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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备克赛和车事升支的经济和社会后采 

秘书长的报告

1 .大会在1 980年12月12日第35/141号决议第1段中要求秘书长 

在他任命的合格峽问亏家协助下，将题为《车备竟赛和车事费用的经济和社会后果》 

的报告内各项基本主题充实新的内容。1

2. 按照这项决议，秘书长饪命了一个关于车备克赛和军事费用的经济和社会

后果及其对世界相平与安全极为有害的影响的合格顾问专家小组》该小组于下列期 

N召开会议：1981年7月20日至31日，1982年1月18日至29日， 

19«2年7月19日至3 ◦日。 ’

3. 按照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雇文件（第》—10/2号决议）第93段(c),秘 

书长特此提出这份报告，其中载有对世界目前经济和政治情况特别有关的新发展。

4. 根据1 9 8 2年7月3 0日的一封信，顾问专家小组主席向秘书长提出一 

份报告，现将这份报告提交大会。

八/32/88，仙、1(联合国出版物，销售品編号E 78.工X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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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的前言

本报告是在联合国主持下提出的第三份报告。这些每隔一段时期綱制的报告的 

目的是对军备竟赛和军事开X的经济祁社会后采及其极为有害的龄啊进行分析。本 

报告是我莰照1 9 8 0年1 2月1 2日关于车备克赛相经济相社会佑采及其对世界 

和平与安全的极为有害的影啊的大会第;3 5/14 1号决议任命的顺问专家小组编制 

的。搜照该决议，大会考虑到，自上一分报告编制以来世界经济相政治悄•况在这方 

面有了新的发展，请秘书长在他任命的合格专家的;办助下，将题为“车备克赛相车 

事开支的经济和社会后果”的第二份报告充买新的内谷。1

联合国向来极为关汪的是视有武厍，尤其是核武库所具有的巨大破坏力，以及 

由于世界有限的资源继续用于军事用逑而导致失去许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机会。本 

报告指出，在国际政治气氛明显恶化、全球经济状况晋姻疲弱的情况下，上述情况 

尤其令人关切。报告还强调加强世界的相互依孖关糸，因为世界所囱对的许多冋题 

或是只有通过协作才能觯决或是需要花费尚得多的费用才能在国家和区域一级f以 

觯决„本报告在讨论车备党赛时不仅是列出一些国家车事升支和参加党#的国家的 

最新名单。它指出推功车备克赛的力童、其目的及其各种表现已将军备克赛变成一 

种不利于全球社会和经济情况的政治现冢，因为继续不断的车备克赛旳前提就是成 

争。

这就是顾问专家小组于1 9 8 2年7月3 0日一致通过的本报告的一个要点。

我对各位专家们在执行这项困难而微妙的任务时所表现的尙度才能表不尚兴。拔姿

借此机会代表联合国向各位专家表示鴂谢.在专家们审笪的这个错综复朵的领域，

我自己无法对他们就全世界各个方面的问题所完成的工作逬行评价，但是我建议各

国政府、联合国系统的各组织和世界舆论注意这些工作。

按照大会第35，141号决议第1段，我已将关于军备克赛和军事升支的经济和

社会后果的报告提交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

1 A/32/88/Rev. 1 (联合国出版物，销售品编号R 78. IA ])。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A/37/386
Annex
Chinese
Page 3

送文函

1 982年7月30日

纽约

联合国秘书长

哈维尔•佩W斯.德奎利亚尔先生阁下，

我谨隨函提交你按照1 9 8 0年1 2月1 2日大会第35，141号决议第1段任 

命的军备竟赛和车事升支的经济和社会后罘顺问专家小组的报告。

按照大会决议任命的峽问专家如下：

Simon Alberto CONSALVI先生，姿内瑞拉自if部长（第一届会议）

Dra^omir DJ0KIC先生，南斯拉夫贝尔格乘傯联邦外务秘书处裁军问题特别顾问 

Constantin EWE光生，大使，罗马尼亚#加勒斯特围际组织部外交部 

Oscar GONZALEZ先生，大使兼墨西哥驻纽约联合国副常驻代表（最后一届会

议）；

Mrs. mgeniaMAKFIWEZ，大使兼藥西奇驻纽约联合国常驻代表（第一和二 

届会议）

Hendrik fie HAAN先生，荷兰〇 :t’ 〇 L n g 〇 n大学国际经济关系学教授

YasunoriKIKUCHT先生，南斯拉夫驻日本大使馆参赞

LadislavMATEJXA先生，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主席团副部长 

Semen N. NADEL先生，苏联枓学院世界经济和III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兼科长

Wallur RAHMAN先生，孟加拉国驻纽约联合国副常驻代表（第一和二届会议） 

Kurt ROTHSCHILD先生，奥地利Li n 7.大学经济学被授

Christian SCHMIDT先生，法国ü a u p h. i. n 〇巴黎第九大学国际争端科学分析中 

心主任

本报告于1 9 8 1年7月至1 9 8 2年7月间编制，在此期间小组举行了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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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第一届会议在1 981年7月20日至；31日举行，第二届会议在1 9 8 2 

年1月1 8日至1月29日举行，第三庙会议在1 982年7月19日至30日举 

行。三届会议均在纽约举行。

顾问专家小组要向联合国秘书处和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相其他组织致谢，感 

谢它们提供协助。他们特别要膨谢助埋秘书长Ja” 先生、小组秘书

Abdelkaber Bensmail 先生和秘书处顺问 S w a d 〇 3 h Ua n a 博士。

顾问专家小组要我以小组主席的身分代表小组问你提出其一效逋过的报告。

舰问专家小组主席 

CÎ 〇 ri ；; Lan ü i. a E n f)(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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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1 -军备竞赛已日益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现象，虽然各地区军备竞赛的程度有很 

大的不同，但是所有主要的地区都介入这场竞赛，只有少数国家没有参加。

2 .最大军事国家之间的军备竞赛所占的重要性最大。它们在这方面所用的 

资源最多，所可能造成的危害最大，它们是世界军备竞赛的主要动力。军备方面 

所有重大的发展都源自这些国家，并在或长或短的期间内从这些国家扩散到其他国 

家，这项竟琳的激烈程度是无法从武器的巨大数量及其迅速的增长率表示出来的， 

因为主要的改变是质而不是董，新一代的武器总是比它所取代的老一代的武器更为 

复杂和具有更大的破坏力。

3. 军备竞赛这种偏重质的特性对其发展的进.程、对其所产生的不安全局势及 

对裁军的效果都有重大的影响。如果军备竞赛的重点是在量，则军备竞赛还可能 

到达饱和点或达成商定的上限和裁减，在军事创新迅速进展的情况下，决定因素不 

在对手的实际军力而在于它们在十年内所能取得的技术进展。军备技术竞赛中站 

在前列的丨S]家所制订的军备添置计划的目的是寻找足以对付其先进武器和瓦解其最 

新防御手段的方法，因此，军事技术的发展就有了动力，并且其发展速度比民事应 

用发展的速度嬰快得多。

4. 在讨论限制军备竞赛的措施时应铭记着同军备竞赛偏重质的特性有关的事 

实一-这些事实令人触目惊心并且其重要性日益增加。军事开支总额的裁减不足 

以作为裁军方面取得进展的唯一标准，除非所载的数额实在很高。必须还采取辅 

助性的措施来限制质方面的军备竞赛。

5. 在人口爆炸、粮食危机以及自然灾害和战争的影响下，世界上许多地方的 

问题已到达危机阶段，它们甫要扫除贫穷和改善卫生、营养、教育和住房。同样 

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经济成长.的问婢、防止环境遐化的问题、在节省现有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能源和原料的同时发展新能源和原料的问题.停止城市衰落的问题和其他许多问题。 

所有这些都需要投资、研究和其他资源，在这方面它们要同军事方面的需嬰直接竞 

争。我们不难看见如能即对军事开支进行即使微薄的裁减9 并将节省下来的经 

费转用于其他用途，就所产生的好处可以是很大的。

6. 战后军备竞赛和军事开支所产生的影响绝不只是经济方面的影响。军备 

竞赛在国际局势中是一个主要的因素，因此它对许多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 

重大的影响。在有些情况下，由于外来干涉的危险不断存在，因而为外交和内政 

制造了许多限制，这种限制可能同人民的愿望是矛盾。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武装 

力量在国内政治中成为一种决定性的因素。军事方面的优先考虑也可能对国民经 

济的方向产生很大的影响。

7. 军备竞赛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它将用于人道主义用途的经费转用于军事用 

途，它妨碍国家发展并对民主进程构成威胁。但最重嬰的是，它实际上破坏園家、 

区域和国际安全。军备竞赛导致大国交战（包括核战争）的危险不断存在，伴同 

军备竞赛而来的是一系列无终止的小型战争。军备竞赛不利于建立一种有助于在 

国际关系中减少武力的作用的气氛。此外，它恶化各国之间的关系，影响交流的 

数量和方向，减少各国间的合作和阻挠在平等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8. 这就是在1 9 7 7年提交大会的关于军备竞赛和军事开支的经济和社会后 

果的第二份报告2中所分析的军备竞赛的主要特点。1 9 7 7年的报告将军备竞 

赛形容为影响到所有国家的社会、政治、技术和工业的一种现象，它提供了历史和 

实际证据来支持于1 9 7 1年提交大会的关于这个问题的第一份报告3。1 9 7 1 

年报告指出必须停止军备竞赛，这不仅是因为军备竞赛对所有人构成直接威胁，而 

且还因为军备竞赛持续越久，经济成长、社会正义和环境等问煳就越难处理，因

A/^/38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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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A/8469/Res. 1(联合国出版物，销售品编号E. 72. IX.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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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该报告建议裁减军事开支以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目标。4 1 9 7 1年的报告 

和1 9 7 7年的报告都认为核战争所造成的彻底自我毁灭的威胁是全世界最大的危 

险。两个报告都强调迫切需要确认和接受一项事实，即进一步加强军备不能实现 

有效的安全。

9.这两份报告的这些结论至今仍究全适用。由于意外、错误估计或策略而 

爆发核战争的威胁现在仍然存在。由于现有武库的不断改进和翻新军备竞赛—— 

尤其是核领域军备竞赛一-的主要参与者对安全的忧虑不断加深。军事技术发展 

的速度走在裁军谈判进展的前面。战略考虑对各国开展相互有利的国际经济关系 

产生不良的影响。由于军备竞赛所需的全球人力物力资源日益增加，加快社会经 

济发展进程，尤其是加快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的巨大问题继续被放在从 

属地位。

10 *但是在编制1 9 7 7报告时所存在的政治、战略、社会和经济情况同编写 

1 9 7 1年报告时所存在的情况很不一样：

(a) 在过去四年，世界军事支出的上升过度商于前面四年的增长率。

(b) 国际政治气氛非常坏。1 9 7 0年代发展出来的缓和进程在1 9 8 0年 

代初遭到严重挫折。1 9 7 5年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的阓满结束所产生的乐观展 

望没有得到实现。在1 9 7 7年，主嬰的政治发展为巩固欧洲各国缓和进程的赫 

尔辛基协定，可是到了19 8 0年代初期，在马德里召幵的欧安会后续会议中最突 

出的现家是在维持缓和以及使它重新获得活力方面发生严重的困难。

⑹军备竞赛的主要参与者之间的紧张和对抗局势加深使得世界各地现有的危 

机温床变本加厉。以确定、占取和控制同经济和军事利益有关的势力范围为基础 

的战略考虑加强了现有的争端并为新的争端创造了条件^ 如果1 Q 7 0年代中期 

的明显趋势是在区域范围内消除和控制争端，则1 9 8 0年代初期的特点是到处充

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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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争端的地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发生一项或多项事件从而导致进一步扩大的危险。

⑹如果我们算一下裁军谈判的统计数字，在1 9 7 0年代裁军十年的前面六、 

七年，通过了不少关于限制军备的双边和多边都分协定。5 1 9 8 0年代所继承的 

是裁军谈判陷入僵局的一种局面。

⑹各国在拼命争取在军事技术方面取得质的飞跃。通过在1 9 7 0年代议 

定的协定来限制这种竞赛的可能性已经改变了。 军事技术先进的那些国家所实现 

的和计划的技术创新进一步除去了战略和战术武器以及常规和核武器之间本来就模 

糊不清的界线。1 9 8 0年代初计划的技术跃进使人们对今后限制军备和裁军的 

看法大为改观。

(f) 1 9 8 0年代的全球经济前景比最近任何历史时期更同裁军方面的有效进

展有密切关系。1 9 7 0年代末期令人沮丧的经济情况同1 9 6 0年代和1 9 7 

〇年代初期的情况形成强烈的对照，每况越下的原因部分是由于廉价石油的时代 

突然结束，部分是由于国际货币和金融安排失去平衡，部分是由于经济政策的观念 

有错误，有时是由于全球经济因素的周期性。这些部分解释没有充分考虑到世界 

人力、物力和自然资源的有限性。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1 9 7 0年代激烈的军 

备竞赛所消耗的资源对1 9 8 0年代的全球经济前景产生不良效果.联合国经济 

及社会理事会在1 9 8 1年编制的短期和中期经济预测中指出裁军领域和新的国际 

经济秩序方面如取得显著进展就可大大改善世界经济前景（见E/1981/113,第 

3段）。但是如果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久久不建立.裁军谈判又陷于僵局，1980 

年代就将连最起码的经济前景都谈不上了B 1 9 7 8年举行的关于裁军问迦的第 

一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明确指出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目标同持续的军备竞赛是水火 

不相容的。后来，秘书长关于裁军与发展之间关系的报告又重申了这一点，该报 

告明确指出世界各国要就是继续进行愚蠢的军备竞赛，要就是逐步迈向建立一个新 

的国际经济秩序。两者只能取其一。

5 1977年报告，第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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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令人很高兴的一点是人民大众日益认识到战争的危险，尤其是核战争的危 

险，以及愚蠢的军备竞赛对社会和经济带来的不良效果。他们对未来感到忧虑，对 

目前情况感到束手无策，因此他们形成新的组织，并且人数越来越多，试图争取和 

平，鼓吹采取促进经济、政治和军事目的战略来取代传统的囿家军事支出。世界各 

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关心就业、经济规划、环境、卫生、医药和若干其他特别问题 

的人都在动员人民和将同裁军有关的问题政治化^ 6和平运动的积极分子对各国在 

加强军备竞赛领域，尤其是在核领域方面所作的决定越来越表示怀疑。

12.现代军备竞赛中还没有什么其他方面比科技应用于军事部门更引起群众一 

致的反应。有若干因素使得军事科技的问题同一般弓丨起群众严重关切的其他问题不 

一样。总的来说，军事技术的迅速变化使人民对其潜在的极其危险的副作用感到不 

安。有些不可逆转的作用可能在短期内看不见，但是会产生长期的社会影响。例如 

核试验对臭氧层产生的积累性影响远超出目前公众对军备竞赛的了解。由于对军事 

设施采取的安全措施日益增加，私生活所受到的影响是无法予见的。

Ia此外，军事技术的目标同公众对其所产生的具体的和不具体的影响的了解 

是不一致的。政府对军事部门的资料进行保密，其主要的理由是只有那些有特殊关 

系和资格的人才可接触这些资料。社会上有两种人，一种人直接或间接产生那些公 

众不能知道的知沢，另一种人的生命则因为这种知识的应用而受到影响，这两种人 

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公众越来越忧虑的是目前有一种趋势，就是以狭窄的技术办 

法来处理广泛的政治问题，这种趋势使各国不太可能试探以各种政治途径来达成军 

备竞赛所追求的目的。许多国家正在试图以裁军作为较公平地分配世界有限资源的 

一项先决条件。基于上述考虑，公众日益感到军备竞赛已成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的最大障碍。

参看《技术经受考验：公众参与有关科学和技术的决策》。经济合作和发展组 

织，1 9 7 9年巴黎。英文本第1 1 一 1 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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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联合国所有会员一致通过的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明确指出， 

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集结可能威胁到和平、阻挽发展、干扰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实 

现和妨碍人类面临的其他问题的解决。该文件还指出武器的积累，尤其是核武器的 

积累，不能保护人类的前途，而只能威胁到人类的前途。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 

的大会特别会议着重指出，需要同时促使各国在不减损安全的情况下减少军力，并 

将腾出的资源用于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因此它明确地说明了安全和发展问题是相 

互关连的。1 9 8 2年6月举行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审查了第一 

届特别会议以来的发展后明确指出，19 7 8年以来，军事预算大幅度增加，拥有 

最大武库的国家研制、生产和部署新型武器系统，这些活动占用了越来越多的人力 

和物力资源。这些军事开支不仅是很大的资本费用，而且还增加了某些国家目前的 

经济问题。现有的和计划的军事计划浪费了大量本来可用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宝 

贵资源；此外，这种浪费大大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所面对 

的问题。

15•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的特别会议以来，秘书长对与军备竞赛和裁军有关的 

若干关键问题进行了研究。这些问题包括：裁减军事开支、核武器、建立信任的措 

敢国际安全和裁军、裁军与发展之间的关系。7这些在关于国际社会各种政治、 

战略、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合格专家协助下完成的或待完成的研究应视为一项进步， 

因为它缩小了受托进行裁军谈判的人同其生活受这些谈判影响的人之间的差距。

16.大会决定定期评价军备竞赛和军事开支的经济和社会后果，这项决定导致 

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的特别会议收到两份专家报告。该特别会议还认为有需要继续 

进行这种评价（参看大会第2831 (XXVI )号决议）。《最后文件》规定秘书长应 

定期就军备竞赛的经济及社会后果及其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极为有害的影响向大会

关于这些研究的摘要，参看《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筹备委 

员会的正式记录》（A/AC. 20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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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报告。虽然有些部门性的研究可能已部分审查了军备竞赛的影响，但是关于军 

备竞赛和军事开支的经济和社会后果的研究是就这个问题进行全面专题调查的唯一 

一项研究。这项研究的目的是揭示军备竞赛的最新影响。在为1 9 7 7年报告补充 

最新资料时，我们考虑到其结论中所强调的一点，即应继续调查当时资料不足的一 

些领域。在进行这顼工作的同时，我们按照1 9 8 0年1 2月1 2日大会第A/35/ 

141号决议的规定，审议了军备竞赛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极为有害的影响方面的新 

发展。

17.第一章描述了军备竞赛的基本特征。该章的主要重点在于技术方面，它审 

查了军备竞赛动态的惯性和作用-反作用特性。该章叙述了不断追求技术创新所产 

生的军事和战略影响，并考虑到军事技术和战略思想方面的一些最新的变化该章 

重申核威胁的严重性和在处理裁军问题时优先审议这项问题的迫切需要。

18. 第二章对军备竞赛在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中所消耗的自然、人力、物力资 

源进行了评价。该章探讨了在资源缺乏的情况下各国所关切的资源问题和取得经济 

资源的问题，并审查了这个问题对军事开支和战略思想的影响。该章对试图以武力 

确保获得远处资源的作法所产生的不良后果和全球相互依存和合作所产生的正面效 

果作了对也

19. 第三章分析了国家军事开支的经济和社会代价。该章根据关于军事开支对 

不同阶段的经济发展所产生短期和长期后果的历史事实审查了军事开支对经济成长 

的影响。

20. 第四章分析军事开支的国际影响，它将军备竞赛看作是影响国际生活的一 

些关键方面的主要因素。在审查国家和国际安全的最近发展时，该章分析了继续军 

备竞赛对政治、经济和社会所产生的不良影嘁

21. 最后一章加强了 197 7年报告中的一些主要建议，并且还提出一些关于 

如何实现群众广泛要求的先停止后扭转军备竞赛的要求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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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军备竞赛的动力

2Z 1980年代初的局势是国际紧张局势严重恶化，裁军谈判陷于僵局^

这两种情况十分不利于遏止加快的军备竞赛——在技术无控制地发展和在为达成各 

种政治军事目的而作出的无限制的战略承诺的双重压力下军备竞赛已随时可以升级。

1 9 7 0年代的技术发展已解除了一些限制，这些限制过去曾防止各国使用核武器 

作为政治胁迫和炫耀军力的危险工具。在这段期间，还至少发生了四十次武装冲 

突和同等数量的其他冲突。其中一些冲突可触发现有武厍，包括致命的核武器的 

部分或全部使用。部分由于扩大战略思想的范_的想法吏为受到重视，这种危险 

性已变得更加真实。军备竞赛的政治和经济性质和范围已被扩大到包括整个和平 

战争时期；它们的军事目的已扩大到整个世界（作为一个综合的多层次的战略地区)《

23.不用说，这些令人不安的发展，完全违反有关在匡丨际关糸中不使用武力和 

各国互不干涉内政的联合国宪章原则和宗旨。它们还明显违反专门讨论裁军问题 

的第一届特别会议上所呈现的政治意志。

24在第一届和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之间的四年期间，世界军事开支超出1G,

00糾乙美元。8 这相当于在1 9 8 1年每分钟花费100万美元》 以19 7 7年

的价格计算，这相当于每年3, 500亿美元，以今天的价格计算，1 9 8 1年的军

事开支为5, 500-6, 000亿美元9。 单看这项数字本身是看不出其意义的，但

是它相当于世界总产量的大约6 %,并且当世界经济成长面临接近全面停滞的情况

8
Huth Leger ^ivard, '.iorld i'îilitary und Üocial vixpurtituroa, 

iPriorities Inc” Leesburg, Va), p.6 •
World Armaments and disarmament, ÜIPUI Yearbook, 19&2, London., Taylor 

and 上1rancis Ltd. p. XXI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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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它相当于自每年全部固定投资额的2 5% (见E/1981/113X 军事开支总 

额中大约有五分之一估计是用于增加核武库，而现有核武器的威力已超过投在广岛 

的原子弹的1百万倍。在1 9 7 7和1 9 8 1年之间，国际军火贸易，包括武器 

和劳务在内，已超过1，200-1, 400亿美元，其中三分之二是实给充满紧张局势 

发展中国家，而几乎所有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生的130次以上的冲突都在这些 

国家或其邻近发生。

25.这些统计数字本身就很令人吃惊，但是如果在目前这种紧张局势不断恶化， 

裁军谈判陷于僵局的情况下，用这些数据来推测未来十年的趋势，其结果更是令人 

感到可怕.如果我们假使全球军拿开支每年增加2%——按照历史标准，在紧张 

局势非常严重的期间，这已是非常成功的克制了——到本世纪未，全球军事开支将: 

约为8S 500亿美元（以今日的价格计算）。假设增长率为3%,在同一期间，； 

相应数字将超过10, 020Î乙美元. 一

2纹_在评价这种趋势的社会和经济后果时，军备竞赛被视为一种不断变化的过 

程，在这个过程中，各种武器和军队不断进行量的增加的质的改进。但是军备竞 

赛的动力又不仅是军毐开支的总额加上最新的大小参与者的名单那么简单。军备 

竞赛的推动力、其目的、其表现形式都影哬到其经济和社会后呆以及停止和扭转军 

备竞赛所需要釆取的措施的性质.

27.尽管世界经济情况不断恶化，在过去四年内世界军事开支的增长率比前面 

四年快得多——估计每年增加3 %(见表1 )。 军辜开支在世界生产总额中所占 

的比例增加了，因此经济负袒也增加了。 此外，这种经济负担会导致社会上的不 

满情绪和政治上的不稳定，以及阻挠发展进程和增加各国间的紧张局势，因此加深 

了它所产生的社会和政治影咽。虽然军备竞赛所涉的方面很多并且其后果影响到 

全世界，但是如要先停止后扭转军备竞赛的势头就必须挖其根源。

28L 1 9 7 7年报告中着重指出，世界军备竞赛的主要推动力是最大的军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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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世界军軎开支，1949-82 

按1978年固定价格和汇率以十亿美元计算

450*

资料来源：《世界军备和裁军年鉴》1981，3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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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所进行的质方面的军备竞赛8 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几乎垄断了尖端军事技术 

的发展，它们在世界武器生产和世界先进武器的出口方面所占的比额最大，同时它 

们的政治和军事利益遍及全球。该报告又指出，六个军事开支最大的国家的军軎 

开支不仅占世界军事开支的四分之三，而且几乎所有的军♦研究和发展费用和几乎 

所有出口的武器和军軎设备都由它们包办' 所有重要的武器发展都来自这些国 

家，并或迟或早地从这些国家炉散到世界其他地方。近年来很多常规武器从研制 

成功到扩散到其他国家之间的时差日益减短。同时，当处于军备竞赛边缘的国家 

正在消化这些武器的时候，中心国家又在研制新的、更优越的武器，如此一来，它 

们又为新的一轮转让和竞赛奠下基础。除了这些少数的生产国，军备竞赛和竞争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常常是完全依赖——外来的武器，技术人员和教员。

29. 1 9 7 7年的报告又强调，军备竞赛虽然越来越成为世界上一种普遍的

现象，各区域军备竞赛的激烈程度却有很大差异。尽管很少国家以及没有一个主 

要区域能够不介入军备竞赛，但是将所有扩展军力及使其现代化的过程都视为军备 

竟赛是不恰当的。在有些国家受到政治、军軎和其他压力的地区，在其他国家的 

争夺导致有些国家介入或干涉的情况下，在领土被外国占领时，在国家主权和独立 

受到直接威胁时，这种过程可能加强较广范W的军备竞赛。决定国家军事开支多 

寡的各项因素.决定技术和战略方向的惯性力量以及因而在作用、反作用过程中产 

生的对应行动随着地区的差异而有很大的不同，并且在主要军事联盟的范围内和范 

围外，它们所产生的后果也有所不同。军备竞赛既然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就应 

当紧记着这些不同的因素，以便根据其特性釆取有效措施来纠正其盲目的发展。 

六个军軎开支最多的国家为美国，苏联、中国，法国、联合王国和德意志联邦 

共和国。在提及“六个军窖开支最多的国家”时应记得这群国家之间的差异 

很大。不是每一个国家都在发展新武器方面或在生产和出口武器方面占有领 

先地位；这群国家之间的军事开支（特别是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军察开支）差异 

很大；并非毎一个国家都有足够的军事能力使它们能够在世界上占有重要的军 

事战略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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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十亿美元（197胖价格））

世界总额

六个主要 
军费支 

出国

1972

，550

-1500

-U50

->400

J3S0

-1300

-1250

-J200

-4150

•100

-50

1975
1978

1981

资料来源:《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198脾年鉴.世界军备与裁军》，附录5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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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1981年的趋势证实了在1 9 7 7年提出的关于世界军事开支的三个主要

方面都是高度集中化的说法，这三个主要方面是：世界军费支出，全球在军事研究 

与发展方面的开支，和国际军火贸易。

(a)同1 9 7 7年一样，仍然很难拿到普遍接受的资料来准确地估计每个国家 

在全世界军费支出中所占的份额》这是因为没法获得所有国家的全部资料一并且也 

是因为有些国家未能充分地提供它们的军事开支资料一同时还有统计资料方面的国 

际差异问题，定义上的问题，汇率的变化和无法互相比较的问题。"尽管如此，斯 

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和平研究所）和另一些研究组织仍然发表了一些估计数字，

由于这些原因，专家们无法对各个国家的军费支出、军事研究与发展开支和军 

火交易价值等具体数字取得一致的蒽见。如何为军事开支订出有蒽义而又可 

行、并且可以在国际上进行比较的定义，如何将以各国货币录示的数字换算成 

一种共同的币值，如何决定用什么方法对经济的民间部门和军事邵门里的价格 

变化作出校正，都还存在不少困难。过去几年中，在联合国以内曾经作出直 

大努力来改进这些方面的相互比较性，和更好地以资源作为衡量来了觯和估量 

军备竞赛的后果（参看“安全理筝会常任理畢国各裁减军事预算百分之十，并 

用所节减款项的一部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A，9770，Rev. 1;联合国 

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75. 1. 10)，和秘书长关于裁减军事预算的报告 

(vs-i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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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上显示出这些数字有多大。根据和平研究所的估计，1977年的报告中 

所述并在上面（见第2 8段）提到的六个主要军费支出国所花的军费，继续占全球 

军费支出总额的7Ü%左右。而在全球总额之中，又以两个主要军事大国的花费 

占远远最大份额。"这些估计数字还显示出，两个主要的军事联盟一北大西洋条约 

组织（北约）和华沙条约组织（华沙）的花费占了世界军费支出的7 0%以上。世 

界军费支出约有7 5 %是集中由发达国家花费的，另有1 6%则属发展中国家的开 

支。

关于世界军事开支的估计数字，主要来自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和平研 

究所）和美国军备管制和裁军畢务署^ 这两个来源所提供的数字，有时候差 

别颇大，但未至于影响到各项结论的买质内容。美国军备管制和裁军筝务署 

的数字一般偏高，例如它估计1979年的世界军事开支为®5，2101乙，比 

和平研究所估计的4, 920|乙多6 %。 为了确保在各个章节之间可以进行 

比较，我们在本报告中一律选用和平研究所的数字。反正，这些数字的误差容 

限恐怕就比两个来源所给数字的差别还大。它们做估计所根据的资料，质量 

参差不齐，有的不大靠得住•就世界军事开支来说，比所给的数字大10%或 

者小I0%也还是可能的。至于随后给出的趋势数字，误差容限通常小得多， 

因为这主要是定义前后是否一致的问题。在很长的时间范围内，如果使用另一 

些看来同样有理的系数来对价格变化作出校正，那就当然地可能产生显著的影 

响。

苏联官方的军事预算数字，在1 9 7 0年代后五年一直保持相当稳定。1977 

年的数字是172f乙卢布，I 9 8 0年据报降至1701乙卢布。由于所包括的范 

围有差异，加上汇率方面的困难，所以这些数字没法同本报告内的其他军事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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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在军事研究与发展方面，现有的估计数字更加显示出世界军费支出的高度 

集中：超过13_发展中国家集体所占的份额，还不到全世界总颡的一个可以计算 

出来的比额。'4 1 9 7 7年的报告也曾说过，由于两个主要军事大国在发展先进军 

事技术方面所占的地位，它们在军事研究与发展方面的开支占了全球开支的绝大部 

分。

(c) 在国际军火贸易方面，情况也是一样，到19 8 1年贸易量比过去五年又 

.翻了一番，同时在供、求两方面也都仍然高度集中《全世界各地的武器交易，超过 

9 0%是从六个发达国家输出的，其中两个主要军事大国所占的份额最大。

(d) 全球军火交易的很大部分是输往存在冲突局面的发展中国家地区。例如， 

在198I年，中东地区各国输入的武器几乎达全世界输入总量的三分之一。它们 

所输入军火的价值，超过所有其他发展中地区~即远东、南美洲、北非、南亚、次 

撒哈担非洲地区和中美洲一的合计输入总值。南部非洲也有相同的情况：在整个 

I 9 5 0和1 9 6 0年代，单是南非所输入的军火，就多过全部其他非洲国家加起 

来。到1 9 8 0年，南非已成为以色列所输出军火的最大主雇，占以色列军火输出 

量的3 5 %。

’5(续）算数字进行直接比较。美国在1 9 70年代中期的军事开支有所下降。

1 9 7 7年的数字是1, 20对乙美元^ 1 9 7 0年代末，开支又再上升，

1 9 8 0年升至1 , 2601乙美元。这两个关于美国的数字都是根据和平研 

究所的估计，按1 9 7 9年的价格计算出来的。

14 参看 Collin Norman, The God that Limp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Eighties ( New York,W.W. Norton and Company, 1981)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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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军事开支增长率• 1 9 7 2 — 1 9 8 1 

几类国家的增长率相世界总增长率 

(实际开支的平均年增长百分率）

发展中国家

其他工业化国家

世界

1975-781972-75 1978-81

a根据表2数字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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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军事开支增长率，1 9 7 2 — 1 9 8 1 a 
(实际开支的平均年增长百分率）

1972-1975 1975—1978 1978—1981

六个主要军费支出国 -0.0 1. 3 2. 2
其他工业化国家 5.. 2 3. 4 1.5

发展中国家 19. 3 5. 7 7. 1

世界总增长率 2. 5 2. 2 2.8

根据表1的数字推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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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本章前面说过，全球军费支出估计约有五分之一是用于扩大核武器储4， 

而现有储存量早就具有过量的杀伤能力，足以将世界摧毁许多次了 •在整牛1060 

相1970年代，核军备竞赛方面的技术进展带来了惊人的成果，核武器的半球射程、 

TWT当量、准确性、机动性和残存性都有所提高，数目却没有任何显著的裁减，

这个现家的一些比较引人注目的情况，已在1 977年的报告里作了详细的描述. 

其中除了展示核军备竞赛纯粹从金钱上来说花费多大以及旨在制止和扭转这种竞赛 

的裁军措施多难实行之外，还表明了这种竞赛有多大的潜在破坏力.

32 1 9 8 0年代的趋势是，这些危险更增加了几倍，而同时又产生了一种迹

近荒谬的可能性，就是：如果不紧急采取裁军措施，这些可以杀死无数生灵的武器 

的一部分或全部事实上会有被派上用场的可能.从这方面来说，未来十年的技术 

和战峪趋势与过去两个十年是稍有不同的.如果说过去主要的技术力量是用在作 

出种种革新•使动用核武器的战略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不可思议的事•那么现在的突 

出重点，却是搞技术革新，使核武器成为可以使用的东西• 随着有限核战争的战 

略理论而来的，是核武器小型化、插入式核元件（可以使常规武器变成核武器）之 

类的技术革新• 在本报告的范围内.无法一一详细描述所有各项发展，不过，有 

些有关的情况对于与核裁军有关的各个问题领域有直接影响，所以需要谈一谈.

33第一个M况是杀伤力相准确性：T .NT当童增加了，而圆偏差概率范围则 

缩小了• 在1 9 70年代初期，两个主要核大国的嚴精良导弹的圆偏差概率约为 

5 0 0米，而且要从固定的陆地发射场才能达到这样的准碉性；从潜艇发射的导弹 

准佛性则差得多.到1 9 7 〇年代冰，情况已有很大改变，美国的“民兵”三型 

导弹配上了 Eü—20制导系统，将凼偏差概率减至不到2 0 0米《 这样提高了准 

确性，加上设计上的改良使弹头的T NT当量大了一倍多，就使命中几千英里外的 

硬式导弹发射场的单发杀伤概率增至8 0 关于苏联导弹准确性的证据资料，

只能从非苏联来源莸得•不过据称苏联的SS—18型导弹的圆偏差概率与“民兵” 

三型大致相近，而且准不准确的问题并不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有证据显示苏联也 

已大大提高了它的导弹的准确性（参看C35/392•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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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准确性和杀伤力方面的技术进展，对核军备竞赛的向空间发展和它的数量 

有直接的影响• 假定竞赛的最终目的是要保证准确命中并彻底摧毁任何可以看见 

的目标，那么，为了提高准确性，就要求一方面不断改进通讯、指挥和控制系统， 

另一方面扩充现有的武器库• 例如，可以很容易地看出，空间的日益军事化正反 

映了为求改进通讯、指挥和控制系统而扩大了技术努力的范围.从1958—1 981 

年•估计共发射了超过1, 917个卫星，其中超过1, 900个是美国和苏联发射的乂 

迄今已经发射的，以及处在试验或筹划阶段的卫星类型，据报与下列目的有关：准 

确测定导弹和发射场及各种目标的位置；以准确测定地球重力场从为基础的先进制 

导技术；改良再入飞行器以克服气象干扰；和准备为下一代的改良弹头服务的终端 

制导系统。

3£1这些军事方面的发展有许多是民用空间方案搞出来的；基本上来说，民用 

与军用的界限不容易划分清楚.从技术上说，多弹头导弹直接源于多卫星发射系 

统，正如操纵和对接技术既是正在研制相进行试验的反卫星武器:的前身，也是它 

们的产物.但在一般民众看来，在诸如通讯、气象、制图、导航等领域的民用方 

面空间成就，都被各主要军事大国由于卫星技术在最少三个领域的决定性影响而得 

到的重大优势遮盖下去了，这三个领域是：结合核战争反击力战略的目标识别、导 

航相损伤估计；“常规战争”中的监视、目标识别相导航；和在世界范围对其他国 

家的军事方案和对各主要大国并未直接介入的战争进行情报收集相监视*

3a从潜在的可能性来说•上述最后一种能力既可导致积极的后果，也可产生 

消极的后果：积极的是可以核查限制军备或脱离接触的协定，消极的是可以搞地 

区性警备和支援侵略行动.正如联合国关于成立一个国际卫星监测署的研究报告所 

说，可以有效地应用空间技术来核查国际军备限制协定的遵守情况相监测危机地区， 

每年所需的费用还远不到当前全世界每年花在军备竞赛上的开支的1 % (参看A，

15《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1 9 8 2年年鉴》第304—3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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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 206/14)•但是在国际紧张局势恶化的时期，在互相有所保留的情况下，空 

间技术具有潜在利益的那些方面*尤其是在独立监测相监视系统领域，都还未曾受 

到探讨.

37.军备竞赛的技术动向——其中向空间的发展只是一个例子一-在其数量相 

质量两个方面都涉及到严重的问题• 1 977年的报告已经详细论述了技术对裁军 

谈判过程可能产生的导致不稳定的影响• 该报告对1 9 7 2年美国和苏联签署了 

《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以后的世界战略性武器库进行了盘点，特别指出：

⑻到1 9 7 6年.洲际弹道导弹和舰上发射弹道导弹发射装置的数目已几乎 

达到议定的最高限额；

(b)虽然停止了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但是并没有妨碍大力进行改逬这种系统 

的研究与发展计划；协定对于多弹头导弹的部署数童几乎没有任何可见的影哬；

⑼洲际弹道导弹和舰上发射弹道导弹发射装置的数目保待相对稳定，但是可 

输送的核弹头数目却每年增加约1. 〇〇〇枚.

38.在谈判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时，美国和苏联交换了双方的战略性核 

军力数据。这里所谈的是能够威胁对方国土的核力量，有时称为“中央战略系统”。 

在“关于建立一个数据库的谅解备忘录”中，两国首次宣布，至1 9 7 9车6月18 

日为止，它们所拥有的这种核武器的数目如下（A/35/392，附件）：

美国 苏联

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装置 1,054 1,398

固定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裝置 1,054 1,398

多弹头化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装置 550 608

舰上发射弹道导弹发射装置 656 950

多弹头化舰上发射弹道导弹发射装置 496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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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这些战略性武器的威力和数目很难领会。可以设想一艘“海神”潜艇， 

它载有1 6枚多弹头导弹，可以把弹头输送去I 6 0个不同的目标；这些弹头的爆 

炸T I? T当量共计6.4兆吨，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用的全部弹药加起来的爆 

炸力还大：然而这数以兆吨计的爆炸当量却只不过等于美国或苏联的战略武器库的 

总爆炸当量的千分之一或几百分之一而已。如果再加上战术核武器和它们的潜在 

破坏力，那就可以更明显地看到，根本没有道理再进一步扩大核武器库。例如，

苏联和美国各自都曾对对方现有的和计划中的武器厍作了详细的估计。苏联的估 

计报告题为《对相平的威胁来自何方》，论述了美国的三种战略武器系统——洲际 

弹道导弹.战略飞机和核潜艇》 美国的估计报告颍为《苏联的军事力量》，详述 

了苏联的战略核部队.陆军.空军.防空部队和海军J6从这两本出版物，可以相 

当清楚地看到，很难将发射装置与弹头-弹头与速度•准确性和损害潜力加以比较， 

也很难将所有这些因素放进一个地缘政治构架内以期达成双方可以接受的限制核军 

备竞赛协定《

__ 40-例如，战术核武器和战略核武器两者的分别，从来都是基于假定的预期用 16

重轰炸机 573

能装上航程可超过6 0 0公里的巡航 

导弹的重轰炸机 3

空对地弹道导弹 0

16 袭:砉Whence the Threat to Peace (Moscow, Military Publishing House, USSE 
Ministry of Defence, 1982);另卷看Soviet MiUtary Power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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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多于武器本身的内在操作特性。'7由于又一系列的技术发展，这种分别的意义变 

得更小，尤其是对同时处在这两类武器射程以内的欧洲而言。中程导弹系统的发 

展从未间断。在所审查期间内，所有核武器国家都在进一步搞导弹部队的现代化， 

虽然进度快慢不一。但是苏联和美囿在欧洲实际都署的或计划部署的新式精良导 

弹，相信已包含了主要的技术发展J8

41.核战斗部及i运载工真方面现正夏圣的各种变化，其重要性并不在于这些 

武器执行其传统任务的能力每年都有所提高，而是在于出现了袒负基本上属于新彤 

式任务的可能性〇 在这方面特别有关的是增加辐射中子武器；这种武器的突出性 * 18

'7核导弹Ü战术性和战略性两类，通常所根据的考虑因素涉及到军事理论或者 

武器的技术特性，或者两者兼具。最为人们熟知的分类法是把导弹分为长程 

导弹（5,000公里以上）.中程导弹（l，OÜt)至5,000公里1 g程导弹 

(1,000公里以下）三种„

18苏联的SS—20型二级导弹，有三个多弹头化的弹头，是用来取代单弹头的ss— 

4和SS—5型导弹的。SS—20型于1 9 7 6车开始部署，据说有准确性高. 

能快速再装弹.机动性大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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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欣二型是冬琐技术进展的产物，包括具有更快速地对准目标和发射的手段和 

高度准确的终端制导弹头。它的弹头还有穿透地面的能力，可以用来袭击硬 

式目标，而不致造成太大的附带絕青。

至于各种各样（从空中.海上相陆地发射的）长程巡航导弹，最少有三个 

方面的技术发展，合起来所产生的系统能使拥有它的任何国家的反击力和交战 

能力得到大大增强。喷气发动机技术方面的进展导致了小而轻的高效率发动 

IL 能量较高的液体燃料使导弹的体积减小，而有效负载更大.射程更远。

还有，固体电子设备带来了新的制导和控制系统，大大提高了导弹的准确性. 

可靠性和通用性（参看《.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1 9 8 1车车鉴》和A / 

35/392号文件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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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特点是，它的能量大郤分以电离辐射线的形式释放出来，而不是以爆炸或热的彤 

式。人们有时候说，这种武器的特异之处是，它对人命的伤害大于对财物的损害。 

但是正由于这一特点，反对部署这种武器的心理阈限可能比较低，而这是许多以减 

少附带损害为设计意图的战术武器通常具有的一个牿点。

42. 这种种发展合起来的效果，就是在技术与理论之间造成一种循环的关系，

使裁军进程变得日益复杂和难于处理。 新技术带来新理论，而新理论反过来又成 

为新技术变革的起点，从而创造出新的局面，需要在战略上重新考虑。这种技术 

与理论之间的恶性因果关系，使核裁军的努力老兜圈子不能前进，这边刚得到克制， 

那边又重新开始大力进行。例如，自1 9 6 3车签订《部分禁止试验条约》以来， 

核试验一直没有减少的趋势。相反，过去四年的试验频率一一每车约5 0次-一 

比再前四车（1974 — 1977年，平均每车只有3 7次】还高得多。仅1981车 

内，就共进行了 4 9次核试验，其中大部分是美.苏两国进行的J9
43. 事实上，军备限制谈判的历史和军备限制协定的些微成果证明，这些协定 

总是会留下在质量方面搞新发展的门路，而且它核军备竟赛并无罝接影 

响。刚谈好对核试验施加部分限制，技术又有所发展，使核试验变成没有必要。议 

定了发射装置的最高限额ï却又提高了核弹头的数目。对反弹道导弹的数目实行' 

限制之后，弹道导弹防御技术又有颇大的进展，以致核军备竞赛又可能再发生新一 

轮的升级，除非1 9 7 2车签订的《反弹道导弹系统协定》于1 9 8 2年到期进行 

审查时再获展期。在裁减核弹头的同时，却又设计和储存别的大规模杀伤武器，

包括化学武器。海洋上和空间的军备竞赛，已逐渐成为损害裁军进程的又一个因 

素。在上述的某一个或几个方面，如果裁军不能取得进展，会使僵局更难打破， 

在另一些方面则使整个裁军谈判过程实际上陷Ü亭顿。

《斯德哥尔摩国际相平研究所1 9 8 2隹车鉴》。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44 1980年代刚开始，1979年6月签署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

定》就受到严重的怀疑。计划中的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没有开始进行。核 

大国之间的双边和多边谈判，包括关于化学武器、全面禁试条约和常规武器的转让 

的谈判，都已中止《在维也纳举行的中欧共同裁减部队和军备谈判，几年来一直 

停顿不前。在赫尔辛基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的持续过程的范围内，所讨论的是有 

关欧洲的合作与安全的各方面问题，而对于召开欧洲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及裁军会 

议的问题，审议至今也还没有得到任何确实的结果。1 9 8 1年1 1月倒是展开 

了一系列的谈判，就是关于欧洲的中程核武器，但是对其结果作出估计还为时过早， 

需要相辅地进行关于限制和裁减战略核武器的谈判，而这方面的谈判却刚在1982 

年6月才开始。裁军领域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裁军谈判委员会，对于最高优 

先的裁军项目特别是核裁军问题甚至还未能开始进行谈判。而在已经展开谈判的 

那些问题上，该委员会又迄今仍未取得任何具体结果。

4S至于常规武器方面的发展，1 9 7 7年的报告提到，这些发展具有深远的 

影响。常规武器系统在大小、速度、推进法、火力、准确性等方面不断地、迅速 

地得到改良。精良的武器，包括超音速飞机，不仅在发达国家，而且在较不发达 

国家的军械库里也已是司空见惯的了.在所审查的期间内，这种发展情况并无稍 

减。在限制常规武器方面唯一的成就，是在1 9 8 0年通过了《禁止或限制使用 

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鉴于这项公约的 

范围甚窄，它的意义是人道主义性质的，而不在于作为一项裁军措施。精良武器 

的单位价值，即使作了通货膨胀调整之后，还是在继续上升。从1977到1980 

年，能感应于目标的热和声的精良导弹制导武器系统的研究、发展、试验和评价费 

用上升了 30%到50%。 某些类型坦克车的每吨单位成本，在作了通货膨胀调整 

之后，从1 9 6 0年到1 9 8 0年的增长因数为2到3倍。此外，集合几个方面 

的技术进展，又产生了一些新型的常规武器，这些武器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具有深远 

的潜在影响。在整个1 9 6 〇和1 9 7 0年代，常规武器生产方面的技术努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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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放在生产一代又一代、一族又一族的武器，这些武器的危险性在于，就其杀伤力 

和准确性以及所负担任务来说，已经接近于使常规武器和核武器的界线变得模糊不 

清。技术改革虽只源自少数几个国家，但是通过军火转移，很快就传到世界各地.

46在无法采取有意义的裁军措施特别'是核裁军措施的情况下，军备竞赛将会 

继续下去；随之而来的一种危险是，军备竞赛的一个或多个参与者，可能会有意或 

无意地，直接或间接卷入地区性的冲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军事冲突，差不 

多全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对丧生的人数的估计有多有少，少者等于第二次世界大 

战的死亡人数，多者达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之和。2°在曾经实际经历或者几乎 

发生这种冲突的9 0个发展中国家之中，据知道具备有效能力制造冲突中所用的武 

器的国家不到12个，而就连这些国家也曾经从发达世界特别是从主要的军事大国 

输入武器或技术知识。无论发展中国家的地区性战争各自的直接起因是什么，单 

单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使军事竞赛在技术和战略方面循环不已、使缓和脆弱不堪的一 

个重要原因，除非缓和能无选择性地实行到全世界所有地区。

47.国际军火转移从数量和所包括的范围来说都很庞大，而且不断增长。这 

个现象已经成为将几个主要国家之间的军备竞赛同发展中国家之间数额差别很大的 

军事开支联系起来的主要手段。国际军火贸易约有三分之一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 

行的，供应和购买武器的国家也都多数属于这个或那个主要军事同盟。而另一方 

面，估计这种贸易有三份之二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的，前者几乎全 

部垄断了供应的一面.购买军火的发展中国家很少羞属于某一个主要的军事同盟 

系统的。但是军火贸易与其他贸易交往不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供应 

与购买关系，除了受到纯商业性考虑的影响之外，还有多种政治性和战略性的考虑。 

对于这个现象，没有可能作出确切的总结概括。军火转移交易的实际条件，极少 

公开披露；这些条件包括减让性付款办法、交货期限、零备件和支援设备的供应、 

联合许可证和联合生产安排、提供培训设施以便买方能操作所买的装备等等。但 20

20 Political Detente and the Arms Race (Berlin,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First-Hand Information Department,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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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据知道，在输入武器的8 2个发展中国家之中，超过三分之二同输出国所作的安 

排并非限于军火转移交易中的纯实物劳务；例如：军事援助方案，直接和间接的武 

器转移，军事人员培训班，提供军事基地、海军设施和前方监视哨，以及在受方国 

家有国内动乱或受到外来威胁时给予政治或军事支持的默契或明确了解。a
48.军火供应国卷入受方国家冲突局面和冲突的事例，在整个1 9 7 0年代一 

直不断地增加。对此极难提出确实的证据，但是表明这种趋势的一个迹象是，曾 

有人说，在所有较大规模的武器转移中，供应国的实际介入冲突对其最后结果发生 

了影响的事例，约占三分之二。21 22很少大规模冲突的结果不使敌对的这方或那方 

感到不满，而这个感到委屈的买武器国家不是向同一供应国增购武器，就是另找供 

应来源，以期获得更好更多的装备和比较优惠的交易条件。在若千事例中，供应 

国同买方国家议定减让性的军火交易，是因为买方国家对供应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例如作为矿物和原料的来源，或作为军事行动计划中的阻塞点，或作为较大的军事 

同盟系统中的一个可能的、非正式的小伙伴，或以上所述的一个或多个因素的组合. 

1 9 7 5到1 9 8 〇年间对中东、南亚和远东地区的军火转移在性质和数量上的变 

化，就十分清础地表明了这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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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参看,fThe Myths of the Arms Restraint1*, International Policy Report, 
vol. V(May 1979)； Lawrence B, Ekpebu, ”An African Perspective on the 
US^SSR/China Arms Policies1', Alternatives, vol. Vl(l98〇), pp.93-129; 
Edward A. Lolodzicy and Robert E. Harkway,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ystem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Spring/Summer 198〇)» PP* 59*88; ^Arming the W〇rldM, Time 
(26 October 1981)i pp- 28-Ul#

& 参看 Istvan Kende, "Wars of Ten Years: 1967-1976"，Jouranl of Peace 
Research, vol. XV (1978), pp.227-237.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A/37/386 
Aaxxex. 
Chinese ； 
Page 32

49•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冲突，对主要武器输出国并不是都具有同样重要的战略 

意义；总的说来，这种冲突大多属于仅具边际战略意义的一类。然而，由于某些 

冲突继续发生在边际意义比其他地方稍大的地区，所以这些冲突的最终结果对于主 

要军火供应国的战略考虑是具有相关意义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就如在其他若干 

方面一样，世界已经变成一个联成一体的战略舞台。发展中国家里的一宗或几宗 

事件引起更大战*的危险，已使发达国家防止相互间爆发战争的战略加上了一种地 

理上的考虑。发展中国家里的冲突局面必须解决，这不仅是因为这种冲突使受到 

直接影响的人民备受苦难和摧残，并造成升级扩大的危险，而且也是因为这种冲突 

继续对实际经历冲突的国家产生强烈的刺激，迫使它们增加军#开支，并非巧合 

地，差不多所有通常列入国内武器生产国名单的发展中国家，若不是曾经实际经历 

一次或多次冲突，就是生产特别适合其他卷入冲突局面然而不具备在国内生产所需 

武器的工业基础设施的发展中国家的需要的那些种类武器2Î。 发展中国家自行在 

国内生产武器，主要是为了它们实际经历的和感到会发生的冲突的需要，这种现象 

也可以看成是反映了接受军火的国家在供应国的战略考虑与自己眼前所关心的安全 

问题并不一致的时候，越来越不愿意牵扯入这种战略考虑。

50.整个1 9 7 0年代的国际军火转移都只限于常规武器，这种转移有两个主 

要特点。第一，主要供应国的军事生产有越来越大的比额是供猶出的武器，一部

25 参看 Istvan Kende，见前。另参看 MUet; ü. “olpiti，jmjl. Cjiunt- 
errevolution in tho Third World (London, Lexington linoks, l'V,7?-)]山imen 

Schlesinger, 'Third World Conflict and Int^rnatioruil iiocurity", Survival 

(November 1980〉，pp. 274-281; Warren Vieinatein and Tlioman llourikHCMi,
Soviet and Chinese Aid to Hfrican Hâtions (Hov/ York, i^ublifshers,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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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相信是为了至少部分地补偿一 速上升的研究、发展、试验和评价费用。

第二，所转移的装备在性质上包含品种更多、技术更先进的武器a发达世界制造 

的奇异武器的外销渠道，已日益成为补偿一下昂贵的生产成本的一条很具吸引力的 

途後.同时，如前所述，一些传统上交给战术核武器的攻齿任务，输送准确的常 

规弹头武器也可以很好地完成，这可能意味着在地区性的冲突中，比较无需使用核 

武器.这样很可能造成一种影响，就是模糊了使用核武器和非核武器的差别，因 

而增加了武装冲突发展成核战争的危险.

5L因意外，估计错误或战略行动而发生核战争的危险，由于在所审查这段期 

间内的发展，已变得更为严重，因而把核威胁的中心地位确确实实地提到裁军议程 

上各个优先项目的最前面先 要想解决储存核武器和继续进行军备竞赛所引致的 

危险，就必须取缔和停止生产这种武器，并进而加以摧毁。这个过程拖延得越久， 

发生核浩劫的危险就越严重• 1 9 7 7年的报告曾反复强调，在制止核武器纵向 

扩散方面缺少进展，和核军备竞赛继续进行，都是促使核武器横向扩散的因素。

对大多数发达国家和一部分发展中国家来说，开展核武器方案已经不再存在任何重 

大的技术或经济陣碍。现在，对横向扩散只有政治性的障碍：自愿承担的义务， 

各国政府的明智识见，和各核武器国家应当作出的榜样，就是协议裁减自己的核武 

库，并作出明确承诺最终予以消除。在这方面，1 980年y月结束的《不妒散 

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第二次审查会议的讨论和结果，有力地向各核武器国家指出， 

它们并没有大力谋求实现核裁军.该条约的绝大部分签约国都坚决主张，各核武 

器国家应当同意采取一揽子的军备限制措施，包括宣布在等待《第二阶段限制战略 

武器协定》获得批准的期间内遵守该协定，并自动晳停核试验和在扩大的裁军谈判 

委员会的范围内继续进行缔结全面禁试条约的谈判（到目前为止是在《不扩散条约》 

的三个拥有核力量的签约国之间进行；法国和中国没有签署这项条约）2: 审查

会议结束时没有发表联合公报，使人们对它今后在增进克服核武器进一步横向和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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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扩散的危险的希望方面所进行的讨论耜最终结果甚感疑虑> 使人们曰益感到忧 

虑的*态发展之一，是在19 70年代中期持续不断听到的一种报道，而且最近已 

得到两个联合国专家研究报告的证实，就是以色列和南非在还没有进行核爆炸记录 

的情况下，已经达到可以宣布具备核武器能力的阶段。24 25

5Z《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第二次审查会议只是其他进行裁箄讨论加谈 

判的论坛反复陷入僵局的几个例子中的一个。由此而在1 9 8 0车代初期出现的 

僵局，既有可能成为又一轮军备竟赛大升级的基础，但是也可以作为基础来提供越 

来越有力的证据，证明那些处在技术和战略势头前沿的国家以及那些处在外缘努力 

仿效的国家，都正受到越来越大的社会经济压力，要求扭转方向。全世界各地从 

来没有现在那么多有见识的人，对军备竞赛的推动力、所要达到的目的及其各种表 

现方式感到严重怀氣一个协调的、足以有效地对决策者造成不可抗拒的压力的 

运动正在形成。即使还在初生阶段，这个运动已经积集了极具说服力的证据，显示 

出军备竞赛所造成的社会反常现象和经济负担。

24 参看 The Non-Proliferation Treaty: The il^iin^Political ikirrior t”. i!ucl”pr

Weapon Proliferation,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1明0.另参看uThe NPÏ

Review Conference11, Arma Control Today (Februnry pp# 3一1fTIon-Pro-

liferation Treaty Review Conference: No Declaration'% Nature, vol. P/6^

(11 September 198〇)t pp. 97-9^ •

25参看《南非在核领域的计划和能力》（联合国销售出版物耳si. i. iu)。 

另参看A/36/431，附件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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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军蚤竞赛在技术与战峪两种动力恶性循环的推动下，不但变得更危险， 

并且也更形复杂而根深蒂固。在军备竞赛中，那些技术领先的国家和那些逐渐 

被卷入竞赛的国家间，差别是显然存在的a 由于军备竞赛的动力是受到多种因 

素共同作用而持续不堕，消除其中一个因素显然不足以逆转它的方向。军备竞 

赛之所以难对付，不在于一个或少数几个独立的因素，而正是在于大重错综复杂 

的因素，以至于在某一领域里取得的有限逬度很快就被军蚤竞赛中其他部门的发 

展抵销于无形。

54. 军备数童日增，尤其是核军蚤的增加，一方面构成巨大的死亡与毁灭的 

潜力，另一方面也消粍了一笔浩大的不应如此消耗的资源，这样，它威胁到人类 

的生存和社会经济福利。巨额和更巨额的军事经费不会为解决国家和国际的社 

会经济问题带来更多的选择^ 本报告在下面几章中试图指出，对世界整体和对

那些军事经费浩大的国家的经济前景而言，军蚤竟赛是一种自己会反受其害的选 

择，以此来强调裁军对社会经济的重要性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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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鞏

资源和军蚤竟赛

55. 涉及资源的问题长久以来一直是决定社会经济发展、国冢间冲哭的本质 

和对冲突局面的反应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人类面对着这么多涉及资源的紧张 

局面，这些局面以这么多形式出现并且同时出现在那么多地区，是前所未有的。 

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三十五年间，资源消耗的程度和利用这些资源的代价在飞跃 

增加。这些年间也显示出，历史上以丰富资源取代稀有资源的一贯作法--通 

过地理扩张和技术改进的办法——已不再是一个必然存在的途径。自然资源 

(燃料和其他矿物与原料）、人力（劳动力）和其他资源（资本相技木）在各国 

的分配是不平均的，并且各ai克服资源限制的技术能.力也各不相间。若涉及军

蚤竞赛的政治考虑阻碍了分配不均的资源在国际间的交换，那么军蚤竞赛就必然 

糊少了全球社会经济发展的机会，因为世界上有限的能源就不能够最有效地利用 

到生产上。

56. 有些资源本来可以用于社会经济发展，但却用到了军事上。其他资源 

分配的优先次序也间接地受此影哬。由于资源问题而引起的冲突局势也会因此 

恶化。它本身也有造成冲突局面的不可等闲视之的危险，这又会成为军蚤竟赛 

进一步升级的一个因素，对资源会产生更大的要求。在上述各方面，纯粹从财 

政开支的角度是无法耆到军备竟赞所消耗的人力和物力资源的全貌的。它也不 

能充分显示如果只有一部分用于军奮克赛的资源转用于非军事目标时所可能提供 

的选择。

5 7.本章在指出军备克赛是缩减了全球在社舍经济方面的选择的一个主要因 

素时，要描述当前资源在军事方面的使用情况，还要从地理和扠木的限制所加于 

资源的限制来指出军备竟赛如何影咽到选择的性M和范_。 最后，本章要強调 

与资源有关的冲突局面会造成逬一步军备竟赛的危险性以及对资源会作出更多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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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最近对裁军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所作的一项全面调查（A/36/356 )中 

提供了有关全世界军事活动所耗费资源的资料。除了列举大家熟悉的财务开支 

外，还提到了军备竞赛对人员和物力资源的薷求幅度。虽然这分研究提供的全 

球性总和掩盖了区域和国家间的重大差别，并且在几个地方是根据少数国家的数 

据编写的，但它确实显示出下列资源消耗浩繁的情况：

⑻到1 9 8 2年时，全世界的军事开支几乎比战后时期增加了四倍，超过 

了不世纪初的二十五倍。以目前币值计算，军事升支平均是每个男、女和儿重 

各为Üi； 110,相当于非洲和拉丁美洲所有国家的国家总产值总和，也是经济合 

作及发展组织（经合发俎织）向穷国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的19倍。发达国家 

的每人平均军事升支按比例要高于发展中国家。同时，应当指出的是，不同国 

家军特的实际负担是不能完全以军事升支的每人平均值来计童的。

⑽世界工业生产中有一重要部分是被军事需要预先占用的。根据一项详 

细估计26,世界军事升支大约有2 8 %至3 2 %的数额是由工业生产力挪到军事 

用途上的。在1 9 8 2年，这代表大约1, 800亿美元（目前价格）的工业产 

出。这个产出集中于发达ffl家；很据上述估计，在这些国家，与军事有关的产 

出在1 9 7 7年占了全部工业产出的I. 1%至7. 5%,

(c) 一项对选定的1 4种矿物所作的调查显示，在1 9 8 I年，军事用途占 

的比例是3%至1 2%a 铝、铜、镍和铂金/禹在全球军畢用途的消粍童大于非 

洲、业洲（包括中国）和拉美在所有用途中所消粍的这些金厲的忍和。石油的 

军事用量几乎相当于所有发展中国家（不包拈中lïl )消粍童的半数，占世界息用 

重的5 %至6 %。

⑹全世界军事方面的研究和发展的开支是枓研犮展的各项中最大一笔数目。 

估计在1 9 8 0年时超过了 3501乙美元，大约占全世界所有研究和发展费用的四

2S 见《裁军与发展之间的关糸》（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編号：E. 82•工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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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一 27。 比较而言，以目前价格计算，二十年前全世界的军事研究和发展 

费用是1 3 0亿美元^

⑹据估计，全世界直接或间接参与军事活动的人数在七千万以上。这个 

数目中包括：⑻约2, 500万人在世界常蚤武装部队中服役，m如果将民兵 

莰后备军加入计算，则数目很可能要增加一倍；⑽世界上约有四百万非军事 

人员受雇于各国防部门；⑹军事的研究和发展活动雇用了三百万人以上的科 

学家和工程师，单单是科学家的人数就超过5 0万；⑹至少有五ëf万工人直 

接参与武#和其他车事专用器材的生产工作.

(f)虽然以绝对值计算，军用土地的面积微不足道，并且世界上广阔的土地 

在军用或其他用途上并无秆轾之分，但这不是说军用土地全无影响9 此外，从 

趋势着眼，本世纪以来军事对土地的需求一直在上升，这是因为常备武装部队人 

数的增加和特别是武器技木的迅速改进。尽管土地使用W积的相对比例很小，

但军事用途时常会罝接与其他民事用途争地，不论是用于城市、工业、农业、娱 

乐或与环境有关的用途。

59.这些统计数字和一些类似的统计数字不断被用来突出在军事升支和澜足 

世界上千千万万人未满足的基本需要所需的少量资源之间的强烈对比。单单在 

1 9 8 1年中，每一分钟的军费可以养育发展中国家中的2, 000名儿重一年而有 

余。全世界有1 2亿以上的人年收入在1 5 0美元以下•得不到足够的菅养， 

可是少于全球1 9 8 0年军费的0. 5%的钱就足以购买增加粮食生产所需的所有 

农具，使粮食不足的低收入家在1 9 9 0年时达到自绀目足的地步。向联合 

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每年的经费钡外提供2亿荚元——两架 

最新式战略轰炸机的价格——将能使它在十年内消除世界上的文盲。世界卫生 

组织（卫生组织）若能多得到5亿美元---------艘航空母舰的价務——将足以消除

在发展中国家中象虐疾、沙眼、麻疯和雅斯病等造成积弱与残废的病症》 估计

27参见科林•诺曼，间前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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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有1 4 0亿美元分期8年使用的话，将足以支付在发展中国家开发新能源和 

可再生能源的支助行动和投资前活动所需的所有经费，这笔数目大约相当于目前 

世界用于改良其庞大核武器的一年升支的八分之一（见A，AC. 215/4 )。

H0.军事活动消耗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中，其庞大与违背常理者莫过于全世界 

花在研究与发展上的费用了。 全球于1 9 8 0年间用在军事研究和发展的费用 

相当于基本研究、能源、卫生、运输、信息、处理、污染控制、农业以及其他民 

事领域中的研究和发展投资的总和。

单就占全世界研究和发展费用8%的外太空一项而言，其中9 0%以上是为 

了军事白的。在全世界三百万受雇于科学实验室里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里，大约 

有五十万专门从事新武器系统的发展工作。到1 9 8 I年，一般相信，居于外 

太空技术尖端的枓学家已拥有互相採测他国领土上每一方尺土地的能力，可是全 

球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才刚刚升始调查复杂的生境系统中正在迅速消失的热带雨林 

区或日渐扩大并威胁着人们的沙漠。28
61.几位关心技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嘀的科学家相信，如果把二次战后用在 

军事的研究和发展的费用放在对经济进展最有利的科技研究方面的话，那么今天世 

界的技术水平就已是公元二千年时都无法达到的了。 假如我们再把参与军事的研 

究和发展的科学家的数目以及全球直接和间接从事与军事有关的活动的受过教育的 

人列入考虑，则浩大人力资源的误用程度就吏为惊人了. 世界上几近半数的成年 

人在1981年时还没有识字能力，可是超过七千万受到一些技术训练和正规教育 

的成年人却直接或间接地从事着军禀活动。如果教育的基本目的是要使人类具备 

了解他们的环境的能力，克服环境中的限制，则这么多具备这种能力的人却去从事 

减少而不是增加社会生产力的工作，实在是一个更甚于讽刺的现象了。

28 枓林•话曼，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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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目前被军事活动征用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所可以在民#事务上作的事情是越 

来越多了。 假如这些事情包括的不仅是那些可以从解放或转移军婁资源得到好处 

的民事领域，并且也包括各个着重军事的政治组织所选择的优先社会与经济项目的 

话，那么它们将包括世界几个大区所面对的一整系列的问题和不同形式的问题。对 

于后面这一点的详细分析将是下一章的题材，在那里要讨论目前的军婁开支在国家 

范畴内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在此处，也就是在全球架构下，要强调的是，不论如 

何为资源下定义，它绝不是一个无限量的东西；并且，不论一个社会经济体制的资 

源如何富裕，也不能够无止境地维持一个不顾地理与技术限制的消费和运用方式。 

这就是要求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亶新分配军事所涉资源，将它们转移到社会经 

济领域的强有力的理由。与这一点戚戚相关的就是目前对全球资源和它们在军事 

活动增加或减少的情况下可供民事用途使用的对比情况的评价。

63. 冷静的评价显示，到公元二千年时，森林、草原、农作物地区和渔事的四 

大生物系统，也就是除矿物和石油化学产品以外向我们提供一切粮食和几乎所有工 

业原料的资源，若要维持发达国家当前的消费水平相预测中发展中国家的消费水平， 

将出现史无前例的紧张状态。在1 9 7 5年至2 0 0 0年这段期间，世界约2万亿 

桶的石油原储量将可能有1万亿被用掉。同时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集中量可能 

也会比工业化以前时期高出三分之一，而尚未觯决的处理核废料和化学废料的问题 

将造成无法估计的严重污染问题s
64. 从全世界着眼，经合发组织对2 0种重要矿物的预测中虽然对期$神矿物， 

即铁、铝、钕、铬、钶、链、钒和销，没有预见用罄的问题，但银、铋、采、石棉 

的情况比铜、铅、锡、锌、钼、聲或钨的情#严重这些估计显示，如果一些稀

安东尼•多尔曼，《裁军、发展、环境：三合一的世界》日内瓦，非政府组织

联络处，1 9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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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矿物，如石棉、铋、钡、氟、锗、石墨、石膏、铟和云母等，万一完全用罄时， 

依靠新的技术，有可能不再需要它们。M有些人在全球已知储量和每种矿物的全 

球资源基数之间作了区分，这些人也得到类似的结论。全球资源基数的定义是地 

球地壳中估计的总储量，是对地球上可得到的资源的一个计量数字。2 1种重要 

矿物的资源基数比它们的已知储量要多10至20不等的倍数，但是它们的产量若 

以目前高2%至1 0 %的速率增加，则用罄的日期估计会有很大的变化（见表3 )。

65.那些认为近期内没有困难的人和那些提出警告说世界已将耗尽其资源的人 

都同意，几种战略矿物一-对民事和军審用途都至关紧要的矿物——的估计寿命要 

看目前相将来的消耗和利用的情况而定。他们也承认，由于矿物的地理分布情形 

和消费的方式并不与矿藏的地理位置相配合，所以全球储量虽无告缺之虞，但在世 

界上某些地方的经济短缺和价格的急剧上升还是可能的。并且，总而言之，乐观 

论者和悲观论者都没有排除在下列情况下发生严重经济不调的可能性：一场主要战 

争；消费中心与储藏地之间的严重政治冲突；主要发生在石油或其他矿产地区的社 

会动乱和群众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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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些矿物的民事用途可参看《亚洲的矿物资源》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 

社会委员会，1 9 7 9#

见“面对未来”，《未来之间》，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巴黎，1 9 7 9 ,65 

至9 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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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选列矿物资源基数的估计寿命

4种增产率下的估计溥命， 平均每年产

矿物品 以年计算
董的增长率，

1947-74
i(V \0 % 2 % 5 % 10%

资料来源:关于资源基数的数据来自唐纳德.卜罗布斯特和沃尔登•普拉特等 

(编）的“美国的矿物资源”，《8 2 0号地质调查专业报告》（华盛顿，联邦 

印刷所，1973年）22 — 23页；坦李和季龙姚，“地壳和地壳主要构成单 

元中丰富的化学元素”，《国际地质学报》（ 1 9 7 0年7月），778-85页.

1 9 7 2 — 7 4年的数目是1 9 4 7 — 7 4年的增长率的平均。全表是根据约 

翰.蒂尔顿，《非燃料矿物的将来》，华盛顿，布鲁金斯研究所，19 77年， 

12—13页。

销锑钡铬钴铜

金铁铅镁锰汞钼镍铂银锡钛钨钒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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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在缺乏可靠数据的情况下，很难估计未来军事消耗量的增加对全球燃料性 

和非燃料矿物资源的估计寿命的影响幅度。但是不需要对目前消费情况作精细计 

算即可得知，如果军备竞赛继续升级，它所消耗的份额将更大。着重要求精密武 

器的品质所造成的现象是逐浙减少对象铁和钢一类基本矿物的用量，但是增加了比 

较不常见的矿物、如银、铝和钛等的用量《 军备竞赛的巨幅升级将使前者的用量 

增加，而品质的大量改进就会占取后一类矿物的更大份额.不论是数量或是质量 

的增加，由于军事部门的能源消耗量一般高于民事工业，它们都会造成能源的更大 

消耗。举例而言，8 0年代使用的精密坦克每驰1英里要消耗1 仑的汽油.

是它二十年前的前身的10倍。在现代构造复杂的战斗机的机身重量中，大约有 

2 0%至3 0%的钛，而1 9 5 0年代时这一类飞机的钛所占的重量是8%至10%。 

钛也是某些潜水艇艇身的优先金属8 铝在现代军舰中也广泛使用a 另外.例如

制造和布署2 0 0枚陆地流动性洲际飞弹1#要使用的材料估计要包括10, 000吨销、 

2, 500吨铬、1 5 0吨钛、2 0吨铍、890. 000吨钢和2 4 0万吨水泥。52 

许多战略矿物的年消耗量若增加2 %至5 它们的全球储量的预计寿命将减少10

至1 5年〔表4〕， 并且，每种矿物的丰富储量基数并不表示在开采和其后的加 

工过程中不要付出额外的费用。”因此，人类未来不但会遭遇资源匮乏的情况. 

并且资源消耗的费用也会增加#

67. 应记住的是一个事实，即全球的军事生产活动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它 

可能造成一个不公平的现象：如果军备竞赛升级，矿藏的消耗量也会加速，使得发 

展中国家的未来人口不能享用这些矿藏或者要为它们付出高昂的价格。在这方面， 

应当再次提到，全球矿物的消费情况与它们的地理位置是不相配合的，大多数发达

见休斯等著《战略资源和国冢安全：初步评价》，北约组织，1 9 7 6年。 

见迈克尔*坦泽，《资源竞赛》（纽约，每月评论.1 9 8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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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种增加率下的估计寿命，以年计算 平均每年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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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 42 31 23 17 3.8
钒 462 131 71 45 11.1
锌 21 18 15 12 4.7

资料来源：美国矿物局，《商品数据摘要》，1972, 1973, 1974.

1 9 7 5 . 1 9 7 6 ;唐纳德•卜罗布斯特湘沃尔登.普拉特等（编）的“美国矿 

物资源”《820号地质调查专业报告》，（华盛顿，联邦印刷所，1 9 7 3年）； 

美国矿物局，《矿务年鉴》1948和1974年（华盛顿，联邦政府印刷所，

1 9 5 0, 1 9 7 6 ). 全表是根据约翰.蒂尔顿,《非燃料矿物将来》，（华 

盛顿，布鲁金斯研究所，I 9 7 7 ), 6 ~ 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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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依赖进口来维持或加速它们目前的清费水平。更重要的是，几乎在所有矿藏 

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消耗量与它们目前和将来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都不相配合。其 

中大多数缺乏充分利用这些资源的资金和技术，因为对后两者它们要依赖来自发达 

国冢的进口.

68. 在法学上被接受的并且在政治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是国冢对其自然资源 

拥有主权，这个观点和军备竞赛对这些资源日增的需求之间产生了几种互相排斥的 

情况，这些情况带着一种危险，即与资源有关的冲突有使军备竞赛进一步恶化的可 

能。在这方面，1 9 7 0年代中的发展突出了国际贸易中燃料湘非燃料矿物的供 

应国和使用国之间日渐增加的紧张„ 对几个进口国家而言，在出口矿物的发展中 

国家之间经常发生政治争执和社会不安是另一个对供应不致间断感到难测的因素。

虽然与能源有关的进口物引起了最大的注意，可是另外还有一打的矿物也是极为仰 

赖进口的（见表5)。 将这些矿物的供应量削减15%至20%会使进口囿的经

济停滞或减产，影响甚为严重-最近的一项研究在比较了美国、苏联、法国、德 

蒽志联邦共和国、联合王国、日本和中国这七个主要丨Ü家的依赖程度后指出.进口 

国冢在缺乏下列矿物时，国冢总产值很可能会降低：非金腐钛、销.钴、锡、铬、 

铝、铜、银、镍和锑。”这项研究所调查的期W为1 973至1 978年。

69. 但是，在从这类局部调查引出结论时，必须记住，即使在上述国家*其依赖程 

度也因各国的矿产和技术所能谩供的代替品、再循环湘屯积而各不相同。 对需求 

的控制可以抵销供应的限制，所以控制的能力也会垓响依赖裎度》 这两个因素使 

美国、苏联相中国短期内在某种程度上不受供应突然中断的影响。但是这两个因 

素不能减轻西欧与日本对进口依赖的主要地位<•曰本的毎人平均军费非常低，并 54

54见黑尔吉•赫维姆.“自然的军事化：战略资源的冲突和控制以及对和平政策 

的一些影响《和平研究期刊》，第十六卷（1 9 7 9 ), 1 — 2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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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对净进口的依赖程度（以百分数计），1977-1978

欧洲共同体全体国家 美国

铝（或铝土和氧化铝） 5 7 8 5

石棉 8 3 8 4

重晶石 净出口 4 0

镉（或其原料） 10 0 6 6

铬 1 0 0 ( 8 5%为废料） 9 2

钴 10 0 9 7

铜 8 5 19

氟石 15 8 2

锗 10 0 n • a •

铁矿石（含铁元素） 8 4 2 9

铅 5 5 11

锂 10 0 净出口

猛 10 0 9 8

钼 10 0 净出口

镍 10 0 7 7

铌 10 0 10 0

磷 10 0 .净出口

鉑鹛金属 10 0 9 1

硒（或其原料） 10 0 6 1

硫（各类形式） 6 0 10

钽 1 0 ü 9 7

锡 8 6 8 1

钛 1 0 0 3 9 (仅限钛铁）

钨 8 4 5 0

锌 5 2 6 2

对欧洲共同体全体国冢而言，表中数目一般指国内产量占Ï内表面消耗量的百分数——

1 9 7 7 — 1 9 7 8年间的平均值。对美国而言，表中数目是净进口的依赖（进 

口量减去出口调整和政府与工业界储量的改变）占表面消费的百分数。

资料来源：《非燃料矿物的数据总汇》•（伦敦.皇冢国际事务研究所，19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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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国际武器转手中完全不是供应者，这使它处于一个独特的地位。但是在1970 

年代中，矿物出口的需求和武器进口的供应形成了强烈的平行关系》 在几个情况

中，接受新式军事硬货的发展中国家也恰是向发达国冢提供重要战略矿物的囿家•单 

单以巧合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些进口武器的发展中地区能够得•到EI益精密的武器.和它 

们得到武器总数与转手时的减让性条件•因为它们也正好拥有庞大的已知战略矿藏 

或者地理上接邻着这些矿藏。

70. 在所有与军备竞赛有关的资源中，石油在战略上的重要性•以其军事消费 

方面的价值和它的分布集中于是非之地的情况而言，几乎没有别的资源可以而之相 

比。”中东的石油每桶的基本生产费用低、运输便利、污染度低，占全世界已 

知和潜在储量的半数。围绕着波斯湾的地区遍布着巨大的油田，每个油田拥有的 

油量超过其他大多数主要油区和油省的油量总和.例如，沙特阿拉伯的一个油田 

每曰可以生产5 0 0万捅石油，超过了美国和苏联以外任何其他国家的石油产量。

美苏两国的产量是它的两倍。世界上以目前技术可以取得油的地质石油区中，只 

有1 5%尚未开发，而初步测量显示，其中恨少可以与中东石油的展望相比。若 

以每桶游3 0计算，中东的藏童应值2,700, OOOf乙美元，以目前币值计算，相当 

于一个主要工业国1 〇 〇年的经济总产值〇 %

71. 原油是石油最好的来源，而一般相信，石油对军事部门的重要性更甚于其 

对整个经济的重要性》 有人估计，在军事方面粍用的能源中，石油占四分之三.

并且不容易由别种能源所取代，不象民事用途中有几个部门对石油的依赖是可以被

见童万朴相迈克尔•华褥.“与石油有关的外交政策：对伊朗相沙特行为的解析 

与实证分析（1968— 7 4 )’’《冲突解决季刊》，第二十三卷（1 97 9年9 

月），48卜507页。

见万斯.泰勒•“石油年代的终结”，《生境人》，第8/9 ( 1 9 8 0年 

10/11 月）期，303—3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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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的B 如果要以煤取代石油，它首先必须转化为石油状的燃料，即所谓的合成 

燃料• 这需要亿万美元的投资和巨量的煤• 美国作出的估计显示，发达世界若 

要生产目前原油消耗量的4 %的代替品.耑要建造9 0座煤的液化厂，要花上I 0 

年时间，而所需要进口的煤等于美国1 9 7 8年全部产#的一半。据这项估计，

核能厂从设计到投产也要十年以上的时间。核能取代原油的能力被认为是有限的, 

因为它只能作为电的来源，而电力在发达世界的全部能源需求中只占1 5%。 太 

阳能虽然具有长期的潜力，但只能缓慢地推广，其短期内最大的用途是热，这也只 

能在建筑新的住所时采用.曾经有人估计，即使在今后十年中，将它们能的消耗 

量减少1 0%,发达国家若想以取代的方式来平衡能源供应仍然不是易事^

72.能对整个工业的重要性和原油在其间占据的中心位置---------方面是能的来

源，另一方面供军事使用-一-似乎使与能有关的问题特别突出，使它们成为供应国 

湘W求国两方在安全考虑上的优先问题。在1 9 7 0年代的中后期，我们看到， 

一些需求国曾考虑使用武力或以使用武力作威胁来保障石油供应的不致中断，而一 

些供油囿也以增加军费来防止他人用威迫手段夺取它们的油田B 有人估计，在

1 9 7 0至I y 8 0年㈣，全世界犮生了多至3 6 6起对与石油有关的目标造成主 

要或重大损坏的事件，其中有些是源自国内的，有些是外来的。57受到破坏的设 

施包括电缆、发电站与变电站、油管、油库、炼油厂、油井、电线、运煤火车、运 

油船、水力犮电厂和发电厂。

见威廉•克拉克和杰克•佩芝•《能源、易受破坏湘战争》，纽约，诺顿,

1980 ,第 5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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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特别是对其中提高其利用人力和自然资源生产 

作用的能力受制于进口资本和技术之类的物质资源的国家来说•继续军备竞赛已突 

出了保持其资源基础的必要。全球大量的战略矿物，例如铝土矿、姑、铬铁矿、

铜、云母、锂、锰、镍、锡相属于钬类的钕铁矿的储藏董都在这些国家境内•〔表 

6〕大多数此类的矿物都同样需要用于满足经济的民用部门和军用部门化学、工程、 

机械和冶金方面之所需，发达国家中有许多都高度依赖进口这些矿物；这些国家 

如果扩大军事生产，不但会损害到这些矿物的预期寿命，而且还会增加发展中国家 

以后生产这些矿物的成本，在这方面，需要指出，上部地壳采矿和提取成本相对 

埋藏在地球资源基层的矿物进行顺流加工的成本都大大高于现有全球储藏量的类似 

成本。如同前述，现有全球储藏董是按照地球资源基层现有的矿物数董决定的.

74. 发展中国家的战略矿物资源对其现有相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已构成一 

项进退两难的因素。这些国家不能够轻易地保住这些资源，预防发达世界用于可 

能的军事消耗，同时还不致影响它们本国的发展方案，因为它们也是因为输出这些 

资源才有能力进口为其国内民用用途所必需的资本和技术。另一方面.由于目前 

在受制于军备竞赛方面的战略考虑因素的国际环境中进口资本相技术所付出的经济 

相政治代价很大，所以有几个发展中国家对这些代价的短期相长期影响越来越感到 

不安。1 9 7 7年的一件报告指出，军备竞赛促使人们关切到其他国家，特别是 

那些被认为具有战略作用的国家所选择的其他政治和社会办法# 因此，同向发展 

中国家转让资本相技术有关的经济让步的性质越来越受到它们对主要供应目的战略 

作用的影响；有几个国家单从这些让步的财务费用的角度并看不出这些费用所产生 

的经济、政治相社会效用。

75. 例如现在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发展前景中的一项主要因素的技术转让的短 

期相长期影响。每次技术转让行动必然涉及两类费用，那就是：包括转递费用在 

内的初期必须用于完成顺利转让制造技术的国内资源;以及以后包括研究相发展在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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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应用费用。许多发展中国家根据它们的技术和管理能力、工业规模、研究相 

发展活动的性质及发展的水平，在进口技术诀窍方面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这种代价 

远超过发展水平大致相同的国家之间的技术转让初期吸收费用。sa原则上，如果 

技术越尖端，则在从引进到圆满应用的转让过程中所包含的经济改变就越广泛。此 

外，还不难于指出发达国家相发展中国家间技术转让活动的另一个明显问题，那就 

是，双重目的技术的作用相供应国显然不愿意将这种技术转让给战略利益不一致的 

接受国。

76.好几个国际讲坛正继续讨论诸如涉及财政、劳工、技术、贸易、矿物相能 

源各方面与资源有关的问题，”因为大家已经同意，鉴于全球资源地理分配不均 

衡，这些角色是可以互换的，所以供应国相接受国之间明显的利益冲突似乎越来越 

不真实。军备竞赛升级不仅会使现有的资源紧张情况更为严重，而且还会加剧与 

资源有关的紧张情势，爆发公开的冲突，对这方面的顾虑不易消除，因为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以后，已经发生过几次涉及资源（不论为矿物、矿石、水还是鱼资源） 

的军事冲突。由于事实上全世界2 0 0个主要河流流域中有1 4 8个流域是由两 

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分享的* 4° ,所以仅仅由于淡水问题，就可能导致冲突。最 

近结束的海洋法会议曾长期谈判海床资源问题是另一项资源问题引起紧张的近例.

38 “多国公司的技术转让：转让技术诀窍的资源负担”，《经济杂志》，第8 7 

期（1 977年6 月），第 242 —261页9 

59参看《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第三次大会报告》第六章，“关于发展中国家工业 

化相促进发展中国家工业发展的国际合作的新德里宣言和行动计划”，（Iü/

4°参看《给总统的2 0 0 0年全球情势报告：进入二十一世纪》，第1卷（华盛 

顿，哥伦比亚特区.美国政府印刷处• 1 9 8 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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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7.发展中国家对它们大多数都认为负抠不起的资本成本相技术转让成本的反 

应包栝下列几种形式：有些发展中国家坚持应由现有的供应国给予更有利的条件； 

其他的国家则试图更加依靠中间技术，以期促进发展中国家间的技术转让；另有一 

些国家倾向在它们能够更加自主地控制转让全部阶段之前，暂不实施进一步利用其 

资源储备的计划.但是，它们大多数大体上都认为目前的资源消耗和利用方式不 

符合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各项目标，而且认为现有的资本相技术转让办法不能令人 

满意并且不足以实现其发展目标.有种种迹象显示出一种倾向，可能终将有助于 

实现全球经济相互依存的理想；这些迹象包括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增加经济援助 

以及新工业化国家向工业化程度较差的发展中国家转让中间技术。

78.过去的军用资源消耗方式已经开始显示出它对经济成长湘社会和经济发展 

的积累的影响。下一章将设法证明•高度发展的经济相落后的经济都不可能无限 

期地承受它们正付出的军事开支所引起的社会和经济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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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开支和社会及经济发展

79.前文两章已述及，198 1年内纯按资金计算的世界军费开支已达卸5,500 

亿至$6,000亿；如按通货膨胀调整后，这等于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增加了四 

倍。过去三十五年来，经济情况时好时坏，但全球军事部门仍继续大约消耗世界经 

济产量的5 %至8 %。资源丰富情况和资源紧张情况迄今都没有影响到战略矿物的 

军事消耗；这种消耗估计一直都用去全球产量的3 %至12 %。 1 9 7 0年代石油

价格上涨四倍并没有显著影响军事工业的相对能源消耗；某些国家单单箄事工业似 

乎就消耗了国家石油消费总量的四分之一至四分之三。尖端军事革新的高昂费用也 

没有使全球大约三分之一的研究和发展经费不再继续用于军事研究和发展。1 9 7 0 

年代的国际贸易虽然停滞不前，但是并没有影响到国际武器买卖；单单1981年内 

的武器买卖数额就超过部1，200亿〇这些因素加上几个其他类似的趋势，已经使军 

事开支费用走到公共事务的最前列，并且引起一些不同的国内和国际讲坛正在询问 

的问亂1 9 8 0年代的公众出于对军事开支所涉人力、资源和生态方面的全面关 

心，似乎将会集中探询同样的问题：即什么是军事开支承诺的基本原则？世界是否 

已经达到或者正接近一个分水岭，越过此一分水岭后，军事开支再增加和决定此项 

增加的程序将大异于迄今现有者？ M

80 .如果从国民生产总值（国产总值）增加率所反映昀经济增长情况几乎普遍 

减弱的角度来看，显然已经达到了此一主要的分水岭，在评价国家履行其作为其福 

利承诺的一部分的安全职务的能力时，最直接有关的经济计量单位就是国产总值数

参看《经济与国防支出：预测和选择》，载于《美国国家安全所受到的挑战: 

初步报告》（纽约，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198 1年）。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A/37/386
Annex
Chinese
Page 55

量，那就是该国经济能够生产并可用于应付战争局势的货物和服务总氣因此，这 

就导致一项逻辑上的推论，那就是.和平时期国产总值必须保持稳步的，如杲不是 

迅速的增长率，囡为没有一国的经济.不论其处理方法如何，能够在军事开支方面 

最终支出超过其国产总值.原则上，如果军事开支增加率继续不断地高于国产总值 

增加率，就会发生这种超支情况。

81. 近年来，世界经济的增长情况一直缓慢，或者有了下降。1 9 8 0年至 

1 9 8 1年的情势标志着第二次重大的挫折。世界生产量的增长率已从1 9 7 8年 

的4.6%下降至1 9 7 9年的3.8%, 1 Q 8 0年更下降至2.2 %。虽然因主要国 

家集团和地理区域而有所不同，但是，这种增长率减缓却是全世界的现象。随着经 

济增长普遍下降，还发生世界贸易扩展情况显著减少、国际收支问题增多和大多数 

国家的通货膨胀率都偏高。事实上，世界输出数量增加率已从近年来的5劣至7% 

左右减至1 9 8 0年的1 %至0.5%。如按绝对值计算，1 9 8 1年的世界输出总 

值有了下降.经济衰退对人力资源特别不利：198 1年年底，发达的市场经济有 

超过2, 400万名劳动力失业*虽然可以预期在不久的将来，经济情况会有些好转， 

可是，进展的速度预计不会很快.因此，自从1 9 7 0年代中期以后发生的中期情 

况不佳的趋势可能会继续下去，

82. 在评价目前和未来的军事开支对这些严峻的经济前景的影响时.应该指出 

一个大家熟悉的问题，那就是，经验显示某些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偏高时，其军事 

开支数额也同时偏高.可是，不久前有数位经济学家曾经强调.军事开支数额和经 

济增长率同时偏高并不能证明这两者间的积极关系.如果具有某种关系，则其间的 

因果关系也可能是倒置的，那就是，军事开支数额偏高可能是由于增长率偏高，而 

不是军事开支数额偏高引起增长率偏高.不难看出军事开支负面后杲的根本理由是， 

尽管军事生产是国内生产总值的一部分，可是它与其他生产形式的差异在于它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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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不用于现在的消耗，也不能增加生产能力。42 * * 45军事开支的真正的负担在于牺牲本 

来可以转而生产的民用物品和服务。简言之，生产军用物品和服务的机会成本是因 

军事部门占用而放弃的生产具有生产能力（例如人力、资本、技术等）的民用物品 

的机会。

83.遇有生产要素被搁置不用或其利用程度不符合其生产能力，那么，军事开 

支通过一种收益增值率作用——即提供额外的本国产品并创造额外的需求一一就可 

以在短期内促进经济。因此，未利用资源或资源利用不足的某些社会并不会因为初 

期的军事开支而经历任何直接不利的经济后果》°可是.这并不能证明箄事开支具 

有促进甚至是资源利用不足的经济的经济增长的独特作用.因为它并没有证明以同 

样的幅度增加自发的民用开支数额并不会对经济产生同样的——如果不是更大的—— 

促进作用。最近有关发达国家民用和军用开支分别对就产生的影响的数项研究报 

告显示，如杲对前一类开支项目支出$10亿，一般会比将同一数额分配给后一类 

开支多创造两倍至四倍的就业机会。这些结论所根据的是军备工业的特征，即它的 

研究和技术相当密集，它的资本相当密集以及它高度集中在某些地理区域。w

42许多国家的国民收支帐户都将耐久军品开支列入投资项目下。这主要是出于统

计上的理由。但是，我们必须铭记，鉴于生产这些产品绝不会增加生产能力，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这些产品不应该称为投资•对方法学各方面的广泛讨论， 

载于《军事开支的增长和波动》，（巴黎国际经济协会会议，198 2年6月）。

45埃米尔•贝诺瓦，“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和国防”，《经济发展与改变》，第26 

卷（1978年1月），第271页至第280页。

«阿尔夫.柯克，“裁军与经济学”，198 1年6月27日在新西兰全国裁军 

协商委员会上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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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如果生产要素已充分利用，则总产量即不可能增加；但是，军事开支由于 

导致供应方面的限制因素和阻塞，所以会引起其他的通货膨胀压力和（或）民用物 

品减产现象。一般都认为，经济增长的供应方面须依据三项因素：即大都由人口趋 

势决定的劳动力人数；主要由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率决定的资本形式；以 

及主要须视有关研究和发展工作的技术动力而定的生产率因素.尽管劳动力的人数 

显然必须取决于人口趋势.即绝对增长率和工作年龄人口比率，可是，由于军事人 

力的需要，的确会造成人力短缺情况或使此种情况更为严重，这都是因为这类需要 

占用了原可分配作为教育和职业训练资源的人力和专门技太。在大多数国家，直接 

或间接从事军事工作的人员比一般人的技太能力要高出许多，而且如杲从事民用部 

门的工作，其生产率也高出平均生产率，各圆军事活动和与军事有关的活动所占用 

的最有能力的人口的比例远超过军事预算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可能使人预测 

出的比例。这显然适用于研究人员、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在行政和经营技术方面亦 

如此》

85. 关于资本形成和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投资率，军事开支对供应的影响比对 

人力的影响甚至更为直接。军事投资和非军事投资的需要量大致都是针对同一系列 

的工作.例如电子、工业机械、冶金、化学和能源，诸如电子和宇宙空间工业之类 

的某些工业所涉军事技术和民用技术本身就是相互依存的，军事开支的增多会引起 

供应阻塞现象，从而导致民用投资相对减少。军事开支由于占用了民用投资并且转 

移了资本形成，以致严重限制了民用物品生产率的提高，必然损及一般经济成长， 

因为经济成长高度依赖资本形成和技术动力。

86. 技术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已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其受重视的程度 

几乎相等于大家正逐渐认识到军事用途已不当地耗去大量全球科学和技太资源。45

49 参看柯林斯•诺曼，前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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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的讨论范围不包括叙述经济增长所需技术动力的所有方面；它也不可能解析 

所有现有的数据以期提供对占用世界军事科学和技术总资源各部门人才的最新的精 

确评价。但是，已经明确的事实包括：

⑻民用投资中的民用技术进展是提高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

⑽目前全世界经济增长进展缓慢以及发达国家生产量增加率下降都不应归责 

于技太不足本身。相反，其部分原因是几十年来一直把大量关键科技资源由民用转 

供军用的长期后果《 46

87. 民用技术进展是指发展导致改善消费者和生产者的产品及提高生产效率的 

知识。这两个方面，即更好的新产品和改良的生产方法从表面看并不能分得那么清 

楚，因为提高生产效率的一项主要因素就是采用体现了高超技术的新机器和设备。 

民用技太的改进由于可以增加每一工人的资本数量而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 

由于可以发展能够提高一般生产资源利用效率的生产技术，而有助于改进劳动生产 

率和资本生产率。因此，可以用民用技术的作用来解释工业化国家经济成长的经验 

以及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巨大而且正在扩大的差距。

88. 对比某些主要的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后，可以得出一种经济成长模式；这种 

模式相当符合它们的技术资源在供民用和供军用方面的相对方针。因此，最近的数 

项研究报告显示，高度集中于军事技术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要比在这方面不站前列 

国家缓慢。47可是，技术转用的关键问题却更适用于工业化国家过去的经验，因为 

发展中国家迄今在全球军事研究和发展工作方面实在微不足道一一这在某种程度上 

足以显示出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发展方针，

46参看劳埃德• 杜马/‘军事预算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当前对和平与暴力的

研究》（2/1980),第73-83页。

47参看戴维.格林伍德，“西方军事开支的充分性和适当性”，《迪奇莱杂志》

(1978年春季号），第74 —85页。另见“军事支出：对经济的影响”，《新

外交政策和军事政策联盟》（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 98 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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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从过去经验可以得到的一项重要教训是，军事技术转供民用的重要性不是 

受到极端跨大，就是弄错了对象，或者兼而有之。这方面和其他方面的基本问题 

就是如何对比现有情况与不存在的条件问题。诚然，现代工业中许多民用部门的 

存在和发展都应该归功于军事部门的技术动力。例如冶金学和优质金属生产技术 

的发达都应归功于生产炮管和装甲钢板的制造工艺。运输工业在某种程度上同应 

用到装甲车辆的工艺发明是不可分的。商船建造的进展得力于制造尖端军用运输 

舰艇的海军技术；民用航空同制造战斗机密切有关。可是，至少在智识上，如果 

不是在过去的经验上，极难以指明军用部门在何处算是转用于民用部门和民用部门 

在何处算是转用于军用部门。

90. 例如一般都认为直接得益于宇宙空间和电子学这两门军事技术最先进的成 

果的民用工业中最为人熟知的一些部门。如果只将工序的源起局限在其数学方面， 

则原子弹和巡航导弹技术是两项人们最熟悉的实例。原子弹所涉主要的数学问题 

是内弹道学，大致说来就是裂变过程各组元的适当校准和计算。1 9 2 0年代末 

期制作星体表面辐射同等平衡力模式的维耶纳-荷普夫类型半轴旋绕方程已经找到 

了适当的数学模式„因此，真正固有的模式是来自天体物理学内的量子力学研究。 

巡航导弹技术主要的数学问题是所使用的地形周线匹配运作的地形表面数字定位。 

在这方面，2 0年前计算兴建公路备用道路所需移动的土方数量的土木工程师已经 

定出大地测量学上必须解决的问题。所涉散布面定位方法除其他来源外，是来自 

群众医疗保健——例如预防子宫癌——的实际需要。48

91. 另外在电子学方面，军事技术方面更能够说明其应用情况，而非纯粹的抽 

象理论，尽管这两个方面的取舍还不够最后确定。不过，与此有关的工程师和科 

学家们却都知道现代电子学的发展在过去几十年内已经出现了双重的改变。第一

48这些例证载于伯恩海姆•布斯和拉斯马斯.奥利.拉斯马森，“改进地球资源 

利用所涉挑战性科技问题”，《和平与科学》（2/79)(维也纳，国际和平研 

究所），第7 5至7 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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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变化是物质方面的变化，即从本世纪上半叶广泛利用铁和破璃制成无线电真空管 

到1 9 4 8年以后继续不断地发展更广泛利用硒和锗制成的晶体管。除了引起物〃 

质基础的改变和稍微增加了物质利用强度之外，这也显著增加了能源利用量。第 

二种改变是从1960年以后在与晶体管相同元素基础上发展微型集成电路，但是 

在利用强度方面更大，而且仍在增加。一项电子装置如采用真空管技术，则重达 

一公斤•,如采用晶体管技术，则只需要1 0至1 0 0克的原料•，如果采用质量相同 

或更佳的微型电路，则重量只有几微克而已，

92.这些实例只是为了举例说明，而非全面追溯何以技术发展方向不可能视为 

完全是一种必然的过程。在决定经济针对任何旨在倒转目前显然违反社会和经济 

发展需要的趋势的尝试方面所具有的弹力时，必须考虑到这种观点。这种趋势持 

续得越长，其社会和经济代价就更大，而且吏难以解决这种倒转显然会引起的各项 

问题。在这方面，如同上文各章所述，我们不应该过分强调全世界研究和发展的 

军事倾向。特别需要着重指出：

(a)军事研究和发展正使得工业在技术方面更为复杂„宇宙空间和电子学方 

面某些方面某些先进军事技术亦可应用到民用部门这个事实并不足以解释有理由研 

究奇特的技术，因为这些技术已多次证明过分复杂，以致无法满足特别是发展中国 

家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迫切需要。例如，已知能够明显转用于民用用途的军事研 

究和发展成果只占20% ”

㈦部分由于尖端武器系统的酝酿期间较长（即7年至10年不等），以致这 

类武器系统很快就陈旧了，而且亦由于每一项渐增的革新都比其前一项目要花费更 

多的资本和研究力量，所以军事研究和发展工作一般都不不符合民用部门成绩和成

同上。

参看阿尔夫•柯克，前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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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面更为人们所熟知的标准。”

⑹鉴于如同所有的军事开支一样，军事研究和犮展基本上是政府的工作，所 

以，这方®的高度集中也导致整个研究和犮展工作都偏向主要涉及军事项目的部 

门。

(d)尖端军事技术方茱往往在研究、发展、生产和销售方面具有本身的习惯、 

技巧和态度，以致有时候会产生显然会阻碍其转用于民用部门的不易克服的主观障 

碍。52

9a 如果它们对经济增长的激励作用并不准确，如采夸大了它们对民用项目 

的贡献，那么，对因军事开支而引起的社会效益，就更不便作出断语。1977 

年的报告已经强调：军事开支已使通货膨胀趋势更为严重，导致少于同样数额民用 

开支所产生的就业人数，而且使现有的国际收支问趲更难觯决。通货膨胀，失业 

和国际收支问题的并存是一种会引起严直社会问题的相亙有关的经济现象。仅仅 

增加出口多出进口的数额并不易于觯决国际收支问题的理由，不皁单是出于各贸易 

伙伴的通货膨胀程度各不相同。如采各贸易伙伴的逋货膨胀程度各不相同，而且 

如同实际情况一样，它们的贸易活动所涉及的商业交易范围越来越广，那么，利用 

额外武器输出来局部弥补整个国际收支赤字的办法不应该是一项长期性的园满觯决 

办法。某些输出武器的国家的确也极累了为数极大的国际收支赤学。1970 

年代中主要输出和输入武器的国冢至少有一半也出现贸易逆差这个事实应该足以使 

认为武器买卖有助于补救贸易逆差的决策者清醒过来。1

参看戴维•卡尔顿与卡斯托•谢夫（合编），《军备管制与技术革新》

(1 9 7 7年，伦敦）。

参看丹尼尔斯•S•格林伯格，“研究与发展项目是否将会攫取一切？ ”， 

《华盛顿邮报》（1980年11月18日）。另见哈维.布鲁克斯广技 

术、进展和目的”，《代达罗斯》（1 9 8 0年冬李号），第79-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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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19 7 7年的报告所详细讨论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等问题不仅密切相关，

而且还会引起更严重的社会后采，因为这些问题每天都直接影响到一般人。有关; 

这每一项问题的决策都反映出对其社会重要性的基本判断，因而可以归结：历来人 

们往往认为，在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前者所引起的社会灾难要小于后者。但是 

在滞胀的情况，即同时发生失业和通货膨胀，如果在政策上审惧选择忍受后者这个 

较小的社会灾难，并不能完全清楚地觯释后一问题。社会多少会受制于通货膨胀 

压力之害，其程度则须视它们对价格结构的控制或它们扩展供应童以满足其需要量 

的能力而定。军事开支会引起物价上涨，因为这类开支会减少民用货品的生产能 

力，但不致影响对这些货品的胬要量。如果军事开支投入物成本的约束因素不象 

经济的其他部门那么严重，这些开支由于促使供应方面的限制因素更为严重，也将 

迫使价格上涨。如果因军事开支而生的通货膨胀压力涉及国际贸易活动，就可以 

容易地看出，甚至控制其国内产品价格结构的经济仍会受到其固有环現以外的现象 

所生世界后采的不利影响。

95.如果军事开支数字长期持续庞大，可能基于几项理由，就会便物价上涨 

更加严重。首先，军事开支会引起逋货膨胀是因为购头力和有效窬求的产生无法 

同时相对地增加可立即消赞的产品或增加生产能力，以期满足未来的消费齋要。这 

种过度需要在整个经济范围内抬高了物价。虽然军事开支有助于产生为弥补中央 

政府开支赤字所需要的金钱，可是，由于因此引起的现金储存量增加，就会产生通 

货膨胀压力。同样，如果由于军事活动以致准蚤货币国家的国际收支出现赤字， 

那么，其他国家就会储存更多的现金，从而产生更严重的通货膨胀。第二，有理 

由相信，同大多数其他工业相比，军火工业不易制止劳工成本和其他生产要素成本 

的增高，其原因有二；其一为它所具有的资本高度密臬和技术高度密集的特征；其 

二则为这个部门所增加的成本很容易就可转嫁给消费者，即在大多数情况下的政府。 

其他生产要素成本增加数于是就转移到经济的其他部门，包括生产力增长率不高的 

部门，进而也抬高了它们的价格。最后，比较一般的理由是，由于转用了民用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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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大量资本和研究与发展资源，所以阻碍了生产率的长期增长，从而使经济更易于 

受到通货膨胀的压力。53

96.尽管近年来某些主要的经济冋题，即通货膨胀迅速、贸易出现逆差和国 

际收支不平衡问题显然都因侏持大量军事项目而更形严重，可是，军备竞赛如何助 

长这些问题却不可能用数字来表示。特别明显的是，长期保持巨额军事开支已造 

成现有的通货膨胀并持续到经济衰退期间以及失业率增高。54 55 56

97.由于上文的分析显示，军事开支对经济增长不会产生长期的正面影响， 

所以这些开支对保持固有的工业技术基础或对补救贸易逆差来说都是不必要；军事 

开支会使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更加严重，而不能加以解决。有理由可以断定，经 

济再分配所需要的经济调整不会比其他部门因不断重新安排社会及经济优先项目而 

必须重新分配所需要的调整更加艰巨。至少在这方面，过去的经验应可指出未来 

的希望。包括1 9 7 2年报告柞1 9 7 7年报告在内的早先的联合国研究报告曾 

数度强调裁军在技术上和经济上都是可行的。53最近对î 1个工业化市场经济 

国家的研究显示，它们如果对其1 9 8 1年估计为数将近郭1，100亿的现有军事开 

支大幅度裁减4 %至8 %,则不仅会增多就业机会，而且可以改香其国际收支。此 

外，它们如果在扩大贸易方面增加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合间，从而有助于消除其经 

济上的需求方囱的限制因素，％ 就可以大幅度减少其经济调整问题。

” A/32,88/Rev. 1(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78.工X. 1)，第8 8

段.

54 同上，第8 9段。

55 关于各国对军用生产转燹为民用生产在技术上和经济上是否可行的不同观点， 

参看前引，《和平与科学》。

56 参看前引，戴维•格林伍德。另见《1 9 8 5年前6 0英国外交政策》，

(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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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a 各中央计划经济国家最近公布的各项五年计划也开列了相当长的有关诸 

如托儿、保健服务、城市住房和工业部门重新分配等社会和经济优先项目的清皁； 

如果因节省其现有军事开支而减轻经济负担，就可以大大促逬这些优先项目。57

99. 关于发展中国家，1 9 8 1年《世界发展报告》显示，在1 9 7 2年至 

1 9 7 8年期间内曾经裁疯其国产总值中所占军事支出百分数的所有发展中国冢几 

乎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增多了保健和教育支出所占的百分数。58 现在，讨论发展 

问趲的任何国际讲坛都把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与经济问题当作中心议题；这样做极为 

明智。这些国家到了 2000年结束时，在全世界人口总数6 4亿人中估计将占大 

约50亿人，从1 9 7 5年至本世纪结束时，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至少将增加5亿 

人；全世界大约6亿3, 000万名赤贫的人口中，估计将有几乎95%都生活在犮展 

中国冢。皁单寻找诸如发展中国冢发展成缋间其车事开支的内在关系之夹的成因 

决定因素，并不能完全解决在向额外劳动力提供有酬就业柞满足日渐增多的穷人的 

基本需要方面所固有的社会紧张问题。1 9 8 1年联舍国国际经济和社会政策研 

究报告曾指出，“人民、资源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已引起一类新的发展问题；这 

些问题起源于因果关系的恶性循环，可能导致社会祁经济吏易于党剑损箐祁环境更 

加不稳定，并且基本上不是单纯的分析戒觯夾办法所能觯决的。这些问题中有许 

多都箭要由备国广泛合作并由各国际组织采取一致行功加以觯决，因为这类问题是 

区域性或全球性的，或者还涉及整个国际领域”（尾^1981X65)。

100. 尽管不难预测大多数发展中国冢都将囱临因人口增加、资源限刺和环 

境反馈相互作用所引起的经济和社会方[É/越来越多的紧张问趲，而且吏不难于指出 

这些国家需要更充分地动员其全部国内资源，可是，如果断言只耑将其军事开支重

57 秘书长曾向所有国家政府发出有关编写本报告的问题单；已收到罗马尼亚政 

府和提克斯洛伐克政府对此问题皁的答复。

58 世界银行，《1 9 8 1年世界发展报告》（1981年8月），第180- 

1 8 1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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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分配于民用用途就足够了，则仍属轻率的想法。1 2 0个非石油发展中国冢 

合计其军事开支只占全球军事经费支出总類的16%弱；它们在车事生产方面还不 

到世界总数的5%;至于其军箏研究和犮展，在世界全邵车畢研究和发展中所占 

比例实在微不足道。这些非石油发展中国家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们在全球车火 

贸易的浠要方面占三分之一，而另外大约三分之一则归于生产石油的犮展中国家。 

它们大都巣中在一些发生冲突的地区；车火贸易在这些地区内不同因家的全部进口 

额甲所占比例则从不到1 %至超过1 5 %不等。 _____

101.军备进口在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上打开了一个常流不断的漏洞，原则上 

这些外汇原可用来进口资本和技术；非伹如此，军备进口还偵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一 

政治环境更加复杂。虽然随着军备转让的条件和附带的辅助设备与劳务而有不同， 

但爭实证明军备进口已使大多数收受国极受外在环境所左右„ 来自收受国社会结 

构以外的政治威胁感、妨碍国家谋求自力更生的依赖模式、与居于支配地位的农业 

经济不很相宜的技术选择，这种种都是进口军备所付出的部分代价，而且是不容易 

记录下来或列成数字的代价。但是，作为一般的表征，我们可以指出，供应国与 

收受国之间关系上的不断磨擦已成为形响其中一方或双方国内政治的一项因素„

102•更WÏ：义的是，最近几项研究结果发现，比起内部紧张根源局限于成长和 

发展问评的国家来，那些很大程度依赖进口武器的政治结构一般都更加脆弱。整 

个1 9 7 0年代出现的一个敁菊启发性的现象是，几个向地理邻国有敌对关系的军 

备进口圆，如果撮初进口武器时同供应国之间的转让条件后来没有发生变化，则爆 

发冲突的次数比较少。”各方一再表示担心供应国会干预收受国的内政外交，以及 

收受国后来会要求更多的武器，这可以说是反映了“诱发的军事化”现象。6°甚至
_ - - - - .■冊 —, ---- - ..  

99 See Isbvan Kende, "Dynamics of Wars, of Arms Trade and of Military Ex
pends turesnf Ins七ant Research on Peace and Violence (2/1977)， PP*59-68.

b0 See Peter Lock，"The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and Armamerrts", 
Economics, Vol. 22 (1980) pp. 56-85； Michael T. Klare,"Militarism： The 
Issues Today", Bulletin of Peace Proposals, Vol. 2 (1978)， pp. 121-129；

W. Mallmann, "Arms Transfers to the Third World11, Bulletin of Peace Pro^ 
posais, Vol. 3 (1979) PP. 297-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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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那些国际收支问题没有恶化的收受国，看来也不能免于付出进口武器所引起的其 

他的社会方面的代价，如果购买的军备精密复杂而需要与收受国的社会一文化环境 

格格不入的辅助设备和劳务，则所付出的社会代价更大。

103-发展中国家在国内自行生产军备的现象愈来愈多，都分鉍因是它们愈来愈 

不愿意被吸进供应国的政治战略环境。6'显然也是由于同样的因素，甩几个收受国 

正在转换供应国，或寻求严格局限于商业j办定的条件。建立国内军备工业的 

经济代价以及依赖进口军备的额外社会代价，使得发展中闺冢的军事开支对蜇新调 

拨经费的提案高度敏感。61 62 63收受国在自己的环埦中卷入冲突局面以及它们受供应国 

的环境所左右的情况，在在使限制向它们转让军备的提案必须同解决它们周围的冲 

突紧密连系起来。在收受国之间的敌对关系上再叠加供应国扩充军备以相互威胁 

的观点，结果只会使国际军备贸易扩大而不是缩小，这种军备贸易已成为把中央地 

带的军备竞赛传到边缘地带的主要工具。w

104.即使用国际军备转让范围之外，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问题也不能脱离

国际经济范畴而单独解决。64制定圆际发展战略的目标时曾假定工业化世界将沿着 

一条相对没有通货膨胀、几乎完全就业的经济增长持续加速的道路前进。国际发 

展战略的任务是设计一些措施，把发展中函家结合进世界经济，一同以相对稳定的 

可以预测的速度向前推进。但是，当前的条件十分不同:世界产出和价格日益不稳定， 

再加上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有长期下降的趋势，使得涉外活动愈来愈难以预测和 

愈来愈不利。对这种改变的一种反应是建议降低发展目标。但是降低发展目标

61 See ,fThe Arab Organization of Industrialization: A Case Study in the 
Multinational Production of Arms1', Peace and Violence (2/1979)•

62 Military Expenditures, Growth and Fluctuations, op. cit.
63 See Swadesh Rama, "Secvirity Issues in the Third World： A Strategic Per

spective", paper presented to Common Security： A Program for Disarmament 
(Report of 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on Disarmament and Security Issues 
Under the Chairmanship of Olof Palme; Pan Books Ltd*,1982).

64 See Implementation of the Lima Declaration and Plan of Action： The Country 
Situation and Contribution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ID/238 (iB.COW.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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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使国际经济系统本身更不稳定，因为发展中国家加速的经济增长会大大提高 

需求和供应两方面对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的限制，沿着这一思路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 

也可能克服当前进退两难的凼境，即发展中国家从它们自己的社会动态看来不能让 

低增长待续下去，而考虑到现在的国际经济t势又无法实现高增长„

105. 虽然大家普遍认识到大笔军寧支出对经济有不利影响，但有些情况下军队 

被认为对一个普遍存在分化因素的社会具渭凝聚作用。但&本上，一般认为军事 

支出对因家的社会福利是羽必要的，其作用是给非军事生产加上一个不能衡量的变 

数，即安全。大家普遍认为安全对国家的社会福利极关:要，至少有些人认为,， 

应该不计代价地动用闽家资源来满足安全方面的需要。但即使持这种看法的人也 

不坚持说军箏支出是不需付出代价的活动-他们也不否认，军事开支的社会一经 

济代价所造成的全部影响可能不是几年内看得出来的不管是财政、人力、矿物、 

研究和发展-方面的代价，还是要靠军亊力量顶住国内外种种威胁来支撑的政治结构 

方面的代价n

106.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三十五年中，军寧开支占用的人力、物资和自然资 

源已增加了4到10倍„ 在军事支出增加的同时，只娶发达世界维持高经济增长 

率，就不一定把这种开支视为庞大的经济负担。但是在1970年代，经济增长 

的势头开始减弱，社会对军寧开支的容忍度也就越来越低。人们对一味强调经济 

增长的说法提出了辫告：不能把经济手段误以为是社会目的。

107. 军事开支的体制化与社会里的紧张携手并进，因此证明所谓能对分裂的结 

构起凝聚作用的好处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幻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假定军事机构 

和军队具有双重作用。它们既是外交上的最后手段，又是内政上的最 

终主宰。这两种作用不一定彼此相关。在对外有冲突的环境下，容忍囯内不同

〇ee Employment.,Trade and North-South Cooperation; An Overview,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rld Employment Programme Symposium of 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Geneva， 19-22 May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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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的限度就会收缩，真正的或假想的外在威胁可以成为加紧镇压的口实•反之， 

当国内不同蒽见越过了这些限度，当能力不足以满足基本耑要和M望时，可能又想 

用对内镇压或对外冲突升级的办法来暂时逃避困难„ 这时政府可能陷入进退衂难 

的困局，一方面，增加军事支出会进一步推迟经济和社会的进步、冻结社会结构、 

使社会紧张加剧，另一方面，由于同邻近国家的对峙和军对峙和军备竞赛，又似乎 

无法采取别的政策。国内国外两方面的矛盾都可以通讨扩充军备暂时稳定下来， 

但终究会因此反而恶化，内外矛盾交织会造成特别危险的洵势„ 66

108.人们向政府要求大大增加非军爭开支，尤其是要求重新分配财富，而军事 

开支却越来越减少这种可能性。如果人们认为军事开支真能瑕效地提供安全，社 

会上还能加以容忍。但是，越来越多的平民对裉关军事开支的决策感到疏离，越 

来越多的人认为他们成为不受自己控制的甸势的俘虏，要求制止这种趋势的公众压 

力就越来越大。要求大幅削减军事开支的呼声日益高涨，不只因为军事开支是社 

会一经济的负担，而且因为它不能如所期望地提供安全。

66 A/32/88/^ev. 1(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K 78. 1X.1)，第120—12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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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军备竞赛的国际后果

109. 人们日益感到军备竞赛的代价太高而好处太少.在及早终止军备竞赛这 

件事上安全理由已成为中心关键.不论大国小国.对于国家安全受到真正或假想的 

威胁的关切，显然是阻挠裁军目标实现的一个最顽固的障碍，《联合国宪章》主张 

以裁军为促进国际安全的手段6:现已收集到充分的经验和历史证据，明确显示出军 

备竞赛.特别是核领域的军备竞赛，是历史上已知的把原来可以而且会用于社会一 

经济发展的资源大规模移作别用的最大辜例.尽管如此.领先搞军备竞赛的军力最 

强大的国家湘各主要的政治-一军事同盟，以及其他间接地或许还是身不由己.地跟 

着在常规领域搞军备竞赛的国家，都仍然肩负着军事开支对社会一经济造成的负担, 

就好象这是购买国家安全所无法避免的代价。但是.世界各地关心此事的有识之士 

中越来越多人认识到军备竞赛对人类的前途是一种威胁而不是保障.因此，对于这 

种所谓无法避免的社会…经济代价，非但政治上越来越不能容忍，而且群众的参与 

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110. 基于本报告前文所述的趋势及其影响.本草将讨论军备竞赛的四个彼此相 

关的主要后果：对国际安全的威胁加重，包括爆发核战争的危险；使国际政治气氛 

恶化，更容易出现紧张局紧而且更难改变；逬一步扭曲国际经济关系，妨碍建立新 67

67《联合国宪章》内两次提到裁军目标.《宪章》第十一条中说，大会得考虑关 

于维持国际相平及安全之合作之普過原则，包括军缩（译注：即裁军）及军备 

管制之原则。第四十七条提到，军事参谋团应“对于军备之管制及可能之军缩 

问题”向安全理亊会贡献蒽见并于以协助。此外，第二十六条提到，安全理事 

会应就军备管制制度拟具方柒，提交联合国会员国。又见A/36/474，附件 

第13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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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际经济秩序；最后一项是，这一切因衆加在一起对社会价值的影响。

111. 在本报告的范围内只能对安全这个概念作最粗略的描述.例如.在大会第十 

届特别会议，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的激后文件中有2 5次以上直接 

使用这个词，把安全同外国侵略的威胁连系起来《关于主题的战略分析中便用这4 

词时，具体的用法涉及损害生命相财产的明白威胁；一般用法涉及胁迫相征服的含 

蓄或明白的威胁。不论怎么定义，安全一词基本上涉及一种威胁；而历史事实是， 

一国想要免受真正或假想的威胁的办法常常对另一国构成威胁。在这个广泛意义上 

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曾强调：⑻在各军事同盟积聚武器的情况下不可能有持久的国 

际和平与安全，靠朝不保夕的威慑平衡或战略优势主义也无法维持国际舶平与安全； 

⑼由于大规模竞相积聚空前的最具破坏力的武器，人类目前正受到前所未有的自我 

毁灭的威胁，单只现有的核武库已足以毁灭地球上所有的生命；⑹在谈判核裁军措 

施的同时，也应基于不减损各方安全的原则，就均衡裁减军队初常规武器进行谈判， 

以期考虑到各国保障安全的需要在降低的军力水平上促进或增进稳定。更重要的是， 

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显然解决了长期困扰人们的一个难题：到底各国是因不安全而 

武装呢还是因武装而不安全，该届会议斩钉截铁地声明：持续的军备竞赛会加剧对 

国际安全的威胁（见A/S—10/2)。

112. 然而，明显的事实是，依据对军备竞赛的这个明确不利的判断而制定的行 

动纲领根本没有得到执行。不折不扣的亊实是，对谈判出协议来制止相扭转军备竞 

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负有主要责任的各军事大国，在这方面的尝试甚至比以往 

更具有吴刚伐桂的成分。核武器技术上的进展耜随之而来的战略思想的改变，使得 

按照不减损安全的原则谈判出彼此接受的措施来降低军力水平变得极为困难（见A/ 

36/597,第19段）。过去关于通过全面禁试在核升级的阶梯上实现突破的提议 

中最现过创见，但由于谈判的主要各方关于何时停止试验相在什么程度上需要核查 

所持立场总是不一致，所以这种创见实际上完全被忽视了（A/35/257，第6段）。 

近年来在执行下述措施方面一事无成：单方面和议定的暂停试验；定出一个“级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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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此级限则不论有无暂停试验都架止一切地下试验；隨着核查技术的改进逐步降低 

这个级限；减少试验次数相规模并逐步达成#试的过渡措施。外空技术史无前例的 

成就带来了经由卫星监测进行核查的巨大潜力，但这种潜力仍然未经探索（见A/ 

AC 206/14).为了造成下政治决心所必耑的相互信任而辛辛苦苦设计出来的非 

军事逑立信心措施，显然已摆脱不了地取决于军事性质的建立信心措施，尤其是在 

军事因素不容否认地居于优先的一些地区更是如此（见A/36/474,附件，第1 5 

段）•

113. 同时，世界正危险地接近另一次世界大战边缘，3 5年前正是为了避免这 

种危险才设立联合国的。在这段期间，对国际安全构成威胁的各种主要因素，即集 

团政治对峙的局势、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持续的经 

济差距，都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可预测性，造成这些威胁的基本原因相放任不加解决 

所可能产生的后果都十分明显。一方面，这种局面要求把《联合国宪章》所载的自 

决初各国主杈平等的原则变成政策.落实为放弃使用武力和不干渉别国内政的行为。 

另一方面.也正是这种局面给一触即发、千钩一发的事件提供了温床，从而加剧了 

发生另一次世界大战的危险。这样一次大战紧前发生的事件-它的发展过程和最后 

结果，都不是根据对上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认识就能推想的。

114. 出于几方面考虑，人们得出绝不能让另一次大战发生的结论，其中最重要 

的一条是大战带来部分使用或全饱使用现有核武器的严直危险。单凭经济就知道， 

一旦研制出一种武器，多半会加以使用。M次世界大战之前都有完全是常规武器的 

军备竞赛，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敢末期也只有一个参战国有核武器。在战后的军 

备竞赛中不止一个国家建立起核武库，这些武库比常规军备时代的武库不但更大而 

且更精良，核武库的破坏力在范围和性质上都与以往的武器大不相同，以致于至少 

造成了前所未闻的两个问题，即一国自己的武器危篑到自己的安全，相愈来愈不可 

能对核敌国的攻齿作任何有意义的防御。例如，一些模拟战争的演习显示出，交战 

国自己的武器对本国或盟S1人民造成人员和物质的损失。有几次，在战斗情况下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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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的武器是毁于盟国而不是故国的武器。68不论是圆公标误差概率的缩小，还是 

盟国武器库的标准化，都不能完全克服实际战争情况下人员犯错误的这种不容忽略 

的危险，由于新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具有极其危险的潜力，即使不到1 %的误差幅 

厪也能造成可怕的后果。在先发制人的攻击以后，敌方庞大的核武库即使只残存一 

小部分，所能逅成的破坏实际上就能掩盖从先发制人所取得的任何战略优势a例如, 

当今的战略导弹配备三个弹头，其中每个弹头的威力都比10个广岛原子弹同时爆 

炸的威力还要尤现代战略轰炸机例行装载的武器，每一件的威力都比这些弹头的 

威力大1 0倍以上（相当于1 0 0枚广岛原子________

11.5 •联合国关于核武器的全面研究（A/35/392)中，估算核战争可能造成的 

直接的人命和物质损坏，以及对积极交战国和世界其余国家造成的社会——经济和 

政治后果时，明确地说，无论怎么估计，其性质和范围实际上都是无从理解的。如 

果任何—个核国家实际使用核武器，在大多数情况下伤亡的平民会比军人多；会造 

成几百万人死亡，几百万人受到生物上、生理上和心理上的严重损伤，使幸存的人 

感到生不如死。在有一百万人口的城市，一次一兆吨级的核爆炸可以杀死310,000 

人，另使380, 000人需要医疗救护，有些专家警告说，即使象美国这样一个高 

度先进的国家，可能也没有足够的全国性设施能在一小时内治疗2 0 0名以上核爆 

炸受害者。而粗略的估计显示出，一枚单发、中等威力的战术核武器能在几分钟内 

使50, 000至100, 000人受重伤。

I有几种评论意见非常怀疑模拟战争演习的范围相重要性，包括其政治相作战上

的假设以及其费用湘利益。例如，Garry D. Brewer and Martin Shubik，

The War -Game： A Critique if Military Problem Solving,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_ ___
69 The Dangers of Nuclear Wars Soviet Physicians Viewpoint, (Moscow, Novosti

Press Agency Publishing House, 1982), PP.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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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次核大战的后果也不会只及于有核武器国家•即使没有对任何无核武器 

国家进行直接核攻击，核大战后的微粒沉降辐射也会影响到全世界，虽然主要是集 

中在打仗的那半球。例如，如果共计爆炸威力为10,000兆吨，即远超过世界上现 

有核储存的一半，则全球微粒沉降会在其后4 0年内另使五百万至一千万人死于癌 

症，此外还会使当代和以后世代大约同数的人受到遗传上的损害。电离性辐射还会 

造成许多动、植物突变•有人推测其中一些突变可能以无法预测的方式改变生态系 

统。核大战会在几个月内部分破坏臭氧层（相信奥氧层需要大约五年才能复原），

因而可能在地球表面造成改变（见A/35/392，附件）。

117. 世界性经济和社会的混乱是核大战不可避免的后杲，但这种后杲就更难研 

究了 •在这方面，可以非常审慎地说，核战争所造成的不可计算的后果至少同可以 

试图计算的后杲同样重要。讲到一般的世界贸易和特别是基本必需商品的供应所受

的影响，就必须考虑到产量的下降以及世界商Ü通信组织的崩溃•最紧要的是世 

界粮食供应：许多发展中国家即使在安定、和平的条件下饥荒也是始终常在的威胁， 

需要大量、连续的国际谷物贸易才能不饿死人。在一场核大战后这就更突出了。世 

界各国的外贸都会急剧减少，带来种种困难和经济损失，世界各主要金融和贸易中 

心的消失，必将导致目前这种精密的国际金融和贸易系统的崩溃，因而不可能再进 

行商品和劳务的有秩序的流通.

118. 比较另一次世界大战同前两次大战的影响时，一项重大差别在于不可能再 

有救济受破坏国家的大型计划，因为幸存的发达国家不会再有此能力。这种令人恼 

火的情况会在很长时期排除国际经济复原的任何机会。此外，许多非交战国将是原 

先供应原料和农产品的发展中国家，而在核大战之后它们的出口品的立即重要性将 

大为下降。它们可以预期外贸几乎完全停顿，多边支付系统大概也会彻底崩溃。由 

于缺少运输设备、药品和杀虫剂，将使全球性灾难更加恶化，增加了恐怖和癍疫(见 

A735/392,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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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必须提请一般人民注意核战争可能造成的国际后果的这些令人震惊的详情， 

因为残酷的核威慑逻辑中也正是含有这些详情，也就是说，后杲越可怕就越不可能 

实际使用核武器。但是，核威慑逻辑中有一项假设是根本有问题的，因为战后迄今 

尚未使用过核武器这一点并不能保证今后不会加以使用。大多数关于实际使用核武 

器的情况的战略估计都假定并非突然袭击。但是没有一个认真观察1 9 8 0年代全 

球战略情况的人愿意断言下十年还是不会有突然袭击#过去35年中，具有触发战 

争危险的事件、通信的重大失误、核意外和严重的国际危机都已发生过不止一次， 

有时候还成对发生，但从未同时一起发生。如果真的同时发生（这种可能性是不能 

排除的），则假定核威慑逻辑会象有人相信的那样在今后同在过去一样成立，就十 

分不切实际了。

120. 在这方面，需要说一说新近揭露的^情况。第一，尽管可以合理地假设， 

涉及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尤其是核武器系统的每一次意外，只要能够保密都会瞒住公 

众，现在大家都知道，单只从1 9 5 0年到1 9 7 5年就至少发生过6 8次严重的 

意外》至少有几次意外涉及计算机故障，结果发出了假警报，要求逐步升级到全面 

战争第二，现在也普遍知道，笫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展中国家卷入了 1 3 0次冲 

突，其中至少有8 0次据报被某些核武器国家视为影响到它们的全球利益，但由于 

地理距离或政治距离而不一定认为对它们的安全有根本影响。如杲对安全有影响，

例如兼有对资源、战略要地和政治亲近等方面利益冲突的情况，则所谓核威慑的铁 

律在紧张高潮时可能就要丧失其不可动摇性了。

121. 在估计触发危机的事件可能是什么性质、所作决定能左右事件进程的人有 

多少、可供作出决定的时间有多长时，核威慑主义总是非常重视理性的行为，可是 

这至少可以说是忽略了对于个人和团体在受到严重威胁、极端紧张、极不安全、临 

近彻底灭亡的局势下所作决定进行心理和其他方面研究所得出的基本认识•有些关 

于本世纪内导致重大战争的政府决定的研究认为，其中约6 0 %是基于对战争开始 

时各主要国家的能力和意图的错误估计，以及对战争的实际过程和后果的错误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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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张、威胁、不安全和时间压力都使合理处理和评价情报的能力大打折扣。威慑政 

策不但会扭伤各个系统及其决策过程的合理性，而且会造成为安全而不断竞争的现 

象，和随之而来的对国际稳定的威胁。

122. 无论是否付诸使用，生产和试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都会对这样做的国家以 

及别的国家的生态系统造成短期和长期的后果。联合国训练研究所（训研所）最近 

对髙爆燃烧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和核武器的生产过程作了详细调查，该研究 

报告强调在干旱、热带、两极，岛屿和温带等地区生态系统极易遭受这些武器的破 

坏。其中最有害而且有时不可逆转的效应是土壤损坏、沙漠化、人类和牲畜生物上 

的失调、以及臭氧衰竭。7°例如，据估计到2000年时，连绵不断的核试验将已在 

全世界散布1 2 0毫拉德以上的辖射•简单说，意即这些试验沾染生物圈的程度足 

以使每一千吨裂变爆炸造成一人死亡，并在全世界造成约150, 000人过早死亡. 

预期这些死亡的人约有90%死于北半球s但是应该指出，这些数字是基于对低辖射 

剂量所带来的危险的估计-一这一点本身在科学上还有争议，而且即使估计数字正 

确，也无法从同一时期千百万其他癌症死亡中判别因这项原因而死的人（见A/35/ 

392,附件）。

123. 军备竞赛占主导地位的国际气氛会助长敌对的政治关系，因而使各国对威 

胁的看法总是具有潜在的误觯因素。一国害怕在冲突中被打败以及国与国间的互 

相猜疑都是基于一个主要的理由，即敌对国家的军事支出，可想而知的反应则是增 

加本国的军事支出。在研判关于彼此军事能力的情报时，总是存在把预测数字放 

大或缩小的危险；放大是为了恫吓敌方，缩小则是为了应付要求按照社会一经济发 

展的需要来分配资源的国内压力。同样，各国也将持续不断地在整个军事和非军 

事行为领域寻找所谓侵略蒽图的证据。互相猜疑会便人对非军事筝件的真正含意抱

7〇 J. P. Robinson, The Effect of Weapons on Ecosystem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Institute for Trainine and Research,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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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偏见，以期强调或消除盟国和敌国之间的不确定。正是这样的环境造成了势力 

范围，在这种环境下地方性冲突常会同区域性或全球性对峙挂钩，而社会和政治发 

展如果会影响到现有的阵线组合就会被抵制。当前各国的相对经济、政治和军事 

力量变化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快，在这种时候从上述僵化心态所产生的摩擦本身就 

是冲突的可能根源。

124. 受制于备战程度的政治气候是不利于缓和的。箏买上，本报告所述期间 

最令人不安的一个特征就是缓和的脆弱。缓和是否健全甚至缓和能否生存都愈来 

愈取决于朝向裁军，特别是核裁军，采取有蒽义的步骤。而且，单只局限于发达国 

家范围内的缓和是极端脆弱的，缓和必须普遍实施。缓和与整军经武是不能并存的。 

世界各个冲突频仍地区整军经武程度的增高而不是降低，将会增高军事升级的危险 

和减少发展中国家间缓和的机会。有些主要的工业化国家所拥有的、或许在有些 

区域也开始出现的强大的军力优势，会便这些国家对其他国家采取最后通牒式的僵 

硬政策，或使用武力、以武力相威胁，或公然炫耀武力。由于军备竞赛的结果， 

在某些国家间产生了恐惧和猜疑，在另一些国家间则发展出特惠关系。有时候， 

这种现象也同样会促成冲突，也同样危险方面，中央国家的冲突可能会转移到 

边缘国家，另一方面，中央国家也可能卷入地方性冲突。通过这种机制，中央的 

对峙和边缘的对峙可能会连系起来而增加了两方面的危险。

125. 军备竞赛倾向于使国际政治一经济环境更加僵碩，更难改变》它使人关 

心其他国家所作的政治和社会选择，尤其是被认为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国家所作的选 

择，它也推动一种会加强对峙甚至加强支配的结盟组合模式。在这种情况下，社会 

转化或解放过程很可能常常受到抵制。它们变成痛苦的过程，一再受到拖延，最后 

可能变成旷日持久的破坏性冲突，最近的过去几次最长久最痛苦的战争就是这样来 

的。外国想要影响别国的社会一经济选择，通常就等于人为地在爆炸性局势上捂 

盖子，结果只能把内部紧张闷住而不能缓觯-这种现象的社会影响很少受到认真 

注蒽，但其结果却昭昭在目。这有一部分可以从特别是向发展中国家转让的军事 

硬件的性质改变看出来。除了所谓用来威慑对国家安全的直接威胁的先进飞机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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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装甲车之外，现已加上了越来越多的供准军事用途的设备，例如，锯短的滑i枪、 

自动武器、手榴弹、装甲运兵车、小炮、催泪弹等等。同时还增加了一些比较现 

代化的监视和偷听器具，美言之曰控制叛乱的软性、温和的器具。71每一项这种转 

让基本上都反映一定程度的政治势力的转栘，因为这些装备被用来决定在一个特定国 

家的动荡局势下，那一种政治现实能占上风而不受到频繁的挑战。由于它便统治 

者与挑战者日益疏远隔离，结果不但会干扰民主化进程，而且会便发展中国家固有 

的问题，即以和平方式给它们的政治自由带来社会一经济内容，持久不得解决。72

126.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一经济发展不但会得益于扭转军备竞赛，而且能有助于 

便军备竞赛稳定在一个较低的整军经武水平。关于裁军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报 

告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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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便缓和的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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逬缓和。向发展中国家提 

供更多的外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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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开支结合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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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认识到这是把促进发展视为裁军的组成部分的有意识努力将是东西关系中的一项 

重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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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ve Wright, ,fNev Police Technologies: An Exploration of the Social 
Implications and Unforeseen Impacts of Some Recent DevelopmentsM,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XVfNo.4(l978), pp. 305-320. '

|72 Yoshikazu Sakamotq and Richard Falk, ^Demilitarized: A Basic Human Need" 
Alternatives, vol.VI(1980), PP•l-l6•

75《裁军和发展的关系》（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 82. IX. l),英文 

本第9 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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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国际发展战略要求每个发达国家拨出0. 7%国产总值作为提供给发展中国 

家的官方援助，但是在第二个发展十年过去后.这个指标仍然没有达到。关于经济 

互助委员会（经互会）国家提供的犮展援助，无数据可考。官方发展援助在发展市 

场经济国家的合计国产总值中所占百分比在1 9 7 0年已达围产总值0. 34%，但 

自此以来，一直徘徊在这一水平，看不见有任何接近既定指标的倾向。在减让援助 

方面，^■能说明发展市场经济国家最现的一点是，在1 9 7 0 — 1 9 8 0年期间， 

差不多凡是超过官方发展援助指标初一般袠现有所改善的国家，都是在同时期内军 

事开支保持不变或较低的国家。

128. 从主要发达国家所提供的发展援助数量相它们在军事开支方面的差异两方 

面，虽然不可能得出肯定结论，但是所注意到的一点是庞大的全球军事花费是构成 

可能的国际转让的一个未经利用的最大来源，无论是在财政、资金或技术领域，对 

发展中国家都有益助（见图四）。在过去几年，联合国已注意到一些要求作出机构 

安排的倡议，以便通过这些安排，把与军事有关的资源转用于发展用途》大体上， 

这些提议都反映会员国之间偶尔激发的主张，要求在摊派全球军事开支方面指责无 

节制的军事花费并要求鼓励克制相奖励节制。只要发展援助方案继续取决于政治军 

事考虑，就#Jt达成任何普遍可接受的安排。不过，至少能在两个领域米取一些具 

体行动。

129. 首先，必须对受钐响最严重的发肤中国家的发展衡要予以优先考虑。由于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不在军事上花费大笔款数，这等于象征性地奖励军事节制。又 

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不都在地理上处于战略位置，非有政治保护不可，因此在 

主要的发达国家之中有可能达成某种协议《其次趑，患衡把当前世上一部分的军事 

研究湘发展转用来发展对整个犮展甲国家经济环境十分直，的技术湘资本货物。对 

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工业化世界的先进技术不是极其昂贵躭是翬不相关。不过， 

从这种转用产生的益助并不只限于发展中围家。如早先所指出，许多这些国家的人 

力相自然资源都很丰富。要加迷它们的发展表现，可能需要走一条漫长的道路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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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供求方面对发达国家经济m素的限制。在这个蒽义上，象在其他有些方面，国 

际经济相互依赖是一个必须接.党的现实，并须秘立在一个今后比较公平的基础上。

图四、发达国家的军事开支相对外经济援助 

(1〇亿美元）

资料来源：鲁思•西瓦尔傯，《1 9 8 1年世界军事相社会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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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由于对各国范围内湘各国间现有人力粕物力资源所施加的物质湘经济限制 

有了日益认识，人们要求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作为创造全球经济现实的另一途径。 

即使不把这一途径形容为不同政治实体间的非战策略，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将 

是迈向寻找问题的共同解决办法的一个宣要步驟，酿7不通过协力合作，这些间题（例 

如原子试爆造成的福射污染.气象资料的汇集等等）是不能解决的.或是因为这些 

问题只能在国家或区域基础上付出:更咼的赞用例如发展新能源——才能加以解 

决。74由于对人力勒物质资源施加物质和经济限制引起的许多问题具有全球特性， 

要在国家如政治界限内解决它们，将日益困难。因此，军备竞赛等于是一种有反作 

用的选择，因为它预先假定冲突的存在，在衡要合作的情形下反而加剧对抗态度。

131. 1 9 7 7年的报告强调了军备竞赛对例如贸易和金融制度等各种国际经济 

交易的不利影响。如在上一章所注意到的，庞大的圆家军事开支对经济成长釦就业 

都带来不利影响，因此是造成世界经济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1 9 7 1年初1 9 7 

7年的报告还着重指出军备竞赛及其所涉政治军事问题对商品，服务.资金洳技术 

的正常交易构成严重阻碍。虽然有些其他因素历来促成经济上的差别待遇，例却进 

口限制《保护主义相其他各种或多或少的技术政策措施，但是在最近期间，特剐明 

显的是，不断的军备竞赛对国际经济、科学初技术交流日益构成直大阻力》这在所 

谓战略询品方面尤其如此，这类询品包括原料以至先逬技术。在有些直要而少有的 

情形下，禁运限制之严几乎达到企图置人于死地的程度。与先进技术交易有关的军 

事禁运对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特别直要，因为这些国家十分依赖对外贸易加技术援 

助，因此禁运对它们的发展构成严望阻碍。

132. 私人湘官方资金交易方面的情形也是这样。就私人资金交易而言，必须提 

到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现已很难逬入国际私人金融和资金市场。私人投资者很少

74约翰.埃格伯特，“东西合作中实用主义埋论的复兴”.《相平提议公报》. 

第1 0卷，第1期，1 9 7 9年，第73—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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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他们的资金投资在政治上相军事上紧张的地区。再说，私人资金大体上流入享有 

援助国政治支持的那些国家。官方发展援助方面也是这样，其援助量主要是基于受 

援国相援助国之间政治和军事关系上的考虑。有些援助国显然很少把受援国的迫切 

发展需要相向它们提供双边援助之间的关系考虑在内.而是在有的情形下，援助的 

提供别有用心；例如谋取对别国的影响或者限制别国的影响，用来取得基地设施或 

其他军事战略利益。这大大地影响到提供援助的作用.更不用说最贫穷国家、内陆 

国家或其他条件不利的国家，因为它们很少是具有重要政治战略作用的国家。此外， 

当援助的提供受到与整个军备竞赛有关的政治考虑所左右时，则在有的情形下可导 

致受援国卷入大国的对抗状态，从而更加助长军备竞赛.

133.可遗憾的是，军备竞赛所涉社会问题尚未成为研究裁军有关问题的一个主 

要领域，虽然关于军备竞赛的畸形发展已泛泛地谈得不少。但是，首先必须有坚定 

的政治决心才能阻止军备竞赛，并把这种竞赛扭转过来，然后才能设想建立一个没 

有军备竞赛的世界。凡是有理性的人都不会要生活在经久不变的战争恐惧中；因在 

敌人的经常威胁下.需要依靠不断发展军备竞赛，这将妨碍一般人民维过物质初文 

化障碍去达成人类了解.这种情形还造成不利的心理反应，例如紧张状态.恐惧初 

不安.如近来关于重大核蒽外事故发生地点附近人民的行为的报道所显示，这类反 

应还引起有害健康的症状。教科文组织在裁军教育领域作出的一些带头工作表明， 

对未知产生的恐惧感是裁军的严重心理障碍。”要克制这种普遍存在的恐惧感， 

一般人民必须要能够想象一个被觯除武器的世界，但是只要军备竞赛继续存在，要 

作出这样的想象.显然是不可能的， 75

75参看贝蒂•雷阿尔车，“对裁军教育的障碍”，《裁军障碍》，教科文组织，

巴黎，1 9 8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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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相建议

134. 由于不受约束的技术力：Î：，并由于对实现各种政治军事目标承担了无底的 

战略保证，军备竞赛，特别是在核领域的军备竞赛，在1 9 8 0年代又上升了一级。 

1 9 7 0年代在世界各地遗下了一些未觯决的冲突相一些其他冲突局势^真正的危 

险是，其中有些冲突已成为引致可能使用包括可怕的核武器在内的现有武库的导火 

线，由于本审查期间发生的一些事态，蒽外或因估计错误或因战略行动爆发核战争 

的危险日益增加。此外，曾有人再三强调扩大战略学说的范围湘影响，把整个世界 

看成是一个整体的多级次战略舞台。

135. 国际局势不断恶化，核军备竞赛在技术湘战略两方面的恶性因果关系虽然 

主要是局限于主要军事大国，但在核裁军谈判过程中却形成了实际上的僵局。本审 

查期间还突出缓和的脆弱性，除非缓勒能在建立信任相安全的领域配合政治行动， 

并按照如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第S—10/2号决议）所强调的安全 

不降低原则对大规模军事集结作出有意义的裁减。自那时起，事态的发展，就丨顏际 

社会关于裁军战略的协商一致慈见而言，却倒退了一步。这个战略的当前目的是要 

消除核战争危险，执行停止相扭转军备竞赛的措施，以便达成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 

面彻底裁军。1 9 8 2年举行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间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之所以不 

能就综合裁军方案达成协议相第一届裁军特别会议的决定相缺议之所以不能予以执 

行，大体上反映出国际局势的恶化明显扩大；在目前，国际局势正面临1所禾有的 

威胁，其根源是有增无减的军备竞赛包含极其可怕的毁灭性潜力。

136. 尽管世界经济的表现不断恶化，过去四年的世界军事花费掂估计每年约上 

升3 %,比早四年增加得更快。作为世界产出总值的一部分计算，军事花费对经济 

的负担越来越重，原因是可用来帮助促进特别是发展中11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世上有 

限资源遭到有增无减的耗费。此外，军事花费所涉社会勒政治间题越来越严重是因 

为经济负担在国家范围内是社会不满相政治紧张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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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军备竞赛不仅涉及大笔军事开支，还不断引逬一批参与竞赛的大大小小国家。 

军备竞赛的推动力，军备竞赛所服务的目的及其各种形式的录现已把军备竞赛转化为 

一种不利于全球社会经济选择的政治现象。军备竞赛不但使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更加 

僵硬，吏不利于改革，还使各国对别的国家--•特别是被认为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那些国 

家一所作的政治祁社舍选择感到不安，并引致各种各样的联盟祁结盟，在国际政治经 

济关系上加剧不利于合作的对抗态度。在审查期间，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特点是，在 

W些方面相互依赖日益明显。.世界日益相互依赖是因为它们所面对的冋题（例如原 

子试煤造成的辐射污染，共用气家资料等等）必须通过协力令作才能解厌，或因为这 

些冋题只能在国冢或区域各级付出更高的费用一例如犮展新能源一才能得以解决。

由于对人力和物力资源施加物质和经济限制引起的许多冋题具有全球特性，要在区域 

和政治界限内觯决它们，将日益困难。因此，军备竞赛是一种有反作用的选择，因 

为它预先假定冲突的存在。造成象逬口限制、保护主义和其他或多或少的技术政策 

措施那样经济上的差别待遇，虽然是由于其他若干因素，但明显的是，特别是在最近 

期间，目前的军备竞赛日益构成为影响到固际经济、科学和技术交流的重大阻碍。

138. 在对民用工业和军寧工业部门同样重要的若干战略矿物的全球产量中，据估 

计有3%至I 2%的产量目前正用于军事目的；在有的情形下，例如石油消费，单单 

是军亊工业的消费就占国家石油消费总额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无论是在人力（劳 

力）、自然资源（矿物燃料和非矿物燃料）或z物力（资金和技术）方面，军事上消 

费的资源直接占用了要不然可用来促逬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源，并间接地影响到对发展 

分拨款项的优先次序。考虑到各蠲资源的地理分布不平均，它们用来克服对资源的 

物质限制的技术能力也不等，并考虑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当前资源消费的水平 

上存有差别，本审查期间还注意到与资源有关的冲突在若干讨论金融、劳工、技术、 

贸易、矿物和能源等各个方面的国际论坛上重复出现.军备竞赛的升级导致大量资 

源消费茌军寧用途上，这不但会加剧与资源有关的现有冲突，还可能带来不可疏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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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危险并使它成为促逬大量军葶开支时因素，因而使军备竞郗吏加激烈9 要消除这 

方面旳忧虑并不容易，因为对照本审笪期间，战后的世界©对这么多与资源W关的紧 

张状态是前所未有的畢，而这种紧张状态同时以这么多种形式在这么多地方出现，也 

是从未賓过的事。

139. 军备竟赛的剧化对全球资源带来额外负担并不断加剧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 

胁，田此产生的广泛忧虑看来依旧是1 9 8 0年代大众的主要夫心。什么才是军¥ 

开支负担的最终限度？世界是否已到达或正在接近一个分界线，此后军备竞赛的升级 

或决定这种升级的程序是否将会明显地不同于直到目前为止的情形？但从国产总值增 

长罕所反映经济成长普邇衰弱看来，现已显然到达这样的一神直要分界线。若干年 

以来，世界经济成长过程日渐缓慢，或正在持续下降，W人预期分出现某种经济复苏, 

但是缓慢或下降的趋势看来还会继续下去。只要大量军亊^支与发达世界的经济成 

长率同时存在，或许不致于老是把军事开支看成为巨大的经济负担。但经济成长的 

速度和过程已显示出改变趋势，即社会上对军事开支的容忍度已日渐低落。

140. 只要对有些主要工业国家作出历史比较，便能看出它们的经济表现型式同它 

们技术努力方面W关的民用和军事倾向息息相应；它们的经验大体上可说明十分重视 

军事技术的国家的增长率要比军事领域非领先的国家缓慢。因此，可从它们的经验 

吸取教训，即随着发展军事技术而来的民间利益的重要性不是过分跨大了，就是无的 

放矢。

141. 无论是在技术力量或在战略倾向方面，军备竞赛现象主要出现在发达国家的

少数主要军事大国，其后果却越来越具全球性。由于缺少有意义的裁军措施，特别

是缺少有意义的核裁军措施，军备竞赛不但日益复杂，并且更加激烈，相随而来的危

险是，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军备竞赛的主要参加国，不管是自愿或非自愿，都有可能直

接或间接地卷入区域冲突。事实上，据估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所菊I 3 0次军 

事冲突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实际经历这些冲突或几乎经历到这些冲突的9 0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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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明显具¥能力生产武器以用于冲突的国家不超过12个。它们的武#和技术 

知识一般是从发达世界，特别是从主要军事大国逬口而来的。因此，不管每次在发 

展中国家犮生屙部战争的直接原因是什么，这一爭买本身已把日益大童和广泛的国际 

武器转让现象转变为把主要参与国家的军备党费与友展中因家的不同军筝开支联系在 

一起的一种主要工具。供应国卷入冲突局势或接受圆之间冲突的事件以及在有些情 

形下重大的武器转让爭件在1 9 7 0年代逐步增多。这一因素影哬到冲突的实际结 

果。必须解决环绕发展中国家的冲突和冲突局势，不仅是因为冲突可直接对人类造 

成破坏，使危险升级，也是因为冲突是刺激遭遇冲突的国家增加军事开支的强大因素。 

发展中国家在本国生产武器的现象，目前只局限于少数国家，主要是为实际遭到的冲 

突所逼迫，这种现象还能反映其中大多数国家并不愿卷入武器供应国的战略考虑，因 

这类考虑对它们眼前安全的关心不相应。

142. 本报告在作出上迷结论时一并考虑了军备竞赛引起的社会经济后果及其对国 

际和平与安全的不利谬响。这正是按照大会第3 5/ 1 4 1号决议所载规定所交托 

的任务^尽管充分的经济和历史证据显示军备竞赛一特别是核领域的军备竞赛一是 

历史上把本来可用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源大量用来发展军备的最重大例子，但是在军 

备竞赛中军事上最强大的国家及其主要的政治军事联盟和在常规武器领域，间接或者 

不得已地，参与军备竞赛的其他国家都在不断承受军事开支引起的社舍经济负担，好象 

这些负担是购买国家安全所不可少的费用。不过，在政治上对这种所谓不可少的社 

会经济费用的不能容忍度不但导致公众的参与，还使这种参与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因世界各地了解详情和对此关心的人民越来越认识到军备竞赛是对人类前途的威胁，

而根本不是一种保护。

143. 由于核军备竞赛是国际安全的最严重威胁，核大国对它目己和整个世界应賓 

t任采取阻止和接着扭转军备竞赛的有效措施，只是控制核军备竞赛而不去逬行谈判 

达成协定以减少现有军事集结数量，就象在一个无底洞的四周筑起一道墙而已。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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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有效措施停止核武器的试验，储存、生产祁部署，是不可能解决不断升级的核军 

备克赛的。如果说减少军事集结数量的先决条件是政治信任，那么只W在军事上建 

立信任措施才能有助于缓和与裁军为了按照安全不降低原则促使车箏集结数量普 

遍减少，有必要记住小国的安全跟军事大国旳国冢利益一样重要。因此，裁减军事 

集结的国际协定必须有所有国家的参与，对所W冲突局势作出柞平解决。不结盟的 

中立国家间正在形成的协苘一致蒽见，正如它们向第二届专门讨论裁早问题的大会特 

别会议提出的意见所显示，日益明确。这包括它们强调：把国家安全的关心局限于 

具体的越界侵略威胁；对无核武器国家作出安全俅证，不逬行核武器威胁或使用核武 

器；采取紧急措施解决由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政策引起的视存冲突局势9 如果使用 

武力一事不断是当前国际关系上的普遍因素，则裁军是不能有所逬展的。应创造国 

际环境，使有利于完全凭借和平办法解决现w冲突局势，使停止逬行武力威胁或便用 

武力，成为国际生活的基本准则a 为此目的，应加强联合固和平解决争端的机构，

根据当前的需要作出调查，并应鼓励所有国家充分利用这类机构。

144.除了说明军备竞赛是影哬所有国家社会、经济、政治、工业和技术抉择的主：： 

要不利因素之外，I977年的报告还指出有必要逬一步分析这些后果如何影响到不 

同发展水平的国家。本报告想说明目前的经济下降趋势不仅是一种循环现象，并想 

说明即使按照目前军亭花费增长率计算，军事开支也是越来越重的经济负担，更不用 

说可能随着军事消费的日渐上升而引起的其他社会经济害处。茌市场经济国家，大 

笔军事开支加剧了诸如通货膨胀和失业等问题；此外，军亊研究和发展方面的巨大拨 

款和民用部门生产率的下降已明显地形成一个不谋而合的关系。在中央计划经济国 

家，供应方面对经济增长的压力无论是由于劳力短缺或由于对资本形成的限制，在某 

个程度上也因军事开支而加剧。除了受到其本身军事花费的不利影响外，发展中因 

家的发展过程还受到发达世界经济增长减速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国际发展战略目标 

所根据的设想是希望发达世界的经济录现保持稳定的发展，在正当它们的加速表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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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利益十分重要的时刻，却囬对不断走下坡的暗淡丽景。在审查期 

间的一个特色是，就业不足、发展不足或发展不良是日益构成发展中国家感到不安全 

的主要来源。其中许多发展中国家目前所®对的压力趟来趙大，这是为了要对政治 

独立提供社舍经济实质而产生的；不象在殖民时代后的初期，历来对它们的安全造成 

威胁的因素主要是外来的，例如邻国之间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和历史纠纷。

145.军备现象和发展两者之间旳关系在1 9 7 7年报告中已被突出为急需考虑的 

问题。联合国关于裁军和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A/36/356)着重指出了军 

备竞赛和发展是一种竞争的关系，不论是就它们各目对世界有限资源的占用而言，或 

是就谷种态度祁见觯而言。从全球的观点米看，这项研究把发展看成为一种普通要 

求，包括有必要为发展和加速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录现维持并刺激经济增长。把 

军备竞赛看成是对国际安全的一个主簧威胁，并把受阻挡或停滞不前的犮展说成是不 

安全的非军亊原因，结果是在裁军、安全祁友展之间建立了一个二角关系。这一观 

点有必要体现在个别处理裁军和发展冋题的各种国际论坛。为了裁军战略起见，亟 

须防止世界的雨限资源用于军事消费，把业已用于军事消费的资源转用于非军箏目的， 

并把这些资源拨充社会经济发展用途。从全球观点来看，这些措施也是加速建立新 

的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先决条件，如稍前所指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是创造国际 

经济现实的另一途径。在这方面特别值得做的工作是逬一步研究会从各主要裁军措 ' 

施产生的利益，无论是由于裁减军亊予算，把资金从军箏部门改用于民用经济部门，

或是扭转巨大的全球军事研究和发展努力来发展经济上对发展中国家賓利的适当技术。

为了冻结和逐步裁减军事预算，国际社会必须采取果断的行动。联舍国范围内目前 

正在逬行的各项活动应予以继续和加强；在谈判适当的国际协定之前，应在军事开支 

领域鼓励各国采取自我节制政策。除了要考虑到裁军与发展之冋的密切关系之外，.• 

裁减军爭预算，首先是裁减武器最多的最大国冢的军事预算，应是一个重大的裁军措 

施。这不但可减少特定武器的数量，还賓助于降低一切军事活动的水平，加强和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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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国家间的信任以及改善国际环境。

146. 要使公众对军备竞赛的社会经济为罟有所警惕并有深入的了解，一个必要的 

条件是，应更加公开关于军箏花费的数童，军事开支的性质、程度柞用途以及特别是 

核领域的巨大毁灭性武库的资料。此外，H对失去的机会祁被排除的选择办法不断 

作出详尽审查。鉴于在舍格专家协助下作出的一些研究和不同研究机构，各非政府 

组织祁其他有关团体提供的见觯，联甘国已成为军蚤竞赛和狨军贵任谷个方面建设性 

观念的一个交换所。不过，联合国在协调和处理世界谷地关心人士所提供的资料和 

分析方面还需要逬一步加强。为了使公众注意到军备竟赛对社会经济的日益严直后 

果，象本研究这样的活动，不但有助于就新近的重要发展提供不断更新的分析，还能 

从公众对这种研究的评价中W所收莸。总之，本报告认为一般公众日益对军备竟赛 

及其几乎普及全球的性质所感到的强烈不满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线，此后军备克赛每上 

升一級必将面对社会各界更为强烈的反对。

147. 工作组在重申有必要继续分析军备竞赛的社舍经济后呆时，特别建议联舍国 

在下列各方面逬一步采取行动：改逬有关军#预算的统计数据库；促逬不同发展水平 

的国家了解扭转军事花费在经济和技术上的可行性；深入研究两用技术在新的圆际经 

济秩序范围内所起作用；逬行国际舍作努力，以阐明军爭研究和发展特别是对民用工 

业部门以及一般经济录现的不利影响；要求联合国采取预防措施，阻止外空军爭化。

148. 各囿对停止军备党赛和对裁军所翟示的积极关心，为联合国在安排有力的国 

际裁军行动方面，提供了独特的任务。裁军谈判在目前停滞不前，加上第二届专门 

讨论裁军冋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未能通过综合裁军方案（1 9 7 7年报告中曾提到这项 

方案是裁军领域里一项紧凑连贯的战略），这更加迫切地突出联舍国应在今后这个期 

间采取果断行动，积极从亊谈判以期实现这一目标。联合国还必须逬一步加强和发 

展它动员世界公众舆论支持裁军的活动。如第二届裁军特别公议期间所录明，各非 

政府组织、裁军研究机构和科学家组织是能对促逬裁军目标发挥重大作用的，它们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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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充分机会录达它们的见解。因此，应考虑各种办法，逬一步鼓励这类组织作出贡 

献。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发起的世界裁军宣传运动，为联合国启发国际社会良心和 

教育世界公众舆论以利裁军的各种活动打开了新的前景。本报告系研究军备竞赛的 

经济和社舍后果及其对和平与安全极为賓害的影响；这是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结束后 

完成的第一个报告，应被考虑用来帮助促逬世界裁军宣传运动目标：即报导、教育和 

动员世界公众舆论以利于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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