 ) ,1976  

# 4  月 12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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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 . 但是，工业化国家在从速迈向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范畴内要应付 

的各种调整的规模，应该从它们重新工业化的普遍内部需求的范畴内来看待。 制 

造业的技术、工厂和工业所在地以及连带的分布和运输组织都是廉价能源时代的产 

物。 省能源现在已经成为一种经济上绝对重要的措施，假如要加速快展其效率 

和生产力则必须作出巨额的资本投资。 据他计，在美国国内与昂责的能源有关的 

新的投资需求每年在《4 0 0 亿到 $ 8 0 0亿之间，或者是所有非本地的固定投资的四 

分之一到一半。 " 从这种范畴较广的改变和调整来看，接纳发疑中国家要扩大它 

们在发达国家的市场的要求似乎是破坏性较小的办法。

9 3 . 事实上似乎可以争辩说，有些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遂渐深入发达国家的制成 

品市场，虽然数量有暇但却会刺激这些国家的经济在供应方面作出调整。 这些调 

整都是在这些国家的经济发生严重困难时发生的。 到了 1 9 7 3 年 ，大部分工业 

化国家的经济已经在其普通商业循环中开始走下被并在国际货币制上遇到严重的问 

题，导至 1 9 7 3 年初固定汇率的布来顿森林制度的崩濟. 1 9 7 3 年底及隨后 

几年中石油价格大量增加，这使大部分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服和就业 

问题更形恶化，结果对国际收支平衡和国际资本的流动造成严重的影响。 虽然不 

可否认的是：工业化国家的经济问题部分是结构方面的问题，其中一些问题都是循 

环性的而且可以由经过国际协调的经济政策来解决。 但不幸的是，目前却缺乏这 

样的协调。 现在可见的是, 很多发达国家都企图以更多的保伊主义措施来对付新 

近进行工业化的国家，从而解决自己部分的经济问题。 事实上这是一种典型的 

" 使你的邻居沧为乞〒 " 的政策，这是完全道反经合发组织最近一份报告内的结论 

的，内中指出其会员国•……，应该致力•……，向发展中国家进一步打开自己的市场，这 

不是为了什么美德而是因为这是最符合本身的重大利益的作法 4° 很多工业化

《National Economic Survey》,New York Times, 11 January 198I , p .51. 

《 Development co-opersttion》，1979，Review (Paris, 19T9), P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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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现在经济政策都是要控制通货膊胀而不是为了减少失业。 因此，目前的衰 

退便被延长了。

9 4 . 中央计划工业化经济的国家也经历着比临时失去动力更为严重的困难。 它 

们的增长率和生产力也显著的下降。 燃料和原料的養用均有急剧增加。 虽然蕴 

藏量一般充足，但其所在地部越来越偏僻和难以开采，所以开发加分配的费用更高, 
苏联的石油和煤气产出在未来五年只计劇每年增加百分之一，由于苏联是东欧国家 

的主要供应国，这意味着这些国家可能要进一步增加它们在国际石油市场的购买量。 

农业生产仍然是前途未卜，虽然它用了大部分的人力和物质资源；现在要使生产 

劳动力的增加高于人口增长率，以取得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已经越来越难实现了。

9 5 . 倚而言之，这些国家对较高的效率的重视不亚于市场经济国家，大家都认 

识到来自后者的资本，尤其是技术是可以发挥极重要的作用的。 此外，现在对提 

高工人的激励性和生产力重新重视，导致了从市场经济国家进口消養品以补本国生 

产不足的必要， 一般而言，很多巨大的互利货易与发展的机会郁有意识地被错过 

了，虽然明明知道这样作是要付出很高的代价。 在这方面，由于一些发达市场经 

济对战略湘政治的考虑远高于对经济合作的考虑，这对东西方的货易造成了消极的



9 6 . 从这些倚单的评述可以看出，假如能够为了相互利益，通过扩大国际合作 

以及促进各种国际经济和贸易关系的交流来发展和探索这些重重叠叠的相互俊存现 

象，在取得全球径济增长和发展的均衡和持缓程式—— 它们是基本的全球安全先决 

条件—— 方面取得的进展将会大有促进。 事实上，可以更进一步地说，弥合现存 

的经济和政治分坡，对世界上所有主要集团的全盘本身利益大有好处。 反而言之， 

如果每一个主要集团都有意或无意地在最低限度的相互接触下寻求增长和发展，其 

结果对全体来说一定不会是最好的。

9 7 . 迈向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发展受到军备竞赛很大的影响。 事实上， 

我们在第四章可以看到军备竞赛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极坏，继续下去是与执行这样 

的秩序的目的不符的。" 差不多十年前，一份联合国专家研究就指出，虽然裁军 

对发展大有祥益，但基本上是两个分开的问题是，即是说各自本身都应该大力解决， 

不能只因为裁军的进展缓慢就延返或放松促进发展的努力现在的看法还是一样， 

本小組认为捷助承诺的履行和增加不应该取决于裁军的结果。 但是我们认为，鉴 

于这两个问题在随后发展方面的更大紧迫性，现在有必要重新审查它们的关系。

9 8 . 我们对这个题目的探讨近未完成，但本章的讨论已经让我们得到一个初步 

的结论，即裁军与发展之间存有很强的概念上的关系。 我们曾论称军备竞赛已发 

展成为一种对各国安全的威胁，在有效的国际管制下进行裁军，特别是核裁军将会 

直接促进安全。 此外，我们又认为下列的非军事因素使各国的安全问题日趋严重，

"  关于这个题目的进一步阐述参阅C o n s t a n t i n  V I ed等著的《 Disarmment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Stefan Gheorghiu Academy)。Bucharest,

1 9 8 0 。并参阅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 S - l  0 / 2 号决议 ） 

第 I 6 段 。

« 《裁军和发展》， （ST/ECA/174,联合国出版物，销 售 品 编 号 7 3 .工X



它们是：（a)经济增长频向的广泛下降，（t>)逼切的物质限制—— 特别是能和几种特定 

非再生原料方面—— 并对环境造成严重的压力，和(0)道德上不能接受和政治上有香 

的贫富极化现象。

99。 一项可持续的全球发展努力必须具体地应付最后的这一个因素，而且要照 . 

顾到已知和可见的物质上的各种限制。 换言之，各国应该从较宽广和长期的角度 

来看待它们的安全和国家利益，并认识到这方面的重大目标只能通过合作与相互忍 

让才能达到。 此外，经济增长是发展的先决条件2 越来越多国家现在被逼承认它 

们的经济前景是受到同其它国家之间的普遍相互依存关系的重大影响的。 毫无疑 

问，否认或企图胆_止这种相互依存的加强会使全球的经前最，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的经济前最大为暗淡。 反言之P 对相互依存的发展和扩展国际经济合作是十分符 

合各国的经济利益，特别是中期和长期利益的。

1 0 0 . 总的来说，可持续的全球发展十分依赖在政治，经济和物质各方面我们称 

之为相互依存的合作管理的情况。 唯一的问题是，假如军备竞赛继续不衰，这样 

的前景能否出现和持久呢？其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事实上，随着军备竞赛而来的 

政治气氛看来正是真诚持久的合作与相互容让精神的对立面。 虽然在相互依存上 

面的合作管理对全球经济和社会理想的实现可能是极为理智，甚至是必要的行动， 

但只要军备竞泰继续下去，我们必须认为这样的前景是不切实际的。 因此，从这 

个基本的方面来看，裁军和发展是息息相关的。

1 0 1 . 本报告的余下部分主要是关于裁军和发展之同的关系在純经济方面的问题， 

稍后可见的是，它们会加强下列的看法：一方面是进行军香竞赛，劣 方 面是 世 界  

社会就发展而取得的一致宣称的意愿，两者之间普遍存在着大量主要冲突。



第三章 

当前用于军事目的的资源

1 0 2 . 从历史的角度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3 5 年在件多方面都是非常特 

殊的，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全球性持续不断大幅度建军扩军的现象，从过去 

6 0 年来的世界军费数字可以最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图表三 . 1 ) 。 1 9 8 0 年世 

界军费高达《 5, 0 0 0 亿，相当于世界总产值的6 % / ，按真实价值计算，这比战 

后时期增长了四倍，比本世纪初增长了二十五倍。

1 0 3 . 世界军费是阵一阵地间敬增长到这个高度的。增长最快的几个时期是：

五十年代初朝鲜战争、六十年代初美国组建战略飞禅、六十年代末东南亚战争和苏 

联组建战略飞弹。每次激增后，世界军费数字都邀渐稳定在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上，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世界军赛的基数非常高。 1 9 4 8 年冷战兴起使战后复员 

停顿时 , 世界军费仍然超过《 1, 0 0 0 亿 （按 1 9 7 8 年价格计算 ) , 只比第二次 

世界大略前夕略微低一点》而且，许多因素发挥作用一直稳定地推动军费增长。其 

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改进武器质量的压力。这种压力使美国的主要武器系统实际 

成本平均每年增加5 ，5 % 。" 其他因素包括：军队人数缓慢但持续的增加、即使 

在征兵制下每小军人的费用增长、以及许多新独立的国家建立国家军队。部分由于 

最后这一点，全球军费有缓慢而稳定的在地理上分散的趋势。换句话说，虽然军费 

主要仍然集中在北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华约组织），但过去2 5 年平均说来， 

用于军备的资源价值在这两个同盟之外增加得比较快（见下文第1 6 5 段 ），

44

《世界军备和裁军，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1 9  8 1 年年鉴》（伦敦，泰 

勒加弗朗西斯有限公司， 1 9 8  1年 ），第十七页》

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 《军事态势和HR3689CHR6674) Pjf证会 . 

国防部， 1 9 7 6财政年度核准拨款》 1 9 7 5年 4 月一 5 月，第 1 8 2 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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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4 对大多数人来说，战后这段时期每年世界军费数字已大到无从掌握其实际 

意义：很难把⑨5, 0 0 0亿换算成可以理解的东西。为了要t 人对每年用在军事上 

的这笔庞大费用有所认识，有人指出，多年来世界军费相当于非洲命拉丁美洲所有 

国家加在一起的国产总值，或者说如前所述，军费数字将近经合发组织国家提供给 

穷国的所有官方发展援助的1 9 倍。缩小范圃来说，世界卫生组织为根除天花用了 

1 0 年时间，花了不到$ 1亿，但在这 1 0 年里，一个国家单只为了发展一种比较 

先进的小型空对空飞弹所花的钱就比这多得多。M诚然 , 不论在什么领域、在什么 

展次上作这种比较，战后普遍存在的这种奇特的优先顺序都是发人猛者的。

1 0 5 . 虽然财政数据可以最容易地表现出世界军备的规模和趋势，但这个办法会 

掩盖了这种现象的另一重要经济层次，就是全球军事活动所实际消耗的人力物力。 

全球军费购买了几千万人的劳动；购买了大量石油、矿物和其他原料；它也对并多 

种工业造成重大需求鉴于世界经济的近况和展望，现在迫切需要集中注意当前军 

备竞奏在这方面的影响。专家小组极为遗憾的是，尽管作了最大努力以求按照任务 

规定建立可靠的数据库，但在这方面仍然没有适切、详细和全面的数框。这不但令 

人失望，而且使专家小组更难用均街和切合实际的方式执行任务。

1 0 6 . 所以会如此，最重要也最常见的理由是保密》关于军事部门原料消耗量和 

生产能力的详细情报，可以用来佑计各种不同武器的实际生产率和生产潜力，工业 

的技术水平等等。这种情报也可以用来核查军事预算数字。另一小可能的原因是， 

由于国防的优先顺序极高，所以其真正费用，特别是实际消耗的人力物力详细数字， 

就被许多国家视为十分次要的事了。

1 0 7 . 专家小组认为，追切需要反对和改变目前对制作和散发军事活动情报所持 

的态度。目前有一种过份和不合理的保密与军备竞赛相互助长的恶性循环*回顾战

45 《世界军备和裁军 -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1 9 7 6年年鉴》（阿尔姆基 

斯特和维克瑟尔，范普^ 拉 1 9 7 6年 ），第 1 2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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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核時代的军备和裁军》（斯德醫尔摩， 

阿尔姆基斯特和维克瑟尔， 1 9 7 6年 ）, 第 1 2 页和《世界军备和裁军，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1 9 8 1年年鉴》，第 7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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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军备竞赛史可以确凿•无疑地看出，过份保密大大加强了军备竞赛，促使人取得 

后来证明是不必要的、过多的武器和爆炸力，但由于惯性或对方的对抗行动而无法扭 

转这种趋势。保密的这种作用显然是影响最大的，但是附带使人得不到关于军事活 

动的经济方面，特别是实际消耗的人力物力的资料和情报，也有很大的影响，今后 

一、二十年，全球经济前景显然是很严峻的，到处都可以愈来愈清楚地感觉到如此 

浪费和无理使用实际资源所造成的损寧。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少数几个国家以外， 

所有国家肯定都应该比目前更严格更系统化地认真看待军事活动所消耗的实际资源*

1 0 8 . 尽管如此，由于本报告主要关心的是审查军备竞泰的经济后果，和评价需 

要采取什么措施以促进把实际人力物力从军事用途转到非军事用途，因此有必要尽 

量利用现有资料。本章其余部分将尽可能全面地记载军事★ 面使用的劳动力（包括 

科学界）、工业能力、原料和土地。只要有可能就会作全球性佑计，但下面会说到， 

误差可能很大。为军事目的利用空气、水和空间的情况并没有适当的记载，但这三 

种重要的资源应当受到保障，以免因生产、部署和储存武器 . 特别是核武器•以及 

因弃置:随这些活动而来的副产品，使这三种资源退化，核武器意外事件的发生，不论 

有无记载，都使这个问题更形紧急。

1 0 9 . 下面还要分别讨论当前军事方面的月外两个层面。第一个是军事研究和发 

展。全球研究和发展的能力—— 就是说，谋求科学和技术进展的能力—— 是对人类 

前途至关紧要的资源，但是这项资源中最大的一部分一直是并且仍然是用在军事方 

面，第二小层面是国际军火贸身，更准确的说法或许是国除军火贩运，因为这种交 

易是不列入国际货易统计的。军火贩运除了政治意义外，在经济上也有重大的影响， 

因为进口国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本章最后一节谈到比较熟悉的问题，即用财政 

数据来衡量军事活动所造成的经济负担。

A. 劳动力

1 1 0 . 全世界有几千万人从♦ 军事活动，包括士兵、海员、飞行员、官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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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工程师和一般工人，有人佳计目前全世界用在备战上的钱达S 5, 0 0 0 亿，直 

接间接渉及的人超过1亿 " 。我们不能证实这个数字，但从以下导出的佑计可以说， 

大约有5, 0 0 0 万人直接间接被雇用来满足对军用物品加劳务的需求》

1 1 1. 即使是这后一小数字也还包括对军事开支的依赖方式和程度都不相同的各 

类劳动力，力本文的目的，我们应该区分可以说是由军事开支产生的或支助的五类 

对劳动力的需求：

( a ) 由国防都门直接雇用来服役或提供专供军用的物品和劳务（即，在一切实 

际意义上没有任何非军事用途的物品和劳务) 的劳动力，包括穿制服的军人；

0» 向从事于满足菌防部门在专供军用的制成品和劳务方面的直接需求的那些 

企业，供应中间产品和劳务的劳动力。这种由军事开支支助而间接雇用的人，包括 

分包商、向分包商供应物品的商号等等所雇用的人。这一层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留 

有军事专业化的性质，但是 . 沿着制造环节越向下移，这种性质越是急剧减少；

( C )从事于满足国防部门在与民用市场差别不大的商品和劳务方面的直接需求 

的那些制造业和服务业所雇用的劳动力；

( d ) 从事于向(C)类企业供应中间产品的劳动力，即由军事开支间接支助的第二 

类劳务；

( e ) 源自乘数慨念，与其他四类很不相同的劳动力。一切开支，包括军事开支 

都会受到乘数作用，影响及于整个经济。假如说 . 一个特定国家的乘数佑计为2 ,  
则 ⑨ 1 0 0 亿开支最终会造成有效需求共增加《 2 0 0亿。设若该国经济尚未达到 

充分就业，那么除了直接间接参与供应国防物品和劳务的工人以外，随着国防开支 

的影响波及鉴个经济还会产生更多的就业机会。但是，同上述其他各类与国防有关 

的就业不同，这种就业不能说是被国防部门" 吸收"去了  •

46
鲁 思 。茶 杰 , 西瓦德， 《世界军事和社会开支》， 1 9 8 0年， （弗吉尼亚，利 

斯，， WMSE出版社， 1 9 8 0年 ），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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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i a 在一小层次上，我们关心的是他计那些直接从事没有任何非军事经济用途 

的活动的劳动力人数，也就是说，由于军事原因而直接从对社会有用的生产中抽出 

来的劳动力，即上述(a)类，这类劳力资源包括正规军和具有同样职务与能力的准军 

事部队，受雇于国防部门的平民、从事军事研究与发展的科学工作者加工程师、受 

雇于直接生产武器和其他军事专用器材的工业的工人。

1 1 3 . 目前，全世界正规军总数约达2, 5 0 0 万人。过去二十年来这个数字一直 

持续上升，发达国家的数字保持稳定，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数字则有所增加。1980 
年全球数字比1 9 7 0年 多 1 0 % 以上，比 1 9 6 0年多将近3 0 % , 北约和华沙条约 

国家占正规军总人数的4 0 %稍多，中国占1 7 % , 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约占3 8 % ,  

虽然无法用统计数字表达，但重要的是各国正规军的技能和经验差异很大。其中不 

成比例的一大部分是身强体牡的年轻人，至多受过中等教育，只有使用步兵武器的 

基本技能* 但同时也有报大数量—— 全世界有几百万—— 的机械师、技师、工程师、 

驾驶员和具有组织及管理经验的人。实际上，普遍的现象是军事方面日益需要各种 

各样有技术的人员。

114 . 准军事部P人是功能与职责介于平民同警察和正规军之间的部队•从训练、組织和 

装备看来其职务和能力接近正规军水平的准军事部P人人数，框国际战略研究所佑计 , 
全世界约有1, 0 0 0 万 " . 总的说来，报告军事预算时都没有包括准军事部队的开 

支 , 就本文来说这些开支应包括在内，因为可以合理地假设，当国际气氛使人有可 

能执行裁军措施时，应该也能裁减准军事部队。而且裁军措施还可能要求作这种裁 

减。

47 国际战略研究所， 《 1978 — 7 9 年军事均势》（伦敦），第 9 0 — 9 1 页* 

此外，许多国家都有纯样执行警察职务的准军事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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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5 . 第三类劳动力是受雇于国防部门的平民。 关于这一类的现有资料极不完 

备 , 但还是可以作非常粗略的全球性倍计。 1 9 7 5 年，九个国家—— 澳大利亚、 

加拿大，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日本、荷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一在各自的国防部门雇用了2 5 0 万 

平民（见 A X 3 V 8 8 /A d d . l  , 第二 iT )。 这九个国家共ijj世界军♦开支的三分 

之二，假定成线性关系，并考虑到其后世界军队人数和费用的增长而稍稍向上调蕴 . 

则可以他计目前全世界国防部门共雇用4 0 0 万平民。

1 1 6 . 第四类劳动力是从事军事研究和发展的科学工作者和工程师，这一类从军 

事上和从经济及社会后果上看来都特别重要。 下文会更全面地讨论军事研究和发 

展，此处只需指出，估■计全世界有500, 0 0 0 科学工作者和工程师在从事军事用途 

的研究和发展，

1 1 7 。到此为止我们已列出了 3 9 5 0万直接从事純军事活动的人，但是，所谓这 

批劳动力从非军事观点看来完全不事生产的说法还需要加以说明，并不是那么绝对 

的。 例如，军队常常应召进行救灾活动。 许多国家的军队还从事某些非军事活 

劲。 同样地，军♦ 研究和发展中也有一部分是有民用潜力的基础研究，当然必须 

是没有列为机密的研究工作。 同样，军事专业的研究和发展也总有可能产生一些 

民用割产品。 但这并不改变整件事的意义，即重要的人力资源被用于军事目的。

1 1 8。最后一类是(a)类劳幼力，直接生产武器和其他军事专用设备的工人，这一 

类的人数大慨最难作出可靠估计。 国际金属工人协会最近的调查显示，在市场经
48

济国家这样的工人有2 8 0 万。 不幸的是，无从得到世界大多数其他国家的这 

类数字，因此不可能作可靠Ï古计。 把上述数字外推到全止界，可以看出从事军事 

生产的工业劳动力至少达到500万的数量氣  这种他计的一般正确性可以证实如

下。 美国制造业在1 9 7 0 年代末期有8 % 至 1 0 % 的劳动力从事生产武器和军

48
国际金属工人协会， 《金属工人工会和军火工业》（日内瓦， 1 9 7 9年 ），第 

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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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即 1 5 0 万 至 1 8 0 万工人 " 。 具体到1 9 7 6 年，美国官方数据显示， 

工业界有1 5 4 万工人直接从事与国防有关的活动二  此外，约有250,  0 0 0 工

人在军事外销方案下从事军事生产，所以总数为1 7 9 万 人 "。 假定美国全球  

军火生产的3 0 % 至 35% , 那么佑计这方面全球工人总数就是4 0 0 万至 6 0 0 

万人。

1 1 9 。的确，这是非常粗略的倍计。 我们可以看到，对美国所全球武器和军  

事专用设备生产的份额的佑计是非常粗略的。 同样地，假定所有军火生产国内开 

支和就业之间的关系都同美国一样，也显然是有问题的。 还有一个重大困难是， 

根据现有数据不可能确保上述估计只涉及直接雇用来生产军事专用器材的劳力，而 

不渉及在分包合同和更低层次间接雇用的人。 从量度裁军引起的工业转产任务的 

大致幅度的角度来看，这种区分是特别重要的。 就裁军所引起的工业转产问题来 

说，主要是集中在供应军用器材制成品的工业和商号上。 例如在联合王国，係计

1 9 7 8 年与国防有关的工业雇用的人数为713,  0 0 0 , 但其中只有4 0 %  ( 288, 

000人 ）是直接生产军事专业设备的工人。 其余是向国防部供应非专用物品和劳

务的直接雇用人员（ 1 0  0 ,  0 0 0 人 ）和专用与非专用军事需求所产生的间接雇

90

5 j

雅 克 。甘斯勒，《国防工业》（坎布里奇，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 1 9 8 0 年 ）， 

第 4 页。

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 《通盘国家安全方案及其ü 算需要》 ， 1975  
年 1 2 月，第 1 1 页。

国会预算处， 《军事外销对经济的影响》，华盛顿特区， 1 9 7 6 年 7 月 2 3  
H。 这项研究佑计，如完全禁止新的军火出口合同，美国将直接间接损关 

350, 0 0 0 份工作。 250, 0 0 0 这个数字是我们对直接雇用人数的佑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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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 现有关于与国防有关的就业的资料, 大多没有明确区分直接和间接雇用， 

也没有区分专用和非专用产出。 总的说来，全世界供应专业设备的直接工业雇用 

人数似乎接近上开幅度的低值 , 坪约4 0 万人。

1 2 1 . 因此，我们佑计全球军方直接雇用来供应专用性质的物品和劳务一-包括 

穿制服的军人提供的劳务—— 的劳动力共达4, 3 5 0 万人，这是必须重新调配到经 

济生产工作中的劳动力人数，也就是裁军和随之产生的转产所直接渉及的劳动力。

1 2 2 . 我们还可以把讨论范画扩大到包括上文翁111段所述的其他四类与国防有 

关的雇用。 联合王国的数据显示，与军方购买民用物品和劳务有关的直接雇用人 

员约军事专业需求所直接雇用人员的5 0 % 。 把这种关系粗略地外推，可以得

出全球数字约为2 0 0 万人  这也许是保守的佑计，因为实除上所有国家主要靠

国内来源都能满足军方对民用物品和劳务的需求，但另一方面，军火生产则集中在 

少数几个国家《 这一类与国防有关的雇用显然不会有重大的转产问题。 由于各 

国政府会采取步戰来弥补因执行裁军措施而描失的有效需求，所以原来由军方购买 

的产出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另一个市场。

1 2 3 . 军方采购所间接支持的工业雇用人数大慨是直接雇用人数的50%到 100%  

也就是说乘数为1 。5 至 2 。0 。 这是美国所作佑计的幅度； " 联合王国的数字则

用人员（325a 0 0 0 人 ）。 "

" 克里斯。派特， " 就业和国防 " ， 《统计通讯》，第 5 1 期， 1 9 8 0 年 1 1 

月，第 I g 页。

" 美国 1 。5的数字出自国防部， 《 1 9 7 9 财政年度国防预算》，华盛顿特区，

1 9 7 8 年，第 1 0 2 页 ; 2 。0 的数字则出自贝斯特和康诺利， 《从政治角 

度看经济》， （马萨诸塞，列克星敦，希斯出版社， 1 9 7 6 年 ）第 55 — 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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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 。8左右。 如对全世界直接工业雇用总人数采取6 0 '0万人的粗略估计，那 

么 就 有 3 0 0 万 至 6 0 0 万份工业工作是由军♦开支间接支持的应当再次强 

调指出，如果进行裁军，则这种间接雇用的产出将大部分转向会受补偿方案的推动 

而扩大的民用市场。

B .军事工业生产

1 2 4：现代军^ 制向范围广泛的各种工业41̂业进行采购。 有些企业的存在完全 

是为了满足军事需求—— 例如锻造坦克炮塔或制造炮弹。 另一些工业则生产基本 

相同的产品，既供军用又供民用，但供给军方的产品在质量、精确度和可靠性上都 

有比较严格的要求。 最后，军事体制还购买各种各样同卖给民间的完全一样的产 

品一 例如运输车辆和办公室设备等。 此外，向军方供应工业制成品的供应者当 

然又对组件的供应者有需求，以次类推直到销.胡和塑料等基本产品的供应者。

125 . 估计全球军事工业生产教量不是一件倚单的工作。 顺理成章的起点是预 

算中的 " 采购 " 项目，这可以得之于大多数主要军火生产国的官方统计。 在主要 

的西方军火生产国，军事预算中采购所占份额为1 3 % 至 2 2 % 。 " 然而这些数 

据一般是指重大设备的购买，大大低借了由于军事需求而产生的制造业产出的价值；《 

看来主要的缺漏是用来满足出口订单的产品，组件和备件，以及各种除了供军用之 

外与民用产品毫无分别的工业产品。 例如在美国， 1 9 6 5 和 1 9 6 6 年军事颁 

算采购额分别为《 1 5 2 亿和 ⑧ 1 6 0 亿，但是这两年制造业交运的国防产品则分 

别达到$ 2 9 2。1亿和 $ 3 4 M

54

96

克里斯 . 嚴特，同前。

園奥米衡魏里南，《跨 国 司 ，军备和发展》，第 1 8 页 （为本小组编写的报 

告 ）《

同前；和卡尔多， 《军事技术在工业发展中的作用》，第 8 5 页 （为本小组编 

写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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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6 . 就 1 9 7 6 — 1 9 7 7 两年来说，可以根据记录1*封十出美国，苏联，法国、 

联合王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意大利和七个较小的西改国家军事工业生产额达 

雄9 5 5 亿》 " 狠难判断要把这个数字放大多少才能得到全球佑计数。 一方面， 

这个数字没有计入许多有大量当地国防生产的国家，如中国、 H本、捷克斯洛伐克、 

以色列、印度和巴西。 " 男一方面，上引数字总的说来包括了供出工的生产，佑 

计数字中包含的四个大国左了国际军火货易的绝大部分。 换句话说，如取世界其 

余国家合计军事开支的2 0 %作为军事工业产值的佑计数，都可能有报大一部分是 

童复计算了。

1 2 7 .尽管如此，估计 1 9 7 6 — 1 9 7 7 年全球军事工业产值为想1, 0 5 0 化 ,

看来是十分可信的，甚至是保守的。 如果采用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和美国 

军备控制和裁军署对中国军事开支的佑计一 1 9 7 6 年为⑧350(乙至400j乙——  

则单是该国的军事工业产值就会使全球倍计数接近$ 1, 0 5 0 亿》 " 而且已知许 

多其他国家有报大的军事工业能力。

1 2 8 . 我们係计的游1, 0 5 0 亿 S 是 1 9 7 6 年世界军事开支的3 0 % 。 考虑

57
卡尔多，同上；又见格林伍德，《 1970年代和以后西欧在国防方面的努力》 

t 为本小组编写的报告K

《世界军备和裁军，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1 9 8 1 年年鉴》….，第 7 4 
至 8 2 页，

中国最近打破了 1 8 年的沉，默，公布了军赛数字。 按旅游汇率换算 ( 1 . 6 %  

对 1 美 元 ），官方报导的军费数字远低于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斬恐>«国军备管 

制和裁军署的佑计。 具体说1 9 7 7年为 《80 • 5 亿， 1 9 7 8年为 $99 . 8 亿，

1 9 7 9年为《128亿 ( 《北京评论》，第 2 9 期， 1 9 7 9 年 7 月 2 0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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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400-138 TOO 
123 200-1140 800 
12k 8OO-IU2 TOO
127 50O-IH5 700

到军事工业生产是比嫩买主要武器广泛得多的活动，这应是一个可信的全球数字。 

但是，由于我们的数据不完全而且我们的倘计受到各种互相抵触的影响，看来合理 

的办法是，取世界军事开支的2 8  %至 3 2 % , 作为供军事用途的工业产值的估计 

数， 表 三 。1 列出 1 9 7 7 — 1 9 8 0 年期间的这个倍计数，采用的是斯德哥尔 

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世界军♦ 开支数据。

表 三 。 1 : 全球军事工业产值他计数

( 百万美元， 1 9 7 8 年价格和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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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9 . 从这些他计数可以看出，军事工业生产绝大部分是在工业化国家进行的。 

发展中国家（中国除外）军事用途的工业产值还不到世界总值的5 % , 尽管这些国 

家穿制服的军人将近全球的一半，军赞约世界军事开支的 1 6 % 。 对发展中国 

家所占份额的这个倘计得到美国军备管制和裁军署的支持，该署倘计1 9 7 9 年这 

些国家生产的武器和军事装备价值超过⑧5 0 亿。 6°在国防工业上投资最大的发 

展中国家包括巴西、印度、以色列、北朝鲜、南非和南朝鲜。 许多其他国家在 

这个须坡也作了比较小但坚决的努力。

1 3 0 . 毫无疑问，军方对工业品的箭求是十分可观的；按我们佑计，目前这个市 

场的交易额至少达到sn, 2 7 0亿。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总数拆开同各国的总数 

相比较，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是报有启发的。.从工业改装的立场来看,特别重要的是 

要知道军事工业需求在塞个经济、经济中某一特定部门、甚至某一特定企业里占多 

大比重。 作为一殷规律，可以予期从国产总值的主要成分这一级到专门生产军用 

品的企业这一级，级别愈低军事需求所在份量愈重。

1 3 1 . 就选定一些西方工业化国家来说， 1 9 7 7 年军事需求工业总产出的 

1. 1 % 至 7.  5 % , 占制造业总产出的1. 6 % 至 8 .  1 % 。 即使计入其他一 

些国家可能有的较大数字，这项百分比虽然不小但也没有大到惊人的程度。

美国军备管制和裁军着，《世界军事开支和武器转让》，华盛顿特区， 1 9 8 0  

年 1 2 月，第 1 9 页。

按大多数标准，南非和以色列都应旧类为发达国家，所以我们对■发展中1SI家在 

军事工业产值中所占份额的佑计大概要降到不足4 0/0。 由于缺少可靠的数糖， 

对国防生产水平的评价是十分主观的，主要根据是所生产武器的复杂程度和类 

型多少。 因此，这些国家按字母顺序列出，徘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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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2 . 可以予期在生产军用器材主要项目的特定工业（飞机、造船、电子、通信 

等 等 ) 中，所在比例会高一些。 情况确实如此。 1 9 7 0 年代中期，美国的军 

事需求约飞机工业总销售量的 4 5 % , 占造船业新造船舶的7 从联合

王国、法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取得的数据，也同样显示出某些选定工业中军方业 

务集中的情形。 例如，航宇空间工业（机身弹体、航空友助机和导弹）母年产出 

中军方所份额在法国是 4 6 9 6 , 在德意志联列共和国是7 0 -8 0 % ,  1 9 8 0 年在 

联合王国是约t^5 0 % 。 《 以下第五，将更伴细地审査九个带头的军火生产国国 

防工业的结构。

原料

133. 1 9 7 0 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新情况是，大家对石油和矿物等不可再生的原

料，是否能得到充分供应足以支持人类生活和现代工业，感到严重关切。传统上认 

为有效需求是限制增长的关健因素，现在，对供应的关切也已成为关键因素。 眼 

前的问题是要保证能够取得原科供应，而不是原料供应本身的耗竭。 所有的计算 

和予测都显示出，地壳内有足够的原料可以满足世界对几乎每一种原料的需要直到 

本世纪末。 另一方面，本世纪末距今已不到2 0 年，除非我们愿意饭定能及时发 

现新的大重蕴藏，而且技术上和经济上能够开采这些资源，否则真正的天然原料短 

缺就不是遥远的亭了。 而且S 关于需求相对于己知蕴藏量的予测，必然在很大程 

度上依据消费的历史模式和增长。 在新的国际秩序下发展中国家的加速成长和工 

业化，可能对这些予测的正确性造成很大的影响。 录三. 2 嚴示 1 8 种直要的非 

能源矿物1 9 7 4 年已核实的塞藏童同予测的1 9 7 4 — 2 0 0 0 年世界萧求童之 

间的关系。

6>

雅克 •甘斯勒，同前，第 1 .7 6 页和第1 8 5 页。

图奥米斤魏里南，I司前，第 2 2 页 （关于法a 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 和 

《 1 9  8 1 年国防概算报表》，第 4 6 页 （关于联合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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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2 选定的非能源矿物供应重与予测的需求童之间的关系

矿物 可回收蕴藏童（1974年） 

与 1 9 7 4 -2 0 0 0年累计

寄求童的比率

1970—1 9 7 8世界已证实的 

蕴藏童的受化（百分比1

销 4  0 十317 ( 指销土矿》

格 5. 7 十248 ( î l银铁矿 )

何 ( 译注：视的旧称） 10. (H* 一

铜 1. 3 十64

铁矿 A 5 十3

1. 2 十4 3

猛 4. 9 十142

i a  1 —

铅 3. 1 —

做 0. 4 —

锡 1. 3 十55

铁 4  4 —

鸣 1. 2 十36

机 7. 5 —

梓 1 .1 十41

裤酸盐岩 2. f) - 9

资料来源 : 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关于经济变化的特别研究》，第二 

卷 ：《能源和物资：资源短缺还是决心不够？ 》，第 9 6 届国会，第二期会议， 

1 9 8 0 年 1 2 月 1 日，第 2 1 1 页和第2 1 4 — 2 1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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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4 , 世界石油和矿物蕴藏的地理分布非常集中：就十几种工业上重要的矿物来 

说 , 矿藏最丰的三个国家所占份额超过5 0 % 。 " 再加上矿物消赛的地理分布更 

是高度集中：工业化市场经济国家—— 主要是北美、西欧和日本—— 九种重要矿物 

的消费量超过年产量的三分之二，矿藏分布不均的意义就更明显了。 工业化社会 

主义国家大多数矿物的消赛量约占世界总消赛的2 0 % 至 2 5 % 。 1 9 7 1 —

1 9 7 5 年期间，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只用了世界银 

产量的 7 % , 铜产量的9 % 和铁矿•石的1 结果，主要消赞国家矿物自给自

足的程度大大下降了。 以美国为例， 1 9 5 0 年只有©种工业上重要的矿物需要 

进口 5 0 % 以上，到 1 9 7 6 年就增加到2 3 种矿物。 目前美国至少有1 2 种矿 

物 8 0 % 以上依靠进口。 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日本依靠进口的程度更严重，诸如铁 

矿石、犧、铜、结土矿、絡、石棉、银、结、辞、银和钱等关键矿物， 7 5 % 以上 

依幕进口。

1 3 5 . 对日益依赖进口矿物感到焦虑的主要原因是，供应中断会影响到消赛国的 

鉴个经济健全。 另一项重大关切是，这种局面对国家作战能力的影响。 这个问 

题有好几个层面，包括下述消极层面：近年来日益明显地考虑以武力手段维护所需 

原料供应的可能性。 1 旦本文特别关切的是，军事用途能源和矿物的消躲童。

1 3 6 . 全球军事活动的插度強烈显示军事用途消赞量报不小。 同时，由于第二 

次世界大战以来非常重视所费不货的武器质重改进，所以这种消赞量的增长又赶不 

上全球军赛的增长。 同样地，由于武器日趋复杂和精密，每件武器的成本惊人上 

升，因此生产的件数遂渐下降。 从強调质重改进也可以银断出，纲和铁在军事消 

赞中的相对重要性下降，而销、铁和其他比较稀罕的矿物的相对直要性增加了。

例如，当前先进战斗机重重的2 0 % 至 2 5  % 是铁，而 1 9 5 0 年代的飞机只有8 %

" 维姆和赖诺• 马尔内斯，《军方使用的自然资源：转换和控制问题》（类斯陆 

1 9 8 0 年 ），第 5 8 页 （为本小组编写的振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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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 0 % 是铁。 现在某些潜艇的艇壳也开始使用这种金属。 同样地，现代海军 

舰艇的上层结构已大量使用销。 最后一•个例子，制造和部署2 0 0 个陆基机动洲 

际禅道导弹所需的材料，倘计包括10, 0 0 0 吨销、 2, 5 0 0吨格、 1 5 0吨铁、 24  

吨破、 890,  0 0 0 吨钢和2 4 0万吨水泥。

1 3 7 . 要传计全球军事用途矿物消费量，只能从美国数掘用外推法係算。这是一 

个严重的限制条件，因为美国虽然是後大的消赛者，但 绝 不 是 支 配 地位的消赞者 

而且，关于特定矿物的全球消费量，很难找到可同美国军事消赛量现有数据相比较 

的数振。 因此，对以下导出的倍计数，应当非常审慎地看待。

1 3 8 . 军事用途的工业生产在报大程度上集中于美国、苏联和西欧，但即使比较 

这三小集团的军事开支也只能非常粗略地佑计军事用途的矿物消费量。 这三个集 

团之间，武器生产方案的规模以及对不同类型武器的重视程度都有报大差别。 同 

样地，技术能力也有差别，这对矿物消赛量会有十分重大的影响。 我们注意到这

盤困难而无从加以克服，但值得指出的是，一架现代战斗轰炸机或一枚中程地对空 

导弹，无论在哪里制造都需要大致同样数量的金属。

1 3 9 . 表三. 3 列出我们对某些选定金属全球军事用途消赞量的佑计。 为了使 

人领会所涉数量之大，我们可以指出，就销、铜、後和销来说，佑计军事用途的全 

球消，童比非洲、亚 洲 （包括中国）和拉丁美洲各种用途加在一起对这些矿物的需 

求量还要大。



录三. 3 对选定的金属估计的军事消费量占总消赞量的百分比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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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 休斯等人，《战资源和国家安全：初步评价》（门洛帕竟，斯坦 

福研究所， 1 9 7 5 年 K  《全球 2 0 0 0年情况Ï 提交总统的报 

告 》，……，，第二卷，第 206—2 0 7页》

这些倍计数导法如下：先从美国消赞* 中军事消赛所份额，和世界对这些矿 

物的需求量中美国所占份额，佑算出美国军事消赞童占全球消赞童的百分比。

粗略判断全球军事用途矿物消费童中美国所占份额约为三分之一，然后基于这 

个判断推算出全球佑计数。 作此判断的概糖是：相对军事开支、军事工业生 

产的相对价值（见本韋BiT ) , 和对世界各地正在进行的武器生产方案的调査。



14 a 本节应当提到的最后一小问题是军事用途石油消赞量。 石油对军事部门 

的重要远大于对整个经济的重要性，它占军事能源消费总量的四分之三以上。 

计入间接消赛，即在生产军用物品和劳务时所消费的石油，则佑计占全è 总消费量 

的5 % 至 6 0/0 。 这方面所涉绝对数量又是大得惊人：全球石油消赛量的5 % 比法 

国消费童大，也接近所有发展中国家（不包括中国）总消赛量的一半。

土地

1 4 1 , 现有的有关供军事使用的土地面积的数据太简略，因此无法作出可靠的全 

球性佑计。 几乎可以肯定并且在意料之中的是从全球范围来看，军事使用的土地 

非常小，少于全部土地的百分之零点五或者低到只有百分之零点三三。虽然如此， 

但这并不是表示军事使用土地没有任何影响。 用绝对面积来看，军事部门仍然 

用很多土地：象法国、摩洛哥、巴拉圭、端典和泰国等国家的土地面积，只 全 世  

界的0 , 務 到 0, 5% 。 况且，全世界还有许多土地军事使用者和其他使用者同样 

都不屑一顾。 换句话说，虽然相对的需求较小，军事需求非军事需求，不管是 

都市、工业、农业、游乐或基于环境的考虑，常常直接互相竞争。

1 4 2 , 本世纪以来，由于常备军队的人数不断增加，尤其是制造武器的技术迅速 

进展，因此军事上对土地的需求不断增长。 随着军队越来越机械化，和武器的射 

程和速度越来越远，因此训练和演巧所需要的土地面积也越来越大。 例如，美国 

陆军认为一个人员配备齐全的装甲师演习，所需的土地面积至少2 3  5 平方公里， 

最好能够有6 6 4 平方公里。 由于现代战斗机的速度很高，空对地的军火射程很 

远，因此空军就需要更大的土地。 最后，用来进行核武器诚验的面积，当然再大

本节的材料几乎完全取自一项研究报告：Malvern LumsdBn, " The Military Use 
of a Scarce Resource;The Case of Land",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 , 1 9 8 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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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嫌太大。 在此还可以再提到一点，即基于安全考虑军事上所需的土地常常很 

随便就予以决定。

1 4 3 . 当前的军事发展趋势显示，总的来说，军事对土地的需求将继续增长。世 

界各地区很多国家都在扩充它们的军队的规模。 同样的，拥有各种各样的坦克、 

现代战斗机和导弹的国家的数目不断增加。 开始制造，有些甚至开始设计和发展 

现代武器的国家也越来越多。 各种趋势显示，用来进行训练、演巧和试验武器所 

需的土地越来越大。 再者由于攻击性的武器的准确性获得改善，促使武器的布署 

必须有更大的机动性，因此必须弃置更大面积的土地供它们调动。 当前美国正在 

考虑的机动导弹系统的布署方式，所需的土地面积近6 0 0 0 平方英里。 苏联已经 

有陆地机动中程核导錯系统据说有相当大的指定地区非军事人员不准进入。

1 4 4 . 总的来说，转供军用的土地的经济意义远高于它在全部土地所占的比例。 

世界上的土地几乎是一个常数，但是各方面的需求，包括耕地、牧地、林地、都市 

和地面交通网的需求，都在不断急剧增长。 事实上过去3 0 年来全世界可耕地增 

加了约 1 5 % 以上。 66但是就某种程度而言，耕地的增加是开辟牧地和林地的结果 , 

假如这个假定是合理的话，长期而言，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变通办法。 况且，由于 

过度使用、沙漠化和盆咸化，每年都丧失广大面积的有生产力的土地。 使这些土 

地复原非但非常花钱，而且需要很长时间。

1 4 5 . 换言之，在考虑军用土地的问题方面须认识到这种用途是完全非生产性的， 

并且常常与非军事部门越来越紧迫的要求互相竞争。 军用土地对未来非军事使用 

土地最麻烦的一个问题就是严重降低了 土地的价值，并且为期很长。 在某些情况 

下，如核武器试验地区—— 进行大气层试爆的地城，当然这是特别的情况一在无 

限的期间内，几乎无法供民间使用。 况且大气层核子试爆的，响并不仅限于指定

Julian L. Simon, T̂̂ orldwide Land for Agriculture is Increasing,

Actuany"^«組约时报》， 1 9 8 0 年 1 0 月 7 日，评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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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爆的地区，即使是地下试爆也会发生意外事件和失误，所产生的不利影响常常超 

出试爆地区。 大量使用履带装甲车的训练地区的土地常常因力植被被破坏和表土 

流失，容易被侵蚀。 因为缺乏肥沃的表土用来作力大炮和轰炸乾场的土地常常搞 

得到处是弹坑狠难填补，且这些土地有好多年都无法从事，作。 留下来的弹坑胆 

碍农业机械的使用。 没有爆炸的，药也是一个长期的危险。 实际的战争所造成 

的种种影响当然更大。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出版的若干出版物€7详尽地调 

査了现代战争，包括化学物剂的使用对土地和环境的其他方面的影响。

E . 研究和发展

146.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军事上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制造武器的技术急剧改 

进。 战后军备竞赛的这种特征是促成军备竞赛特别激烈的主要原因。 过去三十 

年来，新的和改良的武器以令人不可想象的高迷度出现，这种情况使各国之间，尤 

其是大国之间更加互相猜疑，并且使国际局势更不稳定，从而迫使各国可能空前地 

重视军事问题。 制造武器的技术常常跑在战略和战术的前面。 同样的，技术军 

备竞春常常使政治评价的进程和通过谈判控制军备竞赛的努力更为复杂。

1 4 7 ,实际上每五年到八年各种重要武器就出现一种薪新的模型，中间这段期间 

对较早的模型不断进行革新和改造。 再者，由于技术发展，理论上的新武器可以 

进行制造，或使武器的功能更加专门化，因此日益革新和改造的武器的种类不断增 

加。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佑计，美国、英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军事和非

67
见 Ec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Second Indochina ¥ar 1̂976)j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and the Environment (1977))anci Warfare in ~a Fragile

Wbrld: Military Impact,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 (1979)  ̂ 这些出版

物 都 是 ïazlor and Francis, Ltd., London 力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

所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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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部门每单位产出所投入的研究和发展费用显示，目前军事产品比非军事产品相 

比，所投入的研究费用平均约高2 0 倍。

148, 已知或可以合理推断的全球军事研究和发展努力的规模充分证实了军事研 

究和发展努力比较集中的现象。 1 9 8 0 年全世界花在军事研究和发展的费用约 

力 3» 500, 000万美元或占用于研究和友展的全部费用15, 000, 0 0 0万美元的四 

分之一。 6^^十年以前，即 1 9 6 0 年，全世界的军事研究和友展的费用约力1, 

300, 0 0 0万美元， 但是在研先和灰展的全部经赛中占更大的比例。 从六个国 

家—— 美国、苏联、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日本、法国和英国—— 的情况可以推断它 

们的军事研究和发展费用占全世界费用的8 5 % , 其中五个国家（苏联除外）军事 

研究和发展费用在研究和友展的总费用中所占的比例1 9 6 0 年比现在要高很多。"  

军亭研究和发展的费用甚至比研究和发展的全部费用更加高度集中，仅.仅两小国家 

—— 美国和苏联—— 在军事研究与发展的费用所占的比例就与上述六国所占的比例 

相等。 72如果加上法国和英国比例可能超出9 0 % 。

World Armaments and Disarmament, SIHO；, Year book I 98I  p . 7 ,
69

70

Colin I'lorman, Enc«flec3ge and Power; Hie Glob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Budget, Worldmtch paper 31 July 1979> P.5

Ruth Leger Sivard , World lÆlltary and Social Expenditure ̂ Leesburg, Virginia, 
MjKE Publications,1978) p. 9 .

Colin Horman， 同 上 ，p. I 8 1 9 6 0 年代早期，世界

科学工作者联合会佑计世界科学工作人员私有7 0 % 从事某种军事工作。见苏 

联政府的答复，；E/3593 //Add. L

Armaments and Msamament in the îîuclear Age, ( Stocliholm, Almquist & Wiksell,
19 7 6 ), p. 18 6



149, 关于从事军事研究和发展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人数的资料比用于这方面的 

经费的数据更加不完备。 最近全球研究和/5C展调査指出1 9 7 3 年受雇于这方面 

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有2, 279, 000人。 77人事军事研究和发展的人数的估计，最为 

人所熟知的是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係计： 1 9 7 0 年代早期为400, 000  

人。 7»最近的係计指出，从事军事研究和发展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超过500, 0 0 0 人。"  

换句话说，在 1 9 7 0 年代全世界够资格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约有2 0 % 从事军事工 

作。 至于经费，在 1 9 6 0 年代所占的比例更高，而 1 9 5 0 年代后期甚至还要 

高。

1 5 0 . 应记得1 9 7 2 年 《裁军与发展》 7*>研究的结果显示，军事研究与发展所 

占的比例约力全郁军事费用的4 0 %  ( 在 6 0 01乙美元中占2 5 01乙美元）。 因 

为这个数字或甚至更高的数字，在公开辩论中被广泛引用，因此或许值得着重指出。 

最近的使计是示，用于军事研究与发展的资源，包括人力和费用，所占的比例约为 

2 0 至 2 5 % 。 但是，军事研究和发展的经费的绝对数字仍然是非常庞大的；并 

且到目前为止仍然是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的最大一个项目。 如果可能更精确的计 

算的话，上述数字报可能还是比较保守的。 例如，美国和苏联的太空活动都有直 

接或非常间接的军事用途，弁且毫无疑问，主要是力了军事而进行这些活动的。这 

两个国家和其他国家每年都花超过10, 000, 00万美元在 " 非军事的"太空活动上 

面。

" Colin Norman,同 上 ，p,10

74 SIPKE Armaments and Disarmament in the Huclear Age, 同上 p.l86

" Ruth Leger Sivard, 同上 P，9

7® ST/EC A/174(联合国出版物，銷售品编号風 73IX.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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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1 . 用比较长巡的眼光来看军事研究和发展是很重要的 .任何一个时期的知 

识累积都是以前几十年的研究和发展的努力的直接结果，并且是以前几世纪这方面 

的努力的间接结果。 假如我们不是那样热心地从事军备竞赛的话，现在我们所累 

积的有用知识可能会少很多。 对日常生活有重大影响的技术发展的确是由于它们 

合有军事用途而提早实现的，当然这并不是表示这些领域的进步，如果没有军事研 

究与发展，可能会慢一些》 如果没有军事研究与发展，可能会更有效地取得经济 

和社会领域的必要发展， 要伯计军事研究与发展对于奖际有用的知识的累积的发 

展，到底是起了促进作用或是胆碍的作用，必须进行一项特别研究，该项研究可能 

得根播假设而无法根据经發得出结论.

1 5 2 . 有人说，军事需要是专门用于一般的研究和发展的各种资源迅速增加的主 

要原因，因此裁军的进程和紧张局势的缓和甚至会影响到非军事研究和发展努力的 

规槐  如果世界的经济和杜会情况非常繁荣昌盛，并且求来也没有什么重大问题， 

那么这种看法还有点道理，但是很难说现在已经没有什y 陣事项目国防研究和发展 

科学家可以转业。 从比较积极的一面来看，必须承认军事研究和发展开拓和完善 

了研究和发展的系统。 我们可以預断科学和技术一定能够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以 

前无法想象的进展。基于这些不同的理由，我们可以有点自信的说，在 2 0 0 0 年，有 

用的知识和技术的累积一定会无可眼量地扩大，如果我们能够将现在用于军事研究 

和发展的经赛和人力的相当大一部分转而用于非军事目的的话。

国际武器贸易

1 5 3 . 由于国际武器货易的规模庞大，显而易见，并且与地区和区城战争密切相 

关，因此它已经成为民众和政府关切的一个主要问题。 这种货易并没有正式列入 

国际贸暴的统计数字中2 因此没有全面和正式的数据可以作为分析的报据。 已经 

作出重大的努力间接填补这方面的情报的不足，最近有人建议设立一个联合国登记 

中心，记载全世界武器进出口的情况， 但是目前还有很大的差距。 特别是在这



方面还没有真正有价值的全面数据，可以分析武器贸易对买卖双方的经济影响，

1 5 4 . 只有两个机构——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和美国军备管制和裁军夢务- 

署致力于提供每年武器贸易总值的佑计， 但是这两个机构的总值数据主要是我据 

被发现的武器货鼻的数值而定的。 对于卖方而言, 这些数值并不能真正代表生产 

的成本，因此也无法与军事费用. 国民生产总值或其他一类的总值密切比较， 对 

于买方也是如此。 虽然现在所有的武器贸易有各种支付的方式，但不外乎以货易 

货的安排，全价或减价，条件较为奇和条件较为优患的贷款、第三者支付和抵偿安 

排等支付办法。 因此军事用品和服务的国际贸易的总值係计并不一定与在这些交 

易过程中实际的财政和商品流动有密切的关系。 在以下的讨论中必须记住这一点，

15 5 .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总值数据只包括它所请的" 重要武器 " ——  

飞机、导弹，军舰和装甲车辆—— 这些数据主要是根据美国的数据。约占军事设备 

和服务的全部贸易的一半。 美国军备管制和裁军事署所搜集的有关武器贸易的数 

据比较全面2 但是这些数据并不包括建筑、训练和技术服务。 这是很重要的遗漏。 

大规模购买精密武器系统的许多国家，缺乏承受，维持和修复这种武器的基层设施》 

因此出售者常常要进行大规模的训练方案，并且在这中间，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 

还必须提供技术人员，作为武器交易的一部分， 粗略的他计，这些 " 服务"约占 

目前全球武器贸易总值的15 % 7\

1 5 6 . 表三 . 4 的数据是美国军备管制和裁军事务署倍计近年来国际武器货易总 

值》

M. Erzoslia 等 编 ， An Assessment of Soxirces and Statistics of Military 

Expenditure and Arms Transfer Data, p. h 9 , ( 向工作组提出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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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 4 美国军备管制和裁军事务署佑计的 

武器货易总值 

( 百万美元》

购 买 国

年Î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共计
r1
i 1978 3910 16690 20 600

1977 1̂15 15185 19 300
1976 1<170 12230 16 it 00
1975 3510 9090 12 600
197H 3330 8370 11 750

1 5 7 . 上述美国军备管制和裁军事务署数据的慨略係计应该再加约15 % , 才能 

作为全球军事物品和服务贸易的总值的粗略倍计数播， 根据这个来计算，1 9 7 8 

年的总值约为2, 370.  000万美元。 关于最近几年来的情况，已知的情报显示国 

除武器市场仍然非常景气，因此1 9 8 0 年或 1 9 8 1 年国际武器货易佑计将超过 

2, 500,  000万美元， 再者，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个佑计数字尚嫌保守.根 

播斯德哥尔摩国际加平研究所的姑计， 1 9 7 7 -  1 9 8 0 年国际重要武器贸易的 

累计总值约为5, 745, 900万美元（以 1 9 7 5 年的不变价格计算》，或每年平均 

为 1, 436, 500万美元， 假定通货膨胀率为9. 5% ,  1 9 8 0 年的总值以目前的 

价格计算将为2, 261 ,  400万美元。 再者，正如以上所指出的，重要武器只是武 

器、军事设备和有关的服务的贸身的一部分。 如果根据这个情况加以灵活的调整， 

1 9 8 0 年全球军事物品和服务货易的佑计数据约计3, 500. 000万到 4 ,500,000  

万美元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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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总之，即使考虑到现有的数据从分析的眼光来看，还有某些缺点，但是国 

际武器货易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具有相当重大的意义则是无可置疑的， 武器贸易 

的供应一方主要有四个国家—— 美国、苏联、法国和联合王国。 根据美国军备管 

制和裁军事务署的佑计，这四个国家约占1 9 7 4 - 7  8年期间武器出口累计总值 

的80 % 另外四个欧洲国家——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捷克、意大利和波兰——

约超过10 % ，因此八个国家供应了超过90 % 的国除武器货易。 下面第五章将 

更详细讨论武器出口对这些主要供应国家的经济意义，但是在此可以稍微一提的是 

武器出口对这些国家有各种各样的好处，其中包括可以赚取大量的外汇并且使国防 

工业的生产和就业水平更加德定  后者尤其重要，因为国防工业的劳动资源有各

种各样的技术，而且平均水平较高，因此一旦解散很难再重新组织这样的劳动队伍，

1 5 9 . 所有的资料來源都同意的一点是：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占所有的武器进口 

的一半以上， 1 9 7 0 年代它们进口的武器约占全部的7 5 %  , 这一点也不令人 

觉得意外， 发展中国家制造现代武器的能力非常低》 战争的爆发对武器货易的 

数量有很大的影响，并且自1 9 4 5 年以来，所有的战争都是在发展中国家，发的， 

虽然发达国家常常直接或间接参与。 发展中国家进口的武器的分配也严重地集中 

在某些国家和区城， 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倘计，五个中东国家——  
伊明 . 沙特阿拉伯、约旦、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伊拉克就占1 9 7 7 — 8 0 年期 

间发展中国家进口的所有重要武器的三分之一在这方面我们最关心的就是国际

78

80

World Armaments and Disarmament, SIPRI Yearbook 198I , . .  pp. 197-198, 必须 

指出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认为它的数据主要是指出将来的趋势， 这些 

数据只是用来说明目前武器贸易的绝对数值可能比一般所想象的要大得多 

美国军备管制和裁军事务署， ¥orld MLlîtazy Expenditure and Aẑ ns Transfers 

1969-1978,同上 p. 159.
World Amments and Disarmament  ̂ SIPEI Yearbook 198I ,  p,198 Table 7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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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贸易的特珠分配情况可能产生的经济问题， 这个问题牵涉到很多方面，但是 

我们最关切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用于进口武器的外汇总值^

1 6 0 . 很不幸的是我们只能利用相当粗略的总计数字，因此得出的结论必然是不 

十分精确的。 但是，这样作郎使只是突出我们对于世界军备的一个重要问题到底 

无知到什么程度也还是值得的。 我们可以假定全球军事物品和服务的表面价值目 

前约计2, 600,  000万美元作为讨论的基点。 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占全部的75  %

或 1, 950, 000万美元。 再者，缺乏外汇往往是发展中H家促进经济成长和发展 

的最严重障碍之一，因此我们特别关注进口武器所花赛的外汇。 这种一般情况的 

主要例外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国， 它们自1 9 7 4 年以来发展中国家武器 

进口总值的40  % 。扣除这一部分以后，发展中国家进口武器的表面价值佑计约为 

1, 170, 000万美元。 这个总数还必须进一步和除补助，减价，优惠贷敦，以及 

部分或完全免除军事采购债务。 因为没有合理的根据能够侍计这种情况可以扣除 

多少数额，所以我们只能够说1 9 7 0 年代晚期，非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发展中国家 

每年用来进口武器的款额约达1, 000,  000万美元。 用这个国家集®的全部军事 

经费—— 根掘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佑计约为3, 300,  000万美元—— 来比较， 

我们有理由佑计用来采胸武器的敦额约占1 5 -2 0  %> 550 ,  0 0 0 万到 750,  000 

万美元。

G. 军事费用

1 6 1 .大家都同意世界各国目前每年花费在国防上的资源佑计超过50, 000, 000  

万美元。 这还不是精确的统计数字。 关于军事费用还没有一个大家同意的定义： 

费用的类别包括提出报告的圓防予算，各国有报大的不同，有些情况可以根掘政府 

供应的数据计算出比较完整的军事费用数值，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能够根据 

这个数据计算出令人满意的数i t  的确在上述总值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数值是

根据理论上有问题I的 方 法 间 接 算 出 的 佑 计 数 字 。 同 样 ，通过必要程序 

将所有的费用变成同等的单一货币来计算方法上和实际上也有种种困难。 同样的， 

通过乎减办法，以长期不变价格来比较军事费用，也有类似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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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2 .这些情况显示要取得关于全世界军事费用的数据比想象的容易得多。

在利用和解释这种数据时应该常常记住这一点一一这种资料的用处是很大的。

少有人会争论目前对全球军事赛用的佳计严重地夸张了，或军事费用总值长期上涨 

的趋势歪曲了实际情况。 但是，如果要利用这些数据来详细比较各国之间的不同 

情况，并且根据这种tk较来推断各国之间的相对军事力量是会遇到一些困难的。不 

过 ，这些数据确实是可以用来分析全世界和区城军事费用的规模和趋势的。

163. 1 9 8 0 年世界军事费用以不变价格计算约达52, 000. 0 0 0万美元或 

全世界每一个老弱妇孺平均承担1 1 0 美元。 整个发达国家集团的个人平均承担 

的军事费用比发展中国家高得多，但是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个人平均总收入 

的差距更大，因此发展中国家的个人平均军事费用的实际负担要大得多。 全球 

军事费用占全球产出的6 % , 大约占在拉丁美洲生活的34, 000万人民或生活在非 

洲及南亚生活的130, 000万人民在全球总产出中所占的比例。 全球教育的公共 

经赛最近刚剛超过军事费用，但是如果只算发展中国家的话，军事费用仍然超过教 

育赛用。 全球保健的公共经费仍然远低于军事费用，在发展中国家集团中这种不 

平衡的情况就更加显著。 全球武器费用大约等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固定资本形成 

总值的总和。 如果我们将正规军队和准军事部队加在一起，全世界資军事制服的 

人数仍然远超过教师的人数。 到目前为止，军事目标仍然是全世界研究和发展努 

力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它所占的比例比能源、保健、控制污染和农业加起来还大。83 

的 确 ， 全球军事研究和发展努力看起来至少是发展中®家所有的研究和发展努 

-力的六倍。

82

Brzoska等编。 同上。

有一个係计指出按目前个人平均收入计算，每年军事支出在发展中国家中占 

15,600万/v—— 年收入，而在发达国家中则占4, 6 0 0 万人一年收入（见 Ruth
Leger Slvard, World Military and Social Expenditures I98O, p .17 )

Colin Norman, 同上，p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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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4 .关于这方面还可以无休无止地说下去，但是已经提出的数据已经足以证 

明全球军事费用的确消耗了大规模的资源，它的相对数值证实了战后这段期间以来 

发展的优先秩序很不正常。 况且目前还没有迹象可以看ÿ 这种趋势会减退。 恰 

恰相反，本章引言部分已经指出，战后这段期间全世界军事费用在经过相对稳定 

的一段时期以后又急剧上升到新的顶点。 过去每一次急剧上升都与发生战争或重 

要的国际危机或感觉到战略核能力严重不平衡有关。 目前上升的趋势与具体事件 

无关，而是反映了大家都认为般的局势证明军事经费必须遂渐持续增加，就这点 

看来，最近军事费用的上升可能更难转变，因为这种情况并不会重要战争的结束， 

或危机的缓和，或相对核能力的特别差距的缩小而有所改变。

165. 虽然过去二十年来有一些显著的改变，但是全球军事费用的分布仍然非 

常不平均（见表三5 )， 一般而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华沙条约组织的军事费用 

所占的比例已经大大降低了，虽然这两个军事联盟的成员国的军事费用仍然占全部 

军事费用的约70% 。 不过很重要的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华沙条约组织所占的 

比例大约也维持在这个水平， 世界上各个区城实际上都有些增加，但是增加的比 

例也很不平均* 中国，还有比较次要的，日本、以色列和南非几乎占了其他发达 

国家增长比例的全部， 在其他发展中区械中，中东急剧的军事化是很明显的。即 

使不把以色列算在内，本区械的军事费用也几乎占了发展中国家的全部军事费用的 

一半。 非洲的军事费用所的比例比起其他发展中区城也增加得特别快， 新的 

国家的产生影响了这小趋势* 其他的因素如过去十年来战争接二连三地发生，以 

及非洲黑人II家和南非的冲突越来越激烈也有影响。 虽然这些因素都报重要，但 

是最主要的是过去二十五年来全世界的军事费用都发生了相当有系统的变化。 全 

世界各主要区械的平均军事费用增长率，至少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 

的增长率总和相等，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于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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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6 .将军事费用于主要的经济数据来比较以显示军事活动对经济的负担，是一 

一般经常采用的方法。 最常采用的方法就是看看军事费用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 

之多少。 目前全世界军事赛用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 % 。 这个比例比1 9 5 0 

年代早期战后的最高峰9 % 低  因为全世界军事费用高度集中于少数几个国家, 

所以军事费用在国内总产值所占的比例在大多数国家中必然下降，虽然从全世界看 

来 ，这个因素并没有胆止实际军事费用的绝对数值继续增长下去。 相反的，因力 

整个发展中国家集团的军事费用比全世界的平均增长率增加得还要快得多所以可以预 

期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军事费用在国内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一定增加了。 图三、 2 

可以看出这种不同的趋势。 中东军事费用的急剧增长是很明显的, 1  9 7 5 年军 

事费用起过国内总产值的1 0 % 的六小国家之中有五个是中东地区的国家。

167. 男外一小常常采用的衡量办法就是军事费用在中央政府的经费和岁收方 

面占多大比例。 这种街量办法直觉地看来很有吸引力，因为中央政府的预算是权 

衡军事和非军事目标最直接的办法。 换句话说，这种衡量办法是各国政府重视军 

事安全的程度的指示器。 但是在实际解释这种衡量办法时有一个重要限制条件。 

各国政府直接承担经济和社会事务方面的责任的程度有报大的不同，在国内事务方 

面国家的责任范围可能经常变更。 如果政府的责任很大，即使军事费用非常庞大 

在政府经费中也可能只比较低的比例，相反的如果政府的责任比较小，军事费用

可能在政府经费中较大的比例。 换句话说，这种衡量办法虽然很有启发性但是 

必须非常谨慎地加以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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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5 世界军事费用的分配1 95 5 -198 0

( 百分比）

-• . ■ . 

国家集团 1 9 5 5 i 960 1965

T ■--r-

1970

,-‘r ;~

1 9 7 5
1 ■

1980

有 核 武 器 国 家 a 8 1 . 4 7 8 .9 7 6 .0 1 7 5 . 8 6 7 . 1 6k,6

因 个 主 要 武 器 出 口 菌 ^ 7 6 .2 7 3 .3
... ............. -,

6 j . h
• f t . . . » '

1 65 .8 51.h  ; 5 5 . 8

北 大 西 洋 公 约 组 织 和 华 沙

 ̂■■ ■
;
•

条 约 组 织 ，其 中 ： 8 6 . 9 8 5 . 4 8 0 .5 7 7 . ^ 7 0 .5 6 8 . 8

美国和苏联 ° ( 6 8 . 7 ) ( 6 3 . 7 ) ( i r ô . 9 ) ( 5 1 . 9 ) 1 ( 2 7 . 1

其他发达国家 9 . 8 1 0 . 1 1 3 .6 15.红 1 6 .0 1 5 . 1

发展中国家，其中： 5 . 5 5 . 9 7 . 2 1 5 . 5 1 6 . 1

中东 ® 0 . 6 0 . 9 1 . 5 2 . 2 7 . 3 7 .8

南亚 0 . 6 0 . 6 1 . 1 0 . 9 0 . 9 1 . 1

远东 f 1 . 0 l . k 1 .1 + 1 . 6 1 . 9 5 . 6

非洲 € 0 . 1 0 . 5 0.8 1.2 1.8 1 . 7

拉丁美洲 1.0 1 . 5 1 . 5 1 . 5
r

1.6 1.8

* 资料来源 Ï World Arm^ents and Disarmament. SIPRI Yearbook 1981. pp.I56-I69
--------(汪(c)除外）

a 美画、苏联、法国、联合王国、中国。

b 美国、苏联、法国、联合王国。

0 国际社会公认在处理这种问题时，因为包括的范画不同，并且货币的免换率 

很难计算，因此其中一个国家的官方军事须算数据不能直接与其他国家相比 

较。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佑计美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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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军事费用所占的比例如下：

1955 I960 1965 W 5

66,0 62.6 58.2 58.7 50.1 H8.0

许多联合国机构和国家机构都提到不同时期和不周国家的军事赛用很难比较 . 

各国必须更广泛参与并且提供有关技术方面的资料，才能进一步协助克服这 

些困难（见 《军备竞泰和军事费用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联合国出版物， 

销售品编号E. 7 8 工X. 1 ) , 注 " ， 英文本第3 3 和 3 6 页 ）•

欧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奴除外，加上澳大利亚、中国、以色 

列、 0 本、新西兰和南非參 

以色列除外。

中1Ï和日本除外。

南非除外.



图三、 2 军事费用在国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1963—78

8

7

6

5

4

3

2

发达国家

- A -  - X  X

1965 1970 1975
发达国♦ 包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华沙条约组织、其他改洲国家还有 

澳大利亚、中国、以色列、 日本、新西兰和南非。

资料来源：美国军备管制和裁军事务署（华孟顿，各 年 ）

M ilitary Expenditures and Arms Transfer,

78



168. 如果我们检查军事费用在中央政府的全部经费所占的比例一一各国之间 

的差别较小一一并且比较军事费在全球和各区城所的比率，如表三、 6 所示，便 

可以减少这种缺点。

1 6 9 .鉴于各国政府 ( 尤其是发展中S 家 ）负有为经济活动提供基本的先决条 

件的重大责任，这个百分比是相当大的。 到 1 9 7 7 年为止，情况已经比1 9 6 8

年有显著的改进，但是值得指出的是过去政府的资源用于军事比用于教育、保健、

住房、运输网等大得多，这种情况今曰仍然存在，

170. 世界军事费用的另一个重要层面是与军事活动有关的国际金融和商品流 

动， 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问题是武器军事设备和有关的服务的销售* 有人指出目 

前每年武器贸易的表面总值至少约计2601乙美元。 当然这并不表示每年有这么多 

的钱从购买国流到出售国。 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的重要武器贸易，一 

般都采取详细制订的抵偿安徘，其目的在尽量减少外汇储备的直接流失。 这种安 

徘包括互售军事硬件、共同生产，以及出售国同意订购购买国的非军事物品和服务>8 
如果购买国是发展中国家的话，有时也可以通过用商品或原料付敦的办法来达到同 

样的目的。 这方面的男外一个问题是大国对其同盟国或友好国家提供一般的财政 

援助，以减轻它们的军事活动所造成的经济困难。 这种援助在美国称为安全支助 

援助， 第三个重要问题是关于驻在海外的军队的费用， 1 9 7 0 年美国这方面 

的费用平均4 0 到 5 0 亿美元， 1 9 7 5 年联合王国这方面的费用约67,  200万英 

镑，上面两个圓家的军事费用大体上都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有关，采取某种抵偿安 

排是为了减少对国际收支的影响， 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要粗略他计牵涉的 

总值的大小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国际金融系统显然还能够采取某种办法来应付与军 

事活动有关的相当大的国际收支问题，并且有时候是急剧变动的国际收支间题。

84
美国和加拿大的国防生产共享协定就是一个例子，其目的是使加拿大进口美国 

的整參武器与美国订嫩加拿大的元件和分系统装配美国武器约略相等，



表三、 ® : 按区城剑分军事费用在中央政府的经费中所占的比例 , 

1 9 6 9 年 和 1 9 7 8 年

1969 1978

全世界 35.5 22.k
欧洲 32.8 2k.U
北美洲 22.6

大洋洲 15.^ e.k

中东 28.5 2k.3

远东 51.5 22.5
南亚 20.U 15.0
非洲 15.0 10.2

拉丁美洲 15,5 10.9

资料来源：美国军备管制和裁军事务署，

World M litary  and Arms Transfers 1969-78

华盛顿， 1 9 8 0 年 1 2 月，英文本第32页，表一。



1 7 1 . 国防费用作为国防上所花费的资源的指标不够完善的另外-*个理由是财政 

数据可能高倍或低估它所使用的资源。 如执行一些非军事服务的军队的国防费用 

( 见上面第1 1 6 段 ）在统计上就高佑了，而在征召这些人所花费的资源却低佑了， 

因为如果他们在民间就业，他们的工资比较高。 常常有人提出目前在件多国家中， 

如果失业串很高, 那么国防部门雇用人员所花赛的资源就几等于零.如果政府当局 

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增加就业，情况就是这样，如果失业是由于政府的政策要达到男 

外一个目标，如控制通货膨胀所造成的，那么情况就不一样。

1 7 a 军事活动的财政数据的最大优点是它比较容鼻取得，并且也比较可靠多 

方应用， 但是这样作时必须非常小心。 能够取得的数据并不一定特别可靠，因 

此在应用这些数据来解释军事活动对经济的负担的指示性数字时，必须相当小心， 

更重要的是军事活动并不只是消耗金钱，它还消耗土地、劳力、原料、工业能力和 

外汇。 本章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提请大家注意到这个事实。



第四章

持续军备竞赛和执行裁军措施的经济和社会影响

1 7 3 . 把全球性军事努力的消极作用描述为对社会有，，经济上不合理，政治上 

没有收获，生态上危险和道德上难以忍受的论调现在已经成为目前在众多分析继续 

军备竞赛可怕含义的著作中常见的论调85。尽管人们一再提出警告，但就象第三章所 

说，似乎无止境的军备竟赛继续消耗庞大的人力、物质资源和资金。这♦事实不可 

能完全归咎于缺乏政治意志。

1 7 4 . 政治意志在某种意义上是经济环境的因素和产物，而经济环境却开始表现 

出由过去利用形式积压而成的明显的空前紧张迹象. 完全就资源的规模而言，工业 

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二十五年里所消耗的石油如非燃料矿物超过了过去历史的 

总和。就消费形式而言，超过 7 5 % 的齋源被不到2 5 %人口消耗掉8 : 冲击经济 

环境的两小方面是：相互有关的过度发展和发展不足的进程，和高一级的全球军事

85
参看 Economic and S ocia l Consequences o f  the Arms Race and o f  M ilitary 

ExpendituresÇ 联合国 >1̂ 版物 E. 7 8 . 工X. 1 )  North-South; A Program
fo r  Survival(Cambridge, M .I.T .Press, I98O); The Global 2000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Entering the Twenty F irs t  Century( Whashington DC,, 1980)1; 
Facing the Future, Interfutures ( P a r i s ,经合发组织， 1 9  7 0 )
Reshaping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P Report to  the Club o f  RomeJNev York, 
Dutton and Co., 1976 ; Ruth Leger Sivard, World M ilitary and S ocia l 
Expenditure I98O, ( Leesbiarg, V irgin ia , WMSE Publications, I98O ) World 
Armaments and Disarmamment, SIPRI Yesirbook I 980 (Taylor and Frarcis,
L td ., London, I 98O),

参看  Ri chard J . Barnet, The Lean Years; P o lit ic s  in  the Age o f  Scarcity, 
(S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I 98O) Also see W. Mallenbaum, World Demand 
fo r  Raw Materials in  192? and 2000 (New York, McGraw-Jill In c .,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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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不断要求。也许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经济环境在发出警号说，对全球资源 

不断扩大的齋求—— 没有无穷无尽的资源，有的是很多稀少齋源和一些不可再生资 

源—— 可能压倒新技术抵销生命所靠的自然系统固有制约的能力。" 这 些 制 约 的  

全部作用可能至少在四分之一世纪或更长时间内不会显露出来的倘计只不过表明国 

际如国家一级的政治领导人在审查其现行政策的短期和长期含义时有这样一小缓冲 

时间而已

1 7 5 .根据未来的前，来调整眼前增益的政洽行动有必要计算继续军备竞赛的机 

会成本 8 : 军备竞赛同世界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有关"。这种前景不可能完全在过 

去和目前趋势的基础上加以评定，因为这些趋势大致反映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 

际形势：即两小最强大参与国之间没有直接打仗，和有一小世界资源没有直接制约 

的经济环境。就象第二章所说，这两方面的形势已有了惊人的变化。维持、扩大加 

刷新现有核子和传统武器所需的资源规模是影响全球经济前景的最明显方面。其他 

方面包括甚至部分使用现有或新的武器的有，可能性，这种使用足以使现有世界经 

济预测出现严重的中断，与此有关的经济不确定性风险可能成为加速军备竞，步伐 

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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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eralnye res'*irsy promyshlenno razvitykh Kapltalisti cheskikh i razvivaiu-
shchikhsya stran (Mineral resources of industrially developed capitalist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Moscow, 197̂ )•

参看Antony Dolman 1 9 8 0 年 1 1 月替日内瓦联合国政府联络处编写的

Disarmament,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Three Worlds on One*

参看 ’’ Facing the Future’’， Interfuture ♦

参 看 Bhaban Sen Gupta 1 9  8 1 年替巴黎教科文liiiR的 一 份 Abstade

to Disarmament 研究报告编写的一份文件，题为 ’’Arms Control
Negotiations Among the Major Powers； The Toi^ of Slpyphus** >

参看《军备竞赛如军事开支的经济和社会后果》 , A / 3 2 / 8 8 ( 联合国出版物， 

销售品编号：E. 78. IX. 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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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a  一些乐观的预测甚至预期未来半个世纪里世界整体经济增长没有物货性限 

制 , 但它们也承认未来的主要不确定性是构成其倘计内含断裂的因素，： 首 先 ，世 

界储量没有天然限制的情况并不排除世界某些地方由于地理分布和因为拥有资源或 

生产物资的国家往往不是消赛中心的缘故而出现经济匿.乏的情况, 工业原料的.情况 

特别如此，预期不大可能会® 资源和储量的自然消耗而出现全面K乏，其次，严重 

的预测中断至少可能由于下面三个层面的政治分裂而出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 

主要石油或商品生产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大变动和内乱；发展中国家间的地方 

性冲突；和北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间的政治和军事分彼可能影响到其他冲突局势。

1 7 7 .在一小充满公开制不公开冲突的世界里，经济和物质魔乏狠容易产生好战 

情绪愈对抗，形成进行新形式的军事活动加增加军费的压力印度洋的 H益军 

♦化似乎同以下的考虑密切有关：印度洋除了位于前往包括富有石油的波斯湾在内 

的战略重要地区的航线内，还蕴藏着世界总矿物储量的报大一部分"。 担心资源

’’ Facing the Fut-ure*' Interfuture, 第 Ô Ô 至 9 Ô 页，

参看 Orlando Letelier and Hichale Moffitt, he Into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Part I) (Washington D. C. , Transnational Institute, 1 9 7 7 )第 5 至 9.页。

报据一份替本组编写的报告，印度洋地区除了拥有世界最大的牡储童叙不可忽 

视的铁储量外，还有樣胶2 0 % ; 锡 7 G % ; # 2  8 % ；絡 3 2 % ;秩矿 16%; 

铅矿12 • 5 % ;银 11 .5 % ; 梓 1 0 % ;錄 30 % 。 印度洋海床上有大量含猛、镜、

铜、结和4目的矿球。 仪仅一平方英里的印度洋海床便可生产30, 000>t樣，

3, 6 0 0 吨镜，2, 500纯锅，17, 0G0吨讓叙650吨铜。参看Swadesh Rena
P .K .S. Namboodiri, R.R. Subrananiai^本組织编写的:如allocation of Military 
Resources from the Oi：CD to Primary Sectors of Ll)G's: of Interests:

A Third World Perspectiv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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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取得（不管是矿物、矿石、水或鱼资源）受到P且碍曾经和趣续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几个冲突局势的主要考虑，如果不是基本考虑的话。 根据 《 2 0 0 0年世界的报 

告 》，仅仅世界20(Vh主要河盆中便有1481 "由两国共用， 5 2 个由三国至十愈共 

用 这 点 突 出 :地说明争夺淡水方面的潜在冲突"。 ’ M

1 7 a 世界资源情况是否将会成为来来军事开支的一项考虑？ 地球经济能否无 

限期地维持全球性的军事活动扩张？持续不断的军备竞赛的未来想罚是否可能比过 

去的更难忍受？倒转现有军备竞赛趋势的潜在利益应否主要地被看作为现有后果的 

镜象？构成本章主题的这些及其他有关问题都以国家糸1国际一级的军备竞赛机会成 

本佑计为转移，并且涉及资源以外的看法。

1 7 Q 本章审查一些假定军开支对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的流行看法。 根据本 

组特别委托进行的各项研究所收集的理论说明加经验证据。 本章也对经济上一■些 

同塞，部门的就业作用及其对民用部门始技术转移有关的传统智慧提出疑问。

军备竞赛的机会成本

1 8 0 . 就军'♦ 开支而言，这些开支购得的实质资源的机会成本是该实质资源的其 

他用途的可得利益。 在军事部门里佑计机会成本报困难，最大的困难是计算军事 

开支已放弃的种种机会"。 其一小困难在于确定容许对民用加军用两部门的货物 

与劳务的价格加数量进行跨时间命国际性比较的指数。 不过，这并不表示对军备 

竞赛制可能裁军措施的执行的经济和社会作用没有什么确实的话冗说。

1 8 1 . 由于一切军事开支基本上是政府开支，这些开支的削减一方面可能促进政 

府为经济舶社合的全面发展进行消赛命投资。 另一方面，由于减税的缘故，私人

94 The Global 2000,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第 4 0 页。

参看 ttchael Brzoska An Assessment of üources and Statistics of Military 

iCxnenditure and Arms Transfer Data ( 为本组织编写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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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加投资也可能获得促进。 在本組委托编写的报告的基础上，军事开支似乎对 

经济恥社会发展有明确的消极作用。 这♦信条同某些方面所持的看法形成央镜的 

对比，它们认为增加军事开支对经济增长来 Î就业，因此对à 济勃社会发展有积极作 

用，虽然作用程度可能按有关国家的发展阶段如分析时期而变化。 后者推理的概 

念性■错误在于它不跟现在用干军事部门的资源用于其他民用生产的情况进行比较。

I s a 本姐委托进行的研究的结果有力地提出，所有从事高一级或日益增加的军 

，努力的社会，不管其自前的发展水平如何，都先用了在其他情况下可用于社会 

生产方面的资源96。 这些研究也证实现有论据，即伴隨有来用资源或资源利用不 

足的社会的军事活动而产生的任何短期经济利益很可能被军，活动对经济成长的长 

期作用所抵销。 在若干国家里，历史上较高经济增长率舶高军事开支水平共存的 

事实并不足以提供两者间有相互促进关系的证据：如果存在相互关系的话，其因果 

关系可能相反，即因为有高的经济成长，才可能有高的国防开支。 发达经济体的 

长期增长率已因庞大军，部门的存在而部分地遭到抑制，而占用为增加生产力投资 

所需的资源没有大规模地被蓬勃的军事技术的 " 转移作用，’ 所抵销。 此外，工业 

世界当前一些诸如通服舶失业等社会经济问题的许多重要方面已经因其高度军事开 

支而恶化。

18 3 . 鉴个军备竞泰的机会成本佑计同整个国际经济来1政治关系密切有关。 有 

更多资源可用于发展方面肯定有明显的好处，但主要军备竞泰参加国有内容的军，

96 参看替本組织编写的下列报告 :Dan Srn-ith and Hon ümith, Hilitary üxperuiitures, 

Resources and Develomnet ; oeynour Melmn, Barriers to Conve: 3̂iDn from Military 

to Civilian Industry in 1-larket, Plann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3£ ; Mary 

PCaldor, The Role of Military Technology in Industrial Developrsant ; Jose A. 

Knchinas del Pando, Declaration of .lyaoncho: nnalysis and Quantification of 

a Possible Agreement on Limitation of iiilitary Expenditures in üouth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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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也可能改变整小经济前景，制改变同当前军备竞赛互相刺激的政治情况。 中 

心军备竞赛遂步降级的每一个新回合都可能成为各级军，竞赛降级的基础，把国际 

经济秩序与缓和置于较目前更为牢固的基础上。 目前中心塞备竞赛的遂步升级通 

过政治关联尚经济关联作用使国际关系复杂化。

1 8 4 不过，军事抑制的未来潜在利益预测不应仅仅当作为军备竞泰的现有消极 

后果的镜象，主要因为与之有关的惩罚将比过去所受的更为难受。 首先，把百分 

之五至六的世界生产用于军事方面在经济相对顺境时也许是可忍受的惩罚，但在经 

济成长放慢，不可能完全归咎于周期变化或诸如能源危机一类的单一因素时，这种 

想罚将变得更加难以承担。 其次，在一小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对根多国家来 

说，不再可能仅仅用国家办法来管理本国的经济。 较不发达国家虽然继续依靠较 

发迷国家提供资源愈技术转让，发达经济体对几种战略矿物命原料，包括对维持糸Î 

扩 ★ 其军事部门至为重要的物资的进口依赖日益敏感起来  ̂ 替本组织编写的一份 

报告分析了七小主要国家，即美国、苏联、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如国、. 联合王国、

日本命中11的实际依靠情况，提出除了能源外，至少还有十多种物资在缺乏情况下 

会对进口国家的国产总值有不利的影响。 这些物齋的供应如削减1 5 至 2 0 % ,  
进口国家的经济会严重地受到影响，生产会出现停滞加下降"。

" 在缺乏的情况下可能使进口国家国产总值下降的物资按影响递减的次序列出如 

下：非金属铁、销、赫、锡、格、销、铜、报、银和鹤。 几乎所有这些物资 

的全球储备和利用都有一小共同形式。 首先，最大三大或更多储备国的份额 

超过全球储量的5 0 % 。 就诸如猛、雜、鹤、铭•制结等战略物资而言，这小

份额超过全球储量的3 / 4 , 并且集中于最大三个储备国。 其次，最大的储备 

国不一定是这些物资的最大生产国或消费国，这些物资的地理和政治邻进性也 

不符合供应—— 消费者的依赖形式。参看Helge H veett卸 iiaino Malnes替本组 

织编写的报告，题为 ’’ï'iilitary use of Natural U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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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备竞赛对经济成长和发居的影响

1 8 5 . 继续军备竞赛将会访碍世界性经济增长，拖慢发展程序，造成严重的社会 

经济后果，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光其如此。所有关于下一小十年的经济颜测都认为有 

必要刺激经济成长，都赞同以下商个关鍵性结论：首先，世界经济增长将会是相对 

缓慢的；其次，各市场经济体的增长率将稍低于中央计划经济体和除撒哈拉南部非 

洲地区以外的发展中国家的增^ 率。" 同样，大多数关于发展进程的未来预侧都承 

认迫切需要应付两项挑战，即减轻绝对贫穷情况和给发展中国家增长中的劳动力提 

供有收益的就业。到 2 0 0 0 年的时候，佳计在世界6 4 亿的人口中，发展中国家人 

口将占5 0 亿，其中至少有8 亿人挣扎在贫穷线上。男一佑计是，从 1 9 7 5 年到 

本世纪末，这些国家的劳动力将增加5 亿人，其中每五小人就有两个以上没有充分 

就业或根本没有工作。" 贪穷和失业或就业不足普遍公认为是会招致社会不安和政 

治动荡的。社会较贫穷的部分，不管集中于普遍富裕的发这世界里的小块地区，抑 

或更广泛地分布在发展中国家里，总是比境况较好的更易受通服压力所损害。 因此， 

就失业和通服现象因军事开支而至恶化而言，军备竞赛可以被认为具有重要的社会 

经济后果。

1 8 6 . 经济增长和发展进程是密切相关的，因为更迅速的经济增长能够改善发展 

的前素。但评佳军备竞赛对两者的影响时采取分别对待办法是有帮助的，主要因为， 

筒单地说，经济增长被说成是每人的实际收入的增加，意味着更多的生产、收入和 

消费。 另一方面，发展不只要有经济增长，而且还包括供、求结构和牧入分配形 

式的改变，社会政治体制的改变和物质福利的改善。就象我们一些研究已经i正明，

参看世界報行1 9 8 0年 8 月的《1 9 8 0年世界发展报告》。

同上。又请参看 Ruth Leger Sivard, W orli M ilitary sand S ocia l Expenditure
1980 . . .  ; North-South： A Program fo r  S u r v iv a l  ; "Facing the Future"

In te r fu tu re s ,.........



军事开支对这些大经济学变数有不利的作用，因此，至少会胆慢经济增长和发虞的 

步伐。发达国家起供应国主导作用的国际军备转让也出观类似的情况。这些转让的 

机会成本相当于供应方精牲的备选相应民用货物与民用劳务。但进口技术的发展作 

用会被武器系统的有效维修和操作所需基础设施费用所抵销有余。98

经济增长

1 8 7 . 历史的经验表明，经济增长反映出民族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特征。人们对 

这些经验作出不同的解释，而这些解释又被包括在不同的经济成长和发展的理论中。 

不管不同的国家有什么经济增长理论，当前的经验和我们的研究表明，尽管社会和 

经济组织或经济发展程度有所不同，每个国家的军用和民用部门都在争夺资源。

1 8 8 . 除直接同投资竞争外，军事开支可能通过抑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与发 

展的生产力增长率来间接地影响民用部门的经济增长。有足够的经验和历史证振表 

明，过去曾显著地跨大了军事研究和发展转为民用的作用，因为除了诸如电子和航 

天的几个例外，民用和军用技术之间的差距颇大并且在某些情况下仍在扩大r 此 

外，由于生产利润低而需要民用部门立即有研究与发展投入时，把军事技术转为民 

用所需的大量时间延迟构成一♦ 抑制因素。 对主要工业国的非军事或有关经济的 

研究与发展努力进行的历史资料比较表明, 就单位国产总值的专业人员开支和就业 

而论，日本6 0 年代中期到后期的非军事研究与发展强度最高，美国则显著地落后 

于 H本和一些主要西欧国家。 民用部门由于研究与发展活动不足而产生的，本生

参看 Michael Brzoska, 同前。

关于当前军♦研究和发展的各种可能和平用途，参看《裁军与发展》附件三， 

S T /^ C A /1 7 4  (联合国出版物，销售品編号瓦 7 3 .工I  1 )。 又请参看《科 

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世界行动计劍》（联合国出版物，销售嚴编号E. 7 1 . 工工.

A， 1 S )o

—89 —



产力的相对下降，已经导致资本从民用部门转到军用部门。

1 8 9 . 经济增长的需求观点的一个基本方面是所谓军事开支的乘极作用。这方面 

的一个有趣间題是，军事开支的乘数作用是否要比同一数额民用开支的要高或低些。 

根据一些研究结果，军事开支的乘数作用似乎比民用开支的要低些。，。。 应该指出， 

上面提到的研究对有暇的一组发展中国家适用。 要是这些研究结果有更大的实际 

价值的话，就是表明额外军事开支的作用会比相应民用开支的作用更少些。

1 9 0 . 关于资本的形成，减少军事开支对经济增长会有积极的影响。大体上说， 

军事开支对资•本货物的生产毫无赏献，因此，不会增加经济的生产能力。但军事开 

支却争夺投资资金。此外，军用采购和民用投资一般都大概针对相同的工业，例如 

治金、化学和能源工业，因此也出现竞争的情况。 國此，军用采购求的扩大造成 

購制投资的供应困难，因而往往使投资的份额减少。 当然，削减军事开支影响经济 

增长的程度将视释放的资源如何利用而定0

1 9 1 . 许多计量经济调查报告指出，最广义地说，技术进展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 

因。研究和发展的支出是技术进展的原动力。第三章的佑计是，高资格的技术和科 

学研究人员中大约有2 0 %是在与军事有关的研究和发展项目里工作。在本报告的 

其他部分里，军备竞赛被描述为一个活跃的技术进程。 因此，完全可以理解的是， 

一般人认为 , 军事研究和发展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激素。然而，这是一种令人

参看 Jacques Fontanel, Formalized Studies and Ecnometric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litary Expenditure and Ecnomic Development (Report 
prepared for the Group); Lance Taylor et al, , Defense Spending, Economic 
Structure and Growth： Evidence Anong Countries end Over Time (Report prepared 
fo r  the Group ); See a lso Smith and Smith , 同前； and Jose' -A. Encinos del 
Psnd。，同前。



误解的看法。这种思考方法有几小基本错误。首先，没有人佳否认为军♦研究和发 

展可积极地转用于民用部门，就象在核能和空间技术领城的情况一样。但 相 艮 作  

用也实际存在。 民用部门的许多技术突破也可积极地转用于军用部门。几小重要的 

技术发展同军事研究毫无关系。本组委托进行的一些研究从量和质方面提1♦论据Æ  

明，事实上，民用研究比军事研究对经济增长更为有效。

1 9 2 . 必需强调的是，军事研究和发展正在同民用研究和发展竞争。军事研究和 

发展的直接机会成本是民用研究项目失去的机会。而且，军事研究和发展消耗大量 

资源。狠多包括很高研究和发展组成部分的武器系统原型从来没有投产。 在利用 

高資格科技人员方面，军事研究和发展是极为密集劳力的。 因此，本组认为，军事 

研究和发展转用于民用部门的论据比不上它从相应的民用研究调用人力资源和技术 

资源的论播来得重要。考虑到加速发展进程, 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有好处的发展进 

程所需的大量技术投入，军事和民用研究和发展间的巨大不对称就显得更明显。

1 9 3 . 根据不同国家组的不同的大经济学模型，本组委托进行的几项研究表明军 

事开支和低经济增长率之间有很高的相关性。 这种负相关被解释为军事活动对 

'甘供投资于民用部门的生产因素的作用。 由于资源有暇，军事开支增加和因而形成 

对实质资源的需求导致诸如资本、劳动力、能源、矿物、研究和发展等民用资源的 

削减。

10’参 看 Smith and S m i t h ,同前，又 请 参 看 K a l d o r 同前。

参看  Economic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o f  the Arms Race and o f  M ilitary  

Expenditures. •…

参看  Jacques Fontanel 同 ÉlF; 又请参看  Sinith and Smith 问 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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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4 . 如果军事开支对工业国家的经济有刺激作用，那么假设其余情况都相同 

人们应该予期军事开支起较不重要作用的国家比那些军事开支起主要作用的国家更 

普遍地出现经济齋条。相应地说，同军事开支相比，非军事开支应该比较没有防止 

萧条的潜力。不过，这样的予期并没有被最富裕的工业国家的经验证实。对每人平 

均牧入超过然1, 4 0 0 和军事开支X 国产总值比率平均为3 . 8 % —— 包 括 1 9  5 0 
至 1 9 6 8 年间最高的1 3 . 6 % 和最低的0 . 8 % 比率一一的1 8 个工业国家进行的 

一项研究表明，军事开支国产总值比率最高的国家比军事开支/ 国产总值比率较 

低的国家有较缓慢的经济增长率。 此外，在同一组国家里，把大量资源用于发 

展军♦ 技术的国家比那些在该领城并非领导发展国的国家有较慢的增长率, 它们的 

经验有力地暗示，军事研究与发展作为稀缺技能和资源的使用者在使经济畴变方面 

起着主要而长期的作用。技术上较精密的军事方案在研究与发展、生产和销售方面 

形成的习惯、技能和态度往往很不适合在民用市场上进行竞争：而在民用市场上竞 

争的关败将会加强集中于军事部门的积极性，造成影响航天、重工、电子和造船等 

不同领域的恶性循环。

195. —般来说，军事开支对中央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有相同的消极影响。持 

续的军备竞赛升级对两者都会造成累积性经济损香，因此，日子越久就越难加以纠 

正。大多数市场经济和中央计划经济国家最近都经历到经济增长率下降，投资牧益 

率下降和生产力增加缓慢的情况。由于在中央计划经济里起主导作用的是一项激烈 

的投资政策，试图动员一切内部资源来发展现代化和有效的经济结构和工业结构，

’0* 参看Albert Szymanski ’’Military Spending and Economic Stagn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79> No. 1, pp. 2-lU. 又请参看 

Smith and Smith, 同前

105 Daniel S. Grenberg, "Willjmilitar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hog It 
, The Washington Post, iB November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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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经济同样很易受军事部门同投资需要进行竞争的倾向所损香。 ，。6 中央计划经 

济没有完全达到以持续经济增长作为重要方面的广泛发展目标，其中一些目标仍然 

处于一份训研所关于东欧和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研究报告所说的“ 中速发展的is i t  

和高速发展的下限，，的范围内。 ，。7 例如，欧洲经互会国家的每人平均国内总产I值 

约为发达市场国家的一半，它们弥补这个差距的持续努力显著地受到它们幼员资源 

进行较大投资和增加生产力的程度所，响。

1 9 6 . 对那些同样出现欧洲普遍人口增长下降趋势的东欧中央计划经济国家来说, 

越来越不得不追切需要用较高的生产力来补偿增长得较缓慢的劳动力。 1 9 8 0 年 

至 1 9 8 5 年间，整个欧洲区域很可能要面对工作年龄人口增长的持续下降，1985  

至 1 9 9 0 年间可能出现急剧下降，增长将下降40 % ，降至战后世界最低水平， 

对生育率下降开始得比欧洲其余地区还早的东欧和苏联来说，预测 1 9 8 0 至 8 5 

年期间是新工人人数可能急剧下降和退休工人人数可能增加这两趋势结合的高蜂。 

替本组编写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通过释放投资资源来提高生产力的办法，削减军 

事开支可能大有助于减轻劳场力缺乏的情况，该报告算出，仅仅在德意志民主共和 

国，军事部门每转业20, 000人就可使国民总收入增加M 乙马克，相当于0 , 3 %的  

增加。词样，国防开支削减20%—— 其中只有1 0 % 可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行投

106

107

108

109

表看  Eastern Europe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j^ Represen* 
tative  Samples o f  S oc ia lis t  Perspective, ITIITAR, 1980.

同上，弟 6 7 页。

参 看 1 9 8 1年却牙利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替训研所编写的报告，题为

The Council f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 and the Developinent Process 

(以下引述为 CMSA an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

参看t*feconomic Prosüeùts for  the EC2, region to  1990: Demopra-ohic and 

labour force  frends" (EC.AD (X V II )/R .^ ,第 1 2 至 1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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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10资 —— 已算出相当于该国投资总额的2 % 。

1 9 7 .中国拥有同土地和资本相对大量的人口，没有劳动力限制的情况并不减少 

抑制军事部门以促进成长中经济的投资和生产力需求的必要性。中国不仅似乎需要 

更充分地利用其工龄人口的生产力，而且仍未能达到中国经济的下列两个根本目标: 

确保日益增加的人口有足够粮食、衣服和住房，发展一个现代的工业基础„ … 

中国方面最近发表关于削减预算的声明，反映出认识到军事部门的扩大和现代化可 

能争夺农业和工业现代化所需的投入。 "2

通胀

1 9 8 . 工业市场经济国家在5 0 年代和6 0 年代经历了高经济增长率以后，目前 

正面对有点令人疑惑的滞胀现象，即同时出现失业和通服。 6 0 年代初期至7 0 年， 

代后期，这些国家的通胀率从2 . 5 % 增至 7 ,5 % 。 '13 7 0 年代和8 0 年代初期 

这些国家大都面对从历史标准看来相对高的和日益增加的失业率。例如， 1 9  7 5

’，。 参 看 Klaus Engelhardt等为本组编写的报告，题 为 E ffects o f  the Anes Race

Disarmament on the Labour Situation in Countries o f  D ifferent Social 
Systems ,

参 钟 ichael D. Eiland,J’!.;ilitary Modernization and China's Economy^
Asian Survey, Vol. XVIII (1977), p. lll+7.

"2 Se.al, "China、 Nuclear Posture for the lo80. Survival 工ts^
伦數 , 1 9 8 0 年 1 X 2 月，第 1 1 页。 V ‘

H3 Report o f  the Grout) o f  H i L e v e l  Governinental Experts on

E ffects o f  the World Inflationary Phenonenon o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TD/3/70h ),p.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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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 9 7 9 年间，经合发组织国家间的总关业人数从1, 5 0 0 万增至 1, 6 7 5 万 ， 

相当于 1 9 6 2 至 1 9 7 2 年间的750万平均夫业人数的两倍以上。

1 9 9 . 发展中国家遭受的通胀压力更为严重：据报道， 1 9 7 9 和 1 9 8 0 年非 

产油发展中国家的平均通胀率为2 0 至 3 0 % , 而工业国家的则为9 至 1 2 % 。’造 

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部分由于众所周知的为发展中国家特有的供应缺少弹性现象，包 

括同其生产结构有限灵活性相应的较低的多样化程度，大部分出口往往集中于有眼 

数目的产品类别，通常是一些价格波动很大而突然的初级产品。 1" 但这些国家所 

受的通胀压力的一个显著方面也同它们恶化中的国际收支问题有关，这种恶化是因 

其经济同受高通胀率困扰的工业国相互作用所造成的。发展中国家的短期债务已累 

积到$5001乙，据係计到1 9 8 0 年，它们从国外借得的敦项中，每 4 元就有 1 至 2 

元要用来傻债。

2 0 0 . 支播巨大军事部门的国家的通胀偏向可以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加以说明。 

理论上，人们提出的所有通胀原因，例如需求膨胀、成本膨胀和货币过渡增长等原 

因，都可以用来说明军事开支对每个经济都会产生通胀影响。在需求方面，出现宣 

战或不宣而战的国际紧张期间普要有较高的军事开支，因而产生通胀压力。甚至尽 

管整个来说，需求并未超过生产水平， " 需求膨胀 " 理论的支持者声称，非人员性 

军事开支集中在选定几个制造业地区，加上民用生产的需求，会造成严重的瓶颈状 

态和价格的急剧上升，进一步影响制造业链带以后环节的成本和价格。扩大的军事 

生产导致对各种投入的需求增加，往往形成短缺情况，在供应缺乏律性时尤其如此 , 

并且又通过增加生产成本对一般价格水平施加向上压力。

m Geoffrey R enshaw ,为 劳 工 组 织 关 于 就 业 S 际货易和南北合作座谈会编写
、

的报告，题为 " 就业国际贸易和南北合作慨览 "。 1 9 8 0 年 6 月日内瓦 , 

第 3 0 页。

TD/h/70U号文件，第 5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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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 军事部门的成本膨服观点比需求膨服理论更难于理解和解释。 在通 

胀理论里2 成本膝胀必须具有自发特性P 即有独立于其他因素的存在。 成本膨服 

的通服有不同的特征，例如薪金成本通服标高价通账 ( 利润）通服和进口通服  

等特征。 关于薪金成本通服P 重要的是P 军用品生产在象电子和冶金一类高度先 

进的工业里进行，同经济的其偶部门相th有最高的生产力增长趋势。 一般来说， 

薪金同工人的生产力相关。 与军事有关的工业厲于所谓薪金领导工业，即在薪金 

谈判进程中走出第一步的工业。 在现代市场经济里这些工业的薪金膨服会导致 

対•生产力较低的其他部门，例如服务部门的薪金产生向上压力，因而激发通胀。处 

于查断地位的军事工业不是不可能成功地增加其利润。 如果一个主要军备生产国 

扩大其军事工业生产P 将会导致这项生产中使用的商品投入的价格往上移。 这就 

是说2 这些商品的使用者会受到更大的成本膊胀压力。

20a  在货市方面。历史经验表明，军事开支往往跟着出现通胀压力，因为开 

支的增加导致没有相应产品增加的货市供应增加。 这种通胀原因暗示，赤字预算 

如果增加货市量的话，往往是通服性的，政府除非向非報行的公众筹措经费，否则 

很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6

203。 上述分析表明，军事开支会增加一般的通服率，如果没有经济其他部门 

削减开支来相抵销的话，这样做会减少就业或民用消费。 通服的不同解释提出不 

同的过度开支影响价格的方法。 把军事开支改作发展用途本身不一定会减少这种 

通服压力，除非货物和劳务的供应有所扩大。

參看 World M ilitary Ejçpendi tur e s and Arms Transfers 1969-78，UoS«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Agency, Washing ton D .C .5I 980, 第 55 页 ， 叉参看 

The DefenseMonitor 》 Center fo r  Defense Information,Washington,D.C*,

January i97^,VoloIII,N o 3 ,和 Lutz R o ller , F inancial Dxsarmament, 

Developing Aid and S ta b ility  o f  the World Monetary System ( 替本组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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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4  在许多西改经济体里，军事部门的通服步伐往往超过整个经济的通服 

率。 "7 很多西欧经济体曾试图靠削减武器库存来缓和精密武器的费用增加。作 

为 6 0 0 架 Î*一 1 0 4 式星型喷射战斗机的替代，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空军将仅获得320  

架 MRCA型战机；其他西欧空军的库存也有类似的裁减。 它们库存的现代舰只和 

坦克本也少于前类型的数目。 但军事部门的通胀在继续，部分因为数量的减少可 

能导致规模经济的丧失和单位费用的上升。 例如，飞机制造部门的平均单位费用 

下降20%可能需要制造国的生产线增加一倍，制造国可能没有足够大的国内市场来 

吸收这样的增产。

205。 日益增加的倾向是，为了在本国实现规模经济而寻求出口途径，以应 

付生产精密武器费用不断增加。 这种情况部分地反映于军备出口在主要武器生产 

国总出口中所分额的增加。 就试图对付武器生产费用日益增加而力图寻求出口 

途径而言，主要军事消费国军事部门的通胀影响伸展得广且远。 由于大多数武器

在英国，飞机工业的价格指数在1 9 6 3 — 6 9 年期间增加38。9 % , 几乎 

等于全部资本货物的记录增长（20。1 % )的两倍。 1 9 6 6 年和 1 9 7 2 

年期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军事价格指数从1 0 0 增至 1 3 5 , 而同期的 

消费价格指数则从1 0 0 增至 122» 3 。 1 9 6 3 年和 1 9 6 9 年间，瑞

典军事部门的价格指数从1 0 0 增至 134  9 , 而消费品价格则从1 0 0 增 

至 1 2 6 。 1 9 7 1 年，法国五年计划的军事开支据报已作订正，因为军

事采购方面的通服超过一般价格指数的5 % 增长率。 丹麦削减了军事开支， 

因为军亭费用增长比一•般赛用指数快，武装部队预算的购买力受到侵蚀。

(Ulrich Albrecht, '*Armaments and 工nflation",工nstant Research on Peace and 
Violence(Tarapere Peace Research 工nstitute),No.5’197k,第 157 至 1釣 页 ）

Two Way Street: U.S.A. - Europe Arms Procurement: The Klepsch Import 

(London, Brassey's,1979),p.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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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国是在冲突频â 地区，处于敌对关系一方所进口的武器性质和数量的任何增加 

几乎不可避免地驱使另一方增加进口。 在区城一级军备竞赛上压倒对方的相互强

烈愿望造成不利的战略环境g 影响发展中国家资源分配的优先次序，这些国家所占 

的世界性军火贸易分额不断在增加。

206。 一些评论员认为，控制来自军事部门的通胀压力的可能性要面对若干提 

交本组的报告所说的世界主要军火生产中心里人数不多" 国防工业经理人" 的相当 

大的影响和既定习惯。 这个综合体的国家基础通常限于四个主要工业，即飞机、 

电子和通讯、造船和修理、和军火等四工业。 但除了军事部门雇用大量熟练人员 

外，这些工业的活场涉及许多原料供应商。 它们国际业务包括在世界各地有数目 

越来越大的领有许可证公司、子公司和:联合生产机构。 军事工业综合体的运作 

并未显著地受到费用最小化考虑的挑战。

207  由于复杂技术和安全问题两方面的考虑不容许外界专家进行审查，新

奇的武器系统的制造者和设计人大有机会提高费用，造成通服压力。 因为一般来 

说，如果实际生产赛用超过原来估计时，他们看不到有被迫关门一类的不利后果。 

构成民用事业存亡关缓的偿付能力因素似乎对军爭工业毫无威胁。 照肯尼思。博 

尔丁说，军事工业在拨敦经济下经菅，决定资源和收入分配的方法是单向转移而不 

是市场经济典型的双向转移或交换。 有关政府大量津贴象Lockheed, R o l l s

Kcjyee和 Ghryslei: 一类私营承包商，维持它们的工业基础和恢复它们的偿付能力。 

这种做法表明甚至在市场经济里，国防工业免受偿付能力的自行矫正机制的支配，

一间重要的军事工业企业很少会破产 , 也不大会因产品不符舍S 期规格而失去生

Wo

Seymour Melman,同前 ; Mary Kaldor , 同前 ; Marek Thee,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ternational Disarmament Fund f o r  Developaent* (替本组编写的报 

~ ^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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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前面几段说明军事开支对市场经济产生通服影响的可能性。 这种说 

明对中央计划经济不适用，因为它们有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规划取代了市场 

机制的作用。 此外，一般价格的上升要比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低得多。 由 , 

于价格在不同的经济制度里有不同的功用，对一般价格水平进行国际性比较是没有 

多大实际价值的。 男一个重要的区别是，如果一些中央计划经济体的一般价格水 

平巧上升倾向，事实上7 0 年代和8 0 年代初期的情况正是如此，这种倾向对其他 

国家的影响较小，因为这些经济体对世界贸身的参与是远不及市场经济体的。

209。 如果中央计划经济体的军事开支扩大，这将表示生产其他产品之能力 

将会减少。 而结果是，在产品需求固定的情况下-军事扩张会造成民用产品的短 

缺的情况。 在市场经济里，这会导致价格上升，但在中央计划经济体里，不可避 

免的结果是对需求采取配给制。 精密武器系统生产费用的增加所产生的作用基本 

上与其他国家的相同。

210。 虽然经互会国家不十分依靠进口商品作为军事生产的投入，尽管如此 , 

进口的通胀可能是其他国家军事开支的结果。

120 关于 1 9 5 5 年以来1 3 种主要飞机和导弹方案的执行报告（赛用总额为 

⑨4 0 0 亿 ）表明 - 只有其中四个总值《 5 0 亿的方案能够达到设计规格 

7 5 %的水平。 佑计每辆成本比一般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坦克车责3 0 倍的 

XMI坦克，尽管性能不合规格- 但仍继续生产：平均每隔1 4 5 英里便出现 

主要部件失灵，每便用1 小时便要维修2 小时 （ Ruth Leger Sivard,同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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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

211 . 世界范围军事部门的就业作用有力地说明军备竞赛的机会成本， 维持足 

以支持适当就业机会的需求水平一般被承认为重要的经济政策目标，因为长远来说, 

每人的平均生产增长率主要取决于生产力的增长趋势，而这种趋势则赠着关业率的 

增减而出现显著的短期波动• 评价裁军措施的影响时往往考虑到人们担心削减军 

事开支会丧失就业机会，因为军富部门除了雇用士兵愈平民外，还通过与国防有关 

的工业扩散其需求，对整小经济产生就业乘数效应。 力了徘除这种担心，值得考 

虑的是，目前全世界约有5, 0 0 0 万人受雇于与国防有关的工作，所涉的军 *开支 

总额快要超过每年《5. OOOf乙，而历史上没有证据表明同样规模的非军*开支不会 

产生类似或规模更大的就业机会。

212 . 替本组编写的一份说明军，和非军，部门相应开支的就业差额的报告指出， 

牺牲军事部门一♦ 工作位置平均可使国民经济的民营* 业产生两♦工作位置。 短 

期内实际产生的职位当然要视受，响的具体军* 部门而定。 1 " 例如，军宣研究与 

发展方面的薪金往往相当于6 至 8 倍许多民用研究企业所一般支付的。 另一方面， 

减少武装人员人数或拆除一♦ 主要武器系统似乎可能造成更多的职位转移，因为哲 

括那些从事设计，制造如武器系统实际操作人员在内的军，人力首尾配置比率会因 

此而出现连锁效应 . 但长远来说，因遂渐执行裁军措施而丧失的工作机会报可能 

超额地被非军事活动产生的工作机会所补偿，削减军，开支造成的就此后果对目前 

面对劳动力缺乏或失业的经济体将同样有好处，

213 . 几小关于苏联如东狀战后经济重建经验的研究已经证实，在大多数情况下 

把一些同战争有关的业务再转回民用部门时造成超过战前水平的就业。 例如，

参看 Klaus Engelhardt, 同前。

参看苏联科学院美S 和加拿大事务研究所，Urgent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e 
Problems of the Present Stage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nkind ahd Practical Ways 
of Diverting to Development Needs the Resources Tïov Absorbed by the Ams 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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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 1 9 5 0 年的工业劳动力比1 9 4 0 年增加3 0 G万人：在同一期间里，工程 

业就业增加250, 0 0 0人，建筑业增加1, 542, 000人，运输业657, 000人 , 亥 

通业 64, 000人。 1 9 5 0 年苏联各机关如工厂的总就业人数比1 9 4 G年的i f  
加 7 7 0 万人。 苏联战后经济回顾分析一般都称赞1 9 4 6 至 1 9 6 G年 

这段时期，当时国防开支减少42。6 % , 使经济重建加发展取得4 2。7 % 额外经费， 

社会重建措施男外增加27. 6% . 1 9 4 6 年的消赞品生产增加8 % , 粮食 12% ,

日用品增加3. 3倍。 12»

214 . 就面对失业的经济体来说，一些大多数在美国进行的首创性调查表明，作 

为就业的创造者，军畫开支很可能是效率最低的开支之一。 一份关于因军富开支 

增加所造成的就业损失的研究指出，在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1 9 6 4 至 1 9 7 2 年 

间，美国整整有2 6 种造制工业由于遂渐失去竞争能力而丧失5, 000  ♦或更多的 

职位， 另一小关于1 9 6 8 至 1 9 7 2 年的分析表明，在美国军预算每年平 

均达® 8001乙时，全国每年净损失840, 0 0 0 ♦ 职位：几♦ 州有净职位增加，但许

续 ）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命国际关系研究所， Economic and Social Effects 
of a Continuing Arms Race and of the Inplement at ion of Disarmament Measures ;
波兰国际:事务研究所，Arms Race and Global Problem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替本组编写的报告）。

" Alexander Krusky 和 Mikhail Khlusov 的论文；"Post-War Economic Peconstruc-
ticm in the U S S R "维也纳国际和平研究所,苏联和平姿员会编写的Soeio- 
Eĉ onomic Problems of Disarmament 第 2 工至 2 9 页

" " H 用品包括手表，自行车，家庭缝细机，照相机，电唱机，无线电收音机等 

( 第 3 1 页 ）。

" Seymour Melman,同前，第 3 6 2 至 3 6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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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其他州，包括一些人口最多的州，则出现净职位减少。 '2 6蔡斯计量经济联合公 

司 对 发 展 1 战略轰炸机方案#13规模相当的减税或公共住房方案有关的就业机会 

进行一项比较性研究，研究的结论是，在 1 0 年期间内B— 1 方案会产生较少的就 

业，主要因力它十分依靠就业禱要比较低的制造业部门。 ，2 7夷一项研究也获得类 

似的结果，这项研究对军事预算的增加加诸如保健，教盲，公共提助如环境保护等 

方案的公共开支的相应增加进行关于净产出和就业作用的比对研究。

215  . 在一小象美国一样的主要工业国里， S 1 0 亿的军* 部门开支海相同款额 

的公共，业开支之间的就业差额係计约为51, oocyN职位。这种情况部分由于在那 

些有先进军事部门的社会里，非人* 性军*开支一般集中于资本加技术密集的工业 

领域，往往只在最后装配阶段才变为劳动力密集的生产。 对面对关业间题的较不 

发达经济体来说，缺乏就业机会的较高军，开支可能在长期里有更深的影响，因为 

军，部门对精密技术的不断强调通常会提高其从业员所需的资格，结果使其人员需 

要越来越具选择性，并可能大体上忽视了普通工人或所谓核心夹业者。

1 2 6 Marion Anderson, The Empty Pork Barrelt Unemployment and The Pentagon 
Budg^ (Lansing, piRGRIM, 1 9 7 5 年 4 月 》.

Chase Econometrics Associates, Economic Impact of the B-1 Program On 
The U, S, Econony and Comparative Case Studies, fCynnyd. Pennsylvania, 1975

这项研究使用一小1 9 7 5 年美国经济的大投入产出模型和假定全面就业是财 

政政策的目标。 研究的结论是，在一♦ 同 1 9 7 5 年基线顽算相对的5 年期 

间里， 3 0 % 的军* 激算削减会产生较高的产出禾D就业，如果其他部门的支出 

有补偿性的相应增加的话，而幅度差不多的军，Ü 算增加会产生相反的作用，

(Roger H• Bezdek, "The I98O Economic Impact - Regional and Occupational ■ 
of Compensat'ed Shifts in Defense Spending",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Vol. 15,
So, 2. 19T 5.第 1 8 3 至 1 9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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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备竞秦与发展中国家

2 1 6 . 对于国民平均收入不同的国家，军备竞秦所导致的相对负担是不相等的：

越是不发达的国家负担越重。 由于某些共同特点，外国军事支出的增加很容易对 

许多国家产生不良影响，虽然它们的发展前景也受到本国军事支出的影响。 各发 

展中国家的情况不一，但总的来说，军事竞泰对它们的经济都会产生直接和间接的 

极为不良的影响，它们大部分无法从军备竞秦中获得一些间接的好处，它们迫切需 

要源源不绝的外来投入（援助、货易、资金或技术），因此，它们的经济前景同全 

世界在实现高增长率、控制通货廣服和减少失业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密切有关，而所 

有这些我们上面所谈到的问题一般都会由于工业国家军事支出的增加而更加严重。

2 1 7 . 例如，世界钱行1 9 8 0 年的报告，根据当时对国际情况可能发展的看法 

以及对这些国家本身发展的一些假设，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长作了一些派测。不 

到一年，就必须修改这项预测以反映工业国家减缓的成长率、随同而来的世界货易 

和对外减让性援助的减少和对发展中国家商业贷敦减少的趋势。 1975—8 5 年发展 

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他计年度增长率因而从5 。 7 %减至 5 。 2 % , 这主要是由 

于 1 9 7 4 - 7  5 年经济哀退以后，全球经济复苏的速度低于原来佑计。 工业国 

家缓慢和不规则的成长率，再加上通货膨服、汇率不稳定等其他不利，响，使世界 

货易增长率从1 9 6 5 年至 1 9 7 3 年之间的每年约9 % 减至 1 9 7 3 至 1 9 7 7 

年之间的每年4 % 强；在同一期间，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增长率也从6 .  4 % 减 至  

3 .  6 % 。 只要 ‘回顾在1 9 7 6 年，发达国家购买了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总额的 

三分之二就可以看出工业国家吸收发展中国家出口物品的能力衰退到什么程度。 129

2 1 8 . 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它们国家独立的早期阶段，它们在国家军事 

支出方面的一个主要考虑是如何在它们探脱殖民地位时所继承的疆界内作为一个独

129
参看世界級行《 1 9 8 0 年世界发展报告》， （美京华盛顿1 9 8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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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国家生存下去。 在进行建国时所面临的工作是如何在取得政治自由之后解决 

社会经济问题，但是不利的战略环境使得大部分新独立国家的建国工作非常难做。 

使建国工作更加困难的是外面环境构成一种威使各国将主要注意力放在国家安 

全上，这种对国家安全的顾虑是促使所有国家，不论其发展程度如何，增加军事支 

出的最主要的因素。

21 9. 在对发展中国家军事支出的机会代价和负担进行一般性倍计时所碰到的一 

个问题是所使用的数据常常是不足够的，有时是不可比较的。 对这塑国家军事支 

出所作的很强的假设常常是根据很弱的数据作出的。在一小重要的方面，本小组被 

委托编制的各项报告比关于这个问题的许多其他现有报告要更进一步，这就是它们 

强调各发展中国家在估计军事开支的机会代价和确定其军事支出同社会经济问题之 

间的任何明确和不明确的关系方面的经验是各不相同的。 下面对这些报告所认为 

的那握同较穷国家军事部门直接或间接有关的主要问趣领城一一加以描述：

(a)如果军事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增加，经济增长率则降低。在 

1 9 5 0 -  1 9 7 0 年期间，有 6 9 个国家在增加军事支出的同时减少投资和增加 

赋税。 另一项研究显示出有7 0 个发展中国家有同样的情况。 因此结论是，由 

此产生的任何正面结果要就是微不足道，要就是其所产生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多于其 

经济利益。 …

(b) 军事支出对圓定资本形成实际消耗和通货條服趋势的不良影响对于发达国 

家和较不友达国家可能是没有什么不同的。. 在对一个发达国家和对一个发展中国 

家进行比较性研究后，得出一项结论，就是军事开支增加后工资总额的增加会导致

1’。 L&nce Taylor 等， 《同前》。

151 BPuœ M.Russett and David J. Sylvan,《武器转让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为 

小组编制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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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总额的短期增加，但是由于增长率大大下降，消费总额就长期来说是会显著下 

降的。

( C ) 对于一个输入武器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设备的费用只不过是初步的代价， 

进口这些设备所渉及的经济和政治责任远远超出后来的提作和维持费用。 在对十 

个输入武器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研究后显示出军火贸易对接受国毫无经济价值或很少 

经济价值。 男一项对3 7 个发展中国家进行的调查得出了类似的结果，就是输 

出军火的工业化国家和输入军火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供应者和消费者关系有利于前 

者。 输入者除了要支付输入军火的经济代价外，还负上政治包被：它要吸收f  

应国的大量技术人员来操作进口设备，这就产生一种政治上的暇制，因为如果楼受 

国的军事和政治目标同供应国不一致（最低眠度要得到供应国的同意），接受国就 

不能使用这些设备。1"

(d) 1 9 6 0 — 1 9 7 5 年期间，在研究了 7 0 个发展中国家的资料后，发现 

随着购买军火而来的是政治和文化上被渗透的可能性大为增加。' 3 6 这种渗透的特 

征包括出现出口飞地、不平衡的发展、不同经济部门的工资差距很大，报多工人仅 

能维持生计，这些都会导致社会关系紧张和政治上的不稳定。 这项研究说，仅能 

维持生计的工人人数如增加，生活水平就会下降或徘徊不前，同时夹业人数会增加。

(e) -■项关于三个发展中国家的个案研究指出，很少发展中国家能成功地建立

Jacques Fontanel,《同前》。

Jose A. Encinas del Pando《同前》。

Graciela Chichilnisky等 ， 《军犬交易在国际市场和南北发展战略

方面所起的作用（为小组编制的报告）。

All E. Hillal Dessouki , 《军备竞赛和国防支出对发展的影响》（为小组 

编制的报告）。

Rus sett and Sylvan , 《同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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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本国的军事部门 ' " 。 发展中国家军事部门的传统、训练、联系和设备供应来 

源常常会导致该部门脱离本国社会，进行政治干须、对本国经济提出过份、非生产 

性的要求。 即使是已建立本国军火生产部门的发展中国家，它们除别的以外，仍 

然依赖昂责的进口军火，因为军事部门不断施加压力要求取得最先进的设备。 有 

一个事实可以Æ实这个结论，就是有一些生产军火的发展中国家即使建立了本国的 

军火生产部门，也不一定能够减少进口军火的需要。 在 1 5 小生产武器的发展中 

国家中，有 9 个国家属于军火输入国（共有 2 0 个军火输入国）。

( f ) 对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野心勃勃的军火生产方案很可能会使它们的工业 

和人力基础负上太重的负担，因为军火生产是不可能孤立地进行的。 有六个主要 

工业对军火生产是必不可少的，它们是钢敎、电子、镑造、冶金、运输设备和机床。 

有一项关于3 2 个发展中国家军火生产潜能的研究报告指出，只有 1 5 个国家有能 

力超出装配部件和简单制造的阶段；有 5 个国家的生产没有这到其工业基础应能达 

到的水平；至少和4 个国家可能遭遇技术和经济困难，因为它们的生产计划超出它 

们的工业能力。

(g) É 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几乎不可避免地需要依赖进口技术，因此它们无法实 

现它们的主张，即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在本国生产武器。 如果发展中国家的战略是 

要改变现有的中心一速缘关系，而自力更生政策又是这个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那 

么它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打破目前的技术依赖局面要改良直接或间接获得的

马加研究所《军备文化和军事化价值的扩散》( 为小组编制的报告）。

138 Herbert Wulf等,斌器制造技术的跨国转让》（同前）。

《同上》第 4 2 — 4 5 页。

Raimo Vayrynen,《工业化、经济发展和世界军事教序》（向本小组提出的报 

告 ），第 4 7 4 — 4 7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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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技术是很难的，因为这种技术不容易在原产地以外的地方生根。 世界上最难 

转让的就是创新能力。 技术是可以转让的,因为我们只要从技术的定义本身就可 

以看出技术转让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不同文化的国家是否愿意接受它。 但是创新 

能力则同文化有较大的关系。 即使是在发达国家，许多革新也无法实现，因为它 

们最后无法 " 配合 " 现实情况。 如果要一个处于某一种文化和物资水平'的社会照 

抄关一个很不一样的社会的创新技术，问题就更严重了。 即使純粹从国家安全的 

角度来看，依赖外国技术和关鍵的部件会导致新问题：在发生实际冲突时，就不能 

保证获得技术物资的继续供应；不能保证外国技术人员的支助合作；所获的技术可 

能不是最新技术。

(Î1)几乎所有上面所提到的关于各主要问题的调查报告都提出有力证据，说明 

裁军、安全和发展与发展中国家军事支出之间的关系。 除了少数例外以外，所有 

发展中国家都有军事支出，因为它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感到不安全。 如果考虑到 

第二k 世界大战以来，大部分的主要战争都是在发展中国家领土上或在其周围进行 

的，我们就不会对这种现象感到奇怪了。 有一次研究对3 6 ♦发展中国家进行了 

调查，这些国家的增长率均在0 .  至 9 .  9 % 之间，它们的军事开支在国民予

算中占5 % 至 2 0 % 。 调查结果显示在下面所列的三类安全危机中,所有这些国 

家都至少曾积极介入其中的一类：H 与邻国关系不睡，《敌对集团有组织地从事叛 

乱和脱离活动，0 由于大国利益冲突而产生的不利战略环境，这种冲突同发展中国 

家直接的安全无关。 在这 3 6 小国家里， 至少有2 0 个国家同夷一国有冲突；

有 3 0 个国家面对瓶离运动和叛乱活动；在上面所提到的国家中，几乎有三分之二 

提出证据说明原来的冲突由于外来干涉而变本加厉或有所扩大。

… Harvey Brooks, "技术、演变和宗旨 " ， Daedalus, 1 9 8 0 年

冬季，第 7 9 -  8 0 页。

Swadesh Rana 等，同前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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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0 . 发展中国家认识到由于社会和经济上的不足而可能产生紧■张局势，但这种 

认不会使它们愿意将国家资源从军事鄧门转移到发展领城，因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不 

愿意被人家认为它们是在裁军一友展关系方面唯一需要采取行动的国家。 如果将 

它in的发展落后归答于它们的军事支出，那就似乎忽视一项事实，就是许多军事支 

出概少的国家的经济成长狠低，而不少经济上表现良好的国家却有相当的军事支出， 

虽然这些国家的社会发展可能È 而受到影响。 更力重要的是，如果过度强调发展 

中国家需要对此负责将是本末倒置。 因为，将发展中国家的军事支出减低，所腾 

出的资源虽然可能会较直接地用于发展用途，但是必须记得，它们在世界军事支出 

中只不过占16 % , 大部分的军事支出却集中在.发达国家中，这些国家每年的军事 

支出超过5, 0 0 0 亿美元。 要显著地改变全球性发展不足的情况，正需要这么一 

笔数额。

22 1。 过去二十年来的经验已显示出，到目前为止，在可能导致军事开支最多的 

国家减低其军♦ 支出的各项因素中, 最没有说服力的因素是发展中国家需要更多的 

发展提助。 只要发展中国家被描述为裁军一友展关系中的主要受益国，这种情况 

就会继续下去。 反过来说，如果把发展—— 包括维持和加快发达世界的经济成长 

—— 看成是一种全球性的需要，那么它同裁军的关系将成为世界各国都关心的问题， 

特别是当各国都认识到军事活动不仅纺碍经济成长，而且还可能使主要军事支出国 

不能够充分应付在非军事领域（例如生态和能源领城} 出现的对国家福利构成威胁 

的情况，和不能作出适当调整，以便在一个经济上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依存的世界上 

维持和加强本国人民的福利。

143
《最高层的问题》 ， I 9 7 8 年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 

听询会，第 1 3 5 — 1 5 3 页和第1 8 5 — 1 8 9 页。



全球发展优先事项和重新发配 

从裁军措施騰出的资源
' ' t .  •

2 2 2 . 在对今后发展优先事项所需要的资源作出倍计后，需要对所有国家—— 米 

论其目前发展程度如何—— 光其是那些准备保持高军事支出或增加军事支出的国家 

的今后军事支出进行仔细ÿ 查。 那些注意市场经济国家目前国家资源分配的优先 

次序的人认为，在 1 9 8 0 年代初期，单单美国就需要增加经费如下：公共卫生 

3 2。5 % , 造房41 % , 社会保障58. 5 % , 环境保伊154%。"* 欧洲经济合作 

和友展组织的佑计显示，如果在保护环境方面 , 我们仍然维持过去十年的水平，西 

欧的空气污染，在 1 9 8 0 年代初就会增加70—8 0 % 。 根据美国全国规划协会 

的计算，单单美国就可能需要457亿美元来进行一项防止核污染斤工业污染的环境 

保护方案。 全世界还没有找到一个处理核废料的令人满意的可靠办法。 能源危 

机必然会使各国重新审查是否应继续执行原来的计划，即在军事研究和发展方面所 

用的费用相当于用在研究如何节省能源和利用新能源方面的赛用的七至八倍。

2 2 3 . 中央计划经济国家也需要在住房，造房和环境保护方面作更大的投资。'‘ 5 

根播经社理事会的估计，在未来十年这些国家需要将它们国民收入更多的部分投资 

在能源领城， 在 1 9 7 9 年和 1 9 9 0 年之间，这些投资将需要从国民生产净额 

的 3 2 %  { 如包括正在进行中的运输和分配则大灼为4 % ) 增加到3.7 %至 3 .8 %

( 如包括运输和分配则大约为4 .4 %至 4 .5  % 能源不是中夹经济国家唯一 

需要更多投资的领坡。 若干关于这些国家经济前景的研究报告，哲括向本小组提

… ！■. JLecüt, 《实现国家目标的赛用： 1 9 8 0 年代的展望》（纽约， 1 9 7 4》， 

第 2 5 —3 0 页。

例如，参看 ï fy l t r a i  Ferencné , 《 1 9  7 0 年代的姆牙利经济和社会》

( 布达佩斯， 1 9  8 1 》。

《欧经会区域至I 9 9 0 年为止的能源投资前景》（2C. â3){XVI工工》XR. ^) ,  

第 e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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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那些报告，一再强调，军事支出所用的大量资源是防止调动一切国内资源来 

促进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 从军事部门腾出人力资源可减轻劳动力不足的情况， 

重新分配物力资源可加快各国工业化进程，更好地满足这些国家消费者的需求，加 

强它们在国家贸易中的竞争能力，这些国家目前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同它们在 

全球工业产值中所占的份额是不相称的。

2 2 4 . 对发展中国家整体来说，裁减军事支出的短期效果可能不那么明确。 对 

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资源未得到利用或未得到充分利用的发展中国家来 

说，它们的发展进度可能还受到其他结构上的限制，也就是说，军事支出并不一定 

同其他种类的支出进行竞争。 对于某些国家，军事支出有时可产生相当有用的副 

作用，例如提供受过训练的人员。 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重新分配军事 

部门的经赛不涉及额外的总产出，则大部分这些国家f 利用腾出的资源在更广泛的 

基础上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 对于那些武器进口量很大而各经济部门的资本和技 

术投入不足的圓家，减轻其收支不平衡的情况将大大有助于其经济增长的前景。

2 2 5 . 特别是对于那些军事支出原來就微乎其微的发展中国家，即使大大减少其 

军事支出，也只不过是消除仿碍其发展进度的一项不利因素而已。 虽然投资总额 

的主要部分继续要来自国内来源，但是还是需要发达国家提供协助性的资源转让。

根据经互会国家（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波 

兰，罗马尼亚和苏联）的经验，训研所在它所发表的一项研究掘告中指出：

" 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它们在世界出口货易方面和在世界总产值方面所的份额， 

则会发现商者的比例是1 : 2 。 也就是说，就这些国家整体来说【经互会国 

家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它们在世界货易中所占的比例比它们在世界总 

产值方面所占的比例低一倍。 就工业产值来说，与进口相比，比例为1 : 3 。 

在 1 9 7 6 年，经互会国家在世界出口贸易方面所占的比例为8.8 % , 在世界 

总 产 值 方 面 17—18 % , 在工业产值方面几乎占26—27 % 。 " （Ervin 
Lazzlo和 Joel Kurtz man , 《东欧和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刺研所，1 9 8 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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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分配工业化国家通过裁军所腾出的资源将在各个方面促进这种转让，包括促进 

货易、增加投资，技术转让，促进贷敦和官方发展援助。

226. 与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有关的一切主要国碌会议都一再強调发展中国家内成 

资源来源不足。 例如，经合发组织虽然认为穷国如果不动员国内资源，是不可能 

从事发展的，但是它却重申在今后半个世纪内，需要增加外援。 经合发组织对外 

援数额的他计同世界銀行的佑计吻合。 世界報行佑计，要使发展中国家保持一个 

可接受的经济增长率， 5 % 的外援实际增长率是再也不能少的。

2 2 7 . 作为裁军措施所能作出赏献的一个说明，有一份提交本小组的研究报告提 

出三个全球经济前景的构想：继续进行军备竞赛，加快军备竞赛，包括将膊出的部 

分资源重新分配给发展中国家的少量裁军措施。 该研究报告利用联合国以前制订 

的世界经济投入产出模式，并以 1 9 7 0 年作为基线，将世界划分为十五♦区城来 

评价从现在起到2 0 0 0 年，不同的前景构想对全球经济的影响。'48

(a) 基线前景构想假设军事支出在国产总值中所占比例和军事工业的地理分布 

情沈在1 9 7 0 —2 0 0 0 年期间大致不变。

( b ) 军备竞赛加快的前景构想设想在2 0 0 0 年，军事支出在国产总值中所 

的比例为基线前景构想情况下所比例的两倍。

( C ) 在裁军前景构想情况下，美国和苏联在基线前景构想情况下按平价计算的 

军事支出到1 9 9 0 年将减少三分之一，到 2 0 0 0 年再减少三分之一。 对于所 

有其他区城，这项构想假设军事支出在国产总值中所的比例在1 9 9 0 年将降到 

1 9 7 0 年基线数额的7 5 %  , 到2 0 0 0 年则降至基线数额的6 0 % 。 这个模

參看Wassily L e o n t i e f ,《限制军事支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为小组 

编制的报告）义请参看Wassily Leontief and Faye. Dueiiln,《军 

事支出的假想改变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为美国军备管制和裁军署编制， 1980  

年 8 月华盛顿特区K



式还假设世界上较富有的区城—— 在模式中占8 / 1 5 —— 将把它们在裁军前景构想 

中假想可以騰出的经费的一部分转移给四♦ 最穷的区城，即非洲干单区，亚洲低收 

入区，拉丁美洲中等收入区和非洲赤道地区。 表四， 1 他计在三种不同的.前景构 

想下全球军事支出的情况。

表四 . 1 在(A)军备竞赛继续进行；旧军备 

竞泰加快进行；和(G》裁军等三种 

假设情况下，倍计在2 0 0 0 年 

出现的军事支出情况

( 以1 0 亿美元为单位，按 1 9 7 0 年i 元计算）

1 9  7 0 2 0 0 0

A B C

军事支出 21U.6 6U6.0 1286.7 1̂ 20.9

军事采购 86.0 265.5 526.6 173.6

军火货身 5.8 56.8 90.3 2k.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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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根据模式的佑计，同基线前景构想相比，加快军备竞泰将不利于全球经济 

— 该模式中除一个区域外，所有其他区城均受影响. 除了如本章最后面的表四.3

(a)中所示， 各区城按人口计算的消费将受到不利影响外，全世界的资本储存将减少 

几乎 1 2 % , 非军事出口数额将减少4 % , 世界最贫穷地区，即非洲干旱地区，亚 

洲低牧入地区，拉丁美洲中等收入地区愈非洲热带地区的工业就业将减少4  5 % ~  

约 1 ,100万份工作》

2 2 9 . 同加快军备竞泰的前景构想的情形相反，同基线相比，在裁军的情况下， 

如本章尾表四• 3(功所示，不同地区的按人口计算的消费将增加，此外世界国产总 

值将增加（+  3 . 7 %  ) . 资本储存将扩增（+ 5 . 3 % ) 农业产量将普遍增加(单 

项产量增加4 .  6 %  ) , 以上只不过是明显的经济惠益的若干例子，

2 3 0 . 除了上述全球性经济惠益之外，裁军还可力最贫穷的国家产生表四• 2 中 

所述的明显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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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 2 根据裁军前景构想，佑计到2 0 0 0 年 

较寒的发嚴中国家所能获得的经济利益

前景构想

基线 裁军 % 改变

A. 按人口计算的国力总产值 ( 美元）

非洲干軍区 14a  4 353. 1 1461 2

亚洲低收入地区 136. 1 19a  4 3SL 8

拉丁美洲：缺资源地区 418. 2 488. 1 16. 7

非洲热带地区 244. 9 381. 5 55. 8

B . 工业就业（百万人工年）

非洲干翠区 2a  6 4 a  4 134. 9

亚洲低收入地区 134  1 177. 6 32. 4

拉丁美洲Ï 缺资源地区 52. 8 58. 3 10. 4

非洲热带地区 41. 6 67. 9 6 a  2

C . 资本储存（单位 : 十亿美元）

非洲干单区 57. 3 135. 8 136. 9

亚洲低牧入地区 364. 4 501. 3 37 . 5

拉丁美洲：缺资源地区 327. 5 378. 3 15. 5

非洲热带地区 110. 6 185. 4 6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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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1 . 上述模式是高度綠合性的，并且有点死板，同时其结果取决于若干明显和 

若干不明显的假设《 其中一些假设是可怀疑的，例如美苏西国保持均等军事支出 

的假设，或发达国家保持充分就业的假设， 模式的一小主要重点所根据的基本假 

设是，即使最起码的裁军所能膊出的资源都可对全球的经济前景，包括对世界上最 

^ 穷国家的发展需要作出重大贡献， 这种需要在裁军前景构想情况下较易获得满 

足，在加快裁军或在继续军备竞赛的前景构想下则不易获得满足，因为在后一种情况 

下，军♦ 支出最多的国宏在计划大量增加对较穷区城提供援助方面，就不免受到限 

制了， 从工业化国宏往往在增加军事支出的闻时减少它们所提供的援助这一点就 

可以看出这项结论的重要性。 力了说明裁军所， 出的额外搜助可大大增加目前宫 

方发展援助的水平，表四. 1 列举了按照目前情况厢在裁军情况下可能出现的不同 

预测.

重新分配资源对新的经济秩序愈 

产生的促进效果

2 3 a 如果我们在分析裁军措施所能产生的社会命经济方面的好处时不考虑到其 

间接产生的促进效果的话，则这项分析是不完全的，因为这种间接效果最后可能产 

生一种较好的全球政治战略气氛，有利于促使各国在军事上进行制约，而目前各国 

不断增加军费往往是因为它们认为不利的战略处境使它们感到不断受到威胁. 目 

前国际气氛的一个突出的特狂是世界各国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范围内重新安排南北 

关系如在缓命范围内巩固东西关系方面的前途不明，在这西方面，限制军事支出所 

产生的促进效果将大大改善到目前为止所取得的成效* 因为军备竞赛所根推的政治 

战略考虑往往影响到经济上的考虑，而后者需要世界各国/id互依存愈相互合作，

2 3 3 . 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一些基本先决条件包括：改革国际货市制度，扭转贸 

易不平街，解决国际改支方面现有的困难，较发达国家不断地向较不发达国家提供 

资本，经费命技术， 裁军措施可改善在所有这些领城的国际交流，因为已有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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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1 . 关于 1 9 8 0 - 2 0 0 0年期间官方发展援助的各种不同预测 

( 以 1 0亿美元为单位，按 1 9 7 0年价格计算）

D

官方发展捷助 < 假设占 1980—2 0 0 0 年圓产总值的0. 3 5 %  ).
A再加上 1 9 9 0年裁军所省经费的1 5 % 如 2 0 0 0 年裁军所省经费的2 5 % ,  
官方发展援助（假设占 1 9 9 0年国产总值的0 .  7 % 愈 2 0 0 0 年国产总值的 

1 .0 %
C再加上B中所述的裁军所省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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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迹象显示出目前的军备竞赛使得国际质币制度愈较不发达国家的国际收支问题更 

形恶化，并访碍较发达国家向较不发达国家不断转移资本命技术， 这部分是由 

于巨额军事支出对军事支出多的国家所产生的抑制效果，但也有些情况是，一些最 

发达的国家故意不同其军备竞赛中假想的对手进行经济合作.

2 3 4 国际外汇市场命整小国际货币制度一再出现危机的部分原因是一些储备货 

市国家出现赤字，因而大量印发国际流通货市，但是男一项主要原S 是急剧上升的 

通货膨胀愈军事支出， 国际军货货易额不断增加也是进口国国除收支出现赤字的 

原因之一•. 下列情况进一步加强了这种趋势；生产赛用的增加使得许多主要的军

火生产国重新审查其原先的政策，即将贩卖军火主要作为促进外交政策的广泛目标 

的一种手段，经济利润只不过是其中一项动机，而不是主要或最重要的动机《 在

1 9 6 7 -  1 9 7 6 年，中东愈南亚出现了主要的军事危机，此外，在 1 9 7 0 年 

代初期，能源危机影响到全球经济， 在这段期间，在 7 1小军火输入国中，只有

2 1 ♦ 国家没有出现贸易赤字，而其中有9 小是石油输出国. 4 8 ♦出现贸易赤 

字的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卸发展中国家，其中有2 3 ♦国家既是军火输出国也是军火 

输入国•例

2 3 5 . 军备竞赛所产生的不良影响已成为国除贸易领域特别令人担忧的问题。 市 

场经济国家日益将其注意力放在它们最适切的滞胀问题上，这可能影响到它们作为 

发展中国家最大提助国和贸易国的作用。就它们的购买力而言，市场经济国家是较 

不发达国家产品的最大市场，它们的发展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出口收益的影响， 

因为出口收益有助于进口资本货物和有助于经济的现代化。扩大与发展中国家的经

参看《军备竞赛和军事支出的经济加社会后果》•

参看波兰国际事务研究所《军备竞秦加国际经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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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来往也可潮助市场经济国家解决其本身缓慢的增长率。… 但是到目前为止，市 

场经济国家和发展中经济国家之间的互利伙件关系尚未得到充分发挥，这部分是由 

于一些市场经济国家在某些部门采取保护主义措施来解决滞胀问题。

2 3 6 . 加强保伊主义壁全定然会增加发展中国家的经济B难，并且不利于市场经 

济。\ 单赛赛业而言，如果发展中国家进出口贸易增加一百万美元，它所能增加的就 

业机L会比经合发组织国家所将失去的就业机会要多。一项说明性调查指出，在 1976 

年，经合发组织国家内有2, 400, 0 0 0 ♦ 工作直接与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货物有关； 

另一方面，由于经合发组织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进口货物而失去的工作被认为有850, 
000个。因此，由此而产生的国赌收支方面的效果是有利于经合发组奴国家的（多 

出 1 ,550 ,000个工作 ) 1 " 本小组组织的两项调查也得出同样的结果。其中一项调 

查结论是，在 1 9 72— 1 9 76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发展中国家贸易的增加，直 

接和同接使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生产总额从5 3 (H乙马克增加到1 ,200亿马克；在 

同一期同，由于向发展中国家出口而直接或间接受雇的人超过1 0 0 万人， 劳工 

总人数的4 4 % 。 （在 1 972年则占2 . 4 % r " 另一项研究就增加军事支出和增加

152

155

1 9 7 8年在罗马举行的国断发展学会会议的一名与会者希望南方发展中国家能

够成为推动停顿不前的北方发达国家的发动机，他说： " 借钱给他们，让他们

能够花在我们身上，向他们投资，帮助他们获得粮食，这样就可以稳定世界粮

价；帮助它们发展本国能源，这样就可以使石油的供求关系不会更加恶化《把

所有这些加起来，我们就不仅能够P方止第三世界发生重大灾难，从而影响到我

们的制度，而且还大大有助于面方在没有迅速的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取得进展"。 

又请参看 Arthur Lewis "The Slowing Down of the Engine of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70, 19Ô0,第 555-56Î»■页。

参看 Geoffrey Renshaw,同前。

Rolf Krengel, 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Disarmament Policies on Sectoral 
Production and Enjoyment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with Special 
Eniphasis Development Policy Issues ( 为本小組编制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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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军事物资和服务的贸易对就业所产生的相对影响作了一项结论：如果世界军事支 

出减少十分之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所失去的就业机会只占劳工总人数的0. 4% ,  

这同前面所提到的非军事物资和服务的贸易所产生的就业机会相比，只是很小的一 

个数字。

2 3 7 . 近年来，发展中国家一再强调有必要增加援助、同中央计划经济国家进行 

贸易和更多地参加国际经济讨论。中央经济国家一方面承认有必要增加向发展中国 

家提供提助共与它们进行货易，但是另一方面它们指出，由于全球性的军备竞赛，

它们的能力是有限的。经互会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也进行合作，虽然进一步扩大这种 

合作的可能性取决于各种因素，其中一些因素是它们无法控制的历史因素。经互会 

国家设想在1 9 8 0 年代把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货物在其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增 

加一倍，同时把向发展中国家出口的数额增加到其出口总额的1 5 % 。 它们又强 

调 " 在全世界正在进行一场花费极大而又不断扩大的军备竞赛的时候，要执行这个 

1 9 8 0 年代计划是不可能的 " 1 "

238. 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在规划它们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时受到市场经济国 

家经济情况和政策的影响，因为这两个发达国家集团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是互相 

竞争的，并且发展中国家同一些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的出口规律是类似的它们  

需要使它们的经济政榮同市场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协调一致，因此它 

们对更积极地介入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越来越感到兴趣。

2 3 9 . 加强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对双方都有好处。 

单就贸易这个领城而言，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可通过源源不断地进口原油、矿物、金 

属、谷类、化学品和副食品更快地实现它们的目标。更好地满足其消费者和取得更

154
参看 David Greenwood, West European Defense Efforts In the 19?0s and Beyond
( 为本小组编制的报告）。

参看 CMEA an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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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的经济增长率。市场经济国家可直接获得的好处是，通过扩大出口市场增加就业 

机会，间接获得的好处是通过增加国民收入使纳税者得益。 ’

2 4 0 . 但是东西贸易的成交率同东西缓和状况是密切有关的。东西经济关系历来 

受到决定缓和的政治和经济的考虑的影响。在缓和到达嚴峰状态时，东西贸易成交 

率增加了六倍，比世界贸易总额的成长率还快：在缓和处于低潮时，大约有2000  

种项目基于政治战略考虑而被排除在东西贸易货物单外。"7 1 9 7 0 年代后半期 

以来，东西贸易的增长率急剧下降。在这段期间，东西关系中出现了一系列导致关 

系紧张化的发展，其中包括在最后几年双方日益强调增加军事开支

2 4 1 . 在缓和期间，东西双方在技术和军事方面的差距有所减少，但是政治差距 

仍然存在。 如果南方能够通过取得较佳的经济成长维持其独立和稳定，就可能减 

少东西双方的政治冲突。 差外一个重要的事项是扩大各种国际经济合作，包括货 

易关系。 所有这些都将使缓和能够比过去几年更为巩固。 从这个角度来看，提 

供任何额外投资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都可间接促进缓和。 向发展中国家提供 

更多的外拔，将有助于发展的前景，但是将这种措施同主要军事支出国裁减的军事 

开支结合起来，将可能产生一种新的政治气氛，这种新的政治气氛本身就可能促进 

军事支出的裁减。 通过裁减军事开支而腾出的财政资源将大大有助于发展，但是 

认识到促进发展是裁军的组成部分将是东西关系中的一项意外收获。

157
参看  Polish Institute o f  工rrberneîtional A ff& irs, Arms Race r̂nd Global 

Problems o 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elatica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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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3 ( a ) 同继续军备竞赛的基线前景构想相比, 

到 2 0 0 0 年时，加快军备对按人口 

计算的消费的影响

区 械 % 改变

非洲干早区 一 42.  3

亚洲，中央计划经济区 - 8 .  0

亚洲，低收入区 - 1 3 .  4

亚洲，高收入区 一 4. 1

拉丁美洲，资源丰富地区 〜 6. 3

拉丁美洲，中等收入地区 — 5. 1

北美洲 - 1 2 .  6

大洋洲 - 2 .  8

产油发展中国家 一 0. 0

苏联和东欧 一 19. 3

南部非洲 — 4. 4

非洲热带区 一 10. 0

西欧，高收入区 一 6. 0

西欧，中等收入区 一 1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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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s m 根据基线前景构想，佑计在 1 9 7 0 
至 2 0 0 0 年期间按人口计算的消^  

童的增长率，以及在裁军情况下 i  
2 0 0 0 年可能取得的额外增长率

区 域 百 分 比

1970  -  2000  

基线前 景构 想

在裁^ 情况下在2 0 0 0年

取得的进一步增长

非洲干軍区 —■ 33. 3 + 166. 7

亚洲，中央计划经济区 + 116. 0 + 2. 9

亚洲，低收入区 + 2. 1 + 47. 6

亚洲，高牧入区 + 266. 9 + 1. 1

拉丁美洲，资源丰富区 + 244. 0 + 7. 5

拉丁美洲，中等收入区 — 45. 7 + 21. 3

北美洲 + 67. 8 + 3. 7

大浮洲 + 1 1 1 . 0 + 0. 7

产油发展中国家 + 1444. 8 + 0. 0

苏联和东欧 + 200. 9 + 6. 3

南部非洲 + 58. 8 + 1. 4

非洲热带区 + 51. 1 + 65. 8

西欧，高收入区 + 114. 3 + 1. 2

西欧， 中等收入区 + 15. 6 +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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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把通过裁军措施节省下的资源转用 

并重新部署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的

2 4 2 . 转用和重新部署两词说明一种过程，在这种过程中，实际的人力和物力資 

源从生产一类物资和服务转为生产男一类物资和服务。 这里要具体讨论的是将生 

产军用商品和服务的资源转用于生产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益的物资和服务。更具体 

地说，我们讨论的是将生产军方使用和消费的而在民间用途甚微或毫无用处的商品 

所需的资源加以转用和重新部署。 军方需求中有很大一部分物质和服务与民用鄧 

门所消费的大致相同。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问题不大，只要确保以民用需求来填 

补因削减军事开支而留下的缺口就行。但核武器、化学武器、战斗机、导弹、战舰、 

坦克等等的情况则不相同。 生产上述装备所用资源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均不适合于 

生产民用物资. 因此必须明确讨论如何改变它们的生产能力，以便最顺利地过波到 

生产对社会有用的物资与服务。

2 4 a 从事发展和生产现代化武器和军事装备的各个集团，已经露识到自己的专 

精程度，以及在民用范围内可能遇到的不可捉摸的情况。裁军措施因此便被看成一 

种威胁，既危及其生活'资料又危及其现存权力和參响的结构。 在当前经济和社会 

青景下，一心一意专门从事满足军事需要的庞大集团的存在，必然会变成竭力维持现 

状的强大政治和官，主义压力。 裁军的政洽障碍已经是非常难以克服，奈何又有 

因备个集团只看到目己的经济和官僚利益直接间接加以反对而增添的困难。倚言之， 

计划和筹备转变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尽力化解出于上述经济和官僚主义考虑的对裁军 

措施的反对。

244. 一度有人认为，在现代化工业市场经济国家内取消其军用部门会危及其墓 

个制度的生存能力。 作为这种假设的基础的往往是市场经济国家中消费不足或生 

产能力超过有效普求而道成矢业和生产能力过剩的趋势。 这一内在的趋势就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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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市场制度以外注入更多的需求，还有人说，资本主义制度就惯于利用生产武器来 

产生这种作用。 这一观点已受到驳斥，现在的看法是，市场经济要靠军备开支来 

刺激的任何说法都与事实不得。 此外，在 工 业化国家中，经济政策注意的焦点已 

由需求不足转为供应能力限制，而发展中国家所注，的仍是供应不足，难以满足大 

量未得满足的需要。 第四章的讨论表明、参与当代军备竞泰的任何一方的机会成 

本均极为高昂，不论其经济社会制度属于何种类似、或发展程度如何。 根据目前 

的条件确定的国防需要，必然要求投入时问、资金和人力，这种投资对其他工业部 

门充其量也只有微小的益处，但长期看来，却会大大地，但是间接地助长各种经济 

弊病。 本章虽是专门讨论将实际资源由军事转为非军事用途，但广泛地说，这一 

问题可看成是对国家和国际安全转而采取一种更为平衡与现实的态度的更加具体的 

问题，这一态度认识到军事安全受到过度强调，揭兽特别是经济的安全。

2 4 5 . 转变和重新部署并非是仅与裁军有关联的一种现象。 任何形式的经济与 

社会发展均是一个不断转变的过程。尤其在现代工业经济国家，生产要素必须不断 

适应新产品的出现，老产品的淘汰以及新技术的采用 " t 近数十年来技术变化之迅 

速及资本的异乎寻常的流动性，使多数国家采取措施促进工业结构的必要改变，并 

通过立法对受此类变化影响的工人给予某种保护。 这里强调的是现代工业经济国 

家，光其是拥有最庞大军事结构的国家，具有将資源由一种活动转用于另一种活动 

的相当大的内在能力。 在执行一级，将武器生产转为和平生产还只是这一过程的 

一个方面。而且，与裁军错施有关的任何转变和重新部署的过程，可能在更深远的 

圓民经济和国际经济制度的结构调整和整顿范围内进行，可以和这些更为广泛的变 

化有益地结合，这一点，我们在下面还要讨论。

f58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过程在军事工业部门以内或许来得尤为迅速。同样，研究 

一下某些公司或工厂由民用生产转受为军用生产的经验，或许可以得到对这一 

转交过程的需要深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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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6 . 正确地看待转变问题，还要铭记着第二个要点，即裁军的过程十之八九是 

非常渐进的。 换言之，把转变问题播绘成需一举更换5, 0 0 0 化美元的需求，或 

将数千万人纳入民用劳力队伍是不切实际的。 亭实上， 因裁军措施产生的转变问 

题，在规模上将小于这一过程中任何一点上的数量级。而远更可能的是，协议的裁 

军迅速将落后于转变的能力，或者不那么悲观地说，便裁军的速度赶上所涉资源顺 

利地转向其他活动的速度座当没有什么困难。

历史经验

2 4 7 . 对转变问题的一般性调查，大多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绩卓著的复员退役 

为出发点。 1 9 4 5 至 1 9 4 8 年间，美国约有1 , 0 0 0 万人退役，国防頸算下降 

近 4001乙美元。同样，与国防有关的工业的就业，由 1 9 4 5 年的 1, 2 0 0 余万人 

降至1 9 4 6 年的 100万以下。，" 在英S , 战争结束后的1 6 个月中有700万人退 

役。 然而，西国在战后年代的失业率均未超过4 % 。苏联的经验同样也是积极的

2 4 a 战争结束时的特殊环境对转变努力得以成功有巨大的作用，这是肯定无疑 

的。在苏联，英国在较小的规模上，重建遭受战争破坏的城镇和工业、为复员解放 

出来的生产能力提供了宣要出路。 在美国，同样在英国，多年的相对K乏和积養 

带来了消费需求的高浪，这对维持总要求量起了主要作用。从工业角度看， 宣 

要原因是多数工厂仅是恢复生产战前生产的民用产品问题。 这些条件固然都便利 

了战后的转变，但亭实仍然是顺利地实现了巨大的经济调墓，其顺利程度是多数专

160

美国国会，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国家安全全面方茶和有关的颈算要 

求 》，华盛顿特区， 1 9 7 5 年 1 2 月，第 108页。

亚历山大 . 库尔斯基和米凯尔，克卢索夫《裁军的社会经济问题》中 " 苏联 

战后的经济％设 " 。国际和平研究所， 1 9 7 9 年维也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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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认为不可能的。 这方面，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由于《计到会有重大问题，因而 

对完成由战争过渡到和平所需的措施进行了详细规划。 这一过程远在战争结束前 

即已开始，有人认为这对转变过程的成功有重大作用。 ，6，苏联在敌对行动结束后 

不到六个月就提出了第一个战后经济计划。美国政府则早已准备好了一整套的补救 

办法，包括遂步退投、对大量生产耐用消费品给予特殊鼓励、实行鼓厥用钱的低利 

率和提供大量补助的成人教育方茶等。

2 4 9 , 纵观将生产军用物质的资源转用于生产民用物质的可行性，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的经验显然十分令人教舞。 而且，完成转变的方法也值得进行比迄♦所作的 

更加深入的评价。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拥有大量军队和重要军事工业的国家对军备 

控制和裁军措施引起的转变间题可以掉以轻心。自 1 9 4 5 年以来，军用部门的特 

点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军事技术、相应的军用工业与民用技术和工业相去甚远。各 

主要军事大国都拥有或多或少专门满足军事需要的大i 人力物力資源，这些资源原 

先都没有民用方面的经验。 本节下面的讨论主要是借鉴美国的经验，但由于技术 

军备竞秦大致相同，或许可被认为对参与竟泰的主要各方也是有些现实意义的，

2 5 0 . 即使在1 9 4 6 至 1 9 4 8 年这一阶段中，至少在美国，专业程度较高的 

国防承包业一突出的是航空工业一是成功转变的例外。 民用飞机市场自然未能填 

补停止军事舍同留下的姨口，换用生产线的经验也颇为令人矢望。重整军备和朝鲜 

战争使军用市场得到大规模恢复，这些试验也就中止了。其后，使美国国防工业多 

样化和转变的兴趣，只是偶发而暂时的，与军事须算不时的下降同时出现，例如： 

朝鲜战争后， 1 9 6 3 年至 1 9 6 4 年战略轰作机停产时，和隨后减缓弹道导弹方

參看乌尔里希，阿尔布督希特对转换的研究：现况的研究 " 彼 得 .沃伦斯坦 

( 版 ）《裁军经验：论军用工业的转换和军事基地的关闭》，乌普r 拉大学， 

第 1 9 期报告 1 9 7 8 年 6 月，第 3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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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时以及由越南撤军时。 但总的情况是在使政府部门的军事和有关的央端技术领 

城实现多样化，以及在通过参与各个民用领城或^ 之合并而实现多样化方面，是相 

当成功的。 另一方面，由愈来愈多样化的公司的军事部门发展和生产的民用产品 

一亦即是真正的转变一几乎是微不足道的。 这些尝试失败的历史，又因往往得 

到证实的军用需求的减少只是暂时的看法而得到加强。 特别重要的是，这种环境 

和经验的结合产生了一种" 军事工业"，它敏锐地感到自身的高度专业化是在商业 

领城中进行竞争性活动的严重障碍。 因此裁军被认为是一种威胁。

251. 最近一次美国国防工业的动荡自然是由越南撤军以及其后几年残存的反军 

事当局的情绪。 1 9 6 8 财政年度至1 9 7 6 财政年度间，国防部总开支以不变价 

格计算下降约3 5 % 。采购支出下降更骤，结果，同期内，与国防相联系的工业就 

业率下降5 5 % 以上，由 3 2 0 万人降至约MO万人。 若不是武器出口需求，

尤其是中东的需求大量增长，国防工巫中的失业人数很可能会增加。

252. 1 9 6 7 年，约翰逊总统指示各联邦机构加速并协调调整到和平时期经济

的规划。 其后虽有若干份官方报告，但对为适应大规模削减军事开支而作的正式 

规划和筹备工作究竟进行到何种程度并未作有系统的调查。同样的，关于国防工业 

对削减的反应也未有象样的报告。 可以合理地推定， 1 9 7 0 年代初期的危机现 

象及随后的持续性全球经济衰退使调整进程严重复杂化。现有的间接证据有些矛盾。 

以下我们将列举一些证据说明军事活动的大量减少并未使失业严重恶化，即相当成

162

165

默 里 。魏登鲍姆《调養美国经济裁减军事开支》中"调整美国工业以适应军事 

开支的变动和削减 " ，伯纳德，尤迪斯（版 ），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1 9 7 0  

年 1 2 月， 451页至452页。

美国国会，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国家安全全面规划和有关的颜算寒求》，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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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地实现了转变。但是，与此同时，美国国防工业的多数部门在1 9 7 0 年代出现 

了生产能力大量过剩的现象。

2 5 3 . 这一经验是最近才取得的很可惜，对于美国国防工业在越战以后的经验缺 

乏更为详尽的研究报告，或许是因为没有重大问题出现。 不过作为早期军事裁减 

的反映，总算还存有丰富的资料。这些资料早已过时，但是用以判定转变过程中需 

要处理的问题的性质和提出促进这一进程所需筹备措施的建议，仍是宝责的起点。

2 5 4 . 现有的关于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转变努力的资料也已过时，但总的看 

来，这种经验仍是很积极的。 1 9 5 0 年代末，苏联公布大量裁减军事人力，显 

然在重新培训和安置有关人员方面困难不大。 ' 6 *同样， 1 9 5 0 年代末或1960 

年代初，红色无产者兵工厂转产机床。 不到两年转产即告完成，工厂并未关闭， 

工人也未大规模变动工作。

国防工业的特点

255. 认为与裁军相关联的转变问题集中在武器和军备的发展和制造工业的 

看法是正确的。 人们报可能看到整个军事部门中这一部分的资玩—— 人员、工厂 

和设备不适合来满来足民用需求，因为军用专业化程度很高。 为了颗见到转变过 

程中需要处理的问题的性质，尽量详细地了解国防工业的特点.是有益的。 虽然一 

方面人们可以预期由于这些工业所处的经济与社会环境而会有很大不同，但军用生 

产本身的性质却又使其有很大的一致性。 为了这个理由，我们选择按特点而不按 

国别来安徘下列讨论。

f64

165

" 裁军的经济和社会后果 " ， E//3 593/Adc\. 1 ,第 203页，苏联政府的答 

复。

" 裁军的经济和社会后果：把裁军腾出来的资源转用于和平用途 " ， EX

4 1 6 9 / C  0 r r . 1 , 第 5 页，苏联政府的复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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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6 L 第三，内提出这是一种全球性的" 工业" ，它直接雇用了大约4 0 0  

万人，生产专作军事用途的货物和服务。 我们对该工业1 9 8 0 年产值的极粗略 

供计是1, 2 7 0 亿美元。 该工业在地域上自然是高度集中的。

2 5 7 . 直接从事军用生产的工人的分布必然是和产出的分布紧密相联的。前 

面已解释了区分直接与间接就业以及专门的与非专门的军用需求，对衡量各具体国 

家转变问题的大致规模十分重要。 将会产生的此类问题将大量集中于直接从事生 

产满足军事需要的专用物质和服务的劳力上。 可惜现有数据既不完整又未详细分 

类，以致无法作出此种区分。

25a  全球国防工业的第二小重要特点是高度集中于某些特殊部门。 现代 

化武装部队是围绕着耗费巨大的重要武器系统组成的—— 飞机，导弹、战舰、坦克 

—— 采购开支主要用于供应上述产品的工业。 此外，现代化武器和支提设备，广 

泛地使用电子器材。 在有现成数振的各主要武器生产国中，航空空间工业部门军 

事需求占总生产和就业的4 0 至 8 0 % , 这或许是从事军事买卖最多的部门 " 6 。 

这些国家的电子工业部门军事生产在生产和就业中目前约占2 0 至 3 0 %  。 这

些是大范围的，在所弓I资料来玩中可以看到各国有很大不同。 可惜，只有有限几 

个国家公布此类数据，小组难以有把握地推论在其他重要武器生产国中的集中程度, 

而为判断潜在的发展问题和机会，这都是必不可少的。

2 5 9 . 军事需求集中于某些工业，这些工业也就依赖军事合同。 在这方面， 

尤其是航空空间和电子工业方面，有人常常说，上述数字由于并未包括研究和发展

166

167

图奥米如魏里南《跨国公司、军备和发展》，第 4 0 至 4 1 页 （为小组编写 

的报告）和 《军备竞秦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及其双世界和平与安全极为有.的 

m 》，从各国政府收到的答复。 ( A /3 2 /8 8 /A d d  1 )

图奥米和魏里南，同l ï书，第 5 6 页； A /32 /88 /A dd .  1 ; 和 《1 9 8 1

年国防预算说明》，第一部分，第 4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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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素，因而或许低係了这种依赖的程度，因为军事定货实际上还占去了超出合理 

比例的大量工业研究和发展费用。 为军事目的发展的新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转产民用产品，但往往有相当长的一段间隔期间。 但是，更重要的因素是军用需 

求使得工业部门能够集中并保持从事研究和发展的科学、工程技术队伍。

2 6 0 . 集中的 ;^一个情况是，在与军事工作关系最密切的工业部门内，只有 

相对少数的几小公司取得了大量的国防合同。 这种集中现象，其本身并不少见，

但是军用市场所独有的特点以及某些个别合同的为数庞大使其在军用部门十分突出。

2 6 1 . 个别公司对军用合同的依赖程度，往往用某一年所得合同的价值与当 

年总销售量的对比加以说明，至少在可以得到有关资料的美国是如此。 这种程序 

往往造成错觉，因为发给的军用合同通常需要若干年才能完成。 例如，通用动力 

公司在 1 9 7 8 年得到的军用合同的价值是该公司当年总销售量的1 2 9 % 。 事 

实上，如果这一方法使用得当，美国主要国防承包商冗军用生意的依赖已大大下降。 

2 5 家最大的国防承包商在国防方面的营业额已由1 9 5 8 年的近4 0 % 降到1 9 

7 5 年的 1 0 % 以下 16® 。 另一方面，必须划清多样化与转变的界限实际上对军用 

生意低赖程度的下降是通过扩大和合并实现的。 这些大公司的军事生产部门几乎 

仍然依赖军，合同。 但是多样化可使主要承包商比较易于应付军，合同的减少。

2 6 2 , 关于苏联国防工业的资料很少，就现有的迹象军用生产高度集中 

某于些工业部门 , 这是人们可以想见的。 大鄙分军用生产在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 

部门进行。 构成这一部门的2 0 个部中，从名称上可以看出军亭生产集中于九个 

部 169。 这意味着至少在某些部中，对军用合同的依赖程度是可以和面方主要武 

器生产国中的情形不相上下的。间样，技术压力促进了专业化，以及国防工业在地趣 

上的集中现象，在苏联也很明显。

168

169

雅克 •甘斯勒，前引书，第 3 9 页。

该九个部的名称为航空、造船、电子、无线电、国防工业、邀用机被、中型 

机械、通讯设备和机器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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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3 , 国防工业的第三个显着特点是劳动力的组成。 战后对于取得认为与 

武器和战争有关的科技进展，以及对于将这种进展尽快变成可用的武器给予特别注 

意。 国防工业不断使用以民用标准看来是深奥的慨念、流程、技术、材料等等， 

并不断试图将这些结合进产品之中，使其在现代化战场的严酷环境中发挥作用。因 

此人们可以预期，国防工业耗费了巨额款项进行研究和发展，并雇用了为数极多的 

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员和技术工人。 此外，虽然只有关于美国和法国的极其具 

体的数据，但也可以合理地推定，各国国防工业都会有类似的特点。 美国 1 9 7 
8 年研究和发展开支占各种工业平均销售量的3 % ,  电子构件销售量的6. 6 % ,  

占 飞 机 和 导 弹 的 4 % 。 同样地，各工业部门平均每1, 0 0 0名雇员中有科学 

家工程师2 7 人，电子构件工业有5 4 人，飞机和导弹工业则有8 0 人 17° 。 法 

国1973年国防工业劳力中有7. 9 % 为工程师。而各'种工业中的平均只有1. 4 % 。 

技术人员和技水工人在国防工业和各种工业中的对比，分别为 19. 8 % 比4 2 %
和 4 & 1 96 bt25. 6 9 6 。

264  对转变过程有潜在影响的第四个特点是有些国家的国防工业对出口的 

依赖程度。 我们在第三章中看到，尽管现有数振用途有限，当前国际武器贸易的 

规模无可否认地具有重要经济意义。 该章作出的估计是，专为军用的全球物资与 

服务的生产中出口至少占2 0  % 。 在全球一级，军备在国际物资与服务的贸易中

仅占不足2 % , 但如果分析降到四个主要武器供应国和这些国家以内国防工业其体 

部门一级，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应予指出，武器转让的价但是以观察到的武器装

备交货量为基础间接计算佑计出来的，然后，又将倘计数字略加扩大，以便将外国 

军事机构签订的建设和技术援助合同等项目包括在内。 同样，佑计数字并不一定 

反映出为武器支付的财政或商品的价值。 不过关于某些个别国家和公司，已有充 

足的补充证振，证明武器出口对主要武器生产国的国防工业至关重要。

1 70 国立科学基金， 《 1 9 8 0 年全国科宇和技术资玩情况》， MS；f—80—308。

伊格纳西，萨奇《关于与军备有关的武器工业的转换战略的眷法》，第 4 2 页 

( 为小组编写的报告）。



2 6 5 , 由于种种因原一包括技术的普要、国防部队重大订单的定期性以及万 

一发生战争时保持迅速扩大能力的愿望等一国防工业易于出现经常的生产能力过剩， 

为改善这种情况及其他原因，大多数武器生产国均设法以出口产品。 可是，又只 

有有限几小主要武器生产国的现成数推。 对这一类型的一般性推断极不可靠。这 

一保留对武器出口加倍重要，因为出口会随着某一局势或是否有军用货物可出口而 

发生报大波动。 在某些年份，某些工业中军用货物生产的出口比例的变化可看出 

在 4 0 至 7 0 % 之 间 172。 如果这种格局可适用于一般武器出口国，则表明它们 

对转换的可能性具有重大意义。

2 6 6 . 国家对军事工业的直接控制程度是与转变问題直接相关的第五个特点。在 

苏联和生产武器的其他中央计划国家，国家对国防工业的控制自然是公开和彻底的。 

但是，即使在市场经济国家中，国防部门当然受购买力和国家參响的支配，并往往 

也是国有的。 在法国， 1 9 8 0 年直接从事军工生产的工人，一半以上直接受雇 

于国家机构或国有化业，英国的两大金业—— 英国航空空间公司和罗尔斯.罗伊 

斯公司中，政府占有大量股分，因此英国和法国的情况可能大致相同。 这些国家 

中，国家介入的程度和类型则因执政政府的政策而异。 总之，国家直接拥有或对 

国防工业有大量投资几乎是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的普遍特点。 只有美 

国. 私有企业似乎占支配地位，但是即使是美国，以飞机工业为例，约三分之一的 

工厂面积、很大一部分制造设备和所有的军事维修和修理库均为政府所有。 在国 

防工业其他部门，政府拥有的设施和设备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2 6 7 . 即使在市场经济国家，政府越来越深地介入国防工业实际上也已是难以避 

免的。 现实地说来，政府是供应军用货物的工业部门产品的主要市场，在这一市

! 72
雅克 •甘斯勒， 同前书第2 0 8 至 2 0 9页；国会预算办公室， 《军火外销对 

美国经济的影响》，华盛顿特区， 1 9 7 6年 7 月；宽里斯 • 派特， "就业

与国防 " ， 《统计新闻》第 5 1 期， 1 9 8 0年 1 1月，第 1 9页；图爽来加 

魏里南，同前书，第 3 7 -  3 8 页，



场中作生意，跟在商业世界是大不相同的。 发展和生产军用产品并不首先考虑成 

本或价格，而是其性能是否优于潜在对手的军事产品，至少也要求其旗鼓相当。众 

所周知，这一需要加上用于军事研究和发展的巨额资源，造成了发展和生产武#系 

统费用异乎寻常地迅速增长。 很典型的，当前发展一种重大的武器系统，需要数 

化甚至数十亿美元，投产又需要数十仏。 任何私营企业都难以筹集如此巨大的资 

源，即使可以，也不会用这笔资源专门制造一种产品，其销路要受到公司无法控制 

的多种因素的限制。 因此，政府承担了一切财政风险。 有了销路和订了合同以 

后，才进行发展和生产。 买方与卖方共同确定产品规格，价格有一个大致合理的 

係计，事后再按产品规格所需费用确定。

2 6 8 . 考虑到上述种种因素，我们可以从国防工业转变为非军事生产时可能遇到 

的困难这一角度出发，列出国防工业的特征。 关于劳力，军事部门中专业化分支 

内强调质量和性能，以致掌握了技术，光其是对设计和生产形成了一种态度，这种 

态度，在以高速度高效率而不是质量为生产目的的商业领域中是格格不入的。 正 

如已经指出的军工劳力中报大部分的科学和工程人员，则尤其是如此。 军工企 

业管理人员所需的技术也是该领城中特有的。 一方面，商业部门的生产活动在产 

品的技术复杂性上和所需另部件供应者的数量上报难与军用部门相比。 主要军用 

承包商在系统管理中积累起的经验是西方主要武器生产!^政府极不愿看到任何有关 

公司关门的主要原因。 男一方面,在推销时与作为买方的政府进行交易是一种报 

独特的挑战，需要采用特别记败手续，还得大体符合政府规章。 熟悉衡门的"关 

卡 " 是门大学问，这需要广泛的背景知识和经验。 美国的调查參明，这是美国私 

营企业不愿卷入与国防有关的生产的主要原因之一 1" 。

2 6 9 .其次，国防生产某些部门的许多主要设备是高度专门性的，缺乏用于民用

17?
参看迈克尔•米勒 " 军用需求增长时街量工业是否充分：投入产出法" ，兰德 

公司，加利福尼亚，圣莫尼卡， 1 9 7 8 年 9 月，，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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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的灵活性。 现在的情形是3 0 年来，军用与民用技术有一部分是分道扬纖了， 

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民用工业承担战争物质的生产，然后又回头来为商业市场生 

产恰成尖说的对照。 一部分军工生产是由军工专用设备进行的。 大量的持续的 

军事研究和发展努力，造成军》̂工业生产能力的技术操作水平比鉴个民用工业的要 

高得多，极其严格的（或仅是不同的）军用标准和规格，以及进行动员时应具有生 

产能力的愿望，也促成了军用与民用工业的分海。 更为突出的结果是，国防工业 

趋于保有大量剩余生产能力，在美国，弹药工业的剩余生产能力超过9 0  % , 国防 

工业其他部门大多有3 0 % 至 5 0 % 的能力过剩 '7 4。

2 7 0 . 国防工业还有其他一些特征，往往使有关公司或企业惧怕裁军措施和必须 

转为民用生产的前景。 例如：大多国防工作得到持续不断的付款，这特别为资本 

力量薄弱的公司提供了很有利的现金流动。 同样可以理解的是，习惯于进行低风 

险军事研究和发展的公司，对于将自己的资源用于发展和生产受化莫测和竞争剧烈 

的民用市场商品也会感到懦備不安。 专门从事军事工作的公司由于巨大的间接费 

用—— 因为它们的工作人员以管理人员和科学工程人员为主，也因为他们缺乏民用 

产品的销售技术和经验—— 而对自己在民用领域的竞争能力产生合理的担忧，也会 

扩大上述忧虑。 此外，餐于军用合同的财务规模之大，以及发展和生产所需阶段 

之长，主要承包商在任何一点时间上均会有大量积压未交的本国和外国军队的定货， 

这又使转变为非军事工作的进程复杂化。

2 7 1 .最后还有利润问题。 这方面的证維还不足以得出结论：要看利润率是如 

何计算的，是根据大的国防承包商或是小的承包商，是主包还是分包，可能会表示 

出军事工业的利润率和民用工业比较起来有高有低。 男一方面，一旦得到了军事 

合同，由于成本加利定价，利润率是相当有保障的。 而且，从某一个军事合同可 

以得到的利润往往是很大的，这对公司的目标可起重要作用，即使利润率较低。还

174
雅 克 ，甘斯勒，同前书，第 5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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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提一提，至少在美国，对外军事销售比国内军事销售的利润要高得多 ' 7 , .

2 7 2 . 显然，这些特征因军事工业所在地点的不同而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例如 

在苏联，利润并不是使苏联工业公司进入或留在军用部门的重要力量。 同祥，苏 

联军工企业的管理人员也不会因为缺乏民用产品的销售经驗而担忧，因为这一职责 

是由中央计划当局执行的》 另一方面，有证揚录明，由于国防处于高度优先地位 , 
苏联军工部门的管理人员很少遇到其他经济部门所遇到的取得必要的人员和物资供 

应等管理上的巨大问题。

2 7 3 . 至于重新训练工人，一般总以为从事发展和生产现代化先进武器系统的工 

人具有独特的专业条件和技能。 其实，这方面所需的专业技能往往和民用产品所 

需的生产技术相同或相近。 某些专门职业或技能，尤其是发展和研究方面的人员 

或许需要改变一下方向和进行一些再训练176。 苏联有权威的判新表明，力了成 

功地过渡到民用工作，科学家需要一年、工程师需要两年的重新训练177。 还有 

一个问题是军用部门科学家和工程师拥有的知识很大一部分属于机密，除非取消对 

其使用的限制，否则只能浪费掉。

175

176

177

雅 克 。甘斯勒，同前书，第 2 0 5页。

下述资料支持这一论断： " 一项调查报告研究了航空空间工业中1 2 7 种生产 

职业；其中2 8 种是基本手艺（如：管子工、电工）， 9 3 种可以立即纳入民 

用工业的一种或几种职业，余下 6 种佑计需要约一年半的再训练，以便适应民 

用职巫。 至于发展和研究人员，一项美国调查报告估计，如果进行全面彻底 

裁军，仅有 1 3 % 的人可以在经过转换的原来就业（即由军事过渡到民用航空 

空间工业）中找到工作；但是，假定政府未有很好的计划，也可为其余的人查 

明近似的工作，只有4 % 的人除外。 所需再训练的阶段约为另至1 7 个月。 

丹 。史密斯和明 . 史密斯《军事费用、资源和发展》， （为小组编制的报告

西 摩 . 格尔曼， 《 军用工业转换为民用工业的障碎》，第 4 5 页， （为小组 

编制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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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4 . 专用的主要设备问题较小。 此种设备如系私营公司所有，可采用各种间 

接措施吸引他们放弃这些设备，向民用生产投资。 如系国家所有或控制，则可采 

用十分直接的措施。 在一段相当长的过渡时期内，期望各国完全拆毁他们的军工 

生产能力是不切实际的，因此缩小军用与民用工业要求之间的差距是十分有其必要 

的。 如果在工厂一级军 '  民用生产同时进行，则转变问题的规模就可大大縮小。 

为了作到这一点，必须限制军方对性能和技术要求尽善尽美的爱好，这本身就对降 

低军备竞赛的速度、推动达成控制和裁减军备的措施大有助益。 既然业已证明迄 

今尚无法控制军事技术的速度和方向，因此，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甚至一些担 

心军事工业基地是否充分的人，也觉得民用和军用生产更多的结合是可行而有益 

的 。 工会是支持民用生产和军用生产更多结合的另一股強大力量，因为在目 

前情况下，美国国防工业中的就业稳定性差，为免于失业，工人必须准备由一个企 

业转到另一个企业，使那一家取得合同而定。

军事研究发展

2 7 5 . 尽管世界各地的国防工业几乎都吸取为非军事目的进行的研究和发展的成 

果，用于军事目的的研究和发展的人力物力资源大部分用于国防工业。 同时又有 

大量为军事目的的研究和发展工作是在公私菅专用实發室和大学进行的。 看来苏 

联军事研究和发展与武器和设备的生产是严格分开的. 换言之，值得筒短地审査 

一下如果大量压缩军事研究和发展，科学界会运到什么潜在的困难。

2 7 6 . 第三章中指出，全世界约有500, 0 0 0 名科学家和工程师从事军事研究和 

发展，约从事研究和友展全部人力的 20% 。 对于这些男子和妇女将他们的努 

力转用于非军事目的一事，现有的共同的意见认为，困难将是比较小的。 军事研 

究和发.展努力的基础是十分广阔的；很少有科学探索的领城被视为没有潜在的军事 

用途。 而且，科学和技术的进展，至到 取 得 进展 时 为 止 是 中 性 的 ，即既可用

雅 克，甘斯勒，前引书第266至 2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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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军事目的也可用于民用目的。 换言之，广泛认为将用于军事研究和发展的人办- 

资源转用于和平目的的问题，本质上是针对关于科研的经费和方向的决定的问题。

277 . 但是对这一问题不应轻易地置之不理。 前面一节已经提到一种现象州有 

些从事军事研究和发展的人负所养成的对科学和技术问题的态度必须有重大改变才 

能在民用领城中发挥作用。 此外，军事研究和发展界的某些部分从事的领城和水 

W B t可能对民用用途甚微• 同样，由于军事研究和发展界的科学学科组成状况，

很可能在采取更多強调经济和社会需要的科学政策咏会使某些学科的大量科学家和 

工程卿赋闲起来。 军事研究和发展界;^此自然是了解的，他们对裁军和转变的支 

持显然要看对可能产生的服节状况的性质和规模有无切合实际的佑计，以及对顺利 

过波有无作出靠得住的安排。

穿军服的军事人员

2 7 8 . 穿军服的军事人负的转业不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均是一个单独的问题。 

由于全球军队的数字至少有2, 5 0 0 万，即使是有限水平的裁减部队协议也会涉及 

数百万人退役。 而民用经济大致上已供应了军人的消赛需要，他们退役就给劳动 

力市场增加了劳力。

2 7 9 . 前面第三章谈到了要求军人具备的多种技术和日益提高的技术水平。 广 

泛地说，这显然会便利向民用工作过渡，但是现有证据表明仍可预计到会有重大的 

问题。 1 9 6 0 年代后期佑计美国军队中服役人贞所掌握的军事性工作的80 0/0 

仅相当于民用事业男性工人工作的10 % 、" 。 这一事实当然表明退役前进行职业 

和数盲培训对便利过渡会起重要作用。 同样，至少大致保证退役前掌握的技术和 

在民用经济的就业机会取得一致，显然是有利的。 由于后者将受军工部门执行的 

转业战略的影响，因此必须使军事部n 各个部分采取的转业措施互相协调和统一。

哈罗德 •伍尔《军事专家：军队的技术人力》（巴尔的摩，约翰•霍晋金斯出 

版社， 1 9 6 8 年 ）第 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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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 0 . 值得指出的是多数国家会具有某种将人力由军事部门转到民事都门的经验。 

取得军事人力的最广泛的作法仍是征兵制，这包含了不断获取和释出劳力资源。

有更大关系的是正规或职业军人的流通经验， 例如，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每年 

有近 10 % 的穿军服的各种军人退役，绝大多数是应征的士兵，但也有服役时间更 

长的正规军人。 此外，好几个主要军事大国，例如苏联在1 9 5 0 年代后期，美 

国在1 9 7 0 年代初期，近来或多或少都有大量缩减军事人力的经验。 1 9 6 7  
年美国国防部提出的转业项目在退役前六个月提供训练或职业咨询，并积极吸牧私 

营工业和其他政府机构參与寻找就业机会，并帮助士兵达到技术要求。 作为证明 

这一项目相当成功的证据，可以指出， 1 9 6 7 至 1 9 6 9 年间，与国防有关的全 

郁就业在劳动力中的比例由10 % 降为9 % , 总的失业率则由4 % 降至3 .  5 % 。 

其后， 1 9 7 1 至 1 9 7 3 年间，美国经济总的矢业率由6 % 降至5 % , 与国防有 

关的就业继续下降，由 劳 动 力 的 7 % 降至6 % 以下 180

区域和分区的影响

2 8 1 . 既然军工活动大量集中在少数工业中，少数大业控制了市场，少数几项 

主要武器系统在总开支中占了大得异乎寻常的比重，军事活动对武器生产国的某些 

地区和居民必然有特别重大的经济影响。 重要军事基地, 由于战略和安全的原因，

往往建在遥远的地区, 它们同样又支配了周围地区的经济活动 , 例如美国的加利

福尼亚州南部，或许还有苏联的白海周围地区等国内分区—— 处理这里的转变问题 

需要以特别彻底和富有创造性的方式，因为它不止是寻找替代产品和重新训练工人 

的问题，而是要取代该地区整个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重大部分。 有些时候，这无疑 

是行不通的，只好将工人及其家属迁移到其他地区，

2 8 2 . 处理转变问题的这一独特方面的一项基本要求是，编制军事开支在经济中

180
美国国会，众议院，武 装部 队 委员 会， 《国家安全全面方案与有关的頸算要 

求 》，第 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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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的全面详尽的资料，以求极为准确地夢！1定其对某些国内的分区相居民就业的直 

接间接影响。 不消说，^ 不是一项筒单的工作。 不同种类的军事开支和特别类 

型的重要武器系统所起的影响必然不同,而且将随着时间和各种武器在生产中的变 

化而变化。 在各主要武器生产国复杂而i 相依赖的经济中，与国防相联系的就业 

的地区分配表现为广泛的初级、中级和高’级联系和直接间接影响的混合。 具 

有重要国防工业的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也必然如此，不过发展中国家的 

许多工业联系将延伸到国外，特别是延伸到主要工巫化武器供应国。

2 8 3 . 所幸各国政府均有能力收集有关数据，并有分析工具处理这种资料，以便 

为计划转变提供必要的坚实基础。 军事开支的直接区城分配資料，加上各工业间 

投入产出模式和工业与工厂地点的数据可力普遍或特别裁军措施的区域就业影响提 

供高度精确的係计。 已经作了大量有启发性的工作，特别是美国，但联合王国、 

德：t 志联邦共和国，加拿大、挪威和瑞典等国也作了这种工作* 多数參与工作的 

分析家报告称受到资料限制的束缚—— 或是资料不全 , 或是不合用或不够详尽~—  

因此，这一经验可帮助了解现有数据基础的缺口。

2 8 4 . 至于关闭军事基地这一具体问题，也有不少经驗可以吸取。 许多国家出 

于经濟原因或因战术和战略要求的变化，关闭或迁移了军事基地。 美国在1961  
至 1 9 7 3 年间关于了 1, 3 8 7 处，国防部经济调整处在帮助受影响的社区去组 

织和计划调整方面，特别是帮助社区组织官员了解联邦和州提供的人力培训V 发展 

贷款和赠款等方案方面已取得了相当多的经％和专长。 虽然经济调整处作出了很■ 

大贡献，但它没有权力也没有自己的资源来协调和加速调整的进程。 许多受影响 

的社区最后从转到更稳定而更多样化的经济基础上受到了益处，但过渡阶段是漫长

… 例如：曾经倍计，如 ;B— 1 战略轰炸机投产，全美国有5, 0 0 0 余家公司将得 

到新的生意。 多种企业卷入并非新的现象。 苏联2 0 年前的一篇声明指出 , 

一般说来,生产一架战斗机需要500家企业，生产一辆坦克需要300家 业 ，

生产一艘战舰要500家。 参看《裁军的经济和社会后果》（E/X3593/Add. 

第 197页 ) , 苏联跋府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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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痛苦的。 因此，关闭基地的建议不论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地方—— 例如在瑞典一 

都不断迁到大力反对。 总的来说，关闭基地的经验，一方面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 

參考材料，另外一方面再次说明对于向非军事活动转变需要作好考虑周详的准备， 

而不是事后给予特别帮助。

.尽童减少过波时期的问题的措族

285  . 顺带提一下，前述"H•论已査明了许多能被用来便利转换过程的政策和 

措施。 其中所得出的一个最重要结论是普遍需要规划。 在所有各级，从中央政 

府到个别的军火工厂和依存于军事方面的社区，对于失去所有的或一部分的军事活 

功后怎么办这一■个问题必须椒底加以考虑，以便决定所产生的S 难的性质和程度，

并评价可能的解决办法的功效和可行性。 这样做我们就能够制订出一项关于转换 

的综合战略，既，决各个受，响团体所特殊关切的问题，并且也最有效率地分担 

转换过程在各方面和各阶段的责任。

2 8 6 。 总的来说，载换工作的主要责任不可避免地落在中央政府身上。 这 

是由于政府与军事部门之间关系的性质而如此，尤其是在领导转换过程的准备工作 

方面。 政府应该起领导作用, 不过对于调整问题的性质和可能的艰巨程度取得详 

尽资料以及设计克服这些问题的措施和安徘的过程都将是政府同工业界、工会和大 

多数依赖军事方面的区城和社区的官员的一项联合努力。1 8 2

对挪威经济所作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尽童疯少过渡时期的问题的那些措施隶 

少应该具备些下列特征：劳力高度密集、具有良好的就业地咸分布、利用到 

一个储备的劳力来玩，填补一现未满足的需求、受到欢迎并且答易智到、 已经 

是用公众资金来筹措费用的、相当不依赖其他希少的或开发缓慢的资玩( Olav 
PjerKholt, Aadne Cappelen, Nils Fetter Gleditsch 和 IQnrt Mourn 合著《裁

军与发展；对挪威进行的一项转换研究》（为小组编写的振告）， 7 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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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 7 。 实施裁军措施后，政府对转换过程本身的，与性质和程度随国家而不 

同，大部分取决于经济制度的类型，不过也取决于许多其他因素。 每个国家在其

赞 累 的 范 畴 内 队 冬 熏 履 马 褒 条 ⑩ 分 资 玩 的 机 制 ，包括从联邦、州和地方政 

.府一级通过公开市场进行的中央规划或指示性规划和予算分配，以至于在军拳工业 

康采恩的管理部门和工人与消费者固体之间的直接协商，例 如 联 合 王 国 飞  

，机公司的车间工人代表所采取的具有新意的作法。

2 8 8 。 不过，也应该強调一点，裁军措施的实现将代表一种战略机会，让我 

们利用裁军所得到的灵活性来对付国内外的重大经济和社会问题。 各国政府应该 

有所准备，尽量利用这个机会，制订广泛的国内外优先次序，并且在宏观和微观一 

级采取适当步骤，确保转换过程尽可能有助于达到一种能银反映这些优先次序的资 

玩使用情形。

2 8 9 。 所有各国政府都能够具有广泛的信心最少在中期和长期方面——  

它们有能力在维持经济活动的一般水平方面起主要的作用。 在关键问题就业方面, 

我们已经看见存在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几乎所有取代军事支出和生产的可能办法都 

会产生翁少同样数目的新工作，在大多数情形下产生更多数目的新工作。 当然， 

在计划经济国家，政府拥有S 按全面的权力来办到这一点，而在市场经济S i家內则 

存在着各式各样予算和货币的借施来辅助市场系统。1 8 ' 不过，在所有情形下，政 

府必须仔细地将裁军同完成节省资玩的转换所需的时同密切配合，以免超越调fe能 

力的范围。 决定过渡期间的长短所需要基本考虑的事项为Ï 査明新的市场、发展

新的产品、重新制造生产这些新产生的工具和重新训练管理人贞和生产工人。

在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宪法的规定要求国家在国家经济的任何部门包括军事 

部门在执行转换措施以后，向工人提供适合他们資格的新工作（ Klaus  
E n gleh ard t著 《军备竞泰和裁军对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劳工状况的參响》 

( 为小组编写的报告）。



在市场经济国家，另外一项重要的考虑是时I'曰j的配合或予算和货币方面的补充政策， 

以确保刺激效来同军亭载疯直合。 各項补充方案的混合虽然在.长期方面没有什么 

參响，不过在短期方面由于不同猎施有不同的时间迟滞，所以是非常重要的。 例 

如，增加政府的非军事支出会有直瘦而立即的影响，但是减税的全部，响在几年内 

都不会觉察出来。

2 9 0 。 人们广泛地相信，我们有机会更直接和有系统地应用科学和技术来解 

决经济和社会问题，这是裁军所会带来的最-藍要的利益。 一个国家的军事、科学 

和技术资玩包括：人 力 （科宇家、工程卿、技术员和技术管理人员），设施和设备 

及科学和技术资料。 力转换的目的，这些组成部分每一明都需要单独加以注意。 

制订一项能反映本国和国际两方面的经济和社会优先事务的国家科学政策将是极为 

有用的，以便为转换工作提出方向和集中力量。 军事研究和发展部门的人员适应 

新情况所需的具体条件在有关人员的不同职类之间积同一职类的内部都有极大的差 

别。 决定在重新训练、重新教盲和重新部署方面所需要的可能条件将需要对军事 

研究和发展阶层的组成情况有评细的了解。 必M考虑如何以及在什么地方进行直 

新训练和S 新教育的工作，以及费用由谁支付的问题。

291 . 至于设施和设香，有必要编制一个详尽的国家军爭物品清单，以使作 

为奸价这些物品在民[El]研究和发展方面适用程度的基础。 问样的，所，存的军亭、 

科学和枝术资料也可解除保密Î生，并且有系统地调査可能的民间用途。 一个宣要 

的补冗措施是鼓励民l9i工业更愿意系担研究和友展。 这将可以扩大生产力，也能 

够对拥有关于有效使用研冗和发展资玩的知识和经臉的管理人员—— 世就是国防工 

业不成比,例地大批雇用的管理人员产生着求。

2 9 2 。 使科字和技术更能响应经济和社会的要求，这个目标一一和这种需要 

—— 是不会筒易实现的。 当然，象民用航空、对别种能玩的研究、进一步发展核 

能技术使其更适于民用、设计水下遥控工具来开采能玩等部门都是同军备部门某些 

领域的高度专门化的技术类似的。 另一方面，象解决污染问题、改善教育功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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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及性、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量等问题都与送人到月球或准确地投掷一牧核 

弹头以击中5 0 0 0英里外的目标等所面的狡术间题大不相同并且远较复杂。 也 

许下述说法并不夸张，即我们对于如何座用研究和友展資玩来解决这些问题仍旧相 

当无知。 灰展新的方法、技术和作法以便有效地应用科学和技术资玩解决经济和 

社会问题将需要大量的思考和试验。

2 9 3 。 上面所微述的关于转换军事研究和发展的一般作法也可以应用到军亭 

工业。 首先要做的是尽可能精确地断定哪一个地方的-那一个工业在很大程度上依 

赖军事方面的需求、有关工作人员的性质和所用工厂和设备的种类。 如果工厂、 

设备和人力—— 因此包括产品在内—— 在军事用途方面没有过份地专门化，则政府 

可以决定是否只采取一般住的货市和财政补僮措施, 加上市场力量，就足以维持需 

求和就业，还是最好采取更具体的措施。 我们可以借用输入输出模式来予测与补 

偿政策有关的需求型态同与军事支出有关的需求型态之间会有多大程度的差别。在 

差别很大时，我们可以制订更为具体的工业措施以供可能的实行。 …

2 9 4 。 在男一个极端—— 由军火工厂和航空、电子和造船等方面的主要军事 

承包商来代表—— 问题就相当较为难办。 政府必须同工业方面管理部门和工会一 

起决定有郑些其他用途对这些资玩是可行而值得想望的，其中在短期方面较为重要

过去的研究结果有时会令人惊讶。 似乎可以合理地假定象初缴钢铁制成品 

和初级有色金属制成品等工业将会受到裁姨军亭支出的打击。 1 旦是，研究 

美国的经济—— 假设军费的裁減将由教盲、卫生、公共援助和环境等的新的 

等值公共支出所抵销—— 后发现，这些特定工业反而会从这种改变中得到很 

大利益。 这说明了现代工业经济相互依存的复杂性。 参看Roger H. Bezdek 

著 " 军事支出此消彼长对1 9 8 0 年经济的，响—— 区城方面和职业方面" ， 

《区城科学杂志》第 1 5 卷 ， 1 9 7 5 年第 2 号，第 1 8 3 至 1 9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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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那些显然可行的用途。 一旦作出了这些战略判断以后，我们就可以佑计所需 

的重新训练、重新教育和重新部署的程度，并且设计各种方案来满足它们。 同样 

的，数据库和一个关于改用军事工业资玩的广泛战略都是决定在完成过波工作方面 

所需的具体措施—— 减税优待、投资奖励等—— 的性质、程度和期限的要素。 最 

少市场经济国家在这方面将无需详细地规定所要改造的产品或决定如何来制造这些 

产品。 它们也不应该企图去做这件工作。 市场经济的作用应该是指导和便利转 

换工作以及减轻在转换过程中被解雇的人力资玩所遭迁的困境。 不过，为了有效地 

发挥这种作用，市场经济国家必须熟悉在研制和生产一种新产品方面所会迁到的困 

难和完成这件产品所需的时间。 同样情形，国家也必须作好准备以消除在这些前 

军事设备供应商所希望打入的民用市场上所存在的任何障碍。 但是，应该再度强 

调一点, 即转换的核心问题一 直接为满足军事上所需要的特殊物品和服务所用的 

资玩一 即使在大多数高度军备的国家中也没有大到使人畏惧的地步。 此外，裁 

军过程将是一种渐进的过程，不会突然改变，从而也会减少任一特定时刻所碰到的 

问题的困难程度。

2 9 5 。 有一个问题必须特别小心地应付，那就是主要的军事承包商是否能够 

过渡到民用生产而仍旧保持大部分的原来结构。 上面 已经指出过，这些大企业已 

经在科学和系统管理方面发展出独特的能力，它们的工作队伍突出地表槐在科宇家、 

工程帅和技术管理人员所的高比例，而它们的推销技术也是完全面向于政府采贿 

的。 有些分析家觉得在转向民用生产方面这些大型金业可能将需要加以折散。1 8， 

不过，也有其他的分析家虽然同意必需改变这些在军用生产环境内所养成的习惯和 

态度，但他们提出看法说，民用方面的许多重要条件从科学和技术的役入及需要有

# #  Bernard U d i s所编《美国经济对裁减军事支出所需的调整》。 （ACDA/ 

E—1 5 6 ,  1 9 7 0 年 1 2 月，第 5 4 7  至 5 9 8  页.一书中的 Aniitai Etzioni 
的文章： " 社会转向性：理论的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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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系统管理能力上来看极类似于大型的军事项目。 这方面可举的例子包括新能 

玩、开发海洋资玩、保伊环境以及大城市在运输和清洁等方面所需的新式系统。' s '

2 9 6 .除了需要军事工业作好准备和定期审查转换的计换以外，还可以采取许多 

其他准备步骤以尽量减少实际执行裁军措施时所产生的问题。 如上所述，扭转军 

事商业和民间商业日益扩大的分离趋势被认为是可能并且值得想望的，最少在美国 

如此。 为就励这种合并所采取的措施包括：对军事采购订出标准和商业作法；允 

许国防承包商力了多样化目的收取军事工作的研究和发展费用。 目的是减低个别 

公司和工厂依赖军事工作的程度。 同样情形，也可以采取步藥，遂渐地使那些目 

前大量依靠军事合同的区城和社医的经济基础多样化。

2 9 7 .此时值得重申一点，即本讨论的目标是针对于专门用于满足军需货品和服 

务的人力和物力资源。 这些是完成军事专用产品的最后制造和装配的资源。 这 

些资源所属的工业—— 主要是飞机、电子和造般工业—— 同时为军需和民间市场服 

务。 越离开制造环节的主要军事承包商一级越往下伸展，则同一生产设施满足这 

两种市场需求的范围就越来越大。 例如，在苏联，据说明在1 9 7 1年时有41% 

的军事工业产出属于民用产品，而目前的五年计划（1 9 8 1 -1 9 8 5 ^  )则规定要大 

力扩充这种生产。 同样情形，据佑计 1 9 7 8 年美国军事工业的产出有6 0 % 左

苏联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亭务研究所， 《人类目前灰展阶段的紧急政治、社 

会和经 '济问题，以及将目前被军备竟泰所吸收的资玩转用到发展需要上面去 

的实际作法》，第 1 4 页。

关于将美国国防工业的系统管理能力应用到1 9 6 0 年代后期的民间问题上 

例子P 参 看 Marvin B erkovitz,著 《将面向军亭的研究和发展载换力民î：司 

用 途 》（纽 约 出 版 公 司 ， 1 9 7 0 年 ），附录7 H , 第 5 9 7 至 

6 0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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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是针对民用市场。

2 9 8 . 在美国参议院提出的一件法案（S. 1031号 ）提供了一个关于转换战略的范 

围和内容的极好例子。 第 S. 1031号法案的目的是为社区、工业和工人在军事 

订单裁减情况下进行面向民间活动的经济调整提供便利。 它规定设立一个国防经 

济调整委员会，由各主要联邦政府的部门、教人工业和工会的代表组成。 该委员 

会将由销售和生产工程等领城的专家的专业工作人员来辅助，并且获得授权，向任 

何政府机构或附属机构收集所需的任何数据和资料。 委员会的职責包括编写和散 

发一本关于管理、专业和技术人员的重新训练和改行及实际工厂改为民用生产等问 

题的《转换指导手册》。

2 9 9 . 该法案还规定在每一个雇用1 0 0 人以上的国防设施内成立一个管理和工 

人分开的 " 备选用途委员会 " 。 这些委员会将被要求—— 做不到则要受罚—— 制

订和更新有关计划，以便转力民用时能够在两年内完成，以及查明在转换过程中会 

被解雇的平民雇员，必要时为他们提供就业的再训练。 第三，该法案规定设立一 

个专门的 " 工人经济调整储备信托基金" ，由军事裁减所1T省的预算（ 计算所得 

节者的1 0 % ) 和与军事合同有关的工业的盈余（占承包商向国防部每年销售違余 

毛额的 1. 25  96 ) 来提供经费。 该法案的其他规定包括向接受宣新训练和重新安 

插的工人提供维特收入的指导原则。 最后，该法案授权国防经济调整委员会从各 

个联邦机构所经管的经济发展基金内向受到军事裁减严重影响的社区指拨适当部分 

的专款。

187 S e y m o u r  M e l m a n 著， 《同上》，第 1 4 页。

'88 类似用意的法案已经在参议院和众议院提出过许多年。 没有一件，包括 

S. 1031号法案，曾达到在参众两院任何一院表决的地步。 新的法案也在 

1 9 8 0 年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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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选工作

3 0 0 . 上面第二章已指出过， 1 9 7 0 年代的经验已相当惊人地再度肯定了资源 

即使从全球角度来看也实在是有暇的。 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所有力图表达的巨大发 

展需要；石油危机；对于取得其他可再生原料的日益关切；以及在空气、水和土地 

环境的污染之间所存在的复杂的协同关系声分已产生了一长串惊人的国家和国际的经 

济和社会问题，它们都需要多少带点紧急性地加以解决。 换句话说，查明能够利 

用目前军备竞，资源的那些经济和社会需要是一点也不成问题„ 事实上，问题仍 

然是选择什么，以及制订怎么样的优先次序，因为即使是裁军也不会消除资源相对 

于需求的全面不足情况。 但是，大量裁军能够提供一个飞跃的起步，特别是这祥 

一种发展几乎必定引起人们更普遍地合理分配资源。

3 0 1 . 长远来说，所有的资源都是完全可塑造的。 将目前用在军事部门的资源 

转用在社会部门是一•个有点较为局暇性的工作，因为将一名4 5 乡的航空工程师降 

格为一个中学毕业生，或将一个导弹装配工厂化为一堆废铁重新加以塑•造，这些都 

是不切实际的。 尽管如此，绝大多數的意见认为，根据实际的有力经验，我们能 

够将用在军事方面的资源经过最多大约两年的时间就适当的" 重新塑造"，而使它 

有效地从事满足民用的工作。 找寻民用产品取代军用产品的工作最好莫如由公司 

自己利用内部已有的能力来做。 过去对于转换问题的调查研究已查明了广泛的民 

间活动可供军事资源的转移，当然是在特别具有大型多样军事部门的国家内，不过 

也可以转移到国际发展方面。 后一看法对本文特别有关系，所以下面分开讨论。

国家方面：工业化国家内的备选工作

3 0 2 . 前几章已指出过，件多主要工业化国家最近几年经历了不寻常的高通货膨 

服率和失业率以及下降的生产增长率。 其中一些国家有着严重的污染问题、城市 

衰退问题、教盲和保健的标准下降问题、以及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資穷线上的间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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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国家的一些特别迫切要解决的问题都与环境有关。 发展有商用价值的可再生 

能源是一小紧急使先事项，这也是能够有效地应用军事研究和发展资源的地方。短 

期来看几乎不可避免地要转向更多地依赖媒源，不过即使在这方面也需要进行重大 

的研究以减轻有害的环境影响6 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只要政府和工业界集中 

全力有系统地从事有关的研究和发展工作，则必要的技术突破是能够得到的。 考 

虑到能源问题是一个大而且很，急的问题，并且考虑到提供全球能源安全的共同利 

益，则我们能够设想设立一个国际能源机构来便利科技交流和尽量减少工作重复。

3 0 3 . 除了为目前从事军事研究和发展的大量科学家命工程师提供别的工作以外， 

一项美国的研究发现，军事部门的^ 工人厳摊I当快地将他们的技术转移到太阳的发 

展、生产如装置上去。 显然，一旦发展出有商用价1■，的太阳能系统，其生产、 

装设和维护将牵连广泛，在就业方面的影响远超越 ( 转换以后的）军事社区的范围。 

更一般地说，发展能源效率较高的技术以便应用在工业的制造和运输部门是所谓再 

工业化的一个关鍵条件，并且为军事研究和发展资源提供各式各样的应用领械。

3 0 4 . 男外一个急需注意的领城是环境。 在胆止环境的退化和补救已经受到的 

破坏的一个基本先决条件是更通盘地了解空气、水和土地环境之间的复杂协同关系。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很多方面的学科与此有关，包括在军事研究加发展学界内的 

所有或大部分学科。 住房和城市重建以及其后的大规模重建方案是另外一处可供 

各种研究和发展能力发挥的地方，这些方案要求人们研究新的材料、建筑技术/如工 

具，配以有新意的规划，以使城市和人口集中的地区住起来更为舒服。

3 0 5 . 急需新的运输系统，特别是在城市地区，它们长久以来就被认为是军事部 

门的高度科技工业的一个主要的民用方向。 现在还是这样，不过经I金证实，在转

189 Robert  De Grasse.  J v 等人所著《制造太阳能工作机会：军事工人 

和社区的其他选择》， " 中半岛转换计划 " 的报告， 1 9 7 8 年 1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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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过程期间必须考虑到性能和技术能力以外的其他因素。 特别是在美国，改造铁 

路系统是军事研究和发展及生产设施的一个潜在的巨大市场。 缓路是运输人资和 

货物在燃料 i 胡資有效率的方式。 * 新式的後路系统使用非常先进的技术，籍要 

在车箱和新的建筑方面进行重大的投资，特别是将线路密度高的客运和货运路线分 

开。 在保健方面，医疗方法的长足进步没有配合组织和服务上的廉价费用。 军 

事部门在组织和系统管理方面的技术可以在这方面找到应用。 同样的，普遍相信 

通讯技术方面的革命在数盲领城会有重大的应用。 在这方面可以为军事部门的工 

程师制造就业机会。 应记得， 已預计到工程师是重新雇用方面最能引起困难的问 

题，因为从总工作人数的百分率来说，大多数民用工业对工程师的需求量显著低于 

军事工业。

3 0 6 . 对于目前替军事部门生产专用物品和提供服务的那些资源如何改为民用问 

题我们可以在有关文献内找到更详尽的资料。 前一次关于裁军和发展问题的联合 

国报告已查明了 7 0 多种军事研究和发展能力的可能的改变用途。 军事工业的改 

行工作是在联合王国内最近几年的一项积极研究的课题。 这件工作的一个重要方 

面是有关工人直接参与研究工作，特别是 J^ucas飞机厂 和 V i c k e r s公司的工人。 

这件工作也产生了一长串相当适于那些目前制造军亭电子系统、海军舰艇、装甲车 

辆等的工厂、设备和劳动工人从事制造的民用产品。 不幸，这项主张不等有机 

会执行早就被胆止了。

3 0 7 . 有一个转换方面在目前阶段特别令人感到兴趣，那便是目前用于发展如制 

造化学战药剂的那些资源。 现在正在进行努力，以便就一项关于禁止发展、生产、

《裁军和发展》， S T / E C A / 1 7 4 ( 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E. 73 .

工X. 1 ),第 3 3 至 3 7 页。 在 Dan  S m i t l i和 Ron  S m i t h 所著《军事 

的支出、资源和发展》中有一个较新但仍不完全的清单（复印于附录二），

它们是取自最近所作的这些调查报告。 另外参看Dan  Smi  t h 所编《军事 

工业的备选工作》（伦敦 . 1 9  7  7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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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和储存化学武器以及销毁储存的化学武器的公约开始进行谈判。 斯德哥尔摩 

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最近一项研究得出结论，这项转换是可行的，对于有关工作人员 

造成报少或不会造成影响。 方面，将储存的化宇战药剂分解为其组成物质 

和中间产品再将它们用来制造民用产品被认为是技术上可行的。 并且，这个过程 

需要与生产化学战药剂同样的具有专门技能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 另一方面，将 

生产化学战药剂的工厂改为生产杀虫剂、塑料剂和防火剂等商用产品是相当可行的。

矛盾的一点是 . 此种转换的非常容易反而是一个严重的缺点，因为再将设施改回原 

来生产化学药剂的设族也是相当容易的。 除非对于现地査验问题取得突破，否则 

为了核查对化学战公约的遵守情况报可能齋要将设施关闭并且拆散，

3 0 8 . 考虑到一项几乎普遍的看法，即如果有适当☆ 准备和计划，则关于转换的 

过渡问题是可以立即设法，决的，另外念及裁军几乎必定将是一小有选择性的渐进 

过程，因此人们应该清楚地看出，工业化国家特别是包括各主要军事大国在内，它 

们并不缺乏将目前专用于军事方面的资源转为民用的重要用途。

国家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备选工作

309. 当记得. 发展中国家的军事支出只占全球军亭支出的1 6 % 左右，而这笔 

款数大部分集中于相当少数的国家，特别是中东区域的国家。 除了少数重要的例 

外以外，它们在军事上的研究和发展微不足道。 重大武器的生产和装配非常普遍 . 

但是其规模同样也只有少数国家堪称很大„ 总的来说，军事部门所雇用的劳力不 

会只专门适于军事方面的工作，而军事工业的技术也不会与民用工业技术相差太远。 

确实，发展中国家的一般工业基础很狭窄，不象发达国家那样的机动，因此对于调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研究所她学武器：销毁和转换》， （伦敬， F ran cis  
and Tayior公司出版， 1 9 8 0 年 ）。 特别卷看第7 4 至 7 5 和 130 

至 1 3 3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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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和转换的固有适应能力较低。 不过，整个来看，除了少数发展中国家以外，其 

他的所有发展中国家关于转换的问题似乎都是相当的小，并且都较容易实现裁军所 

带来的利益。

3 1 0 . 发展中国家在 1 9  8  0 年的军事支出大约为 $  7 3 0 1乙，绝不是小数目。此

外，这整资源可能转用的方面特别迫切，因此发展中国家也要象工业化国家一样，

非常仔细地考虑如何善用裁军措施所开放的机会来减轻最迫切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以 

及为使经济走向更健全、更独立的长远道路作出贡献。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内，大

量裁军将会大大地减轻普遍存在于执行发展计划上的财政暇制。 减少进口的武器

和备件以及减少用在地方军事生产的资本货物和中间制成品的进口将解放外、 转

而用来减轻在工业化方案和扩大农业生产上的瓶颈。 武装部队、军事官僚机构和

国防工业人员将能提供大批人力来减轻各种熟练劳工和管理人员的缺乏情况。 此

外，学校、大学和技术研究机构的能干的、受过教育的、熟练的人力流向军事方面

的情况也能够加以减轻。

3 1 1  . 显然，减少饥僅和营养不足的人数是經期和长期方面使用裁军措施所节省 

的资源的一个优先项目。 教育和卫生是男外两个需要大量资源的方面，即使只是 

向所有人民提供基本的服务和舒适。 简言之，对于查明现在用在军事方面的资源 

有哪些有利的其他用途，发展中国家所遇到的困难甚至比工业化国家还小，并且总 

的来说应该较容易完成这个过渡。

192
另外也可以提一下有要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已有过经验 . 例如，印度在第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管理过大规模的遣散复员工作。 同祥情形，新加坡 

在英国撤走部队以后，同英国政府合作，成功地克服了因为部P人撤走所道受 

的大量经济活动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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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方面：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意义下的备选工作

3 1 2 . 将目前用在军事方面的资源转为民用这样的结构转变在一个能动的经济环 

境下将远较容身实现。 目前的经济困难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是病症迹象，不只是短 

暂的周期性下降，而是一种吏为深刻的经济结构问题。 各主要消费市场的饱和以 

及在经济增长方面出现严重的供应方限制—— 能源、原料、污染等等—— 都告诉我 

们许多® 家必需改变工业结构，改变今后投资的方向，以及改变消费者的需求型态。

3 1 3 . 存在一种意见认为，工业化II家不能完全靠它们自己来复苏世界经济。

具体地说，人们已经广泛公开地表示，一项基本要求是落实发展中国家的巨大潜在 

需求。 经合发组织国家充分地明白，如果不是发展中国家在1 9 7 0 年代内向它 

们保持相当旺盛的进口需求，则它们目前的经济情况还要更坏。 越来越多的人支 

持下述看法，即全世界的成长和发展型态越均衡，在经济和政治两方面来讲对工业 

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极大的共同利益。 此外，扩大国际经济合作以及协作管 

理对彼此有利的相互依存关系，尤其是消除存在于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相互 

依存关系中的普遍不勿称现象，这些都能够并且应该加以提倡，将它们包括在东西 

关系、东南关系、南南关系以及西南关系中。

3 1 4 . 不用说，对解决之道取得广泛的协议同详细制订和执行达到该解决办法的 

战略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 1 9 7 4 年所通过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 

和 《行动纲领》（大会第3201 (S—V I ) 和 3 2 0 2 ( S - V I ) 号决议）及其后在大会 

第七届特别会议上（第 3 3 6 2 (S -V工工）号决议和在《联合国第三小发展十年国际 

发展战略》（第3 5 / 5 6 号决议） 中所进行的详尽制订工作组成目前所存在的最全 

面的行动计划。 第二章已筒述了这项战略，此地不再重述。 只需说到下面一点 

也就足够：即，有计划的快速执行这项战略将是一件庞大的工作，相应地需要巨量

例如参看经合发组织的报告， 《交错的将来》， " 面对将来 " ，巴黎， 1979 
年和世界银行《 1 9 7 9 年世界发展报告》，华盛顿， 1 9 7 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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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源，并且对全球经济活动的结构和型态将有深远的影响。 当人们谈及新的经济 

和社会方案需要价值几千亿美元的资源时, 军备竞赛对资源的束缚就表现的非常明 

显。 还有更基本的一点是，我们有理由怀疑，如果s 际关系继续为军备竞赛的心 

态所主宰，则采取这样一种大凰而有眼光的看法是否还有可能。

3 1 5 . 此地所要考虑的更具体的问题是：第一 ,用什么方法使目前用在军事方面 

的资源能够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加速经济发展；第二，如果将这个问题放在国际合作 

的架构下来进行，则传统上转换所附带的那些难题会增加还是减少？ 先讨论后一 

问题，这是一♦ 还需多加探讨的領城，不过已有迹象表示，如果转换过程同旨在达 

到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方案结合，则是会有利于军用资源的转为民用。 但是即使 

在目前情况下，我们仍很难想象我们所设想的备选工作如何能够完全不超越国界地 

进行，更难想象如何能够在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自身集团之间分开地进行这种 

备选工作，因为許多工作都必须在全体人类共有的全球环境内进行。

3 1 6 . 前面已提到过，任何种类的经济调整都较容易在一个能动的经济环境内完 

成，似乎人们会同意，此地的一个基本要求是世界经济的有力增长和扩张，尤其是 

在发展中国家内。 不过，除此之外，也有证掘显示，发展中国家对资本货物的进 

口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工业化国家的裁军措施所释放的生产能力相一致的。 例如，

对挪威的裁军和转换进行了一项个案研究。 将转移更多资源给发展中国家作为转 

换的途径之一，在这种情形下已经友现对挪威经济产生最少干扰的转让政策所涉及 

的货品和服务是同发展中国家最新强调的提供基本需要和促进自力更生紧密相合的： 

即农产机械、遍业技术、采矿机械、制造业、建筑和水力发电r 和设备及教育和保 

健方案的人员。 同样地，一项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个案研究发现，现有的发 

展援助方案，即使绝大多数都没有附带条件限制，也对德意志经济带来了大量生意，

0 lav B j erkho 11, Aadne Cappelen, ITils Fetter Gle di t sch 
和 Knut Mourn,所著《同上》，第 5 1 至 5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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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利益集中在工业方面的工程、车辆制造和金属生产等部门。 应记得，军事方面 

的需求也是集中在这些部门，因此发展中国家进口量的普遍r 大有助于转换。

3 1 7 ，关于第一个问题，将军事方面的资源直接转换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 

发展用途上，机会最多的地方似乎是在研究和发展领城。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的 

重要性无需低倍。 事实上，假如不是因为人们相信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能对解决发 

展不足问题作出贡献，则这些问题将似乎是大到相当无望。 不过，目前在全世界 

从事研究和发展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人数中发展中国家只占1 2 % , 而在全球支出 

方面则只占3 %不到。 将工业化国家的一部分军事研究和发展的资源用在解决发 

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方面对于纠正这种不均情况将会大有帮助。 短期和中 

期来说，这种做法也許可看作为取得更多研究和发展能力的暂时机会，不过有一点 

特别重要，即作这种努力时要作到永义性地加强发展中国家的本国能力。 其中我 

们必需更大量地研究转让技术的方式和技术在当地适用和扎根的先决条件。

3 1 8 . 发展中国家在研究和发展能力上的普遍劣势已使它们处于一个技术几乎完 

全依赖工业化S 家的地位。 取得这种技术需要昂责的代价，而且经验证明，大多 

数情形下，这种技术并不适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内的普遍情况。 在这种条件下的 

技术转让倾向于造成大规模的资本密集的企业，它们附属于主要为农业性质的地方 

经济，从而便利少数既得利益阶展的集中权力，加重了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社会和经 

济不平等。 男一个倾向是促使对环境有破坏力的工业活动移往发展中国家。 换 

句话说，如果要使工业化国家的军事研究和发展能力的转换能够解决发展中国家的 

经济和社会问题，则进行转换时必须做到好象发展中国家自身拥有这种能力一样。

只有这样才能够合理地保证转换结果取得最大利益并且符合每个国家的发展目标和 

需要。

Rol f  K r e n g e l著 《裁军政策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部门性生产和就业的宏 

观经济影响，特别强调发展政策问题》（为小组编写的报告），第 6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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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9 . 象工业化国家一样，发展中世界的一个最首要需要便是找寻新能源和可再 

生能源以补充石油之不足。 虽然对于寻找高深技术的解决方法没有什么特别的禁 

制，不过一些较为重要的条件是，这些装具应该能够小规模地生产和相当容易操作 

和维修，以使它能够在农村部门普遍采用。 许多发展中国家甚至缺乏力制订能 

源战略提供基础所需的技术和管理资源，亦即缺乏进行下述活动所需的技术和管理 

资源：对燃料矿物和其他能源进行地质和地球物理调查；审查传统的和新的技术； 

以及评价商用能源和非商用能源的需求趋势。 卫星技术在此处极力有用。

3 2 0 . 粮食的生产是男一个紧要方面。 在目前情况下，预测许多发展中国家今 

后二十年内将更为仰赖进口粮食。 这是一个严重的危险情况，既因为全世界在供 

应和需求之间的均衡情况很容易变为相当微妙，也因为粮食的真实成本几乎必定大 

大提高，使得巨大的粮食进口需要甚至更严重地消耗了大笔外汇储备，亦即对维持 

增长的能力间接造成沉重的压力。 在这个领域存在着种种研究和发展上的挑战：

培育适于发展中国家不同土壤和气候情况的各种高产主食品种；病虫害的控制；适 

于当地情况的储存和加工粮食的方法；水的管理和灌親技术；利用当地原料、能够 

国内生产并且具有较低的购置、操作和维修费用的工具和设备。

321 . 最近在分子生物学方面的进展为粮食不足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特别的希望。 

从菌类和藻类生产蛋白质，其速度比从动植物来源生产蛋白质更快、成本更低， 目 

前已被认为是可能的事。 剩下要做的工作是将这种技术知识化为适于在友展中国 

家应用的设施和程序。 最近的一项研究结论说， “ …，•…酶工程学、微生物遗传学 

和发酵技术等的进歩…••…指向新的方法，发展小规模程序以作为工业化的顺理成章 

的起飞点。"

3 2 2  . 发展中国家已经将工业化作为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范畴下加速本国发展的

斯德哥尔摩S 际和平研究所《向传染病展开战斗：应用微生物学在军事重新部 

署方面所起的作用》， （伦敦 î ' r a n c i s 和 T a y l o r 出版公司， 1 9 7  9 年 ）, 

第 1 3 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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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重要部分。 据佑计，要达到在2 0 0 0 年以前将发展中国家制成品产量在全 

球所占的比例提高到2 5 % 的利马指标需要发展中国家将其工业产出增加九倍，所 

需的投资在您4 0 0 0亿至S 5 0 0 0亿之谱。、" 已经有人提出若干作为一项工业化 

方案的可能基础。 不容置疑，发达国家的军事科学和工程能力能够应用于许多其 

他方面而为工业提供一个适当的技术基础。

3 2 3 . 卫生和教育是发展中国家所极需并且具有很大潜力可供军事研究和发展的 

资源转用的另外两个方面。 由于种种理由，督括直到最近还在准备可能在战争中 

使用生物武器，所以工业化国家的军方花了报大精力于有关在舒外情况下的传染病、 

粮食清洁和水及废物的管理。 这方面所取得的知识和所发展的须防能力对于改善 

发展中国家的卫生条件具有潜力极大的应用。 也有人提议，军方在生物科学方面 

的能力也能够立即应用在对抗传染病上面，特别是儿童传染病，并且用军方在组织 

和后勤方面的技能来提供基本的后援，以保证补救工作得到有系统和有效的执行。 

前面已提到过，现代通讯技术和新的传播技术提供极大的可能性，使教育设施能够 

更普遍地在发展中国家内设立。 将这些能力化为实际应用似乎是工业化国家军事 

部门的工程和系统管理能力改用别处的有利途径。

3 2 4 . 将研究、发展和技术能力重新分配到发展中国家的资料和通讯网方面对于 

促进它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会有重大的贡献。 1 9 7 9 年举行的世界无线电行政 

会议是二十年来此类会议的第一次。 会议全盘审查了关于使用无线电频率波段和 

对地静止的卫星轨道（即人造卫星为了保持对地面的相对静止所必须置放的那条在 

赤道上的单一轨道）程度的世界无线电规则。 发展中国家发现它们在许多方面处 

于不利地位，其中一项便是主要武器国家不按照接受的程序将频率使用在军事方面。

工发组织， 《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自力更生：业务战略》。 ( ÜEIDO/ICIS. 
133 ,  1 9 7 9 年 1 1 月 ），第 7 页，和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IP、第三届大会的 

报告》。 （ID/COEE.AXSZ), 第 3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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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于发展中国家利用无线电频率进行通讯的能力有不利的影响。 克服义盲的速 

成方案是男外一个利用重新分配资源来造福发展中圓家的方面。

3 2 5 . 本节不能尽列所有的备选工作。 必须提一下那些相当难于预测的周期性 

自然灾害和需要提供巨量资源来减轻痛苦和帮助重建。 其外一个领域是世界性的 

难民问题，他们也需要巨量资源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 国际社会在这两方面近 

来已表现出愿意承担集体的责任。

3 2 6 . 同样的，不考虑资本流向发展中国家问题，则任何关于在国际架构下军事 

资源可能改用途径的讨论都不会完全。 不论发展中国家如何在国内成功地产生更 

多的资源，也不论在研究和发展的协作、技术转让、贸易条件和优惠进入工业化国 

家市场等领域作出哪些成就，如要达到高度持续的增长率，都必需流入更多资本以 

弥补在本国储蓄额与投资需要量之间的差距。 世界钱行最近一份报告对其所称为 

" 上例，，的这些需要作了一项倘计，考虑到全球经济的普遍淡，，这是一个乐观的 

Ü 测。 称这个报告乐观是因为它作了下述假设：各国会采取有力政策来适应日 

益增长的高额能源费用；工业化国家为了维持其对进口物的需求和避免世界货身在 

1 9 8 0 年代早期出现过度的下降，所以它们将承受大笔的国际收支逆差；工业化 

国家会向特别是低收入国家提供足够的援助以尽量减少它们还债的困难；以及发展 

中国家会继续作出有决心的努力来提高投资比率和生产力。

3 2 7 . 表 五 . 1 表示在这些情形下进口石油的发展中国家可能达到的增长率。

世界银行， 《 1 9 8 0 年世界发展报告》，华盛顿市， 1 9 8 0 年 8 月。 

1 " 《同上》，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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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1 发展中国家国民生产 

总值的预测平均年增长^

1 9 8 0 -8 5  1 9 8 5 -9 0

低收入 4 , 1  4 . 6

中等收入 4 . 9  5 . 7

这些比较中等的增长预测—— 它们意味着未来十年之间每人平均国民生产值的年增 

长率只有2 % 至 3 %  2 °°—— 还是要使低收入发展中国家1 9 8 0 年的投资额比国 

内储蓄额超出数量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3 .  8 % , 使中等牧入发展中II家在 1990  
年 占 国 民 生 产 总 值 的 预 测 1 9 9 0 年为弥补这个资源差距所需的外国 

资本—— 包括输出石油的发展中圓家的较为中等程度的需要—— 为⑧ 1 7 7 9亿。根 

据目前情現作出推测，世界報行估计此数中大约$ 621亿或 3 5 % 将作为赠款或以 

减让性条件提供，其余则为商业贷敦。 不过，在这个例子中，发展中国家到1990 

年时将把将近85%的新的中期和长期净资本流入用于累积债务的还本和付患，剩 

下只有15 % 用来购买进口货物和增加储备。

3 2 8 . 明显地，鉴于发展中国家对于投资和增长的需要，这种关于国际资本转移 

的 " 目前情况 " 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军事需求的巨大和所认为的紧急性是造成这 

种情势的一个有力和直接的因素。 军事需求一方面拿走了大量发展中S 家的可投 

资资源，另一方面严重地限制了工业化国家能够以减让性条件提供的发展资金数量。 

因此裁军措施将放松这两方面的限制。 尤其是大量裁军将能使发展中国家所需的 

外国资本总额中以赠款和敦性贷款方式提供的份量有重大的增加。

200
应该指出， 《联合国第三♦ 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所订的增长指标比之高报 

多。 参看上面第二章。

世界報行， 《 1 9 8 0 年世界发展报告》，华盛顿市， 1 9 8 0 年，第 9 页。 

202同上，第 2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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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国际方面将用于军备的资源转用于发展的可能体制措施

329. 在整小联合国历史中，裁军和友展一直是联合国主要关心的问题，很长 

系列的大会决议和特别报告均突出了裁军和发展之间的关系。 联合国讨论 

裁军问题的论述中，一个经常出现的主题是：通过裁军措施使友展中国家获得更多 

资源的前景。 因此，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说 " •…，…特别是为了造福 

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将目前用于军事目的的实际资源释出，转用于经济和社会友展 

方 面 "。 （第 S—lQ /2号决议，第 9 4 段 （加入加重语气的横线）

3 3 0 . 当然这方面还包含增加发展援助的问题，但其目前所包含的绝不只此。

裁军如发展之间的关系是激使人们以建设性的态度改变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条件的一 

小新前景。 大会最近关于这种关系的各项说明，包括《最后文件》第 1 6 段在内， 

均明言军备竞赛与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互相抵触的。 因此目前人们也已从国际经 

济和国际体制的更广泛结构改变的角度去看待发展需要和裁军对发展的可能贡献。

3 3 1 .正如在前述几章所见到的，裁军给发展带来的主要好处将是：透过对目 

前维持着庞大军事郁门的经济重新作出民用郁门的投资后，产生了直接的经济效果， 

并可能因此促进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各项目标的实现。 发展中国家所需的大部分投 

资将继续由它们的本国资源提供。 透过现有的双这和多这途径或透过在国际上将

20?

204

第 380(v)， 914( X )，1837Uvii)、2387( m i l ) 、 2526 (XXIV )、 

2 6 0 2Uxiv)’ 2667(XXV), 2685 (xxv), 3470 (XXX), 3 1 /6 8  和 3 V  

8 8 号决议。

《军备竞秦和军事支出的经济加社会后果》， 1 ( 联合国出 

版物，出售品编号： 2：. 7 8工足1 ) ; 《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各裁减军事颜算 

1 0 % , 并用所节■减款项的一郁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A / 9 7 7 Q /  
Rev. 1 (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75. I. 1 0 ) ; 《裁军湘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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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军者下来的钱转用于友展方面的新基金而增加供应的任何官方发展援助，必须从 

这个正当的，补助性的前景去看待。 虽然透过减少军事支出而节智下来的钱将会 

给其中若干国家带来大量的直接好处，但对友展国家来说，特别重要的，是要看有 

没有可能在现有的官方友展援助之外再得到更多的资源转让0

332. 本章在审议进行各种可能的体制安排以便为了造福发展中国家而将同裁 

军有关的资源作出转让的问题时，审查了关于建立基金机构的各项建议所涉的技术 

方式、问题和前景。 小组为此按照大会的授权（第 3 3 / 7 1 工号决议）， 特别审议 

了法国在大会第千届特别会议上的提案（参看第3 4 4 段 ）。

3 3 3 . 单独来看，裁军谈判和友展问题的现况是不乐观的。 1 9 7 0 年代初 

期那种更为乐观的裁军气氛已经消避了。 新一代武器的引用和东西关系中的新的 

对抗情绪便得人们很香怕又会再来一场更有替和更费钱的军备竞赛。 关于新的国 

际经济秩序的谈判，虽然开头时人们抱着很高的希望，但自此之后就没有取得什么 

重大的进展，并且事实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情况和友展远景还更加恶化了。联 

合国范畴内的全球谈判也并未开始。 因此，当裁军和发展问题的进展微不足道并 

且似乎受到大的意见分技、利益冲突和政治动力缺乏的困扰时，能够把上述而个问 

题联系起来的各种关于建立新的促进发展的裁军基金的建议，看来还是大，的尝试。 

另一方面，目前东西关系和南北发展对话的僵局，似乎证明了必须有新的前景和新 

的动力产生。

注 续

ST/ECA//174 (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風 7 3 II .  1 ) ;《裁军的经济 

和社会后果》，：Ey^3593^ev. 1 (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62IX*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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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就裁军发展之间关系建立基金型机构的提案 

政治行动的级别

3 3 4 .各种各样有利的裁军成果结合起来以后，是否能够被用于促进发展，或 

者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被用于促进发展，肯定首先有一部分要取决于发达国家和圓际 

社会，包括联合国系统的意见和政治行动。 除了在国家范 1̂ 1内采取行动，把通过 

裁军措施所腾出的一'些资源转用于发展方面外—— 例 如 增 加 官 方 发 展 援 助 也 可  

在区城一级或全球一级进行各种国际活动。

3 3 5 . 《阿亚库乔宣言》是主动倡议进行区坡军备限制的一个例子，条约的各 

项条款要求将裁军省下来的钱转用于区城内的发展需要方面。 2。- 但是，由于签署 

协议的各方都是友展中国家，因此无法使大的友达国家把任何军备資源转用于发展 

方面。 美国与苏联之间或这两个国家与其各自的盟11之间签订的限制军备条约也 

可规定将一部分省下的款项，以双进方式或通过一些现有的或新的国际机构，用到 

发展援助方面。 北大西洋组织国家之间或《华沙条约》组织国家之间也可缔结类 

似的协定 , 以便将一定比例裁军节余款项用作发展援助。

3 3 6 . 由于联合11特别关切裁军和发展这两个问题，因此它以某种方式参与将 

裁军所节省的款项用到发展援助方面的工作，看来是很自然和不可避免的。 它的 

活动可能只限于它作为国际社会据以表明和确定其准则和期望的论坛和道德权威的 

作用—— 从目前这小情况来说，就是把一部分裁军1T番下来的款项用作某种形式的 

发展授助。 除了确立准则外，也最好在联合国系统内部建立某些正式的机构，让 

这些机构按照一种议定的方式，在联合国所规定的百分之零点七的官方发展援助指 

标之外，再承担把裁军资源用到发展方面的具体职责，并可让这些机构象征人们对 

裁军和发展之间关系的认可，和作为促进人们采取实际措施以使这种关系具有实除

2。̂ 何塞。安东尼奥。恩西纳斯。德尔潘多，《阿亚库乔宣言》， （为小组编写的 

报 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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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的一•种手段。 不过，制定官方发展援助指标时并未联系到截军的可能性；对 

于通过官方发展援助程序和( 或 ）裁军程序得出的结果，可分别单独对待。

过去的建议

3 3 7 .整个联合国的历史不仅一直很重视通过裁军使发展受惠的问题，也经常 

建议建立一种具体的体制联系，以便进人们将军备的资源转用到发展方面。 早在 

1 9 5 5 年，法国总理埃德加。富尔就已提议设立国际促进发展和相互援助基金。 

所提议的基金是提交给日内瓦联合国裁军委员会的"关于裁军的财务管理问题  

和所获得资金的和平便用问题"的详尽协定草案的一部分。

3 3 8 .按照这项计划，各国同意按一定的百分比减少军事支.出，这项百分比将 

按年增加；所腾出的资源将移交给基金。 基金当局将负责按照一份标准化军事派 

算项目名称制订统一的军事支出说明和确定其使用政策。 协定的签署国有义务将 

同它们的军事支出有关的所有文件交给基金。 这项计划是早期关于以减少军事预 

算而实现裁军的提议。

3 3 9 . 协定草案也设想了各种限制军备协定，这些协定将在基金的管理下化为 

相应的裁减军事颈算的行动。 就后者而言，由基金监测军事领算，是核查议定的 

裁军措施的一种手段。 通过议定的削减军事预算的行动而句给基金的部分资源将 

由有关政府加以支配，另一部分资源将供基金用于发展方面。 考虑到货市兑换的 

问题，协定草案规定，用于发展的资金必须有7 5  % 是在援助国便用。 在这项计 

划中，预算控制被看成是以技术方法或其他方法对裁军协定进行" 物质控制"之外 

的另一种吸引人的备选办法。 富尔先生认为这项计戈!)的另一小特有的优点就是这 

项计划比较可以由各国自我执行。 每一 11必须交出规定应缴的捐款给基金，如果

206

206
《裁- 军 委 员 会 正 式 记 录 》S 补编， 1 9 5 5 年 4 月一 1 2 月， um)C/i7  
号文件，附件 1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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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11实际隐哺了它的军事开支中多于议定的裁减数的部分，它就会实际上被狗以这 

—数量的款项。

340. 1 9 5 6年 3 月，苏联提议在联合国内设立授助发展中国家的特别基金， 

其资金来自军事颈算的削减（DC/Sa  1 / 4 1 ) 。 两年后，苏联重新提出和阐述了 

这项建议。 苏联代表团团长葛罗米柯先生在要求加入军事预算裁减项目的一项备 

忘录附件中强调，提议的预算办法是 " 逐步、部分地 " " 解决裁军问题的实际方法， 

( A / 3 9 2 5 ) o 提交给第一委员会的决议草案要求苏联、美国，联合王国和法S 各 

减少军事预算1 0 至 1 5 % , 并将省下来的一部分资金用作发展援助。 2"

341 .  1 9 6 4 年，已西向日内瓦十八国裁军委员会提出了题为"应用节省下来 

的军事支出款项，，的一份工作文件，其中要求建立 " 工业转化加经济发展基金" ， 

该基金所获得的资金将不下于全球军事预算裁减值的2 0 % , 这些资金其后将用作 

发展援助。 2。® 巴西的工作文件强调，由于当时世界上呈现的经济矛時t会不平衡 

现象造成了社会的紧张状态，因而给国际禾口平与安全带来了严重的威胁，为克服世 

界的苦难而进行的斗争，会有助于促进全世界的经济发展。

3 4 2 .  1 9 7 3 年，大会在苏联的倡议下，2。9 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安全理直 

会常任理事国各裁减军事预算1 0 % , 并将所节省的款烦拨出1 0 % , 作为发展中

2 " 《大会正式记录，第十三届会议》， 《附件》，议程项目6 4 ,  7 0 和 7 2 ,  

A/C. 1/1^ 204 等文件。

《裁 ' 军 ； 员会正式记录》， 1 9 6 4 年 6 月至 1 2 月补编， D C / 2 0 9 号 

文件 ’ 附件一 , 丑节。

参看苏联外交部的来信（《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八届会议，附件》，议程项 

目 102, A / 9 1 9 1 号义件）如苏联提出的决议草某（《周上》， A / i ^  7 0 1 /  

Rev. 1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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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社会如经济发展之用（第 3093A(}QCVIII)号决议  ̂ 决议也呼吁具有巨 

大军事命经济潜力的其他国家加入这一行动。 至少按最初的设想，这只是一次裁 

减军事预算的行动。 为分配省下敦项，将设立特别委员会，使这♦委员会成为现 

有发展援助渠道之外的另一渠道，并一视同仁地将这些款项分配出去。 墨西哥也 

提出了一项件同决议， 要求就同裁减军事须算的各项协定有关的技术问题加其 

他问题进行专家研究（第 3 0 9 3 B ( X X V I I I )号决议K 从这份研究报告得出了一 

系列关于衡量，比较斤核查各国军事支出情况的专家研究报告。2" -•种详细说明 

军事支出情况的标准汇报表格已经制出来，并加以试验过。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通 

过了第 3 5 / 1 42B号决议，要求所有国家用标准格式向秘书长报告其军事开支情况。 

因此，在解决同议定的开支裁减有关的技术问题方面已取得了进展。 但是，到目 

前为止还未得到全世界性的响应，何时才会有全世界性的响应，还要再，一看。

343 .  1 9 7 8 年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提出了若干关于裁军与发 

展之间的基金体制联系的新提议，塞内加尔桑戈尔总统提议根据各国的军塞预算征 

收军备税。这种国际税将达军事须算的5 % , 并将支付给联合国，敦项完全用于发 

展搜助方面。 秦戈尔总统提出说，征收这种税每年可得到2 0 0 亿 美元 的 收入  

( A/S-10/PV .  1 7 ,第 7 冗 ），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八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102, A/Ii  7 1 5 号义 

件。

" 关于裁减军，预算的这些报告分别为：

1 9 7 4 :  A /9 77 0 /R e v  1 (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7 5 . 工,10); 

1 9 7 6 :  A / 3 1 / 2 2 2 / R e v  1 (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 77.

工. 6 ) ;

1 9 7 7 ： A / 3 2 / 1 9 4  1;

1 9 8 0 :  A / 3 5 /4 7 9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8 1 . 工.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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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4 . 法国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在向第十届特别会议所作的演讲中，提议设立 

国际裁军促进发展基金，透过它把裁军节省下来的敦项用于发展需要方面（参看A /  

S-10/PV .  3, m i  -  1 3 页 ）。 法園政府的一项备忘录，其后阐述了这♦建议 

( A / S - 1 0 / AC  1 / 2 8 ) , 其中设想把暮金变成一♦ 新的联合国专门机构，实际表 

明国际社会承认裁军斤发展之间存在的关系。基金的缴敦国将是军备最多愈最发这 

的部些国家；基金会的受患国将是军备最少如最不发达的部些国家，原则上，基金 

将基于裁军f ■余办法，即基于裁军措施所騰出的资源。但是，法国建议也规定在基 

金的过渡阶段开头，一次接受捐款1 0 亿美元，直到裁军节省下来的资源能够成为 

基金的长期基她为止。 在基金的过渡阶段，将报据按某国所拥有的某些类型的武 

器系统衡量的该圓的军备水平，评价提供给基金的捐敦数量，建议说，这些拥有的 

武器系统类型是可以客观决定的。 签署建立基金的协定的捐敦国愈可能的受益国 

将成为基金的成员，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原则将构成基金的决策基础。 基础将向发 

展中国家或各政府间组织提供赠款或贷款，尽可能利用现有的国际机构管理其贷款 

或赠款。 建议还提出应把缴款圓通过基金提供的款项算进联合国定出的0 . 7 % 

国产总值的官方发展援助指标内。

3 4 5 . 墨西哥在赞同法国倡议的同时，还提议立即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 

划署）内开设一个临时性特设帐/ ^  墨西哥强调，必须建立实际的程序，把采取 

有效的裁军措施后可能腾出的资源，分配相当一部分给发展中国家（A / S - 1 0 /

PV. 3 ,英文本第4 7 页 ）•

3 4 6 . 罗马尼亚建议根据一项具体方案冻结叙遂步削减军♦ 预算。第一阶段将至 

少削减军事颁算1 0 % ’以这种方式腾出的其中一半资源将无条件转让给联合国的 

一个发展基金 , 尤其是用来造福人均收入低于2 0 0 美元的国家（A / S - 1 0 / A C 1 /  

2 3, 1 9 7 8 年 6 月 1 2  0 )。

3 4 7 .  一些非政府组织命♦ 别专家最近也提出了若干建议，要求建立裁军加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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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某种基金类型的体制联系。 例如，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季员会（勃兰特委员 

会 ）的报告就建议考虑设立新的世界发展基金，以便更好地满足发展中国家的财政 

需要，尤其是提供更多的如长期的方案经费来源。 委员会建议了若干可能的新的牧 

入来源，这些来源具有自动性这一必要的特点，以及除其他外，对军事开支或对军 

火货易征税的可能性。 其他的建议包括对一般性国际贸易、原油的国际贸易、能 

源消费愈耐用奢侈品征税等。

裁军命发展之间的基金类型的体制 

联系之外的各种备选办法的主要特点

3 4 8 . 所有这些建议的一个基本前景是：浪费在军备上的庞大资源可被更好地利 

用于满足人类真正的需要，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追切的发展需要。在各种设法把军备 

资源转用到发展方面的建议当中，可以发现到有三个基本的缴款原则：

(a)裁军节余办法：将采取裁军措施后所节省下来的敦项，或其中的一部 

分敦项，用于发展需要方面；

化） 征收军备税办法；根据某种议定的衡量各国军事目的资源的标准，评定 

各国应缴的发展敦项；

( c ) 根据联合国其他许多基金或许多专门机构的模型实施的自愿捐敦办法： 

各国根据这种办法决定各自的缴敦数量。

裁 军 余 办 法

3 4 9 . 首先，应加指出的是，联合国有史以来达成的大部分裁军和军备管制协定 

所腾出的实际资源，即使有的话，也数量极微》 因此，象限制南极洲，外层空间勃

212
《南 - 北关系：一♦ 生存计划》（坎布里奇，马萨诸塞：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 

1 9 8 0 年 ），英文本第1 2 2 - 1 2 3 、 244. 2 5 2 -2 5 3



海床用作军事用途的各种多迫协定，虽然目的是要防止将军备引进尚未受到军备竞 

赛影响的某些地区，但是，不管其重要性有多大，却很难说它们已经勝出了任何的 

资源。其他的国际协定，象 《鄧分禁止试验条约》命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也是 

没有腾出什么净资源。 无论如何，这些条约的主要意义并不在此。只有《关于禁 

止发展、 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恥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才可明确说 

是已经腾出了任何真正资源。即使是一些主要的双这协定，象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 

谈的各限协定，也只是限制未来某些类型武器的部署数量的限制军备协定而已。然 

而，眼制的数量几乎完全定在现有的武力水平之上》举例来说，在第一阶段限制战 

略武器会谈当中，美国禾B苏联同意各自把部署的反弹导弹数量限制在1 0 0 , 这是 

双方都还没有这到的数量。想从这些协定得出的任何大笔裁军余敦项，都只能是 

预期性的敦项，并不能导便实际用于军事目的的资源腾出来作为他用—— 即其后用 

于军事目的資源可能少于没有签订这种协定的时候所用的资源。即使资源腾出来之 

后，也还是存在着核査的问题。

350*限制预算或裁减军事开支是与暇制军备的努力相平行的工作，这是在联合国 

内相当受到注意的月一种裁军战略。 就此可以一提大会1 9 7 3 年第3093 A 

( X X V I I I ) 号决议要求裁减军事预算1 并将所节省的敦项拨出1 0 % 用于

发展方面。这小建议命类似的建议一再被提出过，但比起有形限制军备借施领域， 

其成功的例子还要更少。 如果北约组织国家斤华沙条约组织国家均同意这种裁减， 

目前发展援助款额就可以多出4 0 亿美元左右，相当于增加官方发展援助总额 的 

1 4 %。如果作出更大的裁减或将更大比例的节省款项用到发展方面，还可相应得 

出更多的发展援助敦项。

3 5 1 . 任何的裁军节余都必然是来自两个方面Î 相互议定基础上的军事支出裁減 

和限制军备战略，国际社会由于已经注意到把裁减军事支出作为一种裁军战略，已 

就衡量和 1̂：报军事支出的问题取得了相当的经验和专门知识》 常碰到的困难是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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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技术方面的困难，但主要还是政治方面的—— 就算有关各方原则上都愿意裁减其 

军事预算—— , 象如何订定军事支出的标准化定义、如何全面比较各国的价格和如 

何监测议定的裁減等等。 就限制军备和裁军协议的情形而言，也可能会碰到衡量 

上的问题。 如果要把一部分节省下来的.敦额拨给一个基金，就必须定出这笔节省 

敦额是实际腾出的资源或是预期卡•省的款项。 遇上这种情形时，问题就在必须给 

以议定的军力裁减权或眠制权一种金钱价值，但其中大部分价值可能仅只是一种推 

测性的价值，因此节省的敦额必然是多少带有推测性的。

S 5 Z 举例来说，在此可以一提就1 9 7 2 年 《反弹道导弹条约》对美国军事支 

出的影响所作的一♦ 评价。 … 振这个评价，该项协定导使美国终止了反弹道导弹 

的部署，有助于赞成放慢空防现代化步伐和裁减空防空防力量的那些人的工作（按 

1 9 7 6 年价格计算，佑计每年节省的敦额达5 0 亿 美 元 另 一 方 面 ，即使没有 

这项条约S 这W种裁減也还是返早要发生，虽然步伐可能会放慢些。 条约缔结以 

后，美国战略武库其他组成部分的支出却增加了，尤其是在攻击性武器系统的现代 

化计划方面，同时其通盘支出，经过几年的相对稳定以后，也再度上升。 这个评 

价最后的结论是； 炎判或谈判失败时所需的支出水平，比乾有了条约后可能毕 . 

竟还是节t  了一些款项净额。

3 5 3 . 这个例子显示，就限制军备措施所节番的裁军款项而言，要衡量所节省的 

款额，其复杂程度必然是只多不少，同时由于这种预期性的节■省款项本身就带有推 

测成分，因此可能益发难以客观决定其数额》

2J5
贝 利 ，布莱克门和爱德华，弗莱伊德， " 裁军和发展: 分析性调查及行动的 

线索 " , ( 为发展规划委员会编写的论文， 1 9 7 7 年 7 月 ），英文本第8—

9 页。另参看其中关于各种军备管制协定可能节省的款项的三个例子， （J51 ,  
英文本第14一 16更）。



征收军备税办法

3 5 4 . 按照征牧军备税办法由一种基金构成的裁军与发展之间的財务联系，将由 

多少按各国的军事努力水乎而要求各国缴给发展基金的摊敦所组成。 军事努力水 

平较高的国家将相应地提供更多的捐款给友展基金。 征收军备税的标准，可能是 

基于军事支出的绝对水平成基f 军事史出在政拖支出中所占的百分絶国总1宣中所占f 

的百分比.后两种可能性又更牵涉到国民收入核算和政府预算数振的可靠性和可比 

较性的间题。 此外g 某些发展中国家从它们的国产总值或政府预算中拿出比较高 

比例的敦项用于军事努力上，将会使致发达国家在世界军事支出中所的优势 th例 

变得不那么突出，并将透背了基金的发展提助精神，因为这些发展中国家所支出的 

将相当于或多于它们所收到的。

3 5 5 . 如前面（第 1 6 和 2 4 段 ）所说的，联合国已就街量、 比较和核查军事支 

出的绝对水平的问题作了一系列研究，但没有得出全世界都同意的结果。 其他被 

广泛利用的军事支出资料来源，象美国军备管制和裁军事务署和'斯德哥尔摩国际和 

平研究所的出版物，都1)̂ 然受到方法上和资料上的局眼■,而眼制了它们作为军事支 

出的客观资料数据来源的用处， … 同时这些资料来源也不会被当成建立联合国基 

金的基础而被普遍接受。

3 5 6 . 另外也有人提议对部分军事支出，例如对军火 .贸易征收税款—— 最近提出 

的熱兰特委员会,虽然它对其可行性还存有一些疑问这方面所牵渉到军火贸身 

的衡量问题一技术上的和政治上的—— 也与衡量整个军事支出时所遭遇的那些问

可特别参看迈克尔•勃佐斯卡等人编写的《对军事支出和军备转移数据的资 

料来源和统计数字的评价》（为小组编写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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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类似 . 男外一种反对征收军火贸身税的意见是；至少有一部分税会直接或间接 

转由军火进口国承担，而这些国家通常都是发展中国家、 如果情形如此，征税的 

效 系 并 不 能 特 好 ， 而 是 会 转 坏 ， 并且要由发展中国家作出最大的承担 , 

同时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也不能促进南北之间—— 只能是不同发展中国家之间——  

的资源从军备方面转移到发展援助方面* 甚至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因为国除军火贸 

易登记措施会不公平地单独突出一些军火进口国，而对这个措施加以反对，

357. 第三种征收军备税办法是根据各国所拥有的某些武器类型进行评价这 

些类型的武器是一国所从事军事努力的表征，其存è与否已为人所周知一一或者可用国 

家核查的技术办法如以确先这个办法的优点是可以避免报据总的军事颗算或军 

火贸易征牧军备税时所碰到的一些技术问题。

自愿捕敦

3 5 a 自愿捐款也可被用来作为建立特别基金以促进将资源从军备转用到发展方 

面的基础》 这类的安排已成为为联合国的活动筹措资金的一■个重要方式， 例如， 

开发计划署就是依赖自愿认捐来支助其各项活动的S 单是 1 9 8 0 年，各国就向 

开发计划署认捐了 7 .  2 4 亿美元的自愿捐敦，从 1 9 7 5 到 1 9 8 0 年，则共认 

捐了 3 4 亿美元以上。 但是，如果裁军基金是由一•般性的自愿捐敦出资，那 

么裁军和发展之间的具体联系必须按特别基金使用的目的加以确定。 例如，研究 

裁军和发展之间关系的各种研究报告，是由捐给特别裁军项目基金的自愿捐款出资 

或由各国响应秘书长要求支助的呼吁而承担出资的（3 4 / 5 3 4 h  同样的，法国 

政府提供的一笔捐款，为建立设在日内瓦的新的联合国裁军研究所提供了初期的资 

金，

1 9 8 0 年联合国发展活动i U t会议。



3 5 9 . 另一种做法是把资金来源同各种军事努力联系起来。 例如，秘书长在

1 9 7 8 年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上所作的讲话中说，各国"目前每开  

销 1 0 亿美元在军备上，即拿出1 0 0万美元用到国家和国际的裁军努力上".特 

别是用于在国际上从事军备管制和截军领城的研究工作，和加强与扩大国家资料方 

案 裁 军 研 究 的 范 ( A /S - io /P V； 1 ，英文本第2 3 — 2 5 页 ）按目前的军事 

支出水平 : 如果这项建议得以实行，将可得出总数达5 亿美元的款额，供这些活动 

使用。 把裁军务力同军事开支水平联在一起的这种联系，将可作为一个重要的"道 

德 和 政 治 目 标 （同上〉 除其他活动外，提议的世界裁军运动也可由这类自愿 

捐款提供资金， 虽然依靠自愿捐款的做法已证明可以成功地作为研究和资料一类 

活动筹措资金的基础，但它是否可以作为为促进发展裁军基金筹措大量额外资源的 

基础，则还要再看一看。

基金受惠国

3 6 0 . 如果基金建立后，基金资源的分配必须能够反映出基金的各种目的: 裁军 

和发:展及雨者之间关系的表现。除了通常在各种多进发展援助方案中使用的标准外, 

对于这种基金的资源的分配还有人提出了多种建议。例如，有人建议最好《 优先 

考虑在军备和军事支出上采取低姿态的国家。但另一种意见争论说，对联合国发展 

基金而言，任何这种差别待遇都是不当的做法，也忽略掉了发展中国家的合法安全 

要求。

3 6 L 有人建议说，除了优先考虑出资给军事态势低的国家所进行的项目外，或 

可用对等资金的方式，使基金—— 视资源的可得性而定—— 对能够通过裁军协定而 

减少其军事努力水平的国家产生积极的激励作用。 216有人提出，即使最低的筹资

… 这点是由布莱克门和弗莱伊德( 同前，英文本第1 8 页 ）以及皮埃尔.达贝齐 

斯 （《建立国际裁军促进发展基金》，为小组编写的报告，英文本第5 0 .页 ） 

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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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只达 1 0 亿美元，这项建议也是可行的， 因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从绝对值来说, 

军事支出的水平都比较低0 考虑到这种对等方式在裁减军事预算方面所能产生的高 

度边际效益，这种激场作用颜期将会产生效果。

3 6 2 . 男一种建议认为，基金资源的分配可以更为面向各种项目，包括一些特定 

类型的项目。选择项目类型的方针，可以集中在就某种具体的国际需要提供资金以 

尽量突出这种需要方面，也可以放在挑选出同这种基金的裁军/ 发展重点有特定的 

象征关系的项目上。例如，它可集中注意以下几个方面：将军事工厂改为有並于发 

展的民用投资的项目；水质项目；不破坏环境的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对沙漠化进行 

战斗的项目；或商品价格稳定化建议的资金筹措问题。它也可特别集中注意友展中 

国家经历战争或内乱之后的重建需要和其他项目，并且不只对它们提供特别资金，

也设法在这方面建立起专门的知识。特别出资标准的实际可行性将视是否有大量的 

资金而定。

3 6 a 如果在裁军方面取得重大的成效，透过裁军市余腾出了大量的资金，就可 

能，需要在宏观经济和後观经济一级把基金的资金和项目同有关发达国家的经济转 

化需要联系起来。如果裁军节余的款额极为可观时，就会给捐敦国的经济造成重大 

的宏观经济影响，在经济转化过程中把基金提供的一部分资金约束在采购方面；可 

行的话，从前用于军事生产的专门设施和人力也可改变方向，为发展中国家的市场 

进行生产。以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刺激出来的需求来帮助发达国家缓和经 

济特化问题的想法，是 1 9 6 5 年埃德加 . 富尔提出的法国建议的原来组成因素。e，7

关于要求建立国际裁军促进发展基金的法国建议

3 6 4 . 法国建议（A / S - 1 0 / A C . 1 / 2 8 )包含有若干值得特别注意的突出因素。 

首先，它被认为是透过其本身的存在表明和促进裁军和发展之间的关系的一种手段。

217
《裁 军 委 员 会 正 式 记 录 ， 1 9 5 5 年 4 月至 1 2 月补编》， DC/71号文 

件，附件 1 6 。

- 172 ~



这就是说它所能支配的款额将取决于可能缔结的任何限制军备条约所腾出的资源。 

第一阶段仅只是最后阶段的前奏而已；开头提供的资金可看成是少量的款额，同样 

的，在评价各国就0 . 7% 的官方发展援助指标提供的捐款时把基金可能转让的资源 

计其进去的建议，也可视为款额过于有限。但是，到目前为止离达成官方发展援助 

指标的距离仍然很远。此外，桑德菲尔德讨论会218强调，如果开买的1 0 亿美元 

款额能够分配给一些最穷的国家，是会产生相当的影响的。 在建立国际裁军基金时， 

可就建议的这而小因素进行谈判。建议提议的开头出资额只不过目前世界军事支 

出的0 .2 % 而已。法国政府就提议的裁军基金提出的备忘录也加强了开头的出资额 

比较少的这点看法，其中提到，在评价捐给官方发展援助的款项时，将考虑到'捐给 

基金的款项。由于目前在实现联合国官方发展援助指标方面的记录并不算好，发展 

中国家必然会认为应将基金捐款作为加在现有援助水平之上的净额，而不应从联合 

国援助指标中减除掉。提交给小组的各项研究报告也持这种意见。…

3 6 5 . 据法国政府的备忘录，基金将分成两小阶段建立：在达成裁军协定、腾出 

任何资源以前是就军备最多的国家征收军备税的第一个阶段或过波阶段。在这个阶 

段，最富有和军备最多的国家将提供1 0 亿美元捐款；在第二及最后阶段，将透过 

执行在双逾区域或国际一级缔结的裁军协议向基金提供所腾出的资源。

3 6 6 . 又据法国政府的备忘录和另外获得的资料，就过渡阶段而言，有各种标准 

可用来帮助鉴定有哪些国家同时是 " 最富有和军备最多 " 。 据了解，安全理事会五

《关于裁军和发展的桑德菲尔德报告》（OS10, 1 9 8 0 ) , 英文本第9 9 页。 

对法国基金所作的这一讨论引用了为小组编写的下列报告中的许多资料：皮埃 

尔 . 达贝齐斯， 《同前》；马雷克 . 泰埃， " 建立国际裁军促进发展基金：可 

行性研究 " ， 《和平建议公报》，第 1 2 卷，第 1期， 1 9 8 1年 ；奥韦 . 纳 

维森和菲 . 索利， 《分析关于建立国际裁军促进发展基金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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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常任理事国将自动包括在内，下列各点可作为鉴定标准： 22°

财富标准：人均国产总值达1, 1 0 0 美元以上；

军备标准：军事支出水平超过国产总值的2 %;

军事支出敦额超过1 5亿美元。

把第一个标准同其他而小标准联系一起，可以得出一份就法国建议来说可能算是公 

平忠实地反映当前情况的捐款国名单。頒想在过渡阶段可以收到的1 0 亿美元捐款 

总额当中，有 5 0 %应依据各国的核军备数量， 5 0 %应依据常规军备数量。用以 

决定美国和苏联核领域的相对捐款的标准，可以是它们根据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定 

所拥有的运载工具数量。这两个国家联合加入的话，捐款额将达总额的8 0 % 。中 

a 联合王国和法国将共捐款2 0 % , 即各捐a 66%。 就常规军备而言，备忘录 

建议作出下列分配：

海军 2 0 96—— 用大舰只作为标准；

陆军 4 0 96—— 用重装备车辆数作为标准；

空军 4 0 % — 用战斗机数作为标准。

国际上最常使用的统计数字将用以提供同这项材料有关的数振。

3 6 7 . 在第二及最后阶段，捐款额将由军备裁减协定决定。法国政府认为，整个 

世界已军备过多，虽然每一个国家都最能判断应以多少资源用于安全♦ 务上，但必 

须把目前全世界都认为危险的安全界限限度降低；达成这一目标的唯一办法是让各 

主权国家国家缔结双这、 区城或世界性的眠制军务协定。根据这小看法，这些协定 

的缔约各国将通过谈判决定什么是对它们最适度的安全界限，而这些界限的限度也 

可透过其后的谈判逐步降低。法国认为，这些协定腾出的真正资源和财政资源应在 

各国成功缔结限制军备协定时同时公布。

220
这项建议是根据1 9 7 7 年统计数字提出的，采 用 1 9 7 7 年美元为计算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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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 8 . 除了较早以前的基金建议和最近的法国建议外，我们已提到过了各种各样 

关于将资源从军用转到民用的建i l 这些不同建议的一小共同特点是资金来源同军 

事努力的水平或裁减情况有关。这些建议所能得出的款额视它们各自的军备税或裁 

军节余分配比例而定。

3 6 9 . 法国所提的那种关于建立特别裁军基金的建议，与其他的发展援助方案不 

同, 因为法国的建议提出的筹资方式有明显的不同，这些方式把裁军和发展的关系 

实际或象征性地明确联系一起。其他关于建立新的特别发展援助基本的建议，如提 

议的沙漠化基金或商品基金，从它们所提供的类型来说，是截然不同的—— 例如资 

本发展相对于技术援助—— 或者是具有特定的区城重点。就筹措多进援助的新资金 

的问题来说, 其他的办法是仅只把这种基金当成一些现有计划机构如开发计划署内 

的特别帐户看待，或 把 它 当 作 新 的 筹 资 来 源 特 别 目的 基 金 结合 起 先 国 除 裁  

军促进发展基金是否须要自主或须同另一小联合i 机构结合，将视集体的协议而定， 

但无论如何，比起基金应成为裁军与发展之间的具体联系的事实来，这方面的重要 

性并没有那么大。同样重要的是要让大众晓得这种基金的资源来自何处，以及要让 

大众廣得这些资源将专门用于发展目的上。

3 7 0 . 近年来，联合国系统内部越来越重视需要增加和自动提供发展拔助资金的

问题。勃兰特委员会的报告最近也强调了这点。在讨论征收军事支iH税或军备转移

税的可能性时也部分谈到了这一重点。所提出的其他可能性包括：对国际贸易或某

些特别的商品，如石油，征收一般税； … 对反向技术转让（即劳工，尤其是发展 

中国家的工人和专业人员的移入）征税； 对发达国家得自发展中国家的货易盈

其他基金建议和筹资来源

221
例如勃兰特委员会提出建议， ( 《南北关系，一个生存计划》 K  

222 1 9 7 9 年 1 2 月 1 9 日大会第3 4 /2 0 0号决议要求秘书长就国际劳工补偿办

法进行可行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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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征税； 对某些奢侈品征消赛税； 对开发全球共同财富者征税； 和甚 

至发行联合国奖券226等。其中只有后者可以说同军备竞赛有任何可能的关系，即 

使只是象征性的关系。

B . 评价关于将军备香源转用到发展方面的各种措施，议

3 7 1 . 考虑到组的受权，对各种建议作出任何审议时，必须以这些建议在政治 

上的可接纳性及连带的可行性为出发点。评价这小决定性因素时，当然可以以眼前 

这一段期间为设想，也可以把前景设想得稍微长久一点。 由于裁军谈判目前有各种 

事项要讨论，似乎应把后者当成更实际的一种设想加以考虑。政治可行性的林准必 

须适用于第348至 359段所述的各种备选办法，以及目前在审议中的关于建立基金 

型机构的建议。

备选办法

3 7 2 . 原则上裁军节余办法当然是最具吸引力的基☆ 缴款基础，而且它也能够最 

好地反映出联合国的裁军战略。不过，在此同时，多年的经验显示了衡量军事支出 

的问题以及连带的评价裁军措施所节省款项的问题所具有的复杂性。将来关于军事 

支出的标准化加汇报问题的联合国专家研究，似乎最好能够更明确地考虑到在衡量 

各种限制军备协定所得出的裁军节者款项时所涉及的一些独特问题，因为这类问题 

与衡量军事预算的问题是稍有不同的。

22?

ZZK

225

226

7 7 国集团在联合国科学加技术促进发展会议上提出。

最近由勃兰特委员会提出。

最近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提出了这些问题（参看海洋法公约草案（A/COJO； 

62/WP. 10/Rev. 3 ))。

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六届会议，第五委员会》，第 1 4 3 0次会议；加 

A/8985/Add 1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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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 3 . 在克服裁军帐目清算所遭遇技术上如政治上的困难以前，如采行男一种平 

行办法时，签署各种暇制军备协定的各方可能需要根据基金将得到固定百分比的裁 

军节余的假设，签订一项共同协定，规定出它们在缔结这项协定后的若干年内应自 

然得出的直接和间接节智款额。所规定要节者的全部款额总的来说，必须获得国际 

社会和协定签署国国内舆论的信赖。这种政治解决办法可以省掉减裁军事豫算的建 

议所碰到的关于如何客观决定裁军节省款项的大量细1T问题。核查所渉限制军备措 

施的问题此时应已获得解决，使签署条约协定的各方均同表满意。

3 7 4 . 在征收军备税办法中，裁军与发展之间的资源联系似类在很大程度上模糊 

不清，因为这个办法可以意味着只要趣续进行军备竞秦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发展香金。 

但是，如果因为征税而导致军事支出的削减，并因此将资源分配到民用部门，单是 

这点即已非常足够抵得上军备税筹得资金，并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源。

375. 考虑到大众就这点或军备税办法所作的大量辨论，可能有必要对它作更详 

细一点的评价。第 3 5 4 ^提到了供计任何军备税基数的各种方法。基于技术上的理 

由命就裁军/ 发展基金的目标而言，看来在征收军备税以为基金筹资方面绝对军事 

支出还是比较好用的一种标准。 .

376. 除了上面提到的原则性反对理由外，第 355至 3 5嫩谈到了似乎是围绕着 

征收军备税办法而产生的一系列困难。提交给小组的各项报告建议，如果有可能定 

出一种同各国的军事努力水平相关的比较筒单的做法，这种办法所遇到的各种技术 

性困难就可减轻。所建议的一小可能的做法是透过谈判设定安全理事会各常任理事 

国等大国应缴的军备税额，反映它们在世界军事支出中的优势地位。下一个步骤是 

就反映它们不同的军事努力水平的缴款比率达成协议。据建议，就象查个做法一样， 

在这方面只要各方广泛同意比率的大小次序即/已足够，不需要用上确切的数字。例 

如，如果各方同意大国捐出某一年内所要等集的资金的6 0  % , 基金协定可规定美 

国如苏联各平等分摊2 4 % , 联合王国，法国愈中国各分摊4 % —— 中国的摊额较 

低 （相对于其军事努力而言），是因为承认它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地位。而后其余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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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3 7 7 . 据本研究报告，由大国摊款的政治解决办法可能行得通，是因为同衡量军 

事支出的问题对照，只要各国同意按照款额大小的一般次序缴款即已足够，这当中 

不涉及军事安全的问题。有关的绝对总额也不太大（如开头时可相当于#■军事支出额 

的0. 5%至 1%  ) , 不太会激使各国集中注意佑计各国的相对军事力量时所存在的 

一•些技节差异，报告也认为，在征收军备税时，单是利用各国向联合国汇报的正式 

军事支出数据，即已足够决定其他国家应缴的款额。在这方面，这些数据可靠地显 

示出来的军事支出额的大小次序，即使只是一个慨数，也已足够公正地表现缴款额 

同军事开销水平的关系。

378. 小组委托编写的技术性文件中提出的劣一小做法是设想按照以国家的军备 

水平和发展水平分类的不同国家集团，设定征收军备税的缴款比例。 228根据这项 

办法，同意缴款给基金的国家将同基金机构协商， 自愿地将本身归属到适当的集团 

分类中去。

3 7 9 . 象政收军备税办法所建议的军事支出税，•^以象任何一种税一样具有双重 

目的。其目的可以是仅为了增加收入，也可以是为了\制止某种类型的行为和鼓励另 

一种类型的行为。据建议，征收军备税还可以起到有效抑制军事支出的另外好处， 

军事支出是征收这种 " 税 " 的对象。不过，微不足道的 " 税 率 （0. 2%至 1 % )并 

不足以对军事开支产生足够的影响，因为决定这类军事开销的经济考虑因素压倒了 

其他任何考虑因素。

3 8 0 . 第 374^ 认为通过征收军备税办法建立的裁军命发展之间的资源联系并不 

是那么清楚。能使裁军叙发展之间'建立更强有力、更实际和直接的齋源联系的办法 , 

将能更好地达成裁军目标和建立新^^国际经济秩序的目标。

的摊款可比照其他各国正式汇报的军事支出水平分摊。

ZZ7
这种一般性的做法是由马雷克，泰埃所建议《同前》英文本第56—58页。

皮埃尔 •达贝齐斯举例说明了这小做法， 《同前》英文本第40—49页。

可参看达贝齐斯的报告中关于征税效果的讨论， 《同前》，英文本第37—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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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捐敦

3 8 1 . 有些案例显示联合国内或透过联合国所安排的国际合作活动自愿捐款是多 

具有成效的，但也有些案例显示其成效不佳。有人认为这种方法可作为为裁军促进 

发展筹措更多资金的基础，但除非有了有效的裁军措施. 这种方法是筹不到太多资 

金的。然而，也没有理由排除在将来对这些可能性—— 光其是很可能为了裁军领城 

某种具体而明确确定的目的—— 作任何进一步的审查。

关于建立国际裁军促进发展基金的法国建议

3 8 2 . 第 364 — 3 6 7 段所述的法国建议（A /S -1 0 /A C  . 1 /2 8  )是旨在建立裁 

军和发展之间的体制关系的一个积极性倡议，值得就建议本身其技术上的可行性和 

政治上的被接纳性作仔细的审议。如第 3 6 4 段所述，它也包含了须要特别注意的 

若干突出因素。因此，小组在先提出一些一般性意见后，将再集中注意建议所包含 

的这些因素。

3 8 3 . 作为评价基金建议的构架，必须将建议看成重要但又有其限度的一种体制 

倡议，其重要性在于它作为国际社会的一种创新的政治行动的作用。 2 " 虽然安全 , 

裁军和发展之间的关系( 见上面第二章》当中各国把为自己设定的国家安全利益当 

成是首要事项看待，但裁军的最后基础将在于各个国家集团间在世界一级或区域一 

级所达成的政治解决。但另一方面，宣传裁军一发展的前景可以有助于发展支持限 

制军备和裁军的民众力量，这是实现必要的政治一军事解决的先决条件。

3 8 4 . 从实际上看，任何这类的基金，都只能对促进发展的全面资源流动产生有 

限的影响，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这种基金只能补充和进各国共谋建立新的国际 

经济秩序的努力及推动各国本身的发展努力。

23。在此对法国基金的讨论弓I用了力小组编写的报告中的许多资料，皮埃尔•达贝 

齐斯，《同前》；马雷克 •泰埃，《同前》；奥 韦 ，纳维森和菲，索利，《同 

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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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8 5 . 如果我们能够达成足够广泛的一致政治意见，裁军促进发展基金就有可能 

为实现某些重要的目标作出贡献。首先，用联合国系统内的政治一机构术语来说，

这种基金将建立起国际社会越来越一致同意的裁军与发展之间的关系。第二，这种 

基金的建立和存在预期将会有助于各国政府和舆论日益认识到裁军一发展前景。由 

于需要按原则作出将任何市省下来的部分余裁军款项转用于发展方面的承诺, 以 

及需要重申这项承诺，因此即使基金彻期的筹资水平微不足道，它也有助于发展出 

新的国际团结规范。第三，基金将体现出军备竞赛的资源被转用到发展方面n

3 8 6 . 法国的基金建议的构想和理想，在联合国里已经有了一段很长的历史，并 

且原则上已经得到许多决议的核可。问题在于现在建立这种体制联系的时机是否比 

过去适当，因此，小组集中讨论了建议所包含的下列一些突出因素。

3 8 7 . 第 3 6 4 段提到了一小设想，即在评价捐给官方发展援助的款额时应考虑 

到捐给基金的敦项。小组在此要回顾并同意较早时联合国各专家小组的报告中提出 

的声明，即不能借口因为没有制定裁军措施及连带没赛款项15•省下来，而不设法达 

成联合国规定的官方发展援助指林 . 要支持建议中的这一特定因素似乎会有困难。

3 8 8 . 如第 3 6 6 段慨述的，建议设想分两小阶段建立基金，第一个和过渡的阶 

段是由某一种军备税为其组成因素。关于这一方面，第 3 7 4 — 3 8 0 段已经讨论 

到。这几段所表示的意见也同法国建议的这一因素有关。

3 8 9 . 在第二个和最后的阶段，捐给基金的款额将由各种裁减军备协定决定：裁 

军节余办法。在第3 7 2 段，小组已对这个办法明确表示了肯定态度，认为它符合 

联合国的裁军战略。因此，虽然要考虑到实行这个办法时会碰到较早时详细讨论到 

的许多技术上和政治上的困难，但并不难同意以这个办法作为裁军促进发展基金的 

基础。另一个困难是法国建议中的另一小因素，即建立所谓的"最适度安全界限"、 

由遂步削减的军备水平加以保证的问题。

3 9 0 . 如果整小法国建议，暂时来说看来还太过于宏大，则开头最好能采取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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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小的步骤，而且这样子也才行得通。对这些步骤的方式当然还需要作更详细的技 

术上的和政治上的讨论。其中一小办法是设法在现有的合适机构内给予这小基金单 

独的突出地位。这样做可以避免机构的藉加和管理上的重复，但同时又可发掘可能 

的新的资金来源,并使裁军和发展之间关系在联合国系统内获得重要的象征性的 

和体制上的地位。例如，基金可采取1 9 7  8 年墨西哥建议的方式，在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内设立特别的裁军基金户 - ( A /S -1 0 /P V .3  , 英文本第4 7 页 》 以 

这种方式建立的基金也可基于裁军节余的筹资原则，增加发展提助，表示国际社会 

对这一长期目标明确承担义务。过渡期间的初期筹齋可采自愿捐款方式，以军事支 

出的百分比表示一些象征性的指标：或许可以照秘书长1 9 7 8 年的建议，每支出 

1 0 亿美元在军备竞赛方面，即捐款1 0 0 万美元。如果基金初期阶段的筹资水平 

较低可将其资源集中用在裁军资料活动和研究上面，并特别着重于裁军和发展之 

间的关系。不管将来同意采取何种管理方式，对小组来说很清楚的一点是，必须有 

一种办法把裁军措施腾出的应当专门用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那些部分的 

资源，转用到这上面去。法国建议在促请国际社会注意这个事实方面，有其特别的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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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搞要、结论和建议

3 9 1 。这项调查有力地显示世界要末继续以特有的猛烈之势进行军备竞赛，要末 

有意识地以审慎的速度朝向一个较能持续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之内较为安定均衡 

的社会经济发展迈进。 无法两者兼而有之  必须承认,军备竞赛和发展之间的 

关系是此消彼长的，特别是就资源来说是这样，而在要紧的态度和观念等方面冻复 

如此、本报告的主要结论是能够而且必须在裁军和发展之间建立一4^有效的关系。

3 9 2 。当然，即使军备竞争持续不断，一样也有经济增长和发展，但会比较缓慢， 

而且非常之不均衡。 另方面，可以证实相互依存的合作管理符合所有国家的经济 

和安全利益。 倘使军备竞争持续不断并且《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仍然得不到遵守， 

就不大可能采用或者发展出这种观点。

3 9 3 。为了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宜乎扭转军备竞赛，那确是不容争辨的。 

但一来裁军工作的历史令人夫望，二来在建立新国际经济秩序方W迄今的结果强差 

人意。这造成一些国家不大愿意观察裁军与发展的关系，颇使人感到遗憾。 在这个 

背景下，在裁军便进发展的构架之内采取具体措施可能产生一种心理和政治影响， 

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乃至国际和平与安全产生积极的效果。

3 9 4 。过去几个关于裁军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报告，包括 1 9 7 2 联合国关
251

于 这 个 问 题 的 报 告 ，在表述裁军与发展之间过于密切的关连时，显露出审慎的 

语气。 在多数情况下，这种审慎的态度反映出以下的关切：使两个很合符需要但 

可惜来达成的目标互为条件，总会被视、为减描了就小别目标达成迅速进展的适切性》 

因此，大多数这些研究报告仅想表述全球军事活动所耗资源同解决特别是发展中国

《裁军与发展》ST /E G A /174联合国出版物，出销编号E .73  •工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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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社会贫穷者未能满足的基本需要所需的要少得多的费用之间的强烈对比。 因此 , 

裁军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具有了立足于需要之上的强烈的规范内涵。

3 9 5。发展中国家的人口不断增长，需求H大，因此仍然适切需要更多资源才能 

应付裕如。 此外，发达世界也开始感受到它们过去的资源利用方式所积累的后果 

市场经济国家正面腺着头业和通货膨胀等严重的社会一经济问题。 中央计划经济 

国家虽然增长率下降，为了快速实现给予消费者更大的满足并取得更高水平的现代 

化，也都感受到很大的压力。 就整个世界而言，把全球产值的百分之五、六花在 

军事用途上，在预测的1 9 8 0 年代经济黃条环境下，已经不同于以前比较有利的 

经济景象，因此是问题越来越大的作法。

3 9 6 。 本项研究报告和社会—— 经济背景的演变另有令人困恼的发展，就是东、

西方关系的举棋不定局面日益严重，而且向整小国标经济关系领城菱延扩展。 从 

政治策略上的考虑来影响这些关系的危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真实。 看起来建 

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进展情况，很可能因军备竞秦而受到不良影响。 军备竞赛 

不仅浪费资源，而且影响国际经济合作的范围与程度。 当国除经济秩序的进展要 

受到军备竞赛势力的影响时，裁军和发展的关系就不仅眼于军事活动所耗资源与社 

会上贫穷阶层的基本需求匿乏的对比了。 除此以外，对于把部分军备用途的资源

转到发展领城的呼吁，必须要有自利的成分才有吸引力，并且自利因素要能证实所 

有社会制度不论其目前发展水平如何，都需要作出这种资源的重新布署。

3 9 7。因此，本研究报告的主要目的是，越过强烈的规范和理论讨论，探讨裁军 

和发展关系如何从各国明智的、根深蒂固的国家利益出发影响各国所采行的政策。 

这种关系的道义和理智吸引力是毫无问题的，只是加以重申而已。 而且，小组也 

已收集到大量历史和实际证据，肯定这种关系具有经济上的必要性》 这同大会给 

予小组的指示方封是一致的。 大会曾具体要求这项研究“应针对着未来和政策来 

进行应特别着重于采取裁军措族后需要把目前用于军事目的的资源重新分配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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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和社会发展，无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同时也要特别着重这种重新分配在实质 

上的可能性》 "  (A /S —1 0 /9附件第5 段 （加划底线以示强调））本项研究的 

任务规定特别强调要从社会—— 经济的方面，陈述裁军和发展之间遂于世界各国经 

济上的相互依存程度日益加'深而产生的共同利益，是具有能实际加以数量化和合理 

必要的关系的, 本小组在对裁军和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慨念上的讨论时，在计算 

全世界的军事开支所占用的实蹄资源的数量时；在评价军备竞赛对处于不同发展阶 

段上，社会和经济制度不同的社会所付出的机会代价时；在检查把军备用途的工作 

转入发展渠道的技术可行性时；在预测裁军的直接的和间接的好处时以及最后， 

在考查一些体制安排是否可能促进裁军节用的资金供应度展中国家利用时，一直都 

以这项宗旨作为最主要的考虑因素。

3 9 8 。本项研究的基本慨念在第二章里有所论述；该章陈述了裁军和发展之间的 

关系的构架和范围。 在对这个题目作传统的论述之后，小组又报据最近的发展， 

从裁军、发展和安全等三进的相互作用的背景出发讨论裁军与发展的关系。 为了 

证明对安全的威脉可出自许多途径，包括超越纯军事威脉的许多途径在内，小组讨 

论安全问题采取的是角度较广的途径。 首先，小组承认对安全所构成的威脉和挑 

战具有种种势力9 然后辩说军备竞赛本身已演变为对各国安全的一项威胁，而在有 

效国除蓝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则直接可以提高安全。 此外，小组又指出，对国 

家安全问题可受到下列非军事因素的不良影响Ï ( a ) 经济增长前景的普遍下降；

( b ) 即将发生的物资短她情况，特别是能源和某些不可再生的原料，还有就是环境 

所受的严重压力和世界人口不断增长；和( e ) 道义上站不住的、政治上有，的贫富 

两极分化和发展中国家发展不足。

3 9 9 , 小组对发展所作界说，同安全慨念一样，也是采取广泛的涵意，即除需要 

维持持久性经济增长之外，还包括充分参加经济和社会过程的机会与责任，以及普 

遍分享社会发生深刻经济和社会变草带来的利益。 在设想以发展作为全球的所需 

条件时，小组慨括地叙述了经济相互依存的各个方面，并把合作管理的好处同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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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现状态度所具有的潜在威脉作了对比。 小组依靠最近经验，证明所膚国家集 

团的经济命运以及安全是互相依存的，而且这种情况是必然要加深的，因此小组主 

张，军备竞赛如果无法加以控制2 则报可能产生对抗和相互排斥更迭出现的恶劣状 

况，从而经济合作互利的前景暗淡y 所有® 家可以采行的办法日益减少， 近年来 

东西方缓和的发展和南北对话的发展。说明了这一可能性确会实现。

4 0 0 . 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所揭示的目标同最近的军备竞赛趋势之间的抵触，这早 

为联合国大会第千届特别会议（第 8—1 0 /2号决议）所认识，今又由于小组所持军 

务竞赛的影响浸入国际经济关系领城的说法而得到肯定。 小组由于汲取实际经验 

来证实这一论点，因此对裁军—— 发展间的关系的认识, 就意味着对其所作的政治 

承认，长远来说将能大开人类的经济和社会视野。 顺从这项关系的要求所采取的 ’ 

政策，应以积极态度对待，而不要以消极态度对待，也不要看成是不幸而有害的必 

要é键 成 I t -次极为难得的重新部署资源的机会，不仅在释放资源的领械，而 

且在获得这笔资源的领城，都会造成 " 产出 " 大幅權加的成果。 資穷的惨境，危 

危可发的物资匿乏状况，环境的破坏，以及跟着造成的全球经济困境，这 些 问 题 - 

要都是我们亲手造成的。 在原则上，我们集体的技术能力和智慧，以及地球的载 

育能力，是足以供应全人类的基本需要的，也可以按大家在政治上都能接受的步调, 

向更公平的经济秩序推进。 ^

4 0 1 。总而言之，小组的研究报告证实，军备竞秦持续不绝是人类一頃曰益严重 

的负担《 战争的危险越来越明显，这是因为军备竞赛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在传统 

的和核子的各个方面都有新的发展，各国遭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使用武力或武 

力威胁。 全人类所面临的最大危险，也是人类生死存亡的关买所系的，就是由冲. 

突而引起使用核武器。 我们一定要尽快逼止这项危险。 同时，小组从♦调查后 

强调指出，军备竞赛延续不断已对全世界人民造成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后果。 这些 

因素综合考虑来说，在国际关系上必须立刻放弃使用武力，采取具体措施实行在有 

效国际控制下的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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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 2 . 全世界军事活动所耗费的资源数量，第三节有所描述。 这一 尽全力找 

出完盤的材料，描述当前供军事用途的劳工、工业能力、原料和土地。 只要是能 

够做到的，无不尽力计算出全球的估计数字，虽然错误差数报可能也不小。 另外 , 

当前军♦ 领城又有两个方面是分开加以叙述的g 就是 Ï 军♦和研究和发展活动以及 

国际上的武器贩卖交易。 这一章也利用财政数据说明一些较为人所熟知的军事活 

动的经济负担*

4 0 3 . 根掘小组的估计,全球各地直接或间接参加军事活动的人数约达5 0 0 0 万。 

它包括Ï ( a ) 全世界正规军队约为2, 5 0 0 万人 Ï ( b ) 全世界准军♦辅助部队约为 

1, 0 0 0 万人；(0) 全世界目前受雇于国防部的文职人员约为400万人；（d) 军事 

用途的研究和发展方面约有500 ,  0 0 0 名科学家和工程师参加；（e) 武器和其他专 

门军用装备的生产所直接雇用的工人起码有500万人

4 0 4 . 考虑到军事工业的生产是远比采胸本身更为广泛的活动，因此小组佑计的 

可信数字是，世界军♦开支的2 8 至 3 2 %是供军事用途的工业生产近似值  ̂ 根 

播保守的佳计， 1 9 8 0 年全球军事工业总产值将达1, 2 7 5 亿美元。

4 0 5 . 小组对于军事用途原料的计 »乃是基于对石油和矿物一类不可再生 

原料能否充裕供应的深切忧虑。 虽然直到本世纪终止前还没有预见供应物资会立 

即耗場，但小趙预见到取得原料供应的德定性略有困难。 由于小组了解当前对需 

求量与已知储量对比所作的预侧大致是以长期以来消费的方式和增长率做为基础的， 

因此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加速增长和工业化对预测» 的总的准•确程度可能会有很大 

影响。 根据公布的军用选定非能源矿物趙消费量中美国所占比例的佳计加以大略 

推算，这一•组中的十四种矿物在全é 界各地供作军事用途的比例占到3 至 11% 军 

用石油，包括间接消赛在内，据佑计占全球消费总量的5 -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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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 6 . 有关军用土地面积所掌握的数据过分粗略，以至无法计算出可靠的全球係 

计数字。 虽然军用土地在世界土地利用所占绝对比重是徽不足道的，而且世界上 

有很广大的土地是军方和其他土地使用者都不值一顾的，但军用土地并不因此而无 

足轻重。 此外，在趋势上是，本世纪内由î t i m A 数的增多，以及更具体而言， 

由于武器技术进展速率的加快，军方所需土地一直稳步增大。虽然军用土地在土地 

使用所比重相当小，但军方能够并往往直接同都市、工业、农业、娱乐或基于环 

境考虑的民间所需土地竞争使用。

4 0 7 . 军事研究和发展开支的绝对数额非常之大，而 且 截 至 目 前 为 止 直 是 科  

学研究和技术发展的首要目标。 1 9 8 0 年全球军事研究和发展开支约为3 5 0 

亿美元，约全部研究和发展开支的四分之一。 1 9 7 0 年代期间，全世界够格 

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约有2 0 %参加了军方的工作。 据佑计，军用产品所普研究和 

发展工作，一般而言比民间产品约大二十倍。 世界各地的军事研究和发展工作 

具有一些特色，是无法使用统计数字加以表示的。 第一，技术军备竞赛使得通过 

谈判以控制竞泰的政治评价和努力的过程复杂化了。 其次，军事研究和发展开支 

的集;中性远高于全部的研究和发展开支。 在全部的研究和发展开支中，有六个国 

家 到 8 5 % 左右，但军事研究和发展开支，则有两个国家就占了同样的比例。

4 0 8 . 由于国际武器贩卖数据没有正式列入世界贸易统计数字里，因此无法取得 

完整的正式数振。 但是，根播粗略的係计 , 每年国际武器贩卖的成交额几达260  

亿美元。 除军用硬件的转手之外，武器交易还包括大型训练方案和服务期间相当 

长的技术人员作为组成部分„ 根据粗略倍计，这类 " 业务"约占当前全球武器交 

易额的15 % 。

4 0 9 . 纯粹从财政方面而言， 1 9 8 0 年全球军事开支高达5, 0 0 0 亿美元的惊 

人数额， 世界产值约6 % 。 这项数额约略相当于所有发展中国家固定资本形成 

总毛额，比 1 9 8 0 年经合发组织成员国所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总额约大十九倍。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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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 9 5 0 年代起，军事开支在世界产值所的比例是节节•下降的，但它的绝对数 

额，即使按照通货膨胀率加以调整以后，则有升无降。 在当前的国际紧张局势下， 

又正当更具杀伤力、更加昂责的新武器投入使用之时，如无裁军措施，军事开支势 

必增长。 如果假定每年增长率为2 % , 这按照长久以来的标准衡量并不算过分， 

那末大约二十年后，就是2 0 0 0年，总开支就达到了 7, 429. 7 3 亿美元 ( 以今日 

物价计算的数字）。 如果假定增长率为3 % , 则到下一世纪开头之年，这项开支 

就要高达9, 030. 5 5 亿美元了。 按照这两项增长率计算，在未来二十年内，仅 

仅是民间部门所损失的额外资源，就是在每年5, 0 0 0 亿美元的军费开支之外摘失 

的资源，就分别要目前世界产值的四分之一和半数左右。

4 1 0 . 第四章内，小组研讨了下列问题：在世界各地经济活动普遍返缓的情况下， 

军用实际资源能按上文综述的数额不断上升吗？ 能不能证明目前的社会—— 经济 

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往的军事耗费方式所积累的结果呢？ 传统上认为军赛开支 

所具有的多方面不良作用，将来会不会比过去的感受更难忍受呢？ 当前的军备竞 

赛趋势逆转以后，可能会有什么直接的和间接的益处呢？这些问题和其他有关问题， 

在第四章分析军备竞泰和执行裁军措施的社会一- 经济结果中，都一 加以解答， 

过去的两份联合国研究报告所专门讨论和其他几份文件所讨论的这♦ 题目，在第四 

章论述时则举出更多的实际数据；这些数据是依靠由本小组具体授权，对于处在不 

同发展阶段的各经济体所承受的军费负担所作衡量的世界性研究取得的结果。

4 1 1 . 本小组分析过历来的实际ÜE据后，认为军费开支按其定义而言属于消费性 

质而非投资性质。 因此，军费开支的节节升高或增加，对经济增长很可能产生压 

抑作用，直接的是起因于投资不对头，间接则起因于生产力受到限制；生产力本身 

在很大的程度上要依靠目前倾向于军用技术的研究和发展工作。 过去军赛开支大 

和经济增长率高的并存现象，不能看成是两者之间存有因果关系。 较不发达经济 

由于拥有未加利用的和未充分利用的资源，因此可能产生暗示着增长率高和军费大 

并存现象的短期结果。 但是，长远而言，巨额军费的总的社会—— 经济不良后果 

一定压过任何短期性的副作用。



4 1 2 . 本小组计算军费负担的机会成本时，发现评价各国因军费开支所付的代价， 

比颗测扭转全球军备竞赛产生的直接和刺激作用，更为容易。 承认(a)—切军赛基 

本上都是政府开支，因此也都是政府预算或规划体制的组成部分, 0))社会—— 经济 

业务基本上反映着以国家名义所作的福利承诺，因此小组主张，军费削减后所得任 

何多余的资源，都能由国家直接地或间接地增多用在社会福利承诺上。 直接的供 

应有助于改善教育、营养、医疗、住宅、运输等社会福利工作，减税政策可间接改 

善消费和投资。

4 1 3 . 小组对于扭转当前世界军备竞赛的不良趋势的直接和刺激作用所作的预测， 

是根推这样的假定：军备竞秦的动力不仅涉及一些参加者和各国军费所消耗的一些 

资源。 第二章所提到的政治—— 战略考虑渗入国际经济关系领域的作用，在这里 

又加以发挥，以支持扭转军备竞泰的论点。 正如以前的联合国报告所指出的，军 

备竞赛很明显地使国际货币制度的稳定过程复杂化，使国际收支问题严重化，使经 

济相互依存性日益加重的时期所期望的国际交易的演变不能走上正途。 小组对于 

不同社会—— 经济制度间的经济依存程度的了解，又使我们大胜主张：裁军的刺激 

作用将会扩大东、西方缓和的基础,且裁军节省下的部分资源移用于发展中国家也 

会加强这个过程。

4 1 4 . 根据大会所给的具体方针，小组特别重视到发展中国家军备竞赛的负担衡 ' 

量和机会成本。 军赛开支对于国民收入不同的经济体产生的负担是不平衡的，因 

此对卞较不发达国家是不利的。 此外，它们极需要资本、资金、贸易和技术等外 

部的投入不断流入，因此使较不发达的经济除本身的军赛开支负担之外，又容易受 

到发达世界军费开支的影响。 因此，发展中国家是在大国之间似乎是无休无止的 

军备竞赛笼罩之下的不良战略环境中的最大受，者。

4 1 5 . 但是，执行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裁军和发展间关系的政策，也能改善世界 

的经济前景。 加强缓和的经济内涵所具的刺激作用本身就是东、西方关系所获得 

的一大好处。 此外，南方经济状况的改善将能刺激北方的需求，从而大大地增加



其就业机会。 根据粗略佑计全球各国比照其当前军费开支数额, 逐步削减军费的 

结系指出，把部分省下的资源移用于发展中国家，（a)发展中国家显著地提高按人 

口平均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改善工业就业情况，增加资本积累；（13)世界各地区、 

包括最发达地区在内，经济都大获改善。 根振联合国世界经济投入一 ^产 出模型 

所作的预测指出，到 2 0 0 0年，既使军赛削减不多，就是只假定国民生产总值内军 

赛所占目前比率遂步下降，而不假定军费的绝对数值下降，这样的模拟方案将可使 

得世界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3. 1 % , 资 本 积 累 增 加 ，世界农产品增多，今仅举 

出少数好处如前。

4 1 6 . 第五章在研讨由军用转为民用过程的技术可行性和经济潜力时，又进一步 

陈述需要从灵活有力的经济坏境看裁军—— 发展之间的关系。 虽然承认了战后的 

转用经验的重要性，但小组主张，这个问题影响很大，而且又深植人心绝不能等到 

裁军措施获得协议后才来设法加以解决。 战后军事部门的性质变化极大，因此貝 

前军用资源的转用在性质上绝不同于以往世界大战和军事冲突后1的复员作业。

4 1 7 . 全球国防工业的特色是，地城集中和部门集中。 它的劳动力的专门性很 

强，又非常重视研究和发展，特别是涉及精密军事部门的经济的研究和发展。 但 

是，国防工业所具有的这种明显的排斥性，不应成为不可克服的问题，因为：

( a ) 转用和重新部署并不是裁军特有的现象。 任何形式的经济和社会变迁都 

是一种连续不绝的转移过程。 特别是在现代的工业经济中，生产要素必须不断地 

随着新产品的发展和旧产品的消失，以及新的生产技术的采用，作出反应。

( ^ ) 军方需要的货物和劳务很大部分基本上同民营部门所需求的一样。 在这 

种情况下，问题较小，就是如何确保民间需求满足军费削病所造成的差距。 总的 

来说，转用的主要责任必然落在中央政府之上，特别是采取主动设立转用程序这一 

点。 政府推行裁军措施，从事转用程序工作的范围和性质，各国都不相同，主要 

随各国的经济制度不同而定，但也取决于其他许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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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 但是，转用方面所存在的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是那些不适宜生产民用货物 

的资源，例如战斗机、飞弹、战舰、坦克等等所使用的资源。 这里首先需要事前 

的考虑，就是如何改变它们的能力，以便作出最浙利的转移来生产有利于社会的货 

物和劳务。 对转用的承诺有助于尽量减少过渡时期的问题。 承诺需要考虑到军 

方业务肖I械后工人、工业和社区可能遭遇到的问题，以及克服问题或尽量减少问题的措 

施和安排。

419。 把科学和技术更直接地、更有系统地应用于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机会，可以 

说是裁军带来的一大好处。 军赛内的研究和发展组成部分，作为有利社会用途的 

一份潜在资产而言，重要性最大。 以前联合国关于裁军和发展的报告曾指出七十 

几种能够利用军方研究和发展能力作其他用途的方法。 2 " 根据小组的调查，军事 

部门的生产工人很容易能够把他们的技能转用于太阳能装置的发展、生产和配制方 

面。 环境是军方研究和发展如有重新调整即可能会受益的一个领域。 逼止环境 

的退化# 修复已造成的损，，必须以更完善了解水、陆、空环境的复杂的、协同的 

关系力前题。 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的种种学科都与环境有关， 其中也包括军方 

研究和发展界的所有学科或多数学科。 住宅和都市重建是一系列研究和发展能力 

从而也是大规模的重建方案可以用力的男一个方面。 新的运输系统，特别是都市 

内的运输系统，是非常需要的。 长义以来，这方面一直被认为是军事部门的高度 

技术工业转为民间用途的一个主要方面。

420。 虽然事先的转用准备非常有助于减少人员和工业受到的骚扰混乱，把用途 

改变后的人力和物质资源转拨给较不发达的经济，可以加强军费开支数额大的经济 

减轻任何重大经济扰乱的缓冲作用。 在这方面，工业化世界的经济现况和前景都 

是显然不利的。 它们的经济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单纯的短期性周期下降的现 

象，而是更深刻的经济病征。 主要消费市场达到饱和状态，经济增长出现来自供 

应方面的严重限制—— 能源、原料、污染、等等，这一■切表示工业结构、未来投资

232 见 《裁军和家展》，同前3 1 , 第 33—3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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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和消费需求方式需要作出重大改革。 小组所提转用的过渡时期困难，从 II际 

合作范畴来说日益减少的主张是根播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扩展中的发展中国家资 

本货物进口方式会同工业化世界裁军措施所释放的生产能力同时并存的事实。 小 

组所作有关裁军和转用的许多个案研究指出，每当把增加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资源作 

为一项可行的转用方法的考虑要素时，就发现对作出转用的经济最无扰乱作用的转 

移政策，应属于同发展中国家最近所重视的供应基本需要和促进自力更生密切相配 

合的货物和劳务，就是： 农用机械，渔业技术，采矿、制造、营造和水力发电厂 

机器，教育和保健方案的设备与人员。

4 2 1 . 有关向发展中国家增加转移由裁军措施节省的齋源的种种可能的体制安排， 

在第六章检述联合国为此目的所作的提案中有所陈述。 为此，并按照大会所给的 

任务规定，本小组特别审议了第十届特别会议上法国所提关于设立国际裁军促进发 

展基金的建议。 第二个裁军十年和第三个联合国发展十年日渐消逝，但两方面都 

少有具体成就，因此是没有乐观可言的。 但是，本小组在考查裁军和发展之间以 

基金形式的体制联系的技术可行性和政治现实性时，始终抱着资源不仅包括资金的 

总的立场。

4 2 2 . 从各种提倡把资金从军备用途转拨到发展用途的建议归纳出三项基本的捐 

款原则：

( a ) 军备征敦办法，就是：各国发展捐敦的摊额按照各该国家拨供军事用途的 

资源的一定比率计算；

( b ) 志愿捕敦准照许多其他联合国组织和专门机构的方式处理；

( C )裁军利润办法，就是：裁军措施所得利益，或其中一部分，拨供发展用途，

4 2 3 . 根据军备征敦办法，裁军和发展之间的关系，通过各国按照其军赛开支的 

一定比率捐供发展所设置的基金，建立起财务联系。 按照这种办法军赛开支较大 

的国家相应地对发展基金作出较多的捐敦。 但是，长远来说，军善征敦办法不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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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作为暮集更多发展资源的基础，因为，接受这样一个办法就等于是承认军备竞赛 

的继续。 本小组对志愿基金办法的反应比较看好，主要是因为这种办法常常被联 

合国的机关和专门机构采用来顺利地执行其各种方案。 但是本小组认为虽然这个 

办法可作为筹暮更多供发展用途的裁军基金的资源2 但除非裁军措施很多，否则所 

筹款额不多。

4 2 4  从裁军—— 发展关系的角度来看，小组认为，上文检述的三种办法中2 

裁军利润办法是最引人注目的。 这个办法也潜存于法国提案的第二阶段中，而其 

执行的初期则主要地依靠类似军备征款的办法。 这种结合征款和利润的尝试2 当 

然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主动行力，但是它的各方面的技术性含意，尚有待于从可行性 

和军费开支大国的欢迎程度两个立足点加以检查。

425。 小组对于军费風止经济增长和军备竞赛胆扰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情况 

的分析，加强了裁军—— 发展关系的经济重要性> 小组把军备竞赛视同国际安全 

的一敏威胁，并筒述国家安全出于非军事方面的威胁程度，是为了要说明实事求是 

地评价逆转军备竞赛和裁减国家军费所具潜力所应作的战略考虑。 小组认为旨在 

执行裁军—— 发展关系的政策很可能扩大东，西方缓和的基础，并使得南北对话处 

在相互有利的谈判环境的看法，是为了指出明智的其他必要可行办法的政洽潜力。

426。 报据全篇报告暗含，上文明白综述的发现和结论，小组建议如下：

1 . 大多数政府过去一向回避对军事活动作任何彻底的成本会计。一般假 

定是，军事安全的要求应不顾一切代价予以满足。 本报告牧集的证据强烈指 

出这种态度是不足为恃的。 大家普遍承认，强大健全的经济是国家安全的真 

正基础，但是，确凿的证据显示出，现代的军事体制显著地扭曲和损害到经济 

和社会持续发展的基础。 而且，军备竞赛实上会弓 I起国家日益增强不安全 

的感觉。 既然军费不能购买安全，则它的开支纯属浪费资源。 因此，小组 

建议，所有国家政府，特别是军事大国的政府，应当编制对军事准备所付长、

短期经济和社会代价的性质与大小的评价，以期一般人民都有清楚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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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把军事资源转为民用所需的结构改革，更进一步说，建立新的国际经 

济秩序过程所需的结构改革，都要有坚强持久的政治承诺。 道义上的考虑无 

疑地会影响作出这种承诺，但是，首要因素在于所有当事方都要把这种改革视 

为对自身是有利的。 具体来说，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所付代价和所得利益 

是难于利用传统的方法来加以比较的。 代价的付出总是早于利益的享受。毫 

无疑问的，特别是长远来说，所有社会都会由于军事活动的经济负拒减少而大 

获利益，而且，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能利用这样节省下来的资源的大部 

分去加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则双方都有好处。 本小组建议，各 

国政府邊需明确指出并宣传以均衡而可检验的方式转用军方資源所能得到的好 

处，解决本国经济和社会问题，缩短当前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牧入差 

距，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Ç

3 . 小组的职权范围规定，设立一个丰富可靠的数据库是非常需要的，但 

实际上没有做到。 世界多数国家，包括那些军赛开支很大的国家在内，它们 

所提供有关军事用途资源的资料与分析报少。 因此，无法就军赛开支产生的 

社会和经济后果与转用的可能性作出分析。 弥补这些资料和分析差距的努力， 

正是提高对裁军和发展前景的认识、促成资源作合乎需要的分配的一个重要步 

伐。 遂渐减少军事工作的机密性和经济与社会的影响，以及遂步消除军备竞

赛，这两方面是打破目前军备竞赛和不合理的过分保密情形互相助长的恶性循 

环所必需的。 为增强对裁军目标和缓和的信心，军事数据和资料的公布、收 

集、分析和散布，将有助于把军备竞赛的不利效果清楚告诉决策人和一般群众。 

改善报告方法也是提高所拟的削减军费协定或上述其他资金转移办法实施机会 

的重要因素。 联合国在军事开支标准化方面的工作价值很大，第 35//142B  
号决议要求所有国家向联合国提出报告。 扩大裁军会计除包含上述事项外， 

还要广泛报告资源、社会和经济作用 ' 转用准备。 但是，这种工作必须以各 

国政府向本国人民和国际社会作出报告的意愿作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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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填补上述现有教据存在的重大差距，小组建议各国政府更充分、更有系 

统地收集和散布军用人力和物资资源和军用转移的数据，并考虑到联合国根振 

上述决议的要求。

4 . 本报告所讨论的资源利用、，备竞赛的影响、转化和重新郁署资源的 

可能措施等问题，都可作为联合国研究，规划和教育方案的恰当的参考。本小 

组建议，本报告详细叙述的裁军一发展前景应具体可行地纳入联合国系统执行 

中的各项活动。 举例来说，小组指出，目前裁军问题委员会商谈中的综合裁 

军方案或许会照顾到裁军和发展的关系。 联合国涉及国际发展问规和执行 

《第三小联合国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的组织和机构，可加紧注意全世界军 

事郁门資源分配的参数及其对发展前途的影响。 贸发会议在这方面可发挥重 

大作用。 联合国内郁有关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和有关未来社会和经济颁测的研 

氣 , 或许要比较明显地论及军备竞赛、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指标的实现和世界各 

地 É 的未来发展之间的关系。 联合国训研所和联合国裁军研究所是联合国在 

这方面有关的研究机关。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中心要加强重视发展中国家进 

事技术和它们的军事部门熟练人力的分布所得利益或歪曲作用。 联合国跨国 

公吻中心要比较重视跨国公司在武器生产和交易方面所起到的中心作用。世界 

各地区和各企业的人力转化问题，则劳工组织和工发组织等关心这些问题的组 

织和机构，要付予更多的注意力。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要认真地拾查本报告各章所 

述军事活动对环境所造成的影响。 教科文组织的裁军情报如教育活动或许要比较注 

重于裁军和发展间的关系，因为这项关系不仅是研究与分析的题目，而且是教盲的 

课题》 各机构应自行决定如何把裁军一 发展前景园满地纳入其方案如活动的指 

标，但由于所波组织和机构的数目很多，或许需要有些协调以免工作重复。

5 . 目前军事用途所使用资源的实际转化并不是一个不可克服的问题，尤其是 

裁军过程几乎一定是渐进的。 军事部门所释放的部分资源可能无法立即重新部署 

来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因此将会有一段过渡时期，以重新训练人^和改装有形设备，

- 195 -



尽可能地供民间作业使用。 为了促使过渡程序尽可能顺利并尽量减少资源闲置浪 

费 , 必须每一步努力都要预先将发生的转化问题的程序如性质。 此外，由于裁军 

措施节省的资源是有暇的，0 此必须非常细心地考虑这些资源的其他用途，才能对 

国家吸和国际级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解决作出最大的贡献。 转化准备工作不仅对裁 

军具有重大意义，而且有利于改善本国裁军气氛，因为它保证哪些依拿军方生产维 

持生计的人会有其他就业机会，促使社会上各团体和各机关参加执行中的裁军过程。 

转化程序将是任何议定的裁军措施的施行的最后步讓。 但是，转化的规潮和拟订 

显然必须是裁军过程的第一步。 本小组建议，各国政府应创造必要先决条件，包 

括准备工作和普要时现刘工作在内，以促进由裁军措施所1T省的资源转到民间用途 

上，特别是要用以满足经济和社会的紧患要求，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 

紧感要求。 这类活动可有：各国国内设立一組具有明盖的军方关系、拥有了解转 

化问题如专门知识的核心人士；专门从事军事生产的工厂都要拟订紧•患转化计划； 

刀涉及转化规划的当事方，包括管理人员; C会和国防研究机关都要广泛#加这项工作

6 . 拟订转化计划，特别是参加谈判中或曲'定的裁军措施而拟订的计划，可以 

增强国际的信心：一个已经订有转化计划的社会总是比较可能执行裁军措施的。 而 

且，制订这种计划并不要很大的花费。 基于上述这些理由，本小组认为，各国致 

府报告它们，决转化问题的经验和准香工作，是有好处的。 这些报告将成为可供

供一•般参考的有关转化问题的资料，并将蒂助对于具体间题的解决。 因此，本小 

组建议，各国政府应考虑时时向大会报告有关它们本国转化问题的种种可能的解决 

方法，提供经验和准备工作的成果。

7 . 由裁军措施节省下来的实际资源，对哪些能够削减其拨供军备用途资源的 

国家最有直接利益。 转化过程本身湘任何议定的检验和执行错施会需要一些原始 

费用；但是裁军所节省的资源供作社会和经济发展而得到的好处是很大的。 发展 

中国家的发展由于裁军而可能受益的实际措施有许多种形式。除了促成经济关系作 

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改变外，一般又都认为，以赠敦或条件宽减的贷敦方式增;流 

入发展中国家资本的数量和稳定程是十分重要的。 一•种拟议的方式促进这种流场



的是，设立一个由执行裁军措旋所得预算节余、军备税金或志愿捐款供应资金的特 

别发展基金。 象 1 9 7 8 年法国政府所提议的国际友展裁军基金，是一种把裁军 

和发展直接建立体制联系的方式，也可看成是两种现象间广泛联系的具体狂象。本 

小组认为，采用裁军利润办法供应资金给这类基金，是最符合于联合国裁军和发展 

概念，也 是 最 实 际 可 行 的 办 法 本小组建议，联合国应该再考虑国际裁军促进发 

展基金的设立，并充分根据目前负责国际资源转移机构和机关的能力，进一步研讨 

基金的行政和技术形式,
- ■■一 ■ ■’■■■ ' ■■■■■ ， I ■■ -

8 . 联合国内部和各国国内裁军和发展的研究与宣传活动已有增多，因此需要 

有所协调。 裁军和发展的工作是多学科和多部门性的，裁军和发展关系的国际方 

面并没有一个特别的专门知识中心，联合国系统也没有一个特别部n 是孩心所在。 在 

裁军和友展领城负有主要取务的两个机构是裁军中心和发展国阵经济合作总干事办公 

室。 本小組有鉴于此，建议秘书长通过行政协调委员会的观存机构间协调途径, 
采取适当的行动，以促进和协调裁军和发展工作纳入联合国系统的方案和活动内。

9 . 大会已发出呼吁，要求动员世界舆论以促进裁军。 改善报导有关裁军和 

发展间的关系的数据、研究、官方报告和科学出版品，除非能够，响消息灵通的舆 

论的塑造，认识军备竞赛的危险与裁军的益处，从而促进裁军的实现，否则是于事

无补的。 因此，一定要把裁军、友展如安全之间的关系传达给尽可能多数的群众 

了解。 本小组已建议各国政府把军备竞赛的社会命经济后果以及裁军错施的可能 

益处告知本国人民。 本小組又建议，联合国新闻部和联合国其他有关机构与组织 

虽然继续强调战争、特别是核子战争的危险，但在它们有关裁军的宣传和教育活动 

中座加重强调军备竞赛的社会如经济后果以及裁军的相应好处。 在这方面，就同 

在一般裁军教育与和平研究一样，非政府组织对一些国家的问题表示强烈兴趣和了 

解，因此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从 1 9 7 8 年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以来 , 
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同开始扩大并加强的联系应进一步加以鼓励湘发展，使得联合 

国内裁军如发展领域增多的研究如宣传活动提供给尽可能广大的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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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政府专家小组收到的研究报告

A,,联合国裁军基金提供经费的项目

J L —畫

1 . 尼日利亚 

拉各斯

龙日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

A. Bolaji Akinyemi et al.

2 „ 美国 

纽约

哥伦比亚大学 

经济系 .
Graciela C h i c h i l n i s k y 和 

Michael de Mello

3 . 法国

巴黎

国防政策研究中心
Pierre Dabezies

4 . 埃及，开罗 

开罗大学

经济政治系

A li E. H illa l Dessoiiki

5 . 秘鲁，利马
José Antonio Encinas del Pando

标 题

裁军与发展：黑非洲用于军事目的的资源

装备流动在国际市场上和南北背景下战略 

发展中的作用

设立国际裁军基金为了发展

军香竞奏与国防赛用对发展的影响：埃及 

实例调查

阿亚库乔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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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标 题

6 „法国

欧洲广播联盟，

格勒诺布尔大学 

经济科学系
Jacques Fontanel UER

7 . 苏格兰 

阿伯丁 

阿伯丁大学 

国防研究中心
David Greenwood

8 . 斯里兰卡

科伦坡乌尔加学陳院长

Godfrey Gunatilleke

9 . 挪威，奥斯陆

国际和平研究所 
Helge Hveemt'和 
Ràino Malnes

10.联合王国

布赖顿

苏塞克斯大学 

科学政策研究单位

Mary Kaldor

1 1 .美国，纽约

纽约大学

经济分析研究所

Wassily Leontief和 
Faye Duchin

军事#用与经济发展的正式研究与计量学 

分析例子：法国与摩洛哥

I 9 7 0 年代末期以来西欧防御努力

军备文化命军事化价值的扩散

军用自然资源（转换与控制情况）

军事技术在工业发展中的作用

限制军事开支的世界经济，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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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标 题

1 2 . 美国、組约

哥伦比亚大学 

工业工程系
SeyxQOUT Melman

1 3 . 尼 H利亚 

恩苏卡

尼曰利亚大学 

社会学与人类学系
工kenna Nzimiro

1 4 . 印度，新德里

国防研究与分析研究所
Svadesh Rana, P.K. Namboodiri 
和 R. R. Sabramanian

1 5 . 美国

剑桥
麻省工学院

政策选择中心 
K. Nagaraja Rao和 
Jack Ruina

1 6 . 美国

纽黑文 

耶鲁大学 

政治学系

Bruce M. Russett和 

David J. Sylvan

1 7 . 法国，巴黎

销售、计划和发展经济中，军事工业向民 

用工业转换的障碍

尼 0 利亚（军事）武器增长的经济和社会 

影响：对国家发展的影响

军用资源由经合发组织重新分配给最不发 

达国家初级鄧门：共同利益：第三世界的 

展望

裁军与发展：比较先进的发展中国家的情 

况

武器转让对发展中国家的參响

有关装备武器工业转换战略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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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标 题

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
Ignacy Sachs

1 8 . 联合王国，伦敦

伯贝克学院 

经济系

Dan Smith 和 Ron Smith

1 9 . 挪 威 奥 斯 陆  

挪威国际事务研究所
Ove Harvesen

和挪威吕萨克尔 

波尔霍达

摩里德蒂奥夫南森基金
Finn SoUie

2 0 . 挪 威 奥 斯 陆  

国际和平研究所所长
Marek Thee

2 1 . 瑞典

乌普F声拉大学 

和平与冲突研究系
Peter Wallensteen

军事开支、资源与发展

对建立国际裁军基金为了友展的建议的分

析

建立国际裁军基金为了发展可行性研 

究

新酒与旧瓶

国家提供经養的项目

. 加拿大 

魁北克 

拉瓦尔大学

裁军对加拿大经济Ei；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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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标 题

经济系
Jean Thomas Bernard

2 . 挪 威 奥 斯 陆  

国际和平研究所
Olav Bjerkholt >
Aadne Cappelen>
Nils Fetter Gleditsch和 

Knut Mourn

3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汉堡大学

i e s h 研究单位

Michael Brzoska )
Peter Lock》和 
Herbert Wulf

4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波恩大学
Eckehart Ehrenberg

5 .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柏林

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
Klaus Engelhardt

6 . 苏 联 莫 斯 科  

苏联科学院

非洲事务研究所

裁军与发展：挪威实行转换研究

军事开支齋料来源与统计数字以及武器转 

让数据佑评

发展中国家裁军努力的政治、经济摩碍：

埃及、伊朗、印度

军备竟赛麻!裁军对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劳劝 

力情况的參响

非洲各国经济形势、友展所齋资源、军事 

开支以及影响该大陆军香竟赛的因素的比 

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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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标 题

7 . 苏 联 莫 斯 科  

苏联科学院 

东方研究所

8 . 苏 联 莫 斯 科  

苏联科学院

美国和加拿大事务研究所

9 . 苏 联 莫 斯 科  

苏联科学院

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

10. 挪 威 奥 斯 陆  

资源政策组
John K̂ s*teland

I L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慕尼黑 

宾德施韦 

社会科学研究所
Lutz Kôllner

12•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柏林 

德国经济研究所
Rolf Krengel

1 3 .美 国 纽 约  

纽约大学 

经济分析研究所

Wassily Leontief和 
Faye Duchin

发展中国家的军备竞赛和经济社会问题

现阶段人类友展的紧迫政治、社会和经济 

问题以及当前军备竞赛消耗资源转用于发 

展需要的现实途径

继续军备竞赛的经济和社会，响以及执行 

裁军措施的经济和社会影响

重新布署军备开支以稳定原料价格

财政裁军、发展缓助和世界货市制度的稳 

定

裁军政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门生产和 

就业的宏观经济，响，特别着重发展政策 

问题

假设军备开支变化的世界缴响( 投入一产 

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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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标 题

1 4 . 波 兰 华 沙  

波兰国际事务研究所

15 . 加 拿 大 安 大 略  

沃特卢，沃特卢大学 

和平与冲突研究所，

黎头项目研究主任
Ernie Regehr

1 6 . 美 国 剑 桥  

麻省工学院

国际营养计划方案
Lance Taylor

1 7 . 芬兰赫尔辛基  

赫尔辛基大学 

国际关系
Helena Tcuxni 和 Raimo Vayrynen

1 8 . 罗马尼亚 

布加勒斯特 

斯泰凡盖奥吉科学院

政洽学与国家问题研究所所长

Constantin Vlad

1 9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汉堡 

汉堡大学

工E S H 研究单位 

Herbert W u l f j  
Michael Brzoska和 
Peter Lock

军备竞赛与全球国际经济关系问题

加拿大用于军事目的的资源和对加拿大工 

业化和国防采购的影响

国防开支，经济结构和增长：各国长期情 

况

跨国公司、军备和发展，一项关于跨国军 

事生产、军事技术国际转让及其对发展影 

响的研究

裁军与新的国际秩序

跨国转让武器生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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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二

军事工业生产能力转换后可能生产的产品一览表a

提出下述一览表以表明转换现有选择的范围。为指明某些工业转换后在下列表 

中可作出的选择，下面使用了一些筒称：

航发：航空发动机

机架：飞机构架（包括导弹）

电 

船 

坦

农业

电子

造船

坦克和其他机动车

机械和设备 

灌源用杨水厂和管道 

甜莱扮碎机

建筑

工业隔音 

机械和设备 

救灾用预制结构桥 

供一切建筑和结构使用的颜制件

生态

防污染装置

机架X 船 

船X 坦 

船

机架

船

般

机架

船

a 丹 . 史密斯和龙 . 史密斯， 《军事开支，资源和发展》（为小組编制的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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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工r 
循环机械和工厂

能量

社区使用能量系统可调鉴的动力单元 

电站锅炉

海洋热能使用的压缩机和蒸发器 

燃料电池动力厂 

热交换器 

热寒

练合能量系统 

核物质处理 

油田机械和设备 

溢油系 

油系动力机组 

计算机工业备用动力单元 

水下户油系统 

挡潮系统 

波浪动力系统 

风车

工业机械与设备

先进工作母机 

'球钉和其他精密部件 

鼓风机和风扇 

流化床锅炉 

生产过程炉和焕箱

机架/ 电 

机架/ 船

电

船

船

电

电/ 船 

电/ 坦 

机架/ 电 

机架 

般 

坦 

电 

电 

船

般/ 坦

船/ 坦 

机架X 电/ 坦

机架y/电 

电

电/ 船 

船 X 坦 

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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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纺织、木制品、造纸工业、印刷工业、

海上农业和其他专用机械 船

机械■动力输送设备 船

系与压力机 船

工业质量控制测试设备 机架

海上技术

( 除其他地方已例出的外）

海上矿物开采与农业用可浸没的和其他设备 机架X 电/ 船/ 坦

养鱼箱  船

医学

减压室 船

特别护理和医学分析电子仪器 电/ 坦

言人用设备 电

医用大体积扫描系统 坦

起博器  电

残废者个人用设备 电

雷纳尔分解机械 电

外科热交换器 电

金属加工

邀鋳与刻模 船

lïi存器 机架/ 船

装配式的金属产品 船

铁和钢锻打 船

工作毋机附件 船

金属切削和成型机械  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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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作工

特别模具、工具与夹具

办公室与服务工业

自动股票持滞与发放系统 

自动售货机械 

商用洗衣机 

办公用电子设备 

办公室用和其他金属木制家具 

冰箱和气温调节机

运输

空中安全和空中交通管制系统 

自动化速度/ 距离警报和制动系统 

运河闹门和运河用重型袖水机 

蓬车与拖车 

民用直升机 

火车机车柴油机 

船用气轮发动机 

航空货运氨飞艇 

水翼

工业用卡车 

集成弓I擎电池车 

火牟机车 

单轨发展

机动自行车和摩托车 

数设管道私货运平底船

机架/ 船 

船

电/ 船 

船

机架/ 船 

电 

船

机架//电 船

电

电

坦

船y"坦 

机架 / 航发y 电 

船 

航发

机架X 航发/ 电 

机架X 船 坦  

船 / 坦 

电 

船

机架//电 

坦

船 / 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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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控农用喷雾车辆 机架/ 航发/ 电

火车与车辆减速制动系统 电

公路铁路两用车辆 机架/ 电

铁道车辆 机架/ 电 坦

近程与中程民用货机与客机 机架 / 航发/ 电

各种车辆用其他制动系统 电

其他

酸_造设备 坦

电缠数设设备 船

运输器  船

电子图书馆与教具 电

电梯 船

消防设备 坦

重塑运土设备  坦

高速发动机 电

乘和压缩机直线型操作发动机 电

微信息处理机  电

采矿机械与设备 船

改建码头 般

危险环境适用的邀控装置 电

更广泛使用燃气轮发动机 航发

资料来源 : K a l d o r ( 1 9 7 7 ) ; 劳工党防务研究组（ 19 7 7  ) ;  L u c a s 航空空 

间工人代表联合委员会（1 9 7 6 ) ;  Smith ,  D (1 9 7 7 a ,  1 9 7 7 b )； 

V i c k e r s 全国工人代表联合委员会（1 9 7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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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些专家封研究报告表示的保留 

Horst Becker先 生 ( 意志联邦共和国）

〔原件：英文〕

第二章

第 5 1 - 5 6 段

第二章5 1 至 5 6 段中关于核武库和战略的讨论，包含一些有争议的、不均衡 

的因素。 这里所谈论的问题极端复杂，这样筒略地讨论是不能得到充分分析的。 

况且，这些问题并不属于小组的任务范围，也不属于小组委托进行的各项研究的范 

围。 这些事情应当由别的论坛来审议；事实上，裁军问题委员会1 9 8 1年的报 

告对核威慑主义已作了详尽的论述。

第 8 0 段

若干国家就联合国通过各项关于新国际经济秩序的决议和文件而表示的保留， 

在本段和第二章本1T的其他段落中并没有充分地反映出来。

第 8 3 段

在这段中，把经合发组织对来自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的援助作出的估•计—— 近年 

来占它们合计国民总产值的0 。 196—— 列进去，是有用而且有相关意义的，但被 

表决否定了。 这一段的另一个缺点，是不加批评地使用统计资料。 它把官方发

展提助流动量数据---------个净计慨念—— 同利患和利润流助量----------个总额概念——

来进行比较。

第 9 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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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中，有些说法似乎没有事实的佐证。 小组一致认为，保护主义并不是 

解决发达国家经济问题的答案；然而这也是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表明的态度，只有 

很少数可以说是在加快采取保ÿ■主 义 措 施 因 此 ， " 许多发达经济国家正在 

加快采取针对新近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的保伊主义措施 "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第 9 5 段

本段的最后一句是不能接党的。

Hendrick de Haan 先 生 （荷 兰 ）

〔原件 : 英文〕

第二章51—5 6 段。

第二章第5 1 至 5 6 段中关于核武库和战略的讨论， 包含一些有争议的、不 

均衡的因素。 这里所谈论的问题极端复杂，这样简略地讨论是不能得到充分分析 

的。 况且，这些问题并不属于小组的任务范围，也不属于小组委托进行的各项研 

究的范围。 这些事情应当由别的论坛来审议；事实上，裁军问题委员会1 9 8 1 

年的报告对核威慑主义已作了详尽的论述。

Daniel G a l l i k先 生 （美利坚合众ffM

〔原件：英文〕

第二章

第 5 1 - 5 6 段

第二章第5 1 至 5 6 段中关于核武库和战略的讨论，包含一些有争议的、不均 

衡的因素。 这里所谈论的问题极端复杂，这样简略地讨论是不能得到充分分析的。 

况且，这些问题并不属于小組的位务范國，也不属于小组突托进行的各项研究的范

围。 这些事情应当由别的论坛来审议；亭实上 , 裁军问题姿员会1981年的後告对 

核威慑主义已作了详尽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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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0 段

若干国家对于联合国通过各项关于新国际经济秩序的决议和文件所表示的保留， 

在本段和第二章本节的其他段落中并没有充分地反映出来。

第 8 3 段

在这段中，把经合发组织对来自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的援助作出的佑计—— 近年 

来占它们合计国民总产值的0 .  196—— 列进去，是有用而且有相关意义的，但被 

表决否定了。 这一段的另一个缺点，是不加批评地使用统计资料。 它把官方发

展援助流动量数据----------个净计慨念—— 同利息和利润流动量---------个总额慨念——

来进行比较。

第 9 3 段

在这段中，有些说法似乎没有事实的佐证。 小组一致认为，保护主义并不是 

解决发达国家经济间题的答案；然而这也是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表明的态度，只有 

很少数可以说是在加快采取保护主义措施。 因此， " 许多发达经济国家正在…•，… 

加快采取针对新近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的保主义措施 "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第 9 5 段

本段的最后一句是不能接受的。

第四章

这一章的相当大部分，最初是在上一届会议紧张的情况下，为了提出一份完整 

的报告，大家十分值得赞扬地作出了努力，把它草拟出来的，但是没有时间加以充 

分的审查和讨论。 对于这一章的某几小方面，例如通货腐服问题，其处理方式并 

没有得到我本人和^ 一些专家的同意，而是按照在审议本章和另外若干章时往往采 

用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予以通过的。 在本章和其它各韋中，少数服从多数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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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用并不一致；之所以采用这种办法，是因为东方、西方和南方的专家们所表示 

的保留越来越多，，而且进展缓慢，以致显然不可能提出一份完全协商一致的报告。 

例如，尽管多数人赞成载入一张表，列出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关于各国的国 

内总产值之中军费所占份额的数据，包括有关苏联的佑计数字，但是并没有这样做 , 

而是通过所有各方建设性的努力, 以折衷办法解决了这小问题。 对于另一些以一、 

两票得胜的决定—— 我是属于人数不少的少数一方—— 小组并没有作出努力去寻求 

折衷解决办法。

本章和其他地方挑选和解释原始资料的方式，反映出鼓唆某种看法和进行客观 

分析这两种目标之间的还未得到解决的冲突。 这是令人遗憾的；比较客观地提出 

理由，说明为什么迫切需要积极地去认识裁军与发展的关系，应该会更有说服力。

第六章第3 9 0 段

倒数第二句说，当前，无疑 " 需要作出安排，用通过裁军措施节省下来的资源 

中应当转用于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那些部分来进行资金转移"。这 

种说法与过去的讨论和现实情况都是不相符的。

R H a s e l d e n 先 生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原件：英文〕

第二章

第 5 1 - 5 6 段

第二章第5 1 至 5 6 段中关于核武库和战略的讨论包括一些有争 i义的、不均 

衡的因素。这里所谈论的问题极端复杂，这样情略地讨论是不能得到充分分析的。 

况且，这些问题并不属于小组的任务范围，也不属于小组委托进行的各项研究的范 

围。这些事情应当由别的论坛来审议；事实上，裁军问题委员会1 9 8 1 年的报告 

对核威慑主义已作了详尽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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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国家对于1 9 7 4 年 5 月 1 日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第3201 (S— 

V I)号决议所表示的保留（ 1 9 7 4 年 5 月 1 H A/PV. 2 2 2 9 ) , 在本段和第二章 

本节的其他段落中并没有充分地反映出来^

第 8 3 段

在这段中，把经合发组织对来自中史计划经济国家的援助作出的佑计（近年来 

占它们合计国民总产值的0.1 % ) 列进去，是有用而且有相关意义的，但被表决否 

定了。这一段的男一小缺点，是不加批评地使用统计资料：它把官方发展援助流动

量数据 ---------个净计慨念—— 同利患和利润流动量----------个总额慨念—— 来进行比

较。

第 9 3 段

在这段中，有些说法似乎没有事实的佐证。小組一致认为，保护主义并不是解 

决发达国家经济问题的答案；然而这也是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表明的态度，只有很 

少数可以说是在加快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因此， "许多发达 经 济国 家 正在 加 快  

采取针对新近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的保护主义措施，，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第 g 5 段

本段的最后一句是不能接受的。

第四章

尽管小组的成员作出了努力，但是对于本章中的某些问题，属于为数不少的少 

数一方的专家并不同意多数一方的看法。一小例子是对通货膨胀的分析：报告中讨 

论这♦ 问题的篇幅，与军费开支相对于其他开支作为造成通货膨服压力的一小因素 

的重要性，是不成比例的。

第 8 0 段

217



〔原件：英文〕

第六章

小组的报告整个来说，所讨论的是人类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和机会，因此必然 

带有一定的理想性。然而，本章既超过、也落后于应当怀有的理想。它明确、歷著 

而详细地讨论了通过裁军进行直接发展援助转移的各种可能性和办法，无论人们对 

此多么想望，但是它在意念上还是过分夸大了这种前景即将实现的可能性。更重要 

的是，在另一方面，它引起一种危险，就是使人们再次过于狭窄地看待国际发展合 

作，把它看成是转移发展援助的问题。事实上，对发展前景来说，任何这种转移， 

都远没有发展中国家自己的努力以及贸易、技术和资源利用等方面的改变和有效而 

能动的国际分工那么重要。上述的所有各种改变，如报告的其他部分所说明的，最 

终将会因裁军措施而得到大大推进，同时对于发达国家的中期和长期利益也是极为 

重要的。

Masayoshi KAKITSUBO先 生 （日本）

〔原件：英文）

第二章第8 3 段

报告第二稿把来自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的经济援助佑计为占它们合计国民总产值 

的 0. 1 0 /0 ,但在报告第三稿中，只说是 " 未经公布"。力了与来自经合发组织国家 

的官方发展援助取得平衡，来自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也应当用百分比 

数字表示出来。

A. Hi 1 1 先 生 ( 牙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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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n Lundbo先生 ( 挪 威 ）

〔原件：英文〕

第二章第5 1 — 5 6 段

这几段十分粗略地讨论一♦复杂而敏感的领城里面的问题超过了根据小组的 

特别职权范围和它委托进行的各项研究所应涉足的范围。这些问题不能在这♦论坛 

上得到充分的分析。

Pradelle de La tour Dejean 先 生 （法国）

〔原件：英文 / 法文〕

第二章

第 5 1 - 5 6 段

' 第二章第5 1 至 5 6 段中关于核武库和战略的讨论，包含一些有争议的、不均 

衡的因素。这里所谈论的问题极端复杂，这样情略地讨论是不能得到充分分析的。 

况且，这些问题并不属于小组的任务范围，也不属于小组委托进行的各项研究的范 

围。这些事情应当由别的论坛来审议。事实上，裁军问题委员会1 9 8 1 年的报告 

对核威慑主义已作了详尽的论述。

第 8 0 段

若干国家对于联合国通过各项关于新国际经济秩序的决议和文件所表示的保留， 

在本段和第二章的其他段落中并没有充分地反映出来。

第 8 3 段

既然保留经合发组织的统计资料，表明各工业化国家参与提供官方发展援助的 

情况，所以法国专家不同意将指出苏联及其欧洲盟国近年来提供的援助只占它们国 

民总产值0 .1 %这一行删掉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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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专家不能同意加入一句，表示一般来说发达国家 " 加速" 采取倾向于损害 

新工业国家的保伊主义措施。

第 9 5 段

法国专家不能同意有关东一西方贸易这一段的最后一句。事实上， " 衰退"一 

词不能适用于东一西方货易，因为其增长率比整小世界贸易的增长率高。此外，东 

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进口常常因缺乏货币储备而受到影响。

第四章

法国专家对全章持有保留，因为一般来说它没有表达大部分专家的意见。除了 

别的以外，应该指出报告拒绝列入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一项统计数字.这 

些数字是按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比较最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军费支出。绝大部分的 

专家认为这个统计表有说明作用，很有用处，而且大家认为它对其来源和所用的倍 

算办法• 均有适当解释。

第六章，第 3 8 7 - 3 9 0 段

大会第3 2 ^ 1 1 号决议请秘书长将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在大会专门讨论裁军第十 

届特别会议上提出的关于设立一小国际裁军促进发展基金的提案发交这小专家小组 

审议。这项审议工作在良好的情况下进行。然而，法国专家不赞成上述几段，因它 

们没有完全反映专家们所表达的意见。

工 . S y 先生（塞内加尔）

第 9 3 段

第六章 〔原件 : 法文〕

报告第六章对制定军费税的提案的评价是根据一种看法，认为军费会引起使发 

展援助依赖军备竞赛的延续、甚至依赖军费的增长，这种看法是很有间题的。假定 

这项税是5 % , 仅是从美国和苏联的军费所狂得的税就超过2 0 0 亿美元。这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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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约占国际宫方发展援助的三分之二。在税收这么重的情况下，说这两个大国还会 

满不在乎地i f加军费，那是难以想象的。事实上，这种态度绝不会增加税的总额， 

因为税款是按全部军赛的百分率计算的。相反的，最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在这种情 

况下，这西小大国设法减低税的总额。它们会裁减军事预算，因面减群军备竞赛。 

这样，军费税会促进裁军，特别是提供额外资源给发展中国家。这一点难道还要强 

调吗？这些国家正面临适切的问题. 需要认真采取行动。纯粹依靠裁军协定腾出来 

的资源作为额外资源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办法过于乐观，很有问题。因此管制军备 

的协定和裁军协定的缔结，进度非常缓慢，并且受到各种变化不定的政治局势的影 

响。此外，这个办法假消极（要慢慢等待裁军措施的通过），而军養税的作用在于 

促使裁减军备和把资源转移给发展中国家。不过，如报告第六章第3 7 5 到第378段 

所指出那样，这个办法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如果目前的缺乏政治意愿似乎是征收军 

费税的主要障碍，那末就不应象报告中有几段所显示那样，把缺乏政治意愿和可行 

性混清起東

Bernard Wood先 生 （加 拿 大 ）

〔原件：英 文 〕

奮二章，第 5L.—.5 6段

关于核战略问题的第5 1 到5 6 段很粗略地讨论一个复杂、敏感的领域，这超 

出了专家组的特别权服和负责研究的范围。 因此，在这小组内不能适当地分析这些 

问题。

第六章

专家组的报告，整小内容是处理人类面对的最紧要的问题，和最重要的机会， 

因此必须具有远见。可是，本章一方面超出，男一方面却缺乏所需的远见。它这样 

清楚、显著、详细地说明裁军所造成的直接发展援助转移的可能性和办法—— 尽管 

它们是根值得想望的一 一 ， 无疑'夸大了这种展望的迫切可行性》男一方面，更重要



的是，它会使人把国脉发展合作的意义再次看得太狭窄，即作为发展援助转移的事。 

事实上，任何这种转移对发展前景来说，远没有发展中国家自己作出努力以及在贸 

易、技术和资源利用方面的改革和有效的、积极的国际分工那么重要。所有这些改 

革，如报告其他部分所说明，最终会因裁军措施而大大获得促进，并且对发达国家 

的中期及长期利益来说是极为紧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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