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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我怀着非常自豪而愉快的心情为 《ＳＩＰＲＩ年鉴》第４２卷撰写序

言。我有幸从２０１０年９月起担任ＳＩＰＲＩ董事会主席。我继罗尔夫·

埃克尤斯大使任此职。他任满两个五年任期后离职，成绩卓著。我仅

代表ＳＩＰＲＩ董事会和ＳＩＰＲＩ全体人员感谢罗尔夫对ＳＩＰＲＩ所做的奉

献，期待今后继续与他共事。

我是在本所历史上的一个不寻常的时刻来ＳＩＰＲＩ工作的。当前

是国际形势大变动、难以预测的一个时期。ＳＩＰＲＩ在很多方面都在扩

展：人员在增加，预算不断增加，制定了许多新的研究计划，筹资面

扩大了，在世界各地新设立了许多办事处和联络点，如中国、非洲、

中东和北美。随着国际安全和地区安全挑战变得越来越复杂，ＳＩＰＲＩ

需要在专业知识和真知灼见两个方面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虽然近年

来ＳＩＰＲＩ发生了很多变化，但它仍然致力于帮助政策制定者、民意

领袖、专家学者、媒体和关注国际事务的公众了解国际安全、军备和

裁军中的重大问题，为建立一个更加稳定、和平和安全的世界提出种

种解决办法。

《ＳＩＰＲＩ年鉴》只是本所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做的其中一项工作。

《ＳＩＰＲＩ年鉴》是利用公开资料对ＳＩＰＲＩ研究的核心问题进行深入的

权威性分析并提供相关信息的世界最好工具书之一。在这个意义上，

《ＳＩＰＲＩ年鉴》如同ＳＩＰＲＩ从事的大部分工作一样，应被视为一项全

球公共产品：它为各国政策制定、形成政策思想、进行学术研究和发

表公众舆论提供信息，有助于澄清当今国际形势中的许许多多复杂问

题，并为应对我们面临的种种挑战提出妥善解决办法。２０１１年的版

本同过去一样，仍是一本不可或缺之作。

１★ 序　　言 ★



展望未来，我期待与ＳＩＰＲＩ董事会的各位杰出同事、ＳＩＰＲＩ各位

敬业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以及本所在全球的许多合作伙伴和支持者一

道，为使ＳＩＰＲＩ保持并进一步提高其作为从事外交政策和国际安全

研究的世界顶级研究机构之一的地位而共同努力工作。

约兰·伦马尔克

ＳＩＰＲＩ董事会主席

２０１１年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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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是我主持下出版的第４卷年鉴。年复一年，

我越来越对年鉴的众多撰搞人怀有钦佩和敬意。他们的研究成果使这

部优秀著作在业内始终独树一帜、倍受推崇。

我要感谢所有为２０１１年版年鉴贡献其世界一流专业知识和深刻

见解的来自ＳＩＰＲＩ和世界各国的作者和研究人员。我还要感谢许多

审稿人抽出时间审核年鉴的各个章节并提出宝贵意见。一如既往，我

要特别感谢由戴维·克鲁克香克、乔伊·福克斯、耶塔·吉利根·博

格、安吉拉·赫尔和卡斯珀·蒂默五位组成的编辑团队高水平的编辑

能力和辛勤工作。

我们全体同仁有幸得到其他许多为本年鉴和ＳＩＰＲＩ全面业绩作

出重要贡献的优秀人士。他们是副所长丹尼尔·诺德、研究协调员伊

恩·安东尼、ＳＩＰＲＩ首席财会师埃里斯贝·伦德特、图书资料部主任

南尼·博德尔、信息技术部主任格尔德·哈格米尔—加弗鲁斯、通讯

联络部主任斯坦弗尼·布伦克奈尔、所长和董事会主席的高级行政助

理辛西亚·洛以及ＳＩＰＲＩ全体卓越的行政和研究人员。我还要感谢

ＳＩＰＲＩ董事会以及ＳＩＰＲＩ在世界各地的支持者和合作伙伴对我们的帮

助和支持。

这里，我还要欢迎约兰·伦马尔克担任ＳＩＰＲＩ董事会的新主席，

我非常高兴与他共事。我们ＳＩＰＲＩ全体人员要感谢他对ＳＩＰＲＩ过去、

目前和今后工作的一贯支持。

最后，我要说，我们为失去了一位在ＳＩＰＲＩ长期工作的人员而

感到悲痛。谁也想不到史蒂夫·沃德竟然在２０１０年去世了。八年来，

他一直负责我所的电脑系统和服务器的维护工作。我们怀念史蒂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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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ＰＲＩ所做的许多重要而默默无闻的工作。在此，我们向他的家人和

朋友致以最深切的悼念。

季北慈

ＳＩＰＲＩ研究所所长

２０１１年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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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与军贸：佣金之罪恶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中文版第

１３—３９页）

安德鲁·费因斯坦，保尔·霍尔登，巴比纳·佩斯

迄今的研究表明，军火贸易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全球的腐败案

件。从财政和民主角度来说，这有损于军火购买国和销售国，因为腐

败侵蚀着民主实践。有许多因素促成了这一病症，比如以涉及国家安

全的 “秘密”为挡箭牌或是由于国际军火购销网的不透明，这种网络

可以无视当地调查。类似在南非的一些主要交易，引起了这种关注。

尽管这一问题解决起来很难，但如果能缔结一项含有反腐败和反贿赂

条款的多边武器贸易条约，可能会向前迈出一大步。

第一部分　２０１０年的安全与冲突

资源与武装冲突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中文版第４３—１０１页）

尼尔·梅文，吕本·德科宁

自然资源再一次成为构成冲突危险的主要因素。对于在冲突的开

端、中间和终结过程中资源所起作用的分析，构成了关于暴力、环境

因素 （尤其是气候变化）和资源地缘政治的现代经济理论。在人们越

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自然资源与冲突之间的联系之后，国际社会提出了

各种不同的方案，明显地加强了国际资源贸易规则。尽管有难度，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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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有必要建立各种综合性的全球资源管理的框架，用以消弱并最终

割断资源与冲突之间的这种联系。

和平行动：脆弱的共识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中文版第

１０２—１９４页）

蒂埃里·塔迪

对于当代和平行动原则、目的和方法的广泛共识，现在变得比以

往更加脆弱。联合国和平行动的主要特征在不断改变，对于这些行动

应实现什么目标的共识正在慢慢消失。而且，新兴地区大国，特别是

巴西、中国、印度和南非在和平行动中越来越大的作用，使原来的共

识面临着潜在的挑战，并随之有可能使各种现行准则出现相互冲突的

危险。尽管目前尚未形成冲突，但新兴大国在达成和平行动的一种新

共识中究竟发挥何种作用现在还不清楚。

第二部分　２０１０年的军费开支和军备

军费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中文版第１９７—２９４页）

萨姆·珀洛 弗里曼，朱利安·库珀，奥拉瓦莱·伊斯梅尔，

伊丽莎白·申斯，卡丽娜·索尔米拉诺

２０１０年全球军费开支达１．６３亿美元，实际增长１．３％，较最近

几年的增幅有所减缓。但那些经济强劲增长使之全球政治地位不断提

升的主要地区大国，例如巴西、中国、印度、俄罗斯、南非和土耳其

正寻求发展其军事能力，它们常常显现其快速增加军费。驱使这些国

家增加军费的动因各不相同，有的是为了对付当前和潜在的国内冲

突，有的是处于对美国军事优势的担心，有的或者是出于确保其地位

的欲望。在有些国家，这种做法造成了军费开支同其社会、经济发展

目标之间的冲突。

军火生产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中文版第２９５—３４６页）

苏珊·Ｔ·杰克逊

尽管出现了经济萧条，军工生产公司表现出它的恢复能力，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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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２００９年增加了总体的军火销售。以军火销售主导全球军工产业

的北美和西欧军火公司都是这种情况，有些拥有先进军火工业的较小

经济体，如以色列、韩国和土耳其，其军火公司也同样属于这种情

况。“ＳＩＰＲＩ１００强”军火生产公司２００９年的军火销售额达到４０１０

亿美元，比前一年增加了１４８亿美元。军工行业的大宗交易的并购在

２０１０年又开始出现了。

国际武器转让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中文版第３４７—４１６页）

保尔·霍尔托姆，马克·布罗姆利，皮埃特·Ｄ·魏泽曼，西

蒙·Ｔ·魏泽曼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主要常规武器五大供应国是美国、俄罗斯、德

国、法国和英国。印度取代中国成为最大的常规武器接受国，接着

就是韩国、巴基斯坦和希腊。印度和巴基斯坦为对付外部威胁而最

多进口常规武器的国家，而现在国内安全挑战成为巴基斯坦重点所

要应对的重点，同时这也是印度的重大关切。欧盟成员国在向以色

列、格鲁吉亚和俄罗斯决定颁发武器出口许可证时对于关于防止冲

突的共同标准作出了不同解释，这些标准的制定旨在协调各国的武

器出口决定。

世界核力量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中文版第４１７—４６８页）

香农·Ｎ·基尔，维达利·费琴科，巴拉特·高伯拉斯瓦米，汉

斯·Ｍ·克里斯滕森

至２０１１年初，８个核武器国家共拥有２．０５万多件核武器，其中

战备部署的有５０００多件。俄罗斯和美国已根据军控条约中的义务裁

减了它们的战略核力量，但许多拆下来的核弹头被存放入库，仍可用

来重新部署。２０１０年，五个被法律承认的核武器国家都决心继续保

留其核武库，并或者正在进行现代化改进或者已宣布打算这样做。两

个事实上的核武器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在继续发展其新的、能带核弹

头的导弹系统，并在扩展其军用裂变材料的能力。

７★ 本书摘要 ★



第三部分　２０１０年的不扩散、军控和裁军

核军备控制与不扩散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中文版第４７１—

４９８页）

香农·Ｎ·基尔

２０１０年出现了推动核裁军和不扩散的新的全球势头。俄罗斯和

美国缔结了新的ＳＴＡＲＴ条约，确定进一步进行可核查的削减双方的

战略核力量。第八次 《核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通过了一个最后文

件，其中包含有实现条约原则和目标的一些建议。伊朗和朝鲜的核计

划继续引起关注。朝鲜透露其建成了一个先前未申报的铀浓缩工厂。

在伊朗，国际原子能机构依然未能解决伊可能进行着含有军事成分的

核活动的问题。

降低生化材料带来的安全威胁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中文版

第４９９—５２０页）

约翰·哈特，彼得·克莱夫斯蒂格

２０１０年，各国在继续制定战略，防止和应对可能出于敌对目的

的误用有毒生化材料所产生的影响。《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为第七

次缔约国大会的召开作准备。化学武器公约组织主席设立了一个专家

咨询小组，研究在所有化学武器销毁之后该组织的活动如何安排。各

国必须解决的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是如何确定违约行为。科学技术的

发展，尤其是化学和生命科学的日益重叠，将对这一问题构成相关

挑战。

常规军备控制与建立军事信任措施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中文版第５２１—５４３页）

兹希洛·拉霍夫斯基

２０１０年，俄美关系的改善、新ＳＴＡＲＴ条约的签署以及对克服

欧洲安全议程障碍的努力，使之在常规军备控制和建立信任、安全措

施方面的工作得以重新启动。欧洲常规力量条约和欧洲建立信任安全

８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措施的维也纳文件这两个欧洲军控轨道的对话，在２０１０年提出的各

种建议将对今后工作产生影响。欧洲的军备控制取决于欧洲各主要国

家的战略利益。在其他方面，《开放天空条约》的相关性在其第二次

审议大会上得到了再次肯定。

战略性贸易控制：打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 （《ＳＩＰＲＩ

年鉴２０１１》中文版第５４４—５７３页）

西比勒·鲍尔，阿伦·邓恩，伊万娜·米契奇

关于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国际讨论和相关活动，已由原

先集中于控制出口发展为涉及到反映军购性质的变化和采取新的法律

概念及执法手段之需要的更广泛活动。为履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

和更广泛的贸易控制规则，各国开始增强和加大对国内和国际能力建

设的努力。为改变对国际安全构成威胁的国家和非国家实体之行为的

强制措施也已形成。这些措施包括查封扩散用的金融账户和阻断相关

扩散性物品的运输等。

（庄茂成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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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犃犅犕　　犃狀狋犻犫犪犾犾犻狊狋犻犮犿犻狊狊犻犾犲

反弹道导弹

犃犆犞 犃狉犿狅狌狉犲犱犮狅犿犫犪狋狏犲犺犻犮犾犲

装甲战车

犃犌 犃狌狊狋狉犪犾犻犪犌狉狅狌狆

澳大利亚集团

犃犔犆犕 犃犻狉犾犪狌狀犮犺犲犱犮狉狌犻狊犲犿犻狊狊犾犲

空中发射巡航导弹

犃犘犆 犃狉犿狅狌狉犲犱狆犲狉狊狅狀狀犲犾犮犪狉狉犻犲狉

装甲运兵车

犃犘犈犆 犃狊犻犪犘犪犮犻犳犻犮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犆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

亚太经合组织

犃犘犕 犃狀狋犻狆犲狉狊狅狀狀犲犾犿犻狀犲

杀伤人员地雷

犃犘犜 犃犛犈犃犖犘犾狌狊犜犺狉犲犲

“东南亚国家联盟＋３”

犃犚犉 犃犛犈犃犖犚犲犵犻狅狀犪犾犉狅狉狌犿

东盟地区论坛

犃犛犃犜 犃狀狋犻狊犪狋犲犾犾犻狋犲

反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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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犛犈犃犖　犃狊狊狅犮犻犪狋犻狅狀狅犳犛狅狌狋犺犈犪狊狋犃狊犻犪狀犖犪狋犻狅狀狊

东南亚国家联盟

犃犜犜 犃狉犿狊狋狉犪犱犲狋狉犲犪狋狔

武器贸易条约

犃犜犜犝　 犃狋犾犪狀狋犻犮狋狅狋犺犲犝狉犪犾狊（狕狅狀犲）

大西洋到乌拉尔 （地区）

犃犝 犃犳狉犻犮犪狀犝狀犻狅狀

非洲联盟

犅犕犇 犅犪犾犾犻狊狋犻犮犿犻狊狊犻犾犲犱犲犳犲狀犮犲

弹道导弹防御

犅犛犈犆　 犗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狅犳犅犾犪犮犽犛犲犪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犆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

黑海经济合作组织

犅犜犠犆　犅犻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犪狀犱犜狅狓犻狀犠犲犪狆狅狀狊犆狅狀狏犲狀狋犻狅狀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犅犠　 犅犻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狑犲犪狆狅狀／狑犪狉犳犪狉犲

生物武器／战

犆犃犇犛犘　犆狅犿犿狅狀犃犳狉犻犮犪狀犇犲犳犲狀犮犲犪狀犱犛犲犮狌狉犻狋狔犘狅犾犻犮狔

非洲共同防务与安全政策

犆犃犚 犆犲狀狋狉犪犾犃犳狉犻犮犪狀犚犲狆狌犫犾犻犮

中非共和国

犆犅犕 犆狅狀犳犻犱犲狀犮犲犫狌犻犾犱犻狀犵犿犲犪狊狌狉犲

建立信任措施

犆犅犚犖 犆犺犲犿犻犮犪犾，犫犻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狉犪犱犻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犪狀犱狀狌犮犾犲犪狉

化学、生物、放射性和核材料

犆犅犛犛　 犆狅狌狀犮犻犾狅犳狋犺犲犅犪犾狋犻犮犛犲犪犛狋犪狋犲狊

波罗的海国家委员会

犆犅犠 犆犺犲犿犻犮犪犾犪狀犱犫犻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狑犲犪狆狅狀／狑犪狉犳犪狉犲

化学和生物武器／战

犆犆犕 犆狅狀狏犲狀狋犻狅狀狅狀犆犾狌狊狋犲狉犕狌狀犻狋犻狅狀狊

集束弹药公约

犆犆犠　 犆犲狉狋犪犻狀犆狅狀狏犲狀狋犻狅狀犪犾犠犲犪狆狅狀狊（犆狅狀狏犲狀狋犻狅狀）

特定常规武器 （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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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犇　 犆狅狀犳犲狉犲狀犮犲狅狀犇犻狊犪狉犿犪犿犲狀狋

裁军谈判会议 （裁谈会）

犆犇犛　 犆狅狀狊犲犼狅犱犲犇犲犳犲狀狊犪犛狌狉犪犿犲狉犻犮犪狀狅（犛狅狌狋犺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犇犲犳犲狀犮犲

犆狅狌狀犮犻犾）

南美防务理事会

犆犈犈犃犆 犆狅犿犿狌狀犪狌狋é犈犮狅狀狅犿犻狇狌犲犱犲狊犈狋犪狋狊犱犲犾犃犳狉犻狇狌犲犆犲狀狋狉犪犾犲

（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犆狅犿犿狌狀犻狋狔狅犳犆犲狀狋狉犪犾犃犳狉犻犮犪狀犛狋犪狋犲狊，犈犆犆犃犛）

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犆犉犈 犆狅狀狏犲狀狋犻狅狀犪犾犃狉犿犲犱犉狅狉犮犲狊犻狀犈狌狉狅狆犲（犜狉犲犪狋狔）

欧洲常规武装力量 （条约）

犆犉犛犘　 犆狅犿犿狅狀犉狅狉犲犻犵狀犪狀犱犛犲犮狌狉犻狋狔犘狅犾犻犮狔

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

犆犐犆犃　 犆狅狀犳犲狉犲狀犮犲狅狀犐狀狋犲狉犪犮狋犻狅狀犪狀犱犆狅狀犳犻犱犲狀犮犲犅狌犻犾犱犻狀犵犕犲犪狊狌狉犲狊犻狀犃

狊犻犪

亚洲相互协作与建立信任措施会议 （亚信会议）

犆犐犛 犆狅犿犿狅狀狑犲犪犾狋犺狅犳犐狀犱犲狆犲狀犱犲狀狋犛狋犪狋犲狊

独立国家联合体 （独联体）

犆犗犘犃犡　犆狅狀狊犲犻犾犱犲犘犪犻狊犲狋犱犲犛犲犮狌狉犻狋犲犱犲犾犃犳狉犻狇狌犲犆犲狀狋狉犪犾犲（犆犲狀

狋狉犪犾犃犳狉犻犮犪犘犲犪犮犲犪狀犱犛犲犮狌狉犻狋狔犆狅狌犮犻犾）

中部非洲和平安全理事会

犆犛犅犕　 犆狅狀犳犻犱犲狀犮犲犪狀犱狊犲犮狌狉犻狋狔犫狌犻犾犱犻狀犵犿犲犪狊狌狉犲

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

犆犛犆犃犘　犆狅狌狀犮犻犾犳狅狉犛犲犮狌狉犻狋狔犆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犻狀狋犺犲犃狊犻犪犘犪犮犻犳犻犮

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

犆犛犇犘　 犆狅犿犿狅狀犛犲犮狌狉犻狋狔犪狀犱犇犲犳犲狀犮犲犘狅犾犻犮狔

共同安全和防务政策

犆犛犜犗　 犆狅犾犾犲犮狋犻狏犲犛犲犮狌狉犻狋狔犜狉犲犪狋狔犗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

犆犜犅犜　 犆狅犿狆狉犲犺犲狀狊犻狏犲犖狌犮犾犲犪狉犜犲狊狋犅犪狀犜狉犲犪狋狔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犆犜犅犜犗　犆狅犿狆狉犲犺犲狀狊犻狏犲犖狌犮犾犲犪狉犜犲狊狋犅犪狀犜狉犲犪狋狔犗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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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犜犚 犆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狏犲犜犺狉犲犪狋犚犲犱狌犮狋犻狅狀

合作减少威胁

犆犠 犆犺犲犿犻犮犪犾狑犲犪狆狅狀／狑犪狉犳犪狉犲

化学武器／战

犆犠犆 犆犺犲犿犻犮犪犾犠犲犪狆狅狀狊犆狅狀狏犲狀狋犻狅狀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

犇犇犚 犇犲犿狅犫犻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犱犻狊犪狉犿犪犿犲狀狋犪狀犱狉犲犻狀狋犲犵狉犪狋犻狅狀

复员遣散、解除武装和重新安置

犇犘犓犗 犇犲狆犪狉狋犿犲狀狋狅犳犘犲犪犮犲犽犲犲狆犻狀犵犗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狊

（联合国）维和行动部

犇犘犚犓 犇犲犿狅犮狉犪狋犻犮犘犲狅狆犾犲狊犚犲狆狌犫犾犻犮狅犳犓狅狉犲犪（犖狅狉狋犺犓狅狉犲犪）

朝鲜民主共和国 （朝鲜）

犇犚犆 犇犲犿狅犮狉犪狋犻犮犚犲狆狌犫犾犻犮狅犳狋犺犲犆狅狀犵狅

刚果民主共和国

犈犃犈犆 犈狌狉狅狆犲犪狀犃狋狅犿犻犮犈狀犲狉犵狔犆狅犿犿狌狀犻狋狔（犪犾狊狅犈狌狉犪狋狅犿）

欧洲原子能联营

犈犃犘犆 犈狌狉狅犃狋犾犪狀狋犻犮犘犪狉狋狀犲狉狊犺犻狆犆狅狌狀犮犻犾

欧洲—大西洋伙伴关系委员会

犈犆犗犠犃犛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犆狅犿犿狌狀犻狋狔狅犳犠犲狊狋犃犳狉犻犮犪狀犛狋犪狋犲狊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犈犇犃 犈狌狉狅狆犲犪狀犇犲犳犲狀犮犲犃犵犲狀犮狔

欧洲防务局

犈犖犘 犈狌狉狅狆犲犪狀犖犲犻犵犺犫狅狌狉犺狅狅犱犘狅犾犻犮狔

欧洲睦邻政策

犈犚犠 犈狓狆犾狅狊犻狏犲狉犲犿狀犪狀狋狊狅犳狑犪狉

战争遗留爆炸物

犈犝 犈狌狉狅狆犲犪狀犝狀犻狅狀

欧洲联盟

犉犃犜犉 犉犻狀犪狀犮犻犪犾犃犮狋犻狅狀犜犪狊犽犉狅狉犮犲

反金融洗钱特别工作小组

犉犕犆犜 犉犻狊狊犻犾犲犿犪狋犲狉犻犪犾犮狌狋狅犳犳狋狉犲犪狋狔

禁止生产核武器裂变材料条约 （禁产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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犉犛犆 犉狅狉狌犿犳狅狉犛犲犮狌狉犻狋狔犆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

安全合作论坛

犉犢 犉犻狊犮犪犾狔犲犪狉

财政年度

犉犢犚犗犕 犉狅狉犿犲狉犢狌犵狅狊犾犪狏犚犲狆狌犫犾犻犮狅犳犕犪犮犲犱狅狀犻犪

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

犌８ 犌狉狅狌狆狅犳犈犻犵犺狋

八国集团

犌犆犆 犌狌犾犳犆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犆狅狌狀犮犻犾

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

犌犇犘 犌狉狅狊狊犱狅犿犲狊狋犻犮狆狉狅犱狌犮狋

国内生产总值

犌犔犆犕 犌狉狅狌狀犱犾犪狌狀犮犺犲犱犮狉狌犻狊犲犿犻狊狊犻犾犲

地面发射巡航导弹

犌犖犈犘 犌犾狅犫犪犾犖狌犮犾犲犪狉犈狀犲狉犵狔犘犪狉狋狀犲狉狊犺犻狆

全球核能伙伴计划

犌犖犐 犌狉狅狊狊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犻狀犮狅犿犲

国民总收入

犌犖犘 犌狉狅狊狊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狆狉狅犱狌犮狋

国民生产总值

犌犜犚犐 犌犾狅犫犪犾犜犺狉犲犪狋犚犲犱狌犮犲犐狀犻狋犻犪狋犻狏犲

全球减少威胁倡议

犌犝犃犕 犌犲狅狉犵犻犪，犝犽狉犪犻狀犲，犃狕犲狉犫犪犻犼犪狀犪狀犱犕狅犾犱狅狏犪

古阿姆集团

犎犆犗犆 犎犪犵狌犲犆狅犱犲狅犳犆狅狀犱狌犮狋

海牙行为准则

犎犈犝 犎犻犵犺犾狔犲狀狉犻犮犺犲犱狌狉犪狀犻狌犿

高浓缩铀

犐犃犈犃 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犃狋狅犿犻犮犈狀犲狉犵狔犃犵犲狀犮狔

国际原子能机构

犐犆犅犕 犐狀狋犲狉犮狅狀狋犻狀犲狀狋犪犾犫犪犾犾犻狊狋犻犮犿犻狊狊犻犾犲

洲际弹道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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犐犆犆 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犆狉犻犿犻狀犪犾犆狅狌狉狋

国际刑事法院

犐犆犑 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犆狅狌狉狋狅犳犑狌狊狋犻犮犲

国际法院

犐犆犜犚 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犆狉犻犿犻狀犪犾犜狉犻犫狌狀犪犾犳狅狉犚狑犪狀犱犪

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

犐犆犜犢 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犆狉犻犿犻狀犪犾犜狉犻犫狌狀犪犾犳狅狉犳狅狉犿犲狉犢狌犵狅狊犾犪狏犻犪

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

犐犈犇 犐犿狆狉狅狏犻狊犲犱犲狓狆犾狅狊犻狏犲犱犲狏犻犮犲

简易爆炸装置

犐犉犛 犐狀狊狋狉狌犿犲狀狋犳狅狉犛狋犪犫犻犾犻狋狔

稳定工具

犐犌犃犇 犐狀狋犲狉犵狅狏犲狉狀犿犲狀狋犪犾犃狌狋犺狅狉犻狋狔狅狀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

政府间发展组织

犐犌犆 犐狀狋犲狉犵狅狏犲狉狀犿犲狀狋犪犾犆狅狀犳犲狉犲狀犮犲

政府间会议

犐犕犉 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犕狅狀犲狋犪狉狔犉狌狀犱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犐犖犇犃 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狀狅狀狆狉狅犾犻犳犲狉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犱犻狊犪狉犿犪犿犲狀狋犪狊狊犻狊狋犪狀犮犲

国际防扩散和裁军援助

犐犖犉 犐狀狋犲狉犿犲犱犻犪狋犲狉犪狀犵犲犖狌犮犾犲犪狉犉狅狉犮犲狊（犜狉犲犪狋狔）

中程核力量 （条约）

犐犚犅犕 犐狀狋犲狉犿犲犱犻犪狋犲狉犪狀犵犲犫犪犾犾犻狊狋犻犮犿犻狊狊犻犾犲

中远程弹道导弹

犐犛犃犉 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犛犲犮狌狉犻狋狔犃狊狊犻狊狋犪狀犮犲犉狅狉犮犲

国际安全支援部队

犑犆犌 犑狅犻狀狋犆狅狀狊狌犾狋犪狋犻狏犲犌狉狅狌狆

联合协商小组

犑犆犐犆 犑狅犻狀狋犆狅犿狆犾犻犪狀犮犲犪狀犱犐狀狊狆犲犮狋犻狅狀犆狅犿犿犻狊狊犻狅狀

联合履约和视察委员会

犑犎犃 犑狌狊狋犻犮犲犪狀犱犺狅犿犲犪犳犳犪犻狉狊

司法和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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犔犈犝 犔狅狑犲狀狉犻犮犺犲犱狌狉犪狀犻狌犿

低浓缩铀

犕犃犖犘犃犇犛　犕犪狀狆狅狉狋犪犫犾犲犪犻狉犱犲犳犲狀犮犲狊狔狊狋犲犿

便携式防空系统

犕犇犌狊 犕犻犾犾犲狀狀犻狌犿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犌狅犪犾狊

千年发展目标

犕犈犚 犕犪狉犽犲狋犲狓犮犺犪狀犵犲狉犪狋犲

市场汇率

犕犐犚犞 犕狌犾狋犻狆犾犲犻狀犱犲狆犲狀犱犲狀狋犾狔狋犪狉犵犲狋犪犫犾犲狉犲犲狀狋狉狔狏犲犺犻犮犾犲

多个、可独立命中目标的再入飞行器

犕犗犜犃犘犕　犕犻狀犲狊狅狋犺犲狉狋犺犪狀犪狀狋犻狆犲狉狊狅狀狀犲犾犿犻狀犲狊

非杀伤人员地雷

犕犜犆犚 犕犻狊狊犻犾犲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犆狅狀狋狉狅犾犚犲犵犻犿犲

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

犖犃犕 犖狅狀犃犾犻犵狀犲犱犕狅狏犲犿犲狀狋

不结盟运动

犖犃犜犗 犖狅狉狋犺犃狋犾犪狀狋犻犮犜狉犲犪狋狔犗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北约）

犖犅犆 犖狌犮犾犲犪狉，犫犻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犪狀犱犮犺犲犿犻犮犪犾（狑犲犪狆狅狀狊）

核、生物和化学 （武器）

犖犌犗 犖狅狀犵狅狏犲狉狀犿犲狀狋犪犾狅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

非政府组织

犖犖犠犛 犖狅狀狀狌犮犾犲犪狉狑犲犪狆狅狀狊狋犪狋犲

无核武器国家

犖犘犜 犖狅狀犘狉狅犾犻犳犲狉犪狋犻狅狀犜狉犲犪狋狔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犖犚犉 犖犃犜犗犚犲狊狆狅狀狊犲犉狅狉犮犲

北约快速反应部队

犖犛犌 犖狌犮犾犲犪狉犛狌狆狆犾犻犲狉狊犌狉狅狌狆

核供应国集团

犖犠犉犣 犖狌犮犾犲犪狉狑犲犪狆狅狀犳狉犲犲狕狅狀犲

无核武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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犖犠犛 犖狌犮犾犲犪狉狑犲犪狆狅狀狊狋犪狋犲

核武器国家

犗犃犛 犗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狅犳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犛狋犪狋犲狊

美洲国家组织

犗犆犆犃犚 犗狉犵犪狀犻狊犪狋犻狅狀犆狅狀犼狅犻狀狋犲犱犲犆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犲狀犕犪狋犻犲狉犲犱犃狉犿犲犿犲狀狋

（犗狉犵犪狀犻狊犪狋犻狅狀犳狅狉犑狅犻狀狋犃狉犿犪犿犲狀狋犆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

军备合作联合组织

犗犇犃 犗犳犳犻犮犻犪犾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犃狊狊犻狊狋犪狀犮犲

官方发展援助

犗犈犆犇 犗狉犵犪狀犻狊犪狋犻狅狀犳狅狉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犆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犗犐犆 犗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犐狊犾犪犿犻犮犆狅狀犳犲狉犲狀犮犲

伊斯兰会议组织

犗犘犃犖犃犔　犃犵犲狀犮狔犳狅狉狋犺犲犘狉狅犺犻犫犻狋犻狅狀狅犳犖狌犮犾犲犪狉犠犲犪狆狅狀狊犻狀犔犪狋犻狀

犃犿犲狉犻犮犪犪狀犱狋犺犲犆犪狉犻犫犫犲犪狀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禁止核武器组织

犗犘犆犠 犗狉犵犪狀犻狊犪狋犻狅狀犳狅狉狋犺犲犘狉狅犺犻犫犻狋犻狅狀狅犳犆犺犲犿犻犮犪犾犠犲犪狆狅狀狊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

犗犘犈犆 犗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犘犲狋狉狅犾犲狌犿犈狓狆狅狉狋犻狀犵犆狅狌狀狋狉犻犲狊

石油输出国组织

犗犛犆犆 犗狆犲狀犛犽犻犲狊犆狅狀狊狌犾狋犪狋犻狏犲犆狅犿犿犻狊狊犻狅狀

开放天空协商委员会

犗犛犆犈 犗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犳狅狉犛犲犮狌狉犻狋狔犪狀犱犆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犻狀犈狌狉狅狆犲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犘５ ５狆犲狉犿犪狀犲狀狋犿犲犿犫犲狉狊狅犳狋犺犲犝犖犛犲犮狌狉犻狋狔犆狅狌狀犮犻犾

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 （五常）

犘犉犘 犘犪狉狋狀犲狉狊犺犻狆犳狅狉犘犲犪犮犲

和平伙伴关系

犘犘犘 犘狌狉犮犺犪狊犻狀犵狆狅狑犲狉狆犪狉犻狋狔

购买力平价

犘犚犜 犘狉狅狏犻狀犮犻犪犾狉犲犮狅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狋犲犪犿

（阿富汗）省重建工作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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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犛犆 犘狉犻狏犪狋犲狊犲犮狌狉犻狋狔犮狅犿狆犪狀狔

私人安保公司

犘犛犐 犘狉狅犾犻犳犲狉犪狋犻狅狀犛犲犮狌狉犻狋狔犐狀犻狋犻犪狋犻狏犲

防扩散安全倡议

犚牔犇 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犪狀犱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

研究与开发

犛犃犃犚犆 犛狅狌狋犺犃狊犻犪狀犃狊狊狅犮犻犪狋犻狅狀犳狅狉犚犲犵犻狅狀犪犾犆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

南亚区域合作联盟

犛犃犇犆 犛狅狌狋犺犲狉狀犃犳狉犻犮犪狀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犆狅犿犿狌狀犻狋狔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犛犃犔犠 犛犿犪犾犾犪狉犿狊犪狀犱犾犻犵犺狋狑犲犪狆狅狀狊

小武器轻武器

犛犃犕 犛狌狉犳犪犮犲狋狅犪犻狉犿犻狊狊犻犾犲

地对空导弹

犛犆犗 犛犺犪狀犵犺犪犻犆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犗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

上海合作组织

犛犆犛犔 犛狆犲犮犻犪犾犆狅狌狉狋犳狅狉犛犻犲狉狉犪犔犲狅狀犲

塞拉利昂特别法庭

犛犈犆犐 犛狅狌狋犺犲犪狊狋犈狌狉狅狆犲犪狀犆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犐狀犻狋犻犪狋犻狏犲

东南欧合作倡议

犛犔犅犕 犛狌犫犿犪狉犻狀犲犾犪狌狀犮犺犲犱犫犪犾犾犻狊狋犻犮犿犻狊狊犻犾犲

潜射弹道导弹

犛犔犆犕 犛犲犪犾犪狌狀犮犺犲犱犮狉狌犻狊犲犿犻狊狊犻犾犲

海上发射巡航导弹

犛犗犚犜 犛狋狉犪狋犲犵犻犮犗犳犳犲狀狊犻狏犲犚犲犱狌犮狋犻狅狀狊犜狉犲犪狋狔

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

犛犚犅犕 犛犺狅狉狋狉犪狀犵犲犫犪犾犾犻狊狋犻犮犿犻狊狊犻犾犲

短程弹道导弹

犛犚犆犆 犛狌犫犚犲犵犻狅狀犪犾犆狅狀狊狌犾狋犪狋犻狏犲犆狅犿犿犻狊狊犻狅狀

次地区磋商委员会

犛犛犕 犛狌狉犳犪犮犲狋狅狊狌狉犳犪犮犲犿犻狊狊犻犾犲

地对地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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犛犛犚 犛犲犮狌狉犻狋狔狊犲犮狋狅狉狉犲犳狅狉犿

安全部门改革

犛犜犃犚犜 犛狋狉犪狋犲犵犻犮犃狉犿狊犚犲犱狌犮狋犻狅狀犜狉犲犪狋狔

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犜犔犈 犜狉犲犪狋狔犾犻犿犻狋犲犱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

受条约限制的装备

犝犃犈 犝狀犻狋犲犱犃狉犪犫犈犿犻狉犪狋犲狊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犝犃犞 犝狀犿犪狀狀犲犱犪犻狉／犪犲狉犻犪犾狏犲犺犻犮犾犲

无人驾驶飞行器 （无人机）

犝犆犃犞 犝狀犿犪狀狀犲犱犮狅犿犫犪狋犪犻狉狏犲犺犻犮犾犲

无人驾驶作战飞行器

犝犖 犝狀犻狋犲犱犖犪狋犻狅狀狊

联合国

犝犖犃犛犝犚　犝狀犻狅狀犱犲犖犪犮犻狅狀犲狊犛狌狉犪犿犲狉犻犮犪狀犪狊（犝狀犻狅狀狅犳犛狅狌狋犺犃

犿犲狉犻犮犪狀犖犪狋犻狅狀狊）

南美国家联盟

犝犖犇犘 犝犖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犘狉狅犵狉犪犿犿犲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犝犖犎犆犚 犝犖犎犻犵犺犆狅犿犿犻狊狊犻狅狀犲狉犳狅狉犚犲犳狌犵犲犲狊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

犝犖犗犇犃 犝犖犗犳犳犻犮犲犳狅狉犇犻狊犪狉犿犪犿犲狀狋犃犳犳犪犻狉狊

联合国裁军事务办公室

犝犖犚犗犆犃犝犖犚犲犵犻狊狋犲狉狅犳犆狅狀狏犲狀狋犻狅狀犪犾犃狉犿狊

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制度

犝犛犃犐犇犝犛犃犵犲狀犮狔犳狅狉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

美国国际开发署

犠犃 犠犪狊狊犲狀犪犪狉犃狉狉犪狀犵犲犿犲狀狋

瓦森纳安排

犠犈犝 犠犲狊狋犲狉狀犈狌狉狅狆犲犪狀犝狀犻狅狀

西欧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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犠犕犇 犠犲犪狆狅狀狅犳犿犪狊狊犱犲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常用符号

．．　　未掌握或不适合使用的数据

－ 零或可以忽略的数字

（） 不确定的数据

犫． 十亿 （一千个百万）

犓犵 公斤

犽犿 公里 （一千米）

犿 百万

狋犺． 千

狋狉． 万亿 （一百万个百万）

＄ 美元 （除非另有注明）

欧元

地理区域和次区域

非洲　包括北非 （阿尔及利亚、利比亚、摩洛哥和突尼斯，埃及

除外）和撒哈拉以南非洲。

美洲　包括北美 （加拿大和美国）、中美洲、加勒比地区 （包括

墨西哥）和南美。

亚洲和大洋洲　包括中亚、东亚、大洋洲、南亚 （包括阿富汗）

和东南亚。

欧洲　包括东欧 （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格鲁吉亚、

摩尔多瓦、俄罗斯和乌克兰）、中西欧 （含东南欧）；在论

述军费开支时，土耳其包括在中西欧地区。

中东　包括埃及、伊朗、伊拉克、以色列、约旦、科威特、黎巴

嫩、叙利亚、土耳其和阿拉伯半岛的国家。

（琦　灵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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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２０１１年国际安全、军备和

裁军形势

第一章　腐败与军贸：佣金之罪恶



引
　
言
２０１１年国际安全、军备和
裁军形势

季北慈

第一节　对过去一年形势的评估

２０１０年，在世界一些地区出现了对和平与稳定的新挑战，例如

在朝鲜半岛、北美洲、中东和中亚。为减少全球和各地区局势不稳定

和其他威胁，各国际机构和组织继续艰难地调整其使命，并为此寻找

必要的资源。欧洲债务危机日益严重，美国的经济与金融困境挥之不

去，制约了一些最富有国家应对全球挑战的能力。尤其是非国家行为

体对国际安全形势的影响越来越大。

２０１０年８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结束美军在伊拉克的作战行

动，从而正式停止了七年前小布什政府发动的 “伊拉克自由作战行

动”（虽然有五万美军将留驻，担负支援、训练和其他非作战任务）。

在阿富汗，尽管美国增加了兵力，发动了自２００１年开战以来最大规

模的剿匪攻势，美国及其盟国也调整了剿匪战略，并在阿富汗和巴基

斯坦抓获或击毙了多名塔利班和 “基地”组织的头目，但是阿富汗的

总体形势仍很不稳定，远期前景难以预测。根据２０１０年１１月北约首

脑会议制定的阿富汗问题 “过渡战略”，到２０１４年年底国际安全支援

部队 （ＩＳＡＦ）结束在阿富汗的作战使命时，该部队的安全责任将移

交给阿富汗安全部队。

在世界其他地方，２０１０年３月韩国 “天安号”军舰被击沉，同

年１１月朝鲜炮击韩国的延坪岛。这两件事加剧了东北亚的紧张局势。

５月，以色列突击部队拦截了为打破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封锁而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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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加沙地带的一个船队，９人丧生。２０１０年开始的以色列与巴勒斯坦

当局的西岸和平谈判未取得任何进展。到２０１０年接近年底时，１２月

又发生了一个名叫穆罕默德·布阿齐齐的负债年轻街头小贩在突尼斯

当众自焚事件，在中东、北非的许多地方引发了一波动乱浪潮，持续

到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０年，全世界有１５起活跃的重大武装冲突分布在非洲、美

洲、亚洲和中东地区，其中在阿富汗、伊拉克、巴基斯坦和索马里四

国的武装冲突尤为激烈。在世界各地，极端分子出于政治动机屠杀无

辜：在阿富汗、刚果民主共和国 （ＤＲＣ）、伊拉克、吉尔吉斯斯坦、

尼泊尔、巴基斯坦、俄罗斯和乌干达等国发生的袭击事件触目惊心。

这一年在军控和裁军领域既有长期未决的问题，也出现了一些新问

题。朝鲜仍然无视联合国的明确意志和邻国的关切，继续研制核武器

和导弹。２０１０年里最令人关注的是一座过去从未披露过的朝鲜铀浓

缩设施被曝光。人们还继续关注伊朗的核计划。联合国在２０１０年对

伊朗采取了新一轮制裁措施。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虽然在２００９年就

工作计划草案达成了协议，包括要启动禁产条约谈判，但仍未能在

２０１０年采取必要的程序性措施而真正启动实质性谈判。过去一年里，

全球的军费开支、武器生产和常规武器转让都继续呈现上升趋势。

２０１０年在核裁军、安全和防扩散领域出现了一些积极进展，这

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俄罗斯与西方邻国的关系；二是常规武器控

制。２０１０年３月，俄美缔结了一项新的核裁军条约，即新ＳＴＡＲＴ

条约，两国在２０１１年２月交换了批约书。美国政府在２０１０年４月公

布的 《核态势审议报告》中收紧了使用核武器的条件，并保证不研制

新的核弹头，也不提高现有核弹头的使命和能力。此后，在美国首都

华盛顿举行了首次核安全峰会，包括３８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在内

的与会者一致同意要减小核恐怖主义的威胁，改进全世界的核材料和

核设施的安全保护。２０１０年５月，在１９６８年的 《不扩散核武器条

约》审议大会上，缔约国一致同意就核裁军和防扩散采取具体措施，

共同努力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北约—俄罗斯理事会在２００８年格鲁

吉亚—俄罗斯战争之后首次召开会议，就在导弹防御、反恐和打击毒

品走私等方面进行合作达成了若干协议。此外，还出现了其他一些令

人鼓舞的事态发展，包括２００８年签署的 《集束弹药公约》于８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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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以及于２０１０年７月在纽约首次召开了联合国 《武器贸易条约》

筹委会会议。

第二节　《!"#$"年鉴 %&''

》的概述、

主要内容和研究成果　　

概述

本卷，即 《ＳＩＰＲＩ年鉴》第４２卷，由来自１９个国家的３７位专

家撰写而成。

这些专家综述、分析了过去一年在国际安全、军备和裁军领域中

最重要的动向和发展趋势，其中包括武装冲突、多边和平行动、军费

开支、武器生产、常规武器转让、防扩散、军控以及建立互信和安全

措施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如同最近几年出版的各卷 《ＳＩＰＲＩ年鉴》一

样，本卷开篇章节是一篇专题报告，作者是安德鲁·范因斯坦、保

罗·霍尔登和巴纳比·佩斯三人。该章分析了国际武器贸易中的种种

腐败现象。范因斯坦是一位研究武器贸易中腐败问题的专家，过去是

南非议会的议员。他与他的同事一起分析了国际武器贸易中 “腐败行

为的特征及严重性”，提出这种腐败行为对开放性社会、法制及国家

安全的负面影响，并提出了制约武器贸易腐败及其腐蚀作用的建议。

本卷其他内容主要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综述与武器冲突和应对

冲突相关的影响国际安全的若干关键问题。第二部分重点论述军备领

域全球、地区和各国的重要趋势，包括军费开支、武器生产、武器转

让和核力量。第三部分论述近期裁军领域的主要动向，包括对核不扩

散、军控、生化武器相关威胁的评估、控制常规武器的努力以及控制

会引起潜在安全关切的其他敏感物项与技术的转让。

这些章节材料翔实，各附录和附件提供了各方面的详细数据和分

析，内容包括重大武装冲突、多边和平行动、军费开支、军火生产公

司、主要常规武器的国际转让、核武库、裂变材料库存、国际武器禁

运、国际军控与防扩散协定、多边安全机构以及 “国际军控、军备、

冲突与安全２０１０年大事记”。和过去几年一样，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为发表澳大利亚经济及和平学会协同经济学家信息小组 （ＥＩＵ）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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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的 《全球和平指数》（ＧＰＩ）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各章节汇合在一起对本年度的国际安全、军

备和裁军动向作出了最全面、深入的评估。

主要内容和研究成果

本年度及最近几年的 《ＳＩＰＲＩ年鉴》的编制工作突出若干重要选

题和研究成果。２０１１年的选题和相关研究有三方面重点：

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不管是好是坏，国家现在仍然是国际形势的最主要安全事务行为

体。即便如此，《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发表的各项研究分析报告表明，

非国家行为体和准国家行为体对全球和地区安全形势的影响起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正如下文所述，一方面非国家行为体能够对缓和局势

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有些非国家行为体和准国家行为体

则对和平与安全问题起了极其不好的作用。

从第一章和第二章中读者可以看到，这个问题及其影响极其严

重。这两章分别论述武器贸易中的腐败现象和各种资源与冲突之间的

关联性。在第一章里，作者指出：参与武器贸易的非国家行为体———

企业家、中间商、“流氓国家”的政府官员———中饱私囊，对像南非

这样的脆弱国家的政治公开、经济活力和安全形势起了有害的作用。

第二章描述并分析了各种行为体出于政治和经济动机，有时在政府支

持下，通过暴力和恐吓手段掠夺资源财富。这些军阀集团、叛乱组

织、犯罪团伙、民兵武装以及武装匪徒，对那些复杂棘手的冲突，例

如在阿富汗、民主刚果、几内亚比绍和尼日尔，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

并为其提供资金，从而使局势更加不稳定。本章还描述了各种自然灾

害造成的影响，包括气候变化、环境恶化、资源匮乏、洪涝、干旱和

饥荒。这种天灾往往由于人的行为 （或不为）变得更加严重，会加剧

动乱和冲突。

在第二章及其附录中对重大武装冲突进行了分析，为这一专题提

供了各种数据和更多文献：２０１０年仍在持续的１５起重大武装冲突全

部是国内冲突，有武装的非国家组织卷入。正如作者分析指出，在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这十年间发生的２９起重大武装冲突中只有两起是国与国

之间的冲突，其他２７起都是国内冲突，是由一个国家行为体至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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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武装的非国家行为体发生冲突。２０１１年初在北非和中东某些地

方发生的社会动荡、恶斗、公开冲突和政局变动，也是主要由于无视

国民的和平诉求而引起的，虽然利比亚的情况是这种诉求转而触发了

非正规武装与国家政府的冲突。

在本卷其他各章节中也可以看到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和影响愈益

重要。例如，关于军火生产的第五章中详细列出了世界最大１００家军

火公司，仅这一百家公司２００９年的武器销售就达到约４０１０亿美元，

自２００２年来实际增加了５８％。从这一数字就可知道这些公司对各国

经济和安全形势会产生多大影响，尤其是在这些公司集中经营的国

家。第九章重点论述生化武器的潜在威胁以及为尽量减小这种威胁所

做的努力。该章还提到各国在１９７２年的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和

１９９３年的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框架内为应对非国家行为体正反两

方面的作用和影响正在进行的工作。尤其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包

括化学与生命科学之间的交叉日增，防扩散努力面临新的潜在挑战。

本卷以及 《ＳＩＰＲＩ年鉴》往年各卷关于常规武器转让和控制战略物资

贸易的研究分析指出，非国家行为体继续能得到各种军事装备和武

器，包括反舰导弹、直升机和地雷。第十一章在论述控制战略物资贸

易时指出，为了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国际社会仍需在武器采

购供应链中把重点放在非国家行为体和国家两个方面。科学家、中间

商、航运公司和金融机构往往有意无意地助长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

划所需的两用物项的扩散和采购。

全球与地区新兴强国的崛起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贯串全卷的第二个重大选题是全球和地区

“新兴强国”的作用和影响继续扩大。虽然国际安全形势评论家经常

谈到这一动向，本卷如同历年各卷一样为丰富这方面内涵提供了翔实

而有独到分析的依据，并对其意义作出前瞻性的探讨。例如，第二章

论述了中国和印度在对资源的地缘政治争夺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对中国稀土金属出口的担忧成为２０１０年一个突出的政治经济问

题。第三章论述多边和平行动，其分析的重点大部分放在诸如巴西、

中国、印度和南非等这些国家派出的维和人员不断有所增加，并分析

了这种情况的利弊。截至２０１０年年底，这四国的维和人员占联合国

维和人员总数的１５％以上，它们对确定维和行动的原则和具体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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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即便是在对这类维和行动的需求更大、审核更

严，并出现种种要求改革的呼声的情况之下。

第四章关于军费开支的分析研究也说明，新兴强国在全球安全问

题和地区事务中的重要性日益上升。该章着重论述了巴西、中国、印

度、俄罗斯、土耳其和南非的作用。２０１０年，美国的军费在全球军

费开支总额中占近４３％，远远超过任何国家的最高军费开支。但是

２００９年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军费开支国的中国在２０１０年不仅保持其排

位，而且扩大了它与排位靠后国家之间的差距，缩小了与美国的差

距。据ＳＩＰＲＩ估算，２０１０年中国的军费开支为１１９０亿美元，约为下

列四国中任一国家军费开支的两倍：英国 （５９６亿美元）、法国 （５９３

亿美元）、俄罗斯 （５８７亿美元）和日本 （５４５亿美元）。２０１０年，在

世界军费开支最高的１５个国家中，２００１到２０１０年这十年间军事预

算增长幅度最大的五个国家分别为：中国 （１８９％）、俄罗斯 （８２％）、

美国 （８１％）、沙特阿拉伯 （６３％）和印度 （５４％）。北约欧洲国家的

军费开支在这十年中大体持平，有的年份甚至有所下降；上海合作组

织成员国的军费开支，主要是中国和俄罗斯，同比增加近１４５％。

第五章论述军火生产，该章特别关注以色列、韩国和土耳其三个

非西方国家国内军工生产增长的情况，三国的军火公司已跻身

《ＳＩＰＲＩ１００强》军工企业。该章还分析了这些小军火生产国的崛起对

全球军火生产的影响和挑战。第六章分析了全球范围常规武器转让的

情况，重点是已成为世界主要武器进口国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印度在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这五年里超过了中国，上升为世界最大的武器进口国。

中国现在位居第二，韩国第三。这三个国家在此期间的常规武器转让

加在一起，略超过世界转让总额的２０％。新兴强国实力的增强一定

程度上归结于其核武库的现代化。第七章详述并分析了美国、俄罗

斯、英国、法国、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和以色列八国的核武器计

划，以及朝鲜的军事核计划。中国是世界第四大核武器国家，目前正

在通过增加其弹道导弹力量的数量和种类、部署新核潜艇增强其核威

慑能力。印度也在采取重要举措进行核力量现代化，包括增加和改进

“大地”导弹和研制将于２１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期部署的潜射弹道导

弹。第八章关于核军控和防扩散的论述中介绍了２０１０年某些西方国

家政府，特别是美国、巴西和土耳其三国，试图与伊朗达成一个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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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只要伊朗同意将其低浓铀储备的一半运到土耳其，就可以换取民

用反应堆燃料。

国际机制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增强

本卷许多章节论述的第三个重要议题是国际机制效率低下、前景

难测、软弱无力。许多肩负促进和平与安全的组织感到越来越难以得

到为实现其使命所必需的政治意志和财力，或者说根本不具备在必要

的地方建立治理机制的政治意愿。第二章在论述资源与冲突的关联时

强调指出，国际机制联手治理资源匮乏和对资源依赖的各种问题在今

后几年可能会变得更加困难，其原因是相互竞争意识加强，机制自身

的能力削弱。第三章指出，各主要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北约和欧

盟，都在重新评估其和平行动，但均还缺乏为取得新的共识的战略考

虑。联合国的各项和平行动可能面临南北矛盾上升：派出大量维和人

员的发展中国家会要求有更大权限决定这些行动的原则和目标。

尽管很多人把２０１０年称之为 “军控之春”，但是目前关于军控、

裁军和防扩散的各机制的规范合法性仍处于不可预测、多变甚至受质

疑的阶段。正如第八章所论述，“传统军控”，即俄美只为削减其核力

量的双边条约，可能随着２０１０年双方签订 《进一步削减和限制进攻

性战略武器条约》（《新ＳＴＡＲＴ条约》）而告一段落。今后如要继续

裁减俄美双方的核武器，谈判的难度将大得多，因为将涉及一系列复

杂问题，包括导弹防御、外空武器和远程精确打击武器，也可能需要

从双边谈判变为多边谈判。这一章还指出，尽管公开宣称２０１０年的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取得了成功，但是各国继续对该条约

前景的关注并不能从实质上弥合核武器国家与无核国家之间在条约三

大支柱重要性的分歧。这三个支柱是：防扩散、裁军、和平利用核

能。第九章在展望未来时指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和 《禁止化学

武器公约》在２０１１年都面临重要转折点，这两个增强安全的机制不

管是受到削弱还是得到加强，其结果都会产生重要影响。为重振和改

进唯一最重要、最周密的常规军控条约，即１９９０年签署的 《欧洲常

规力量条约》 （ＣＦＥ条约），虽然在２０１０年比较活跃，但仍进展甚

慢，前景不明朗，某些缔约国的行为甚至使条约有所削弱。第十章重

点论述该条约及欧洲采取的其他常规军控措施。该章的结论是：虽然

有一些取得进展的迹象，但是战略上和技术上仍存在诸多障碍，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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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各方对未来限制常规武器及相关信任措施采取一种更加合作并为全

欧洲普遍接受的方针。

当今世界全球化进程加速，相互依赖程度加深，国际形势日益复

杂。这种特点迫使各国重新思考如何最有效地应对扩散威胁。第十一

章指出，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两用物项的进一步扩散、全球武器贸

易和采购网的日益复杂化———诸如此类的这些因素迫切要求在传统的

战略物资贸易控制机制、行动计划以及能力建设活动等方面采取新的

执法手段、法律机制和合作协调，以打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和

应对使用这种武器的危险。

第三节　影响和前景展望

鉴于上述这些主要形势动向，显然目前着眼于应对全球与地区安

全、军备和裁军挑战的种种机制、协定和进程的安排———可通称为

“安全治理体系”，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来自现有体系内外

两个方面。

来自内部的压力是，安全治理体系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最重要

的因素之一是，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消长在继续发生

变化。随着国际体系中的 “新兴”强国的崛起，由于各国相对的力量

和影响趋于均衡化，早期确立并反映早期状况的全球与地区机制、协

定和进程必须现实地面对并适应这一新的实际。越来越明显的是，为

了应对和缓解共同面临的安全问题，即使是强国也必须同其他国家合

作和妥协。随着巴西、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国家国力和影响的增

强，各国利益的对立和差异意味着，为在现有的全球和地区安全机制

中采取行动要取得共识变得更加困难。最明显的是，世界上最重要的

多边全球安全机制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及其常任理事国的组成已不能充

分反映全球安全体系不断变化的现实。近年来活跃的二十国集团

（Ｇ２０）主要经济体可以比较准确地反应现实情况，但是该集团尚未

开始把安全治理作为其主要任务，在近期内也不大会这样做。

与此相关的是，过去经常带头力挺全球和各地区安全治理的那些

大国已力不从心，无法像当年那样得心应手。这些国家 （主要是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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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欧洲盟国）的作用受到了上述国际力量消长的影响。它们为安全

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能力还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和自身经济长期低迷的

削弱。美国及其全球各地主要盟国的国民可能要求其领导人集中力量

使国内经济复苏，收紧对外援助和安全相关援助，避免积极卷入国外

的安全事务。

现行安全治理体系还受到外部压力的影响。随着信息、人员、资

本和商品的流动日益增加和发展，国际安全的性质更加趋于动态化、

复杂化和跨国化。世界变化之快超过了现有安全相关机制和进程的变

化，后者疲于应付当代可能产生不稳定后果的种种问题，如网络攻

击、气候变化、资源短缺、人口迁移失控、暴力极端主义、跨国犯罪

活动、敏感技术扩散、武器的非法转让、贩毒、洗钱等。此外，现有

安全治理体系之外的挑战大都来自非国家行为体。非国家行为体影

响、左右甚至形成各国以及国际安全机制安全议程的能力继续增强，

可能产生正面或负面后果。但结果却是各国及国际机制未能及时应对

非国家行为体的挑战和机遇。

展望未来，当今国际安全体系必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主要国

际和地区安全治理机制还需要采取措施，加快使新兴国家公正合理地

参与其中，从而得到更加积极有力的支持去应对当今和未来的复杂安

全挑战。这种举措包括增加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发挥二十国集

团在安全问题上更积极的作用。处理安全问题的各区域机制，如非洲

联盟、东盟、阿盟和上合组织，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它们应加强其政

治和运作能力以减少在其各自区域的跨国安全挑战，进一步加强维和

和人道主义救援的能力，深化与其他区域和全球安全机制的合作。

为加强这种能力，现有的国际组织和其他安全机制必须尽量摆脱

以国家为核心、协商一致为基础、最低共同标准的规制所经常带来的

许许多多制约因素。一个重要举措是，要深化和扩大伙伴关系，拓展

同参与安全问题、对外政策和发展援助的广大非国家行为体的其他形

式合作。共同开展构筑和平和人道主义救援行动至关重要。这样做既

可以在开展这种行动的关键阶段加强协调，也可以推动向更长期的建

设和平与重建工作的平衡过渡。建设和平的工作还应更多地致力于在

教育、司法、保健和政府财会系统等领域，更好地发挥民间专家 （即

所谓 “民间团队）的宝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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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间组织与非政府组织 （ＮＧＯ）、企业界、宗教界和族群领导

人以及其他民间组织共同参与的伙伴计划能够更有效地应对各种棘手

的安全挑战。第二章介绍了 “金伯利进程”和 “采掘业透明计划”。

企业界和非政府组织应参与建立更有力的机制，以确保核安全、控制

生化武器材料带来的威胁以及控制战略物资贸易。今后，在这些方面

将越来越需要作出努力。只要有可能，以国家为成员的国际组织还必

须考虑通过新的有效方式在某些局势不稳定或发生冲突的地区与各种

各样日益强大而有影响力的非国家行为体沟通互动，使局势朝着平稳

的方向发展。这种非国家行为体包括当地的议事机构、不同政治派

别、受军阀控制的组织、民兵、非正规武装以及犯罪团伙。

虽然这种举措施很重要，但是实现起来很难，尤其是国际安全受

到的挑战仍在继续增多。国际社会今后可能会面临一段越来越难以预

测、十分脆弱、风险和威胁频仍的困难时期。鉴于这些挑战，ＳＩＰＲＩ

研究所和 《ＳＩＰＲＩ年鉴》今后将继续密切跟踪和分析这些挑战以及国

际安全、军备和裁军领域的其他动向。ＳＩＰＲＩ研究所这样做的目的是

为包括世界各国的决策者、分析家、关注国际事务的公民在内的所有

读者提供权威性的详实资料。

（叶如安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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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腐败与军贸：佣金之罪恶

安德鲁·费恩斯坦　保尔·霍尔登

巴纳比·佩斯

第一节　导　　言

军贸中存在的腐败行为是无与伦比和不成比例的。虽然武器生意

在世界贸易总额中仅占一小部分，但是一种估计认为，该行当腐败的

比例的却达到令人瞠目结舌的４０％。〔１〕对武器生意中行贿受贿情况

的若干长期调查于２０１０年宣告完成，其中包括对法国国有船舶制造

企业 （ＤＣＮＳ）对台湾地区的武器交易以及英国航空电子系统公司

（ＢＡＥ）在英国和美国的武器交易的调查。〔２〕然而，完成对这些案件

的调查所需时间之长、调查结果常常不能尽如人意的现象以及对所涉

及公司所给与的惩罚之轻，便可雄辩地说明处理武器交易中行贿受贿

问题时的困难程度以及各国当局不情愿这么做的程度有多大———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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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此数字是由乔·罗伯于２００３年为 《透明国际》承担的一项工作中估算出来的。

参见乔·罗伯 “密切相关的腐败：军贸与腐败”，刊登在第１１３期的 《展望》上 （２００５年８

月２８日）。

法国国家防务公司ＤＣＮＳ连同Ｔｈａｌｅｓ公司在１９９１年向台湾地区出售价值２８亿

美元的护卫艇军售案中犯有行贿罪，目的在于抬高护卫舰的价格，因此被判向台湾政府付

罚金８亿美元。参见 “台湾打赢了军售诉讼案”一文，《台海时报》２０１０年５月５日。有

关ＢＡＥ公司的案件详情请参阅美国状告ＢＡＥ公司一案，美国哥伦比亚特区的地方法院，

法院判决书目录序列号：１０ＣＲ０３５ＪＤＢ，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２０１０年２月４日，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ｕｓｔｉｃｅｓ．ｇｏｖ．／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ｆｒａｕｄ／ｆｃｐａ／ｃａｓｅｓ／ｂａ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ｈｔｍｌ〉；和Ａ·范斯坦

的 “影子世界：全球军贸之内幕”，（Ｈａｍｉｓｈ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Ｆａｒｒａｒ，Ｓｔｒａｕｓｅ＆Ｇｉｒｏｕｘ：伦敦／纽

约，已于２０１１年出版）。



要说有不胜枚举的案件从未被调查过。

本章旨在揭示军贸何以变成腐败的代名词。文章以无可辩驳的事

实证明腐败对武器销售国和购买国均会造成严重损害，会破坏民主作

法，危及法治和全球安全。第二节对腐败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就军贸

的特点及军贸何以如此容易产生腐败的原因进行了简明扼要的探讨。

第三节对南非一起备受争议的武器交易案例进行了全面研究。这是一

起全面反应军贸腐败现象的典型案例。第四节以南非和其他几起武器

交易为例，阐述了军贸中的腐败现象所造成的更大范围的影响。第五

节为结束语，提出了采取多边、国际及国家行动方案的建议，这些行

动可限制武器交易中行贿受贿的程度并顾及饱受腐败交易之苦的那些

国家的权利。

第二节　认识武器交易中的腐败现象

何谓腐败？

腐败乃是一个感染力极强的词汇，广为使用但又未赋予其一个确

切定义。即使在重要的国际协议中也常常含糊其辞。例如，２００３年

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ＵＮＣＡＣ）就未能确切界定该词汇的含义，

“因为在谈判过程中，各国未能就如何界定腐败达成一致意见”。〔３〕

不过，ＵＮＣＡＣ力图在不对腐败下一个包罗万象的框架性定义的情况

下，处理具体的腐败问题。尽管如此，ＵＮＣＡＣ是有法律约束力的并

且规定成员国必须设立法律机制限制腐败行为。犹如ＵＮＣＡＣ，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尽管在实施一项反贿赂和反腐败计划并且

在监督贿赂和腐败行为，但是它也避免为腐败下个定义。ＯＥＣＤ１９９７

年的 “反对外国公务员在国际商业交易中行贿受贿的公约”重点是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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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联合国，“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新闻简报，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３１日。网址： 〈ｈｔ

ｔｐ：／／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Ｎｅｗｓ／ｂｒｉｅｆｉｎｇｓ／ｄｏｃｓ／２００３／ｃｏｓｔａｔｏｕｑ．ｄｏｃ．ｈｔｍ〉。“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于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３１日通过，于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１４日生效，联合国协议辑录，第２３４９辑

（２００７）。



对贿赂外国公务员的具体问题。〔４〕不过，该公约不具法律约束力，

而是要求其成员国各自制定一项辅助性法律。

透明国际 （ＴＩ）为腐败下了一个严格的定义，即 “为一己私利

滥用手中权力的做法”。〔５〕它还进一步区分 “合乎规则”的腐败和

“不合乎规则”的腐败。“行方便钱，目的在于想通过行贿从中受到某

种优待，而这种优待是受贿者可以依法给予的”———这类贿赂是合乎

规则的腐败；而不合乎规则的腐败是指 “想通过行贿获取不允许受贿

者给予的服务”。本章采用了ＴＩ的定义，但将其扩展到了涵括贿赂

具体行为的范畴，这种贿赂行为被界定为提供或给予任何可能带来或

者确实带来不应有好处的诱惑。这突出表明，一次成功的贿赂图谋需

要涉及两个或者更多心甘情愿涉足其中的参与者，而且各方———不论

是诱惑的制造者还是接受者———均应被视为是营私舞弊。

武器交易中行贿受贿的方法和手段

在武器交易中，收买或获取不正当影响的方法和手段不一而足。

本节集中探讨如下最常用的四种：（１）贿赂；（２）有意不提利益矛

盾；（３）承诺今后在其退出公务员时为其安排工作；（４）答应优先与

之做生意。

贿赂乃是最广为人知的方法，常见于各种武器交易。在下面列举

的实例中，支付或索取款项的方式不外乎现金或实物两种 （实物有钻

石或其他可移动商品），目的在于影响采购决策。当代的武器商最经

常的是使用国际银行互联网来加快或掩盖付款并进而达到加深交情的

目的。此外，供应商直接将贿赂款或引诱物交给政府官员或机构的做

法则极为罕见，更常见的做法倒是将此事交给第三者去办理，并由其

打通关系，使武器交易更为顺利。这种做法在供应商和贿赂行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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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５〕

ＯＥＣＤ “反对外国公务员在国际商业交易中行贿受贿的公约”是于１９９７年１２月

１７日签署的，于１９９９年２月１５日生效。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ｅｃｄ．ｏｒｇ／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０，

３３５５，ｅｎ＿１＿１＿１＿１＿１，００．ｈｒｍｌ〉。关于ＯＥＣＤ反对在国际商业交易中进行行贿受贿

的工作小组的情况，请参阅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ｅｃｄ．ｏｒｇ／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５／０，３７４６，ｅｎ＿

２６４９＿３４８５９＿３５４３００２１＿１＿１＿１＿１，００．ｈｔｍｌ〉。

透明国际， “常问道的问题”， ［无日期］， 〈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ｏｒｇ／

ｎｅｗｓ＿ｒｏｏｍ／ｆａｑ／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ｆａｑ〉。



形成一个法律间距。在英国和沙特阿拉伯之间进行的 “野鸽”武器交

易中———世界上最大的一笔武器交易———以及下面谈到的与南非的武

器交易中，据称ＢＡＥ系统公司建立了一个复杂的办理国际银行业务

和第三者的网络，其目的是保证付给交易决策者的款项在最为保密的

情况下进行，并给予最好的掩饰。〔６〕

第二种方法在涉及政府的正规武器交易中最为常见，即有意不提

利益矛盾，不论是在可能达成交易之前，还是在积极从事预期可能达

成交易的努力中出现的矛盾。在有利益矛盾的案例中，某一特定武器

供应商是否能成功拿下该交易，所涉政府官员或机构有一种金钱利益

—不论是直接经手还是通过第三者，而这第三者又往往是一位亲戚或

者密友。政府官员或许会因预期个人能得到一笔酬金，使合同最终花

落该供应商，有时候通过与一家公司的金钱利益关系来实现，即预期

在选定某一特定武器供应商后，该公司会得到一笔可观收入。

第三种方法是承诺在政府官员退出公职后为其安排工作。它比前

两种方法占有更多法律的灰色地带，也被称之为 “旋转门式”，即在

政府官员离开公职后不久或者在离职后直接被该公司雇佣。在诸多实

例中，当某人仍为公务员并有权决定将交易判给未来雇主时，公司便

主动向其表示了录用的意愿。〔７〕有些国家如美国的法律要求政府官

员在进入一家与其仍为公务员时的工作有联系的公司之前，要履行一

段所谓的 “冷却期”。然而，这一阶段通常很短，有时甚至干脆被置

于脑后，或者通过例如由录用公司向其发放奖金的办法减少 “冷却

期”带来的损失。

政府、军队和武器制造商之间的 “旋转门”效应把国家和军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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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７〕

关于 “野鸽”交易的详情，参见Ｄ．利和Ｒ．埃文斯的 “ＢＡＥ档案：‘野鸽’交

易”，《卫报》，２００７年６月７日。关于与南非的武器交易案例，请参看下面第三节；范斯

坦的文章 （同注释 〔２〕）；和英国重大诈骗案办公室的Ｇ．墨菲的书面陈述，已作为附录

ＪＤＰＳＷ１２提交给南非高级法院 （德兰士瓦省省级法院）并作为国家检察长单方面材料入

档 （申请方）：关于按照经 （２００８年）修订后的１９９８年第３２号国家检察授权法第２９ （５）

节和２９（６）节申请发给搜查证。

参见Ｋ．西尔弗斯坦的 “无官职的斗士”（Ｖｅｒｓｏ：伦敦，２０００年）；和Ｋ．西尔

弗斯坦的 “国防工业如何武装自己抗拒裁减预算？与五角大楼高官的谈话”， 《马瑟·琼

斯》，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１２月。



业之间的界限弄得模糊不清。〔８〕在美国，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０８年之间，

所有退役的三星和四星将军都摇身一变成为军火工业的雇员或者顾

问。〔９〕令人担忧的是，他们之中不乏在退役之前就已经得到被录用

的承诺之辈，也有不少人退役后仍在美国政府中保留着颇具影响力的

军事顾问的角色。在这种 “旋转门”效应下出现的最令人难以置信的

例子非美国空军前主管采购和管理的助理部长首席帮办达利恩·德鲁

扬莫属。当时德鲁杨负责空中加油机承租事宜的谈判。由于她事先将

波音公司竞争对手的报价机密信息泄露给了波音，并按照波音公司的

飞机制造能力和预算要求为其量身草拟了一份合同，致使这一价值

２００亿美元巨资的合同最终花落波音。〔１０〕作为报答，波音公司雇佣

了她的女儿和女婿，并聘请德鲁杨为该公司导弹防空系统部门的副总

经理。在后来的诉讼中，由于德鲁杨与起诉方达成了一项协议，她仅

在监管措施最低的监狱里服了９个月刑期。此外，还被判接受相对宽

松的非看管处罚。〔１１〕

文中涵括的最后一种常见的贿赂方法是赋予生意优先权，其中最

受关注的是涉及与许多大武器交易有关的抵偿贸易计划。按照这种颇

有争议的计划，供应商答应向武器购买国的工业投资，以抵偿购置军

备的开支给该国带来的经济影响。〔１２〕抵偿贸易的做法倍受争议，因

为在履行相关义务方面充其量不过是点缀性的，很多公司采取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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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参见Ｗ．Ｄ．哈通的 “战争的鼓吹者：洛克希德·马丁和军事工业综合企业的形

成”（ＮａｔｉｏｎＢｏｏｋｓ：纽约，２０１１年）；和Ｃ．约翰逊的 “帝国之悲哀：军国主义、秘密和合

众国的终结 （大都会：纽约，２００４年）。

见Ｂ．本德的 “从五角大楼到私营部门”，（《波士顿环球报》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６日。

见Ｌ．韦恩的 “显示波音公司游说工作之广的文件”，《纽约时报》２００３年９月３

日。

见Ｇ．卡林克的 “前五角大楼采购主管被判刑”，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ｃｏｍ，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ｅｘｅｃ．ｃｏｍ／ｄａｉｌｙｆｅｄ／１００４／１００１０４ｇｌ．ｈｔｍ〉；Ｋ．

帕尔默的 “前空军采购官员被释放出狱”，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ｃｏｍ，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３日，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ｅｘｅｃ．ｃｏｍ／ｄａｉｌｙｆｅｄ／１００５／１００３０５ｋ２．ｈｔｍ〉；以及Ｒ．梁的 “利用职

权捞钱：是谁让纳税人为五角大楼近年来最大的丑闻付出了数十亿美元”，哥伦比亚广播公

司６０分钟节目，２００５年１月５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ｂｓｎｅｗｓ．ｃｏｍ／ｓｔｏｒｉｅｓ／２００５／０１／

０４／６０１１／ｍａｉｎ６６４６５２．ｓｈｔｍｌ〉。

见Ｊ．布劳尔和Ｊ．Ｐ．邓恩 （编辑）的 “军贸与经济发展：武器贸易补偿的理论、

政策和案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伦敦，２００４年）。



是将因未完全履约而受的惩罚的罚金打进对方购买武器的费用内。抵

偿的做法通常始终被神秘所笼罩着，因为供应商或供应国政府为遵守

“商业秘密”而拒绝对其实施监督。这种秘密还为掩盖扩散影响的行

为提供了一个途径。受到关注的是，为推动抵偿计划的实施，会建立

起来若干公司，而涉足的政府官员可能会获得这些公司的低价或者无

偿股份，亦或他们会要求负责商业投资的武器供应公司直接使某公司

受益，而这些官员或者一个政党则在该公司有利益所在。

军贸何以容易产生腐败

乔·罗伯坚定地认为军贸与腐败紧密相关：贸易体系的结构本身

就足以说明贸易的特点之一，即具有腐败的特性，并且腐败广为存

在。〔１３〕武器交易的下列内在特点为产生腐败现象创造了方便条件：

（１）与国家安全和商业机密相关的保密要求；（２）买方、供应商以及

他们的经纪人之间存在的如影随形的亲密关系；（３）全球产品的先进

和复杂性、情况的不完整性和在诸多交易中产品、运输以及金融网络

和手段的不透明性；（４）产品的技术特性；（５）采购压力；（６）对后

果可忽略不计的高财政回报。

上述６种结构性特点的第一条———即武器交易与对国家安全和商

业机密的关切之间的摸不透和持久不变的联系———往往会赋予武器交

易不透明性和高度保密性。参加武器交易的人员可免除对任何责任的

承担，而且在交易中不受严密检查。这样一来，行贿受贿行为、利益

冲突、决策不力和对国家安全不适当的选择常常会被掩盖起来。结

果，武器交易成为国家和私营活动中受审计或者说问责最少的领域

之一。〔１４〕

武器交易在国家安全中的中心地位引出了其第二个特点：在产品

制造公司、代理商、中间人和经纪人以及政治机关之间存在的异乎寻

常的密切关系。特别是负责防务、情报及安全的政府部门和涉足武器

交易的公司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鉴此，武器交易在政治舞台上

占据着独特的地位，它既可以影响政府决定政务轻重缓急的工作，也

８１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１３〕

〔１４〕

见罗伯的文章 （同注释 〔１〕）。

见范斯坦的文章 （同注释 〔２〕）。



可以获取有关政府的想法和打算采取的行动方面的内部信息。这一所

谓的军工综合企业为寻求经济利益、机会主义和腐败创造了无穷的机

会，而这一切又都是靠打着国家安全的幌子来掩盖的。

可悲的是，这一层面的腐败是一个自我长存不息的周期：一旦一

个政治阶层开始涉足与武器交易有关的腐败，它会施加相当大的政治

压力，以确保只对腐败行为进行点到为止的调查和起诉。保密能使腐

败变本加厉，反过来，更严重的腐败又进一步强化了保密的需要，其

结果是损害了预算的制定和采购的正常进行，甚至干扰了法治。这一

情况突出地反映在诸多武器生产国和购买国缺乏解决腐败问题的政治

意志方面。

武器交易的第三个特点是其全球性以及与之联系在一起的、错综

复杂的订货、交货和供应行当。交易通常是以一种经纬万方和不透明

的方式达成的，其中要涉及若干经纪人、运输代理行、采购人和生产

商，而这些个人和单位又频繁地活跃于不同的国家。在一些情况下，

武器交易是在政府间达成的、然后再交给制造商具体执行已达成的交

易。还有一些交易是由政府直接与商业供应商签订合同，之后，由商

业供应商之间相互或者与第三方进行交易。其中有些商行甚至并非合

法实体。后者包括从武装分子到反叛团体和非正规且松散地分散在各

地的恐怖分子等非国家行为体。向这种群体销售和供应武器 （主要为

小型武器）的工作往往是由中间人或代理商完成的，而他们也被称之

为武器经纪人或者经销商。〔１５〕在众多武器交易中离不开某种形式的

中间人———或大或小、或合法或不合法、或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

而这又常常是产生贿赂行为或腐败的关键所在。

实际上，颇多武器交易含有所有这些交易形式和方式的某些成

分，从官方或正规贸易到黑市交易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合法性和道德观

念的问题。黑市交易不论从观念还是从实施的角度讲均为非法，但是

“灰色市场”交易既有合法行为也有不合法行为，其目的是达到外交

政策所要达到的目的，所以是由政府秘密运作的。因此，两者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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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经销商通常被界定为中间人，他们先购买武器，然后再将武器卖掉，以赚取利

润；而经纪人则不拥有武器，但是他们为获取现金或者如钻石、石油或木材等的商品而充

当销售的经纪人。关于政府有关经纪人情况的报告可参阅本卷的附录６Ｃ。



界限并不明显，故而用 “影子世界”一词来形容包含着非法成分的武

器交易。〔１６〕众多武器商人在正规和影子两个世界之间脚踩两只船，

既卖大型军事装备，也卖小武器和轻武器；既卖给政府，也卖给非政

府实体。据称，维克托·鲍特就不仅同 “基地”组织和哥伦比亚革命

武装力量做交易以及为其提供后勤支援，而且还同样与美国政府乃至

联合国做武器交易和提供后勤支援。〔１７〕海因里希·托梅特是一位瑞

士公民，受雇于设在巴尔干和塞浦路斯的公司，具体承担美国国防部

合同经纪人的工作，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名字还出现在受美

国政府监视人员的名单上，因为他涉嫌在世界上发生的若干武装冲突

中，从事非法武器交易。〔１８〕

这样一来，实施行贿受贿者均学会了采用在国家、代理商、公司

和空壳公司之间做出各种复杂安排的办法来掩盖他们行使贿赂的行

为，以回扣、咨询费、转包、补偿金和易货交易的方式瞒天过海。一

方面，贸易的全球性使腐败有了更多的掩饰手段，而另一方面，国界

和国内法却往往会制约反腐败立法和执法。各种诉讼必须超越司法权

的障碍和依靠错综复杂的多国调查，而这样做可能会涉及资源使用不

当、僵化或者腐败的法律制度。

武器交易的第四个特点是其技术特征。武器贸易往往是做高科技

装备交易 （尽管并非唯一方式），只有少数专家可以对这种装备有自

信的发言权。这就意味着在诸多武器交易中，只有少数专家可以影响

最后决策。加之参与这些交易决策的政客和官员也是少数人，其结果

是，任何可能出现的行贿者只需说动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便能对决策

施加不应有的重大影响，并最终赢得合同。

第五个武器交易固有的腐败特点是，因迫于武装冲突或迫在眉睫

或已经狼烟滚滚的压力，需要尽快购置武器装备，从而常常会导致在

０２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１６〕

〔１７〕

〔１８〕

见范斯坦的文章 （同注释 〔２〕）。

参见Ｄ．法拉赫和Ｓ．布朗的 “死亡商人：金钱、枪支、飞机和使战争成为可能

的人”（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Ｓｏｎｓ：新泽西州霍博肯，２００７年）。

参见大赦国际的 “致命的行当：武器运输、经纪业和对人权的威胁” （大赦国

际：伦敦，２００６年５月９日）；和美国众议院监督和政府改革委员会的 “ＡＥＹ的调查”，多

数人员的分析，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４日，网址：〈ｈｔｔｐ：／／ｏｖｅｒｓｉｇｈｔａｒｃｈｉｖｅ．ｗａｘｍａｎ．ｈｏｕｓｅ．ｇｏｖ／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２００８０６２４１０２３５８．ｐｄｆ〉，第９页。



监督不足的情况下匆忙做出购买决定。此外，尤其是在发生内战或自

相残杀的武装冲突时，法治通常会被抛到脑后，而强权政治会强行要

求采用一切必要的手段购买武器。在这个法律的黑洞中，寻求经济利

益和广为泛滥的腐败会大行其道。

第六个特点是其中一些合同巨大的经济价值和激烈的竞争性，因

为每年只有为数不多的高额交易。这一特点会导致出现这种情况，即

给予做出关键决定的一小撮决策者数额相当可观的贿赂。最后一个特

点是在武器交易中涉足行贿受贿的个人和公司通常不会承担多大后

果，因此会鼓励那些已经身处此行业的人继续从事非法行当，并吸引

更多的人加入此行列。

固然这里所列举的特点也存在于其他形式的腐败现象之中，但武

器交易独一无二的方面是，这些特点往往存在于所有腐败案例中，而

且这种违法行为可以在国家安全的幌子下发生并被掩盖起来。不仅历

次调查和法律诉讼常常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而被迫半途而废 （假如启

动了调查或诉讼程序的话），而且大部分有关交易的信息永远也不会

公诸于众。在大多数国家，不论其政治组成如何，积极调查和起诉非

法武器交易活动的政治意愿几乎等于零。〔１９〕

第三节　南非的武器交易：对一个

新生的民主国家造成损害

南非１９９９年签署的战略防务军购协议 （以下简称 “武器交易”）

是该国摆脱了种族隔离制度后的民主政府从事的最具争议的交易之

一，而该政府在掌握政权后承诺的却是减少军费，以便推动社会经济

发展。〔２０〕批评人士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该武器交易的过高花费、所购

军备令人质疑的实用性以及一大堆腐败的指控。之后，一起偶然和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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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２０〕

参见范斯坦的文章 （同注释 〔２〕）。

有关南非军费开支情况，请参见本卷第４章第八节。



到怀疑的军购程序引发了一系列刑事审讯。〔２１〕由于这些和更多的原

因，该军售案成了极能反映武器交易中腐败问题的一个典型。

该笔武器交易最终涉及价值约７００亿兰特 （南非货币，相当于

１１１亿美元）的现代武器装备。〔２２〕其中包括：（１）２６架喷气式战斗

机———一种由英国ＢＡＥ和瑞典Ｓａａｂ公司联合制造的取名 “鹰狮”的

战斗机，其中９架为双座机型，其余则为单座机型；（２）２４架喷气

式教练机———一种由ＢＡＥ生产的 “隼式”教练机；（３）３０架轻型直

升机———由意大利阿古斯塔供应商提供的Ａ１０９Ｍｓ型；（４）４艘轻型

护卫舰———由蒂森克虏伯牵头的德国护卫舰联合企业提供的ＡＫ２００

ＭＥＫＯｓ型轻型护卫舰，其中有法国的ＴｈｏｍｓｏｎＣＳＦ／Ｔｈａｌｅｓ公司以

及南非当地的非洲防务设备公司提供的战斗系列；（５）３艘潜艇———

２０９级１４００ＭＯＤｓ型，由德国富乐斯多公司牵头的潜艇联合企业提

供。〔２３〕上述每一笔采购生意都无一例外地损害了南非在１９９４年举行

第一次全民选举后定下来的预算编制和军购程序，并且招致了对行贿

受贿和管理不善等不当行为的指控。〔２４〕其中两宗生意尤其引起了强

烈负面反响：它们是喷气式战机 （占所有武器交易全部费用的５０％

以上）和轻型护卫舰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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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参见Ｐ．霍尔登的 “口袋里的武器交易”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Ｂａｌｌ：开普敦，２００８年）；

Ｔ．克劳福德—布朗的 “盯着钱” （Ｕｍｕｚｉ：开普敦，２００７年）；和Ａ．范斯坦的 “欢庆之

后：腐败、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的前途未卜”，第二版，（Ｖｅｒｓｏ：伦敦，２０１０年）。

这一数字是作者根据已公布的截至２００８年该交易所花费的兰特数额、已列入预

算的到２０１１年尚待支付的金额、应付利息 （需要支付到２０１８年）、按照南非财政部可支付

报告所列举的数据计算出来的大约 “隐藏的”花费以及南非审计长所提供的数据计算出来

的。根据２０１１年１月份的一份预告，到２０１０年１０月该交易已经花掉了４２３．６２亿兰特，

到２０１１年中还要花费４９亿兰特。然而，这些新数据与２００８年提供的数据不同，因为新数

据没有包括分类费用一项，也没有按逐年细分。因此不可能准确地计算出数据的真实性。

故而，２００８年的计算还是最靠得住的。南非国防和老兵部长Ｌ．西卢鲁的 “提问２７６８”—

对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Ｐ．Ｊ．格鲁内瓦尔德所提问题的书面答复，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５日，南非

议会监督小组，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ｍｇ．ｏｒｇ．ｚａ／ｎｏｄｅ／２２７４４〉。

参见Ｌ．恩格尔布雷西特的 “重温南非价值数百亿的武器计划 （第一部分）”，武

器交易虚拟新闻办公室，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１５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ｒｍｓｄｅａｌｖｐｏ．ｃｏ．ｚａ／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０３／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ｏｎｅ．ｈｔｍｌ〉；和霍尔登的文章 （同注释 〔２１〕），第２０页。

参见范斯坦的文章 （同注释 〔２１〕）。



选择 “隼式”、“鹰狮”和轻型护卫舰令人莫名其妙

购买战机的决定可以追溯到１９９４年，当时在国际上解除了针对

南非的武器禁运后，该国空军随即开始规划更换战机的事宜。１９９６

年年中，遵照１９９５年确定的购买既能满足先进战机训练又能从事作

战任务的军机采购原则， “隼式”和 “鹰狮”战斗机均因 （１）买不

起、（２）要价太高和 （３）不能满足南非空军作战要求而双双落马，

未能被列入经过筛选之后的采购单。〔２５〕１９９７年夏，南非空军指挥委

员会宣布军购需求发生了变化。按照新的采购原则，“鹰狮”战斗机

被列入经过筛选后的名单，而 “隼式”则仍然榜上无名。数月之后，

即１９９７年１１月，南非空军遵照国防部长乔·莫迪斯严格的指示，又

重新启用经过修改的老的采购原则，其结果是 “隼式”和 “鹰狮”战

斗机均被选中。〔２６〕

陡然回头启用老的采购原则修订版的做法广受南非空军军官的批

评。他们指出，这样做增加了经费开支，但对改善军事装备所起的作

用却微乎其微。〔２７〕按照这一最新原则修改后的军购名单，“鹰狮”战

机被列为经筛选后的采购单的最后一项，其中德国ＤａｉｍｌｅｒＢｅｎｚ航

空航天公司生产的 “ＡＴ２０００”作战飞机名列前茅，法国达索公司的

“幻影２０００”则紧随其后，被列在第二位。〔２８〕 “鹰狮”战斗机之所以

能最后被列入南非军购单，据称是因为Ｓａａｂ公司是唯一一家提供了

有关资金筹措信息的竞标者，而这又是南非用以评估各竞标公司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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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参见Ｊ．迈伯格的 “ＢＡＥ与武器交易”，Ｍｏｎｅｙｗｅｂ，２００７年８月１４日，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ｎｅｙｗｅｂ．ｃｏ．ｚａ／ｍｗ／ｖｉｅｗ／ｍｗ／ｅｎ／ｐａｇｅ２９２６８６？ｏｉｄ ＝ １５３７５３＆ｓｎ ＝

２００９％２０Ｄｅｔａｉｌ〉；Ｊ．迈伯格的 “ＢＡＥ与武器交易 （ＩＩ）”，Ｍｏｎｅｙｗｅｂ，２００７年８月１５日，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ｎｅｙｗｅｂ．ｃｏ．ｚａ／ｍｗ／ｖｉｅｗ／ｍｗ／ｅｎ／ｐｇｅ２９２６８６？ｏｉｄ＝１５４０１８＆ｓｎ＝

２００９％２０Ｄｅｔａｉｌ〉；和战略防务一揽子交易：审计长的报告初稿” 〔未注明日期〕，第５章，

承蒙理查德·扬的允许，才得以引用；以及霍尔登的文章 （同注释 〔２１〕），第５章。

参见南非审计长、国家检察当局和公诉人的 “对战略防务采购一揽子计划的联

合调查报告” （政府通信和信息服务部：比勒陀利亚，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４日），第４．３．１．４

段。

参见 “战略防务一揽子计划”一文 （同注释 〔２５〕），第８章。

参见 “战略防务一揽子计划”一文 （同注释 〔２５〕），第５章，第５．６．１．６段。



大同等重要的标准之一，〔２９〕可是德国的ＢａｉｍｌｅｒＢｅｎｚ和索公司将不

能按照他们的建议提供这些关键要素。但事有蹊跷，南非审计长和财

政部的任何官员均令人难以置信地找不到有关向这两家公司提出过这

些要求的记录。〔３０〕

选择 “隼式”战机同样令人感到好奇和困惑不解。１９９８年，“隼

式”被列入经过筛选后四家有可能供应商名单之中。在经过初步评审

后，“隼式”位居第三位。意大利的ＡｅｒｍａｃｃｈｉＭＢ３３９ＦＤ 为最热门

的选择，其价格大约只等于 “隼式”的一半。在计算各竞标战机的得

分时，ＭＢ３３９ＦＤ得了指数化的１００分———即可得到的最好分数，而

“隼式”只获得了很低的４４．２分。〔３１〕然而，１９９８年４月３０日，莫迪

斯告诉筛选委员会要采取一种 “有前瞻性的态度”，因此，价格不应

作为挑选战机的一个重要标准。〔３２〕鉴于该国国防经费的紧张程度以

及该军购计划乃该国民主制度诞生以来一项最庞大的单项军购合同，

此举颇受质疑。之后不久，国防部长皮埃尔·斯特恩上将挂冠而去，

以表抗议，并声明说 “我不得不违心地就费用问题向国会作出解释，

而我不能这么做”。〔３３〕

即使排除价格因素，“隼式”仍无法击败ＭＢ３３９ＦＤ。〔３４〕随后又

提出了个庞大的经济补偿建议，其规模大约比其他任何竞争者都大

１０倍，这样一来，“隼式”便赢得了竞争优势。不过，南非贸易和工

业部在审核补偿建议时，发现补偿方案被评估委员会严重地夸大了，

由１５亿兰德 （２．４５亿美元）夸大为１００亿兰德 （１６亿美元）。〔３５〕在

审核此建议中的两大主要项目时，重大问题暴露无遗，致使其难以实

现。除它们之外，ＢＡＥ公司几乎没有 （补偿）一揽子计划。〔３６〕斯特

恩将军后来谈及此事时解释说，“选择 ‘隼式’之意图，从一开始就

４２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参见 “战略防务一揽子计划”一文 （同注释 〔２５〕），第五章，第５．６．６．２段。

参见 “战略防务一揽子计划”一文 （同注释 〔２５〕），第５章，第５．９．７．１段。

参见 “战略防务一揽子计划”一文 （同注释 〔２５〕），第５章，第５．８．３．６段。

参见南非审计长等人的文章 （同注释 〔２６〕），第４．５．１．１０段。

参见Ｓ．索尔和Ｅ．格罗宁克的 “皮埃尔·斯特恩终于就武器交易问题开口说话

了”，《每日邮报》和 《卫报》，２００７年２月２日。

参见南非审计长等人的文章 （同注释 〔２６〕），第４．５．３．６段和第４．５．３．７段。

参见南非审计长等人的文章 （同注释 〔２６〕），第４．５．３．６．段和第４．５．５．３段。

参见南非审计长等人的文章 （同注释 〔２６〕），第４．５．５．２段和第４．５．５．３段。



显而易见”，而南非空军司令则说，“只有当从政治角度考虑不得不接

受 ‘鹰狮’和 ‘隼式’战斗机时，他们只好这么做”。〔３７〕

选择ＧＦＣＳＭＥＫＯ 轻型护卫舰的过程同样存在诸多疑点。一

个由多个机构组成的联合小组对该项交易进行的有限调查发现，尽管

ＧＦＣ的投标方案中存在一系列问题，包括令人啼笑皆非地未能提供

支持其投标申请的各种必要文件，但是ＧＦＣ仍然被选上了。〔３８〕高层

防务官员，包括南非国防军负责军购的主管沙明，人称 “坏脾气”的

谢克均坚持认为，军购计划不应把ＧＦＣ排除在外。后来的审计报告

初稿透露出的情况表明，只有在对军购筛选过程煞费苦心地进行了巧

妙处理后，才确保ＧＦＣ胜过了对其形成最大威胁的竞标公司———西

班牙的Ｂａｚａｎ造船厂，而后者显然提交了极具竞争力的报价。〔３９〕

对行贿受贿行为的指控

围绕着 “隼式”和 “鹰狮”战机以及轻型护卫舰的交易有诸多腐

败指控。具体到 “隼式”和 “鹰狮”战机的军购案，涉及双重指控：

利害冲突和直接收受贿赂费。前者部分源自国防部长莫迪斯的商业利

益，正是由于他的关键作用才确保了ＢＡＥＳａａｂ 联合企业的中标。

上述武器交易协议签署后不久，莫迪斯于１９９７年通过一笔复杂的交

易在一家名叫Ｃｏｎｌｏｇ的公司里获取了股份一事便浮出水面，而这些

股份是他在未交任何费用的情况下获得的。〔４０〕早在竞标阶段，ＢＡＥ

就确定Ｃｏｎｌｏｇ为其重大补偿合同的潜在受益者。
〔４１〕通过内线消息，

莫迪斯购进了Ｃｏｎｌｏｇ公司的股份，预计该公司的股票会在完成武器

交易后增值，因为届时ＢＡＥ会兑现其补偿的承诺。〔４２〕这一巨大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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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范斯坦的文章中引用过的 （同注释 〔２１〕），第１９１页。

参见南非审计长等人的文章 （同注释 〔２６〕），第７．３．５．４（ｉ）段。

参见 “战略防务一揽子计划”一文 （同注释 〔２５〕）。

参见 “ＭＫ的老板被收买了”一文，《诺斯周刊》，第５２期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也

可参见Ｐ．柯克的 “三名有远见的设计师”，《公民》，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６日；和Ｅ．格罗宁克

和Ｓ．索尔的 “买下喷气式战机的三剑客”，《每日邮报》和 《卫报》，２００７年２月２日。

参见南非政府新闻服务部的 “国家产业参与—防务一览：项目说明”，１９９９年９

月，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ｎｆｏ．ｇｏｖ．ｚａ／ｉｓｓｕｅｓ／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ｎｉｐ．ｈｔｍ〉。

参见 “ＭＫ的老板被收买了”一文， （同注释 〔４０〕）；柯克的文章 （同注释

〔４０〕）；及格罗宁克和索尔的文章 （同注释 〔４０〕）。



使莫迪斯无法不去确保ＢＡＥ公司的中标。１９９９年初，莫迪斯从政府

退休后便被指定为Ｃｏｎｌｏｇ公司的董事长。
〔４３〕

除此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新浮出水面的相当多的证据表明

ＢＡＥ和Ｓａａｂ公司向参与武器交易的关键人物支付了数目可观的款

项。２００８年，英国重大诈骗案办公室向南非法院提交了一份书面证

词，以获取南非同意发出针对两个南非商人的搜查令。〔４４〕书面证词

概述了前台公司和中间人编织成的一个布局广泛的网络，将钱转给有

影响的个人。为了便于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处理费用支付问题，

ＢＡＥ公司专门在英属维京群岛成立了一个名叫 “红钻石”的贸易公

司，而公司反过来又受ＢＡＥ公司内部一个名为 “销售总部”的单位

控制 （后来该单位重新命名为国际商业辅助公司）。费用从 “红钻石”

流向由ＢＡＥ公司代理商控制的公司。英国重大诈骗案办公室总共追

查到了１．１５亿英镑 （２．０７亿美元）的佣金，均由ＢＡＥ的空壳公司

转给与武器交易有关的各种各样的人。

除了乔·莫迪斯之外，最引人注意的另一位受益者莫过于费

纳·朗韦恩。自早年流亡海外的日子起，朗韦恩与莫迪斯之间的个

人关系就甚为密切。莫迪斯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叶一手提拔朗韦恩

为南非国有公司———德内尔 （Ｄｅｎｅｌ）———的董事会成员，并于

１９９４年任命朗韦恩为其本人的政治顾问。这一职位极其重要，使

朗韦恩对莫迪斯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并且使他起到部长 “门卫”的

作用。那是个带薪职位，由国防部向其支付薪水。这样一来，朗韦

恩摇身一变成了一位政府官员。根据英国重大诈骗案办公室的书面

证词和其他消息来源的信息，朗韦恩从ＢＡＥ公司收到了巨额好处

费，包括从２００３年９月至２００７年１月由ＢＡＥ的空壳公司以分期

付款方式直接支付给他的１０００万英镑 （１９５０万美元），此外，还

有９１５万英镑 （１６５０万美元）由ＢＡＥ的其他空壳公司待付的好处

费，或用奖金的形式支付。〔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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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４４〕

〔４５〕

参见 “在商业界披挂上阵”，《周六之星》，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６日；和Ｐ·柯克的文

章 “莫迪斯是如何影响南非的喷气式战机交易的”，《每日邮报》和 《卫报》，２００１年１１月

３日。

参见墨菲的文章 （同注释 〔６〕）。

参见墨菲的文章 （同注释 〔６〕）。



英国重大诈骗案办公室怀疑有大笔金钱经由朗韦恩之手流入了南

非与该武器交易有关的重要政客和官员手中。２０１０年下半年有报道

称，朗韦恩给了西菲维·尼昂达一笔巨额房贷，而后者在所说武器交

易期间任南非国防军司令。据称，当尼昂达在２００９年被任命为交通

部长时，他只偿还了微不足道的一点点贷款，该贷款便被免除了。这

不由得使人想到，他们可能在幕后做了一笔只留下些微纸面痕迹便把

资金转交给尼昂达的交易。〔４６〕２００５年从南非国防军退下来后，尼昂

达担任了朗韦恩的名为恩格瓦尼防务公司集团的首席执行官。〔４７〕在

选择所说武器交易的竞标者时和在交易的谈判期间以及在２００４年审

核军购案并最终导致额外采购ＢＡＥＳａａｂ几种武器的关键时刻，尼昂

达均为南非国防军的司令。２００４年付给朗韦恩的奖金是有条件的，

即南非同意另外购买ＢＡＥＳａａｂ公司的武器。〔４８〕

购买轻型护卫舰的合同同样被类似的利益矛盾和被指控有贿赂行

为的劣迹所玷污。据报道，尼昂达也从与轻型护卫舰交易有关的承包

商那里获得了购买豪华车时享受了折扣优惠。〔４９〕另一名叫托尼·延

盖尼的政客原来担任议会国防委员会主席，后来又担任非国大的首席

组织秘书。正是这样一位政客妄图阻止对武器交易的任何调查，事后

被成功告发在其本人享受类似巨额折扣的问题上向议会撒谎。〔５０〕或

许涉及利益矛盾的最为臭名昭著的典型案例当属涉及 “坏脾气”谢客

的弟弟沙比尔·谢客的案件。前者当时为时任南非副总统的雅各布·

祖马———２００９年当选为该国总统———的财政顾问。

沙比尔·谢客是法国制造商 ＴｈｏｍｓｏｎＣＳＦ （后来被更名为

Ｔｈａｌｅｓ）的共同合伙人，而该公司在武器交易中负责为轻型护卫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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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参见Ｓ．布伦"

和Ｓ．索尔的 “武器交易买下的房舍”，《每日邮报》和 《卫报》，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日。

参见Ｓ．布伦"

和Ｓ．索尔的文章 （同注释 〔４６〕）。

参见霍尔登的文章 （同注释 〔２１〕）。

参见 “由ＥＡＤＳ供应车辆的全部名单”一文，《ＣａｐｅＴｉｍｅｓ》，２００１年７月２日；

和Ｊ．贝朱伊登豪特和Ａ．朱尔金斯的 “南非国防军司令也贪财”，《星期日时报》，（约翰内

斯堡），２００１年６月２４日。

在国家对托尼·延盖尼 （一号被告）以及迈克尔·约瑟夫·沃尔费尔 （二号被

告）的诉讼中，比勒陀利亚北外瓦尔地区的地方法院受理的一号被告认罪，第１４／０９１９３／

０１案件 （未注明日期），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ｒｍｓｄｅａｌｖｐｏ．ｃｏ．ｚａ／ｃｏｕｒｔ＿ｄｉａｒｙ／〉。



供应作战系列部分，因此与ＧＦＣ同为主要承包商。ＴｈｏｍｓｏｎＣＳＦ

公司曾经有一度想把沙比尔·谢客排除在交易之外，因为公司担心

南非的一些政府要员如南非当时的总统姆贝基不喜欢沙比尔·谢

客。〔５１〕然而，在沙比尔·谢客的怂恿之下，“坏脾气”谢客和祖马

双双与ＴｈｏｍｓｏｎＣＳＦ的代表见了面。之后，沙比尔·谢客便确定

了他是武器交易中一员的地位。〔５２〕据称， “坏脾气”谢客告诉

ＴｈｏｍｓｏｎＣＳＦ公司，假如沙比尔·谢客被排除在外，他将 “使该公

司的事情非常难办”。〔５３〕事后，沙比尔·谢客因代表祖马向Ｔｈｏｍ

ｓｏｎＣＳＦ公司索取贿赂以及与政客们普遍保持了一种贿赂关系而被

判定有罪。沙比尔·谢客被判１５年监禁，但是他服刑还不到２年，

就因未经证实的健康原因获释。祖马也因涉足贿赂受到指控，但是

他在总统大选中获胜的１０天前，就撤回了对他的指控，尽管此举

颇有争议。〔５４〕

根据一套由蒂森克虏伯公司的业务主管们整理的秘密会议记录，

假如ＧＦＣ公司能赢得该项合同，ＧＦＣ公司的主要合伙人 “坏脾气”

谢客便向该公司索要———并最终得到了———３００万美元的酬金。〔５５〕

而此项由蒂森克虏伯公司支付的酬金并不包括在据称被转移到设在利

比亚的一家公司的２２００万美元之内，而这家公司是当蒂森克虏伯公

司试图宣布上述这笔经费作为税金减免处理后，由德国的公诉人发现

的。〔５６〕最终，该公司因违反税法而被罚了款，但是真正的腐败行为

８２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在南非国家对沙比尔·谢客等人的诉讼案中，审判，ＣＣ２７／０４号案、南非高等

法院 （德班和沿海地方法院），２００５年３月３１日，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ｒｍｓｄｅａｌ

ｖｐｏ．ｃｏ．ｚａ／ｃｏｕｒｔ＿ｄｉａｒｙ／ｓｓｈａｉｋ＿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ｇｕｉｌｔｙ．ｈｔｍｌ〉。

在南非国家对沙比尔·谢客等人的诉讼案中，（同注释 〔５１〕）。

在国对沙比尔·谢客等人的诉讼案中 （同注释 〔５１〕）。

参见范斯坦的文章 （同注释 〔２１〕），第２８２—２８３页。

参见 “蒂森克虏伯董事会证实向南非国防军采购主管 ‘坏脾气’谢客行贿的备

忘录”，１９９８年８月３日；参见范斯坦文章 （同注释 〔２１〕），第２００、２６３页；以及见范斯

坦文章 （同注释 〔２〕）。

参见Ｓ．布伦"

和Ｓ．索尔的文章 “姆贝基、“坏脾气”和希腊说客”， 《每日邮

报》和 《卫报》，２００７年２月９日。



却从未受到认真、像样的调查。〔５７〕

第四节　腐败对军贸的影响

腐败的代价并不止于钱财：由于腐败而流失的钱财就不能用于

医疗、教育或回馈纳税人；对腐败查处不力则会破坏一个国家的法

律和监管体系；军贸中由腐败导致的采购决策失误反过来又导致削

弱一国的防卫能力。用近年来涉及世界范围内富国或穷国 （包括武

器生产国和进口国）的例子，能充分说明腐败给武器贸易造成的各

种影响。

南非军售案给南非带来了社会经济代价，并影响到南非的实际安

全需求、民主和法治，国家因此不断受到削弱。同样，英国作为武器

出口方，其法治也因腐败遭到破坏，为此付出高昂代价，牺牲了亟需

的社会经济发展。尽管这笔交易在１９９９年时估价不足３００亿兰特

（约５０亿美元），但受汇率浮动影响，再加上筹措资金产生的费用，

根据合同结论所得实际数额更接近７００亿兰特 （１１０亿美元）这个区

间，〔５８〕远高于在其他更紧要项目上的花费。

就在１９９９年达成这宗交易时，姆贝基总统宣称，国家无法负担

为５００多万艾滋病患者和艾滋病毒感染者提供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接

下来的５年半中，有超过３５５０００南非人因无法获得能够延长生命的

抗艾滋病毒治疗而死亡。〔５９〕尽管政府后来开始资助与艾滋病毒感染

相关的医疗项目，其花费截至２００８年也仅有微不足道的８７亿兰特

（１４亿美元），这就意味着在南非每花１兰特抗击这种疾病，相应就

有７．６３兰特花费在武器贸易上。在同一时期，为给几百万因种族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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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

〔５８〕

〔５９〕

参见 “‘隼式’放弃了ＳＤＰ的调查”一文，防务网，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５日，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ｅｆｅｎｃｅｗｅｂ．ｃｏ．ｚａ／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ｏｐｔｉｏｎ＝ｃｏｍ＿ｃｏｎｔｅｎｔ＆ｖｉｅｗ＝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ｄ＝

１００６０〉。

Ｐ．霍尔登和Ｈ．范维伦的 《魔鬼在细节中》， （乔纳森·鲍尔出版社：开普敦，

２０１１年出版）；另见注释 〔２２〕。

Ｐ．奇圭德雷等人的 《评估南非抗逆转录药物使用的利益丧失》，《艾滋病杂志》，

第４９卷第４期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日）。



离政策而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住房花费４１０亿兰特 （６６亿美元），比武

器贸易支出少了３００亿兰特 （４８亿美元）。南非本可以用这笔钱建造

近２００万套房子。〔６０〕

这笔军售同时也挤压了南非国防军的预算。２０１０年１０月有报道

称，运行与维护 “鹰狮”与 “隼式”战斗机已过于昂贵，结果导致

“鹰狮”战斗机群将被长期封存，南非空军的空中进攻能力严重受

限。〔６１〕２４架 “隼式”战斗机中仅有１１架曾被启用，受经费制约，

这些战斗机每年仅配给２５００个飞行小时，〔６２〕南非空军证实，“隼式”

战斗机的飞行小时不足，这就意味着飞行员的飞行小时不足以达到升

级操作 “鹰狮”战斗机的标准。〔６３〕如果南非空军依照莫迪斯进行干

预前的原定计划，购买单一型号的战斗机，浪费就可以避免。据估

计，腐败使这桩交易的总开支提高了近１／３。〔６４〕这样的大肆挥霍，

如果说造成了什么后果，那就是破坏了南非的安全并削弱了其在非洲

维和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能力。南非空军无奈被迫承认因购进 “鹰

狮”与 “隼式”战斗机，已无力再添置所需的运输机。〔６５〕

撤销对南非总统雅各布·祖马的诈骗和腐败指控引发了争议，人

们由此感到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及南非政府内部对腐败问题缺乏监

管。该军售案后又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腐败丑闻，被武器采购扰乱的

采购与金融管理制度变得形同虚设。〔６６〕人们普遍认为，正是这桩军

火交易使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政府失去道德准绳，进而直接导致破坏

了南非的法治、政府问责制度及后种族隔离时代尚脆弱的民主体制的

关键性机制，包括议会、检察机关和两个反腐领导机构，造成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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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

〔６１〕

〔６２〕

〔６３〕

〔６４〕

〔６５〕

〔６６〕

Ｐ．霍尔登和Ｈ．范维伦的文章 （同注释 〔５８〕）。

Ｗ．哈特利的 《资金问题可能使南非停飞价值１００亿兰特的 ‘鹰狮’战斗机》，

《商报》（约翰内斯堡），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６日。

Ｂ．乔丹的 《空军司令批评当前面临的窘境》，《泰晤士报》（约翰内斯堡），２０１０

年４月４日。

乔丹 （同注释 〔６２〕）。

基于作者的粗略计算，参见注释 〔２２〕。

Ｌ．恩索尔的 《南非购买价值１３７亿兰特的战斗机成为昂贵的蠢行》， 《商报》

（约翰内斯堡），２００７年３月１２日。

范斯坦 （同注释 〔２１〕），第１５章。



迄今难以充分估量。〔６７〕

英国重大诈骗案办公室接受３０００万英镑 （５４００万美元）解决

金，撤消了对南非武器贸易及对英国ＢＡＥ系统公司的其他所有调查，

这种做法损害了英国的民主与法治。〔６８〕英国前国际发展部大臣克莱

尔·肖特认为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对此负有全部责任，她说 “托尼毫

无保留地支持所有武器贸易提案。英国宇航公司无论何时提出任何需

求，他都百分百支持”。〔６９〕事实上，当布莱尔政府于２００６年底中止

对 “野鸽”武器交易案的调查时，甚至连一些英国本国的商业界人士

都对其后果表示担忧。英国最大的退休金基金管理公司赫尔墨斯公司

致信布莱尔，指出这一决定危及英国作为世界主要金融中心的声誉，

并将使商业和市场为此付出长期高昂代价。〔７０〕

武器贸易中的腐败问题对发展、民主、法治及全球安全等造成的

负面影响，无论在武器进口国还是出口国都有明显表现。美国军方

２００７年将价值２．９８亿美元的军事采购合同交给ＡＥＹ公司即为一例，

此合同旨在奖励ＡＥＹ公司为阿富汗安全部队提供弹药。〔７１〕ＡＥＹ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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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

〔６８〕

〔６９〕

〔７０〕

〔７１〕

参见Ｆ．哈法吉的 《难以摆脱的困境》，《每日邮报》和 《卫报》，２００７年１月１２

日；霍尔登 （同注释 〔２１〕）；范斯坦 （同注释 〔２１〕），第１５章。

这一数字包括针对与坦桑尼亚一项军售案中的 “违规审计”操作而处以的５０万

英镑 （９０万美元）的罚金，该军售案涉及以虚高价格采购不适合的防空雷达系统并有高层

官员受到腐败指控，另有２２．５万英镑 （４０．５万美元）用于诉讼费用，剩余的２９２７．５万英

镑 （５２６９．５万美元）用于赔偿坦桑尼亚。Ｒ．伊文斯和Ｐ．刘易斯的 《ＢＡＥ系统公司与坦桑

尼亚军售：军用空中管制系统———为了一个没有空军的国家》，《卫报》，２０１０年２月６日；

《军用雷达军售调查：关键嫌疑人……以及针对他们的案件》，《今日报》（达累斯萨拉姆），

２０１０年２月１５日；Ｄ．利和Ｒ．伊文斯的 “坦桑尼亚”，《卫报》２００７年６月７日；《判决评

论》，案件第Ｓ２０１０５６５号，萨瑟克王冠刑事法院Ｂｅａｎ法官宣判，Ｒ与ＢＡＥ系统公开有限

公司案，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１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ｕｄｉｃｉａｒｙ．ｇｏｖ．ｕｋ／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ＪＣＯ／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ｒｖｂａｅｓｅｎｔｅｎｃｉｎｇｒｅｍａｒｋｓ．ｐｄｆ〉。

Ａ·霍斯肯 《ＢＡＥ系统公司：与坦桑尼亚的关系》， 《今日》，ＢＢＣ广播４台，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日。网址：〈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ｂｂｃ．ｃｏ．ｕｋ／ｔｏｄａｙ／ｈｉ／ｔｏｄａｙ／ｎｅｗｓｉｄ＿８２８４５１０．

ｓｔｍ〉。

Ｋ．伯吉斯和Ｊ．伊格尔沙姆的 《赫尔墨斯公司涉入ＢＡＥ系统公司调查争论中》，

《金融时报》，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２日。

Ａ．蒂尔曼的 《国家将ＡＥＹ公司列入走私观察名单，后与军火商签署合同》，

《揭露者谈话要点备忘录》，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６日，网址： 〈ｈｔｔｐ：／／ｔｐｍｍｕｃｋｒａｋｅｒ．ｔａｌｋ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ｓｍｅｍｏ．ｃｏｍ／２００８／０６／ｓｔａｔｅ＿ｐｕｔ＿ａｅｙ＿ｏｎ＿ｗａｔｃｈｌｉｓｔ＿ｔｈｅ．ｐｈｐ〉。



司由２１岁的埃夫拉伊姆·戴夫罗里执掌，该公司和其年轻总裁都在

美国防部贸易管制观察名单上，但美军方从未咨询过该名单，〔７２〕却

要求拉尔夫·梅里尔进行私人独立评估，他对ＡＥＹ公司和戴夫罗里

本人大加赞赏。后来有消息透露，梅里尔正是ＡＥＹ公司的副主席和

资助人之一。〔７３〕ＡＥＹ合同不仅说明美方的采购行为缺乏透明度和严

格管理，而且这种做法将阿富汗安全部队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因为

ＡＥＹ公司向他们提供的是从阿尔巴尼亚购置的４０年前的中国弹药。

总部位于塞浦路斯、属于海里因希·托梅特的公司以每千发子弹２２

美元的价格从阿尔巴尼亚政府购入这些弹药，再以每千发４０美元的

价格转手卖给ＡＥＹ公司。据传阿尔巴尼亚的政府官员和国防部长也

从中分得好处。〔７４〕２００８年３月，一个由当事公司和阿尔巴尼亚政府

在阿尔巴尼亚盖尔代茨村建造的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预置装配工厂爆

炸，致２７人死亡，几百人受伤。这笔交易及后果使美阿两国纳税人

付出多达几千万美元的代价，两国声誉因此受损，而阿安全部队和盖

尔代茨村的村民们更是伤亡惨重。

法国国有船舶制造企业 （ＤＣＮＳ）除在台湾卷入丑闻外，因被指

控为马来西亚总理的一位朋友提供回扣，在法国同样面临调查。〔７５〕

２００２年６月该公司 （时称法国海军舰艇建造局）就与马来西亚达成

一项价值１２亿欧元 （１８亿美元）的交易，向其提供２艘 “
#

鱼”级

潜艇和一艘退役 “阿格斯坦”级潜艇。〔７６〕马来西亚一位反对党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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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

〔７３〕

〔７４〕

〔７５〕

〔７６〕

Ｃ．Ｊ．奇弗斯的 “在严密监视下的为阿富汗供应武器的军火商”， 《纽约时报》，

２００８年３月２７日。

Ａ．蒂尔曼的 《陆军在公司金融支持者的 ‘推荐’下将合同给予ＡＥＹ公司》，

《揭露者谈话要点备忘录》，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４日，网址： 〈ｈｔｔｐ：／／ｔｐｍｍｕｃｋｒａｋｅｒ．ｔａｌｋ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ｓｍｅｍｏ．ｃｏｍ／２００８／０６／ａｅｙ＿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ａｆｔｅｒ＿ｒｅｃｏ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ｂａｃｋｅｒ．

ｐｈｐ〉。

奇弗斯 （同注释 〔７２〕）；Ａ．克洛西的 《盖尔代茨灾难：原因、罪魁祸首和受害

者》（Ｋ＆Ｂ：地拉那，２０１０年）；《Ｍｅｉｃｏ超市》，《马波》（地拉那），２００８年９月６日。

《防务丑闻：台湾赢了，马来西亚在等待》，《马来西亚镜报》，２０１０年５月６日。

法国ＤＣＮＳ集团，《第二艘 ‘
#

鱼’潜艇抵达马来西亚》，《防务对话》，２０１０年

７月１３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ｅｆｅｎｃｅｔａｌｋ．ｃｏｍ／ｓｅｃｏｎｄｓｃｏｒｐｅｎｅｓｓｋａｒｒｉｖｅｓｉｎ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２７４５８／〉；Ｓ．Ｍ．卡迈勒的 《政府声称采购 ‘
#

鱼’级潜艇耗资６７亿林吉特》，《马来西亚

局内人》，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２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ｈｅ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ｎｉｎｓｉｄｅｒ．ｃｏｍ／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ａｒ

ｔｉｃｌｅ／ｇｏｖｅｒｍｅｎｔｓａｙｓｓｐｅｎｔｒｍ６．７ｂｏｎｓｃｏｒｐｅｎｅ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ｓ／〉。



的话反映了这笔交易的高昂花费和效用在当时引发的普遍忧虑，他

说，“当我们面临金融问题时……政府还在买进两头需要不断花大价

钱供养的 ‘白象’”。〔７７〕后来真相浮出水面，１．１４亿欧元 （１．７亿美

元）的巨款以咨询费的名义付给了一家公司，而这家公司的主要持股

人正是马来西亚总理 （时任国防部长）一个亲信的妻子。〔７８〕尽管法

国检察官最终于２０１０年开始就此立案调查，但马来西亚迄今没有针

对相关腐败指控进行任何调查。〔７９〕此外，谈这笔生意的马来西亚代

表团的一名翻译，因威胁要将相关细节公之于众惨遭一个特别保卫小

组杀害，这更凸显了腐败的武器贸易对法治的破坏作用。〔８０〕马来西

亚政府至今未摆脱该丑闻的困扰。

德国富乐斯多公司在南非潜艇合同上因涉嫌腐败受到指控 （参见

前面第３节），该公司近期又被曝卷入一系列丑闻。据德国公?人掌

握的文件，据称２０１０年３月富乐斯多公司为赢得潜艇合同向希腊政

界关键人士行贿近８３００万欧元 （１．２４亿美元）。〔８１〕有评论认为，潜

艇交易腐败案不仅损害了希腊在国际投资者中的名誉，还是其债务危

机的一个诱因。〔８２〕

同样臭名昭著、受腐败指控的还有富乐斯多公司与葡萄牙海军的

潜艇交易，该公司以约１０亿美元的价格向葡海军出售２艘潜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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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７〕

〔７８〕

〔７９〕

〔８０〕

〔８１〕

〔８２〕

卡迈勒 （同注释 〔７６〕）。

Ｊ．曼托珀的 《总理、私家侦探、蒙古模特之死和１．１４亿欧元》， 《温哥华太阳

报》，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５日；Ｊ．曼托珀的 《蒙古模特的鬼魂依然纠缠马来西亚政府》，《温哥

华太阳报》，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５日；Ａ．米勒的 《战争伤亡》，《东南亚环球》杂志，２０１０年７

月７日。

《马来西亚潜艇军售案在法国浮出水面》，《亚洲哨兵报》，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６日，网

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ｓｉａｓｅｎｔｉｎｅｌ．ｃｏｍ／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ｏｐｔｉｏｎ＝ｃｏｍ＿ｃｏｎｔｅｎｔ＆ｔａｓｋ＝ｖｉｅｗ＆ｉｄ＝

２４０６〉。

曼托珀的 《总理》 （同注释 〔７８〕）；曼托珀的 《蒙古模特的鬼魂》 （同注释

〔７８〕）；米勒 （同注释 〔７８〕）

《潜艇交易贿金显现》，《日报》，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２日；Ｃ．罗兹的 《潜艇交易搞垮

希腊》，《华尔街日报》，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０日；Ｎ．埃米斯的 《德国和希腊军售案调查揭露防

务交易中的黑暗面》， 《德国之声》，２００８年８月１２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ｗ

ｗｏｒｌｄ．ｄｅ／ｄｗ／ａｒｔｉｃｌｅ／０，，５８９０３７５，００．ｈｔｍｌ〉；Ｊ．施密特的 《德国公司如何通过贿赂获得

希腊的军售合同》，《明镜》周刊，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１日。

罗兹 （同注释 〔８１〔）。



子最严重的情节集中在葡萄牙驻慕尼黑名誉领事尤尔根·阿道夫身

上。〔８３〕据报道，富乐斯多公司于２００３年１月与阿道夫签订了一项咨

询协议，依据该协议，阿道夫将向富乐斯多公司收取合同总金额的

０．３％，共１６０万欧元 （２４０万美元），作为提供咨询的酬金。〔８４〕阿

道夫以双重身份 （葡萄牙政府外交官和富乐斯多公司顾问）同时为双

方工作，为此招致严厉批评。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６日，德国政府知会葡萄

牙驻德使馆称，德方将以涉嫌权钱交易罪及腐败罪控告阿道夫，阿道

夫于６天后被解职，〔８５〕但他拒不承认有任何违法行为。其他多个牵

涉富乐斯多公司的腐败指控也正在调查中。〔８６〕上述违法活动削弱了

德国工业的地位，破坏了武器生产国与进口国的法治，抬高了售出武

器的价格，从而抑制了经济的增长和发展。

第五节　结语：前进之路

“透明国际”的 《２０１０年全球腐败趋势报告》指出，２００８年以来

人们对整体性腐败成见加深，在西欧和北美地区表现尤为明显，〔８７〕

这表明反腐斗争正在推进。但在武器贸易上的反腐力度却不及其他

领域。〔８８〕

针对南非武器贸易的抗议活动持续了近十年，英国法律界对

ＢＡＥ系统公司及其一系列腐败丑闻从轻发落则引发了公众极大的愤

慨。这表明人们在经济困难时期对军工企业及代理商的忍耐度下

４３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８３〕

〔８４〕

〔８５〕

〔８６〕

〔８７〕

〔８８〕

《阿尔加维商人卷入国际丑闻》，《阿尔加维居民报》，２０１０年４月９日。

Ｊ．施密特的 《德国富乐斯多公司涉嫌向其他公司行贿》，《明镜》周刊，２０１０年

３月３０日。

Ａ．格拉西奥—平托的 《慕尼黑名誉领事因贪污和受贿指控被停职》，《世界报》，

葡萄牙，２０１０年４月５日；《慕尼黑名誉领事因可疑潜艇交易指控被停职》，《葡萄牙新闻

在线》，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０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ｈｅｐｏｒｔｕｇａｌｎｅｗｓ．ｃｏｍ／ｃｇｉｂｉｎ／ｇｏｏｇｌｅ．ｐｌ？

ｉｄ＝１０５６１２〉。

施密特 （同注释 〔８４〕）。

透明国际，《２０１０年全球腐败趋势报告》（透明国际：柏林，２０１０年）。

范斯坦 （同注释 〔２〕）。



降。〔８９〕武器贸易中的腐败不仅给穷国带来毁灭性打击，对相对发达

的国家而言，民主的性质和品质也为此遭受负面影响。对于认识到这

种情况的人来说，挑战是巨大的。这个行业涉及数以亿计的巨额利润

并以人的生命为代价，理所当然应对其严加规范，并使其尽可能

透明。

然而军火买卖往往在有着相同的狭隘私利的一小撮人中以不透明

的方式达成，伎得公众无从判断他们大笔的钱财是否以尽可能好的方

式花了出去。政府与军火合同商的密切关系再加上国家安全之 “必

需”，妨碍了有实质内容的司法监管。虽然对国家安全的考虑有时正

当合理，但这一点往往被当成幌子，以掩盖与安全毫无干系的不法交

易的相关线索。此外，这一行业监管法律设置不充分，甚至在许多国

家完全缺失。所有以上因素都削弱了民主国家的透明度、问责制度和

诚信度。

军工企业及军工行业的从业人员很少受到法律制裁，即便他们的

不法勾当与为国家作战略性贡献毫不沾边。政治干预往往以维护国家

安全为正当理由，以用来确保武器交易在独立王国中进行，基本上可

以不受其他公司所经历的那种法律和经济因素变化的制约。即使检察

官鼓足勇气尝试对涉及军工企业和交易商的指控进行立案调查，最终

也会以少量公开或不公开的方式结案，并且其中很少有人承认错误

行为。〔９０〕

下文讨论的国际、多边和国家干预倡议，为武器贸易业提升透明

度、严格问责制并减少腐败发生提供了一系列选择。武器贸易腐败案

件中受害人的权益也将在下文提及。

国际与多边倡议

毫无疑问，我们有理由对现行的多边协议进行扩展与强化，制定

强大的、能严格执行的 《国际武器贸易条约》（ＡＴＴ）。欧盟针对武

器出口的 《共同立场》被认为是最好的多边协议之一，但其并不涵盖

政府间的贸易合同，所以当至少五个欧盟成员国在与南非武器交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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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９〕

〔９０〕

参见范斯坦 （同注释 〔２１〕）。

要了解案件未被调查或已撤销的腐败案件，参见范斯坦 （同注释 〔２〕）。



上违反其标准时，发挥不了任何效力。〔９１〕同样，尽管英国因终止调

查与沙特阿拉伯的 “野鸽”武器交易案，受到经合组织国际商务交易

活动反行贿工作组的严厉批评，但仅仅过了几年，在ＢＡＥ系统公司

与包括南非在内的另外五国的有争议的交易调查结案时，英国执法部

门几乎同样为其大开方便之门。〔９２〕

虽然现有的多边努力存在缺陷，一个强大的 《国际武器贸易条

约》将有助于对武器贸易行业实行更严格的管控，但前提是 《条约》

的覆盖面足够广，包含严格的透明度条款，并具备有足够资源支撑

的、强有力的执行机制。除此之外还需要：（ａ）包括强大的、可执行

的反腐措施；（ｂ）禁止向可能引发冲突，或对人权、社会与经济发

展造成负面影响的那些地方出口武器；（ｃ）加强对武器运输的管控；

（ｄ）大力加强透明度。最后，为取得实效，还应建立一个协调的国

际监控和执法机构。

此外，无论作为 《国际武器贸易条约》的部分内容或在世贸组织

框架内，都应妥善处理武器贸易中的抵偿贸易使用问题。南非的例子

说明不仅先前关于经济投资和创造就业的承诺基本上属于空头支票，

而且抵偿贸易还常被当作掩盖收受贿金的手段。〔９３〕鉴于抵偿贸易的

性质受到争议，世贸组织已经禁止其在武器贸易之外的所有其它市场

作为合同评估的标准。必须大力加强对该做法的控制，将其置于公众

监督下或者完全抛弃。

即使国际和多边协议有所改进，讨诸实施仍面临窘境，因为现实

中犯罪行为可以跨越任何边境———这一点在武器贸易行业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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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

〔９２〕

〔９３〕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欧盟通过了 《欧盟共同立场》政治协议，取代了１９９８年６月通过

的具有政治约束力的 《欧盟武器出口行为准则》。《欧盟武器出口行为准则》和 《欧盟共同

立场》包括一系列与信息交换和磋商有关的可操作性条款，旨在协调欧盟各成员国对标准

的解释。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８日，欧盟理事会通过的 《共同立场２００８／９４４／ＣＦＳＰ》定义了军事

技术和装备出口管制的统一规则，《欧盟官方公报》，Ｌ３３５，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３日，第９９至

１０３页；欧盟理事会，《欧盟武器出口行为准则》，８６７５／２／９８Ｒｅｖ．２，布鲁塞尔，１９９８年６

月５日。参见本卷第６章第４节。

《经合组织对ＢＡＥ系统公司军售案调查表示忧虑》，路透社，２００７年３月１４日，

网址： 〈ｈｔｔｐ：／／ｕｋ．ｒｅｕｔｅｒｓ．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００７／０３／１４／ｕｋｏｅｃｄｂａｅｉｄＵＫＲＯＢ４６６４３０２００７０３１

４〉。

Ｐ．霍尔登和Ｈ．范维伦 （同注释 〔５８〕）。



所以对犯罪行为的监管却受到国家司法权限和执法合作不力的制约。

正如南非的例子表明的，本应提供合作的政府人员，往往因牵涉自身

重大既得利益阻挠国外调查，而并非予以协助。〔９４〕

当务之急是要重新审视跨境调查和检察官的权限以及政府严格履

行协助国际调查的义务。从国际法庭对种族灭绝及其他反人类罪的起

诉审判中，我们一定能够得到一些或好或坏的教训。

国家干预

各国政府可以制定或改进相关措施，以更好地打击武器贸易中滋

生的腐败。上面讨论的各宗武器交易表明，武器代理商及中间人使用

的透明化至关重要。除非迫使公司和政府公布付给代理商和中间人的

酬金用途及数额———哪怕仅向购买国和生产国中合适的独立机构而非

向公众公布，损害武器工业的腐败问题就永远不能根除。

鉴于政府、军工企业和军火商的紧密联系，以及政府在授予及赢

得武器合同方面的作用，军工企业或其相关方为政党或政界人士提供

的献金都应被定为非法。武器工业与政府间的独特的交接面，特别是

“旋转门”现象，有待制定更强有力和有约束力的法律和规章制度。

国家部门的雇员到私营军工企业就业时，应设置国际上认可的、长时

间的 “冷却期”，反之亦然。

军工企业和军火商在很少的几种情况下才会受到处罚，且罚金数

额与军火生意的利润相比微不足道，这大大助长了有关企业和神通广

大的富翁们采取花小钱的做法轻易脱身，以对抗法律制裁。与调查和

检察部门相比，他们的资源远远要好得多。ＢＡＥ系统公司和蒂森克

虏伯公司在南非的案子就是明证。

在这方面至少有三点创新值得考虑。第一，对认定犯有腐败罪的

公司实行分级吊销其缔结公共合同资格的制度。资格吊销的时间长度

与罪行严重程度挂钩。第二，建议在涉案企业内部更大范围内对涉嫌

腐败行为的个人进行立案调查。为起到应有的效果，该范围应包括负

有监管责任的经理人和具体实施者。还应把众多通常不属于任何组

织、独自经营的代理商和中间人也列为调查对象。军工企业和军火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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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４〕 参见范斯坦 （同注释 〔２１〕）；范斯坦 （同注释 〔２〕）。



个人与国家情报部门有联系，这是常有的事，仅凭这一点不足以成为

其在武器贸易腐败案件中免于被起诉的理由。

最后，应进一步严格执行审计和金融监管控———特别在提供准确

报告的责任、反洗钱要求和避税措施方面，这将对打击武器交易中的

腐败现象起到重要的积极作用。令人欣慰的是，英国会计及精算纪律

委员会于２０１０年末开始针对在ＢＡＥ系统公司多起有争议的武器贸易

中负责审计工作的毕马威会计公司展开调查。〔９５〕对离岸公司采取更

有力的措施，如在武器交易中限制甚至立法禁止使用离岸公司，使企

业或个人难以秘密地将行贿金转移给未经授权的中间人或关键的决

策者。

受害者的权利〔９６〕

武器贸易腐败案的受害者往往不是政府或企业，而是被不当或腐

败的武器贸易支出剥夺社会经济利益的普通公民，甚至是那些如阿尔

巴尼亚盖尔代茨案中涉及的无辜旁观者，他们因腐败或正当程序的缺

失付出了生命。应考虑这些受害者的权利和赔偿问题。

原则上确保所有针对犯有行贿罪的企业或拥有巨额财富的个人的

制裁方案中都包含对受害人进行赔偿的部分。这种做法很值得赞许，

它将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到这样一个事实上，即行贿是偷窃的一种表现

行式，尽管像在南非和阿尔巴尼亚的案子中表明的那样，在某些情况

下人们显然会对被偷窃的对象是国家还是公民持不同意见。由此得以

明确一个基本道理———那些对涉案企业处以罚金的发达国家没有理由

成为经济上唯一的受益方，因为这些犯罪行为的受害人往往在贫困国

家。但是，如果有关当局继续对涉案企业处以仅占其腐败交易利润额

极小份额的罚金，那么赔偿措施或许只能进一步加重受害国人民的

痛苦。

这种做法还牵涉更重要的原则问题。当有关外国政府成为腐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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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５〕

〔９６〕

会计及精算纪律委员会，《会计及精算纪律委员会调查与ＢＡＥ系统公司有关的

审计方行为》，新闻公告第２６条，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５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ｒｃ．ｏｒｇ．ｕｋ／

ａａｄｂ／ｐｒｅｓｓ／ｐｕｂ２４０７．ｈｔｍｌ〉。

这部分的许多想法来自 “苏·霍利腐败观察”，网址：〈ｈｔｔｐ：／／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ｗａｔｃｈｕｋ．ｏｒｇ／〉。



的共犯，涉案官员仍在位时，罚金应该交给谁？在案件牵涉政府行为

的情况下，这些钱应该花在哪些方面？是否应该设定相关条件及如何

监控这些条件的采用？赔偿措施的法律基础是什么，应采取什么结构

才能确保获得法庭许可？当多个国家中都有受贿行为发生时该怎么

办，这种情况下又如何分配赔偿金？

显然，受害者的权利及赔偿问题需要在合适的国际性和机制性架

框下得以有效解决。但是，尽管国际和国家层面上机制、法律结构和

体系的改进必然有利于减少全球武器贸易中的腐败现象，问题的解决

最终有赖于政治家服务于人民需要而非个人权力和赞助人利益的意

愿，及大大小小的军工企业能够认识到对社会负有至少与利益同等重

要的责任。

（谷景书　孟君　颜俊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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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资源与武装冲突

尼尔·梅文　吕本·德科宁

第一节　导　　言

２０１０年末和２０１１年初，粮价高涨。这是引发整个北非和中东地

区示威抗议和起义浪潮的重要因素之一，使得几十年的旧政权被推

翻，并发生严重的针对平民的国家暴力以及国际势力的干涉。〔１〕

２０１１年２月，利比亚爆发起义，结果使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受阻。类

似的情况正在中东其他产油国出现，使得欧洲以及其他地区对能源安

全的关切重新上升。〔２〕粮价上涨对所谓的 “阿拉伯之春”起到了重

大的催化作用，使该地区国家更加深刻、更加持久的愤愤不平之情绪

得以发泄。而粮食安全问题加上由全球能源市场引发的不稳定使得全

世界更加明白，自然资源与安全有着多么复杂的联系。

有若干国家政府已提出倡议，目的是要对资源获取、开发模式、

资源稀缺和贸易流动情况的趋向和挑战增加了解。有的政府还为重要

资源设立专门机构。〔３〕在国际和国家层面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

资源问题是怎样与冲突和冲突风险相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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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参见Ａ．ＥｕｎｊｕｎｇＣｈａ：“推动全球粮食价格上涨使突尼斯暴力加剧”，《华盛顿邮

报》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４日。

参见Ｍ．Ｔ．Ｋｌａｒｅ：“旧石油秩序的崩溃”，《欧洲能源评论》２０１１年３月７日，网

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ｅｎｅｒｇｙｒｅｖｉｅｗ．ｅｕ／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ｉｄ＝２７９６〉。

Ｊ．乔伊特：“政府重新考查对世界资源短缺威胁的研究”，《卫报》２０１０年５月

３１日；Ｃ．Ｆａｇｅｓ：“法国设立战略金属委员会”，ＲＦＩ，２０１１年２月２日。网址：〈ｈｔｔｐ：／／

ｗｗｗ．ｒｆｉ．ｆｒ／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２０１１０２０２ｆｒａｎｃｅｄｏｔｅｃｏｍｉｔｅｍｅｔａｕｘ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ｑｕｅｓ〉。



本章旨在考察两大主题，即提供关于自然资源与冲突之间联系的

辩论和应对的情况。第二节涉及当前对这些联系的思考。第三至第五

节更加详细地分析此种思考的三大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第三节阐述

经济暴力理论的贡献。第四节展望环境问题，重点是气候变化的影

响。第五节涉及资源地缘政治如何影响冲突风险。第六节为结论并对

资源合作治理挑战进行评估。资源合作治理既是一种确保获取资源的

途径，同时又会弱化资源与冲突之间的联系。

第二节　关于资源与冲突相互

关联的当今思考　　

历史上，争夺自然资源一直被视为一种开战的合法理由。与此同

时，有利于胜利者的重新分配资源，特别是领土，经常是解决冲突的

组成部分。然而，随着 “政治战争”———由不同政治意识形态 （如法

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自由民主等）之间竞争构成的冲突的兴起，明

显地变成了战争的主要动因，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中有着最为

生动的写照。于是，人们在谈论冲突原因时，资源成了一个次要的考

虑因素。

冷战结束后，包括国家间冲突在内的大规模武装冲突的数量有所

下降。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最主要的冲突形式变成了复杂的不拘一格的

国家内部斗争，使政府与反叛集团之间发生互斗，甚至压根儿忽视了

有国家也卷入其中。在寻求解释这些 “新型战争”时，一些评论家倾

问于强调，这些 “新型战争”与民族和宗教仇恨或者社会不平等有关

联。但资源，至少在最初阶段，仍被视为是第二位的问题。

然而，在冲突和冲突风险方面，资源逐步成了一种广为认同的

关注。最近复活的物质主义思想认为暴力源于多种因素。过去１０

年中，由三个相互关联的部分组成的一种探讨思潮赫然兴起。这种

探讨思潮认为，在现代冲突中，资源是暴力和安全的核心问题。上

述三个相互关联的部分可以大致分为经济、环境和资源地缘政治三

种探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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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探讨方法

用经济探讨方式来理解冲突已是重新聚焦于资源作用的主要理

由。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底开始，苏联和西方阵营对反叛者的援助大量

减少，反叛集团只好开始越来越多地依赖另辟收入来源，包括通过开

发和交易自然资源来获得财政收入，以保证作战之需。由于财政的重

要性变得日益清晰，许多冲突的经济特性开始引人注目。例如，利比

亚和塞拉利昂的情况就是如此。〔４〕这种认识对早些时候的冲突亦带

来新的看法，而早些时候的冲突曾经被固定视为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冲

突，而且与冷战对抗相关联。

当前的研究强调资源经济以多种方式影响冲突。第一种方式是武

装运动引发暴力，目的是获取自然资源和他们能够带走的财富；第二

种方式是获取资源收入，以支付进行武装斗争必需的费用。实际上，

为了使冲突能够持久，保持对资源收入的控制既是一种方法，也是一

种主要理由；还可以看到一种不太直接的影响方式，那就是国家依赖

自然资源的负面作用，这种负面作用为冲突风险创造了条件。这仰仗

于一批证据，说明依赖自然资源的倾向对贫穷政府的政策选择会产生

导向作用，主要是关于投资，对出口收入和进口重要消费品 （以影响

发展为代价）的过分依赖导致它们的经济易遭国际市场震荡的影

响。〔５〕因此，依赖资源可以成为一种导致出现弱国乃至失败国家的

因素，而且这种因素与发生暴力冲突的高风险有关。

环境探讨方法已证实了若干机制。由于这些机制，环境因素增加

了潜在的冲突风险。〔６〕其中，对诸如水等重要资源的争夺加剧，原

因是人口增长和饥荒等，后者是由可耕田和牧场退化、丢失或管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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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５〕

〔６〕

Ｄ．Ｃｏｌｌｉｅｒ和Ａ．Ｈｏｅｆｆｌｅｒ：“论内战的经济原因”，《牛津经济文献》，第５０卷，第

４期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

Ｍ．贝斯杜和Ｊ．莱：“资源祸根还是和平收益？石油财富和和石油依赖暴力冲突

的暧昧影响 “，《和平研究》季刊，第４６卷第６期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Ｐ．ＬｅＢｉｌｌｉｏｎ：“钻石

战争？冲突钻石和资源战争地志”，《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史册》，第９８卷，第２期 （２００８年

６月）。

Ｍ．汉弗莱斯 “自然资源，冲突与解决冲突：揭露机制”，《解决冲突》季刊，第

４９卷，第４期 （２００５年８月）。



善引起的。就从环境的角度看待冲突问题而言，当前对气候变化的思

考或许提供了一种最为全面的探讨方法。有一组相互关联性的看法受

到了广泛支持，那就是：气候变化引起资源稀缺；资源稀缺引起竞

争、不稳定和社会混乱；反过来，在脆弱的国家，竞争、不稳定和社

会混乱导致局势紧张，在有的情况下还会导致冲突。

资源稀缺问题，或者说至少是潜在的资源稀缺问题，居当代关于

资源与冲突关联思考第三个组成部分的核心：资源地缘政治。据此认

为，冲突风险增加的主要驱动力是对资源的史无前例的需求。究其原

因，主要是新的消费和生产大国，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对资源的需求

增加。与此同时，亚洲、欧洲和北美的现有工业化国家的资源消费水

平已经处在高位。可以看出，这两种原因加在一起说明，这些需求加

剧了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的全球性竞争。

在资源地缘政治文献中探索的有关国家间的紧张关系至少到目前

为止尚未涉及武装冲突。相反，政治和商业纠纷却被看作为国家之间

关系恶化的原因，具有潜在的安全后果。然而，强大地缘政治角色之

间围绕资源问题的竞争可以波及到第三国，从而造成不稳定和弱国的

出现，使它们更容易受到崛起武装团伙的伤害。

这些不同的方法说明，资源和冲突之间存在广泛联系，而这种联

系业已得到证实。然而，很少有专家断言，资源问题往往是 （如果有

的话）当代冲突的直接原因。相反，冲突的风险和现有冲突的动态受

多种相互作用的因素的影响，只有其中的一些因素与资源有关。因

此，在资源获取、定价和资源财产的可用性等方面的竞争最能被看作

为一种推动因素，往往是看作风险的倍增器。它在一个更大的因素基

体中助长、延长冲突，或相反，帮助结束冲突。

应对

资源对冲突和安全议程十分重要，此种意识的不断增强已经使政

府、民间和国际机构做出了快速反应。核心问题在于，市场机制在什

么地方，以什么方式来改善资源治理，来预防和管理冲突。据许多观

察家认为，全球化和新水平的资源需求为军阀、武装集团乃至国家行

为体非法出售资源增加了机会，从而激化了冲突。所以，最初的应对

之策是强化贸易法规，同时打压非法贸易，特别是敏感商品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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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全球资源竞争加剧，许多国家开始认识到，确保获取资源系

国家安全大事，而资源竞争又是潜在的冲突根源。结果，国家安全战

略越来越多地包含提及自然资源问题，安全部队在其未来冲突想定中

也已开始包含资源问题。〔７〕

另外，还有这样的指责，即投机者加剧了全球市场资源价格波

动，尤其是突然的大涨价，从而危及社会稳定并增加冲突风险。在优

惠获取资源方面，还有对保护主义的批评，可见人们对资源的关切。

例如，２０１０年底，中国因据称对稀土金属出口实施禁运而受到批

评。〔８〕此种行动提出了一些问题，就是资源稀缺问题能否在现有国

际自由贸易机构内，如世贸组织，得到有效处理？或者新的解决方法

是否需要？这就引起了有关在地区和国际层面资源合作治理作用的

辩论。

第三节　对冲突的经济探讨方法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有关当时正在发生的国家间冲突的结构性原

因和参战人员动机的研究，已经越来越多地探讨经济的作用。１９９８

年，有一本尚未完稿的书对当时有关内战的盛行的看法提供了另一种

观点。前者认为内战是简单的双边对抗，或者是无知的暴力冲突，动

因是民族矛盾，或宗教分歧，或其他怨恨。相反，此书认为，武装冲

突亦可创造 “新的利益和权力体制”。〔９〕这些看法主要是基于对冲突

成因的个案研究。其中：安哥拉、利比利亚和塞拉里昂的冲突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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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８〕

〔９〕

俄罗斯在２００９年通过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俄罗斯边界、北极和中东的能源资源竞

争视为军事冲突的潜在根源，并将能源确定为俄罗斯国家安全的中心问题。俄罗斯联邦政

府的 “至２０２０年的俄罗斯联邦的国家安全战略”，第５３７号总统令，２００９年５月１２日。网

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ｃｒｆ．ｇｏｖ．ｒｕ／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１／９９．ｈｔｍｌ〉。

Ｋ．Ｂｒａｄｓｈｅｒ：“中国稀土禁运之后，一个新的计算”，《纽约时报》，２０１０年１０月

２９日。

Ｄ．Ｋｅｅｎ：“内战暴力的经济功能” （牛津大学出版社：牛津，１９９８年），第１４

页。亦可参见Ｗ．Ｒｅｎｏ：“非洲的经济秘密，暴力和国家”，《国际事务杂志》第５３第２期

（２０００年３月）；《全球见证》：“关于１９９５年以来在柬埔寨非法伐木的报告”。网址：〈ｈｔ

ｔｐ：／／ｗｗｗ．ｇｌｏｂａｌｗｉｔｎｅｓｓ．ｏｒｇ／ｎｅｗｓａｎｄｒｅｐｏｒｔｓ〉。



金刚石；阿富汗和哥伦比亚的冲突是为了毒品；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冲

突是为了争夺各种矿产。

有人试图用统计分析法来解释流行的假设性内战经济议程。此举

表明，与怨恨相比，贪婪与冲突风险的关联要清晰得多。〔１０〕另外，

当国家对重要商品依赖程度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从零上升到２５％时，

冲突风险就稳步上升。超过该比例，冲突风险则下降。究其原因，作

者的设想是政府的财政得到了加
$

，所以有了遏止冲突风险的能

力。〔１１〕相信重要商品会增加冲突风险的渠道已被归纳如下：

一种渠道是，重要商品出口为反叛者在冲突中进行掠夺提供

机会，为此可以为叛乱的升级和持续能力提供财政支撑……第二

种渠道是，实际上，因为在冲突期间或冲突后有俘获财产的欲

望，叛乱有可能被诱发，而不是仅仅使冲突被认为是可行的。第

三种渠道是，资源丰富国家的政府有更加脱离群众的倾问，因为

他们不需要向群众征税，从而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产生鸿

沟，引起不满。〔１２〕

为冲突提供经费的重要资源

２０１０年，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省份的情况可能最能说明重要资

源收入被用来为冲突提供经费。解放卢旺达民主部队的核心由前卢旺

达陆军人员和帮派民兵组成，他们曾卷入１９９４年的卢旺达大屠杀，

从事资源贸易，掠夺他们基地周边地区的开矿人员和矿商。２００９年

和２０１０年，虽然解放卢旺达民主部队在由政府领导的一系列军事行

动中受到打击，被分割和驱散，但２０１０年位于遥远林区数量众多的

能赚
%

的备用阵地仍然掌握在他们手中。从这些阵地出发，他们向村

庄、城镇和矿区中心发动掠夺性攻击，而这些地方名义上受政府军控

制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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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１１〕

〔１２〕

Ｐ．科利尔和Ａ．赫夫勒：“内战中的贪婪和不满”，《牛津经济文献》，第５６卷，

第４期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

科利尔和赫夫勒：（同注释 〔１０〕），第３４页。

Ｐ．科利尔，Ａ．赫夫勒和Ｄ．Ｒｏｈｎｅｒ：“超越贪婪和不满：可行性与内战”，《牛

津经济文献》，第６１卷，第１期 （２００９年１月），第１３页。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东部地区形势表明，重要资源在为冲突提供经

费并使长期化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的复杂程度。与解放卢旺达民主部队

一样，许多政府军也一直在忙于干坏事。他们通过非法征税，敲诈勒

索保护费和制订投资计划等手段从矿区人民和矿产交易链中获取好

处，使他们从保护平民和瓦解解放卢旺达民主部队以及其他非国家暴

力行为体的任务中分心。为了得到经济好处，有些政府部队甚至开小

差，或者与解放卢旺达民主部队串通一气。２０１０年７月，解放卢旺

达民主部队和刚果民兵在瓦利卡莱地区和北基伍省实施集体强奸和掠

夺性攻击，成了国际头条新闻。许多村庄受到袭击后不再受到保护，

因为政府军部队指挥官把部署在那里的军队调到了附近的锡矿和金矿

区，以便进行非法收税和看守他们的投资。〔１３〕

为重要资源而冲突

可以掠夺的现成资源为武装部队进行掠夺提供了机会。同时，越

难开采的资源越可能通过前述第二和第三种渠道增加冲突风险。例

如，当乍得和赤道几内亚开始出口石油的时候，叛乱分子正试图通过

暴力手段夺取国家政权，以获取石油财富。在叛乱分子的试图前面，

乍得和赤道几内亚显得特别脆弱。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巩固的石

油收入看起来加强了这两个政府的军事安全。除了石油，争取获得非

法贩毒看起来与因争夺政府权力而发生的冲突密切相关。２００８年在

西非的几内亚和毛里塔尼亚以及２０１０年在几内亚比绍和尼日尔发生

了轰动一时的一系列军事政变。据说，发生这些军事政变的原因是不

同派别的犯罪团伙争夺拉美、西非和欧洲之间的日趋活跃的毒品交易

控制权。〔１４〕

重要资源与政府

要描述重要商品会增加冲突风险的第三种渠道的影响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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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１４〕

联合国安理会：专家组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最后报告，第Ｓ／２０１０／５９６号，第

５４页，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９日。

Ｊ．Ｃｏｋａｙｎｅ和Ｐ．Ｗｉｌｌｉａｍｓ：“无形潮流：迈向处理通过西非贩运毒品的国际战略

（国际和平研究所：纽约，２００９年１０月）。



通常表现为能够直接获取资源财富的政府缺乏问责制，从而促成虚弱

的，甚至是失败的国家。但是，尼日利亚可以作为一个例子。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由于腐败，收入分配不公和开?石油引起污染，尼日尔

河三角洲地区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但国家和石油公司未能对出现的

不满做出成功应对，从而导致武装叛乱集团的出现，其中最重要的有

尼日尔河三角洲解放运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叛乱集团的要员开始卷

入犯罪活动，包括在输油管上开孔偷油，绑架石油工人以索取赎金和

从事毒品交易，而收了钱的高级政府官员与政客，执法官员，甚至石

油工业的员工对此视而不见。〔１５〕

石油走私贩子也向地方社区交钱，以获准自由通行。尽管这些活

动和酬金属于犯罪性质，但地方社区的此种支持已被视为是对自身长

期恶化的经济形势不满的表露，因为这是一个拥有巨大石油财富的地

区。即使尼日尔河三角洲解放运动将自身的形象描述为当今的罗宾

汉，但人们对此并非十分当真。〔１６〕在尼日利亚，串通犯罪以一种抗

议的形式出现说明，在武装冲突的驱动力中，贪婪和不满是不容易被

分离出去的。

近几年来，不满与低水平冲突在资源区周围有所发展，在加剧广

泛的不稳定和暴力方面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于是，有人提出了处理这

个问题的重要倡议。值得关注的有２０００年提出的关于安全与人权的

志愿原则。〔１７〕联合国环境计划署也与驻美国的环境法研究所和东京

大学合作，提出了可以通过资源管理加强冲突后重建和平的途径。〔１８〕

冲突与犯罪；反叛与国家

上述案例说明，资源收入是怎样、何时变得随时可用。武装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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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Ｊ．Ｂ．Ａｓｕｎｉ：“在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的血腥石油”，美国和平研究所 （ＵＳＩＰ）

的特别报告第２２９号 （ＵＳＩＰ：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２００９年８月）。

Ｗ．Ｃｏｎｎｏｒｓ：“收你汽油税的尼日利亚叛乱者”，《时代》杂志，２００８年５月２８

日。

美国国务院、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民间社会组织 （民间组织）和工业界提

出的 “安全和人权自愿原则”。它们的目的是公司在采掘业安全安排中确保尊重人权和基本

自由。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ｒｇ／〉。

参见 “通过自然资源管理项目加强冲突后的和平建设”，网址：〈ｈｔｔｐ：／／

ｗｗｗ．ｅｌｉ．ｏｒｇ／Ｐｒｏｇｒａｍ＿Ａｒｅａｓ／ＰＣＮＲＭ／〉。



是怎样、何时容易变异成犯罪组织。这些犯罪组织埋藏到了政治结构

中，反过来，统治集团的精英和安全部队为了分得一杯
&

而默许犯罪

活动。〔１９〕犯罪组织的政治埋藏完全可以最终导致出现这样一种局势，

即国家本身变成了敌对的有组织犯罪集团竞争的场所，如同最近在西

非发生的与毒品交易有关的政变那样。〔２０〕还有一种不同的模式是，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正规军的犯罪分子在多种场合设立了相应的机构，

以对当地矿资源区进行控制。

结果，在若干受冲突影响、资源丰富的国家，冲突与犯罪之间的

界线以及反叛者与国家之间对资源掠夺的界线似乎正在变得难以分清

楚。在一些非洲国家，国家犯罪化在政治上而且延伸到经济上已经是

一种常态性特征。国家犯罪化是指出现了国家的功能和机构主要用于

营私和犯罪目的的局面。〔２１〕一些亚洲国家，尤其是阿富汗、吉尔吉

斯斯坦和缅甸，也有沿着此路走下去的危险。

应对与重要资源相关的冲突风险

贸易与透明计划

在过去几十年，对与重要资源贸易有关的冲突风险有了广泛共

识，致使联合国大大增加了商品制裁措施和若干种资源交易与透明度

倡议。制裁措施是指禁止第三国进口受特定冲突方控制的重要资源。

在若干种资源交易与透明度倡议中，最重要的是金伯利进程证书制度

及石油、天然气和采矿等领域的采掘业透明度倡议。前者旨在打击所

谓的冲突金刚石交易。〔２２〕

贸易与透明度倡议有多种形式，其目标都是为了切断资源交易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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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Ｊ．Ｃｏｃｋａｙｎｅ： 《犯罪，腐败和暴力经济》，Ｍ．Ｂｅｒｄａｌ和Ａ．Ｗｅｎｎｍａｎｎ主编的：

《结束战争，巩固和平：经济展望》（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出版社：纽约，２０１０年），第１９０页。

Ｃｏｃｋａｙｎｅ：（同注释 〔１９〕），第１９０页。

ＪＦ．Ｂａｙａｒｔ，Ｓ．Ｅｌｌｉｓ和Ｂ．Ｈｉｂｏｕ：“非洲国家的犯罪化”（詹姆斯Ｃｕｒｒｅｙ：牛津，

１９９８年）。

金伯利进程是一个政府、行业和民间社会组织的联合倡议，旨在阻止 “反叛运

动用来资助反对合法政府战争的毛坯钻石贸易”。它包括一个严格的 “无冲突”钻石认证计

划。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ｋｉｍｂｅｒｌｅｙｐｒｏｃｅｓｓ．ｃｏｍ／〉。“采掘行业透明度行动计划”也是一

个政府、行业和民间组织的联合倡议，旨在通过提高石油、天然气、采矿等行业的透明度

和问责制加强资源治理。网址：〈ｈｔｔｐ：／／ｅｉｔｉ．ｏｒｇ／〉。



冲突、违反人权和国家治理无方等方面的联系。贸易倡议的目的在于

权利合法，无冲突生产以及有计划贸易，如通过开具重要矿物来源证

明和志愿抵止无证矿物等。在诸如采掘业透明度倡议等倡议方面，政

府和企业界同意公布所有给政府的资金以及资源收入，以改善问

责制。

此类倡议面临许多挑战。在生产国，由于机构能力不足，往往难

以建立供应链担保和透明收入机制。不少国家，包括有些最不稳定的

国家，就是难以达到最低资源有效治理水平，从而使它们无法参与此

类倡议。另外，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他一些地方，国家高级人员合

伙给暴力资源拨款并谋取非法利益。他们自然要反对任何会减少他们

赢利或暴露他们行为的举措。

生产国对那些有可能限制它们出口能力的计划或许也不热情，

特别是在国际价格走高的时候。消费国存在一种危险，就是政府与

企业界会试图让它们自己供应链的安全凌驾于有关生产国治理质量

和矿物来源的道德考虑之上，使获得强大系统支持变得越来越

困难。

在消费国，有些道德贸易倡议也有恶化生产国局势的风险。突出

的有，美国于２０１０年７月通过了一项法规，目的是想通过施加严格

的进口矿物无冲突的认证规则停止从刚果民主共和国进口冲突矿物的

贸易。〔２３〕

这种模式完全有可能被欧盟仿效，成了事实上的对东刚果生产的

矿物实施禁运。看起来，美国公司不可能提供必要的无冲进口矿物来

源的证明文件，主要原因是刚果资源管理机构的行政能力低下。〔２４〕

这将会剥夺刚果政府的财政收入并使其在个体采矿社区业已糟糕的经

济条件进一步恶化。

与此同时，国际上和地方上对腐败十分关注，从而为努力加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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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２４〕

多德 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也称为刚果冲突矿产法），系美

国公法１１１—２０３，于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１日获得同意。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ｐｏ．ｇｏｖ／ｆｄｓｙｓ／

ｐｋｇ／ＰＬＡＷ—１１１ｐｕｂｌ２０３／ｃｏｎｔｅｎｔｄｅｔａｉｌ．ｈｔｍｌ〉，第１５０２节。

Ｒ．ｄｅＫｏｎｉｎｇ：“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冲突矿产：瞄准贸易和安全干预”，《斯德

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政策文件》第２７号，（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斯德哥尔摩，

２０１１年６月）。



资源收入问责制提供了强有力基础。从中、长期看，资源丰富国家统

治精英的自治能力有可能会因此受到财政方面的严重限制。同时，还

有可能采取其他措施。２０１０年１２月，在没有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实施

商品制裁的情况下，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一项决议，针对刚果民主共

和国矿物产品的加工业和消费者批准了一系列应注意的方针。当联合

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制裁委员会决定是否对指定的个人或商业实体因为

支持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非法武装集团作为实施制裁的对象 （冻结资

产和禁上旅行）时，就得考虑未能遵循这些方针的情况。〔２５〕

打击犯罪网络

在脆弱国家的国际有组织犯罪问题上，欧盟、联合国和国际刑警

组织在过去几年都显示出十分警觉。２０００年批准的 “联合国打击跨

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使得处理这个问题更加方便。〔２６〕２００９年７月，

联合国提出了西非海岸倡议。该倡议将重要的联合国和地区机构以及

国际刑警组织整合在一起，以协调打击西非有组织犯罪和贩毒的

努力。〔２７〕

于２００６年提出的国际刑警组织亚洲有组织犯罪项目进一步证明，

打击围绕贩毒有组织犯罪的地区性协调已有所加
$

。〔２８〕

关键问题是，怎样处理后冲突时期附属于冲突各方的犯罪网络。

在后冲突国家建筑物中恩赐一块地盘给这样的网络及它们的政治代表

可能是灾难性的，因为这样做是在奖励暴力，从而会引起新一轮暴力

活动，参与者会是那些感到在新的政治和军事安排中不被接纳的

人。〔２９〕然而，有些人争辩说，犯罪———政治网络可以使用的通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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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联合国安理会第１９５２号决议，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９日。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１２日开放供签署，２００３年９

月２９日生放，联合国 《条约汇编》，第２２２５卷。第２０９页。

联合国驻西非办事处： “西非海岸倡议”，网址：〈ｈｔｔｐ：／／ｕｎｏｗａ．ｕｎ ｍｉｓ

ｓｉｏｎｓ．ｏｒｇ／Ｄｅｆａｕｌｔ．ａｓｐｘ的？ｔａｂｉｄ＝８４１〉。

国际刑警组织：“国际刑警组织打击亚洲有组织犯罪的新平台新加坡会议的焦

点”，《媒体新闻稿》，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３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ｉｎｔ／Ｐｕｂｌｉｃ／ＩＣＰＯ／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ＰＲ２００８／ＰＲ２００８０２．ａｓｐ〉。

Ｄ．Ｍ．Ｔｕｌｌ和Ａ．Ｍｅｈｌｅｒ：“分享权力的隐性成本：在非洲重新产生叛乱暴力”，

《非洲事务》，第１０４卷，第４１６期 （２００５年７月）。



律措施有可能为后冲突国家建设提供机会。〔３０〕虽然个案证据有可能

证实存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但可以有把握地说，如果受经济动机驱使

的暴力者的施暴能力与刺激因素得不到实质性的削弱，接纳与融合他

们无助于持久和平。

国际贸易干预和警务机制正面临着从未有过的全球化重要资源

合法与非法的贸易。控制跨国贸易的犯罪与叛乱网络频繁出现并扎

根于贫穷、受冲突影响或脆弱的后冲突国家。〔３１〕因此，需要平衡、

综合的做法对它们实施有效打击。有的资源贸易可以激化冲突并吸

引犯罪，但同时有可为当地社区提供民生和得以发展经济。使非正

式的资源贸易正式化并使经济活动多元化可以改善地方与国家层面

上的经济条件，也能减少对非法收益的渴求、贩毒、犯罪和

腐败。〔３２〕

第四节　对冲突的环境探讨方法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越来越多的人们意识到环境因素对社会稳定

和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显然是国际智库 “罗马俱乐部”〔３３〕的

研究成果———为以后研究环境因素与冲突危险之间可能存在的关

联性奠定了基础。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第二代研究课题最

初主要集中在人口增长、流行疾病、饥荒和环境变化对武装冲突

４５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Ｗ．Ｒｅｎｏ：“理解西非背景下的犯罪”， 《国际维和行动》，第１６卷，第１期

（２００９年）。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ＵＮＯＤＣ）：“犯罪全球化：跨国有组织犯罪威胁

评估”（禁毒办：维也纳，２０１０年），第２—３页。

Ｃｏｃｋａｙｎｅ：（同注释 〔１９〕）。

《对增长的限制》，是受 “罗马俱乐部”委托完成的一部影响深远的著作，它向

支撑自由经济派理论的关键假设直接发出挑战，尤其是提出了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将限制未

来发展的观点，并对现行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提出质疑。德内拉·梅多斯等著，

《对增长的限制：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项目的报告》，第二版 （宇宙图书出版社：纽约，

１９７２年）。



的影响。〔３４〕第三代研究工作则力求更准确地弄清楚环境因素与不

断增长的冲突危险之间的联系，但这项工作很大程度集中在研究对

人类安全和冲突有影响的气候变化因素。

气候变化与冲突危险

２１世纪初期，关于气候变化在冲突危险中的作用的研究明显

增多———特别是由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工作引发

了国际社会对气候问题的关注。尽管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本

身从未重点研究过气候变化和冲突之间的联系问题，但它有关气候

变化可能产生哪些影响的结论已成为研究气候变化与安全和冲突问

题的关联性的基础。〔３５〕重点关注那些看来特别易受气候变化影响

的地区：北极、非洲、小型岛屿以及亚洲和非洲人口密集的沿海大

型三角洲地带。

无论是从国家还是国际的层面上看，气候变化及有关资源问题已

被认为潜在的安全危险因素。〔３６〕２００３年，提供给美国国防部的一份

报告描述了未来受剧烈气候变化影响，国家间战事不断、社会动荡不

安的场景。〔３７〕２００７年，在当月轮值主席国英国的推动下，联合国安

理会召开了历时一天的会议，就气候变化对安全的影响展开辩论，这

也为以后开展长时间、高级别的讨论奠定了基础。〔３８〕同样在２００７

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指出，“我们环境的变化和造成的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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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见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安全研究中心环境和冲突项目小组１９９２年至１９９５年撰

写的不定期论文集。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ｓｎ．ｅｔｈｚ．ｃｈ／ｉｓｎ／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ｙ／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ｔａｉｌ／？ｉｄ＝２３５＆ｌｎｇ＝ｅｎ〉；Ｔ．Ｆ．霍默 迪克森，“站在门槛上：环境变化引发尖锐冲突”，

《国际安全》第１６卷第２期 （１９９１年秋天）；Ｎ．迈尔斯，“将环境与安全联系起来”，《原

子科学家公报》第４３卷第５期 （１９８７年６月）。

见Ｒ．努尔达斯和Ｐ．格莱迪奇，《政治地理》，关于气候变化与冲突的特刊第

２６卷第６期 （２００７年８月）。

见Ｊ．Ｗ．巴斯比，“气候变化和国家安全：行动议程”，理事会特别报告３２ （外

交关系理事会，纽约，２００７年１１月）。

Ｐ．施瓦茨和Ｄ．兰德尔， “一幅气候突变的场景及其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ｂｎ．ｃｏｍ／ｃｏｎｓｕｌｔｉｎｇ／ａｒｔｉｃｌｅ＿ｄｅｔａｉｌｓ．ｐｈｐ？ｉｄ＝５３〉。

联合国，“大会，表示深为关切，请联合固主要部门加紧努力应对气候变化带来

的安全影响”，新闻稿ＧＡ／１０８３０，２００９年６月３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Ｎｅｗｓ／

Ｐｒｅｓｓ／ｄｏｃｓ／２００９／ｇａｌ０８３０．ｄｏｃ．ｈｔｍ〉。



从干旱到被淹没的沿海地区再到耕地的消失———都有可能成为引发战

争和冲突的重要动因”。〔３９〕

２００９年９月，联合国发布了一份报告，明确指出环境变化可以

从五个方面对国际安全产生影响：造成脆弱性，比如威胁到粮食安

全；减缓或逆转发展进程；提升因资源和移民问题发生国内冲突的危

险性；增加因领土消失而成为无国籍人口的数量；对共有或未划界自

然资源的国际合作产生负面影响。〔４０〕

２００８年，欧盟就环境变化带来的安全危险这一问题作出了自己

的评估。〔４１〕报告同时提出了因为资源问题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以及与

气候变化有关的冲突危险。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也着力加深对冲突危险和气候变化之间相互关

系的理解认识。〔４２〕２００７年，它重点结合苏丹问题编写了研究报告，

是首批对该潜在关联性作出全面分析的报告之一。报告称：

在苏丹，冲突和环境之间的联系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该国

冲突由来已久，已对其环境造成了重大的影响。……另一方面，

环境问题已成为并将继续成为冲突发生的重要成因。对油气资

源、尼罗河水资源、木材以及农业用地土地使用权的竞争，是挑

起苏丹冲突常年不断的重要原因。〔４３〕

迄今，在研究环境变化和冲突危险之间的联系时，出现的主要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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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潘基文，联合国秘书长，在联合国国际学校上的讲话—联合国关于 “全球警告：

面对危机”的会议，２００７年３月１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ａｐｐｓ／ｎｅｗｓ／ｉｎｆｏｃｕｓ／

ｓｇｓｐｅｅｃｈｅｓ／ｓｅａｒｃｈ＿ｆｕｌｌ．ａｓｐ？ｓｔａｔＩＤ＝７０〉。

联合国，大会，“气候变化和它可能对安全带来的影响”，秘书长报告，Ａ／６４／

３５０，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１日。

高级代表和欧盟委员会， “气候变化和国际安全”，呈欧洲理事会的报告，第

Ｓ１１３／０８号，２００８年３月１４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ｏｎｓｉｌｉｕｍ．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ｕｅｄｏｃｓ／ｃｍｓ＿

ｄａｔａ／ｄｏｃｓ／ｐｒｅｓｓｄａｔａ／ｅｎ／ｒｅｐｏｒｔｓ／９９３８７．ｐｄｆ〉。

见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解环境、冲突和合作”（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早期预

警和评估局：内罗毕，２００４年）。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苏丹：后冲突环境评估”，综合报告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内罗毕，２００７年），第８页。另见和平大学， “环境恶化引发达尔富尔冲突”，喀土穆，

２００４年，会议报告 （和平大学：亚的斯亚贝巴，２００６年）。



题是资源紧缺，具有一些明显特征。长期来看，主要因气候变化引起

的环境恶化问题有可能激化人们对淡水资源或肥沃土地的竞争，从而

有可能导致暴力。洪水、泥石流、干旱、饥荒以及因气候变化而产生

或恶化的其他灾害，可能直接导致对经济的冲击，比如就业机会骤减

会削弱国家力量而促使武装集团的出现。〔４４〕或者，受气候变化影响

而出现的物质匮乏、社会不稳定和暴力活动有可能催生大规模无人管

理的人口移动，这会为接收国带来潜在的安全影响。

然而，环境预测这个领域正处在发展中，对气候变化产生的影响

的预估也处在初步阶段。一些作者担忧，用于分析气候变化以及其他

环境现象所产生的社会和政治影响的方法常常过于简单化，从而导致

了 “激烈的新马尔萨斯主义现象”的出现。〔４５〕的确，大多数气候变

化与发生冲突的机率或激烈程度的增长并无直接因果联系。〔４６〕而所

谓的气候难民问题则最好说明对于气候变化如何加剧冲突危险有着截

然不同的观点。

气候难民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很多人都注意到，受气候变化影响，有

些人失去了至关重要的生活资源，特别是耕地、森林和淡水资源，他

们因此被迫开始大规模迁移，给安全方面造成了影响。一位专家对此

的预测广受引用，“有多达２亿人口遭受雨季和其他强降雨、前所未

有和旷日持久的严重干旱、海平面上升和沿海洪涝等袭击”。〔４７〕富有

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内部，则定期发出警报说，它们将不得不应对

从贫穷国家涌来的一波波的难民潮。

“气候难民”这一用语隐含的意思是，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移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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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产生、没有计划性的，并且受影响的人群需要得到紧急救援，就

像那些因政治暴力而流离失所的人 （气候移民在法律上还不能被认为

是难民）。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的流动已被证实对所移至地区带来

了紧张和压力，并促使冲突扩散。而且，武装集团利用难民和国内流

离失所者所在营地作为其袭击邻国的基地。〔４８〕因此有人预测，由于

气候变化而产生的大量人口迁移有可能对现有的和新起的几场冲突产

生重大的负面影响。

然而，这一观点受到了挑战。尽管很少有专家否认一定数量的与

气候变化有关的的被迫移民是不可避免的，但很难预测其突发性和无

计划性的程度。许多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土地退化现象是渐变的，或许

在现有农村流动人口基础上仅增加了一点数量。而且，脆弱性、适应

性和贫困都会影响受灾人口是否以及如何迁移。〔４９〕同样，人口迁移

和冲突之间的关系也尚不明朗，与气候变化有关的迁移甚至有可能导

致增加合作。在缺少有效缓解气候变化移民措施的情况下，通过采取

国家规划和战略调整的方法建立适应能力，对减少迁移流动和与之相

关的冲突危险大有好处。

适应环境变化

相对发达国家而言，贫困的社会和脆弱的国家更易受气候变化

的消极影响，主要归咎于其薄弱的体制。这促使人们呼吁制定措施

以提高适应能力，特别是生活上的适应能力，并将其作为针对最易

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人口的一种冲突预防和管理战略。〔５０〕生活适应

能力包括发展技术干预能力以改进农作方法和水资源管理等，以及

丰富生活技能手段从而降低脆弱性，提高受灾害威胁社区的适应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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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国家，适应性也以一种高度政治化进程的形式出现，因为

较贫穷的社会阶层要求正式承认和澄清他们获得土地、水、森林资源

的权利。〔５１〕政府是否有能力满足这些要求并和平调解他们之间的不

同权利主张，对于提供稀缺的可再生资源的安全获取以使人们不必进

行大规模迁移也可应对环境变化是至关重要的。

全球环境基金和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旨在提高适应性

的国际机制，有可能面对越来越多的挑战来确保用于兴建缓解工程和

提高国家适应性的资金，不会促成以牺牲先前用户利益为代价的资源

占用现象的发生。鉴此，有人提出，获得国际适应基金应以资源管理

政策改革为条件，以提高民生适应能力、预防冲突以及弱势人群的边

缘化。〔５２〕

资源和外交

人们常说，在环境问题上开展国际合作可成为国家间增进外交关

系的一个工具。在这方面，经常提到的是跨界水资源管理和自然保护

问题。然而，明显起到有助于增进外交关系作用的主动行动的例子是

凤毛麟角，而导致恶化的潜力却很大，特别是气候变化很有可能加剧

对水资源的竞争。２０１０年最值得注意的事件是，继尼罗河流域有关

国家欲制定新协议取代１９２９年至１９５９年形成的原协议失败后，“尼

罗河流域倡议”破裂的可能性越来越大。〔５３〕实际上，迄今为止，跨

界环境合作通常是和平的产物而非和平的驱动力。不管怎样，它有助

于巩固睦邻友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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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资源地缘政治探讨方法

新能源消耗大国和生产大国的崛起加重了人们对争夺有限自然资

源获取权如何影响国际关系的忧虑。〔５４〕有些作者认为，由于全球化

和有可能引发 “资源战争”的对石油、天然气以及其他矿物质和水的

竞争不断加剧，世界秩序正在进行根本性重组。〔５５〕那些坚持认为存

在新资源地缘政治的人预见的一个世界是：确保获取重要资源成为国

家军队的主要目标，对资源获取权的竞争导致出现普遍的不稳定局

面，特别在那些与长期存在的领土和宗教纠纷相交织的地区。

资源地缘政治探讨方法与传统左派观点不同。传统左派观点力求

从新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利益引发军事行动的角度，解释西方国家，

特别是美国针对资源丰富的关键地区、主要是中东地区采取的政策。

与此相反，资源地缘政治探讨方法认为冲突来源于崛起中的全球大国

和原工业大国之间针对日益稀缺的资源的竞争。〔５６〕因此，冲突是由

于多极化世界的出现，而非西方努力征服全球南方的产物。

资源地缘政治探讨方法与资源—冲突关联性的环境探讨方法有重

合之处，主要体现在他们都认为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北极冰盖融化

有可能因为获取该地区预测有丰富的油气资源储量而引发冲突。〔５７〕

非洲被认为是另一个关键地区，那里的资源地缘政治有可能引发暴

力。全球大国对获取该地区资源的角逐愈演愈烈，可能引发它们之间

更多的冲突事件。

不过，资源地缘政治探讨方法的重点是能源问题，特别是油气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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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期以来，油气消费国和生产国之间的关系已

在发展中得到重新界定。１９７３年，石油生产国通过石油输出国组织

进行协调，采取石油禁运行动，引发了一场石油危机，显示出石油生

产国日益增长的市场能量。

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许多生产国采取国有化政策，造成像分

布在利比亚、沙特阿拉伯和委内瑞拉的世界主要油气储备，都受控于

国有能源公司而不是有西方支持的跨国公司。因此，消费国担忧在油

气的获取和定价方面，政治因素可能多于市场因素。新石油消费大

国———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为油气资源带来更大压力，促使石油价格冲

向历史新高，在２００８年７月达到超过１４７美元／桶。这些事态发展，

伴随着对世界已达到或濒临石油产量峰值和油气储备或许最早在

２０５０年就将消耗殆尽的担心，对工业化国家能否确保能源供给提出

了疑问。〔５８〕面对这些挑战，许多国家和国际安全组织已寻求制定相

关政策，以确保能源安全。

一些能源消费国和生产国之间紧张的关系，引发人们预测与能

源有关的冲突，甚至可能爆发能源战争。〔５９〕欧亚大陆油气资源的获

取问题是这场讨论的中心，尤其是天然气。〔６０〕例如，近年来爆发了

一系列双边争端，导致２００６年１月和２００８年１月切断对中欧和东

南欧消费国的天然气供应。在很多分析家看来，这些事态发展表明

欧洲安全受到欧亚大陆现有能源关系的威胁，特别是与俄罗斯的

关系。〔６１〕

声称有必要发展市场准入的替代路径，俄罗斯宣布计划修建两个

大型天然气管道———穿越波罗的海的 “北溪”管道和穿越黑海的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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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管道———将绕过位于中欧的过境国，特别是乌克兰。与此同时，

欧盟为摆脱当前对俄罗斯的高度依赖，努力使天然气供应渠道多样

化，主要是修建旨在开辟新油气供应来源和输送渠道的 “南部走

廊”。〔６２〕“管道地缘政治”得以发展，并对已沦为武装冲突地区，特

别是对南高加索安全产生影响。〔６３〕

一门复杂的欧亚大陆资源地缘政治学说就这样在争议中形成

了，其中包括为获取里海地区天然气储备，中国、欧盟、伊朗、俄

罗斯、土耳其和美国之间的相互竞争。也有人担心，有些国家出于

政治和安全目的操控能源获取途径和供应来源。许多人认为，特别

是俄罗斯，正在利用自身丰富的能源推进其政治和外交目的，包括

控制邻国。〔６４〕

现今，能源成为众多国家安全政策和对外关系中的一个明确元

素。然而，即使一些冲突的发生被认为与能源有关，比如美国

２００３年入侵伊拉克以及俄罗斯１９９４年开始对车臣采取军事干涉，

资源地缘政治也尚不是引发武装冲突唯一甚至是首要的原因。〔６５〕

实际上，有些观察者提出，主要能源消费国在避免油气或其他大宗商

品市场不稳定和价格冲击问题上是有其利益所在的。〔６６〕关于北极自

然资源的获取问题，除了最初的好战言论和挑衅性动作———比如

２００７年俄罗斯科考队在北冰洋海底插上俄国旗———国际上已明确

显示了愿意展开和平形式的竞争，甚至在国际法，包括 《联合国海

２６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６２〕

〔６３〕

〔６４〕

〔６５〕

〔６６〕

南部走廊是欧盟支持的一项倡议，强调进行能源网络建设———主要是天然气管

道———在里海地区、中亚、中东等生产中心与欧盟市场之间建立联系。

一些观察家和专家认识到，欧盟与俄罗斯因能源问题而出现地缘政治竞争，这

是促使２００８年俄罗斯在格鲁吉亚南奥塞梯地区进行军事干预的一个因素。路透社，“波兰

将格鲁吉亚战争与能源联系起来”，《莫斯科时报》，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５日；“格鲁吉亚冲突被

视为威胁欧盟能源供应”，《石油和能源趋势》第３３卷第９期，２００８年９月。

巴兰 （同注释 〔６１〕）。

见Ｙ．赛义德，“在车臣的贪婪和不满”，编辑者卡尔多、卡尔和赛义德 （同注释

〔５９〕）。

Ｉ．德索伊萨，Ｅ．加尔茨克和Ｔ．Ｇ．利，“鲜血、石油和战略：关于石油与国家

间争端的关系”，２００９年２月２０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ｖｔ．ｎｔｎｕ．ｎｏ／ｉｓｓ／Ｉｎｄｒａ．ｄｅ．

Ｓｏｙｓａ／ＰＯＬ２００３Ｈ０５／ｏｉｌａｎｄｗａｒ＿０２２３２００９．ｐｄｆ〉。



洋法公约》基础上进行合作。〔６７〕也可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发展新形式

的区域合作管理模式。〔６８〕政府间的北极理事会可以成为处理复杂资

源问题的典范。〔６９〕

同样，日益上涨的对非洲资源的国际需求也不一定就会增加冲突

风险。中国对非洲资源的兴趣不断增长，但同时中国也在非洲大陆进

行投资，促进了非洲的发展，并帮助非洲国家克服一部分可能引起冲

突的社会经济先决因素。有些人称，中国越来越对在非洲建立冲突防

御和管理机制感兴趣，并努力通过外交途径，推动解决非洲大陆上一

些历时最长、最激烈的冲突。〔７０〕

尽管如此，中国致力于资源合作管理的做法在２０１０年受到质疑。

据报道，同年１０月，中国故意中止向日本———继而欧盟和美国———

出口对一系列高端产品的生产至关重要的稀土金属。分析家推测，该

中止行动是对与进口国家各种无关纠纷的回应。〔７１〕尽管中国否认该

报道，但这一事件掀起了世界范围对资源民族主义的兴起和采用非市

场方法确保资源特许获取问题的讨论。

第六节　结语：资源合作管理

面临的挑战　　　　

２０１１年初，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创历史新高，恢复了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３６★ 第二章　资源与武装冲突 ★

〔６７〕

〔６８〕

〔６９〕

〔７０〕

〔７１〕

见Ｏ．Ｒ．扬，“北极的未来：布满冲突还是和平地带”，《国际事务》，第８７卷第

１期 （２０１１年１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于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１０日开放签字，１９９４年１１月

１６日正式生效，《联合国条约集》，第１８３３卷。

北极治理项目，“变革时代下的北极治理：关键问题、管治原则、前进的道路”，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４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ｒｃｔｉｃ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ｏｒｇ／ａｇｐｒｅｐｏｒｔａｎｄａｃｔｉｏｎａｇｅｎ

ｄａ．１５６７８４．ｅｎ．ｈｔｍｌ〉。

北极理事会是１９９６年９月１９日在加拿大渥太华签订的成立北极理事会宣言中

产生的。北极理事会成员包括加拿大、丹麦、芬兰、冰岛、挪威、俄罗斯、瑞典、美国和

６个北极土著人组织。其主要职能是促进各成员国在有关北极共同的问题上加强合作、协

调和互动。

更安全世界协会，《中国在非洲和平与安全中不断增长的作用》（更安全世界协

会：伦敦，２０１１年１月）。

Ｋ．布拉德舍，“中国据称扩大矿物质禁运”，《纽约时报》，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９日。



年全球衰退前的上升势头，凸显出全球资源市场的波动，包括价格上

涨的风险。尽管这一问题在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安全影响表现得最为明

显，与粮食价格有关的骚乱激起了一波反对长期专制政权的起义浪

潮，但资源价格波动在许多国家也加剧了紧张局势，确实有理由引起

广泛关注。在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资源、不稳定和冲突之间存在紧密联

系的背景下，资源的价格、稀缺和获取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新的不确

定性，引发人们对安全概念的重新思考。

通过全球和区域安全机构，国际社会已开始着手应对与资源有关

的各种挑战。联合国安理会在解决资源流动不稳定问题上起着主导作

用。自１９９０年起，它对十几个国家实行过部分或全部商品制裁，而

在冷战时期只有两次这么做过。

气候变化和粮食不安全问题对安全的影响在国际论坛上广为讨

论，并逐步纳入欧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联合国的战略。例如，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９日通过的北约新战略概念指出：“制约环境和资源的

关键因素，包括卫生风险、气候变化、水资源匮乏和日益增长的能源

需求，将进一步塑造北约所关注地区未来的安全环境，并有可能对北

约规划和作战产生重大影响。”〔７２〕

欧盟内部一直有人呼吁制订政策应对越来越大的自然资源需求压

力。〔７３〕２０１０年，欧盟进行了一项关于原材料和商品市场的研究，

以能更好地认清其在该领域面临的挑战，并制订出可在不触发冲突

的情况下确保获得关键矿物质的政策。欧盟在其新出台的关于原材

料的战略中，承诺处理好如 “血矿”这样的资源和冲突关系问题。

该承诺显示了欧盟正为寻求全面解决办法而努力，但特别在各国为

确保获取有价值稀缺资源而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如何使欧盟

的贸易和发展政策优先与欧盟和生产国之间的关系这两者一致起

４６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７２〕

〔７３〕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北约），“积极参与和现代防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

的国防和安全战略概念”，里斯本，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９日，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ａｔｏ．ｉｎｔ／

ｌｉｓｂｏｎ２０１０／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ｃｏｎｃｅｐｔ２０１０ｅｎｇ．ｐｄｆ〉，第１５段。

见例：欧洲议会于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７日通过一项旨在控制粮食价格上涨的决议，

Ｐ７＿ＴＡ—ＰＲＯＶ （２０１１）００７１。



来，仍需拭目以待。〔７４〕

应对大量与资源有关的多元安全挑战的经验表明，务实的应对

措施是最有效的，如果这些措施建立在合作的基础上，比如把消费

者和生产者、富有国和贫困国、工业、政府、发展部门、执法机构

以及民间社会都结合起来的合作。然而，这样的合作总是不得不需

要战胜巨大的挑战，尤其是涉及犯罪网络等在内的有关各方利己谋

私行为和机构能力有限等问题。这些在社区、国家以及国际层面上

都有所体现。

一个已取得一些成效的方法是建立在制定更全面的资源管理框架

和提供方法手段更有效处理资源稀缺和竞争问题、平衡资源获取需

求、社会公正和环境保护之间关系以解决冲突的基础上。这样的例子

包括一些当地和中级资源管理方式，通常集中在某些特定领域———如

《采掘业透明度行动计划》，或某一地理区域———比如与刚果民主共和

国有关的一些倡议。

然而，强大的新经济主体的崛起和满足需求增长的全球有活力的

自然资源市场的出现，意味着用这些方法来应对影响自然资源的各方

面因素将变得越来越艰难。这合乎逻辑地需要建立各成员国广泛参与

的资源管理框架，并确保在他们内部解决冲突问题。

有关探讨应对这类问题的论坛至今的成就记录还是一般。自２０

世纪６０年代初起，许多主要能源生产国家通过石油输出国组织欧

佩克运作，而消费国则从１９７４年起由的国际能源署组织在一起。

为努力找到一种减少石油价格波动的合作方式并吸纳一些像俄罗斯

这样的非欧佩克石油生产国和像中国、印度这样非国际能源署成员

的新消费大国参加，一个生产国———消费国对话机制———国际能源

论坛于１９９１年应运而生。尽管近些年通过国际能源论坛开展的对

话得到加强，但应对能源领域遇到的挑战所取得的成效目前看不甚

明显。

在能源领域的实践经验表明，建立全球资源管理体制将是一个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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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 “欧盟发誓解决原材料计划中的 ‘血矿’问题”，欧洲动态网站，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５

日，网 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ｕｒａｃｔｉｖ．ｃｏｍ／ｅｎ／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ｅｕｖｏｗｓｔａｃｋｌｅｂｌｏｏｄｍｉｎｅｒａｌｓ

ｐｌａｎｎｅｗｓ５０１１１７〉。



慢而艰难的过程。然而，近年为管理全球秩序中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

平衡而形成的新体制可能会有所帮助。二十国集团 （Ｇ２０）就是这样

的体制之一，法国作为Ｇ２０轮值主席国，表示其在２０１１任期的工作

重点就是增强世界大宗商品市场的稳定性，主要应对因粮食引发的暴

动威胁。〔７５〕这些倡议可以为在全球开展此类研讨和制订旨在解决与

资源相联系的各种挑战的行动框架铺平道路，并以此开始削弱自然资

源与冲突危险之间的联系。

（唐寅初　黄琳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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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 Ａ．威利斯，“法国领导Ｇ２０关注大宗商品价格”，《欧盟观察家》，２０１１年１月

２４日，网址：〈ｈｔｔｐ：／／ｅｕ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ｃｏｍ／９／２１６９３〉。



附
录２

犃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重大武装冲突的模式

洛塔·特姆纳　彼得·瓦伦斯腾


一、重大武装冲突的全球模式

２０１０年，全世界１５个地点有１５起活跃的重大武装冲突 （见表

２Ａ．１和表２Ａ．２）。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的十年里，２８个地点有２９起活

跃的重大武装冲突 （见图２Ａ．１）。〔１〕在此期间，２００１年有１９起活

跃的重大武装冲突，随后该数字逐年减少。然而，这种变化并不是

一条直线，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７年达到了最低点，均为１４起 （见图

２Ａ．２）。〔２〕

２０１０年是连续第７年未发生国家间冲突。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期间，

仅发生过２起国家间的交战，即印度与巴基斯坦 （克什米尔）

（１９９７—２００３年），以及伊拉克与美国及其盟友 （２００３年）之间的冲

７６★ 附录２Ａ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重大武装冲突的模式 ★



〔１〕

〔２〕

乌普萨拉大学和平与冲突研究部 “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表２Ａ．３中各人负责的

冲突地点如下：玛丽·阿伦森负责伊拉克，克里斯琴·奥特皮特负责巴基斯坦和美国，乔

翰·布罗什负责苏丹，米海·克罗库负责土耳其，玛丽亚·格里科负责印度，海伦娜·格

鲁塞尔负责哥伦比亚和秘鲁，斯迪纳·霍格布拉德负责卢旺达，乔基姆·克鲁兹负责缅甸，

马库斯·尼尔森负责索马里，特里西·佩特森负责阿富汗、菲律宾和美国，拉尔夫·桑德

伯格负责以色列，罗塔·特姆内尔负责乌干达。

“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ＵＣＤＰ）将 “重大武装冲突”定义为涉及政府和／或

领土的对抗性争端，当事双方 （至少其中一方是国家政府）的军队使用武力，在一个公历

年度至少造成１０００人与作战有关的死亡。某次冲突在达到这个阈值后，即可视为 “活跃”，

如其一年内至少造成２５人与作战有关的死亡，则再次被列入该数据集。ＵＣＤＰ在其他出版

物中使用 “战争”而非 “重大武装冲突”的提法。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本文第五节。

整个重大武装冲突数据集需每年修正，将可获取的最新数据收录其中。本文提

供的信息与此前出版的 《ＳＩＰＲＩ年鉴》可能有出入。亦请参阅表２Ａ．３和第五节。



突。前者涉及领土问题，后者涉及政府权力。〔３〕在此期间的其余２７

起冲突均为内战，其中８起涉及领土，１９起涉及政权。除２００７年

外，每年发生涉及政权的冲突数量多于涉及领土的冲突。

２０１０年，有６起重大武装冲突呈国际化特征，即在冲突过程中，

某国虽非主要当事方，但却派遣部队援助冲突当事一方。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期间，合计有１０起国际化冲突，其中在一年内的最高记录为６起，

２００３年为最低记录，仅２起。在２０１０年发生的所有国际化冲突中，

当事国政府一方得到了外国出兵援助。〔４〕

在２０１０年发生的重大武装冲突中，有４起造成了全年１０００人或

１０００人以上与作战有关的死亡。上述高烈度冲突在这十年间的发生

次数时有变化，介于７起 （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４年）与３起 （２００６年）

之间。

表２犃１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重大武装冲突的数量 （按地区和类型分类）

地区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犌 犜 犌 犜 犌 犜 犌 犜 犌 犜 犌 犜 犌 犜 犌 犜 犌 犜 犌 犜

非洲 ７ ０ ７ ０ ５ ０ ３ ０ ３ ０ ３ ０ １ ０ ４ ０ ４ ０ ４ ０

美洲 ２ ０ ２ ０ １ ０ ２ ０ ２ ０ ２ ０ ３ ０ ３ ０ ３ ０ ３ ０

亚洲 １ ５ ２ ４ ３ ５ ３ ２ ３ ４ ３ ３ ２ ４ ３ ４ ３ ４ ３ ２

欧洲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２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中东 １ ２ ０ ２ １ ２ １ ２ １ ２ １ ２ １ ２ １ ２ １ ２ １ ２

小计 １１ ８ １１ ７ １０ ８ ９ ５ ９ ８ ９ ６ ７ ７ １１ ６ １１ ６ １１ ４

总计 １９ １８ １８ １４ １７ １５ １４ １７ １７ １５

注：两种冲突类型为政权之争 （Ｇ）和领土之争 （Ｔ）。

８６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３〕

〔４〕

参阅第五节有关政府与领土两类争端的定义。

欲了解上述冲突期间的出兵国情况，请参阅表２Ａ．３。



表２犃２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重大武装冲突的地点数量 （按地区分类）

地区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非洲 ７ ７ ５ ３ ３ ３ １ ４ ４ ４

美洲 ２ ２ １ ２ ２ ２ ３ ３ ３ ３

亚洲 ５ ５ ７ ４ ６ ６ ５ ６ ６ ５

欧洲 １ １ １ １ ２ １ １ ０ ０ ０

中东 ３ ２ ３ ３ ３ ３ ３ ３ ３ ３

合计 １８ １７ １７ １３ １６ １５ １３ １６ １６ １５

注：表中数字表示至少爆发一场重大武装冲突的地点数量。

二、重大武装冲突的地区模式

２０１０年，亚洲发生了５起重大武装冲突，从而使该地区连续第８

年成为活跃的重大武装冲突数量最多的地区。在此期间，非洲有４起

重大武装冲突，美洲和中东地区各有３起。欧洲已连续两年未发生重

大武装冲突。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非洲有１０起活跃的重大武装冲突，使之成为在

此期间冲突数量最多的地区。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非洲发生冲突的数量

曾明显减少，从７起降至１起。然而，相关数字于２００８年增至４起，

直到２０１０年依然保持这一水平。在此十年间，除苏丹和乌干达这２

起冲突绵延至今，仅平息过一年 （２００７年）外，上述非洲冲突并没

有长期保持活跃。记录在案的非洲冲突虽均发生在本国境内，但其中

的半数在某种程度上被国际化，这是非洲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独特之

处。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非洲的所有１０起重大武装冲突都属于政权

之争。

９６★ 附录２Ａ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重大武装冲突的模式 ★



图２Ａ１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重大武装冲突时间表

浅黑阴影表示该冲突在该年保持活跃 （即至少造成２５人与作战有关的死亡）。深黑

阴影则表示该冲突在该年至少造成１０００人与作战有关的死亡。如仅列出国名，表示该冲突

涉及政权。如某冲突涉及领土，则在括号内注明有争议的领土名称。其中很多冲突在２００１

年之前即已发生，并可能在２０１０年之后继续保持活跃。

ａ此为美国政府与 “基地”组织之间的冲突。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美洲有３起重大武装冲突。其每年发生冲突的

数量介于１起 （２００３年）和３起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之间。发生在哥

伦比亚、秘鲁和美国 （指美国政府与 “基地”组织间的冲突）〔５〕的

这些冲突均为国内冲突并涉及政权之争。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亚洲有９起重大武装冲突。该地区每年发生冲

突的数量介于５起 （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和８起 （２００３年）之间。在此

十年间，发生在印度 （克什米尔）和菲律宾的这２起冲突始终保持活

跃。印度—巴基斯坦 （克什米尔）之争还是该地区唯一的１起国家间

０７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５〕 有关美国与 “基地”组织间的冲突及影响其数据库编码的复杂问题，可参阅Ｍ．

埃里克松、Ｍ．索伦伯格和Ｐ．瓦伦斯丁合著的 “１９９０—２００１年重大武装冲突的模式”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０２》，第６７—６８页）。



冲突。其余８起均为国内冲突，其中的４起涉及政权，另４起涉及

领土。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记录在案的２９起重大武装冲突中只有２起发生

在欧洲，即俄罗斯政府与所谓的 “伊奇克里亚车臣共和国”，以及阿

塞拜疆政府与所谓的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之间的冲突。车

臣冲突在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间连年不断，而纳—卡冲突仅爆发于２００５

年。〔６〕自２００８年以来，欧洲再未发生重大武装冲突。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中东地区发生了５起重大武装冲突。除２００２年

降为２起冲突外，该地区每年均有３起冲突。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这３

起冲突分别发生在伊拉克、以色列 （巴勒斯坦领土）和土耳其 （“库

尔德斯坦”）。期间，后２起冲突长年保持活跃。由于伊拉克与美国及

其盟友之间的冲突，中东也是除亚洲外唯一在此十年间发生国家间重

大武装冲突的地区。其余４起均为国内冲突，涉及政权与领土问题的

冲突各半。

图２犃２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重大武装冲突的地区分布及总数

１７★ 附录２Ａ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重大武装冲突的模式 ★

〔６〕 发生在阿塞拜疆的冲突于２００５年前并未被记录为 “活跃”。新数据显示，此次

冲突造成了全年超过２５人与作战有关的死亡。该冲突于１９９２年首次被列入重大武装冲突

表。



三、重大武装冲突情况表中２０１０年的变化〔７〕

２０１０年情况表中删除的冲突

该表内未列入新的冲突事件。曾被列入２００９年情况表的２起冲

突，即斯里兰卡 （“泰米尔—伊拉姆”）和菲律宾 （棉兰老岛）冲突也

没有延续至２０１０年。〔８〕以斯里兰卡冲突为例，反叛的 “泰米尔—伊

拉姆猛虎解放组织”（“泰米尔猛虎组织”或ＬＴＴＥ）于２００９年底遭

到毁灭性军事打击，２０１０年亦无迹象显示其死灰复燃。

菲律宾政府与反叛的分离主义组织 “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

（ＭＩＬＦ）之间的冲突于２０１０年偃旗息鼓。双方在马来西亚举行了数

轮谈判，宣布均对２００３年正式声明并于２００９年７月再次重申的停火

协议表示尊重。〔９〕

冲突烈度的变化

与２００９年相比，发生在２０１０年的１５起重大武装冲突中有６起，

即阿富汗、缅甸 （克伦邦）、菲律宾、索马里、苏丹和土耳其 （“库尔

德斯坦”）冲突的烈度有所上升。〔１０〕最后２起冲突的烈度增强了约

５０％以上。

在苏丹，与作战有关的死亡大幅增加，主要是因为该国政府于

２０１０年２—３月和９—１０月对 “苏丹解放运动／解放军” （ＳＬＭ／Ａ）

发起进攻。苏政府军攻势大增，意在削弱达尔富尔地区的反叛势力，

２７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７〕

〔８〕

〔９〕

〔１０〕

因２０１０年ＵＣＤＰ数据大幅修正，表内的历史数据特别是涉及 “形成年份”、“申

明年份”、“列入年份”和 “死亡总数 （含２０１０年）”等可变参数出现了某些重大变化。

斯里兰卡 （“泰米尔—伊拉姆”）冲突于１９８７年首次录入 （此表）。“泰米尔—伊

拉姆猛虎解放组织”要求在该国北部和东部建立一个独立的泰米尔国家，即 “泰米尔—伊

拉姆”。菲律宾 （棉兰老岛）冲突于１９９０年首次录入。多年以来，该冲突涉及多个不同的

当事方，其声称拥有的领土称谓各不相同。相关领土的边界划分亦未经明确。本文使用

“棉兰老岛”一词，是因为涉及该冲突的首个组织——— “棉兰老岛独立运动”曾谋求 “解

放”棉兰老岛，且棉兰老岛是不同组织有关领土要求的一个 “公分母”。

Ｎ．Ｅ．拉克森，“菲律宾共和国政府与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签署声明”，《马尼拉

简报》，２０１０年６月４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ｂ．ｃｏｍ．ｐｈ／ｎｏｄｅ／２６０５７３／ｇｒｐ—ｍｉｌｆ—〉。

克伦民族联盟 （ＫＮＵ）对其宣称的克伦族故国有着不同的领土称谓，如 “克伦

尼斯坦”和 “考苏莱伊”等。多年来，该组织从谋求完全独立，直至在缅甸民主联邦境内

争取克伦族人的自决权，其目标几经更改。



以防２０１１年１月南苏丹独立公投后发生暴力事件，有可能迫使其政

府军两线作战。由于苏丹与乍得先前均支持对方的反叛势力，两国关

系的改善亦有助于削弱 “苏丹解放运动／解放军”。〔１１〕

在土耳其 （“库尔德斯坦”）冲突中，土耳其政府与反叛组织 “库

尔德工人党”（ＰＫＫ）之间的战斗于２０１０年明显升级。〔１２〕战事主要

集中在夏季月份，当时在 “库尔德工人党”炸弹袭击了位于哈塔伊省

伊斯肯德伦市的一处海军基地后，土政府加大了针对叛乱势力的武装

打击力度。〔１３〕然而，年底又出现了某些缓和迹象：尽管正式谈判尚

未启动，但 “库尔德工人党”提出在每年斋月期间的停火倡议得到了

土政府认同，因而减少了军事行动。〔１４〕

在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０年之间，发生在伊拉克、巴基斯坦、秘鲁、美

国、以色列 （巴勒斯坦领土）、卢旺达和乌干达的７起重大武装冲突

的烈度有所降低———最后３起冲突的烈度降幅超过５０％。

在以色列 （巴勒斯坦领土），即以色列政府与巴勒斯坦组织之间

的冲突中，交战激烈程度明显低于２００９年，在１月爆发的这场战事

通常被称为 “加沙战争”，造成了６００余人与作战有关的死亡。２０１０

年期间，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境内发射导弹事件保持在一个最低水

平，而以色列发动的报复性打击亦同样如此。由法塔赫组织领导的巴

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与以色列政府同年开始了面对面的谈判，但谈判

旋即破裂。〔１５〕

卢旺达政府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援助之下与 “卢旺达民主解放

３７★ 附录２Ａ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重大武装冲突的模式 ★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国际危机组织 （ＩＣＧ），“乍得：风雨飘摇的动荡之国”，第１６２期 《非洲报告》

（ＩＣＧ：内罗毕，２０１０年８月１７日）。

“库尔德工人党”如今要求对其所谓的 “库尔德斯坦”实行领土自治，该地区位

于土耳其东南部，毗邻土与伊拉克、叙利亚、伊朗接壤的边境线。此前，“库尔德工人党”

曾要求该地区独立，其最终目标是将目前由伊朗、伊拉克和土耳其管辖的不同领土统一后

建立一个库尔德斯坦国。近年来，上述主张几经更改，尤其是土耳其政府于１９９９年逮捕该

党领导人阿卜杜勒·奥卡兰之后更甚。

Ｓ．Ｕ．比拉，“库尔德叛军火箭弹袭击土耳其海军基地６人致死”，法新社，２０１０

年５月３０日。

Ｓ．Ｕ．比拉，“土耳其称在库尔德人停火后减少了军事行动”，法新社，２０１０年

１１月３日。

Ｓ．Ａ．拉马丹和Ｅ．德里姆利，“巴勒斯坦暂停与以色列直接和平对话，同时与美

国保持接触”，新华社，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３日。



军”（ＦＤＬＲ）的冲突明显减弱，其部分原因在于２００９年的高烈度战

斗，极大削弱了反叛势力。“卢旺达民主解放军”自组建以来一直以

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地区作为根据地，向卢旺达境内实施跨界袭击。

２００９年１月和２月，卢旺达政府军获准进入了刚果民主共和国，与

刚果军队联合实施了 “我们的团结”行动。３月，刚果军队即在联合

国驻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 （ＭＯＮＵＣ）协助下对 “卢旺达民主解放

军”展开了另一次大规模攻势——— “基米亚Ⅱ”行动。
〔１６〕在 “基米

亚 Ⅱ”行动结束后，２０１０年１月再次发起了 “今日和平”行动，但

并未如前几次行动那样爆发激烈战斗。〔１７〕

２０１０年，乌干达政府在中非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南苏丹

政府支持下与 “真主抵抗军”（ＬＲＡ）之间的冲突亦明显减弱。在此

前两年，反叛组织已土崩瓦解，分散为机动性较强的多个小股势力，

使政府军难以循其踪迹。然而，“真主抵抗军”武装人员似乎避免与

正规军直接对抗，而在２０１０年针对民众的袭击明显增多并有大量关

于屠杀事件的报道。〔１８〕

烈度最大的冲突

在２０１０年活跃的重大武装冲突中，有４起造成了１０００人以上与

作战有关的死亡：阿富汗 （约６３００人）、巴基斯坦 （约４６００人）、索

马里 （约２１００人）和伊拉克 （约１５００人）。

在阿富汗冲突中，阿政府及其盟友 “国际安全支援部队”

（ＩＳＡＦ）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ＮＡＴＯ）的主导下与 “塔利班”和

“伊斯兰党”展开政权之争，已连续第６年造成１０００人以上与作战有

关的死亡，其烈度较２００９年有所上升。全年增派了４．５万人的国际

部队，用以支援阿政府。阿政府军与 “国际安全支援部队”于２０１０

４７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１６〕

〔１７〕

〔１８〕

联合国驻民主刚果特派团 （ＭＯＮＵＣ）于２０１０年７月更名为联合国驻民主刚果

稳定特派团 （ＭＯＮＵＳＣＯ）。参阅本卷附录３Ａ。

联合国安理会，有关联合国驻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的第３１次秘书长报告，Ｓ／

２０１０／１６４，２０１０年３月３０日，第２页。

例如，国际危机组织 （ＩＣＧ），“真主抵抗军”：远不止于猎兔的一种地区战略”，

第１５７期非洲报告 （国际危机组织：内罗毕，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８日）；Ｌ．凯卡吉，“‘如今这是

我们的地盘’：真主抵抗军在刚果北部下韦莱发起攻击”（充足项目：华盛顿特区，２０１０年

８月）。



年共同发起了数轮攻势，其中最关键的两次是２月在赫尔曼德省和９

月在坎大哈省。〔１９〕然而，目前实力最强的反政府组织 “塔利班”似

乎在２０１０年颇有斩获，除其在阿南部和东部的据点外，还在阿北部

站稳了脚跟。本年度，该组织以埋设路边炸弹、刺杀政治人物及发动

自杀式炸弹袭击为重点，加强了使用暴力手段。此外，“塔利班”在

２０１０年使用 “简易爆炸装置”（ＩＥＤｓ）的案例明显增多。

２０１０年，巴基斯坦政府与 “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ＴＴＰ）之间

的冲突烈度虽较２００９年有所减缓，但依旧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与

２００９年一样，主要战事发生在联邦直辖部落地区 （ＦＡＴＡ）和开伯

尔山口 （曾为西北边疆省）。然而，由于 “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的

打击目标包括政府官员、警察和普通民众，因而发生在市区的袭击事

件亦有增多。巴政府于同年２月针对该组织发起了一次重大攻势，即

“春季清剿行动”。此后，暴力事件的烈度仍居高不下，直到９月上述

军事行动才有所减弱，其主要原因是该国在８月遭受了严重的洪涝

灾害。

在索马里，“过渡联邦政府”（ＴＦＧ）与 “阿尔—沙布伯”民兵

组织之间的战斗仍在２０１０年延续，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年初，叛

军发动了两次充满血腥的攻势。７月，“阿尔—沙布伯”在乌干达首

都坎帕拉制造了数次自杀式炸弹袭击，以报复乌政府出兵增援 “非洲

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ＡＭＩＳＯＭ）。〔２０〕 “过渡联邦政府”和 “非洲

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随后发起了一次攻势，从７月底直至８月结

束。同年，“过渡联邦政府”还与温和的苏菲派武装组织签署了一项

权力分享协议。后者分属于名为 “先知的信徒” （ＡＳＷＪ）的伊斯兰

教派，曾一度成为索马里中部地区遏止 “阿尔—沙布伯”向北扩张的

最强劲旅，上述协议亦被视为有助于增强 “过渡联邦政府”。但该协

议７月初即告破裂，“过渡联邦政府”的影响力再次仅限于摩加迪沙

５７★ 附录２Ａ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重大武装冲突的模式 ★

〔１９〕

〔２０〕

“莫希塔拉克行动：在赫尔曼德省发起的攻势”，英国广播公司新闻，２０１０年２

月１８日，网址：〈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ｂｂｃ．ｃｏ．ｕｋ／２／ｈｉ／８５００９０３．ｓｔｍ〉；以及Ｒ．诺得兰德，“美

国与阿富汗军队发起了坎大哈之战”，《纽约时报》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６日。

“索马里的 ‘阿尔—沙布伯’称在乌干达制造了袭击事件”，路透社，２０１０年７

月１２日。



的某些地区。〔２１〕

伊拉克战事已连续第７年造成１０００人以上与作战有关的死亡。

然而，尽管其冲突烈度依旧保持较高水平，但自２００７年以来与作

战有关的死亡人数已明显回落。２０１０年冲突行为的水平仍与２００９

年基本相似。全年的战事主要发生在巴格达、迪亚拉和摩苏尔等

省，大规模袭击事件多发于３月国会选举期间。２０１０年的暴力事

件有一个新的特点，即反叛势力针对所谓的 “觉醒”组织 （Ｓａｈｗａ）

的袭击日益增多，该组织属于逊尼派民兵组织，自２００６年后期以

来已转而支持美军。〔２２〕美已于８月结束战斗任务，但却在该国留

下了一支约５万人的过渡部队。美计划于２０１１年底前从伊拉克撤

出所有部队。〔２３〕

四、更大范围的重大武装冲突

本附录着重涉及重大武装冲突，即包括在世界范围内某些最具致

命性的有组织暴力事件。与此同时，其他类型的武装冲突亦不断发

生。重大武装冲突系 “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ＵＣＤＰ）有关武装

冲突类型的一个子类，其定义类似于但未必需要达到某个阈值，即冲

突记录在案的任何一年造成１０００人与作战有关的死亡。“乌普萨拉冲

突数据项目”再由武装冲突划分出小型武装冲突 （当年发生２５—９９９

人与作战有关的死亡）与战争 （当年发生１０００人或１０００人以上与作

战有关的死亡）。因此，列入本文的重大武装冲突可能在其他 “乌普

萨拉冲突数据项目”出版物中成为小型武装冲突或战争，取决于相关

年份的死亡人数。武装冲突的次数大幅高于重大武装冲突：自１９９０

年以来，记录在案的武装冲突总计有１２４起，而相应的重大武装冲突

６７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２１〕

〔２２〕

〔２３〕

“Ａｈｌｕ．逊奈：苏菲派与过渡联邦政府间的协议已破裂”，加洛威在线，２０１０年

７月１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ａｒｏｗｅ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ｍ／ａｒｔｍａｎ２／ｐｕｂｌｉｓｈ／Ｓｏｍａｌｉａ＿２７／〉。

Ｈ．纳什拉，“‘基地’组织在伊拉克推行新战略及具体行动方案”，《恐怖主义监

控》，第１８卷，第１６期 （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３日）。

国际危机组织 （ＩＣＧ），“漏洞：处于美军裁撤空隙期的伊拉克安全部队”，《中东

报告》，第９９期 （国际危机组织：巴格达，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６日）。



为５２起。〔２４〕

尽管这些数字有所差别，但自１９９０年以来上述两类冲突的发展

情况大致相似，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记录的数字达到了顶点：１９９０年发

生重大武装冲突的次数最多，为２７起；武装冲突的峰值则出现在

１９９２年，为５３起。这两类冲突随后有所减少———武装冲突的变化更

不均衡：２００３年发生武装冲突的次数最少，记录数字为２９起；２００４

年和２００７年的重大武装冲突次数最少，均为１４起。

“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记录在案的另一类有组织暴力事件为

非国家冲突，其中包括诸如两个或两个以上反叛组织或种族之间的暴

力事件。〔２５〕与涉及某个国家的冲突相比，这些冲突通常表现为烈度

较低、持续时间较短。然而，其发生的次数远大于武装冲突；“乌普

萨拉冲突数据项目”记录的１９９０—２００８年期间非国家冲突有３５６起，

几乎三倍于武装冲突。每年发生非国家冲突的次数似乎变化不定，且

难以归纳其总体特点。２０００年发生非国家冲突的次数最多，记录数

字为３９起；而１９９０年的次数最少，为１６起。

五、重大武装冲突表

定义

“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将重大武装冲突定义为涉及政府或领

土而引起争端的相互对立，当事双方的军队使用武力，其中至少有一

方系某国政府，造成了在至少一个公历年不少于１０００人与作战有关

７７★ 附录２Ａ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重大武装冲突的模式 ★

〔２４〕

〔２５〕

自１９９０年以来有关重大武装冲突的数据可公开获取。“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

有关武装冲突的数据可追溯至１９４６年。

更确切地说，“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将 “非国家冲突”定义为在两个有组织

的团体 （均非某国政府）之间使用武力，并在一个公历年度造成至少２５人与作战有关的死

亡。这些数据过去仅涵盖２００１年以后的时期，而 “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近期公布了新

的数据集，其时间跨度更长，可追溯至１９８９年。２０１０年２月１７—２０日，第５１届国际关系

研究协会年会在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举行。期间，Ｒ．森德伯格、Ｋ．埃克和Ｊ．克鲁兹

提交了 《非国家作战：“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非国家冲突数据集介绍》报告，对该数据

集进行了说明。相关情况亦可参阅Ｔ．佩特森著，“１９８９—２００８年的非国家冲突：全球及地

区模式”，Ｔ．佩特森和Ｌ．塞姆内合编，《２００９年武装冲突概况》（“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

目”：乌普萨拉，２０１０年），第１８３—２０１页。



的死亡。各要素说明如下：

１涉及政府或领土的相互对立。这是指冲突双方公开对立的总

体立场。涉及政府的相互对立是指冲突双方对于当事国政体类型或政

府组成的立场相左，亦可包括试图取代现政府。涉及领土的相互对立

是指对于领土地位的立场相左，可包括要求脱离或自治 （国内冲突）

以及试图改变某一领土的管控状态 （国家间冲突）。

２使用武力。这是指冲突双方的军队使用武力，旨在增强当事

方在冲突中的总体地位。武器的定义系指用于作战的任何物质手段，

包括特制的武器乃至棍棒、石块、火、水等。

３当事方。这是指当事国政府及其盟友、敌对组织或敌对组织

联盟。当事国政府系指被普遍认为掌握中央控制权的当事方，即使那

些谋求夺权的对立组织亦对此不持异议。假如这一标准并不适用，则

控制该国首都的一方被视为当事国政府。敌对组织系指已宣布其组织

名称，表明其政治目标，并使用武力来实现其目标的任何非政府团

体。提供正规部队来支持某个主要当事方或支持其立场的国家或多国

组织也可能被列为当事方。传统的维持和平行动并不被视为冲突一

方，而是作为在符合各方意愿的和平进程中的中立方。

４国家。这是指管控某特定领土并得到国际承认的主权政府，

或管控某特定领土但未得到国际承认的政府，而此前曾管控该领土且

经国际承认的主权国家对此主权不持异议。

５与作战有关的死亡。这是指在引起争端的相互对立中与作战

直接有关，且由交战各方造成的死亡。一旦某次冲突在一个公历年内

与作战有关的死亡人数达到了１０００人的阈值，它就会重复出现在历

年因相同的当事方之间交战以及相同的相互对立而导致至少２５人死

于作战的年度重大武装冲突表中。〔２６〕其重点不在于政治暴力本身，

而是使用武力争端的相互对立。因此，记录在案的只是一大类政治暴

力，即与作战有关的死亡，以衡量冲突大小。针对平民的单方面暴

８７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２６〕 自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０８》出版以来，该阈值一直就是与作战有关的死亡人数达到

２５人，使之与 “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的其他数据集保持一致，并确保仅将当年确曾发

生激战的重大武装冲突列入其中。而在此前出版的 《ＳＩＰＲＩ年鉴》中，该阈值为与作战有

关的死亡人数达到１人。



力、无组织或自发的公众暴力等其他类型的政治暴力以及不针对国家

的暴力 （如反叛组织之间的争斗）均不包括在内。〔２７〕

本附录的分析期为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而列入年度表２Ａ．３的冲突

事件满足了自１９４６年以来任何一个公历年内与作战有关的死亡人数

为１０００人的阈值要求，故在上述分析期内无需另作说明。

资料来源

本附录的数据来自对印刷品和电子读物这两类可公开获取的原始

资料进行广泛的信息筛选。上述资料来源包括通讯社、报纸、学术期

刊、研究报告以及国际和多国组织及非政府组织的文件等。为收集有

关冲突当事方的宗旨和目标等信息，通常需要查阅交战各方 （政府、

盟友和敌对组织）的文件以及诸如反叛组织等的互联网站。

多年来一直被精心选取的独立新闻来源构成了数据收集的基础。

Ｆａｃｔｉｖａ新闻数据库 （前称 “路透社业务简报”）对于一般性新闻报道

的收集工作必不可少。它拥有来自１５９个国家、２２种语言的２．５万

个信息来源，因而得以充分利用国际性 （如法新社和路透社）、区域

性和当地媒体这三个重要层次的新闻媒体所提供资料信息。尽管如

此，仍有必要指出，欲获取不同地区及国家的新闻来源，其难易程度

各不相同。这就是说，对于某些国家，可参考若干来源；而对于另一

些国家和地区，只有极少数高质量的特定地区或国家信息来源可供

使用。

“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定期对资料来源的选取与整合进行审

核及更正，旨在保持各地区及国家间相关信息的高可靠性和高可比

性。首要工作是在整合过程中平衡处理不同来源的资料信息，以免失

之偏颇。资料来源的可靠性可利用 “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的专业

鉴定及遍布全球的专家 （学者和决策者）意见做出评估。资料来源的

独立性及其原始出处的透明度至关重要。后者的重要性在于，大多数

资料来源系第二手获得，这意味着为确保某报告的可靠性，还需对第

一手资料来源进行分析，并对各资料来源与其公布背景之间的关系做

９７★ 附录２Ａ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重大武装冲突的模式 ★

〔２７〕 “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收集了非国家冲突和单方面暴力这两类政治暴力的相

关信息。至于其他类型暴力的数据信息可登录 “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的网址： 〈ｈｔ

ｔｐ：／／ｗｗｗ．ｕｃｄｐ．ｕｕ．ｓｅ／〉。



出判断。第一手或第二手资料来源在某事件失实报道中的潜在利害关

系，以及媒体审查的总体形势及适用范围，均被列为考虑因素。非政

府组织和国际组织的报告可与媒体报道互为补充，且便于多方查证，

因而在此方面的作用尤为突出。资料来源应具有独立性，但这一标准

当然不适用于那些恰恰因为有倾向才要查询的来源，例如政府文件或

反叛组织网站等。“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深知高水平审核的必要

性，并努力确保所用材料的真实性。

统计方法

重大武装冲突数据按公历年编纂。这些数据包括冲突地点、对立

类型、武装冲突起因、交战各方、与作战有关的死亡人员总数、历年

来与作战有关的死亡人数及其变化情况。〔２８〕

与作战有关的死亡人员数据在冲突数据库编纂过程中最受关注。

例如，历次事件均记录下日期、新闻来源、初始来源、地点和死亡人

数等信息。在理想状态下，上述个案及数字经过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立

资料来源的佐证。然后，再对全年各次冲突的相关数字加以合计。其

总数与官方文件、专门报告和新闻媒体公布的总数进行比对。在数据

采集期间，研究人员、外交官和新闻记者等地区问题专家经常受到咨

询。这些人的作用主要是澄清事件发生的相关背景，以便对公开资料

来源做出合理的解释。

鉴于可公开获取有关武装冲突死亡人数的精确信息极其匮乏，因

而最好将 “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所提供的数字视为估算结果。其

中，确切数字难得一见，有时仅为值域。 “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

通常对与作战有关的死亡人数采取保守的估算。随着可获取有关武装

冲突的详尽信息日益增多，基于事件的保守估算总是证明其较之新闻

媒体广泛引用的其他数字更准确。假如无法获取相关数字或所获数字

不可靠，“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则不提供任何数字。这些数字因

得到信息更新，每年均相应地有所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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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全球和平指数

卡米拉·斯基帕　丹尼尔·希斯洛普


一、导言

２０１１年是经济及和平学会创立全球和平指数的第５年。全球和

平指数旨在建立起一个评分模型，用２３个指标衡量１５３个国家或地

区的和平状况，并将它们排序。选取的指标是可获取的、可反映和平

的存在或缺失状态的最优数据集。它们包括来自于一系列可靠来源的

定量数据和定性得分。

全球和平指数的主要目标是研究 “积极和平”。其主要手段是确

立该指数同衡量社会、经济、教育、健康、统治方式和政治因素的其

他指数和数据库的相关性。研究这些因素的统计学相关性可找出一系

列可能影响和平社会建立或发展的潜在决定因素或 “驱动因素”。

全球和平指数由澳大利亚籍技术企业家和慈善家史蒂夫·基勒里

创立，由经济及和平学会 （ＩＥＰ）出版。经济及和平学会是一个智

库，致力于研究经济发展、商业及和平之间的关系。〔１〕全球和平指

数由经济及和平学会开发，受国际咨询团队指导，并由经济学家信息

小组 （ＥＩＵ）提供计算数据和排名。〔２〕

６８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１〕

〔２〕

经济及和平学会。

经济及和平学会更多信息参见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ｐｅａｃｅ．ｏｒｇ／〉。

指标的选取及分值的分配在同全球和平指数咨询团队进行广泛磋商后取得了一

致。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１年度咨询团队包括以下专家：凯文·克莱门特 （ＯＴＡＧＯ大学）、伊

恩·安东尼 （ＳＩＰＲＩ）、苏丹·巴拉卡特 （约克大学）、尼克·格罗诺 （国际危机团体）、罗

恩·霍瓦特 （悉尼大学）、星野俊也 （大阪大学）、琳达·贾米森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华

盛顿）、曼努埃拉·梅萨 （和平研究与教育中心，马德里），以及丹·史密斯和叶卡捷琳

娜·斯捷潘诺娃 （ＩＭＥＭＯ，莫斯科）。



自２０１１年起，经济及和平学会将建立国家和平指数系列。其目

的是深化对和平相关环境的理解，并对和平所带来的经济收益进行量

化。国家和平指数将对不同国家使用相同的方法和指标，以确立与和

平相关的模型。经济及和平学会于２０１１年４月发布了第１份国家和

平指数——— “美国和平指数”（ＵＳＰＩ）。美国和平指数进一步说明了

全球和平指数所反映出的一般国家的和平状况与其教育、健康及经济

机会之间的相关性。

２０１１年全球和平指数见表２Ｂ．１。本文第二部分讨论得分结果。

第三部分将解释统计方法。第四部分简要介绍国家和平指数及美国和

平指数中的重要发现。

表２犅１　２０１１年全球和平指数

排　名 国家和地区 得　分

１ 冰岛 １．１４８

２ 新西兰 １．２７９

３ 日本 １．２８７

４ 丹麦 １．２８９

５ 捷克共和国 １．３２０

６ 奥地利 １．３３７

７ 芬兰 １．３５２

８ 加拿大 １．３５５

９ 挪威 １．３５６

１０ 斯洛文尼亚 １．３５８

１１ 爱尔兰 １．３７０

１２ 卡塔尔 １．３９８

１３ 瑞典 １．４０１

１４ 比利时 １．４１３

１５ 德国 １．４１６

１６ 瑞士 １．４２１

１７ 葡萄牙 １．４５３

１８ 澳大利亚 １．４５５

７８★ 附录２Ｂ　２０１１年全球和平指数 ★



排　名 国家和地区 得　分

１９ 马来西亚 １．４６７

２０ 匈牙利 １．４９５

２１ 乌拉圭 １．５２１

２２ 波兰 １．５４５

２３ 斯洛伐克 １．５７６

２４ 新加坡 １．５８５

２５ 荷兰 １．６２８

２６ 联合王国 １．６３１

２７ 台湾 （地区） １．６３８

２８ 西班牙 １．６４１

２９ 科威特 １．６６７

３０ 越南 １．６７０

３１ 哥斯达黎加 １．６８１

３２ 老挝 １．６８７

３３ 阿联酋 １．６９０

３４ 不丹 １．６９３

３５ 博茨瓦纳 １．６９５

３６ 法国 １．６９７

３７ 克罗地亚 １．６９９

３８ 智利 １．７１０

３９ 马拉维 １．７４０

４０ 罗马尼亚 １．７４２

４１ 阿曼 １．７４３

４２ 加纳 １．７５２

４３ 立陶宛 １．７６０

４４ 突尼斯 １．７６５

４５ 意大利 １．７７５

４６ 拉脱维亚 １．７９３

４７ 爱沙尼亚 １．７９８

４８ 莫桑比克 １．８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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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名 国家和地区 得　分

４９ 巴拿马 １．８１２

５０ 韩国 １．８２９

５１ 布基纳法索 １．８３２

５２ 赞比亚 １．８３３

５３ 保加利亚 １．８４５

５４ 纳米比亚 １．８５０

５５ 阿根廷 １．８５２

５６ 坦桑尼亚 １．８５８

５７ 蒙古 １．８８０

５８ 摩洛哥 １．８８７

５９ 摩尔多瓦 １．８９２

６０ 波黑 １．８９３

６１ 塞拉利昂 １．９０４

６２ 冈比亚 １．９１０

６３ 阿尔巴尼亚 １．９１２

６４ 约旦 １．９１８

６５ 希腊 １．９４７

６６ 巴拉圭 １．９５４

６７ 古巴 １．９６４

６８ 印度尼西亚 １．９７９

６９ 斯威士兰 １．９９５

６９ 乌克兰 １．９９５

７１ 塞浦路斯 ２．０１３

７２ 尼加拉瓜 ２．０２１

７３ 埃及 ２．０２３

７４ 巴西 ２．０４０

７５ 赤道几内亚 ２．０４１

７６ 玻利维亚 ２．０４５

７７ 塞内加尔 ２．０４７

７８ 马其顿 ２．０４８

９８★ 附录２Ｂ　２０１１年全球和平指数 ★



排　名 国家和地区 得　分

７９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２．０５１

８０ 中国 ２．０５４

８１ 加蓬 ２．０５９

８２ 美国 ２．０６３

８３ 孟加拉国 ２．０７０

８４ 塞尔维亚 ２．０７１

８５ 秘鲁 ２．０７７

８６ 喀麦隆 ２．１０４

８７ 安哥拉 ２．１０９

８８ 圭亚那 ２．１１２

８９ 黑山 ２．１１３

９０ 厄瓜多尔 ２．１１６

９１ 多米尼加共和国 ２．１２５

９２ 几内亚 ２．１２６

９３ 哈萨克斯坦 ２．１３７

９４ 巴布亚新几内亚 ２．１３９

９５ 尼泊尔 ２．１５２

９６ 利比里亚 ２．１５９

９６ 乌干达 ２．１５９

９８ 刚果共和国 ２．１６５

９９ 卢旺达 ２．１８５

１００ 马里 ２．１８８

１０１ 沙特 ２．１９２

１０２ 萨尔瓦多 ２．２１５

１０３ 塔吉克斯坦 ２．２２５

１０４ 厄立特利亚 ２．２２７

１０５ 马达加斯加 ２．２３９

１０６ 牙买加 ２．２４４

１０７ 泰国 ２．２４７

１０８ 土库曼斯坦 ２．２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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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名 国家和地区 得　分

１０９ 亚美尼亚 ２．２６０

１０９ 乌兹别克斯坦 ２．２６０

１１１ 肯尼亚 ２．２７６

１１２ 白俄罗斯 ２．２８３

１１３ 海地 ２．２８８

１１４ 吉尔吉斯斯坦 ２．２９６

１１５ 柬埔寨 ２．３０１

１１６ 叙利亚 ２．３２２

１１７ 洪都拉斯 ２．３２７

１１８ 南非 ２．３５３

１１９ 伊朗 ２．３５６

１１９ 尼日尔 ２．３５６

１２１ 墨西哥 ２．３６２

１２２ 阿塞拜疆 ２．３７９

１２３ 巴林 ２．３９８

１２４ 委内瑞拉 ２．４０３

１２５ 危地马拉 ２．４０５

１２６ 斯里兰卡 ２．４０７

１２７ 土耳其 ２．４１１

１２８ 科特迪瓦 ２．４１７

１２９ 阿尔及利亚 ２．４２３

１３０ 毛里塔尼亚 ２．４２５

１３１ 埃塞俄比亚 ２．４６８

１３２ 布隆迪 ２．５３２

１３３ 缅甸 ２．５３８

１３４ 格鲁吉亚 ２．５５８

１３５ 印度 ２．５７０

１３６ 菲律宾 ２．５７４

１３７ 黎巴嫩 ２．５９７

１３８ 也门 ２．６７０

１９★ 附录２Ｂ　２０１１年全球和平指数 ★



排　名 国家和地区 得　分

１３９ 哥伦比亚 ２．７００

１４０ 津巴布韦 ２．７２２

１４１ 乍得 ２．７４０

１４２ 尼日利亚 ２．７４３

１４３ 利比亚 ２．８１６

１４４ 中非共和国 ２．８６９

１４５ 以色列 ２．９０１

１４６ 巴基斯坦 ２．９０５

１４７ 俄罗斯 ２．９６６

１４８ 刚果民主共和国 ３．０１６

１４９ 朝鲜 ３．０９２

１５０ 阿富汗 ３．２１２

１５１ 苏丹 ３．２２３

１５２ 伊拉克 ３．２９６

１５３ 索马里 ３．３７９

二、亮点和变化

２０１１年，冰岛取代新西兰位列全球和平指数榜首。冰岛曾于

２００８年位列全球和平指数首位。２００９年，冰岛遭受了史无前例的经

济衰退和政治危机，警察和安全人员数量增多，人员监禁率有所上

升，全球和平指数排名落至第四位。２０１１年，冰岛政治安全环境重

趋稳定，军备能力和水平降低，原本较小的军费开支额进一步削减紧

缩，全球和平指数重回全球首位。领土面积小、政局稳定的民主国家

排名一直靠前。前２０名中的１４个为西欧或中欧国家。但较上一年度

１５国有所减少。这是由于斯洛伐克排名下降，马来西亚排名首次跻

身前２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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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尔排名第１２位，较２０１０年上升２位，仍是中东地区排名

最靠前的国家，且与其他中东地区国家的差距较大 （科威特在中东

地区排名第２，位列第２９名）。中东地区政局动荡，几乎地区所有

国家的全球和平指数排名都有明显下降，特别是巴林、埃及和利比

亚三国。

岛国排名总体较为靠前，基本都在前７５位。斯里兰卡是个例外，

但２００９年５月反政府的泰米尔猛虎组织被击败后，其排名上升了１１

位。马达加斯加 （位列第１０５名）和牙买加 （位列第１０６名）仍排名

较差。马达加斯加更是由于政治、经济危机，连续第２年排名显著

下降。

与２０１０年度相比，全球和平指数排名变化最大国家见表

２Ｂ．２。〔３〕索马里武装冲突久拖不决，排名下降１位 （分值有所进

步），取代伊拉克位列全球和平指数排名倒数第一。主要原因是，与

２０１０年相比，伊拉克的全球和平指数有实质性提升。这是伊拉克自

２００７年以来，首次摆脱倒数第一的排名。倒数第三、四名分别为苏

丹和阿富汗。

１５３个国家或地区２０１１年全球和平指数的平均分为２．０５ （按

１—５分制衡量），比２０１０年的２．０２（２００９年为１．９６）略有上升 （表

明和平环境略有恶化）。２００８年，粮食和石油价格快速上涨，随后爆

发严重的全球经济衰退，引发多个国家出现暴力事件。因此，２００９

至２０１０年全球和平指数分值变化更大。

排名前２０位的国家得分差异很小 （第一名冰岛得分为１．１４８分，

第二十名匈牙利得分为１．４９５分，相差０．３４７分），尽管分数差距比

２０１１年略有增加。排名后２０位的国家分数差距较大 （倒数第二十名

格鲁吉亚得分为２．５５８分，倒数第一名索马里得分为３．３７９分，相差

０．８２１分），但该分数差距比２０１１年的０．８３２分有所减小。

３９★ 附录２Ｂ　２０１１年全球和平指数 ★

〔３〕 这些国家的排名为何会发生变化，参见２０１１年全球和平指数统计方法、结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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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犅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全球和平指数排名变化最大的国家

国　家 ２０１１年得分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

得分变化
２０１１年排名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

排名变化α

排名上升前５名

格鲁吉亚 ２．５５８ －０．４１２ １３４ ＋１２

乍得 ２．７４０ －０．２２４ １４１ ＋４

蒙古 １．８８０ －０．２２１ ５７ ＋３６

斯里兰卡 ２．４０７ －０．２１５ １２６ ＋１１

泰国 ２．２４７ －０．１４７ １０７ ＋１９

排名下降前５名

利比亚 ２．８１６ ＋０．９７７ １４３ －８３

巴林 ２．３９８ ＋０．４２９ １２３ －４７

埃及 ２．０２３ ＋０．２３９ ７３ －２５

朝鲜 ３．０９２ ＋０．２３６ １４９ －６

马达加斯加 ２．２３９ ＋０．２２０ １０５ －２６

α２０１０年全球和平指数仅涵盖１４９个国家或地区，而２０１１年全球和平指数涵盖１５３个

国家或地区。这影响了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排名变化。

三、统计方法和数据来源

指标

全球和平指数咨询团队选取了２３个指标来衡量和平的存在或缺

失状态。这些指标可分为三类〔４〕。

１衡量仍未结束的国内和国际冲突的指标。尽管很多指标都基

于过去两年的可用数据，但全球和平指数主要是回顾过去一年中各国

的和平状态。专家团队决定不将反映一个国家国内和国际冲突的历史

状况考虑在内，这是由于全球和平指数使用的权威性数据主要是反映

正进行的国内或国际冲突。这些指标加上由经济学家信息小组分析专

家打分的２个指标，构成了２３个指标中的５个 （见表Ｂ．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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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衡量社会安全的指标。有１０个指标是用来评估一个国家的安

全水平。这些指标涵盖社会犯罪认知感、对人权的尊重程度及谋杀和

暴力犯罪率等 （见表２Ｂ．４）。咨询团队意识到，对国际犯罪统计数据

进行比较难度较大。１０个指标中的５个由经济学家信息小组国别分

析专家团队打分。

３衡量军事化的指标。７个指标同国家的军备建设相关。这反映

出一个判断———国家的军事化程度和获取武器的难易程度同该国和平

与否的国际评价直接相关 （见表２Ｂ．５）。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资金投

入被视为对增进和平有所贡献。

所有的指标都按１—５分制 （分级）衡量。经济学家信息小组国

别分析专家为定性指标打分，定量数据中的不连贯部分由估算弥补。

表２犅３　衡量正进行的国内和国际冲突的指标

指　标 分　值 来　源

对外冲突和内部冲突的次数 ５ ＵＣＤＰ／ＰＲＩＯ武装冲突数据表

有组织冲突中死亡人数估计 （对外战争） ５ ＵＣＤＰ

有组织冲突中死亡人数 （内战） ５ ＩＩＳＳ，武装冲突数据库

有组织冲突程度 （内战） ５ 经济学家信息小组

与周边国家关系状况 ５ 经济学家信息小组

ＩＩＳＳ：国际战略研究所

ＰＲＩＯ：国际和平研究所，奥斯陆

ＵＣＤＰ：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

表２犅４　衡量社会安全的指标

指　标 分　值 来　源

社会犯罪认知 ４ 经济学家信息小组

难民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 ４ ＵＮＨＣＲ统计年鉴，ＩＤＭＣ

政局动荡 ４ 经济学家信息小组

对人权的尊重程度 ４
马克·吉布尼和马修·多乐顿，北卡

罗来纳大学／“特赦国际”

发生恐怖行为的可能性 １ 经济学家信息小组

５９★ 附录２Ｂ　２０１１年全球和平指数 ★



指　标 分　值 来　源

杀人犯数量／１０万人 ４ ＣＴＳ

暴力犯罪情况 ４ 经济学家信息小组

暴力示威的可能性 ３ 经济学家信息小组

罪犯数量／１０万人 ３
国际监狱研究中心，伦敦国王学院，

世界入狱人数名单

国内安全人员和警察数量／１０万人 ３ ＣＴＳ

ＣＴＳ：联合国毒品和犯罪、联合国犯罪趋势和刑事司法系统运作调查办公室

ＩＤＭＣ：国际难民监测中心

ＵＮＨＣＲ：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表２犅５　衡量军事化的指标

指　标 分　值 来　源

军事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２ 国际战略研究所 《军力对比》

军人数量／１０万人 ２ 国际战略研究所 《军力对比》

进口主要常规武器数量／１０万人 ２ ＳＩＰＲＩ武器转让数据库

出口主要常规武器数量／１０万人 ３ ＳＩＰＲＩ武器转让数据库

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所提供的资金 ２ 经济及和平学会

重型武器加权总量／１０万人 ３ 经济及和平学会

获取小武器和轻武器的难易程度 ３ 经济学家信息小组

军事能力／精密程度 ２ 经济学家信息小组

指数加权

负责编辑全球和平指数的专家团队，根据每个指标的相对价值分

配分值，分值范围在１—５之间。表２Ｂ．３至表２Ｂ．５列出了每一指标

的分值。两个二级加权指数由此计算出来：一个衡量国家内部和平情

况，另一个衡量国家外部和平的情况 （边界之外的和平情况）。总体

分值和指数计算中，国内和平的权重为６０％，国外和平的权重为

４０％。专家团队认可国内和平的权重所占比例较大是基于以下假设：

国内和平程度高可能导致对外冲突的可能性较小。

２０１１年统计方法变化情况

２０１１年版全球和平指数增加了５个国家，分别为厄立特里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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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内亚、吉尔吉斯斯坦、尼日尔和塔吉克斯坦。今后，全球和平指数

还将涵盖更多国家，但不包括微型国家。专家团队制定了可列入全球

和平指数排名的国家条件———人口数量超过１００万人或领土面积超过

２万平方公里。因此，卢森堡今后将不再列入全球和平指数排名。根

据上述条件，２０１１年全球和平指数涵盖１５３个国家或地区。这些国

家的总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９９％，领土面积占全世界领土面积

的８７％。

中东地区国家形势剧烈动荡，引发了对８个定性评分指标时间节

点确定的讨论。有观点认为，经济学家信息小组对８个指标的评分可

略晚一些。过去各版的评分在１月进行，时间跨度为１个公历年。本

年度，专家小组出于实际考虑，决定将评分时间节点定为３月中旬。

因此，２０１１年全球和平指数中８个定性指标的评分时间段为２０１０年

３月１６日至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５日。

四、国家以下层面和平状况研究

随着全球和平指数积累的经验不断增多，经济及和平学会研究发

现，许多大国内部的和平状况有着显著差别。特别是社会、文化多样

与经济条件差距明显相结合的国家。对国家和平指数进行分析将有助

于更好理解和平的基础。如能找出不同国家不同程度国内和平间的趋

势及统计学关联，则可发现营造和平的新途径。

为了进行可比的国家和平状况研究，经济及和平学会采用了最少

的指标，并采取了可用于未来研究的方法。

美国和平指数

美国和平指数是经济及和平学会建立的首个国家和平指数。同全

球和平指数的概念类似，美国和平指数使用 “没有冲突”来定义和

平。选取了５项用来反映和平缺失状况的指标。这是因为在其他很多

国家都可利用这些指标进行评分 （见表２Ｂ．６）。为了保持一致性，为

每一指标分配分值的方法与全球和平指数指标分配分值的方法一

致。〔５〕由于使用的全为定量的衡量方法，经济及和平学会搜集了自

７９★ 附录２Ｂ　２０１１年全球和平指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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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１年以来的所有数据，可得到连续２０年的美国和平指数。

表２犅６　国家和平指数使用的指标

指　标 分　值 来　源

杀人犯人数／１０万人 ４ ＦＢＩ统一犯罪报告，１９９１年至２００９年

暴力犯罪人数／１０万人 ４ ＦＢＩ统一犯罪报告，１９９１年至２００９年

囚犯人数／１０万人 ３ 美国司法部统计数据，１９９１年至２００９年

警察人数／１０万人 ３ ＦＢＩ统一犯罪报告，１９９１年至２００９年

获取小武器的难易度 １ 疾病防控中心，１９９１年至２００７年

ＦＢＩ：美国联邦调查局。

美国和平指数显示，从１９９１年至２００９年，美国和平状况不断提

升，暴力犯罪和凶杀率降低，获取小武器的容易程度下降。虽然美国

暴力犯罪率已降至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至７０年代初水平，但国际对比

显示，几乎所有指标的衡量结果都表明美国落后于大多数其他发达国

家。值得注意的是，暴力犯罪和凶杀率降低推动了和平状况的提升，

但监禁率的提高严重抵消了这一趋势。

２０１１年全美最和平的５个州为缅因州、新罕布什尔州、佛蒙特

州、明尼苏达州和北达科他州。这些州都在美国北部地区。和平状况

最差的５个州为路易斯安那州、田纳西州、内华达州、佛罗里达州和

阿拉巴马州。自１９９１年起排名相对集中，只有１６个州在前１０名的

名单中出现过，１８个州出现在后１０名的名单中。自１９９１年起，名

列榜首的只有缅因州和北达科他州。

各州得分差距很大反映出不同地区间和平状况的差距很大。例

如，凶杀率最高的路易斯安那州，每１０万人有杀人罪１１．８起，而凶

杀率最低的新罕布什尔州，每１０万人中的杀人罪只有０．７５起，比路

易斯安那州少１４倍。暴力犯罪率的差距也类似。内华达州每１０万人

的暴力犯罪为６９６起，是暴力犯罪率最低的缅因州的６倍。缅因州的

犯罪率为每１０万人有１１７起。暴力犯罪和凶杀率的显著差异反映在

各地社会经济情况的显著差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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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理解影响和平的潜在因素，美国和平指数研究了每个州

在３７个关键社会经济指标方面的表现。研究结果表明，医疗健康、

教育和经济水平与社会的和平状况密切相关。〔６〕教育和健康状况越

好，贫困和收入不均的情况就越少。一个州的基础服务越好，其和平

状况也就越好。在州一级中，政治联系与暴力犯罪水平无相关性。

表２犅７　２０１１年美国和平指数

排　名 州　名 得　分

１ 缅因州 １．３４

２ 新罕布什尔州 １．５０

３ 佛蒙特州 １．５４

４ 明尼苏达州 １．６２

５ 北达科他州 １．７１

６ 犹他州 １．７５

７ 马萨诸塞州 １．８０

７ 罗得岛州 １．８３

９ 爱荷华州 １．８５

１０ 华盛顿州 １．８７

１１ 内布拉斯加州 １．８８

１２ 夏威夷州 １．９１

１３ 俄勒冈州 ２．０８

１４ 南达科他州 ２．１７

１５ 康涅狄格州 ２．２１

１６ 爱达荷州 ２．２４

１７ 蒙大拿州 ２．２８

１８ 西弗吉尼亚州 ２．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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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名 州　名 得　分

１９ 威斯康辛州 ２．３０

２０ 肯塔基州 ２．３９

２１ 宾夕法尼亚州 ２．４２

２２ 俄亥俄州 ２．４３

２３ 怀俄明州 ２．４９

２４ 印地安那州 ２．５０

２５ 弗吉尼亚州 ２．５２

２６ 新泽西州 ２．６１

２７ 堪萨斯州 ２．６３

２８ 科罗拉多州 ２．６６

２９ 纽约州 ２．６９

３０ 阿拉斯加州 ２．７０

３１ 密歇根州 ２．７９

３２ 北卡罗来纳州 ２．７９

３３ 加利福尼亚州 ２．８９

３４ 密西西比州 ２．９７

３５ 伊利诺斯州 ２．９８

３６ 特拉华州 ３．１４

３７ 亚利桑那州 ３．１４

３８ 新墨西哥州 ３．１６

３９ 佐治亚州 ３．１８

４０ 密苏里州 ３．２１

４１ 马里兰州 ３．２４

４２ 南卡罗来纳州 ３．２６

４３ 俄克拉荷马州 ３．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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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名 州　名 得　分

４４ 阿肯色州 ３．３０

４５ 得克萨斯州 ３．３０

４６ 阿拉巴马州 ３．４２

４７ 佛罗里达州 ３．５０

４８ 内华达州 ３．５０

４９ 田纳西州 ３．６１

５０ 路易斯安那州 ３．９７

（陈戎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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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和平行动：脆弱的共识

蒂埃里·塔迪

第一节　导言

自冷战结束以来，各国以及各国际组织对开展和平行动的目的与

方法取得了广泛共识。〔１〕在此基础上，和平行动不断发生演变。根

据这一共识，建立和平行动的目的是，通过安全、政治和经济等综合

性活动的开展，为刚刚结束冲突的主权国家提供支援，帮助其实现社

会稳定。东道国应借此机会进行结构性改革，坚持政治民主和经济自

由的原则，从而实现积极和平的最终目标。

虽然这一共识依然是当代和平行动的基础，但有迹象表明，其基

础正在遭受两种趋势的侵蚀。第一，越来越多的人质疑：和平行动究

竟能够达到什么目标？应该达到什么目标？达到目标应遵循什么样的

原则？公正、东道国同意以及除自卫外不使用武力等传统维和原则的

局限性，已经在当代和平行动中暴露无遗。和平行动的概念、业务活

动以及政治等方面都面临着困境，和平行动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因此而

遭到破坏。第二，和平行动的出兵国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这对和平

行动的政治方面产生了影响。联合国和平行动所部署的人员，绝大多

数由南方国家所提供。不仅如此，在过去几年中，一些主要的地区性

和全球性大国明显加大了对和平行动的参与力度，由此产生了这样一

个问题：这些所谓的新兴大国与北方国家可能在和平行动的准则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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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问题上产生潜在冲突。

本章第二节将就目前影响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战略性模糊状态提供

一些背景情况。第三节将以当前北南分歧为背景，对围绕和平行动之

目的、原则及意义所进行的辩论进行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和平行

动共识日益削弱的问题。第四节具体讨论四个新兴大国———巴西、中

国、印度和南非———在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中日益变化的作用及其对

国际维和共识所产生的影响。第五节是本章结论。附录３Ａ为斯德哥

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关于多边和平行动的最新资料。

第二节　背景

战略性的不确定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和平行动在诸多方面发生了急剧变化，

包括和平行动的理论基础、和平行动的实施主体类型、和平行动使命

的性质以及为和平行动提供人员的国家。尽管这些变化在许多方面对

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实践的合理化和有效性不无助益，但它们也给和

平行动造成了新的困难，使和平行动面临新的困境。

《卜拉希米报告》重申了维和行动的基本原则，但报告出台１０年

后，和平行动的真正含义却越来越模糊了。〔２〕之所以如此，一是因

为人们对维和行动三项关键原则进行了宽泛的阐释，二是因为和平行

动与其他类型的军事行动 （如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混在了

一起。

作为和平行动的主要实施主体，联合国对这些挑战尤为关注。联

合国在全球各地参与了一系列广泛的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活动，截至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联合国在２０项行动中共计部署了１２．４７７万人。此

外，联合国还通过其专门机构显示其在世界各地的存在，其活动远远

超出了维和行动的范畴。与此同时，联合国正经历着一段 “战略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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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时期。〔３〕联合国和平行动部署数量长期持续高涨的时期看

来已经结束，现在的重点是巩固。〔４〕和平行动正在再次接受审查。

２００９年，联合国提出了 “新地平线”计划，其目的是 “对当今及今

后联合国维和行动所面临的重大政策困境与战略困境进行评估；就可

能解决困境的办法与利益攸关方进行新的对话，以便更好地调整联合

国维和行动的方向，满足当前及未来的要求”。〔５〕到目前为止，“新

地平线”计划的主要成果是一份非正式文件及一份进展报告。〔６〕联

合国还在同时进行另外两项工作：一是对联合国建设和平机构进行重

新评估；二是对国际民事能力进行重新评估。〔７〕然而，尽管和平行

动正受到东道国越来越多的质疑 （最近的例子包括乍得、苏丹和刚果

民主共和国），其有效性也因为战线拉得过长和政治支持不足而受到

挑战，但对和平行动的需求依然很高。

决策者与执行者

同时，和平行动的设计国、出资国和管理国格局已经发生了变

化，这对和平行动的政治层面和执行层面都产生了影响。自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中期以来，给人留下的广泛印象是，联合国和平行动由南方

国家负责运作，但和平行动的设计者和出资者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北

４０１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３〕

〔４〕

〔５〕

〔６〕

〔７〕

参见Ｂ．琼斯等人向联合国维和行动部和战地保障部 “新地平线”计划所提交的

报告：《“卜拉希米报告”之后：战略模糊时代的维和行动》，（国际合作中心，纽约，２００９

年４月）。

参见主管维和行动的联合国副秘书长Ａ．勒罗伊在联合国安理会第６３７０次会议

上发表的声明，Ｓ／ＰＶ．６３７０，２０１０年８月６日，第３页；及联合国维和行动部和战地保障

部：《“新地平线”计划：进展报告第１号》（联合国，纽约，２０１０年１０月），第７—８页。

联合国维和行动部：《“新地平线”进程》，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ｅｎ／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ｎｅｗｈｏｒｉｚｏｎ．ｓｈｔｍｌ〉。

联合国维和行动部与战地保障部：《新型伙伴关系的议程：开辟联合国维和行动

新视野》，非正式文件，（联合国，纽约，２００９年７月）；及联合国 （同注释 〔４〕）。

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 《联合国建设和平机构评估》，Ａ／６４／８６８—Ｓ／２０１０／３９３，

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１日；及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冲突后的民事能力》，高级顾问小组独立报

告，Ａ／６５／７４７—Ｓ／２０１１／８５，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２日。对国际民事能力进行重新评估的目的，是

确定如何 “拓宽和深化民事专家队伍，以满足刚刚结束冲突的国家对能力建设的直接需

求”。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秘书长关于冲突结束后立即开展建设和平工作的报告》，Ａ／

６３／８８１—Ｓ／２００９／３０４，２００９年６月１１日，第２０页。



方国家。与此同时，北方国家主动选择将其人员———尤其是部队和民

事警察———主要部署在欧盟 （ＥＵ）和北约 （ＮＡＴＯ）负责管理的

行动。

在此背景下，巴西、中国、印度和南非等国家在和平行动中越来

越多的参与，已经成为联合国冲突管理政策演变的一个主要特点。从

历史上来看，这些国家都是南方国家，但其地缘政治力量正在不断增

强。截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这四个国家向联合国和平行动派出的军警数

量占总数的１５．４％ （在９．８６３８万名军警人员中，来自这四个国家的

达１．５１８４万人）。与此相比，所有３４个欧盟和北约国家派遣的军警

人员总数仅占７．９％，即７７６６人。〔８〕在过去１０年里，新兴大国在联

合国和平行动中的参与及其所发挥的作用显著扩大 （参见附录３Ａ），

只有印度是例外，因为印度长期以来一直是联合国和平行动的主要出

兵国。中国的出兵数量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居领先地位，它

为联合国和平行动提供的经费数量在全球排名第七。巴西则同时在地

区和全球性事务中展示其抱负，它向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 （“联海

稳定团”，ＭＩＮＵＳＴＡＨ）提供的人员数量最多，在联合国诸多机构

中也确立了其政治角色的地位。南非的主要精力虽然集中于非洲事

务，但它在促进和平活动与维持和平活动中采取了同样积极主动的立

场。同时，这四个新兴大国都在一定程度上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向

现有的国际安全治理机制和政策发起挑战。它们在联合国 （尤其是和

平行动中）所发挥的前所未有的作用，不仅反映了国际舞台上一种正

在发生变化的总体态势，也对维和行动的共识构成了潜在挑战。

第三节　寻求共识

“过于宽泛的概念”

关于和平行动定义的辩论并不新鲜。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的几项行

动———主要是波黑、卢旺达和索马里的行动———向人们表明，要想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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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联合国维和行动部：“各国向联合国行动出兵和出警人数排名”，２０１０年１２月

３１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ｅｎ／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ｏｒｓ／〉。



确定义和平行动在危机管理活动中所处的地位是困难的，上述行动同

时也突出地表明了准确区别和平行动与战争的必要性。尽管 《卜拉希

米报告》拓展了 “同意”原则的含义，也放宽了使用武力的标准，但

报告再次确认了和平行动的传统三原则。这三项原则一直被视为和平

行动区别于其他行动的主要特征。〔９〕２００８年出台的 《原则与指针》

再次对传统三原则进行了规范，〔１０〕但上述原则的含义还是再次被放

大。对基本原则宽泛且有争议的理解 （和平行动的使命以及一些特派

团所从事的活动可以证明这一点），也遭到了强烈的抵制。这不仅破

坏了和平行动的可信度，也使东道国利益攸关方对和平行动的支持度

受到损害，甚至连 “和平行动”的真正含义也遭到了质疑。

在对第三国进行干预时保持公正从来就只是一种愿望，而不是现

实。随着和平行动越来越朝着多方位方向演变，其本质已经在许多本

来就不公正的方面变得越来越具有干涉性、政治化和强制性。有些特

派团被赋予支持政府机构的明确使命，如联海稳定团、联合国刚果民

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 （“联刚稳定团”，ＭＯＮＵＳＣＯ），甚至联合国阿

富汗援助团 （“联阿团”，ＵＮＡＭＡ）；有的特派团则不知不觉地成为

东道国政府政策的障碍，如非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 （“联非

达团”，ＵＮＡＭＩＤ）。〔１１〕被当地派别视为不公正是它们必然要面临的

风险。和平行动使命在原则上的公正与实际执行的现实之间也存在着

区别。〔１２〕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联刚稳定团的使命包括保护平民，这

是该特派团的首要任务。但由于政府军是侵犯人权事件的主要祸首之

一，因此，特派团对政府军的军事支援越来越难以与特派团 “必须既

不偏袒也不歧视地履行使命”以及 “必须十分谨慎地避免从事可能损

害其公正形象的活动”的思想保持一致。〔１３〕

６０１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联合国 （同注释 〔２〕），第９—１０页。

联合国维和行动部： 《联合国维和行动：原则与指针》 （联合国：纽约，２００８

年），第３１—３５页。这一所谓的 《最高纲领》试图 “对和平行动的性质、范畴和核心职能”

进行定义。

联非达团的使命包括防止对平民的袭击。一般来说，这些袭击是由与政府结盟

的民兵武装所为。关于联非达团及其它特派团的使命，参见附录３Ａ，表３Ａ．２。

Ｊ．波尔登：“使命非小事：探讨联合国行动中的公正性”， 《全球治理》，第１１

卷，第２期 （２００５年４—６月），第１５３—５４页。

联合国 （同注释 〔１０〕），第３３页。



“同意”原则同样经受着考验。尊重国家主权就必然意味着，没

有东道国的正式同意，和平行动就不得部署；即使在和平行动部署

后，如果东道国收回先前表示的同意，和平行动就必须撤离。在布隆

迪政府 （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６年）以及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政府

（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年）的施压下，联合国部队被迫相继撤离。２０１０年，

乍得、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苏丹等国政府也都尝试以不同的方式来维护

其主权，要么收回其对在本国领土上部署联合国部队的许可，要么阻

挠其开展工作。结果，“同意”原则的价值遭到严重削弱。〔１４〕对于所

有有关方来说，东道国的同意如果得不到保证，和平行动的合法性和

性质问题就会由此产生，因为 “同意”原则不仅是第三方进行合法干

预的主要依据，也是维持和平与强制和平的关键区别所在。〔１５〕因此，

在根据 《宪章》第七章授权的日益雄心勃勃且富有干涉性的多方位和

平行动中，取得东道国的同意并加以妥善处理已成为日益严重的

关切。〔１６〕

还有一个问题是，需要取得谁的同意，为什么要取得同意？尽管

东道国的同意仍然被普遍认为具有至关重要性，但 《卜拉希米报告》

以及 《原则与指针》将这一原则的内涵拓展为主要派别的同意。〔１７〕

同意不仅是指主要派别接受和平行动的部署，也包括他们 “对政治进

程的承诺”。和平行动的部署必须取得多个当地冲突派别的同意，这

不仅使同意更加难以保持，同意的不确定性也随之增加。

最后，除自卫外不使用武力的原则受到了两组事态的直接挑战，

第一组事态源于 “强力维和”的概念，而第二组事态则与保护平民的

７０１★ 第三章　和平行动：脆弱的共识 ★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关于２０１０年联合国和平行动在乍得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事态发展，参见附录

３Ａ。

参见Ｓ．韦哈塔：“和平行动的正当性”，《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０９》，第９５—１１６页。

参见Ｉ．约翰斯通：“妥善处理同意问题：同意是新的变量吗？”，Ｃ．Ｈ．德科宁、

Ａ．．斯登斯兰和Ｔ．塔迪合编：《超越 “新地平线”：联合国维和行动未来挑战研讨会论文

汇编》（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３—２４日）（挪威国际事务研究所，奥斯陆，２０１０年），第２５—３９页。

根据 《联合国宪章》第７章授权的和平行动有权迫使冲突各方接受维和使命的有关内容，

但和平行动仍有别于强制和平，因为后者的实施无需取得东道国的同意。《联合国宪章》，

１９４５年６月２４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ｅｎ／ｄｏｃｕｅｎｔｓ／ｃｈａｒｔｅｒ／〉，第７章。

联合国 （同注释 〔２〕），第９页；及联合国 （同注释 〔１０〕），第３１—３２页。



作战含义有关。〔１８〕

目前进行的和平行动多数是根据 《宪章》第七章建立的，或者

说，它们的部分使命属于 《宪章》第七章的范畴。这往往是为了使和

平行动能够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包括武力在内的一切必要手

段，使平民的人身安全免遭暴力的直接威胁，尽管维和人员自身并没

有受到威胁。强力维和问题也显然与武力的使用有关，尽管 《新地平

线》这一非正式文件也强调了强力维和的政治层面。〔１９〕《卜拉希米报

告》呼吁 “扩大部队规模，改善部队装备……能够成为一支可信的威

慑力量”，而且，交战规则应 “足够强硬”，以使联合国维和人员不

“放弃对袭击者的主动权”。〔２０〕然而，辩论的政治化以及联合国行动

大多数主要出兵国对强力维和逻辑所持的消极态度，破坏了这一问题

的政治与作战意义。〔２１〕此外，已经实施强力维和的和平行动 （尤其

是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海地），已经显示出概念的模糊性与局限性，

面临着以保护平民为名滑入强制和平轨道的风险。〔２２〕

薄弱的战略思维

联合国和平行动的特点之一是，和平行动的决策国与和平行动的

参加国为和平行动承担义务的程度都相对较低。多数情况下，和平行

动是对冲突所做出的反应，而这些冲突并不直接危及上述任何一类国

家。自然，这就会使 “国际社会”的参与受到限制。这一事实很大程

度上说明了为什么在和平行动的概念设计与组织计划中会出现战略思

维薄弱的倾向，这一倾向不仅表现在安理会，也表现在作战行动层

８０１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Ｖ．霍尔特和Ｇ．泰勒：《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平民保护：成功、挫折与现有挑

战》（联合国：纽约，２００９年）；及Ｔ．塔迪：“联合国与武力的使用：违反自然的联姻”，

《安全对话》，第３８卷，第１期 （２００７年３月）。

联合国 （同注释 〔６〕），第２１页。

联合国 （同注释 〔２〕），第１０—１１页。

Ｔ．塔迪：“对当代和平行动中强力维和的批评”，《国际维和》，第１８卷，第２

期，（２０１１年４月）。

Ｄ．图尔：“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维和行动：维持和平与进行战争”， 《国际维

和》，第１６卷，第２期 （２００９年４月）；及Ｍ．贝达尔：“战争结束后的建设和平”，国际战

略研究所 《阿德尔菲论丛》第４０７号 （鲁特律治出版公司：伦敦，２００９年），第１００—１２１

页。



面。近期围绕和平行动的战略失察、过渡战略与退出战略以及过渡与

退出的衡量标准、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的关系以及建设和平委员会

（ＰＢＣ）的工作所展开的辩论，证明了改进战略思维的必要性。〔２３〕然

而，与和平行动所取得的任何显著进展 （如在和平行动与政治进程更

紧密地融合方面）相比，问题的政治性———而不是技术性或组织

性———相对较弱。

《原则与指针》将 “团结一致的安理会的全力支持”视为和平行

动取得成功的必然要求。〔２４〕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支持既

不强大，也不持久。尽管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地区主要大国在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相对团结一致地支持和平行动，但正在出现的地缘政治格

局的特征却是分裂。这严重削弱了找到危机解决办法所必需的国际共

识。所以，和平行动的部署不仅缺少明确的和平协议，使之 “无和平

可维持”，而且 “在和平行动的实施阶段，手中也没有打破政治僵局

所需的必要政治杠杆”。〔２５〕

北南分歧

北南分歧还表现在北方与南方在和平行动有关的许多问题上所持

的不同意见。尽管北方国家为联合国和平行动提供了大量资金，安理

会关于和平行动的关键决策也由这些国家做出，但在派兵问题上，它

们往往置身其外。相反，它们却更热衷于将其人员派往他们看来效率

更高的机构，尤其是欧盟与北约。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联合国和平行

动最重要的出兵国主要是南方国家，但它们在决策与政策制定过程中

却始终处于边缘地位。

北南分歧不仅使联合国和平行动的有效性与合法性受到影响，也

引发了北南双方关于联合国冲突管理模式的辩论。这些辩论有的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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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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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联合国 （同注释 〔４〕）；联合国 （同注释 〔６〕）；Ｓ．韦哈塔： “和平行动

的计划与部署”，《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０８》，第１００—１０３页；Ｓ．韦哈塔 （同注释 〔１５〕）；及Ｓ．

韦哈塔与Ｓ．布莱尔：“和平行动中的民事作用”，《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０》，第８７—１０６页。

联合国 （同注释 〔１０〕），第５０—５１页。

Ｌ．卜拉希米和Ｓ．阿赫迈德：《追求可持续和平：调解的七宗致命罪恶》（纽约

大学国际合作中心：纽约，２００８年），第３—４页。参见Ｒ．戈万：“战略背景：危机中的维

和行动，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国际维和》第１５卷，第４期 （２００８年８月）。



定义的模糊性，有的涉及备受质疑的建设和平模式。更为重要的是，

这种分歧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一方面，和平行动必须进行改革；另

一方面，和平行动具有与生俱来的局限性。两者之间存在着矛盾。一

些改革建议的意义无论多么重大，它们可能难以与以下现实相吻合：

改革建议必须由那些在多数情况下缺乏能力的成员国来实施，更不要

说它们会有这样做的意愿了。另外，那些对有关维和行动准则的辩论

影响力极小的出兵国，对于不符合其维和观念的事态，或者超出其自

身能力的事态也有忧虑。这是因为，它们知道，它们有可能因为由此

引起的困境或失败而遭到指责。要使各利益攸关方对 “联合国维和行

动的目标和各方在实现这一目标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正如 《新地

平线》这一非正式文件所述〔２６〕），以及对和平行动究竟能够实现什么

现实的目标形成共识，确实是一件极具风险的事情。

联合国维和行动特委会 （也称 “３４国委员会”）２０１０年年会为我

们提供了北南分歧的极好例证。委员会中的欧盟国家极力推销强力维

和的概念，而包括几乎所有联合国和平行动主要出兵国在内的不结盟

国家 （ＮＡＭ）对此表达了强烈的抵制，理由是缺少实施强力维和使

命的资源，尤其是缺少装备良好的北方国家的派兵参与。不结盟国家

还争辩说，这样的使命会损害维和原则的可信性。〔２７〕不结盟国家怀

疑，在和平行动越来越具有干涉性的背后隐藏着新殖民主义的议程。

除此之外，不结盟国家所提出的观点反映了人们对维和行动不切实际

的发展所表现出的真正关切。

和平行动的理想目标与可行目标之间的矛盾也由此产生，保护平

民问题说明了这一点。毫无疑问，在几乎所有和平行动的使命中包含

保护平民的内容具有道义上的合理性，这样做是难以抗拒的。然而，

作战方面的考虑 （如和平行动需要具备的能力和部署国家的领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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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２７〕

联合国 （同注释 〔６〕），第ｉｉｉ页。

参见联合国：“特委会３４国年度辩论会开幕，维和行动主管介绍秘书长关于冲

突后建设和平的 ‘宏伟议程’，新闻简报ＧＡ／ＰＫ／２０３，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２日，网址： 〈ｈｔ

ｔｐ：／／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Ｎｅｗｓ／Ｐｒｅｓｓ／ｄｏｃｓ／２０１０／ｇａｐｋ２０３．ｄｏ．ｈｔｍ〉；及联合国： “特委会成员

国赞扬面临复杂使命而又缺少关键能力的联合国维和人员的表现”，新闻简报ＧＡ／ＰＫ／２０４，

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３日，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Ｎｅｗｓ／Ｐｒｅｓｓ／ｄｏｃｓ／２０１０／ｇａｐｋ２０４．ｄｏｃ．

ｈｔｍ〉。关于不结盟国家列表，参见本卷附件Ｂ。



积）以及政治方面的考虑 （如安理会对可能采取的强制性措施的支持

力度以及出兵国与 “破坏分子”发生冲突或者承受暴力升级风险的意

愿），都使人们对维和人员保护平民的可行性产生怀疑。〔２８〕

更宏观地说，尽管所有的政策性文件都坚持认为和平行动的使命

必须切实可行，但当代和平行动的性质决定了它难以将自己的使命局

限于可行的范畴。《新地平线》报告对维和任务的多样化提出了警告。

报告举例说，联刚团的使命包含了４５项任务，认为 “众多详细的任

务可能妨碍维和人员实现安理会希望其实现的目标”。〔２９〕其结果是，

国际社会和东道国有关方都对和平行动产生了难以实现的期待，因而

不可避免地损害和平行动的可信度。

对自由化建设和平的批评

最后，正是建设和平工作者所提倡的工作模式的性质本身，对和

平行动的现有共识造成了破坏。建设和平工作当前所遵循的政治、经

济和哲学原则构成了人们经常所说的 “自由化和平”模式，即民主化

与市场化的结合。〔３０〕近年来，自由化和平的有效性与合法性备受质

疑。〔３１〕批评者们认为，自由化的速度过快，对加强机构建设 （也即

国家重建）的重视也不够，其所带来的负面作用 （如干涉性、缺乏东

道国自主、夸大政治与社会经济之间的矛盾等），使自由化和平的整

体有效性和可持续性遭到破坏。自由化建设和平还意味着复制北方模

式，而北方模式在非北方国家的适应性和合法性都是个问题。

自由化建设和平问题虽然有别于北南辩论，但与北南辩论不无关

系。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两者都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国际社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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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破坏者是指那些试图阻碍或破坏 （包括通过暴力手段）过渡进程或建设和平进

程的冲突派别。

联合国 （同注释 〔６〕），第１０页。

Ｒ．帕里斯：《在战争的尽头：内战之后的建设和平》（剑桥大学出版社：剑桥，

２００４年），第５—６页。

参见：Ｒ．帕里斯 （同注释 〔３０〕）；Ｍ．皮尤：“建设和平的政治经济学：以批判

理论的视角”，《国际和平研究学刊》，第１０卷，第２期 （２００５年秋／冬季），第２３—４２页；

Ｏ．李奇满：“和平的难题：理解 ‘自由化和平’”，《冲突、安全与发展》，第６卷，第３期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及Ｒ．帕里斯和Ｔ．Ｄ．西斯克合编：《国家重建的困境：直面战后和平行

动的矛盾》（鲁特律治出版公司：伦敦，２００９年）。



试图建立和平并使之持久时究竟能走多远？两者的相关性还在于，它

们向人们表明正确之道是不要把和平行动的使命定得那么雄心勃勃。

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问题都在于：和平行动的根本性质是什么？应采

取什么样的策略？东道国的接受程度有多大？对自由化建设和平越来

越多的批评，更使人们对维和共识的持久性以及维和行动所要遵行的

准则产生了怀疑。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的根本柱石与对维和原则的理

解一道，正在慢慢地受到破坏。

第四节　新兴大国与维和共识

对于所谓新兴大国的崛起将对国际体系的演变、全球力量的平衡

以及安全治理的规则与机制带来什么影响，人们的辩论很多。这些辩

论有一个有趣的方面，那就是新兴大国对现有原则与做法的挑战到底

有多大，对现有的体系结构 （多极化和相互依赖等）、美国的主导地

位以及欧盟的地位会造成什么影响。〔３２〕在过去几年里，巴西、中国、

印度和南非等国抵制或者反对欧盟或其他北方国家或集团在联合国各

机构中的地位，从联大到安理会和人权理事会都是如此。它们对现有

国际安全格局的合法性也提出质疑。〔３３〕这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

随着这些国家在目前北方占主导地位的领域成为真正的利益攸关方，

它们会对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的现有做法及基本哲学产生何种影响。

本节将分析巴西、中国、印度和南非对多边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

的潜在影响。这四个国家都是所在地区最大的经济体。传统上，这些

国家都属于南方国家，但它们都在谋求确立更高的国际地位以及地区

政治领导权，尤其是巴西、印度和南非。在此背景下，问题是这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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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３３〕

参见Ａ．哈瑞尔：“霸权、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未来大国的空间有多大？《国际

事务》，第８２卷，第１期 （２００６年１月）；Ｊ．Ｇ．依肯贝里：“中国的崛起与西方的未来：自

由主义体系能幸存吗？”， 《外交事务》，第８７卷，第１期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及Ｃ．雷恩：

“美国霸权的逐步衰落：假象还是现实？”《国际安全》，第３４卷，第１期 （２００９年夏季）。

参见Ｒ．戈万和Ｆ．勃兰德纳：“联合国舞台的欧盟与人权：２０１０年回顾”，政策

简报，欧盟外交关系理事会，２０１０年９月。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ｃｆｒ．ｅｕ／ｃｏｎｔｅｎｔ／ｅｎｔｒｙ／

ｔｈｅ＿ｅｕｓ＿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ｉｎ＿ａ＿ｐｏｓｔ＿ｗｅｓｔｅｒｎ＿ｗｏｒｌｄ〉。



家会不会试图改变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的现有规则？如果会，怎样改

变？它们将成为接受现有规则与做法的规则遵守者、试图通过传统决

策渠道明显改变规则的规则制定者、还是挑战现有规则的 “规则破坏

者”？更确切地说，如果北方国家与新兴大国关系的特征是对规则越

来越多的分歧的话，这会对冲突管理领域及维和共识产生怎样的

影响？

新兴大国在和平行动中日益扩大的作用

印度长期以来就一直是联合国和平行动的最重要出兵国之一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印度在出兵国中排名第三），而巴西、中国和南非只

在最近才成为主要角色。〔３４〕就连印度也自２００１年以来将向联合国和

平行动派遣的军警人员增强了近四倍。〔３５〕中国现在已经成为联合国

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最大的军警派遣国，２０１０年１２月的部署人

员数量达２０４０人。中国派员参加了全球各地的９项联合国和平行动，

这与世纪之交时的几乎完全缺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参与的联合

国和平行动主要在非洲，不仅如此，中国还参与了联海稳定团和联合

国黎巴嫩临时部队 （“联黎部队”，ＵＮＩＦＩＬ）。〔３６〕在过去１０年中，巴

西向联合国和平行动中派遣的人员也显著增加，派兵重点尤其集中在

本国所在地区：巴西是联海稳定团维和部队的主导国，共部署了

２１８７名军事人员，其中，除３人外全部为部队人员。在拉丁美洲国

家中，只有乌拉圭向联合国和平行动派遣的人员数量超过巴西。同

样，近年来，南非在非洲的存在愈加明显。它不仅参加非盟的和平行

动，也参加联合国的和平行动。在２０１０年底，南非共向联刚稳定团

和联非达团派遣了２１８７名人员。

出兵动机

各国参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全球性活动具有不同的意义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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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３５〕

〔３６〕

参见附录３Ａ，表３Ａ．５，３Ａ．６及３Ａ．８。

参见附录３Ａ，表３Ａ．７。

关于各国部署的四类维和人员数量，以及各国向各单项和平行动的派遣人员数

量，可到ＳＩＰＲＩ多边和平行动数据库查阅。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ｉｐｒｉ．ｏｒｇ／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

ｐｋｏ／〉。



机，这主要取决于各国的政治与经济实力、外交政策取向、国家政治

制度以及国内问题在外交决策中的作用。〔３７〕参与和平行动的动机有

的是理想主义的，有的则是纯为物质利益。除此之外，各国参与当代

和平行动的动机主要是为了扩大自身的实力影响，不管是硬实力影

响，还是软实力影响。通过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各国可以支撑其狭

义的国家利益，也可以以较低的代价推行其标准议程。巴西、中国、

印度和南非对此尤为感兴趣，它们都渴望在展示其政治、经济和军事

实力的同时提高其国际和地区地位。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大国或地区

强国的责任就意味着为更广泛的安全治理活动承担义务，包括参与维

持和平与建设和平活动。

中国希望通过参与维和行动使其他国家确信其和平意图并被看作

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这就使出兵参与国际维和成为有价值的外交政

策工具。〔３８〕对于巴西、印度和南非来说，参与和平行动不仅有助于

确立其地区领导地位，还有助于实现国际目标，其中包括成为联合国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３９〕巴西政府在国内反对的情况下仍然愿意在几

个拉美国家同样出兵参与的联海稳定团中发挥中心作用，充分证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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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３８〕

〔３９〕

关于各国参与和平行动的动机分析，参见Ａ．Ｃ．索托马约尔：“为什么有的国家

参加联合国和平行动，而有的国家则不参加：民事—军事关系及其对拉美国家参与维和行

动的影响分析”，《安全研究》，第１９卷，第１期 （２０１０年１月）；Ｋ．马登·席斯克：“出借

部队：加拿大、印度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在国际安全研究协会第４１届年会上宣读的论文，

洛杉矶，加利福尼亚，２０００年３月；及Ｄ．Ｃ．Ｆ．丹尼尔：“为什么这么多国家派出的部队

却那么少？”Ｄ．Ｃ．Ｆ．丹尼尔、Ｐ．塔夫特和Ｓ．韦哈塔合编： 《和平行动：趋势、进展与前

景》（乔治城大学出版社，华盛顿特区，２００８年）。

季北慈和黄志豪： “中国在维和行动中不断扩大的作用：前景及政策影响”，

ＳＩＰＲＩ政策文件第２５号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斯德哥尔摩，２００９年１１月），第

１２页。另见国际危机小组 （ＩＣＧ）：“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不断扩大的作用”，《亚洲报

告》第１６６期 （国际危机小组：北京、纽约和布鲁塞尔，２００９年４月１７日）。

关于巴西，参见Ｍ．Ｒ．绍勒斯·德利马：“作为中游国家和地区大国的巴西：行

动、选择与责任”， 《国际事务》，第８２卷，第１期 （２００６年１月），Ａ．Ｃ．索托马约尔：

《来自南方的和平战士：从军人专制到维持和平》，未出版的博士学位论文，哥伦比亚大学，

２００４年，第５章。关于印度，参见Ｕ．萨尔马·巴瓦：“印度在世界新秩序中的作用”，《弗

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情况报告》第４期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新德里，２００７

年３月）。关于南非，参见Ｃ．兰斯伯格：“南非的全球战略与地位”，《弗里德里希·艾伯特

基金会情况报告》第１６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柏林，２００６年１１月）。



实现地区和国际目标的重要性。〔４０〕南非对维和行动的参与———正如

其在促进和平中的地位那样———同样受到两层考虑的驱使：一是通过

其在非洲地区和平行动中的参与，种族隔离政策结束后的南非要确立

其在非洲和非盟的权威性和合法性，从而将自己定位于一个能够并且

愿意影响非洲安全环境的地区大国；二是显示其在大国间活动的能

力。同样，对于印度来说，参与联合国和平行动可以同时为地区大国

（相对于巴基斯坦）的政治利益与全球抱负这两个目标服务。〔４１〕

现实影响与潜在影响

新兴大国在和平行动中越来越大的参与，给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

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第一，它证实了冲突管理北南互动模式 （即冲突发生于南方但对

冲突作出的反应却来自北方）的退化。新兴大国在维和行动中的作用

至少证明了冲突管理的南南互动模式。虽然在联合国背景下，至少自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北方国家很大程度上停止向联合国行动出兵以

来，维和行动的特点就一直是南南合作，但新兴大国的到来标志着南

南合作出现了质的变化。

第二，从联合国秘书处的角度来看，拥有强大军警能力的国家向

联合国和平行动输送更多的人员、装备和专业技能，是一件大受欢迎

的好事，因为这可能为近年来一直困扰联合国和平行动的能力严重不

足问题提供解决办法。〔４２〕在主要北方国家参与有限的情况下，新兴

大国的参与还增强了和平行动的合法性，因为它强化了联合国领导下

的国际社会这一观念，而不是让二流国家分摊大部分负担。对于北方

国家来说，非北方国家向和平行动输送更多的资源，可以减轻它们因

有限参与联合国和平行动而面临的压力。在北方国家依然主要参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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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

〔４１〕

〔４２〕

参见Ａ．高德尔和Ｓ．Ｊ．德索萨：“巴西在海地：关于维和特派团的辩论”，《普莱

特评论》，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１５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ｒｉｄｅ．ｏｒｇ／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ＣＯＭ＿ＢｒａＨａｉｔｉ

＿ＥＮＧ＿ｎｏｖ０６．ｐｄｆ〉。

参见萨尔马·巴瓦 （同注释 〔３９〕）。这四个国家在军事预算决策方面有着类似

的动机，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参见本卷第４章。

参见新华社：“联合国官员赞扬中国的维和努力”，《中国日报》２０１０年７月３０

日；及季北慈和黄志豪 （同注释 〔３８〕），第１页。



他类型冲突管理行动 （尤其是欧盟和北约的行动）的情况下，新兴大

国在联合国和平行动中所发挥的作用，可以被视为是全球负担共享的

例证。

新兴大国与维和辩论

第三，随着新兴大国提出自己的主张以替代目前的主流观点和政

策选择，新兴大国扩大对和平行动的参与还可能对维和政策产生影

响。虽然巴西、中国、印度和南非的经济与外交地位正在日益提高，

但它们仍将自己看作是南方国家，并且是发展中国家的捍卫者。〔４３〕

尽管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已经担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很长时间，中国仍被视为是南方国家，并明显将自己区别于西方国

家。〔４４〕此外，印度和南非都是不结盟运动中的主要国家。总体来说，

这可能会促使这些国家与现有的政策保持距离。

在维和辩论中，巴西、中国、印度和南非在某些指导原则上的意

见一致。尤其是，它们都强烈地坚持国家主权的概念，在维和行动的

三大原则问题上均采取相当严谨和狭隘的立场，总体上都反对将以上

所讨论的维和概念宽泛化。它们对国家主权的坚持是由对国际关系的

某种观念所驱使的，这就决定了这些新兴大国会如何看待和平行动应

有的抱负。因此，它们都主张和平行动应采取留 “浅脚印”而不是深

脚印的办法，因为后者有可能使东道国产生依赖性。〔４５〕它们还强调

东道国的自主以及东道国应承担的责任，〔４６〕反对将一个地区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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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参见：印度—巴西—南非 （ＩＢＳＡ）：“巴西利亚宣言”，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

坛，第４届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会议，巴西利亚，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５日。有关印度—巴西—南

非对话论坛的情况与文件，参见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ｂｓａｔｒ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ｏｒｇ／〉。

“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英国广播公司新闻，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４

日，网址：ＵＲＬ 〈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ｂｃ．ｃｏ．ｕｋ／ｎｅｗ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１２４２７３２１〉。

参见巴西常驻联合国副代表Ｒ．Ｍ．科德罗·邓禄普在联合国大会特别政治与非

殖民委会一般性辩论会上的声明： “对联合国维和行动问题的所有方面进行全面检讨”，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５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ｉｎｔ／ｂｒａｚｉｌ／ｓｐｅｅｃｈ／１０ｄ—ｄｕｎｌｏｐ—ｄｅｓｃｏｌｏｎｉｘ

ａｔｉｏｎ．ｈｔｍｌ〉．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刘振民在安理会关于冲突后建设和平辩论会上的声明，

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２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ｕｎｏｒｇ／ｅｎｇ／ｈｙｙｆｙ／１５７５８１．ｈｔｍ〉。



移植到另一个地区。〔４７〕

尽管批评意见并不相同，但都反映出对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现有

做法所持的经常性分歧及一种共同的不安。更有甚者，它们都含蓄地

质疑将自由和平视为灵丹妙药的观点。例如，印度就认为自己自独立

以来所取得的国家建设经验可以在联合国建设和平中得到更好的借

鉴；中国则反对 “在建设和平问题上采取统一的标准”，并且强调发

展才是建设和平工作的长期中心目标。〔４８〕

当巴西、印度和南非成为安理会成员国或建设和平委员会成员国

时 （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是建设和平委员会的常任成员国；

作为五大军警人员派遣国之一，印度也是建设和平委员会的常任成员

国），或者当这三个国家设法借助其他国家的力量在上述两个场所捍

卫其立场时，这种经常性分歧可能影响维持和平或建设和平行动使命

的讨论。从长远来看，无论是在有关建设和平的讨论还是实施过程

中，这种经常性分歧都可能渗透到他们对建设和平的思维之中。为了

照顾中国的立场，安理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软化了和平行动的使

命。〔４９〕２０１１年，巴西、中国、印度和南非都将成为安理会成员国，

观察他们的行为与策略将如何影响和平行动的使命，将是一件十分有

趣的事情。

更明确地说，尽管保护的责任这一概念被联合国大会普遍接受，

但巴西、中国、印度和南非对此都表现出不安，因为它们都把它看作

是北方国家对国家主权的潜在威胁。〔５０〕在这场辩论中，就像在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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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Ｈ．Ｓ．普力在建设和平委员会２０１０年年度审议非正式会议

上的声明，纽约，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０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ｅｔｔｅｒｐｅａｃｅ．ｏｒｇ／ｆｉｌｅｓ／ＰＢＣＲｅ

ｖｉｅｗ＿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２＿Ｓｔｍｔ＿Ｉｎｄｉａ＿１０Ｍａｙ２０１０．ｐｄｆ〉；及联合国：ＧＡ／ＰＫ／２０３和 ＧＡ／

ＰＫ／２０４（同注释 〔２７〕）。

Ｈ．Ｓ．普力 （同注释 〔４７〕）；赵磊： 《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未来的影响》，

Ｃ．Ｈ．德科宁、Ａ．．斯登斯兰和Ｔ．塔迪合编 （同注释 〔１６〕），第９２—９３页；刘振民

（同注释 〔４６〕）；及Ｔ．刘：“向更开放、更自信、更负责任的大国迈进：中国参与联合国

维和行动分析”，《国际维和学刊》，第１３卷，第１—２期 （２００９年１月）。

参见国际危机小组 （同注释 〔３８〕），第１７页。

参见Ｒ．Ｊ．汉密尔顿：“保护的责任：从文件到纲领———但其实施又会怎样呢？”，

《哈佛人权学刊》，第１９期 （２００６年）；及Ａ．Ｊ．贝拉米：“保护的责任：终结大规模暴政的

全球努力”（政策出版社：剑桥，２００９年）。



辩论中那样，新兴大国和其他南方国家已经对北方国家的标准议程发

起了明确的挑战。不过，这些国家至今还未能拿出令人信服的替代性

建议来。

冲突还是合作？

尽管新兴大国在未来可能代表一种可以潜在地对维持和平与建设

和平活动产生影响的力量，但到今天为止，由于种种原因，要想具体

估量这种影响到底有多大是困难的，也是复杂的。不管它们从长远来

看会发挥何种作用，多个因素表明，它们与传统的维持和平与建设和

平议程的制定者还不太可能发生经常性冲突。以下是对其中一些因素

的讨论。

一支不确定的政治力量

首先，从经验主义的角度看，将新兴大国描述为一个敢说敢为的

实体是有问题的。一些人之所以担心新兴大国与北方国家马上就会围

绕和平行动的准则问题发生对抗，是因为他们首先就预想，新兴大国

已经是一支能将有相似想法的国家召集在一起并维护共同利益的政治

力量。总的来说，新兴大国之间的这种结合还没有成为现实，而且，

它们之间的不一致比比皆是。〔５１〕正如有人对 “金砖四国”（巴西、俄

罗斯、印度和中国）所评述的那样，这四个新兴大国不仅国家政治制

度、经济发展与结构、地理位置与各自利益迥异，“文化与历史轨迹

也各不相同”。因此，它们更可能采取一种谋求相对利益的做法，而

不会抱有 “绝对集体利益的愿望”。〔５２〕中国的政治制度与 “印度—巴

西—南非论坛” （ＩＢＳＡ）所组成的 “民主同盟”并不相同。〔５３〕中国

与印度之间的长期对立以及中国在印度 “入常”问题上的冷谈立场，

８１１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５１〕

〔５２〕

〔５３〕

参见约瑟夫·奈：“什么是 ‘金砖四国’？并非许多观察家所想象那样”，《每日

星报》（贝鲁特），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４日。

Ｇ．Ｐ．赫德：《全球性难题：至高地位、权力转移与相互依存时期的秩序》，日内

瓦文件，研究系列第１号 （日内瓦安全政策中心：日内瓦，２０１１年），第２６页。

参见：Ｃ．Ｒ．马汉：“从印度—巴西—南非轴心到金砖五国：中国搅动新的字母

汤”，《印度快报》，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６日。



也会减少两国在维和领域结为政治同盟的可能性。〔５４〕在联合国，中

国在安理会的地位使它处于一种与印度、巴西、南非明显不同的地

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三个国家的外交政策都是由其想成为安理

会常任理事国的渴望所决定的。

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在主权和干涉程度问题上，还是在和平行动

应该提倡的政治经济模式概念上，四个新兴地区大国之间的联手更可

能是一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做法，而不是因为它们结成了 “南方利

益集团”。同样，当其中的一个国家与北方国家在维持和平或建设和

平问题上产生政治分歧时，这四个国家似乎也不可能结成统一战线。

尽管在近几年中，巴西已经在北方国家面前表现出了独立性，但如果

说它和中国或印度的共同利益已经与它和欧盟或美国的共同利益相

当，这种说法还是值得商榷的。同样，当北南出现分歧时，印度与美

国的关系完全可能胜过它与中国的关系。

就对自由化和平模式的批评而言，统一战线的出现同样是不可能

的。非常有意思的是，巴西、中国、印度和南非对现行维持和平与建

设和平做法的许多批评意见，与对自由化和平模式的一般性批评意见

是相似的。不过，由于巴西和印度都是实行自由经济制度的民主国

家，因此虽然它们对国家主权及和平行动的干涉性提出了一些告诫，

但它们对自由化和平模式估计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实际上，作为建设

和平委员会几内亚比绍分委会主席国，巴西的政策与传统的建设和平

议程并没有多少距离。只要东道国自己愿意，并且享有充分的自主

性，即使是中国，也只会对自由化建设和平的政治方面表示质疑，而

对经济自由化则很可能采取容忍的态度。最后，对自由化建设和平的

批评意见仅仅来自于学术圈，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仅限于对联合国等机

构的批评。〔５５〕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在学术批评与巴西或中

国等国的政策取向之间有什么联系，而这正是日益趋同的怀疑论者所

担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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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埃默特：“对手：中国、印度与日本之间的权力斗争将如何影响下一个十年”

（霍顿·米夫林·哈考特出版公司：纽约，２００８年）。

Ｒ．帕里斯：“拯救自由化建设和平”， 《国际研究评论》，第３６卷，第２期，

（２０１０年４月），第３３９页。



在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参与问题上的差异

在维和领域，新兴大国所表现出的姿态迥然不同，很难找出普遍

一致的方面，因此要组成同质化国家集团的想法也就进一步减弱，因

为这样的国家集团必然会以相同的方法看待其在维和行动中的作用。

只是到了最近，巴西、中国和南非才开始将和平行动视为外交政策的

工具。截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印度、巴西、南非和中国均位居联合国行

动民事和军事人员派遣国的前１５位，分别是第３位 （８６９１人）、第

１３位 （２２６７人）、第１４位 （２１８７人）和第１５位 （２０３９人）。〔５６〕然

而，在十年前，虽然印度已经位于出兵国的第３位 （总共３．７７３３万

名维和军警人员中有２７３８人来自印度），中国仅位居第４３位 （９８

人），巴西第４４位 （９５人），南非第８０位 （只有４人）。〔５７〕尽管关于

巴西、中国和南非三国扩大参与维和行动的动机与目标现已开始在不

少的文章、文件中有所论述，但对其参与所带来的影响却还没有人研

究。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它们的重要性日益扩大，但这三支新生

力量为维和行动所贡献人员数量，却少于那些领土面积和政治经济地

位都远不如它们的约旦、尼泊尔和塞内加尔等国。〔５８〕

再者，除印度外，这里所讨论的四个国家中只有中国向各大洲的

几项行动都派遣了相当数量的维和人员。巴西派遣的维和人员主要集

中在海地，而南非只向非洲地区的两项行动派遣了军警人员，即联合

国刚果稳定特派团和联非达团。只有印度向联合国维和行动、和平行

动总部或政治特派团实质性地派遣了民事人员。〔５９〕虽然南非参加了

非盟到目前为止领导的四项行动中的三项，但其他三个国家的冲突管

０２１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联合国 （同注释 〔８〕）。

联合国维和行动部：“联合国行动出兵情况月度汇总”，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３１日，网

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ｅｎ／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ｏｒｓ／〉。另见：附录３Ａ，表３Ａ．５—

８。

参见附录３Ａ，表３Ａ．３，及联合国 （同注释 〔８〕）。

参见：纽约大学国际合作中心：《２０１０年全球和平行动年度回顾》（林恩·瑞纳

出版公司，博尔德，科罗拉多，２０１０年），第１５５—１５６页；Ｒ．戈万编辑：《２０１０年政治特

派团回顾》（纽约大学国际合作中心：纽约，２０１０年），第１２９—１３０页；及ＳＩＰＲＩ多边和

平行动数据库 （同注释 〔３６〕）。



理政策还没有超出联合国的框架。〔６０〕中国和印度只参加了联合国领

导的行动。２００３年，巴西向欧盟刚果 （金）行动 （“阿耳特弥斯行

动”）派遣了部队，但除此之外，巴西参加的全都是联合国的行动，

并且拒绝参加２００３年部署于海地的临时联盟部队。

四个新兴大国向和平行动派兵的方式也各不相同。长期以来，印

度既向和平行动提供部队，也提供直升机等 “保障力量”，并在联合

国行动中获得了许多高级岗位；印度还经常参与强制性行动，尽管它

对强力维和的概念表示了自己的不安。南非在提高了自己作为和平调

解者的地位之后才大幅度地参与维和行动。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尽管

中国的合作 （或者叫不阻碍）对于世界各地的冲突解决越来越重要，

但中国的和平调解记录却是有好有坏的。〔６１〕在与苏丹政府的谈判中，

中国的确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使联合国获得了苏丹政府对部署联

非达团的认可，在与刚果和卢旺达各方关于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部署维

和行动的谈判中，中国也发挥了调解作用。〔６２〕但是，在西方眼里，

对于冲突的解决来说，中国不仅是问题的化解者，也是问题的一部

分。〔６３〕以达尔富尔为例，中国 （在劝说苏丹政府同意部署维和特派

团）之前曾利用其在安理会的地位，以尊重苏丹主权以及必须取得苏

丹政府同意为由，使苏丹政府免受制裁，并拖延和平行动的部署。在

维和领域，中国的贡献到目前为止仅限于派遣工兵营、野战医院以及

警务人员。尽管中国已经认真考虑了作战部队的部署问题，但中国也

许不会像印度那样考虑参加强制性特派团。〔６４〕

此外，新兴大国在和平行动的财政贡献方面依然落后，只有中国

是个例外。中国现在已是联合国维和预算的第７大贡献国 （占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度维和总预算的３．９４％），仅落后于美国、日本、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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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

〔６１〕

〔６２〕

〔６３〕

〔６４〕

南非参加了联非达团的前身———非盟苏丹特派团 （ＡＭＩＳ），非盟布隆迪特派团

（ＡＭＩＢ），以及非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其中，非盟布隆迪行动的维和部队主体由

南非提供。南非没有参加非盟索马里特派团 （ＡＭＩＳＯＭ）。

参见：Ｃ．里查逊：“中国维和政策不一致的原因分析：国际形象与目标听众的

关切”，在国际研究学会第５０届年会上宣读的论文，纽约，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８日。

季北慈和黄志豪 （同注释 〔３８〕），第１４页，及国际危机小组 （同注释 〔３８〕），

第１６页。

国际危机小组 （同注释 〔３８〕），第１６页。

季北慈和黄志豪 （同注释 〔３８〕），第２８页。



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但维和经费的摊派比例使巴西、印度和南

非处于次要角色地位，巴西占维和经费的０．３２２％ （与新加坡和阿拉

伯联合酋长国相当），印度占０．１０７％ （与斯洛文尼亚和匈牙利相

当），南非占０．０７７％ （与委内瑞拉和卢森堡相当）。〔６５〕

更重要的是，到目前为止，新兴大国对维和行动越来越大的贡

献，与在建设和平领域正在进行的努力相比，还不尽一致。无论是在

冲突后的人道主义援助还是在发展援助领域，巴西、中国、印度和南

非都落后于北方国家。中国虽然已经明显增加了对非洲国家的双边援

助，但在建设和平的辩论当中却保持低姿态。印度经常呼吁人们注意

其独特的国家建设经验以及在安全机构改革及冲突后过渡等建设和平

领域的比较性优势。〔６６〕然而，印度在建设和平方面远远没有它在维

持和平方面积极。部分原因是出于政策方面的考虑，另一部分原因是

缺少财政资源。〔６７〕在建设和平委员会内，尽管所有四个新兴大国在

２０１０年都是该委员会的成员，但只有巴西担任了几内亚比绍分委会

的主席国，从而扮演了积极主动的角色。南非是建设和平委员会审议

工作的三个协助国之一，从而确保了其在建设和平委员会内一定的曝

光度，但它并不是讨论的驱动力量。

建设和平是可以向自由化建设和平的准则发起公开挑战的领域。

然而，巴西、中国、印度和南非总体上对建设和平委员会的目标与政

策持认同态度。原因之一可能是，东道国的完全同意是建设和平委员

会在国家层面开展活动的先决条件。另一个是财政方面的原因。不仅

在维持和平领域是这样，捐助国在建设和平工作中也扮演着关键的角

色。我们很难获得巴西、中国、印度以及南非给建设和平项目提供的

财政捐助数据。在给建设和平基金提供的款项中，中国在４７个捐助

２２１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６５〕

〔６６〕

〔６７〕

联合国大会：“联大５５／２３５和５５／２３６号决议的执行情况”，秘书长报告，Ａ／６４／

２２０，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３日。

参见：联合国：“联大介入联合国建设和平工作并通过文本，承认建设和平委员

会的中心地位”，新闻简报，ＧＡ／１１０１７，纽约，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９日。网址：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Ｎｅｗｓ／Ｐｒｅｓｓ／ｄｏｃｓ／２０１０／ｇａ１１０１７．ｄｏｃ．ｈｔｍ〉。

关于这四个国家对联合国建设和平基金的自愿捐款情况，参见 “捐款意向、捐

款承诺与实际捐款”，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８日。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ｐｂｆ．ｏｒｇ／ｐｌｅｄｇｅｓ．ｓｈｔ

ｍｌ〉。



国中居第１６位，印度排名第１９，巴西排名第２３。（南非没有提供任

何款项）。它们的捐款总数明显少于大多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成员国。〔６８〕

国际交往与务实主义

认为经常性冲突并非近在眼前的另一个原因是，扩大参与和平行

动可能会影响这些国家对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的认识。这是因为，无

论是通过国际交往还是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扩大参与都将使它们更

加接近现有的维和哲学与做法。向和平行动派遣人员以及由此而引起

的对国际体系的参与和与国际社会的互动 （这是多边决策的特点），

可能会影响这几个新兴大国的立场与政策。比如，“有相当多的证据

（哪怕是微妙的证据）表明，随着中国对 （国际）体系的参与，中国

外交官、战略家以及分析家融入了某些反现实政治的准则与做

法”。〔６９〕

还有证据表明，新兴大国在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问题的处理上，

比其公开声明所宣称的更加务实。现行行动已经表明，这些国家能够

将国家主权、东道国同意以及保护平民等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与具体

国家的具体情况区分开来。中国的情况就是如此。虽然中国奉行 “一

个中国”的政策，对国际关系采取以国家为中心的处理方法，并且狭

义地理解主权概念，但中国还是显示出了务实性与灵活性。例如，尽

管海地正式承认台湾，中国还是向联海稳定团派遣了维和人员，中国

还默许安理会通过干涉性的维和使命并且对维持和平的原则进行广义

的理解。〔７０〕

同样，巴西和印度的政策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其所参与行动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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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

〔６９〕

〔７０〕

参见：联合国建设和平基金：“建设和平基金累计捐款意向、捐款承诺与实际捐

款”，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８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ｐｂｆ．ｏｒｇ／ｐｌｅｄｇｅｓ．ｓｈｔｍｌ〉。关于中国的捐

款情况，参见Ｔ．拉姆等：“中国在非洲、拉美以及南亚的对外捐助活动”，向国会提交的

国会研究服务 （ＣＲＳ）报告Ｒ４０３６１（美国国会：华盛顿特区，２００９年２月２５日）。

Ａ．Ｉ．约翰斯顿：“社会国家：国际体系中的中国”，１９８０—２０００ （普林斯顿大学

出版社，普林斯顿，新泽西，２００８年），第ｘｉｖ页。

参见：季北慈和黄志豪 （同注释 〔３８〕），第１３—１４页，及国际危机小组 （同注

释 〔３８〕），第１７—２２页。



响。即使国家主权与东道国的同意对于它们对和平行动的观念来说十

分重要，它们向和平行动的派兵情况表明，与意识形态相比，务实主

义往往占据上风。在海地，巴西部队深度参与了与犯罪团伙的对抗；

在刚果 （金），印度维和人员参加了针对叛军与民兵武装的军事行动。

巴西的情况更说明了这一点。巴西在维和辩论中对国家主权所采取的

立场，与其在联海稳定团所奉行的政策之间的差距，就是务实主义的

明证。巴西起初不愿意让联海稳定团包含 《宪章》第七章使命，〔７１〕

但后来则坚持要求联海稳定团应更具干涉性。

同样有可能的是，新兴大国将经历西方国家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

所经历的幻灭与收缩。困难与失败很可能将这些国家对联合国多边主

义的热情浇灭，尤其是像巴西这样的民主国家，因为其国内对参与联

合国行动的支持是摇摆不定的。

最后，也不能过高地估计和平行动在更为广泛的国际政治领域的

重要性。如果对抗可能损害其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前景，或

者损害其与美国的关系，那么，在和平行动准则问题上搞重大对抗根

本就不值得，尤其是对于印度、巴西和南非来说。尽管印度在维和问

题上正在与外界进行很好的沟通，对安理会的工作方式也持批评态

度，但印度还没有获得与其向任务区大规模派兵相一致的政治影响

力，也没有表示这样做的任何意图。〔７２〕由于前文所提到的原因，印

度想要发挥某种作用，也经常提出自己的观点，但它未必将维和看作

是打破现有规则的领域。同样，虽然中国的贡献越来越大，在一些关

键问题上也坚持自己的观点，但中国所提供的政治主张仍然是有限

的。赵磊强调，中国的战略文化已经从 “被动满足国际准则向积极塑

４２１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７１〕

〔７２〕

关于巴西反对联海稳定团包含第７章使命的情况，参见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

“维基泄密文件使人更加看清美国与巴西在联海稳定团背后的动机”，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３日，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ｃｅｐｒ．ｎｅｔ／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ｂｌｏｇｓ／ｒｅｌｉｅｆａｎｄ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ｗａｔｃｈ／ｗｉｋｅｌｅａｋｅ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ｓｈｅｄｍｏｒｅｌｉｇｈｔｏｎｕｓｂｒａｚｉｌｉａｎｍｏｔｉｖｅｓｂｅｈｉｎｄｍｉｎｕｓｔａｈ〉。

参见：“维持和平：与出兵国和出警国的关系”，安理会报告，最新报告第４期，

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５日；印度对外关系事务部部长Ｓ．Ｍ．克里希纳：向第６５届联大发表的声明，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９日，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ｎｄｉａｎｅｍｂａｓｓｙ．ｏｒｇ／ｐｒｄｅｔａｉｌ１５９４／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ｂｙ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ａｆｆａｉｒｓ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ｍ．ｋｒｉｓｈｎａａｔ６５ｔｈｓ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ｕｎｇａ，ｎｙ〉；及印度常驻联合国副

特别代表Ｍ．Ｓ．普里：向安理会关于维和行动的辩论发表的声明，纽约，２０１０年８月６日，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ｉｎｔ／ｉｎｄｉａ／２０１０／ｉｎｄ１７１５．ｐｄｆ〉。



造国际准则”方向发生了 “明显的转变”。他认为，中国是反对自由

化和平模式的。〔７３〕然而，在维和使命的设计以及对和平行动 （包括

其出兵的行动）的战略监督问题上，中国保持了低姿态。此外，为了

在 “新地平线”磋商进程中反映 “南方的视角”，２０１０年６月，在巴

西的倡议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在里约热内卢集会。会议文件所反映的

观点与主流政策惊人地接近。〔７４〕这又回到了前面所说的和平行动的

战略重要性相对较低，以及打破或遵循现有准则的相对成本与收益问

题。如果挑战维和共识的政治成本很高，而且，正如罗兰·帕里斯关

于自由化建设和平的言论所说，“如果替代性战略所制造的问题比解

决的问题还要多”，那么变化更可能来自于对现行做法的改革，而不

是因为就现有准则发生了重大冲突。〔７５〕

第五节　结语：走向新的共识？

随着和平行动的实施，其模糊性与局限性随之而来。正因为如

此，和平行动不仅是国际社会对极其复杂的情势所做出的制度性反

应，也是各国对外政策与对外互动的一面镜子。它们既是国际组织所

奉行的各种政策的产物，也反映了各国所承担的义务及其国际视野。

这两个特点对于理解和平行动究竟能够取得多大成就以及成功、失败

和进展的程度有多大，都十分关键。上述特点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和平

行动几乎永远都处于一种危机状态，无论是就其正当性还是有效性而

言。自冷战结束以来，政策界和学术界对和平行动面临的政治困境与

业务困境，都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它们还深入探讨了对以下问题进行

反思和改进的必要性：即在试图建立冲突后持久和平时，国际组织的

维和实践与各国所采取的政策应该怎样进行互动。

这场辩论的核心是就和平行动的原则、目的和方法取得广泛的国

５２１★ 第三章　和平行动：脆弱的共识 ★

〔７３〕

〔７４〕

〔７５〕

赵磊 （同注释 〔４８〕），第９３页。

联合国大会：“联合国维和行动新视野：南方的视角”，２０１０年６月１６—１８日，

Ａ／６４／９０７，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３日。

帕里斯 （同注释 〔５５〕），第３５７页。



际共识。这一共识并没有受到公开的威胁，而且从理论上来说联合国

行动依然是根据广为接受的原则与准则而得以建立。然而，这种共识

是脆弱的，而且各国在维和政策和出兵方面出现的最新事态很可能已

经使这种共识受到了进一步破坏。不仅当代和平行动的主要特征正在

受到严重挑战，对和平行动究竟应该实现什么目标也没有形成共识。

不同类型的国家为和平行动所承担的义务存在着差距，对外部干预的

一些关键因素各国也存在分歧，和平行动因此而受到连累。

在此背景下，新兴大国在和平行动中日益扩大的作用也给维和共

识增添了新的因素，因为这些国家可能对现状发起挑战。巴西、中

国、印度和南非等国家可以──实际上已经──在能力、专业技术和

政治主张方面给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活动带来许多益处。它们的参与

既可以被看作给和平行动带来量与质的变化，也可以被看作对北方国

家主导的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议程的一种威胁。这四个国家对辩论中

的和平行动采取原则性的态度，强调主权、不干涉和东道国自主。这

可能对和平行动的实际使命产生影响。然而，在多数情况下，它们在

过去几年里还只是刚刚开始明显参与和平行动，因此对这些国家的长

期政策取向下一个肯定的结论为时尚早。

单凭直觉而言，认为对冲突管理持不同观点的两派之间可能就维

和准则问题发生冲突可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对近期所发生的

事态以及这四个国家各自的特点与政策进行一番分析，我们就可以发

现，并无多少证据表明这种冲突已经近在眼前。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

的现行准则、原则及做法完全可能──实际上已经──在组织、国家

及学术层面受到挑战。不过，在今后的任何辩论中，界线并不一定依

照北南之轴划分。另外，巴西、中国、印度和南非已经展示了高度的

务实性。务实主义似乎是这些国家依照现行做法制定政策的依据，而

不是采取完全不同的做法。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是，对于大多数国家

来说，维持和平是一种重要性相对较低的活动，就维和准则发生冲突

是不是值得由此而可能付出的代价？对于新兴大国来说，它们所追求

的大国地位与因此而需要承担的责任密切相关，如何看待这种责任也

会影响其维和政策。

不过，和平行动正经历着一段不确定的时期，而且，如果说联合

国及其他角色当前的工作重点是巩固现有做法的话，它们也应该致力

６２１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于恢复成员国、国际组织以及当地角色之间的共识。这是因为，如果

没有这种共识，正当而有效的和平行动就不可能存在。新兴国家将在

多大程度上以及以何种方式影响这种共识将十分关键。如果它们在维

持和平以及建设和平领域的地位变得更为突出，它们是继续采取至今

所遵循的相对温和的做法，还是变得更加过于自信并且制定出真正与

众不同的议程？如果是后者，它们离组成一支政治力量的距离有

多远？

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作用将是这场辩论的关键。不管一个

国家的决心有多大，只有通过五个常任理事国，它才可能给联合国维

持和平以及建设和平议程带来明显影响。常任理事国的作用可能会使

某种程度的稳定性得到保证，除非中国不愿意这样做。然而，如果情

况向别的方向发展，权力与责任就可能从联合国转移到临时机制。果

真如此的话，广泛的共识可能再次遭到破坏。因此，北方国家吸纳新

兴国家并确保其在现有体制的框架内而不是框架外行事，是符合北方

国家利益的。在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之外，不断演变着的国际政治框

架，以及新兴国家在现有体制内拓展其地位的方式，才是真正生死攸

关的大问题。应该负起责任的不仅是现有大国，也包括新兴大国。联

合国和平行动只是这一演变进程得到展现的诸多舞台之一。

（陆建新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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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３

犃

２０１０年的多边和平行动

西格伦·安德烈斯多梯尔

一、导言

本附录介绍２０１０年和平行动的发展情况，并运用斯德哥尔摩国

际和平研究所 （ＳＩＰＲＩ）多边和平行动数据库的数据，对２００１年至

２０１０年十年间的和平行动进行趋势分析。〔１〕此处引用的数据为２０１０

年正在进行的和平行动的年终概述，将其作为与以前年份进行比较分

析的参考。〔２〕第二部分介绍的是和平行动的全球发展趋势，其区域

发展趋势在第三部分中论述。第四部分介绍数据来源以及收集数据时

所使用的方法，随后是２０１０年所实施的所有多边和平行动的细节。

二、全球发展情况

２０１０年总共在３３个不同的地区实施了５２项和平行动。２０１０年，

有１项新的和平行动开始启动，即 “欧盟索马里训练团”（ＥＵＴＭ）；

有２项行动结束，即 “欧盟几内亚比绍安全部门改革支援团” （ＥＵ

ＳＳＲＧｕｉｎｅａＢｉｓｓａｕ）及 “联合国中非和乍得特派团” （ＭＩＮＵＲ

ＣＡＴ）。这使２０１０年成为行动总数连续第二年出现下降，也是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十年间第三个行动数量下降的年份 （见图３Ａ．１）。然

而，投入和平行动的人员总数继续呈上升趋势：总数比２００９年增加

８２１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１〕

〔２〕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多边和平行动数据库，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ｉｐｒｉ．

ｏｒｇ／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ｐｋｏ／〉。

本附录所载的部署人员数字一般为截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或和平行动终止日期

的估计数，并不表示部署人数最多时的数字或在这一年里投入人员的总数。



了２０％，达到２６．２８４２万人 （见图３Ａ．２），其中军事人员占９１％，

民事警察占６％，文职人员占３％。〔３〕已知的和平行动费用为８９亿

美元，比２００９年创纪录的９１亿美元下降２％。〔４〕

在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间，和平行动的年度数量有开始时的５１项减至

２００２年的４９项，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０８年上升为６０项，然后再次下降，到

这个十年的最后一年，比开始时多１项。投入和平行动的人员数量，

初期也出现过与上述相似的趋势，从２００１年的１２．３７８３万人降至

２００２年的１０．２５２５万人，是这十年间人数最少的一年。但在２００３—

２０１０年间，投入的人员数量每年都有增加，到２０１０年人员总数达

２６．２８４２万人，比２００２年增长了１５０％。

图３犃１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多边和平行动数量 （按实施组织分类）

９２１★ 附录３Ａ　２０１０年的多边和平行动 ★

〔３〕

〔４〕

驻伊拉克的多国部队 （ＭＮＦＩ）曾在２００３至２００５年被认定为和平行动。但是，

这项行动并不在统计范围内，其部署的１５．４万—１８．３万名人员并没有计算在和平行动的

人员总数内。ＭＮＦＩ从２００３直到２００８年联合国对其授权结束，有关信息可以在斯德哥尔

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多边和平行动数据库 （同注释 〔１〕）里找到。

ＳＩＰＲＩ对于不同类别的和平行动的花费是如何计算出来的，请见下面的第四部

分。



图３犃２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多边和平行动投入的人员数量

注：ＩＳＡＦ系指国际安全支援部队。

这一巨大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ＮＡＴＯ）在阿

富汗实施的 “国际安全支援部队”（ＩＳＡＦ）行动得到加强，其军队人

数从２００９年的８．４１４６万人增至２０１０年的１３．１７３０万人，增长了

５７％。ＩＳＡＦ以连续第五年成为一项最大规模的多边和平行动，其投

入的军队数量超过了所有其他各项行动加在一起的总数。

如果把ＩＳＡＦ从多边和平行动的数据库中剔除出去，这会对２０１０

年和过去十年的情况描绘出一幅完全不同的图画。２０１０年，其余５１

项和平行动所投入的人员总数为１３．１１１２万人。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间的

投入人数情况出现了略有下降的趋势 （见图３Ａ．２）。此外，在２０１０

年，有些维和及建和行动或者开始缩减或者正在安排缩减其人员数量

（见本附录第三部分），这表明无论是人员数量还是行动数量都将要进

一步减少，并意味着近来看到的联合国维和行动的 “巩固”———即从

建立新的、大规模的行动朝着 “过渡”甚至 “减少”行动中军事成分

的方向转变———也发生在由其他组织实施的和平行动中。〔５〕

０３１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５〕 例如，联合国维和部和地勤部合编的 《新地平线倡议：进展报告第一期》（联合

国，纽约，２０１０年１０月），第７—８页。



实施的组织

联合国依然是２０１０年和平行动的主要实施者，总共实施了２０

项行动，投入人员的总数为１０．３４０４万人，占ＩＳＡＦ以外的所有多

边和平行动投入人员的７９％ （如果包括ＩＳＡＦ，则占３９％）。〔６〕联

合国行动的人员数量自２００２年开始连续增长之后，２０１０年出现小

幅下降。

北约实施了３项行动，投入了１４．０３５４万人或占总数的６１％。〔７〕

这些行动中，国际安全支援部队的人数占９４％。与之不同的是，北

约科索沃部队 （ＫＦＯＲ）继续在不断地撤走，从２００９年的１．２６６２万

人减至２０１０年的８４５４人。北约伊拉克训练团 （ＮＴＭ—Ｉ）继续保持

１７０人，与２００９年的水平几乎相同。

欧盟 （ＥＵ）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ＯＳＥＣ）主导的行动，其

发展情况同当前的 “巩固”潮流相一致。欧盟２０１０年实施了１２项行

动 （结束１项，新启动１项），但其投入的人员总数削减了１０％，由

２００９年的５０００人减至略多于４５００人。欧安组织２０１０年实施了７项

行动，比２００９年少１项，其所投入的人数也略有下降，从３６９人减

至３６３人。

非洲联盟 （ＡＵ）是北约以外的唯一一个组织大大增加了行动人

员，用以加强它当前仅有的一项行动——— “非盟索马里特派团”，人

数从２００９年的５２７１人增至２０１０年的７９９９人。〔８〕

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ＣＥＥＡＣ）、独立国家联合体 （ＣＩＳ）和美

洲国家组织 （ＯＡＳ）各实施１项行动。另有６项行动由临时联盟实施

（见表３Ａ．１和表３Ａ．２）。

部署情况

国际安全支援部队的部署，极大地影响了截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军事

１３１★ 附录３Ａ　２０１０年的多边和平行动 ★

〔６〕

〔７〕

〔８〕

这里的统计数中仅包括国际人员。关于每项行动雇佣当地协助人员的数字，见

表３Ａ．２。

北约阿富汗训练团的人员包含在国际安全支援部队的人数中。人员数量及派员

国的具体情况可从ＳＩＰＲＩ多边和平行动数据库 （同注释 〔１〕）里找到。

联合国维和部领导的阿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团在本附录中被列为一项联

合国行动。



人员 （部队和军事观察员）提供国的排序 （见图３Ａ．３）。〔９〕把ＩＳＡＦ

列入后，美国就是提供军事人员远多于其他国家的最大出兵国，在总

共提供２３．８２９１万人的１１１个国家中，美国派出了９．００１３万人。接

下来就是巴基斯坦、英国、孟加拉国和印度。如果不包括ＩＳＡＦ的人

员，截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则有１０５个国家总共投入了１０．６５６１万名军

事人员。最大的出兵国就是巴基斯坦，共提供了９５９４人。在８个最

大的出兵国中，４个是亚洲国家，４个是非洲国家。所有这些国家只

向联合国行动提供兵员；在前１０位出兵国中，只有意大利和法国参

加过非联合国的行动。

图３犃３　２０１０年向多边和平行动派遣部队最多的１０个国家

（包括和不包括驻阿富汗的国际安全支援部队）

截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８个国家向和平行动提供了总共１．６３８５

万名民事警察 （比２００９年增长了１３％），其中联合国行动所投入的

２３１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９〕 这些数字还包括在年内终止的行动所投入的人员以及那些１２月份得不到而采用

所能获得的最新数字。也可参见注释 〔２〕。



警察占总数的８８％，与２００９年的比例大致相同。最大的派员国是约

旦 （见图３Ａ．４）。１０个最大的派员国中的其余国家在亚洲和非洲，

这两个地区提供的人数占警察投入总数的５６％。

图３犃４　２０１０年向多边和平行动派遣民事警察最多的１０个国家

新兴国家的派员情况

过去十年，有些经济快速增长的非西方国家，尤其是巴西、中

国、印度和南非，以加大对和平行动的参与来呼应其对地区和国际事

务日益增强的自信心。〔１０〕这四个国家

增大了它们在人员投入总数中的比例，由２００１年的５．１％增至

２０１０年的１４．５％ （印度是这四个国家中远大于其他国家的派员国）。

它们还较大地增加了参与的行动数量。

印度是联合国行动军事人员和民事警察的第三大派员国，巴西排

位第１３，南非第１４，中国第１５。巴西在２００３年出现了一次大的增

加之后，其派员规模一直保持较稳定，直到２００９年随着 “联合国海

地稳定特派团”（ＭＩＮＵＳＴＡＨ，联海团）的加强而出现另一次大幅

增派 （见图３Ａ．５），并由其领导该团的军事部分。中国派员的明显增

加始于２００２年，但与联合国的总体部署相一致，２００８年以来其派员

情况基本上保持不变 （见图３Ａ．６）。印度虽然已经是一个主要的出兵

国，但在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０５年期间，它的派员数量又增加了两倍。２００６

年以来，它每年都在逐步减少派员，但仍保持着高于２００５年的水平

３３１★ 附录３Ａ　２０１０年的多边和平行动 ★

〔１０〕 见本书第三章。



（见图３Ａ．７）。南非在２００２年开始大幅增加派员。它的派员情况有起

伏，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０６年间出现下降，２００７年明显增多，此后每年又有

少量增加 （见图３Ａ．８）。

图３犃５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巴西向多边和平行动派员情况

注：由于现有资料方面的原因，人员数量仅包括部队和民事警察。行动数量则包括

所有行动，即使是巴西仅派了观察员和文职人员的行动。

巴西于２００３年曾向１项欧盟行动派出了４４名军人。图中显示的所有其他派员均对联

合国行动，而且绝大部分为部队。

图３犃６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中国向多边和平行动派员情况

注：由于现有资料方面的原因，人员数量仅包括部队和民事警察。行动数量则包括

所有行动，即使是中国仅派了观察员和文职人员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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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犃７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印度向多边和平行动派员情况

注：由于现有资料方面的原因，人员数量仅包括部队和民事警察。行动数量则包括

所有行动，即使是印度仅派了观察员和文职人员的行动。

图３犃８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南非向多边和平行动派员情况

注：由于现有资料方面的原因，人员数量仅包括部队和民事警察。行动数量则包括

所有行动，即使是南非仅派了观察员和文职人员的行动。

南非曾于２００１—２００３年间向１项临时联盟行动提供了部队，２００３年向１项欧盟行动

提供了部队。它向其他非联合国行动的派员是对非盟行动。

三、地区发展情况

非洲

２０１０年，在非洲部署的人数比２００９年减少了１％，实施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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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从１０项降到了９项。作为２０１０年和平行动数量最多、占投入总

人数６５％ （不包括国际安全支援部队）的非洲 （见表３Ａ．１），其行

动数量和部署人数比２００９年有所减少，既反映了维和行动 “巩固”

的趋势，同时也增强了这一趋势的发展。

表３犃１　２０１０年和平行动及投入人员的数量 （按地区和组织分类）

实施组织 非洲 美洲 亚洲 欧洲 中东 世界

联合国ａ ９ １ ４ ２ ４ ２０

区域组织或联盟ｂ ６ １ ２ １３ ４ ２６

临时联盟 １ ０ ３ ０ ２ ６

行动总数 １６ ２ ９ １５ １０ ５２

投入人员总数 ８４８０６ １０８８４ １３５５４８ １５３４９ １６２５５ ２６２８４２

ａ联合国的数字包括由联合国维和行动部、由联合国政治事务部领导的行动以及非盟

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 （ＵＮＡＭＩＤ）。

ｂ这些数据包括驻阿富汗的国际安全支援部队 （ＩＳＡＦ）。

资料来源：ＳＩＰＲＩ多边和平行动数据库，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ｉｐｒｉ．ｏｒｇ／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ｐｋｏ／〉。

联合国依然是非洲和平行动的主要实施者。在２０１０年，有３项

行动面临重大政治挑战，并不得不应对东道国政府取消其原先正式

“同意”的局面。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２００９年曾要求联合国在２０１０

年６月 （即刚果独立５０周年）之前提出 “联合国民主刚果特派团”

（ＭＯＮＵＣ）的缩减计划。２０１０年，联合国与东道国达成了一个折衷

方案，将该项行动更名为 “联合国民主刚果稳定特派团”（ＭＯＮＵＳ

ＣＯ，联刚团），并撤走了部分部队分队。〔１１〕

对派驻 “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团” （ＵＮＯＣＩ，联科团）的 “同

意”，在该团团长公开宣布东道国反对派总统候选人阿拉萨内·瓦塔

拉赢得２０１０年１１月举行的有争议的总统选举之后即提出异议。在任

总统洛朗·巴博拒绝下台，而且两位候选人均宣称自己赢得了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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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月，巴博正式要求 “联科团”以及由联合国授权、法国领导的一

项支援该团的 “‘独角兽’行动”撤离。联合国安理会未予理睬，反

而延伸了 “联科团”的使命，临时从 “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

（ＵＮＭＩＬ，联利团）调来几个分队增援它。在乍得政府１月份要求

“联合国中非乍得特派团”（ＭＩＮＵＲＣＡＴ，联中乍团）从其领土上撤

走部队后，该团使命于２０１０年１２月终止。乍得政府接管了为该国东

部地区平民 （包括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难民、乍国内流离失所人员以

及人道主义救援人员）提供安全保护的责任。〔１２〕

伴随着 “联刚团”的缩编和 “联中乍团”的终止，联合国在非洲

的存在还有进一步减少的迹象。“联利团”已完成其第三阶段的缩减

计划。在利比里亚２０１１年总统和议会选举之后，联合国将会对 “联

利团”的下一步部署水平作出决定。

在布隆迪出现一段时间的稳定和成功举行选举之后，“联合国布

隆迪综合办事处”（ＢＩＮＵＢ）计划于２０１１年缩小其人员规模，目前

正在研究用以确定未来配置的基数。〔１３〕“欧盟几内亚比绍安全部门改

革特派团”在完成了对当地当局实施全国安全部门改革计划提供援助

的任务后已于２０１０年９月结束使命。最后，２０１０年启动的一个小型

的 “欧盟索马里训练特派团” （ＡＭＩＳＯＭ）将于２０１１年结束任务。

该团受权加强和支持索马里安全部队，其训练活动是在乌干达进

行的。

非洲的一项行动，即 “非盟索马里特派团” （ＡＭＩＳＯＭ），在人

员数量上有较大增长。随着索马里局势的不断恶化，该团部队的人数

增长了５０％，由２００９年１２月的５２２１人增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的７９０２

人。但这个数字依然比原先８０００名军人的授权数量和２０１０年１２月

７３１★ 附录３Ａ　２０１０年的多边和平行动 ★

〔１２〕

〔１３〕

联合国、安理会、秘书长关于 “联合国中非共和国与乍得特派团”的报告，Ｓ／

２０１０／２１７，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９日，以及联合国、安理会、秘书长关于 “联合国中非共和国与

乍得特派团”的报告，Ｓ／２０１０／６１１，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日。

“联合国布隆迪综合办事处”更名为 “联合国布隆迪办事处”，于２０１０年１月１

日生效。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６日联合国安理会第１９５９号决议。



新确定的１．２万名军人的数字要少得多。〔１４〕既然该特派团２００７年启

动以来一直明显地小于授权规模，现在看来，要让非盟成员国实现新

的授权人数水平似乎不大可能。

亚洲

亚洲是连续两年和平行动投入人数最多的地区，国际安全支援部

队占投入该地区人数的９７％。如果不算国际安全支援部队，该地区

的维和人员数量和行动数量在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１０年期间则出现了缓慢和

平稳的下降。

在亚洲，有２项行动，即 “欧盟阿富汗警察特派团” （ＥＵＰＯＬ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和 “所罗门群岛地区援助团”（ＲＡＭＳＩ），其人数保持

了与２００９年相同的规模。在东帝汶，由于局势的进一步稳定以及当

地安全机构所取得的进展，驻该国的 “国际安全部队” （ＩＳＦ）的人

数在２００９年至２０１０年期间减了一半。随着当地警察队伍承担起越来

越多的责任，“联合国东帝汶综合特派团”（ＵＮＭＩＴ）于２０１０年初

开始重新配置其警察力量，并将在今后两年内继续逐步减员。〔１５〕

２０１０年，有关方面达成了在２０１１年终止 “联合国尼泊尔特派

团”（ＵＮＭＩＮ）的协议。该团的职责是协助监督 《全面和平协定》

（ＣＰＡ）的安排以及为准备选举提供技术支持。在经历了数月的政治

危机之后，尼泊尔冲突各方达成了在２０１１年１月之前完成该协定规

定的剩余任务的协议。〔１６〕

欧洲

欧洲的和平行动数量尽管与２００９年相同，但其投入的人数以连

续两年出现明显减少，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间下降了２２％。这主要是由于

“北约科索沃部队”（ＫＦＯＲ）的重组和缩编以及 “联合国科索沃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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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１５〕

〔１６〕

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８日联合国安理会第１９１０号决议以及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２日联合国安

理会第１９６４号决议。２０１０年１０月，非盟作出了更大增长的授权，将该团增至２００００名军

人和１６８０名警察。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第２４５次会议公报，ＰＳＣ／ＭＩＮ／１（ＣＣＸＸＸＸＶ），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５日。

联合国、安理会、秘书长关于 “联合国东帝汶综合特派团”的报告，Ｓ／２０１０／

５２２，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３日。

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５日联合国安理会第１９３９号决议。



行政机构”（ＵＮＭＩＫ）在２０１０年不断撤离其军队人员所致。〔１７〕

美洲

２０１０年，美洲有２项行动在继续实施着。海地２０１０年１月的地

震破坏了该国脆弱的基础设施并使１００多万人流离失所。联合国安理

会增加了 “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ＭＩＮＵＳＴＡＨ）的军队和警察

人数，〔１８〕以帮助该国维持稳定。这一增援的短期目的是为了维持法

律和秩序以及为年内举行的地方和总统选举做准备。该特派团的长期

任务将是帮助该国重建国家警察力量，加强该国法治机构的能力。

中东

２０１０年，中东的和平行动没有大的变化。行动数量依然是１０

项，维和人数为１６２５５人，基本上与２００９年相同。“联合国黎巴嫩临

时部队”（ＵＮＩＦＩＬ）仍然是该地区的最大行动，所投入的人数占该

地区维和人员总数的７６％。

四、多边和平行动表

表３Ａ．２列出了２０１０年还在进行的５２项多边和平行动的数据，

其中包括在年内启动或结束的行动。表中所列的这些行动既有联合国

授权实施的行动，也有由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认可或授权、由区域组织

和联盟实施或由非固定 （临时）国家联盟实施的行动。行动所明示的

意图是：１．作为推动履行已签署的和平协议的一种手段；２．支持一

项和平进程；３．协助预防冲突或建设和平的努力。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遵循联合国维和部对 “维持和平”的

定义，即它是协助冲突国家为实现可持续和平创造条件的一种机制。

维和任务可以是：监督和观察停火协议的履行；作为建立信任措施；

保护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运送；协助战斗人员复员遣返和重新安置的

进程；加强司法、法治 （包括刑事机构）、治安和人权等领域的机制

性能力；选举保障支持；以及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本表因而涵盖的

和平行动范围广泛，反映了和平行动职能的日益复杂性以及在履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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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１８〕

北约科索沃部队的人数从２００９年１０月的１２６６２人降至２０１０年１１月的８４５４人。

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９日联合国安理会第１９０８号决议。决议授权将部队人数从６９４０人

增至８９４０人，民事警察人数从２２１１人增至３７１１人。



些职能过程中任务发生变化的潜在可能性。表中未列入斡旋、实地调

查和协助选举等活动，也未列入由非常驻人员或谈判小组组成的和平

行动以及未经联合国认可的行动。〔１９〕

这些行动系按实施实体分类，在同一组中则按起始日期先后排

列。联合国行动分成三组：１４项是由联合国维和部实施的观察团和

多职能和平行动；５项特别政治行动和建设和平行动；以及 “非盟／

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ＵＮＡＭＩＤ）。后面七组为区域组织或联

盟实施或领导的行动：非洲联盟１项；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１项；独

联体１项；欧洲联盟１２项；北约组织３项；美洲国家组织１项；以

及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７项。最后一组列出了６项经联合国认可、由

临时国家联盟实施的行动。

２０１０年现有行动中新参加的国家用黑体字标出。２０１０年停止参

与的国家用斜体字显示。国家名称有下划线的，则是在有警察或军事

人员参加的行动团中被指定为牵头的国家 （它们或者是有行动控制权

的国家，或者是派出人员最多的国家）。组建一项行动所依据的法律

文书———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或区域组织的正式决定———以及该项行动

的最初部署日期列在表的第一栏中。２０１０年新启动的行动，其所依

据的法律文书用黑体字表示。２０１０年结束的行动，其所依据的法律

文书用斜体字显示。

批准人数是指最近一次所授权的２０１０年人员数量。聘用的当地

支援人员和志愿者的数量未列入本表，但只要有，就在注释中注明。

欧盟行动中，文职人员的批准人数列在 “民事警察”一行中。各国为

各项行动提供人员的全面信息可在 “ＳＩＰＲＩ多边和平行动数据库”中

找到。〔２０〕表中的 “观察员”类别，既包括军事观察员，也包括民事

观察员。〔２１〕

各项行动中的死亡人数列出了一项行动从开始以来的总数和

２０１０年一年的数字。在２０１０年的死亡数中录入了已知的死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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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２０〕

〔２１〕

对于定义、方法和来源的全面说明可在ＳＩＰＲＩ多边和平行动数据库里找，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ｉｐｒｉ．ｏｒｇ／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ｐｋｏ／ｍｅｔｈｏｄｓ／〉。

ＳＩＰＲＩ多边和平行动数据 （同注释 〔１〕）。数据库还全面列出了各行动团的职责

任务、负责人及相关文件的细节等。

联合国维和部现在将该类别称为 “特派团专家”。



（死于意外事故，或敌对行动，或伤病）。由于对死者之死因并非均有

报告，故该年的这三个数字相加并不一定与全年死亡总人数相符。联

合国提供了行动中当地雇员的死亡数据，但其他组织或联盟则未这

么做。

经费开支的金额单位为百万美元 （按２０１０年美元价计算）。预算

金额是以日历年度而不是财政年度列出的。日历年度的开支数据是按

整个财政年度的平均支出率折算出来的。以美元之外的其他货币计算

的预算开支，系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２０１０年合计市场汇率折算。〔２２〕

所标示的联合国行动和欧安组织行动的开支金额是指该年度的预算金

额，其他行动的金额数字则指实际开支金额。

所标示的联合国行动开支金额指行动的核心运作费用，包括人员

部署费、部署人员的津贴费、后方的直接支持费用 （例如维和行动的

支持活动账目和联合国在意大利布林迪西后勤基地所需的费用）。联

合国维和行动的费用由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分摊，按具体核定比例缴纳

摊款，不管其是否参与维和行动。政治和建设和平行动的经费系来自

联合国的正常预算拨款。联合国维和预算并不涵盖某些项目性的经

费，例如解除武装、复员遣返和重新安置的经费，它来自各种志愿捐

助。北约实施的行动，其预算数字仅指通用性开支，主要包括北约总

部的日常费用 （如文职人员经费及运作和维持费用）以及用于支援这

些行动所需的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人员部署费系由各派兵国自行承

担，未列入此表的预算数字中。欧盟的大多数行动是以两种方式中的

一种得到经费的：民事行动由共同体预算拨款；军事行动或带有军事

成分的行动的经费则由参加行动的欧盟成员国通过 “雅典娜”机

制〔２３〕提供。独联体国家实施的维和行动未提供经费数额，因为独联

体没有特定的通用预算，而由行动参加国自行承担部队部署费。其他

１４１★ 附录３Ａ　２０１０年的多边和平行动 ★

〔２２〕

〔２３〕

关于和平行动预算的具体情况，可从ＳＩＰＲＩ多边和平行动数据库中找到 （同注

释 〔１〕）。

“雅典娜”机制是管理具有军事或防务含义的欧盟行动中通用性开支的一种机

制。２００７年５月１４日，欧盟理事会的２００７／３８４／ＣＦＳＰ决定批准了建立这一机制 （见 《欧

盟议事录》第Ｌ１５２号，２００７年６月１３日）。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８日，欧盟理事会的２００８／９７５／

ＣＦＳＰ决定则进一步确定，建立一个对带有军事或防务含义 （雅典娜）的欧盟行动的通用

性开支筹资管理机制 （见 《欧盟议事录》第Ｌ３４５号，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３日）。



组织实施或领导的行动，例如由美洲国家组织或由临时联盟实施的行

动，其预算金额中可能还包括落实相关项目的费用。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表３Ａ．２所列的各项经费数字应看作是估计

数，不同行动团的经费预算不能进行相互比较。

除非另有注明，表中所有数字均为截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的数

字，或者，若是在２０１０年结束的行动，则为结束之日的数字。

各项多边和平行动的数据是从以下几类公开来源得到的：１．相

关组织的秘书处提供的官方信息；２．维和行动团团部提供的信息，

或是其官方出版物，或是它们对ＳＩＰＲＩ年度调查问卷的答复；３．来

自有关维和团的派员国政府的信息。在有些情况下，ＳＩＰＲＩ研究人员

还通过电话采访或电子邮件来往的方式从实施行动的组织或派员国政

府了解到某项行动的补充情况。除了这些主要来源之外，还用了大量

公开的二手资料来源作为补充，包括专业期刊、研究报告、新闻机构

以及国际、地区和当地报刊等。

２４１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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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２０１０年的军费开支和军备

第四章　军　费

第五章　军火生产

第六章　国际武器转让

第七章　世界核力量



第
四
章
军费

萨姆·珀洛 弗里曼　朱利安·库珀　奥拉瓦莱·伊斯梅尔

伊丽莎白·申斯　卡丽娜·索尔米拉诺

第一节　导言

２０１０年世界军费达１．６３万亿美元，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

２．６％，相当于人均２３６美元。开支比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０１年分别实际增

长１．３％和５０％。〔１〕２０１０年的增长几乎完全可归因于美国；世界其

他地区的军事开支仅增长了０．１％。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１０年期间，美国的

军事开支增长了８１％，而世界其他地区的增幅为３２％。

然而，区域模式有很大差别。２０１０年，南美洲和非洲的军事开

支继续显著增长，增幅分别达５．８％和５．２％。相比之下，北美洲和

亚洲及大洋洲的增幅均低于近年来的水平，分别为２．８％和１．４％，

而欧洲的开支自１９９８年以来首次下降了２．８％。这反映了对全球经

济危机的延迟反应，因为欧洲各国政府开始削减预算赤字，而亚洲的

军事开支增长放缓则符合２００９年经济增长率降低的情况。

本章重点探讨六个主要地区大国的军事开支趋势：中国、俄罗

斯、印度、巴西、土耳其和南非。这些国家的强劲经济增长使其在地

区和全球事务中的地位日益突出。随着经济实力增强，这些国家各以

不同的方式寻求发挥其政治和外交影响以及作为军事大国的作用。大

７９１★ 第四章　军费 ★

〔１〕 除另有注明外，２０１０年的所有美元数据均按照２０１０年的当前价格和汇率计算，

而所有实际百分比增减则采用２００９年的不变价格和汇率计算。详情参见附录４Ａ。



部分国家的军事开支近年来迅速增加，而且所有国家都在着手进行重

大的军事现代化计划，这些计划并非全都与意识到的军事威胁或明确

的军事任务有明显联系。本章第三至七节依据这些国家的整体防务和

安全政策分别探讨了各国的军事开支趋势。

表４１　美国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８—２０１２财年的国防部开支和国防总开支

单位：１０亿美元，按当前价格和汇率计算。年份为财年 （从上年１０月１日开始）。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ａ ２０１２ａ

２００１—

２０１０年

变动

（％）

国防部，军事 ２９０．２ ５９４．６ ６３６．７ ６６６．７ ７３９．７ ７０７．５ １３０

军事人员 ７４．０ １３８．９ １４７．３ １５５．７ １５７．０ １５９．３ １１０

作战和维持 １１２．０ ２４４．８ ２５９．３ ２７６．０ ３１１．９ ３０１．７ １４６

采购 ５５．０ １１７．４ １２９．２ １３３．６ １５１．９ １３４．４ １４３

研制试验和评估 ４０．５ ７５．１ ７９．０ ７７．０ ８０．７ ７８．２ ９０．１

其他国防部军事开支ｂ ８．８ １８．３ ２１．８ ２４．４ ３８．２ ３３．９ １７７

能源部，军事 １２．９ １７．１ １７．６ １９．３ ２１．２ ２１．８ ４９．６

其他，军事 １．６ ４．３ ６．８ ７．６ ７．３ ８．２ ３７５

国防总开支 ３０４８ ６１６１ ６６１０ ６９３６ ７６８２ ７３７５ １２８

ａ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的数字系估计数。

ｂ其他开支包括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分类的军事建筑、家庭住房和其他类支出。

资料来源：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美国政府２０１２财年预算：按年代顺序编列的表

格》（政府印刷局：华盛顿特区，２０１０年），第７１、７４页。

在此之前，第二节简要介绍了美国以往和计划的军事开支，而本

章的第八节为总结。附录４Ａ提供了ＳＩＰＲＩ编制的完整的２００１年至

２０１０年间世界、地区和国家军费表以及２０１０年军事开支地区走势的

相关信息、军费开支排名前１５位国家的有关数据和ＳＩＰＲＩ的数据来

源及统计方法。附录４Ｂ提供了各国向ＳＩＰＲＩ和联合国报告军费的有

关数据，表明报告率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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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美国

２０１０年，美国的军费实际增长了２．８％，达到６９８０亿美元。这

一增长规模小于近年来的水平而且大大小于美国政府的预测，几乎完

全可归因于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海外应急行动开支增加。〔２〕然而，

美国政府的未来开支预测表明，２０１１财年的支出将出现较大增长，

特别是在作战和维持方面以及采购开支。〔３〕这表明部分２０１０年的计

划开支已被推迟至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财年的预算显示当局要求的预算额度和预测支出均有所

下降，这表明美国的军事开支在长达十年之久的飙升后终于见顶回

落 （参见表４．１）。２０１２年开支下降是由于海外应急行动所需开支

减少了４１０亿美元，这主要是因为美国计划在２０１１年年底从伊拉

克撤军。〔４〕然而，尽管已经将此前计划的五年期采购方案开支削

减了７８０亿美元，２０１２年的基本军事预算需求额度 （不包括海外

应急行动，但包括国防部以外的军事开支）预计仍将比２０１１年

高０．８％。〔５〕

９９１★ 第四章　军费 ★

〔２〕

〔３〕

〔４〕

〔５〕

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 《美国政府２０１０财年预算：按年代顺序编列的表格》

（政府印刷局：华盛顿特区，２００９年）。ＳＩＰＲＩ在２００７年之前一直使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提

供的美国军事开支数据，从２００８年开始采用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的国防开支数据 （参见

表４．１）以及国务院外国军事财政援助项目和国际军事装备和训练项目开支的总和。美国

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的数据不含这两个项目的开支。

这些预测与美国政府的２０１２财年预算申请一并发布。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

《美国政府２０１２财年预算：按年代顺序编列的表格》 （政府印刷局：华盛顿特区，２０１０

年），第７４页。ＳＩＰＲＩ的数据涉及支出 （实际开支），不同于预算主管机构的数据，后者是

批准政府开支的。这种授权批准可能会导致开支在当前和以后的财政年度发生。

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美国政府２０１２财年预算》 （政府印刷局：华盛顿特

区，２０１０年），第１３７—１４０页。

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 （同注释 〔４〕），第５９页。



第三节　中国

中国官方２０１０年的国防预算为５３２０亿元人民币 （约合７８０亿美

元），但ＳＩＰＲＩ估计中国的军费总额为８０９０亿元人民币 （约合１１９０

亿美元）。〔６〕从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１０年，军事开支实际增长了１８９％，平

均每年增长１２．５％。因此，２０１０年３．８％的增幅意味着增长速度显

著放缓，反映出全球经济衰退造成２００９年经济增长减速。〔７〕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国防现代化在 “四个现代化”中的优先程度最

低，排在农业、工业和科学技术之后。与这一时期相比，２０００年之

后增长速度急剧加快。然而，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１０年期间，中国的军费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处于２．０％至２．２％的范围内。

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和迅速增长的军事开支反映了该国近年来同样

快速的经济增长，这种经济增长推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确

立其全球大国地位。〔８〕根据官方政策，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取决于并

服从于国家经济建设。〔９〕

ＳＩＰＲＩ估算的中国军事开支包括人民解放军的官方预算和若干其

他军事开支项目的官方数据或估算。中国政府从１９９８年开始提供解

放军的预算分类，分为三类：人员、训练维持和装备 （包括采购、维

修以及研究和开发）。〔１０〕这些信息一直显示三类费用的比例大致相

００２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ＳＩＰＲＩ修订了其对中国军费的估算。参见附录４Ａ第三部分。

例如，参见寇立研和梁辉：“中国２０１０国防预算案出台的幕后情况”，《国际先

驱导报》，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２日，中译英，开源中心。

世界银行：《２０１０年世界发展指标》（世界银行：华盛顿特区，２０１０年），第８９

页。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２００８年中国的国防》（外文出版社：北京，２００９年１

月）。

中国国防白皮书，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网址：〈ｈｔｔｐ：／／ｅｎｇ．ｍｏｄ．ｇｏｖ．ｃｎ／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ＷｈｉｔｅＰａｐｅｒｓ／〉；中国提交的联合国军费报告书，１９９８—２０１０ 年，网址：〈ｈｔｔｐ：／／

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ｄｉｓａｒｍａｍｅｎｔ／ｃｏｎｖａｒｍｓ／Ｍｉｌｅｘ／ｈｔｍｌ／Ｍｉｌｅｘ＿ＳＧＲｅｐｏｒｔｓ．ｓｈｔｍｌ〉。



等。〔１１〕目前无法获得按军种划分的开支明细。〔１２〕ＳＩＰＲＩ估算的军费

总额中的主要不确定性在于估算研究、开发、测试和评估方面的预算

外开支。〔１３〕

据官方声明，大量增加开支的两个主要用途是改善官兵工资待遇

和生活条件以及军队的现代化和 “信息化”。〔１４〕鉴于中国经济的快速

增长，第一个用途是很自然的发展趋势；第二个用途反映了缩小与西

方，特别是美国，在军事技术和军事能力方面的差距的决心。中国和

西方的分析都表明解放军已经在其系统和装备的信息化方面取得了长

足进步，但将此扩展到整个多达２２０万人的武装力量将需要很长时

间。特别是不同军种开展联合行动的能力仍然值得商榷。〔１５〕此外，

２００８年的国防白皮书首次强调把 “非战争军事行动”作为解放军的

主要任务，包括救灾、维和和反海盗行动。尽管解放军近年来确实较

多地参与了这类活动，这些不可能成为很大一部分军事开支增长的

原因。〔１６〕

直到最近，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大部分依赖从俄罗斯进口，不过进

口已经大幅下降，中国越来越多地采购国产装备。〔１７〕中国的军工业

在开发现代化武器的能力上取得了重大进展，特别是在其有能力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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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各国在报告预算时对 “人员”和 “装备”等类别的定义有很大的不同，因此难

以进行这些部分的国际比较。

２０１１年，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的徐光裕提供了陆海空三军之间比例为６０：２０：

２０的粗略明细。林怡舟：“中国侧重于 ‘远海防御’”，《亚洲时报在线》，２０１０年７月８日，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ｔｉｍｅｓ．ｃｏｍ／ａｔｉｍｅｓ／Ｃｈｉｎａ／ＬＧ０９Ａｄ０２．ｈｔｍｌ〉。

有关ＳＩＰＲＩ估算中国军事开支的方法，具体参见附录４Ａ第三部分。

中国国务院 （同注释 〔９〕），第十二章。“信息化”是指将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

纳入军事系统和军事行动，相当于西方的 “网络中心战”。

Ｋ．波尔彼得：“建立综合性Ｃ４ＩＳＲ系统：人民解放军的信息化和联合作战”，甘

浩森、来永庆和施道安编辑：《解放军的国内外行动：评估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美国陆

军战争学院战略问题研究所：宾夕法尼亚州卡莱尔，２０１０年６月）。

另请参见季北慈和黄劲豪： 《中国日益扩大的维和作用：展望与政策影响》，

ＳＩＰＲＩ政策文件第２５号 （ＳＩＰＲＩ：斯德哥尔摩，２００９年１１月）。

参见本卷年鉴第六章第二节；Ｓ．Ｔ．魏泽曼、Ｍ．布罗姆利和Ｐ．Ｄ．魏泽曼：“国

际武器转让”，《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０９》，第３０８—３１３页。



国民用技术优势转为军用的领域。〔１８〕然而，其他领域的发展，如军

用飞机，一直在较大程度上依靠仿制进口的俄罗斯系统。中国仍然依

赖从俄罗斯进口某些子系统，尤其是军用飞机发动机，以及从西欧进

口某些高科技产品。〔１９〕

包括空间技术、导弹系统和网络战在内的若干领域能力受到了特

别的重视，旨在推动实现 “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目标。〔２０〕

有些导弹系统直接针对台湾，而另一些则构成 “反介入”和 “区域拒

止”的不对称战略的一部分，以使美国海军在任何台湾海峡的潜在冲

突中置身事外。〔２１〕中国也正在迅速发展水面和水下海军力量。这是

在南海甚至有可能在印度洋投放中国军力的关键，而现代化的潜艇也

可以构成 “反介入”战略的一部分。〔２２〕此外，信息化也要求在部队

的训练和教育上取得重大发展。〔２３〕

中国将其经济、政治和安全战略形容为 “和平发展”，认为在可

预见的未来只有极小的可能性出现大的国家间冲突。〔２４〕特别是中国

认为不断加深的国际经济相互依存度可以为防范重大冲突提供一个

“看不见的盾”。〔２５〕中国坚称永远不称霸，其军事建设完全是为了自

卫。作为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正当理由，官方声明中经常提及分裂主

义、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这 “三股恶势力”和其他新的安全挑战以及

２０２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麦艾文等： 《中国国防工业的新方向》 （兰德公司：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

２００５年）；毛文杰和Ｒ．Ｓ．蒂罗尔—库珀：“中国的国防工业走上改革之路”，美中经济与安

全评估委员会，２００９年１０月，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ｓｃｃ．ｇｏｖ／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ａｐｅｒ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ｒｃｈｉｖｅ．ｐｈｐ〉。

魏泽曼等 （同注释 〔１７〕）。

中国国务院 （同注释 〔９〕），第二章。有关空间技术，参见Ｒ．Ｄ．费希尔： “中

国的太空雄心令人生畏”，《华尔街日报》，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日。

美国国防部：《２０１０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的军事与安全发展》，致国会的年

度报告 （国防部：华盛顿特区，２０１０年），第２９—３３页。

Ｐ．特兰：“中国延伸军事触角”， 《防务新闻》，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４日；波尔彼得

（同注释 〔１５〕）；林 （同注释 〔１１〕）。

“中国军队将为信息化战争做好训练”，新华社，２００９年３月５日。

中国国务院 （同注释 〔９〕）。

谢适汀和赵俊兰：“借拉动内需契机促进国防建设上台阶”，《军事经济研究》，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中译英，开源中心，２０１０年２月９日。



维和和反海盗行动。〔２６〕

“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这一现代化的既定目标最有可能

涉及的是与美国就台湾问题可能发生的潜在冲突，因为中国将台湾视

为其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已承诺保卫台湾并向其供应武器，

更于２０１０年宣布了一项价值６４亿美元的军售。〔２７〕虽然中国大陆和

台湾之间的关系近年来有所改善而且中国目前认为持续和平的前景良

好，其军事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在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

除了台湾问题，随着军力增长，中国似乎在主权要求上更加坚定

而自信，这既包括与马来西亚、菲律宾、中国台湾地区和越南有争议

的南海地区，也包括与日本有关钓鱼岛 （日本称尖阁列岛）的争

端。〔２８〕除此之外，作为一个实力日益增强的经济大国，中国对其自

身利益及其哪些东西构成安全的观念有所扩大。特别是随着经济增长

带来了迅速增长的能源需求，中国正寻求获得并投资于从非洲到拉美

地区的能源资源。海军力量的发展因此也旨在保障中国至关重要的海

上交通线。

中国对其和平意图的保证并没有停止美国和包括印度及日本在内

的邻国对其不断增强的军事力量表示关切并作出反应。〔２９〕然而，中

国增加军事开支在部分程度上反映了其自身对具有压倒性优势的美国

军事实力的担忧。中国将领已明确表示，中国继续在军事科技领域远

远落后于西方会使其易受攻击。〔３０〕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已使数亿人口摆脱了贫困，而这种增长一直

伴随着环境问题、经济上的不平等以及广大内陆地区的持续贫困。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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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中国国务院 （同注释 〔９〕）。

美国在台协会： “美国对台湾军售概要说明”，新闻稿，２０１０年２月１１日，网

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ｉｔ．ｏｒｇ．ｔｗ／ｅｎ／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ｐｒ１０１２．ｈｔｍｌ〉。

例如Ｒ．萨特和黄劲豪：“中国—东南亚关系：高级官员访问；南海紧张局势”，

《比较关系》，第１２卷，第２号 （２０１０年７月），第７１—７２页。

例如，参见Ｖ．京格尔： “五角大楼两面下注，盖茨寻求更稳定的对华关系”，

《彭博商业周刊》，２０１１年１月９日；日本防卫省：“２０１１财年及以后年度国防计划指导方

针”，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７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ｄ．ｇｏ．ｊｐ／ｅ／ｄ＿ａｃｔ／ｄ＿ｐｏｌｉｃ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ｔｍｌ〉。

例如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马晓天 （将军），参见艾阳、李潇和王晨燕：“中国需

要在国防上 ‘开拓进取’”，《中国日报》，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而，就目前而言，经济增长缓和了军事开支和社会支出之间的紧张关

系，允许两者均有所增加。〔３１〕

第四节　俄罗斯

２０１０年，俄罗斯的军费为１．７８２万亿卢布 （约合５８７亿美元），

比２００９年实际降低１．４％，但比２００１年高出８２％。

作为地区大国的俄罗斯只有放在作为苏联最大的继承国的背景下

才能理解其情况，而苏联是一个实行中央计划经济、军事能力可与美

国相媲美的共产主义国家。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苏联的军事开支被认为

至少已达到国民收入的１８％。〔３２〕规模庞大的苏联军工业有大约１０００

万从业人员，到１９９０年，仅是国防部下属的武装部队就有３３９．３万

军人。〔３３〕苏联的军费削减始于１９８９年，但１９９２年新独立的俄罗斯

仍保留了过于庞大的军事力量。

俄罗斯在许多方面仍然带有过去共产主义的标记。其市场经济运

作良好，但国家在其中起到了显著作用。经济以资源开采和出口为导

向的色彩浓重，而武器装备占据了主导地位的制造业则相对薄弱，缺

乏竞争力。俄罗斯的民主依然脆弱，腐败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由于经历了混乱的市场转型，俄罗斯经济急剧

萎缩。因此，军费到１９９８年迅速下降至其１９９２年水平的３２％，占

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５．５％跌至３．３％。军工业也迅速萎缩。但１９９８

年经济危机后，俄罗斯经济开始复苏，自此经历了一段稳定增长期，

这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石油、天然气和金属这些俄罗斯的主要出口货

物的价格上涨。这使得扩大军事开支成为可能，其增长幅度大致与国

内生产总值同步 （参见表４．２）。

４０２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３１〕

〔３２〕

〔３３〕

例如 “中国预算增加社会支出”，美联社，２０１１年３月５日，网址：〈ｈｔｔｐ：／／

ｗｗｗ．ｃｂｃ．ｃａ／ｎｅｗｓ／ｗｏｒｌｄ／ｓｔｏｒｙ／２０１１／０３／０５／ｃｈｉｎａ—ｂｕｄｇｅｔ．ｈｔｍｌ〉。

Ｓ．Ｆ．维库洛夫：“理论与实践的综合”，《军事经济学学报》，第３期，１９９３年，

第４—５页。

Ａ．Ｖ．米纳耶夫 （编辑）：《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联军事实力》（大阅

兵出版社：莫斯科，１９９９年），第１２１页。



表４２　俄罗斯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的军费开支

所有数据均按当前价格计算。

年度ａ
“国防”开支

（１０亿卢布）

“国防”开支占

国内生产总值

比重 （％）ｂ

ＳＩＰＲＩ估算的

军事开支 （１０

亿卢布）ｃ

ＳＩＰＲＩ估算的

军事开支占国

内生产总值比

重 （％）ｂ

２０１１ １５１７ ３．０ ．． ．．

２０１０ １２７７ ２．８ １７８２ ４．０

２００９ １１８８ ３．０ １６９３ ４．３

２００８ １０４１ ２．５ １４４８ ３．５

２００５ ５８１ ２．７ ８０６ ３．７

２００１ ２４８ ２．８ ３６５ ４．１

ａ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的数据为实际开支；２０１１年的数据为预算数据。

ｂ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的数据基于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库的国内生产

总值统计数据；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的数据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 《世界经济展望》报告

预测。

ｃＳＩＰＲＩ的俄罗斯军事总开支数据除了 “国防”开支外，还包括军人养老金和各种准军

事部队的开支、估算的额外军事研发开支以及某些与军事有关的补贴。

资料来源：附录４Ａ；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 “国防”开支：有关预算执行情况的年度法律，网

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ｋｒｅｍｌｉｎ．ｒｕ／ａｃｔｓ〉；２０１０年 （临时数据）：俄罗斯联邦财政部，“联邦预算

执行情况报告”，２０１１年１月１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ｏｓｋａｚｎａ．ｒｕ／ｒｅｐｏｒｔｓ／ｏｉ．ｈｔｍｌ〉；

２０１１年：提交国家杜马的联邦预算草案，法律草案第４３３０９１—５号，２０１０年１０月，网址：

〈ｈｔｔｐ：／／ａｓｏｚｄ２．ｄｕｍａ．ｇｏｖ．ｒｕ／〉；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国内生产总值：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网

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ｋｓ．ｒｕ／ｗｐｓ／ｗｃｍ／ｃｏｎｎｅｃｔ／ｒｏｓｓｔａｔ／ｒｏｓｓｔａｔｓｉｔｅ／ｍａｉｎ／ａｃｃｏｕｎｔ／〉。

在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的第一任期内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包括

国防部武装力量、核武器和某些其他类别直接军事支持相关支出在内

的 “国防”开支实际增长了６０％左右，增幅基本与国内生产总值增

长保持一致。〔３４〕然而，在他的第二任期内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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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实际增幅的计算基于年度国内生产总值通货紧缩指数。在俄罗斯的武器和其他

物资的采购成本迅速上升的情况下，这种方法能比用于计算附录４Ａ中ＳＩＰＲＩ的不变美元

价格数据的消费物价指数更好地反映政府机构购买商品的相关价格趋势。如果采用消费物

价指数，俄罗斯的军事开支在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０４年间实际增长了８６％。



落后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比重降至２．５％。２００８年８月的格鲁吉亚

冲突促使改变政策。军事改革和现代化成为国家的优先事项，尽管全

球金融危机对俄罗斯产生严重影响，“国防”开支２００９年实际增长至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３％以上。〔３５〕在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规划中，“国防”预

算增速将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尽管２０１０年这一预算比２００９年

实际减少了５％。〔３６〕

虽然俄军主要实行征兵制，其庞大的规模意味着军事开支一直以

人员及作战和维持支出为主。然而，国防部武装力量的规模已逐渐缩

小，自２００７年阿纳托里·谢尔久科夫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以来，俄罗

斯武装部队经历了根本性的结构调整和现代化进程。人员数量已经从

１２０万减少到１００万，主要是通过军官退役的方式。与此同时，许多

支持性的工作现由文职雇员承担或外包给外部供应商。〔３７〕根据提交

给联合国的数据，２００８年国防部的开支中有３６％用于人员支出、

２３％用于作战和维持、２３％用于武器采购、各有９％用于研发和建

筑。〔３８〕随着时间的推移，采购所占的比重逐步上升，而且可能会在

未来几年内保持这种趋势。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批准的最新国家军备计划预计到２０１５年的１０年间

开支达５万亿卢布 （约合１６５０亿美元）。〔３９〕自格鲁吉亚冲突以来，

俄罗斯已经起草了一个至２０２０年期间的新计划。截至２０１０年底，该

计划尚未获得批准，但看来国防部的总开支将达到２０万亿卢布 （约

合６５９０亿美元），这反映了在未来十年间彻底重新装备俄罗斯武装部

６０２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例如Ｇ．考恩和Ｖ．彼得罗夫：“虽然遭遇危机，俄罗斯国防现代化 ‘将坚持不

变’”，《简氏防务周刊》，２００９年３月２５日，第１３页。

Ｊ．库珀：“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俄罗斯联邦预算中的军费”，研究纪要 （无出版年份），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ｉｐｒｉ．ｏｒ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ｒｍａｍｅｎｔｓ／ｍｉｌｅｘ／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ｕｎｐｕｂｌ＿ｍｉｌｅｘ／〉。

Ｍ．加莱奥蒂：“俄罗斯改革法”，《简氏防务周刊》，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９日，第２６—

３１页。

联合国裁军事务办公室：军费报告书数据库，网址：〈ｈｔｔｐ：／／ｄｉｓａｒｍａｍｅｎｔ．ｕｎ．

ｏｒｇ／Ｍｉｌｅｘ．ｎｓｆ〉。

Ｍ．谢尔盖耶夫：“谢尔盖·伊万诺夫有了一个新组织”，《新闻报》，２００６年７

月３１日，第９页。在每５年更新一次的１０年期国家军备计划框架内拟定每年的新武器采

购、维修、现代化和军事研发国家订货任务。自１９９６年以来已经执行了３个计划。



队的新承诺。〔４０〕这将不可避免地涉及从２０１２年 （可能实施的第一

年）开始提高军事开支所占的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可能高达３．５％。

按军种划分，陆军一直占开支的比重最大。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期间，

陆军平均获得了开支总额的３３％，海军为１８％，空军和防空部队为

１３％，其他部队 （主要是负责陆基洲际弹道导弹能力的战略火箭部

队）为１７％，中央支持和行政管理为１９％。〔４１〕

在对整体武器采购系统进行重大重组的同时，一个可能的重大动

态是如果国内军工业无法提供所需的现代化装备，俄罗斯有新的意愿

进口武器。〔４２〕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决定从法国购买两艘 “西北风”级

搭载直升机的两栖攻击舰并可选择在圣彼得堡的船厂再建造两艘。〔４３〕

其他进口装备包括以色列的无人驾驶飞行器和意大利的装甲车辆。然

而，这样做的意图不是依靠进口，而是以合资或许可方式发展俄罗斯

制造外国公司所产装备的能力。

为发展俄罗斯的武装力量提供背景的俄罗斯军事学说在２０１０年

２月进行了更新。〔４４〕新的理论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确定为 “军事危

险”，即潜在威胁，但不是现实威胁。核武器仍然是俄罗斯军事能力

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只有在反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攻击或 “国家生存

受到威胁”时才会使用。２０１０年 《俄美关于进一步削减和限制进攻

性战略武器措施的条约》反映了一个事实，即俄罗斯的战略核能力在

未来几年将不可避免地收缩，因为撤除苏联时代导弹的速度比它们可

以被新系统替换的速度快。〔４５〕２００８年的格鲁吉亚冲突让政治和军事

７０２★ 第四章　军费 ★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国家军备计划”，《红星报》，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０日。

联合国 （同注释 〔３８〕）。有关与苏联后期和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前半期的比较，参

见Ｊ．库珀：“１９８７年至１９９７年苏联和俄罗斯联邦的军费”，《ＳＩＰＲＩ年鉴１９９８》。

参见Ｊ．库珀：“俄罗斯的军事采购”，Ｂ．尼格伦、Ｃ．凡蒂尔·帕林和Ｒ．麦克德

莫特 （编辑）：《俄罗斯的军事发展》（劳特利奇出版社：阿宾登，２０１１年即将出版）。

参见本卷年鉴第六章第四节。

《俄罗斯联邦军事学说》，经总统令批准，２０１０年２月５日，网址： 〈ｈｔｔｐ：／／

ｎｅｗｓ．ｋｒｅｍｌｉｎ．ｒｕ／ｒｅｆ＿ｎｏｔｅｓ／４６１〉（俄语版）。有关精辟的分析，参见Ｋ．贾尔斯： “２０１０

年俄罗斯联邦军事学说”，研究述评，北约国防学院，罗马，２０１０年２月，网址： 〈ｈｔ

ｔｐ：／／ｗｗｗ．ｎｄｃ．ｎａｔｏ．ｉ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ｅｒｉｅｓ．ｐｈｐ？ｉｃｏｄｅ＝９〉。

有关俄罗斯的核力量，参见本卷年鉴第七章第三节。有关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

约，参见本卷年鉴第八章第二节和附件Ａ。



领导人认识到军队需要大幅提升。新的学说确认在局部冲突、边界和

内部安全以及反恐行动中最有可能部署常规部队。在新武器装备的采

购方面，现在的重点是情报、通信、指挥和控制系统；空天防御系

统；作战飞机和直升机；以及提高部队机动性的装备。这些重点很可

能反映在至２０２０年的新军备计划和开支优先项目中。

第五节　印度

２０１０年，印度的军费据估计为１８８８０亿卢比 （约合４１３亿美

元），比２００９年实际降低２．８％，但比２００１年高出５４％。〔４６〕２０１０年

军费下降是印度的军事开支自２００２年以来的首次下降，这似乎反映

了与经济增长速度有关的 “再平衡”。在２１世纪头１０年中期，８％—

９％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意味着军事负担从２００１年占国内生产

总值的３．０％下降到２００７年占２．３％，但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经济增长放

缓已经使这种负担上升到２００９年占２．８％，而２０１０年据估计

占２．７％。

和中国一样，强劲的经济表现推动了印度成为地位不断上升的地

区大国，其全球抱负也日益增强。虽然传统上与俄罗斯关系密切，印

度近年来发展了与美国的强有力战略伙伴关系，包括达成了广泛的民

用核能和军事合作协议。这种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印度和美国试图平

衡中国的力量，但印度还认为与全球超级大国的这种伙伴关系确认了

其自身在世界事务中不断增强的重要性。〔４７〕

对印度军事开支的大部分讨论仅指 “防务部队”预算，其中包括

陆军、海军和空军的经常项目和资本支出以及研发开支。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财年，这项预算总额达１４７３０亿卢比 （约合３２２亿美元）。ＳＩＰＲＩ的

印度军事开支总额数据还包括另外两个部分：“防务民事估算”和准

８０２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４６〕

〔４７〕

这些数据为２０１０日历年度的估算。２０１０／２０１１财年的预算军事开支为１９１１０亿

卢比 （约合４１７亿美元）。ＳＩＰＲＩ估算日历年度开支是假设全年开支均匀。

例如，参见印度驻华盛顿大使馆： “印美防务关系”， （无出版年份），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ｎｄｉａｎｅｍｂａｓｓｙ．ｏｒｇ／ｉｎｄｉａｕｓｄｅｆｅｎｓ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ｐｈｐ〉；“印度非常重要的战略

伙伴：美国”，《印度教徒报》，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３日。



军事部队支出。“防务民事估算”包括中央国防部支出和军人养老金，

２０１０／１１财年总额达２８４０亿卢比 （约合６２亿美元）。准军事部队的

支出自２００１年以来增长尤其迅猛，２０１０／１１财年达１５３０亿卢比 （约

合３３亿美元），也许部分原因是由于这些部队在打击毛派纳萨尔派反

政府武装中的作用。

正规军预算 （防务部队和防务民事估算）中有三个值得注意的趋

势。首先，（装备和基础设施的）资本支出从２００３／２００４财年占正规

军总开支的２３％跃升至２００４／２００５财年占３７％，而且自那时起一直

保持在３４％左右。这项开支用于实现印度军队的现代化，其装备过

去以苏联时代的技术为主。此外，该资金预算计划每年增加１０％，

直至２０１５／１６财年。〔４８〕其次，用于研发的专项资金占总开支的比重

与此同时翻了两番，从２００１／２００２财年占１．３％上升到２０１０／２０１１财

年占５．６％。这反映了一直以来希望改善僵硬的印度军工业表现的长

期愿望，伴随研发工作同时进行的是尝试通过允许更多的私营部门参

与来改革这个行业并通过抵销安排的方式获得国外技术。〔４９〕第三，

印度空军占资金预算的比重大幅增加。虽然这主要是以陆军为代价，

但还是影响到了海军，尽管海军的发展是政策强烈关注的重点。不

过，海军装备开支的绝对水平已经迅速提高。

印度是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０年期间世界上最大的主要常规武器接收

国，这既反映了印度军事现代化的快速步伐，也反映出国内行业没有

能力供货的情况。〔５０〕印度国防部长Ａ．Ｋ．安东尼曾在２００９年表示，

印度的军事装备有７０％是进口的。〔５１〕自２００３年以来，飞机已经占到

印度的大部分进口量，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分配给空军的资本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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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Ｔ．马修：“外国直接投资国防领域不设上限”， 《新印度快报》，２０１０年４月８

日；“印度可以提供巨大的防务市场”，《印度民用和军用航空》，２０１０年５月／６月号，第

１３—２２页。

例如，参见印度国防部：《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年度报告》（国防部：新德里，［２０１０

年］）；印度国防部国防生产司：《２０１１年国防生产政策》（国防部：新德里，２０１１年１月）；

印度国防部：《２０１１年国防采购程序》（国防部：新德里，２０１０年１２月）。另请参见马修文

章 （同注释 〔４８〕）。

参见本卷年鉴第六章第三节。

Ｊ．格莱维特：“印度国防部长敦促国防研发组织保持将高科技重点放在力求自力

更生上”，《简氏防务工业》，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３日。



占比越来越大。〔５２〕通过配备新的主要作战飞机和传感器、雷达、卫

星及无人机，空军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是在空中力量和信息方面取得对

中国和巴基斯坦的优势。〔５３〕在海军方面，印度多年来一直寻求扩大

其远洋海军能力以使其能够在印度洋投送军力。印度专门采购了一些

装备用于预防或应对像２００８年１１月孟买袭击事件那样的恐怖主义行

为，其中包括海岸警卫队和运输机使用的传感器以加快反应速度。〔５４〕

尽管在国防部的年度报告中提供了其国防政策的总结而且陆海空

三军各有其军事理论，印度还没有公布过任何全面的国防或安全战略

文件，也不发布国防白皮书。〔５５〕在实践中，一些紧迫的安全问题在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印度的安全政策走向，从而决定其军事开支。首

先，克什米尔地区的叛乱活动以及与巴基斯坦的有关冲突仍未解决。

印度还怀疑巴基斯坦情报部门涉嫌参与了２００８年的孟买恐怖袭击事

件。虽然现在印度的军费大大超过巴基斯坦，但叛乱活动本身以及爆

发更广泛冲突的潜在可能性都意味着巴基斯坦和克什米尔仍是印度军

队主要关注的焦点。１９９９年短暂发生的不分胜负的 “卡吉尔战争”

是推动印度军用飞机现代化和寻求发展网络中心系统的一个因素。〔５６〕

在两国都拥有核武器的情况下，印度认为为了应对巴基斯坦的行动而

对其发动全面军事进攻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相反，印度已决定发展

实现有限度快速 “巧”打击的能力，正如其２００４年为在７２小时内完

０１２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ＳＩＰＲＩ武器转让数据库，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ｉｐｒｉ．ｏｒｇ／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ａｒｍｓｔｒａｎｓ

ｆｅｒｓ／〉。ＳＩＰＲＩ衡量的是武器进口量，这不能直接与军费挂钩，因为这通常并不反映所支付

的价格而且进口交货并不一定与所支付的款项相符。

参见本卷年鉴第六章；“印度空军建军７７周年”，《印度民用和军用航空》，２００９

年９月／１０月号，第１８、２０—２１页；Ｐ．索赫尼和Ｇ．瓦哈卜：“建设能力”，《力量》（新德

里），２０１０年１０月。

Ｒ．贝迪：“孟买袭击事件刺激印度安全开支”，《简氏防务周刊》，２００９年１月

２８日，第１４页；“印度提高反恐怖防范”，《国防科技国际》，２００９年１月，第１０页。请注

意，海岸警卫队的开支未包含在ＳＩＰＲＩ的印度军事开支数据中。

例如，参见Ｒ．达塔：“迫切需要国防政策”， 《政治和防务周刊》 （新德里），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９—１５日，第１７—１８页。

“印度可以提供巨大的防务市场”（同注释 〔４８〕）。有关１９９９年印巴在克什米尔

问题上的冲突 “卡吉尔战争”，参见Ｔ．Ｂ．西博尔特： “重大武装冲突”， 《ＳＩＰＲＩ年鉴

２０００》，第２０—２１页。



成有限战争军事动员而提出的 “冷启动”军队计划中所明确表示的

那样。〔５７〕

其次，蓬勃发展的毛派纳萨尔派反政府武装反映了各种边缘化群

体在经济和环境方面的不满，已被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形容为印度

最大的内部安全威胁。２００９年，这一国家内部的冲突首次超越克什

米尔冲突成为印度伤亡最严重的冲突。〔５８〕

第三，尽管与巴基斯坦存在长期冲突，印度在许多方面仍将中国

视为其主要对手；“中国威胁论”是印度国防和外交政策界以及媒体

经久不衰的主题。〔５９〕两国有几处领土争端，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宣

称对印度所谓的 “阿鲁纳恰尔邦”的大部分地区拥有主权，由此产生

的紧张局势在２０１０年激化，双方都在边境附近集结了军队。〔６０〕中国

的军事现代化步伐如此之快，印度军方现在承认在大部分武器装备种

类上都远远落后。〔６１〕印度还把中国视为在印度洋发挥影响力的潜在

对手。尤其引起印度猜疑的是中国对孟加拉国、缅甸、巴基斯坦和斯

里兰卡的主要港口设施进行投资，而这些国家是所谓的 “珍珠链”上

的一环。虽然这些投资项目都是纯粹的民用港口设施，印度还是担心

中国未来可能利用这些项目投送海军力量。〔６２〕尽管存在这些问题，

印度政府迫切希望淡化紧张局势，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正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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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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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参见Ｗ．Ｃ．拉德维希：“热战冷启动？印度军队的新有限战争理论”，《国

际安全》，第３２卷，第３号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冬季），第１５８—１９０页。

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数据库，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ｃｄｐ．ｕｕ．ｓｅ／〉。纳萨尔

冲突 （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标为 “印度 （政府）”）被列为轻微武装冲突，因为从未超越

一年中战斗相关死亡人数１０００人的门槛。参见本卷年鉴附录２Ａ。

对于中国和印度关系的概述，参见Ｄ．马隆和Ｒ．慕克吉：“印度和中国：冲突与

合作”，《生存》，第５２卷，第１号 （２０１０年２月／３月）。

Ｓ．包米克： “印度将在中国边境部署３．６万人的部队”，英国广播公司新闻，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３日，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ｂｃ．ｃｏ．ｕｋ／ｎｅｗｓ／ｗｏｒｌｄｓｏｕｔｈａｓｉａ１１８１８８４０〉；

Ａ．舒克拉：“现在中国边境又建一个空军基地”，《商业标准》（新德里），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

日。

Ｓ．古普塔：“开支受困，印度火力落后中国”，《印度快报》，２０１０年９月３０日。

Ｊ．拉蒙特和Ａ．卡兹明：“对影响力的恐惧”，《金融时报》，２００９年７月１３日，

第５页。



增强。〔６３〕

印度相对较高且不断上升的军事开支水平在一个仍然普遍极端贫

困的国家是颇受争议的。２００５年，印度每天生活开支不到１．２５美元

的人数多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６４〕印度的非政府组织、联合国驻

印度官员以及其他人都表示赞成将在军事上花费的资金转而用于发

展。〔６５〕与此同时，２０１０年进行的印度民意调查显示，受访者认为巴

基斯坦和伊斯兰恐怖组织构成威胁，担心中国的军事实力并对印度军

队作为一个机构持正面看法。〔６６〕因此，高水平的军费开支并不一定

与印度民意背道而驰。

第六节　巴西

２０１０年巴西的军事开支为５９０亿雷亚尔 （约合３３５亿美元），比

２００９年实际增长９．３％。在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１０年之间，军事开支上升

３０％，年均仅２．９％。在此１０年内的缓慢增长，从路易斯·伊纳西

奥·卢拉·达席尔瓦总统在２００３年时作为 “零饥饿”计划〔６７〕的一部

分而削减２０％的军事预算即可得到说明。这一削减改变了自上世纪

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一直上升的势头，但从２００４年起军事开支再次增

长，在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１０年之间年均增长６．９％。在２００３至２０１０年之

２１２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６３〕

〔６４〕

〔６５〕

〔６６〕

〔６７〕

例如，参见 “印度和中国确定到２０１５年实现１０００亿美元的贸易额目标”，英国

广播公司新闻，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６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ｂｃ．ｃｏ．ｕｋ／ｎｅｗｓ／ｗｏｒｌｄｓｏｕｔｈ

ａｓｉａ１２００６０９２〉。

世界银行 （同注释 〔８〕），第９２页。

例如Ｓ．梅农：“印度的问题在于实施”，《商业标准》（新德里），２００９年１０月

１９日；印度武器控制基金会： “印度民间团体在２０１０年国防博览会上质疑国际军火制造

商”，新闻公报，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２ 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ｆｉｏｎｌｉｎｅ．ｏｒｇ／ｐｒｅｓｓｄｅ

ｔａｉｌ．ｐｈｐ？ｐｒ＿ｉｄ＝２７〉。

皮尤研究中心全球态度项目： “印度人认为威胁来自巴基斯坦、极端组织”，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０日，网址：〈ｈｔｔｐ：／／ｐｅｗｇｌｏｂａｌ．ｏｒｇ／２０１０／１０／２０／〉；皮尤研究中心全球态

度项目：“奥巴马在国外比在国内更受欢迎，美国在全球的形象继续受益”，２０１０年６月１７

日，网址：〈ｈｔｔｐ：／／ｐｅｗｇｌｏｂａｌ．ｏｒｇ／２０１０／０６／１７／〉，第５１—５５页。

关于这一计划及巴西军事开支的削减，参见Ｅ．斯康斯等人：“军事开支”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０４》，第３３５—３３７页。



间，巴西的军事开支一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１．５％—１．６％，这说明

军事开支的增长大体与经济的增长同步。但是，迪尔玛·罗塞夫总统

在２０１１年年初提出的旨在放慢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经济调整计

划，包含有削减２０１１年计划军事预算２７％的内容。〔６８〕

一连串因素使巴西在南美洲起到了领导作用。由于国内生产总值

在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１０年的十年中增长了４１％，巴西在过去十年中的经

济表现使得这个国家成为了世界第八大经济体。〔６９〕它是南美洲最大

的国家，是世界第五大国。〔７０〕它是该地区最稳定的民主国家之一。

它一直在地区一体化和多边主义这两大目标的基础上，对邻国和其他

地区推行积极的外交政策。〔７１〕巴西长久以来一直想取得联合国安理

会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一要求反映了它要发挥更大的地区和国际作用

的愿望。巴西是２０个主要的发达经济和发展中经济集团 （Ｇ２０）的

一个创立国这一事实，也给它在新兴大国中找到一个特殊的位置。〔７２〕

ＳＩＰＲＩ关于巴西军事开支的数字，是在每年由国民大会批准的预

算法的基础上确定的。２０１０年，７３％的预算花在人事费上 （薪水和

退休金），余下的２７％则分配给 “当前和其他类型的消费”上，包括

武器的采购。〔７３〕除了２０１０年的例行军事预算外，还从投资预算中拨

给国防部１５亿雷亚尔 （合８．５３亿美元），以改善空中管制系统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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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

〔７０〕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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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Ｓ．利马：“政府正式在２０１１年的预算中削减５００亿美元”，《页报》，２０１１年

２月９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前景数据库》，２０１０年１０月，网址：〈ｈｔｔｐ：／／

ｗｗｗ．ｉｍｆ．ｏｒｇ／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ｎｓ／ｃｓ．ａｓｐｘ？ｉｄ＝２８〉。

联合国人口基金 （ＵＮＦＰＡ）：《２０１０年世界人口状况：从冲突和危机到重建———

变化的一代 （联合国人口基金：纽约，２０１０年）》。

Ｒ．罗特：“巴西：一个新兴大国”，在 《有抱负的主要大国的世界观点：探索民

族特性》会议上提交的报告，乔治·华盛顿大学，西格尔亚洲研究中心，２００７年９月１４

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ｗｕ．ｅｄｕ／～ｓｉｇｕ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ｗｏｒｌｄｖｉｅｗｓ．ｃｆｍ〉，第２页。

参见Ａ．赫利尔：“卢拉的巴西：一个正在兴起的大国，但走向何方？”，《现代史

料》月刊，第１０７卷第７０６期 （２００８年２月号），第５１页。

人事费用远远超过其他费用，这是整个拉美的典型模式。关于其他国家的军事

开支分配情况，参见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防务比较图》，２０１０年版 （ＲＥＳＤＡＬ：布宜

诺斯艾利斯，２０１０年）。



展机场基础设施。〔７４〕

与该地区其他许多国家一起，近年来巴西也开始了一项使其武装

力量现代化和加强武装力量的计划。２００８年的 “国防战略”宣布通

过一系列采购，包括可观容量的技术转让来提升巴西的军事能力和恢

复国内的军火工业。〔７５〕十分重要的是２００９年９月与法国签署的关于

生产４艘#

鱼级柴油动力潜艇和巴西第一艘核动力潜艇以及５０架超

级美洲狮ＥＣ７２５直升机的协议，这些都将在巴西建造。〔７６〕第一艘潜

艇将于２０１７年交付给巴西。〔７７〕据说这项潜艇交易耗资６７亿欧元

（合９５亿美元），将由一个银行财团出资。〔７８〕

巴西空军也同样在推行一个使其战斗机联队现代化的计划，这个

计划被称为ＦＸ—２计划。虽然此计划是在２００２年首先提出来的，但

到２００７年才重新启动，２００８年才宣布公开招标竞争。〔７９〕这是一个

２０亿美元的交易，它包括 （通过技术转让）在巴西进行某些飞机的

联合生产，可望在２０１１年宣布中标者。然而，２０１１年国防部预算的

削减计划，可能会导致该交易的进一步延误。这一削减可能造成其他

采购计划的取消或延误，比如，一个耗资６０亿美元的采购护卫舰和

巡逻艇的交易以及一个拟议的综合边界监控系统，后者还将包括雷

达、装甲运输车和无人机的采购。〔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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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法，巴西第１２．２１４号法令，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６日，《联盟官方日报》（巴西利

亚），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７日，第１５９８—１６５３页。

巴西国防部 （ＭＯＤ）： “国防战略：巴西的和平与安全” （国防部：巴西利亚，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７日）。也参见Ｓ．珀洛·弗里曼等人：“军事开支”，《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０９》，第

２０２—２０４页；以及Ｐ．霍尔托姆等人：“国际武器转让”，《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０８》，第３０９页。

Ｇ．安德森和Ｇ．詹宁斯：“巴西与法国签署价值６０亿欧元的交易”，《简氏防务

周刊》，２００９年１月１４日，第８页。

Ｔ．菲什：“巴西的第一艘#

鱼级柴油动力潜艇开始动工”， 《简氏防务周刊》，

２０１０年６月２日，第６页。

Ｖ．巴雷利亚：“巴西为其新的潜艇舰队打上价格标签”，《简氏防务周刊》，２００９

年８月２６日，第１２页。

Ｒ．杜阿尔特·维拉： “南美洲的军备竞赛或军备现代化：军费的比较研究”，

《研究和方案》（南美政治观察哨：里约热内卢，２００８年１２月），第１８页。

利马 （同注释 〔６８〕）； “巴西重估６０亿美元的军舰采购计划”， 《Ｉｎｆｏｌａｔａｍ》，

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４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ｎｆｏｌａｔａｍ．ｃｏｍ／２０１１／０１／２４／ｂｒａｓｉｌｒｅｖａｌｕａｒａｐｌａｎ

ｃｏｍｐｒａｂａｒｃｏｓｄｅｇｕｅｒｒａｐｏｒｕｓ６０００ｍｉｌｌｏｎｅｓ／〉；以及 “军队将不得不向边境大量投资”，

《页报》，２０１１年１月９日。



巴西的防务政策可以用巴西更为广阔的外交政策目标即在全球事

务中起重要作用的新兴地区大国来理解。２００８年的 “国防战略”审

视了必须在２１世纪、在关键的战略地区所面临的安全挑战，比如：

太空、网络、核能，以及保卫亚马孙地区和最近发现的沿海油田。〔８１〕

该战略认为，尽管巴西地处和平区域，但国家需要对潜在的冲突有备

无患，并在世界上占住它的位置。〔８２〕看来上面讨论过的采购计划就

是巴西提高自身力量投送能力的一种方式。巴西也通过参加联合国维

和行动来寻求扩大它在全球的存在。举例来说，巴西领导了在联合国

海地稳定特派团 （ＭＩＮＵＳＴＡＨ）的军事部分，截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部

署了一支２１８７人的部队。〔８３〕

由于巴西寻求通过改组武装力量、重组军事工业和建议实施义务

兵役制的途径而使其国防结构现代化，这一国防战略的贯彻实施可能

会引起军事开支的进一步增加。〔８４〕另一个拟议中的改革是对一个强

制性的多年的军事投资预算的动议，这个动议将允许国防部和三军能

更好地计划和评估执行国防战略所需的资源。〔８５〕

２０１０年，作为贯彻 “国防战略”的一部分，国民大会批准了改

组武装力量的方案，其中包括在国防部下组建联合总参谋部以及起草

巴西第一份国防白皮书的建议。〔８６〕从２０１２年开始，政府将必须就其

国防政策和战略、武装力量现代化和军事领域的经济资源，向国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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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

〔８２〕

〔８３〕

〔８４〕

〔８５〕

〔８６〕

参见Ｓ．珀洛·弗里曼等人 （同注释 〔７５〕）；以及巴西国防部 （同注释 〔７５〕）。

巴西国防部 （同注释 〔７５〕），第８页。

联合国维和：“联合国特派团的分国贡献”，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网址： 〈ｈｔ

ｔｐ：／／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ｅｎ／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还参看本卷第３章以及附录

３Ａ。

巴西国防部 （同注释 〔７５〕），第５页。

巴西国防部：“国防部长纳尔逊·乔宾对战略事务秘书处的讲话：‘卢拉政府的

国防政策’”，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５日，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ｅｆｅｓａ．ｇｏｖ．ｂｒ／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ｎｏｔｉ

ｃｉａｓｄｏｍｄ．ｈｔｍｌ〉。

Ｉ．里查德：“卢拉批准成立国防总参谋部并授予国防部更多权力的法案”，《巴西

新闻社》，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５日，网址： 〈ｈｔｔｐ：／／ａｇｅｎｃｉａｂｒａｓｉｌ．ｅｂｃ．ｃｏｍ．ｂｒ／ｎｏｔｉｃｉａ／２０１０—

０８—２５／ｌｕｌａｓａｎｃｉｏｎａｌｅｉｑｕｅｃｒｉａｅｓｔａｄｏｍａｉｏｒｄａｄｅｆｅｓａｅｄａｍａｉｓｐｏｄｅｒｅｓｍｉｎｉｓｔｒｏｄａｐａｓ

ｔａ〉。



会每四年提交一次信息。〔８７〕此外，预计将成立一个国防产品秘书处

来处理军事采购问题。

怀抱着既在经济方面、又在军事方面成为一个地区大国的雄心壮

志，巴西正在前进。在对巴西不存在现实军事威胁的情况下，巴西的

军事开支选择极有可能是出于追求尊严或地位的动机，而不是国防的

需要。与此同时，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１０年的预算，在保障诸如卫生和教育

领域的同时，削减了已经计划好的军事开支，这就表明，政府认识到

在一个仍然为极端的不平等所困扰的国家更为迫切的社会需求。

第七节　土耳其

２０１０年，土耳其的军事开支总额估计为２６３亿里拉 （合１７５亿

美元），比２００９年实际减少３．０％，比２００１年实际减少１１．２％。军

事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在下降，从２００１年的３．７％降至

２０１０年的大致２．４％。尽管有这种下降，在２０１０年，土耳其仍然是

世界第１５大军事开支国。〔８８〕

近年来，土耳其重新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的玩家。

它是欧洲的第八大、世界的第十七大经济体。〔８９〕在第一次世界大

战结束时奥斯曼帝国解体以后，穆斯塔法·凯默尔总统把土耳其建

成为一个世俗的现代国家。军方被赋予了国家卫士的作用，并且在

它认为土耳其的世俗民主受到威胁时，曾几度实施干预。〔９０〕虽然

军方仍然是土耳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关键角色，但它现在已经没有

那么大的影响力了。部分地由于应对关于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谈判时

的建议，２００１年以来，土耳其对军队治理进行了改革，军方现在

６１２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８７〕

〔８８〕

〔８９〕

〔９０〕

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５日巴西第１３６号补充法，《联盟官方日报》（巴西利亚），２０１０年

８月２６日。２０１１年２月已开始起草第一份防务白皮书，有关其起草的过程，参见巴西国防

部：“国防白皮书”，网址：〈ｈｔｔｐ：／／ｌｉｖｒｏｂｒａｎｃｏ．ｄｅｆｅｓａ．ｇｏｖ．ｂｒ／〉。

参见第二节附录４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注释 〔６９〕）。

Ｏ．塔斯皮纳尔：“土耳其的中东政策：在新奥斯曼主义和凯默尔主义之间”，

《第１０号卡内基文件》（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２００８年９月）。



对大国民会议 （土耳其议会）负责，大国民会议全权掌控军事预

算，包括额外预算拨款；而国家安全委员会则从一个具有执行权力

的协调单位，改组成为一个包括有文职人员参与的咨询机构。〔９１〕

这些改革与２０１０年的宪法修订以及正在进行之中的对所谓军事政变

阴谋的调查一起，继续在军方与执政的正义和发展党 （ＡＫＰ）之间

制造紧张气氛，因为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正在寻求降低军方在政治舞

台上的作用。〔９２〕

从传统上来说，土耳其的外交政策是朝向欧洲和美国的，但已经

慢慢地、然而是坚定地转向其在中东和高加索地区的邻国，尤其是

２００２年正义和发展党上台执政以来更是如此。〔９３〕这一新架构的主要

支柱之一是 “与邻国的零问题”政策，根据这一政策，土耳其寻求在

其附近地区加强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上的合作。〔９４〕

ＳＩＰＲＩ对土耳其军事开支的估计，既包括了土耳其武装力量

（ＴＳＫ）的费用，也包括了准军事力量即宪兵和海岸警备队的费用。

土耳其武装力量有大约５１．１万现役部队和３７．８７万预备役人员，是

北约的第二大军事力量 （仅次于美国的武装力量）。〔９５〕２０１０年，通

过国防部分配的预算为１５９亿里拉 （合１０６亿美元）。虽然准军事部

队的宪兵和海岸警备队在行政上隶属内务部，但它们履行军事职能。

２０１０年，它们的预算分别为３７．７亿里拉 （合２５亿美元）和１．９２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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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

〔９２〕

〔９３〕

〔９４〕

〔９５〕

Ａ．Ｎ．纳尔利：“土耳其调整军民关系：国防领域的透明度建设和欧盟的改革”，

Ｅ．Ｍ．费尔伯鲍尔，Ｐ．朱里科维奇和Ｐ．潘杰夫编辑的：“东南欧改革国防武装力量：从社

会到军事的挑战”（国防学院和安全政策局：维也纳，２００４年１０月），第１６４、１６６页。也

参见Ｇ．奥兹坎： “国家安全委员会”，日内瓦武装力量民主控制中心，Ｕ．西兹里编辑：

“土耳其安全领域的民主监督和改革”（ＬＩＴ：苏黎世，２００７年），第４１—５８页。

比如，Ｄ．巴特勒： “对土耳其军队阴谋的审讯造成新的紧张局势”，路透社，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５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ｅｕｔｅｒｓ．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０１０／１２／１５／ｕｓｔｕｒｋｅｙ

ｓｌｅｄｇｅｈａｍｍｅｒｐｒｅｖｉｅｗｉｄＵＳＴＲＥ６ＢＥ３ＡＵ２０１０１２１５〉。

Ｍ．伊尔马兹：“土耳其正义和发展党执政时期的外交政策概念框架”，《土耳其

评论》，２０１０年春季号，第１０６页。

Ａ．达乌托格鲁：“土耳其的零问题外交政策”，《外交政策》，２０１０年５月号。

国际战略研究所：《军事力量对比２０１０》（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伦敦，２０１０年），第１６４

页。



里拉 （合１．２８亿美元）。〔９６〕军事采购的资金来自于土耳其武装力量

的预算和国防工业支持基金 （ＤＩＳＦ）。国防工业支持基金是一笔特殊

资金，创建于１９８６年，取自汽油、烟、酒和合法赌博的税收。据报

道，在１９８６年至２００８年间已经收取了２２０亿美元，包括２００８年的

１５亿美元。〔９７〕２０１０年，国防工业支持基金的预算为２３亿里拉 （合

１５亿美元）。〔９８〕

除了国防工业支持基金外，土耳其军事预算还包括来自土耳其武

装力量基金会 （ＴＳＫＧＶ）的资源，由财政部偿还的信贷，分配给宪

兵和海岸警备队司令部的费用，从总理办公室来的秘密资金以及为

“村庄卫士”提供的资金；所谓 “村庄卫士”指的是原先为打击库尔

德工人党 （ＰＫＫ）而组建的地方准军事部队。〔９９〕一般说来，这些额

外的预算资源并不接受公众审查。土耳其的非政府组织已经对土耳其

军事开支缺乏透明度提出批评，并要求提供更多的数据，包括预算外

资金。〔１００〕

正在进行之中的土耳其武装力量现代化的计划包括提高国内武器

生产能力以及已在计划之中的增加未来研发和采购的预算，这表明土

耳其的军事开支自２００１年以来一直下降的趋势不会再继续下去。〔１０１〕

确实，大国民会议在２０１０年１２月批准增加国防部２０１１年的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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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６〕

〔９７〕

〔９８〕

〔９９〕

〔１００〕

〔１０１〕

公共支出的监控平台： “土耳其非政府组织联盟致土耳其大国民会议的信”，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网 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ｋａｍｕｈａｒｃａｍａｌａｒｉｎｉｉｚｌｅｍｅ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ｕ．ｏｒｇ／ｉｎｄｅｘ ＿

ｅｎ．ｈｔｍｌ〉，第１７页。

Ｕ．恩金素伊和Ｂ．Ｅ．贝克迪尔： “土耳其需要充实采购基金”， 《防务新闻》，

２０１０年９月６日，第１３页；以及Ｉ．阿克查：“土耳其的军事—经济结构：目前形势，存在

问题和解决办法”，（ＴＥＳＥＶ：伊斯坦布尔，２０１０年），第１７页。

公共支出的监控平台 （同注释 〔９６〕），第１７页。

Ｌ．萨里布拉西莫格鲁：“土耳其武装力量”，西兹里编辑，（同注释 〔９１〕），第

８２页；以及公共支出的监控平台 （同注释 〔９６〕），第１０—１２页。

公共支出的监控平台 （同注释 〔９６〕）。

Ｌ．萨里布拉西莫格鲁：“未受金融危机的干扰，土耳其的国防工业公司计划增

加国内武器生产”，《欧亚每日箴言报》２００９年２月２７日。关于现代化计划，参见Ｅ．亨—

托夫：“土耳其军事现代化的政治经济”，《中东国际事务评论》，第８卷第４期 （２００４年１２

月）。关于土耳其的军火工业，参见本卷第５章第６节。



包括更多的采购费用。〔１０２〕随着土耳其开始为正在进行和未来将要进

行的武器采购付款，这一趋势在随后的年份中还将持续下去；采购的

武器包括远程飞机和运输机，大型舰艇 （其中有一艘航母），无人机

以及用于国内安全的抗地雷、抗伏击的车辆。〔１０３〕

土耳其的防务和安全政策是由两个主要政策文件指导的，即

２０００年的 《国防白皮书》和 《国家安全政策文件》（ＮＳＰＤ）。白皮书

以阿塔图尔克的 “国内和平，世界和平”这一原则为基础，规定了土

耳其的官方防务政策。〔１０４〕《国家安全政策文件》（ＮＳＰＤ）有时候被称

为 “秘密宪法”；它 “确定了土耳其所面临的国内外威胁，并勾画出

为了避免这些威胁而已经确立了的政策”。〔１０５〕该文件每五年修订一

次，２０１０年首次由一个文职人员小组审查。虽然公众得不到这份文

件，但据说这次审查根据正义与发展党的零问题政策，把希腊、伊

朗、伊拉克和俄罗斯从对土耳其的国防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名单中剔

除了。〔１０６〕在国内层面上，对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依然是与库尔德工

人党之间的国内冲突，虽然自１９９９年以来这种冲突的强度总体上已

经降低，尤其是土耳其加强了与伊拉克政府的合作以后，更是

如此。〔１０７〕

用以使军队民主化的改革、零问题政策实施以来土耳其安全威胁

概念发生的变化以及与库尔德工人党冲突的强度减弱，可以用来说明

近来土耳其军事开支下降趋势的原因。不错，土耳其总理在２０１０年

５月访问希腊时，与希腊总理明确地讨论了双方共同削减军事开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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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２〕

〔１０３〕

〔１０４〕

〔１０５〕

〔１０６〕

〔１０７〕

Ｕ．恩金素伊：“土耳其增加２０１１年的武器费用”，《自由每日新闻》，２０１１年１

月１０日。

ＳＩＰＲＩ武器转让数据库，（同注释 〔５２〕）；以及恩金素伊 （同注释 〔１０２〕）。

土耳其国防部 （ＭＮＤ）：《国防白皮书２０００》，（国防部：安卡拉，２０００年）。

Ｌ．萨里布拉西莫格鲁 （同注释 〔９９〕），第７４页。

“俄罗斯、伊朗、伊拉克和希腊不再对土耳其构成 ‘国家威胁’”，《自由每日新

闻》，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３日。

参见本卷附录２Ａ；以及Ｃ．米格达洛维奇：“土耳其：身份和权力的政治”，美

国国会研究部 （ＣＲＳ）第Ｒ４１３６８号给国会的报告，（美国国会，美国国会研究部：华盛顿

哥伦比亚特区，２０１０年８月１３日），第１４—１８页。



问题。〔１０８〕有鉴于此，土耳其军事现代化的主要计划的根本原因也就

不是马上能显而易见的。除开国内安全任务需要的军事装备外，采购

先进的力量投送装备是否符合土耳其的国防和外交政策，这是大有疑

问的。土耳其的军事开支可能更多地是受其地区地位考虑、而不是其

实际的国防需要所驱动。

第八节　南非

尽管南非的军事开支远比这里谈到的其他国家情况要低，但它在

撒哈拉南部非洲是最高的。２０１０年，其总额为３２９亿兰德 （合４５亿

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大约１．２％。虽然２０１０年的开支比２００９年

低２．０％，但比２００１年时高２２％。

自从１９９４年结束种族隔离以来，南非已经成为非洲的一个经济、

政治、安全和外交的主要角色。这一点与三个因素有关。第一是其作

为南部非洲贸易、制造业和投资枢纽的经济形象。２００８年，该国的

国民总收入 （ＧＮＩ）占整个撒哈拉南部非洲国民总收入的２９．８％。〔１０９〕

第二是其军事实力，既就军事开支而言，同时它也有非洲最发达的军

火工业。〔１１０〕第三是南非在多边机构、尤其是在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ＳＡＤＣ）和非盟 （ＡＵ）中越来越自信的作用。南非在发展和通过

２０００年的非盟组织法和２００１年的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 （ＮＥＰＡＤ）

时起过重要的作用。〔１１１〕此外，南非声称在非洲推进人权、良政和

０２２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１０８〕

〔１０９〕

〔１１０〕

〔１１１〕

Ｍ．坎巴斯和Ｄ．基里亚吉多：“希腊、土耳其总理会晤，讨论国防费用的削减”，

路透社，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４日，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ｅｕｔｅｒｓ．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０１０／０５／１４／ｕｓ

ｔｕｒｋｅｙｇｒｅｅｃｅｉｄＵＳＴＲＥ６４Ｄ５ＢＮ２０１００５１４〉。

世界银行 （同注释 〔８〕），第３４页。

关于南非的军火工业，参见比如Ｊ．Ｐ．邓恩：“南非的武器制造”，《和平与安全

的经济学杂志》，第１卷第１期 （２００６年１月）；以及Ｐ．Ｄ．魏泽曼：“南非对撒哈拉南部非

洲的军火供应”，《ＳＩＰＲＩ背景材料》，２０１１年１月，网址：〈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ｓ．ｓｉｐｒｉ．ｏｒｇ／ｐｒｏｄ

ｕｃｔ＿ｉｎｆｏ？ｃ＿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ｄ＝４１９〉。

非盟组织法于２０００年７月１１日通过，２００１年５月２６日生效，网址：〈ｈｔｔｐ：／／

ｗｗｗ．ａｕ．ｉｎｔ／ｅｎ／ａｂｏｕｔ／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ａｃｔ〉。关于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参见非洲发展新伙

伴关系计划与协调局网站，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ｅｐａｄ．ｏｒｇ／〉。



“非洲复兴”方面充当领导，这在它举办２０１０年足球世界杯中得到了

更好的显现。〔１１２〕

自２００２年以来，南非军事开支的大部分分配给了特别国防账户

（ＳＤＡ），以专门用于武器采购。特别国防账户从２００２年占总额的

４０％逐步下降到２００９年的２７％，而２０１０年的预算仅为１８％。〔１１３〕在

过去十年中高水平的采购费用，是由于４７２亿兰德 （合６４亿美元）

的战略防务采购 （ＳＤＰ）计划而造成的，那是一个从１９９９年开始、

旨在改造种族歧视时代的军事能力的多年武器采购计划。〔１１４〕战略防

务采购最初包括４艘小型护卫舰、３艘潜艇、２４架教练机、２６架战

斗机和３０架直升机。〔１１５〕２００６年的国防更新计划更加强调灵活、机

动和可部署的地面部队，并具备随之而来的空运和海运能力。〔１１６〕战

略防务采购最重要的后续变化是２００７年的一份价值１５亿美元的２６４

辆步战车的订单—也称为霍伊菲斯特计划。〔１１７〕这种国防更新也要求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财年的军事开支有显著增长。〔１１８〕

国内重大的变化和决策过程决定了南非的军事开支及其新兴的地

缘政治地位。首先，１９９６年产生的基于平等、尊重人权和社会福利

的新宪法，重新规定了武装力量的组成、任务和国防学说，尤其是把

邻国关系由敌对改变为合作关系。〔１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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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

〔１１３〕

〔１１４〕

〔１１５〕

〔１１６〕

〔１１７〕

〔１１８〕

〔１１９〕

参见比如南非副总统Ｔ．姆贝基：“非洲的复兴，南非和世界”，演说，联合国大

学，东京，１９９８年４月９日，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ｎｆｏ．ｇｏｖ．ｚａ／ｓｐｅｅｃｈｅｓ／１９９８／９８ｂ１７＿

５５５９８１１３７６．ｈｔｍ〉。

南非财政部：“２００２—２０１０年国防开支估计”，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ｒｅａｓｕｒｙ．

ｇｏｖ．ｚａ／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ｄｇｅｔ／〉。

“战略防御采购将花费４７２．２５亿兰德”，防务网，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５日，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ｅｆｅｎｃｅｗｅｂ．ｃｏ．ｚａ／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ｏｐｔｉｏｎ＝ｃｏｍ＿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ｄ＝１３２０７／〉。关于

战略防务采购总费用的另一种估算，参见本卷第１章第３节。

有关全部细节，参见本卷第１章第３节。

南非国防部 （ＤＯＤ）：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财年年度报告” （国防部：比勒陀利亚，

２００８年），第２—３页。

ＳＩＰＲＩ武器转让数据库，（同注释 〔５２〕）；以及Ｅ．吉卜逊：“丹尼尔的一个幸运

的 ‘马蹄形’？”《防务新闻》，２００７年５月２１日。

南非国防部 （同注释 〔１１６〕），第４页。

南非国防部：“南非共和国国防白皮书：一个民主国家的国防”（国防部：比勒

陀利亚，１９９６年５月），第１章第４段。



第二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一系列与军事有关的政策倡议，

包括１９９６年的国防白皮书、１９９８年的防务评论、２００２年的国防法、

２００６年的防务更新以及２００９年的未来南非军队２０２０年战略 （２０２０

年战略）。〔１２０〕白皮书和防务评论从事部队的学说和设计、装备、设备

和资金的全面规划。这份评论得出结论说，尽管在中期之内不存在对

南非的重大外部军事威胁，仍然需要获得常规的军事威慑能力。这一

点成为了战略防务采购的基础，虽然这份评论的结论与实际上已经采

购的武器之间的联系已经受到质疑。〔１２１〕２００６年的防务更新重新界定

和调整了南非的国防能力并与政府积极参与非盟和联合国维和行动的

外交政策目标一致起来，而２０２０年战略与２００６年防务更新紧密相

连，它包括在国外部署３个步兵营和３个工程兵中队，在国内部署３

个步兵连和一个混合工程兵中队。〔１２２〕

确定南非军事开支的第三个因素是２００７年开始的一项使军事能

力与国家的外交政策目标一致起来的政策，这些目标是：开展地区军

事合作，参加维和行动和派驻国防武官。〔１２３〕到２００７年，南非已在３１

个国家设立国防代表处。〔１２４〕它已经参与了非盟领导的４场维和行动

中的３场，２０１０年１２月时有２００５名军人部署在联合国维和行动

中。〔１２５〕这一国防外交政策凸显了南非争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２２２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１２０〕

〔１２１〕

〔１２２〕

〔１２３〕

〔１２４〕

〔１２５〕

南非国防部 （同注释 〔１１９〕）；南非国防部 （ＤＯＤ）：“南非防务评论” （ＤＯＤ：

比勒陀利亚，１９９８年）； 《国防法》，南非２００２年第４２号法令，２００３年２月１２日通过，

《政府杂志》 （比勒陀利亚），２００３年２月２０日；以及南非国防部： “南非军队的未来战

略”，第１版 （国防部：比勒陀利亚，２００９年１月）。

南非国防部：“南非国防评论”（同注释 〔１２０〕），第８章第７３段；Ａ．范斯坦：

“在党的后面：腐败，非洲国民大会和南非不确定的前景”（Ｖｅｒｓｏ：伦敦，２００９年）；以及

本卷第１章。

Ｇ．Ｐ．Ｈ．克鲁伊斯：“２１世纪初期南非军队的优先地位和作用”，比勒陀利亚大

学，战略研究所 （ＩＳＳＵＰ），２００９年第３号简报 （战略研究所：比勒陀利亚，２００９年４

月），第４页；以及南非国防部 （同注释 〔１１６〕），第１１—１３页。

南非国防部 （同注释 〔１１６〕），第１—２页。

国防部长Ｍ．莱科塔，国防预算讲话，南非国民大会，２００７年３月２７日，网

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ｎｆｏ．ｇｏｖ．ｚａ／ｓｐｅｅｃｈｅｓ／２００７／０７０３２７１７１５１００１．ｈｔｍ〉。

ＳＩＰＲＩ多边维和行动数据库，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ｉｐｒｉ．ｏｒｇ／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ｐｋｏ／〉。

关于南非参加维和，参见本卷第３章和附录３Ａ。



的愿望。〔１２６〕

鉴于国内有许多竞争优先的事情，尤其是需要解决贫困、失业和

极端的不平等、艾滋病毒感染／艾滋病，以及住房简陋等问题，南非

军事开支的规模和委点被证明是有争议的。〔１２７〕争议最大的是战略防

务采购 （ＳＤＰ）的采购物品，它主要涉及到外部威慑和力量投放，同

时它也给军事预算增加了沉重负担，阻碍了满足南非国防力量

（ＳＡＮＤＦ）迫在眉睫的作战需要的努力。这些主要是用于维和与内部

安全，因为暴力犯罪的极端程度已经导致南非国防力量与警察部队一

起，介入了国内安全的行动。〔１２８〕与此同时，伴随着战略防务采购而

来的腐败已经使多位高级军官、部长和执政的非洲国民大会党丑闻缠

身。这表明，南非并非与蹩脚的军事预算方法、采购和监督方面的做

法以及资源的不良管理毫不相干的，而这些也是许多非洲国家的

通病。〔１２９〕

第九节　结语

２０１０年，世界军事开支继续增长，虽然比近年来增长得缓慢了

许多。全球经济衰退的持续影响使亚洲和欧洲放慢或停止了增长，但

非洲和南美洲继续大的增长，而美国再一次占有世界军费总额大部分

的实际增长。

在过去十年中，美国的军事开支增长在全球首屈一指，接下来是

许多新兴的 （或者是重新兴起的）地区大国，比如巴西、中国、印

度、南非和土耳其。在这六国中，除土耳其外的所有国家在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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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６〕

〔１２７〕

〔１２８〕

〔１２９〕

Ｔ．尼斯林： “军事开支、社会经济挑战和外交政策要求：评估南非的困境”，

《非洲安全评论》，第１５卷第４期 （２００６年），第６９页。

世界银行 （同注释 〔８〕），第８０—１４２页。

Ｃ．埃洛逊：“地平线上的乌云？南非后过渡时期的安全挑战”，《用户报告》（瑞

典国防研究署，政府信息公开：斯德哥尔摩，２００９年３月）。关于犯罪和冲突，参见Ｅ．斯

捷潘诺娃：“武装冲突，犯罪和犯罪暴力”，《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０》。

Ｗ．奥米图根和Ｅ．哈奇富尔 （编辑）： 《ＳＩＰＲＩ》， “非洲军事部门的预算编制：

控制的过程与机制”（牛津大学出版社：牛津，２００６年），第６页。



２０１０年的十年中，都相当程度地增加了军事开支。

这些国家增加军事开支的原因各不相同。经济一直是一个关键的

制约因素，军事开支的增长与经济增长率同步或者慢于经济增长率。

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允许它显然以最快的速度增加其军事开支，而

许多国家已经在实施军队现代化，以适应其增长的经济和政治作用。

不断上涨的军事开支带来了有损潜在的替代使用的机会，比如，有关

社会和发展的需求，而这种开支是可以使用到那些方面的。这一问题

在巴西、印度和南非尤其紧迫和颇有争议，因为所有这些国家都是有

高度贫困和不平等现象的民主国家。

另一个关键的影响军事开支水平的变数一直是持续不断地冲突的

强度、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以及与邻国的关系，比如印度在克什米尔

的冲突和土耳其与希腊的关系。

这些大国中的多数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外交上追求全球或地区的

地位，为此，把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能够施加影响力的军事

力量作为关键性的措施。巴西、中国、印度、南非和土耳其都正在发

展海上和空中的力量投送能力，而俄罗斯正寻求在前苏联地区重新建

立占统治地位的军事力量。与此相关的是，国内军火工业的发展就成

为所有六国的优先选择，因为发展国内军火工业能够减少现代化对进

口的依赖。〔１３０〕

对于某些国家来说，这种追求军事大国的愿望反映了对安全的后

果和军事技术落后状态的担忧。中国和俄罗斯两国都对美国压倒性的

军事优势和技术优越感到担心，而中国的快速现代化却又是印度的一

大忧虑。但是，就巴西、南非和土耳其的情况而言，它们缺乏任何明

确的、实际的或看得见的威胁或者是明显的可能使用先进武器系统，

因而，军事力量似乎只是作为一种尊严的标志而拥有。

尤其是亚洲军事的快速现代化虽然尚未显示成为敌对的军备竞赛

的迹象，但在某些方面，反映了一种古典式的安全困境。〔１３１〕中国发

４２２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１３０〕

〔１３１〕

参见本卷第５章第３节。

关于亚洲的现代化，比如参见 《亚洲观察》，第３３卷第４期，东北亚军备竞赛

专刊 （２００９年）。除中国和印度外，正在大力进行军队现代化的亚洲国家还包括日本、韩

国、菲律宾、泰国和越南。



展军事力量部分地是由于它感觉到在美国的实力面前自身的脆弱，但

它也在其邻国，尤其是在印度引起了同样的感觉。在每一种情形中，

和平意图的宣示并未提供什么保证，而危险在于关于军备竞赛和不可

避免的对抗的预言本身，可能会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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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４

犃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的军费数据

萨姆·珀洛—弗里曼　奥拉瓦莱·伊斯梅尔　埃诺尔·

凯利　伊丽莎白·申斯　卡丽娜·索尔米拉诺


一、导言

本附录介绍ＳＩＰＲＩ最新统计的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军费数据。第二部

分介绍各地区及主要军费大国的军费走势。第三部分讨论如何对中国

的军费开支予以最佳估算。第四部分说明ＳＩＰＲＩ的数据来源及统计

方法，以表格形式列出了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的完整数据序列。

二、地区军费走势及主要军费大国

方框４Ａ．１—４Ａ．６分别介绍了世界、美洲、非洲、亚洲和大洋

洲、欧洲，以及中东地区军费开支主要的趋势。数据表明，爆发于

２００８年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对军费开支的影响已开始显现，但各

地区受影响程度存在不小差异。２０１０年，军费开支升幅最为显著的

地区和次地区包括南美洲 （５．８％）、非洲 （５．２％）和大洋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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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斯托尔）、伊尼戈·格瓦拉·莫亚诺 （民主安全分析协会，克雷塔罗）、伊图维娜·埃尔

南德斯 （民主安全研究会，危地马拉城）、纳齐尔·卡迈勒 （联合国，纽约）、帕万·奈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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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和发展学会，第比利斯）、托马斯·希兹 （林肯大学学院，布宜诺斯艾利斯）、罗恩·史

密斯 （伯克贝尔学院，伦敦）和奥兹伦·祖内契 （萨格勒布大学）。



（４．１％）。如果将亚洲和大洋洲整体看待，其军费开支增幅仅达

１．４％，为近年来最低年份之一，欧洲军费开支则下降了２．８％。欧

洲和亚洲发生的变化反映了经济危机的延迟效应：欧洲各国政府忙于

应对财政赤字，而亚洲国家在经济危机年份中遭遇了低经济增长率，

其军费开支增幅亦相应下调。

２０１０年，军费开支排名前１５位国家的军费开支总额占世界的

８２％；其中前５位国家的军费占世界军费总额的６１％ （表４Ａ．１）。

美国军费占世界军费总额的４３％，为全球第一军费大国，远高于

第二位的中国，而中国军费开支又是第三军费大国英国的两倍。土

耳其跻身全球军费开支前１５位国家行列，致使该名单从２００７年来

首次发生变化：土耳其取代西班牙成为全球军费开支第１５位国家，

部分缘于土耳其里拉对美元升值，尽管该国实际军费开支在２０１０

年略有下降，但并不足以抵消货币升值影响。军费开支大国的排序

变化不大，欧洲国家排位次序继续呈下滑趋势，这与发展中国家的

趋势相反。

方框４犃１　２０１０年世界军费开支趋势

·２０１０年世界军费开支总计约１６３００亿美元 （以美元时价计）。

·２０１０年世界军费开支相对２００９年实际增加了１．３％，相对２００１年增加

了５０％。

·美国军费开支实际增额为１８５亿美元，实际增幅为２．８％，而全球军费开

支实际增额为１９６亿美元 （以２００９年美元不变价格计）。

·２０１０年全球其余国家 （即除美国外的所有国家）军费开支总额实际增幅

为０．１％。

·２０１０年军费开支实际增长最快的地区或次地区是南美洲，增幅达５．８％。

·２０１０年军费开支下降的只有一个地区：欧洲军费开支实际降幅达到

２．８％。军费开支下降的次地区为中亚和南亚。

·２０１０年，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对军费开支的影响开始显现，表现为

若干地区的军费增幅下降以及军费数额减少。

２００９年军费开支前１５位国家中除两个国家外都增加了军费开

支，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２０１０年有８个国家减少了军费开支。

印度、韩国、俄国和英国至少是暂时性地逆转了其军费持续增加的

７２２★ 附录４Ａ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的军费数据 ★



趋势，而法国、德国、意大利和土耳其保持了其军费持续下降的趋

势。美国和中国军费开支增额仍然可观，但增幅较之近年有所下

降。这些现象表明全球经济衰退的延迟效应已开始显现，虽然没有

导致世界军费开支总额大幅削减，但至少暂缓了军费开支快速增长

的趋势，各国或忙于应付财政赤字，或忙于调整开支以适应经济增

长率的下滑。但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和沙特阿拉伯继续维持了

其军费开支增长趋势，大幅增加了军费，日本军费小有上升，呈现

出与以往不同趋势。

主要军费大国军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比例，即军事

负担，彼此区别较大。如日本仅占ＧＤＰ的１％，沙特阿拉伯则达到

１０．４％。但１５个军费大国中，军事负担超出２．６％的全球平均水平

的国家仅有四个———韩国、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和美国。

ＳＩＰＲＩ依据市场汇率将各国军费开支数据折合成美元，并据此

列出军费大国排名次序。这些汇率取决于国际交易中的货币供应和

需求，并不能精确反映各国价格水平差异。另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法

是基于ＧＤＰ的购买力平价 （ＰＰＰ）汇率，这种方法可衡量各国

ＧＤＰ的实际购买力，从而能更好地反映各国的价格差异。表４Ａ．１

在最右一栏列出了按估算的购买力平价汇率折算的各国军费开支

数据。

尽管无论按市场汇率还是按购买力平价汇率进行数据折算，进入

军费开支前１５位的国家仍维持不变，但情况将有所不同。〔１〕如按购

买力平价汇率折算，美国和中国仍然占据前两位，但美国与中国军费

开支的相对比例将从５．９∶１降至３．３∶１。排名美、中之后的三大军

费开支国将是印度、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总的来看，如采用购买力

平价汇率进行数据折算，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军费开支一般

会处于相对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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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按购买力平价汇率 （ＰＰＰ）计算，伊朗将取代澳大利

亚跻身世界军费开支前１５位国家行列，但我们未能获得伊朗２０１０年的军费开支数据。



表４犃１　２０１０年军费排名前１５位国家

军费开支数据以当前美元价格和汇率统计。排序以按市场汇率对各国军费开支进行折算的

结果为依据。同时列出按购买力平价汇率折算的各国军费开支数据。

排序 国家

开支 （１０亿

美元，按市

场汇率）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

变化 （％）

占犌犇犘比重

（％，估算）ａ

占世界比

例 （％）

开支 （１０亿美

元，按购买力

平价汇率）ｂ

１ 美国 ６９８ ８１．３ ４．８ ４３ ６９８

２ 中国 ［１１９］ １８９ ［２．１］ ［７．３］ ［２１０］

３ 英国 ５９．６ ２１．９ ２．７ ３．７ ５７．６

４ 法国 ５９．３ ３．３ ２．３ ３．６ ４９．８

５ 俄罗斯 ［５８．７］ ８２．４ ［４．０］ ［３．６］ ［８８．２］

前５名之和 ９９５ ６１

６ 日本 ５４．５ －１．７ １．０ ３．３ ４３．６

７
沙特阿

拉伯ｃ
４５．２ ６３．０ １０．４ ２．８ ６４．６

８ 德国 ［４５．２］ －２．７ ［１．３］ ［２．８］ ［４０．０］

９ 印度 ４１．３ ５４．３ ２．７ ２．５ １１６

１０ 意大利 ［３７．０］ －５．８ ［１．８］ ［２．３］ ［３２．２］

前１０名之和 １２１８ ７５

１１ 巴西 ３３．５ ２９．６ １．６ ２．１ ３６．２

１２ 韩国 ２７．６ ４５．２ ２．８ １．７ ４０．８

１３ 澳大利亚 ２４．０ ４８．９ ２．０ １．５ １７．３

１４ 加拿大 ［２２．８］ ５１．８ ［１．５］ ［１．４］ ［１９．４］

１５ 土耳其 ［１７．５］ －１２．２ ［２．４］ ［１．１］ ［２３．９］

前１５名之和 １３４４ ８２

世界总计 １６３０ ５０３ ２６ １００

［］＝估计值；ＧＤＰ＝国内生产总值。

ａ“军费开支占ＧＤＰ比重”一栏系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经济展望》（２０１０年

１０月刊）所估算的２０１０年各国ＧＤＰ数据计算得出。

ｂ按购买力平价汇率换算的军费开支数据，系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 《世界经济展

望》中所预测的２０１０年各国分别按购买力平价汇率计算和按市场汇率计算的ＧＤＰ数据的

比值估算得出。即，以市场汇率折算的军费开支数据，乘以该比值就得到以购买力平价汇

９２２★ 附录４Ａ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的军费数据 ★



率折算的军费数据。

ｃ沙特阿拉伯的数据包括用于公共秩序和安全方面的开支，估算可能偏高。

资料来源：ＳＩＰＲＩ军费开 支 数 据 库，网 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ｉｐｒｉ．ｏｒｇ／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

ｍｉｌｅ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２０１０年１０月，网址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ｉｎｆ．ｏｒｇ／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ｐｕｂｓ／ｆｔ／ｗｅｏ／２０１０／０２／ｗｅｏｄａｔａ／ｉｎｄｅｘ．ａｓｐｘ〉。

方框４犃２　２０１０年非洲军费开支趋势

·２０１０年非洲军费开支总计约３０１亿美元 （其中北非地区为１０６亿美元，撒

哈拉以南非洲为１９５亿美元）。

·２０１０年非洲军费开支相对２００９年实际增加了５．２％ （其中北非地区增长

５．６７％，撒哈拉以南非洲增长４．９％），相对２００１年增加了６４％ （其中北

非地区增长６９％，撒哈拉以南非洲增长６１％）。

·非洲军费开支前５位国家中的４个 （阿尔及利亚、安哥拉、摩洛哥、尼日

利亚）是非洲军费增长的主要来源，而排名第５的南非军费开支实际有所

下降。

·安哥拉实际增幅为１９％ （６．０９亿美元，以２００９年美元价格计），对非洲

军费开支趋势的影响最大。其增长影响被乍得部分冲抵，由于石油收入锐

减，２００８年以来乍得军费开支大幅减少。

·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和尼日利亚军费开支增长，乍得军费开支减少，最主

要的影响因素是这些国家石油和天然气收入。

注：由于一些国家的数据不可得，因此非洲及其次地区２０１０年军费开支的

估算数据具有不确定性。

方框４犃３　２０１０年美洲军费开支趋势

·２０１０年美洲军费开支总计约７９１０亿美元 （其中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为

６５亿美元，北美地区为７２１０亿美元，南美地区为６３３亿美元）。

·２０１０年美洲军费开支相对２００９年实际增加了３．０％ （其中中美洲和加勒

比海地区增长１．９％，北美地区增长２．８％，南美地区增长５．８％），相对

２００１年增加了７６％ （其中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增长２８％，北美地区增

长８０％，南美地区增长４２％）。

·南美地区实际增额为３０亿美元，主要源于巴西军费开支的增长，该国增

幅达９．３％ （２４亿美元，以２００９年美元价格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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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可获数据看，南美１０国中有７国大幅增加军费开支。相对增幅最大

的为巴拉圭 （１６％）和秘鲁 （１６％）。

·与２００９年情况相同，该地区军费开支降幅最大的仍是委内瑞拉，达２７％。

玻利维亚和乌拉圭也减少了军费开支。

方框４犃４　２０１０年亚洲和大洋洲军费开支趋势

·２０１０年亚洲和大洋洲军费开支总计约３１７０亿美元 （其中中亚和南亚地区

为５２１亿美元，东亚地区为２１１０亿美元，大洋洲地区为２５７亿美元，东

南亚地区为２８７亿美元）。

·２０１０年亚洲和大洋洲军费开支相对２００９年实际增加了１．４％ （其中中亚

和南亚地区减少２．２％，东亚地区增长２．１％，大洋洲地区增长４．２％，东

南亚地区增长０．７％），相对２００１年增加了６４％ （其中中亚和南亚地区增

长５０％，东亚地区增长７０％，大洋洲地区增长４６％，东南亚地区增

长６０％）。

·２０１０年亚洲和大洋洲地区及其次地区的军费开支增幅较之往年有了显著

下降，其中中亚和南亚地区出现了１０年来的首次负增长。２０１０年绝对增

幅最大的是中国 （４２亿美元，以２００９年美元价格计）和印度尼西亚 （１３

亿美元）。绝对降幅最大的是印度 （１０亿美元）。

·相对增幅最大的是印度尼西亚 （２８％）、蒙古 （２６％）、菲律宾 （１２％）和

孟加拉国 （１１％）。降幅最大的是东帝汶 （５１％）、斯里兰卡 （１４％）和泰

国 （１２％）。

方框４犃５　２０１０年欧洲军费开支趋势

·欧洲２０１０年的军费开支总计约３８２０亿美元 （东欧为６５５亿美元，西欧和

中欧为３１６０亿美元）。

·２０１０年开支比２００９年实际下降２．８％ （东欧下降１．３％，西欧和中欧下降

３．０％），但比２００１年增长１１．９％ （东欧增长８８％，西欧和中欧增

长４．１％）。

·这种下降表明，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开始对欧洲军费开支产生影响。

１３２★ 附录４Ａ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的军费数据 ★



·在大部分军费大国 （例如世界前１５位中的一些国家）对军费进行小幅削

减的同时，许多较小的中欧和东欧国家的军费大幅下降。这些国家是：保

加利亚 （２８％），拉脱维亚 （２６％），格鲁吉亚 （２５％），摩尔多瓦 （２４％）

和爱沙尼亚 （２３％）。阿尔巴尼亚、希腊、匈牙利、立陶宛和斯洛伐克也

都下降了１０％以上。

·２０１１年及之后年份，西欧和中欧国家的军费有望还会作进一步削减，虽

然一些军费大国的减支幅度可能依然相对较小。

方框４犃６　２０１０年中东军费开支趋势

·２０１０年中东军费开支总计约１１１０亿美元。

·２０１０年开支比２００９年实际增长２．５％，比２００１年增长３５％。

·２００１年以来的军费增长大多发生在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间，此后的开支变化

不大。

·２０１０年绝对增长最大的国家是沙特阿拉伯 （１６亿美元，２００９年价格），

相对增长最大的国家是伊拉克 （１２％）和黎巴嫩 （９．７％）。军费开支下降

最大的国家是阿曼 （－９．８％）。

·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０年中东军费的估算数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有些国

家的数据缺失。

·缺失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０年数据的最重要国家是伊朗。据媒体报道，伊朗武装

部队的预算增加了２０％，达到９０万亿里亚尔 （９０亿美元），其革命卫队

的预算达５８万亿里亚尔 （５８亿美元）。但是ＳＩＰＲＩ无法核实这些数字，也

无法用从其他资料来源获得的以前数据进行比较。

比起市场汇率，购买力平价汇率更适用于一般价格计算，能较好

体现各国军费开支转用于购买其他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但就衡量各国

可购买的军用商品和服务数量，如先进武器技术而言，购买力平价汇

率并不比市场汇率更优。例如，在采用市场购买力平价汇率的情况

下，印度的军费开支将是英国或法国的两倍，但很少有分析家会由此

认为，印度所购军事资源的价值能够两倍于上述两个老牌欧洲大国。

实际上，无论采用哪种汇率进行折算，所得出的军费开支数据都不能

直接反映实际军事能力，因为军事能力依赖于多种因素，如价格、工

业效率、军队编成和条令，以及技术消化能力等。此外，由于购买力

２３２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平价汇率只是估算汇率，相对于市场汇率，其可信度要差。出于这些

考虑，尽管市场汇率存在局限性，但ＳＩＰＲＩ还是基于市场汇率将各

国军费开支折算成美元，因为市场汇率方法最为简便，也更适用于客

观比较各国开支水平。〔２〕

三、估算中国的军费开支

在估算中国军费开支的过程中，ＳＩＰＲＩ除考虑中国官方公布的国

防预算外，还力求考虑众多其他来源的经费。这包括由中国其他中央

部委提供的资金 （其中一些可从公开渠道获得，另一些则不能）、由

地方政府提供的资金，以及人民解放军 （ＰＬＡ）通过内部渠道获得

的资金。

《ＳＩＰＲＩ年鉴１９９９》曾刊载过王绍光在其一项研究中使用的估算

中国军费开支的方法，ＳＩＰＲＩ此次仍基于该方法估算中国的军费开支

数据。〔３〕ＳＩＰＲＩ基本沿用王绍光的估算方法，根据公开发行的 《中

国金融年鉴》和 《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对中国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１０年的

军费开支予以了重新估算。这样，我们以往对中国军费总开支中若干

统计项目的估计数据或者得以被真实数据所替代，或者得以被更优的

估计数据所替代。但是，以往采用的估算方法，也就是总开支中所包

括的项目，以及在真实数据不可得的情况下对若干统计项目进行数据

估算的方法，并未改变。

这一做法，尤其是系统性地将中国地方政府提供给解放军的资金

纳入统计范围，并对中国预算外研究、发展、技术和评估

（ＲＤＴ＆Ｅ）费用进行修订，使ＳＩＰＲＩ的中国军费开支估算数据得到

小幅但具有重要意义的完善。

未包括在中国官方公布的国防预算内，但被ＳＩＰＲＩ纳入统计范

３３２★ 附录４Ａ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的军费数据 ★

〔２〕

〔３〕

关于国际间比较和货币转换以及采用购买力平价汇率 （ＰＰＰ）所涉及的问题，

请参阅Ｍ．沃德撰写的 “国际军费比较：采用购买力平价的问题和挑战”， 《ＳＩＰＲＩ年鉴

２００６》。

Ｓ．王，“１９８９—１９９８年中国军费开支”，《ＳＩＰＲＩ年鉴１９９９》。



围的项目有７项：〔４〕

１．中央和地方政府用于准军事性质的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ＰＡＰ）

的支出。２００８年及以前年份，采用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２００９年和

２０１０年，基于中国官方公布的国防预算增幅进行估算。

２．民政部用于军人复员、退役的支出。估算方法同项目１。

３．军工企业补贴。王绍光利用中国官方公布的 “生产企业亏损

补贴”数据进行估算，这些补贴现在不再分列，因而对于本项目，我

们基于军工企业在中国工业补贴总盘子所占固定份额进行估算，并依

据前三个年度的平均下降比例，估算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０年的数据。

４．由非军方部委额外提供的军事研究、发展、技术和评估费用

（ＲＤＴ＆Ｄ）。我们根据中国相关通用研发 （Ｒ＆Ｄ）和科学技术预算

项目增长率进行估算，这也是王绍光采用的方法；在中国调整报表系

统的情况下，我们利用最近年度的变化率进行估算。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０

年的数据，则根据国防预算变化率进行估算。

５．额外追加的军事建设支出。本项目为估算值，我们沿用了王

绍光的估算方法。２００６年及以前年份，按基建预算的４％统计；２００６

年后中国不再公布基建支出数据，故根据中国军方预算增幅进行

估算。

６．中国武器进口开支。估算方法未变，我们假设中国武器进口

开销、武器出口所得变化与中国的武器进出口活动变化保持了一致比

率，并采用ＳＩＰＲＩ趋势指数对其予以衡量 （ＴＩＶ）。〔５〕

７．尚归属军队企业的获利。估算方法未变，我们认为解放军的

商业活动所得从１９９９年开始稳步下降，这是因为中国执行了一项政

策，将商业活动从军队剥离。

对于最近大多数年份，ＳＩＰＲＩ估算得出的中国军费总开支较之中

国官方公布的国防预算数据，要高出５０％稍多一点。根据ＳＩＰＲＩ估

算，中国当前用于研发的开支相当高，在军费支出总盘子中所占比例

４３２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４〕

〔５〕

以往我们还将解放军武器出口获利统计在内，这部分收入仅占中国总军费开支

的很小比例。但这种做法可能导致双重计算的风险，因为武器出口收入可能被用于诸如武

器进口等项目的开销。鉴此，我们不再将该项目列入统计范畴。这算得上是我们与王绍光

在方法上的一项重要区别。

ＴＩＶ的定义可参见本年鉴附录６Ａ。



与美国接近，较之欧洲主要武器生产国要高出很多。原因在于，中国

近年来研发 （Ｒ＆Ｄ）经费大幅增加，增幅甚至高于中国经济总体增

长率或国防预算增长率。

虽然有关中国军费开支若干统计项目的更多细节已可公开获得

（例如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预算），但一些其他项目细节———最重要的莫

过于研发开支———仍难以获得，这使得当前只能对其进行经验推测。

基于公开可得的中文资料进行进一步研究，将有助于改善估计，但由

于中国政府未能进一步提高透明度，因此当前不可能得到完整、准确

的数据。

四、军费开支数据表

表４Ａ．２按地理分区、国际组织和收入组列出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１０年

军费数据，并列出了每年的世界人均军费开支，以及世界总军费开支

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的比例。表４Ａ．３列出了２００１年至

２０１０年各国 （地区）当地货币和时价的军费数据。表４Ａ．４列出了

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１０年各国 （地区）按２００９年美元固定价格和汇率换算

的军费数据，以及按美元时价换算的２０１０年军费数据。表４Ａ．５列

出了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９年各国 （地区）军费占其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的比例。表４Ａ．５后附有注释和各种常用符号的说明。

我们采用市场汇率将各国军费开支数据换算为美元固定价格。由

于本版 《ＳＩＰＲＩ年鉴》改将２００９年作为换算美元固定价格的基准年，

因此表４Ａ．４中的数据与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０》的数据相比有很大不

同，后者是将２００８年作为换算美元固定价格的基准年的。换算美元

固定价格基准年的改变，导致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在大多数情况

下，基于后一基准年份换算所得的数据较之基于前一基准年份换算所

得数据要高，因为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０９年产生了通货膨胀。二是２００８年

至２００９年汇率发生了显著变化，此期间美元总体升值。这使得本币

对美元贬值的国家的军费开支折算成固定价格美元后，数字相对缩

水。与此相反的是，２０１０年美元相对世界大多数货币贬值，这又导

致了表４Ａ．２和表４Ａ．４最右一栏中以美元时价换算的２０１０年军费数

据，比起用２００９年固定美元价格换算的同一年度数据普遍要高出不

５３２★ 附录４Ａ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的军费数据 ★



少。表４Ａ．２中的世界军费开支一项也涉及此情况。

表格中，以当地货币时价表示的数据系按财政年度列出，其他数

据按日历年列出。表４Ａ．３对那些财政年度与日历年度不重合的国家

予以了标注说明。以当地货币时价表示的数据，其财政年度是以 “开

始”的日历年表示的。例如，从２００８年７月１日至２００９年６月３０

日的财政年度，那么以当地货币表示的数据在表中列为２００８年。但

美国的情况例外，表格中美国某财政年度的数据，起算日期是上个日

历年的１０月１日。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１０年，一些国家变更了财政年度的

划分方法。我们对于这些情况予以了脚注说明。

由于系列数据不断修订和更新，不同版本的 《ＳＩＰＲＩ年鉴》中的

军费数据不应混合使用。最近几年的情况尤其如此，前一版本所列预

算拨款数据，在后一版本中往往被实际开支数据所取代。在某些情况

下，由于获得了更好的数据，导致整个系列的数据均被修订。如果作

为估算依据的全球经济统计数据进行了大幅修正，也会导致ＳＩＰＲＩ

修改美元固定价格系列数据。ＳＩＰＲＩ军费数据库包含有大多数国家自

１９８８年以来前后一致的系列数据，可从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

ｓｉｐｒｉ．ｏｒｇ／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ｍｉｌｅｘ／〉上找到。鉴于ＳＩＰＲＩ对许多国家自１９８８

年起的数据进行了重大修订，《ＳＩＰＲＩ年鉴》先前版本中发布的

１９５０—１９８７年的数据，未必可与１９８７年之后的数据混合使用。

数据的用途

军费数据的主要用途是提供一种简便直观的方法，以衡量军方所

占用的各种资源规模。军费是对 “投入”的一种衡量，它同诸如军事

能力或军事安全这样的军事活动 “产出”没有直接关系。军费的长期

趋势及其突变可能是军事产出变动的征兆，但是在做出这类诠释的时

候必须慎重。

具体表格的用途如下。以当地货币时价表示的国家军费数据 （表

４Ａ．３）是所有其他表格的原始数据。提供这些数据是为了有助于提

高透明度，并能够对政府来源资料和其他来源所报告的数据进行比

较。提供以美元固定价格计算的数据是为了可以对各国 （表４Ａ．４）

和各地理分区、国际组织、收入组及世界军费总额 （表４Ａ．２）不同

时期的情况加以比较。提供最近一年 （本版年鉴中为２０１０年）以美

元时价计算的数据是为了进行跨国 （表４Ａ．４）和跨地区 （表４Ａ．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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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际间比较。美元时价数据也有利于同通常以美元时价表示的其他

经济指标进行比较。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表４Ａ．５），显示一

个国家的资源中有多大比例被用于军事活动，是军费开支给经济所造

成负担的指标，也称为 “国防负担”或 “军事负担”。

数据的覆盖范围

表４Ａ．２—４Ａ．５中的军费开支数据涵盖１６５个国家，时间跨度为

１０年 （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１０年）。我们根据地理分区、国际组织和国家收

入组 （按人均国民收入分类）三个组别计算军费总额数据。表４Ａ．２

的注释说明了每个组别各包含哪些国家。

军费的定义

ＳＩＰＲＩ所采用的指导性军费定义包括涉及下列主体和活动的各项

支出：（１）武装部队，包括维和部队；（２）国防部门和从事国防项目

的其他政府机构；（３）准军事部队 （断定是为军事行动而进行训练和

装备的人员）；（４）军事空间活动。这些支出包括涉及以下各项的经

常项目支出和资本项目支出：（１）用于军事人员和文职人员的开支，

包括军事人员的退休金和职员的社会福利费用；（２）活动和维持费；

（３）采购费；（４）军事研发费；（５）军事援助支出 （包括于援助国的

军费内）。民防开支以及因先前军事活动而发生的当前支出，如退伍

军人福利、复员、军转民和销毁武器的费用，不计算在内。虽然这种

定义可以作为准则，然而在实践中由于数据的局限性往往难以坚持。

数据的局限性

军费数据主要有三种局限性：可靠性、有效性和可比性。

影响数据可靠性的主要因素包括：官方公布的军费数据涵盖范围

不够全面，缺乏有关军费的详细资料，以及缺乏实际军费 （非预算军

费）数据。很多国家的官方数据仅包含部分军费。某些重要的项目经

费可能被掩藏在非军事预算项目下，或者甚至可能完全由政府预算外

资金支持。许多预算外及非预算机制都被在实际操作中使用。〔６〕

数据有效性取决于其使用目的。由于开支数据是对财政投入的一

７３２★ 附录４Ａ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的军费数据 ★

〔６〕 关于此类机制的综述，可参阅Ｄ．亨德里克森与Ｎ．鲍尔合写的 《预算外军费及

收入：捐助国的问题和政策视角》，冲突、安全和发展研究组 （ＣＳＤＧ）不定期论文第１号

（国王学院，大学伦敦，２００２年１月）。



种衡量，其最有效的用途是作为用于军事目的而消耗的各种经济资源

的指标。由于同样的原因，它们作为军事实力或军事能力指标的效用

是有限的。尽管军费确实对军事能力有影响，诸多其他因素，如人员

与装备之间的平衡，军事装备的技术水平、保养和维修状况，以及武

装部队所处的整体安全环境等对军事能力也都有影响。

数据的可比性受到两种不同因素的限制：数据的不同覆盖范围

（或定义）和货币换算方法。国与国之间以及同一国家不同时期有关

军费的官方数据涵盖范围有着很大的不同。就换算到统一货币而言，

正如第二部分讨论的那样，所采用的汇率对国家间的比较有着很大的

影响。这是在进行经济数据的国际间比较时面临的一个普遍性问题，

并不是军费所特有的。然而，由于军费的国际间比较往往是一个敏感

的问题，重要的是应当牢记对国家间军费比较的诠释在很大程度上受

到所选择汇率的影响。〔７〕

统计方法

ＳＩＰＲＩ数据基于公开来源，反映了各国政府提供的官方数据。然

而，官方数据并不总是符合ＳＩＰＲＩ的军费定义，也不是总能根据这

个定义来重新计算数据，因为这需要有关官方国防预算和预算外及非

预算军费项目所包含内容的详细情况。在很多情况下，ＳＩＰＲＩ只限于

使用由各国政府提供的数据，而不考虑定义。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有多

个系列的数据可用，在这种情况下，ＳＩＰＲＩ选择最符合ＳＩＰＲＩ军费定

义的系列数据。尽管如此，首要的是为各个国家选定统一的时间序

列，以实现一个时期数据的连贯性，而不是依据通用定义调整个别年

度的数字。此外，在特定情况下必须作出估算。

估算

对军费数据进行估算，绝大多数出于以下缘由：官方数据涵盖范

围严重偏离ＳＩＰＲＩ的定义，或是缺乏完整一致的时间序列。对于前

８３２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７〕 要对各组军费数据中涉及的概念性问题和不确定性原因作全面了解，可参阅Ｍ．

布若斯卡撰写的 “世界军费”；Ｋ．哈特利和Ｔ．桑德勒：《国防经济手册》，第一卷 （北荷

兰出版社，阿姆斯特丹，１９９５年）：Ｎ．鲍尔： “衡量第三世界的安全开支：研究纪要”，

《世界发展》，第１２卷，第２号 （１９８４年２月）。关于非洲国家，可参见Ｗ．奥米图根：《非

洲军费数据：喀麦隆、埃塞俄比亚、加纳、肯尼亚、尼日利亚及乌干达调查》，ＳＩＰＲＩ研究

报告第１７号 （牛津大学出版社：牛津，２００３年）。



一种情况，我们通过分析官方政府主要预算和开支账目进行估算。这

种最全面的估算应用于中国和俄罗斯，这在以往版本 《ＳＩＰＲＩ年鉴》

中有详细介绍。〔８〕对于后一种情况，即只有不完整的时间序列时，

我们从时间序列中挑选出最符合ＳＩＰＲＩ定义的数据，将其作为相应

年份的数据，然后利用已有的年份数据，结合年度开支变化的百分

比，估算出缺失年份的数据，以实现一个时期数据的连贯性。

所有估算均以官方数据或经验证的公开来源数据为基础。因此，

对于不发布任何官方数据的国家，我们未予以估算，也没有列出这些

国家的任何数据。

ＳＩＰＲＩ的估算数据在表格中加方括号表示。当数据的不确定度超

出ＳＩＰＲＩ可控范围时，则使用圆括号表示。例如，数据所依据的资

料来源的可靠性难以确定时，以及经济数据不确定导致以美元固定价

格表示的数据或该数据占ＧＤＰ比重不明确时，使用圆括号。

最近几年的数据包括两种类型适用于所有国家的估算。首先，最

近年份数据属正式预算、预算概算或概算修正的，其中大部分会在以

后年度加以订正。其次，表４Ａ．４中用于时间序列中最后一个年度的

消胀指数或者是根据一年中部分时间估算得出的，或者是由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 （ＩＭＦ）提供的。除非这些估算中包含特殊的不确定性，它

们一般不加括号。

由于并非所有年度都能获得所有国家的数据，因此表４Ａ．２中的

全球总额和按地理分区、国际组织和收入组统计的合计额均属估算数

据。如某个国家在时间序列开始或结尾年度的数据缺失，则假设该国

数据的变化率等同于其所属地区的平均变化率，并据此估算其缺失年

度的数据。如某个国家在时间序列中间年度的数据缺失，则假设该国

从时间序列开始至结束过程中，数据是平稳变化的，然后据此估算其

缺失年度的数据。在无法作出任何估算的情况下，则不将这些国家纳

入总额统计。

９３２★ 附录４Ａ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的军费数据 ★

〔８〕Ｊ．库帕，“１９８７—１９９７年苏联及俄罗斯联邦的军费”，《ＳＩＰＲＩ年鉴１９９８：军备、

裁军和国际安全》（牛津大学出版社，牛津，１９９８年）；Ｓ．王 （参见注释 〔３〕）。有关中国

的情况亦可参阅本附录第三部分。



计算

表４Ａ．３提供各国原始数据，以当地货币当前价格的形式体现。

与较早版本的ＳＩＰＲＩ年鉴按日历年列出数据的做法不同，表４Ａ．３的

数据是按财政年度列出的。这种做的好处是，方便将ＳＩＰＲＩ的数据

与原始文件来源的数据，如国家预算数据，进行较为直观的对比。

表４Ａ．４和表４Ａ．５提供以美元固定价格表示的数据，并列出数

据占ＧＤＰ的比重，数据按日历年列出。这就有必要将那些财政年度

与日历年度不重合的国家的数据转换成日历年数据。转换过程中，我

们假设所涉及的国家在整个财政年度是均衡开支的。表４Ａ．３根据各

国的国内消费者物价指数 （ＣＰＩ）和全年平均市场汇率，将以当地货

币表示的数据按固定价格和汇率换算成美元。换算过程中，将采用消

费者物价指数用作消胀指数，意味着ＳＩＰＲＩ年鉴中以美元固定价格

表示的各国军费开支趋势，可体现出各国购买具有国家代表性的一篮

子民用消费品购买力的实际变化。〔９〕

资料来源

军费数据的资料来源，按优先顺序排列如下：（１）第一手来源，

即由各国政府在其官方出版物或者问卷答复中所提供的官方数据资

料；（２）引用原始资料的第二手来源；（３）其他第二手来源。

第一类来源包括国家预算文件、国防白皮书、财政统计材料，以

及各国对ＳＩＰＲＩ调查问卷的答复，调查问卷每年发往列入ＳＩＰＲＩ军

费数据库国家的财政部、国防部、中央银行和国家统计部门 （参见附

录４Ｂ）。各国政府对联合国所发的有关军费的调查问卷所作答复，以

及一些国家向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调查问卷自行提供的答复，也属

第一类来源资料。

第二类来源包括国际统计资料，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ＮＡＴＯ）

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的统计资料。按照惯例，１６个１９９９年

前加入北约的国家的数据取自多个北约来源所公布的军费统计数据。

北约２００５年采用了新的定义，使得某些北约国家最近几年的数据必

须依靠其他资料来源。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取自ＩＭＦ的 《政府金

０４２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９〕 如果目的在于衡量军费对应军事人员、军用商品和服务数量的购买力，采用军

事专用消胀指数更为恰当。然而，大多数国家的军事专用消胀指数均无从获得。



融统计年鉴》，其中含有大部分ＩＭＦ成员国的国防统计资料，以及取

自ＩＭＦ职员编写的国家报告。这类资料来源还包括准确提供所用原

始资料出处的其他组织的出版物，如经济学家情报组织的 《国家报

告》。

第三类来源包括一些专业期刊和报纸。

经济数据的主要来源是ＩＭＦ的多个出版物： 《国际金融统计年

鉴》、《世界经济展望》，以及由ＩＭＦ职员编写的国家报告。

１４２★ 附录４Ａ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的军费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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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４

犅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军费数据的报告

诺埃尔·凯利

一、导言

公众可获得军费信息的程度最近几年有所提高。许多国家这种透

明度的增加在部分程度上是与加强民主治理和文官控制军队密切相关

的。另一个因素是互联网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政府在网上提供包括军

事预算在内的预算信息。然而，国家报告制度在覆盖范围、军事开支

的定义以及分门别类方面有很大的不同。

本附录重点讨论两个力图建立一个共同的报告标准的国际军费数

据报告制度：《联合国军费标准报告书》和ＳＩＰＲＩ每年向各国政府发

出的军费数据报告请求。第二部分介绍报告军费的各项制度；第三部

分说明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间的报告趋势。

除了这些全球性制度之外，在区域层面上已经有多项制度：欧洲

安全与合作组织要求成员国每年报告其军事预算和上一年度的开支。

这些信息并不公开提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按照统一的定义每年报

告其成员国的军费。〔１〕

二、报告制度

联合国的报告制度

联合国秘书长每年均通过普通照会恳请全体会员国 （目前有１９２

７８２★ 附录４Ｂ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军费数据的报告 ★

〔１〕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与北约防务有关的财政和经济数据”，新闻稿 （２０１１）

０２７，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０日，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ａｔｏ．ｉｎｔ／ｃｐｓ／ｅｎ／ｎａｔｏｌｉｖｅ／ｔｏｐｉｃｓ＿４９１９８．

ｈｔｍ〉。



个）报告其最近一个财政年度的军费。这一要求所依据的是１９８０年

通过的联合国大会决议。〔２〕每两年一次相继通过的大会决议一直号

召会员国继续报告军费。〔３〕

这些年来，提出这一要求的理由有所改变。最初的目的是把报告

制度作为迈向逐步削减军事预算的一个步骤。〔４〕最新决议中所述理

由为联合国大会 “深信军事情况的透明化是建立世界各国之间信任气

氛的关键要素，增进军事客观情况的流动有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因而能对预防冲突作出重大贡献”。〔５〕

联合国要求各会员国在每年４月３０日之前报告其可以提供数据

的最近一个财政年度军费。在可行的范围内，各国需尽量使用为此制

定的报告书 《联合国军费标准报告书》，但是也可以采用其他国际组

织或区域组织为报告军费而制定的任何其他形式。〔６〕在适当的情况

下，一个国家还可以提交零报告，即没有任何数据的报告；这些报告

通常由不保持正规武装部队的国家提交。

标准报告书为矩阵表格形式，具有用于报告合计总数以及分类数

据的各个栏目，这些数据按照人员、活动与维持、采购、建筑和研发

等职能划分，每项职能再细分为不同子类别，并且按照空军、陆军、

海军等军种分类，最后汇总。〔７〕由于据认为某些国家觉得这种矩阵

表格过于复杂，同时为了鼓励更多的国家进行报告，联合国于２００２

年推出一种作为替代的简化报告表格，该表格仅要求报告各军种按照

人员、活动和采购职能划分的汇总数据。

联合国裁军事务办公室负责管理这一制度。报告的数据纳入向联

８８２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１２日联合国大会决议３５／１４２Ｂ。

最近通过的此类决议是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日联合国大会决议６４／２２。

请参阅Ｗ．奥米图根与Ｅ．申斯合作撰写的 “军费数据：４０年概述”，《ＳＩＰＲＩ年

鉴２００６》，第２７６—２７７、２８６、２９１页。

联合国大会决议６４／２２（同注释 〔３〕）。

联合国大会决议６４／２２（同注释 〔３〕），第１段。

标准报告书转载于联合国裁军事务部，《军备透明：联合国军费标准报告书—指

导方针》（联合国：纽约，［无出版年份］），第７—８页。



合国大会提交的年度报告。〔８〕此外，裁军事务办公室定期发布文件

分析向联合国报告的趋势。〔９〕２０１０年，一个政府专家组开始重新评

估标准报告书的运作及其进一步发展 （见下文）。

ＳＩＰＲＩ的报告制度

自１９９３年以来，ＳＩＰＲＩ研究所每年通过各种国家政府机关和驻

外使馆向各国政府发函，请它们提供有关军费的数据。上述请求发送

给ＳＩＰＲＩ军费数据库中包含的大多数国家 （目前共有１７３个国

家）。〔１０〕ＳＩＰＲＩ调查问卷是简化版的联合国报告书，其中各个栏目用

于填写有关军事及文职人员、活动与维持、采购、军事建筑、军事研

发和准军事部队开支以及提供和收到军事援助的数据。为了确保不同

时期数据的一致性，需要提供最近５年的数据。报告的数据是用于编

制ＳＩＰＲＩ军费表格的资料来源之一。〔１１〕

三、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军费报告趋势

近年来报告数量有所减少 （参见表４Ｂ．１）。向联合国或ＳＩＰＲＩ报

告的国家数量从２００６年的８５个降至２０１０年的６７个，反映了对

ＳＩＰＲＩ和联合国回复率的下降。

自推出联合国标准报告书以来，超过１２４个会员国至少提交过一

９８２★ 附录４Ｂ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军费数据的报告 ★

〔８〕

〔９〕

〔１０〕

〔１１〕

最近的报告是联合国大会，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２日秘书长报告 “军事的客观情况，包

括军费的透明度”，联合国文件 Ａ／６５／１１８；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５日联合国文件 Ａ／６５／１１８／

Ａｄｄ．１；２０１０年９月３０日联合国文件Ａ／６５／１１８／Ｃｏｒｒ．１；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８日联合国文件Ａ／

６５／１１８／Ａｄｄ．２。

最近的例子是联合国裁军事务办公室：《联合国军费标准报告书：１９９６—２００７年

按国别划分的全球和地区参与模式》（联合国：纽约，［无出版年份］）。

ＳＩＰＲＩ军费数据库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ｉｐｒｉ．ｏｒｇ／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ｍｉｌｅｘ／〉。２０１０年，

ＳＩＰＲＩ未向巴哈马、巴巴多斯、哥斯达黎加、海地、巴拿马、索马里或汤加发送提供军费

数据的请求。此外，ＳＩＰＲＩ军费数据库包含４个目前已不再存在的国家的相关历史数据：

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东德），阿拉伯也门共和国 （北也门）和也门民主人民

共和国 （南也门）。

参见附录４Ａ。



次报告。〔１２〕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期间，向联合国递交的报告数量在２００２

年最高时为７０份；２００９年最低为合计５１份报告 （不包括递交零报

告的６个国家）。同期，对联合国的回复率 （包括零报告）为３８％，

但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０年已下降到３０％—３１％。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期间对

ＳＩＰＲＩ的回复率为３６％，但到２０１０年已下降到３０％。

２０１０年总体报告率最高的地区是欧洲，而中东地区和非洲的报

告率则最低 （参见表４Ｂ．２）。

鉴于各国的参与是自愿的而已经较低的报告水平目前正不断下

滑，似乎每年向这些机制报告并非各国政府高度优先考虑的事项。尽

管军费的政治敏感性在某些情况下是首要原因，这对于大多数不报告

军费的国家却无法解释得通，因为其中许多国家已经向国际金融机构

提供或在网上向公众公布其军事预算。不报告军费的原因可能包括有

关报告效用的不确定性、标准报告书中某些或大部分类别的不相关性

以及较低的政府应对能力。〔１３〕一般而言，大多数从未回复标准报告

书的国家往往在别处也只提供有关军事开支的基本信息 （如单个总

数）。〔１４〕同样，许多国家都曾经至少回复一次的事实也表明它们有报

告军费的能力和意愿，但缺乏坚持回复的政治承诺。

被指定重新评估标准报告书运作情况的政府专家组于２０１０年１１

月开始工作，委托ＳＩＰＲＩ和联合国裁军事务办公室共同准备一份联

合报告。〔１５〕这个政府专家组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启用和初步评估标

准报告书以来所进行的第一次重新评估工作的一部分。预计到２０１１

年６月该政府专家组将提出有关如何发展标准报告书的建议，以鼓励

更广泛和更一致的参与这一建立信任措施。

０９２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联合国裁军事务办公室和ＳＩＰＲＩ：《促进军事问题的进一步公开和透明：联合国

军费标准报告书的评估》，联合国裁军事务办公室不定期文件第２０号 （联合国：纽约，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第２页。

联合国和ＳＩＰＲＩ（同注释 〔１２〕），第１页。

联合国和ＳＩＰＲＩ（同注释 〔１２〕），第２２页。

联合国和ＳＩＰＲＩ（同注释 〔１２〕）。



表４犅１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向联合国和犛犐犘犚犐报告军费情况的国家数量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联合国报告制度ａ

联合国会员国数量 １８９ １９１ １９１ １９１ １９１ １９２ １９２ １９２ １９２ １９２

向联合国递交的报告数量ｂ ５６ ７０ ６４ ６８ ６２ ６９ ６６ ６８ ５１ ５３

　　标准报告书 ５６ ７０ ５４ ５４ ５５ ５４ ４８ ５３ ４２ ４１

　　简化报告表ｃ ．． ．． １０ １４ ７ １５ １８ １５ ９ １２

零报告ｄ ５ １１ １１ １０ １２ １１ １２ ８ ６ ７

对联合国的回复率 （％）ｅ ３２ ４２ ３９ ４１ ３９ ４２ ４１ ４０ ３０ ３１

ＳＩＰＲＩ报告制度

ＳＩＰＲＩ军费数据库包含

国家数量ｆ
１６４ １６７ １６７ １６７ １６７ １６８ １６８ １６８ １６９ １６６

ＳＩＰＲＩ询问国家数量 １５８ １５８ １５８ １５９ １６７ １６５ １６５ １６５ １６７ １６２

向ＳＩＰＲＩ递交的报告数量 ６３ ６１ ６４ ６２ ６７ ６０ ５５ ５３ ５８ ５０

对ＳＩＰＲＩ的回复率 （％） ４０ ３９ ４１ ３９ ４０ ３６ ３３ ３２ ３５ ３１

向联合国或犛犐犘犚犐递交

的报告总数犵
     ８５ ７８ ７８ ６８ ６７

ａ２０１０年的联合国数据包括了直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８日滞后提交数据的国家，然而有些

国家可能在该日期之后提交了报告。

ｂ这些数字不包括零报告。

ｃ为避免重复计算，既使用了标准报告书也使用了简化报告表向联合国报告的国家计

入标准报告书。

ｄ零报告是指没有输入任何数据而归还给联合国的调查问卷，通常由并不保持正规武

装部队的国家提交。总数包括那些未包含在ＳＩＰＲＩ数据库中的国家。

ｅ这些数字包括零报告。

ｆＳＩＰＲＩ军费数据库不包括许多人口低于１００万的小国。此外，总数不包括数据库中包

含有有关历史数据但已不再存在的国家。

ｇ总数可能小于提交给联合国和ＳＩＰＲＩ的报告之和，因为同一个国家可能向两个组织

都提交了报告。由于改变了对联合国和ＳＩＰＲＩ回复的计数方法，无法提供２００６年之前的

总数。

资料来源：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不同日期的联合国秘书长报告 “军事的客观情况，包括军费

的透明度”，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ｄｉｓａｒｍａｍｅｎｔ／ｃｏｎｖａｒｍｓ／Ｍｉｌｅｘ／ｈｔｍｌ／Ｍｉｌｅｘ ＿

ＳＧＲｅｐｏｒｔｓ．ｓｈｔｍｌ〉；提交的ＳＩＰＲＩ调查问卷。

１９２★ 附录４Ｂ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军费数据的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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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军火生产

苏珊·Ｔ·杰克逊

第一节　导　言

尽管全球经济衰退，但全球军火工业仍然持续繁荣。军火生产巨

头的军火销售额均有所增长，行业内的高额收购再次兴起。

本章的第二节将讨论军火工业在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０年的主要发展。

从ＳＩＰＲＩ军火生产公司前１００强 （简称 “ＳＩＰＲＩ１００强”，见附录

５Ａ）和军火工业的并购 （见附录５Ｂ）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一发展

的大体情况。本章着重分析军火销售巨头和大型收购案。在 “ＳＩＰＲＩ

１００强”的名单中，大部分公司都位于美国和西欧，却也不乏一些其

他经济规模较小地区的公司上榜。〔１〕

为何有些国家不顾投资巨大和存在的困难仍致力于发展和维持本

国的军火工业？本章将会揭示其中的原因。第三节论述发展本土军火

生产的动机和障碍。第四至六节的案例研究将分别介绍以色列、韩国

和土耳其三国的军火工业，这三个国家既是经合组织 （ＯＥＣＤ）成员

国，同时也跻身于 “ＳＩＰＲＩ１００强”。通过这些案例，我们将具体分

析每个国家的军火工业框架及军火生产企业的行为。这些研究还勾勒

出军火工业的整体结构是如何随着环境变化而不断变化的。本章第七

节将总结技术和工业基础设施、技术转移、武器出口和军事研究发展

资金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和带动这三个国家的军火工业的。

５９２★ 第五章　军火生产 ★

〔１〕 军火生企业国际化是指位于一个国家的公司往往属于总部设在另一个国家的公

司或集团。在本章中，登记国是指公司总部所在地。



第二节　%&&(

—
%&'&

年军火工业的发展〔２〕

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全球经济衰退并未对军火生产企

业和军事服务公司造成影响，２００９年军售继续保持增长。〔３〕具体而

言，２００９年 “ＳＩＰＲＩ１００强”军火生产公司 （中国公司除外）的军火

销售额增长了１４８亿美元，达到４０１０亿美元。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０９年间，

“ＳＩＰＲＩ１００强”公司的总体军火销售额实际增长了５８％。〔４〕

该增长同时显示，２０１０年期间，业内至少有三宗１０亿美元以上

的大型收购案得以实现，而２００９年此类交易为零。〔５〕总体来说，企

业纷纷致力于填补开工不足，拓展相关领域业务或是剥离非核心业

务。２０１０年，对网络安全和情报公司的收购仍在继续，对军事服务

公司的收购也很突出。这些收购不光在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公司之间进

行，个别非成员国的公司亦参与其中，例如印度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在美国和西欧的公司。

有些国家 （包括土耳其）尽管总体经济缩水，但国内军火生产却

有增长。其他方面的统计数也并非都是负面的。一些军火生产商加大

劳动力投入，虽然另一些生产商由于武器采购重心变化或经济衰退引

起民用销售减少等原因而不得不减少劳动力投入。〔６〕

作为军火销售增长总体趋势的典范，并继续保持最大军火销售市

场的主导地位，美国２００８至２００９财年将武器采购的支出从１１７０亿

美元增加到１２９０亿美元。２０１０年，这一开支已达到１３４０亿美元。〔７〕

美国国防部审计长预测，至２０１６年，美国武器采购支出的增长速度

６９２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参见附录５Ａ和５Ｂ。

所有关于公司经营状况的数据 （如军火销售数据等）均来自最近一年 （即２００９

年）的财务报表。本节讨论的兼并和收购案均指发生在２０１０年。

这一趋势包括了每年的前１００强，即涵盖了历年上榜的不同公司。详见附录

５Ａ，表５Ａ．１。

见附录５Ｂ和表５Ｂ．１。有许多交易的协议条款尚未对外公布。

见附录５Ａ第二节。

美国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美国政府２０１２财年财政预算》 （政府印刷局：华盛

顿，ＤＣ，２０１０），见表３．２。



将超过美国总体军费增长的速度。〔８〕新的国防预算计划在未来五年

内削减军费开支７８０亿美元。然而，计划削减的大部分开支都是管理

费用，同时高达１０００亿美元的额外节余将被投入到军事建设上，主

要用于购买新装备及翻新改造旧装备。〔９〕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计划

取消的武器项目将被恢复。例如，国防部的预算显示，美国海军陆战

队将不再购置远程战斗机，而是转而寻求更为廉价的替代品。〔１０〕这

些项目重心的变化可能会影响到一些私人武器生产商今后的销售额，

不过美国武器采购整体规模仍将与目前的水平相近。〔１１〕

美国国防预算的削减还影响其在其他地区的武器采购。由于美国

计划削减在西欧的军费开支，法国和英国已达成防务合作协议。两国

的 《防务和安全合作宣言》包含了在某些武器采购方面的双边合作和

军火市场的相互开放。〔１２〕协议特别涉及到军火工业，两国政府表示

在对地攻击导弹、巡航导弹等复杂武器领域已达成１０年战略计划，

两国将 “努力成为欧盟唯一的主承包商”，并同时实现高达３０％的增

效节支。〔１３〕这项合作计划的提出紧随英国削减航母购置计划 （订购

的两艘航母中只有一艘将用于作战）之后。此举可能反映出两国对欧

盟范围内的防务合作的悲观情绪，以及它们保护本国军火工业和维持

各自实力的意愿。〔１４〕

７９２★ 第五章　军火生产 ★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Ｔ．Ｃａｐａｃｃｉｏ，“五角大楼审计长说：‘在总统奥巴马削减预算的同时，军火预算

仍旧增长’”，《布隆伯格商业周刊》，２０１０年７月６日。

Ｒ．Ｍ．盖茨，美国国防部长， 《美国国防部预算和效率报告》，美国国防部，

２０１１年１月６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ｅｆｅｎｓｅ．ｇｏｖ／Ｓｐｅｅｃｈｅｓ／Ｓｐｅｅｃｈ．ａｓｐｘ？ＳｐｅｅｃｈＩＤ＝

１５２７〉。

盖茨 （同注释 〔９〕）。

参见注释８和本卷第四章第二节内容。

英国国防部，“英法公布防务合作条约”。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日，网址：〈ｈｔｔｐ：／／

ｗｗｗ．ｍｏｄ．ｕｋ／Ｄｅｆ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ＤｅｆｅｎｃｅＮｅｗｓ／Ｄｅｆｅｎｃｅ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ＵｋｆｒａｎｃｅＤｅｆｅｎｃ

ｅ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ｒｅａｔｙ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ｄ．ｈｔｍ〉。

英法２０１０首脑会议，防务和安全合作宣言，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日，网址： 〈ｈｔ

ｔｐ：／／ｗｗｗ．ｎｕｍｂｅｒ１０．ｇｏｖ．ｕｋ／ｎｅｗｓ／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２０１０／１１／〉；又见本卷第七章

第四节。

Ｄ．Ｂｒｕｎｎｓｔｒｏｍ，“欧盟敦促防务合作，英国预算受阻”，路透社，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９

日。



第三节　军火生产的动机、障碍和能力

虽然武器可以在国际军火市场上购买，但许多小国家仍然投资发

展并维持自己的军火生产能力。〔１５〕本节将探讨这一选择背后的动机

和实施中遇到的障碍。

我们可以用 “供应安全”这一抽象理论来解释为什么较小的国家

要发展自己的军火工业。这种安全使他们可以免于对进口的依赖，并

规避武器禁运之类的风险。〔１６〕此外确保供应安全意味着国家能够将

对外购买武器所带来政治风险最小化，这反过来可以降低紧张局

势。〔１７〕另一个政治原因则是由于战备仍然在国家安全政策中起着核

心作用：国家领导人和民众都认为强大的军队是实现军事安全必不可

少的组成因素。〔１８〕对于某些较小的国家，尤其是那些处于政治色彩

过重地区的国家或者具有成为地区强国雄心的国家，本土的军火工业

可以帮助他们建立有利于自己的权利平衡、树立威望和培养民族自豪

感。在某些国家，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的高速增长可以刺激政府

开展军事现代化计划，从而带动军火工业的发展。由于维持军火工业

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本国自主研发的高尖端武器技术，一些较小的国家

往往从老牌军火商那里寻求技术转让。小国发展军火工业的另一个动

机是希望从中获取经济收益，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并不可行。〔１９〕

８９２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Ｊ．Ｂｒａｕｅｒ和Ｊ．Ｐ．Ｄｕｎｎｅ（编），《军火贸易和经济发展：理论，政策和军火贸易

补偿案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出版社，伦敦，２００４）。

Ｋ．Ｂａｅｋ和 Ｃ．Ｍｏｏｎ，“技术依赖，供应商控制和受援国自主战略：韩国”，

Ｋ．Ｂａｅｋ、Ｒ．ＭｃＬａｕｒｉｎ和Ｃ．Ｍｏｏｎ编，《第三世界国家国防工业的困境：是供应商控制还是

受援国自主？》，（Ｗｅｓｔｖｉｅｗ出版社：Ｂｏｕｌｄｅｒ，ＣＯ，１９８９），第１５３—８３页。

Ｅ．Ｙｅｏ著，“我国的国防工业的技术能力”，《指针：新加坡武装部队杂志》，卷

２５，第２期，（１９９９年４—６月）。

这一假设同样适用于多边贸易协定中的国家安全例外，如军火贸易合同中的补

偿等不正常贸易条件是得到政府许可的。Ｓ．Ｔ．Ｊａｃｋｓｏｎ，“国家安全例外，全球政治经济和

军事化”，Ｋ．Ｇｏｕｌｉａｍｏｓ和Ｃ．Ｋａｓｓｉｍｅｒｉｓ编，《新军国主义时代的营销战争》，（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出版社，伦敦，预计２０１１出版）。

Ｂｒａｕｅｒ和Ｄｕｎｎｅ编 （同注释 〔１５〕）。



无论出于何种动机，建立和维持本国的军火工业都会遇到许多障

碍。先进的现代化军火工业是资本密集型的，需要完善的基础设施，

如果没有的话，那么要建立起来是非常困难且投入巨大。〔２０〕由于军

火工业对基础技术水平的要求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上升，目前尖端技

术以及随之而来的高额成本使得许多国家难以发展相应的武器系统。

这种现象反过来迫使政府参与特许生产，建立合资企业及发展合作伙

伴关系。〔２１〕为了吸引引进的技术，这些国家不光要建设好基础设施，

同时也需要拥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２２〕然而，技术领先的武器制

造商拥有开发下一代技术的便利条件，这使得那些依靠技术转让的生

产商在技术上处于更加不利地位。〔２３〕对于较小的国家，在其军火工

业领域实现规模经济是十分具有挑战性的。这些国家的军费开支较

低，因此国内的市场规模也较小。全球军火市场的寡头垄断结构增加

了出口的不确定性。与此同时，含有美国技术的军事设备对第三方国

家出口时受到美国武器出口管制法 （ＡＥＣＡ）和国际武器贸易条例

（ＩＴＡＲ）的限制。〔２４〕虽然美国的出口许可取决于交易的具体情况，

但是要求在合同及许可协议中遵照国际武器贸易条例的条款规定。〔２５〕

近期美国和西欧在军火出口有关规则上的调整将可能在技术转让和武

器获得上对其他较小型军火工业造成影响。然而这种影响的方式、程

度及产生的结果目前仍难以推断。〔２６〕

在 “ＳＩＰＲＩ１００强”名单中，虽然美国和西欧的军火公司占大多

数，但那些位于其他地区的有着高额军火销售的公司也有不少上榜。

这些公司所在国家的经济体规模大多较小，从而影响到其国防采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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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Ｂｒａｕｅｒ和Ｄｕｎｎｅ编 （同注释 〔１５〕）。

Ｊ．Ｐ．Ｄｕｎｎｅ，“国防工业的前景”，欧洲变化监测中心，欧洲生活和工作条件改善

基金会，２００６年５月，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ｕｒｏｆｏｕｎｄ．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ｅｍｃｃ／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ｏｕｒｃｅ／

ｅｕ０６０２０ａ．ｈｔｍ〉。

Ｙａｏ（同注释 〔１７〕）。

Ｂｒａｕｅｒ和Ｄｕｎｎｅ编 （同注释 〔１５〕）。

Ｂａｅｋ和Ｍｏｏｎ编 （同注释 〔１６〕），第１６８页。

美国国务院，２０１０年国际武器贸易条例第１２４节，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ｍｄｄｔｃ．ｓｔａｔｅ．ｇｏｖ／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ｌａｗｓ／ｉｔａｒ＿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ｈｔｍｌ〉。

美国出口制度的改变，见本卷第六章第二节。



过程，而这反之又会影响其军火工业的框架结构。〔２７〕下文中，我们

将研究以色列、韩国和土耳其这三个实际案例。这三个国家均为经合

组织成员国，但都不属于欧洲—大西洋地区，其军火生产公司至少有

一个甚至多个跻身２００９年 “ＳＩＰＲＩ１００强”。〔２８〕与此同时，这三个国

家还具有一定联系，这进一步复杂和深化了上文中的理论基础。例

如，这三个国家都同美国有着密切的关联，并由此获得许多先进军事

技术。此外，军民两用技术的开发和使用使得这三个国家获得了军事

和经济的整体收益。这也同时帮助他们克服了军火工业中的许多障

碍，例如资源基础有限 （如和民用领域的人才竞争）和政治上的双边

限制 （如美国国内军火生产中的出口法和限制）。

以下几个小节概述了目前三个国家军火工业的大体运行环境，分

别研究探讨每个国家的军火工业的所有制结构、集约化、多样化和国

际化。然而，对于有些指标来说，数据通常难以得到或不够准确。每

个案例研究还将介绍其构成军火工业框架所最具相关性的法律和体制

因素。法律方面包含相关的法律法规，如有关的出口政策和补偿政

策。体制方面则涵盖了政府机构 （如武器采购和政府财政机构）和有

可能影响政府制定军火工业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的私营机构 （如航空

航天和国防协会）。这些框架将从上文提到的动机和障碍方面来阐述，

着重介绍先前的工业技术基础设施、技术转移、军火出口和军事研发

经费。

第四节　以色列的军火工业

１９６７年 “六日战争”后，法国停止了此前对以色列的大量先进

装备供应，对其实施了单方面武器禁运。这促使以色列不得不重组本

土的军火工业武器，以保障以色列国防军 （ＩＤＦ）仍能获得被禁运的

００３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２７〕

〔２８〕

Ｓ．Ｍａｒｋｏｗｓｋｉ，Ｐ．Ｈａｌｌ和Ｒ．Ｗｙｌｉｅ（编），《小国的国防采购和产业政策》，（Ｒｏｕｔ

ｌｅｄｇｅ出版社，伦敦，２０１０年），第１—８页。

根据其２００９年ＧＤＰ，这些国家均被划分为小国，见Ｍａｒｋｏｗｓｋｉ、Ｈａｌｌ和 Ｗｙｌｉｅ

（同注释 〔２７〕）。



先进武器的供给。〔２９〕由于国土面积小、地缘政治复杂、持续的边境

敌对活动等原因，以色列的安全政策立足于依靠技术优势，政府在随

后的几年里越来越多地寻求发展以科技为本的军火工业。〔３０〕在经历

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国内经济危机的动荡后，以色列再次加强其在国内

和出口市场中最先进武器技术国的地位，并在不断变化和升级的市场

中扩大自身的比较优势。〔３１〕

促进以色列军火工业发展的因素除了有受过良好教育能够胜任技

术领域工作的人才外，还有以下几点：〔３２〕首先，在武器研发上同以

色列国防军开展密切合作，无论国防军是否承诺购买设备。〔３３〕其次，

以色列政府重视对军事研发的投资。〔３４〕约９％的军费开支用于研发，

相比之下，韩国的研发经费只占军费的５．４％，土耳其占１％。〔３５〕第

三，以色列积极促进同西欧和美国发达军火工业之间的技术共享。尤

其是，将自己定位为出口市场的美国促进了以色列军火业的发展。此

外，美国以对外军事融资 （ＦＭＦ）的形式对以色列提供了显著的军

事援助。１８％以上的以色列国防预算来自美国的对外军事融资，该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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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Ｄ．Ｄｖｉｒ和Ａ．Ｔｉｓｈｌｅｒ著，“国防工业在以色列工业技术发展中的作用变化”，《国

防分析》，第１６卷，第一期 （２０００年），第３３—５２页。

Ｄｖｉｒ和Ｔｉｓｈｌｅｒ（同注释 〔２９〕）；Ｄ．Ａ．Ｌｅｗｉｓ，“多样化和利基市场出口：以色列

国防工业在后冷战时代的重组”，Ａ．Ｍａｒｋｕｓｅｎ，Ｓ．ＤｉＧｉｏｖａｎｎａ和 Ｍ．Ｌｅａｒｙ编，《从国防到

发展？关于早日实现和平红利的国际视角》，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出版社，伦敦，２００３年），第

１２１—１５０页；Ｋ．Ｋａｇａｎ等，“防务结构，采购和工业：以色列”，Ｍａｒｋｏｗｓｋｉ，Ｈａｌｌ和 Ｗｙ

ｌｉｅ编，（同注释 〔２７〕），第２２８—２５４页。

Ｌｅｗｉｓ（同注释 〔３０〕）。

Ｄｖｉｒ和Ｔｉｓｈｌｅｒ（同注释 〔２９〕）。

Ｋａｇａｎ等人 （同注释 〔３０〕）。

Ｎ．Ｇｏｒｄｏｎ，“以色列的国土安全／监控行业的政治经济”，新透明工作文件３，皇

后大学监测研究中心，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８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ｓｃｑｕｅｅｎｓ．ｏｒｇ／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ｎｌｉｎｅｒｅｐｏｒｔｓ〉；Ｌ．Ｓｈａｒａｂｙ，“以色列的经济增长：没有安全的成功”，《中东国际关系评论

（ＭＥＲＩＡ）杂志》，卷６第３期 （２００２年９月）。

Ｋａｇａｎ等人 （注释 〔３０〕），第２３８页； “首尔增加国防研发经费”， 《韩国先驱

报》，２０１０年３月３０日；土耳其的数据来自土耳其国防工业制造商协会，“土耳其国防工

业１９９７—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０年，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ａｓａｄ．ｏｒｇ．ｔｒ／ａｄａｙｕｙｅｌｅｒ〉；同时参见

本卷第四章第７节。



助的２６％可用于购买以色列制造的武器。〔３６〕这些都为以色列重点发

展国内军火技术提供了足够的财力。

以色列军火工业构成

尽管以色列很少对外公布其军火工业的相关数据，但大家普遍认

为军火工业在以色列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有较高的份额。〔３７〕２００多家

以色列军火生产企业按所有制类型可划分为三类：（１）大型国有军火

组织 ［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 （ＩＡＩ），以色列军事工业公司 （ＩＭＩ）和

Ｒａｆａｅｌ公司］；（２）一个大型 （Ｅｌｂｉｔ系统公司）和几个中型私有军火

公司；（３）生产线较为单一的小型私人企业。〔３８〕除此之外，以色列

国防军的 “技术和后勤司”管理着一些大型翻新和维修中心。〔３９〕

最新证据表明，以色列的军火工业增强了其在民事安全等相关领

域的实力。此外，军火工业开发的技术也被应用到其他行业。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军火生产商对国防的依赖会比以前减少。由于顶级生产

商军火销售量的增加，军火销售额占军工行业总销售额的比例仍相对

稳定。〔４０〕一些对外公布的数据显示，顶级生产商们的生产线都大同

小异。但以军售占总销售额比例为衡量标准，以色列最大的四家军火

生产企业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０９年的平均水平分别为：ＩＡＩ：６２％；Ｅｌｂｉｔ系

统公司和ＩＭＩ：９４％；Ｒａｆａｅｌ公司：９７％。〔４１〕这些数据和过去１０年

的平均水平几乎一致，且每年之间差异很小。由于最大的三家军火生

产企业的军火销售几乎接近１００％，所以以色列的军火行业整体上并

不多样化。

２０３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Ｊ．Ｍ．Ｓｈａｒｐ，《美国对以色列的外援》，美国国会研究部 （ＣＲＳ）向国会提交的报

告，ＲＬ３３２２２（美国国会，ＣＲＳ：华盛顿，ＤＣ，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６日）。关于是否能负担得起

的争论，参见Ｌｅｗｉｓ（同注释 〔３０〕）。

Ｋａｇａｎ等人 （同注释 〔３０〕）。

以色列国防部，国防产品出口和合作司 （ＳＩＢＡＴ）， “ＳＩＢＡＴ—出口服务中心”，

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ｉｂａｔ．ｍｏｄ．ｇｏｖ．ｉｌ／ｓｉｂａｔｍａｉｎ／ｓｉｂａｔ／ａｂｏｕｔ／ｅｘｐｏｒｔ．ｈｔｍ〉。近期的合并

和收购活动可能会继续下去，并可能伴随国有军火生产企业的私有化，Ｓ．Ｔ．Ｊａｃｋｓｏｎ，“军

火生产”，《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０》，第２５１—２８３页。

Ｋａｇａｎ等人 （同注释 〔３０〕）。

Ｌｅｗｉｓ（同注释 〔３０〕）。

数据来源于ＳＩＰＲＩ军火工业数据库。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以色列的军火出口增长十分显著，２００９年

出口协议高达７５亿美元。〔４２〕造成这种趋势的部分原因是以色列在尖

端系统和零配件上的不断发展。〔４３〕由于以色列的经济规模相对较小，

以色列军火生产商不断寻求国外市场。以色列军火商的军火销售总额

中有７０％的出口销售。〔４４〕以Ｅｌｂｉｔ系统公司为例，其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

的出口销售占销售总额的近８０％。〔４５〕

在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期间，从以色列接受完整武器数量最大的国家

是土耳其和印度，美国则是以色列的最大供应商。〔４６〕

以色列军火生产体系

以色列军火采购过程中的三大主角分别是国防部 （ＭＯＤ），以色

列国防军和军火工业集团。〔４７〕国防军和国有军火公司主导着这个行

业，大部分的采购费用都流入了国有军火公司。〔４８〕此外，以色列国

防军和国防部的防务研究与发展局 （ＭＡＦＡＴ）在研发方面协助军火

工业集团 （国有公司和研究中心）。在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基础上，

总参设立了一个特殊项目办公室 （ＳＰＯ），负责管理主要的研发或采

购项目，并对有争议的军火项目进行游说。

以色列军火采购的两大主要渠道分别是以色列采购与生产局，以

及国防部设在纽约和华盛顿的驻美代表处，它直接处理ＦＭＦ投资合

同以及将以色列的产品推向美国市场。〔４９〕由于重视军火出口，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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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以色列２０１０年的国防销售预测”，《简氏防务周刊》，２０１０年６月９日，第３３

页。参见本卷附录６Ｂ。

Ｋａｇａｎ等人 （同注释 〔３０〕），第２４２页。其他一些小国的军火工业，比如瑞典，

国内军火销售额高。

Ｋａｇａｎ等人 （同注释 〔３０〕），第２４２页。

这些是最近几年可得到的Ｅｌｂｉｔ的出口数据，Ｅｌｂｉｔ系统有限公司，“国外私人发

布者依照第１３或１５ｄ条款发布的２０—Ｆ年度和转换报告”，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公司年报，网

址：〈ｈｔｔｐ：／／ｉｒ．ｅｌｂｉｔ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ｏｍ／ｐｈｏｅｎｉｘ．ｚｈｔｍｌ？ｃ＝６１８４９＆ｐ＝ｉｒｏｌｓｅｃ〉。

ＳＩＰＲＩ武器转让数据库，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ｉｐｒｉ．ｏｒｇ／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ａｒｍｓｔｒａｎｓ

ｆｅｒｓ／〉。

Ｋａｇａｎ等人 （同注释 〔３０〕）。

Ｌｅｗｉｓ（同注释 〔３０〕）。

Ｋａｇａｎ等人 （同注释 〔３０〕）；以色列国防部，“对美代表处”，网址：〈ｈｔｔｐ：／／

ｗｗｗ．ｇｏｉｍｏｄ．ｃｏｍ／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ｄｅｆａｕｌｔ２．ｈｔｍ〉。



列军火采购政策对支持出口起着关键作用。尤其是，国防部下设的对

外军援及军品出口处 （ＳＩＢＡＴ）和军品出口管理处 （ＡＰＩ），它们同

工业贸易劳工部等其他机构和政府部门共同管理军民两用项目。〔５０〕

为了更好地把握贸易机会、建立合资企业及同外国军火企业之间的战

略联盟，政府投资设立了以色列出口和国际合作协会。〔５１〕

２０１０年６月，由政府任命的哈拉里委员会发布了新的出口控制

指南，通过国防部的各出口管制机构，授予国防部更大的权力。新规

定允许国防部对以色列国防军的供应商们签发享有优惠待遇的出口许

可证。这反映了军火工业在以色列国家安全观念中的重要性。〔５２〕人

们对新规定的某些部分仍有争议，因为该规定给予了对外军援及军品

出口处和军品出口管理处更多的权利，这有违美国政府的劝导。〔５３〕

为了减少国内企业之间的竞争，以色列国防部也同样出台了新指南以

鼓励企业参与国际竞争。

此外，以色列规定，在向外国公司购买售价高于５００万美元的武

器时，合同中必须包含等同于合同价值５０％的在以色列的补偿投资

条款。这一规定同样适用于５年之内、价值高于５０万美元的后续合

同。〔５４〕虽然在ＦＭＦ项目下从美国公司进行的采购可作为例外，但

２０１０年涉及联合攻击战斗机项目的谈判表明，以色列将可能获得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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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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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Ｐｉｎｃｕ，以色列国防部，国防出口控制局，“以色列军品出口管制”，美—以高

技术论坛发言，２００８年９月９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ｄｉａ．ｏｒｇ／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ｓ／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ｓ／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ａｇｅ／Ｕ＿Ｓ＿＿—＿Ｉｓｒａｅｌ＿Ｈｉｇｈ＿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Ｆｏｒｕｍ．ａｓｐｘ〉。

以色列出口与国际合作协会 （ＩＥＩＣＩ），“服务”，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ｘｐｏｒｔ．

ｇｏｖ．ｉｌ／Ｅｎｇ／＿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ｓｐ？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ＩＤ＝４＆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Ｄ＝５１４〉。

Ｎ．Ｓｉｋｕｌｅｒ，“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与Ｅｌｂｉｔ系统公司之间的不同境遇”，Ｙｎｅｔ新

闻报，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３日，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ｙｎｅｔｎｅｗｓ．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０，７３４０，Ｌ—

３９２３９７９，００．ｈｔｍｌ〉。

Ｂ．ＯｐａｌｌＲｏｍｅ，“以色列出口商反对新规定”，《国防新闻》，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１日。

以色列工业贸易劳工部，“宪法法律委员会一致通过强制投标条例 （强制性工业

合作）５７６７—２００６”，２００３年３月１４日，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ａｍａｓ．ｇｏｖ．ｉｌ／ＮＲ／ｅｘｅｒｅ／

Ｄ９６５Ｄ７４００Ｂ３３４４２６ＡＦＤ５Ｂ６１６ＡＤ３１ＦＥ３Ｅ．ｈｔｍ〉；以色列工业贸易劳工部，“以色列工业

合作指南”，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ｉｔａｌ．ｇｏｖ．ｉｌ／ＮＲ／ｅｘｅｒｅｓ／８５Ｃ９６３２４３２８Ｄ４０ＦＣ９Ｅ８Ａ

７８Ｂ６ＣＣ５Ｆ６Ｅ７Ｅ．ｈｔｍ〉。



亿美元的生产收益，这仍可被归类为补偿。〔５５〕

第五节　韩国的军火工业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期，伴随着尼克松理念的推出，美国要求其盟

国自己承担防务责任。为了应对朝鲜半岛日益恶化的安全环境，韩国

开始寻求发展自给自足的军火工业。〔５６〕原先的庞大资本投入、发达

的工业基础设施和技能熟练的劳动力共同促进了这一政府主导的建设

进程。然而，同以色列一样，韩国也依靠来自美国的技术转让。〔５７〕

而且这两个国家与美国的关系带来了直接军事援助、装备和活跃的军

火贸易。美军在韩国的持续存在和影响为韩国国内军火工业的发展做

出了贡献，尤其是通过技术共享。这方面的发展最初表现为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初对美国军事装备的仿制，近几十年来已经被许可生产、合

资企业以及自主设计的装备所取代。韩国军火工业使用的大部分尖端

武器技术都源自于之前许可生产或进口的子系统和零部件。〔５８〕

在过去的十年中，政府对国内采购的积极推动，加之信息技术、

航空航天技术等相关领域工业能力的改进，使得韩国可以在某些领域

开始依靠自主研发，并提高本土技术含量。〔５９〕部分是由于政府以设

立专项基金的形式予以支持，因此韩国在通信与电子产、精确制导武

器、航空航天、装甲车和海军舰艇方面的本土化率非常高。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曾阻碍了韩国军火工业的发展，尽管当时

军事舰艇、导弹部件等高成本产品的出口使得军火出口保持增长。〔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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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ＯｐａｌｌＲｏｍｅ，“Ｆ ３５战斗机为以色列带来意外之财”，《国防新闻》，２０１０年８

月２３日。

Ｂａｅｋ和Ｍｏｏｎ（同注释 〔１６〕）；Ｙ．Ｌｅｅ和Ａ．Ｍａｒｋｕｓｅｎ，“后冷战时期的韩国国

防工业”，（见注释３０），第２２４—２５３页。

Ｂａｅｋ和Ｍｏｏｎ（同注释 〔１６〕）。

Ｌｅｅ和Ｍａｒｋｕｓｅｎ（同注释 〔５６〕）。

Ｃ．Ｍｏｏｎ和Ｊ．Ｌｅｅ，“韩国的军事和国防工业改革”，《安全挑战》，第４卷，第４

期 （２００８年夏），第１３３—１３４页。

Ｓ．Ｈａｒｒｉｓ，“应对压力：韩国国防部重组及近期经济危机的影响”，《韩国国防分

析》，第１２卷，第２期 （２０００年冬）。



在过去的十年中，韩国实行 “双采购”政策，即促进了本国技术

的不断提高 （尤其是航空航天和电子元件的出口），又从国外购买到

昂贵的技术先进的军事装备。〔６１〕这一政策使得更多的公司参与到与

军火生产相关的活动中去。〔６２〕政府还实施了旨在增加军火工业就业

和军火出口的工业政策，并期望通过军火出口来提升韩国的国际威

望。〔６３〕韩国一直试图增加供应商，以减轻其对美国的依赖。其中部

分原因是由于美国武器出口管制法和国际武器贸易条例限制了对含有

美国技术的武器出口。〔６４〕韩国的造船和电子技术已经成为全球范围

内同业中的主导，如今韩国正利用两大民用工业的发展，积极提高其

在工业化的世界军火市场上的地位。〔６５〕

韩国军火工业构成

截至２００８年，韩国共有９１家军火生产企业和４０００多家军火业

务的分包商。〔６６〕在韩国，从事军火工业的相关工作可以代替义务兵

役。〔６７〕有争议的是，韩国军火工业最鲜明的特点是国民经济中的财

阀主导。〔６８〕

财阀是历史上得到国家的大力扶持而形成的庞大家族企业，特别

是在朴正熙总统 （１９６１—１９７９年）的军事体制时期，当时总统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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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

〔６８〕

Ｌｅｅ和Ｍａｒｋｕｓｅｎ（同注释 〔５６〕）。

Ｍｏｏｎ和Ｌｅｅ（同注释 〔５９〕）。

“韩国成为世界主要武器出口商之梦”，ＫＢＳ世界，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０日，网址：

〈ｈｔｔｐ：／／ｗｏｒｌｄ．ｋｂｓ．ｃｏ．ｋｒ／ｅｎｇｌｉｓｈ／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ｄｅｔａｉｌ．ｈｔｍ？Ｎｏ＝２００３２〉。

Ｍ．Ｃｈｏ，《重组韩国国防航天工业：挑战与机遇？》，第２８号文件 （波恩国际转

换中心：波恩，２００３年）。

Ｄ．Ｂｒｅｗｓｔｅｒ，“印度与韩国在东亚不断发展的盟友关系”， 《亚洲调查》，第５０

卷，第二期 （２０１０年３／４月）。

Ｊ．Ｐａｅｋ，“韩国国防科学技术和科研政策的可取方向”， 《韩国国防分析杂志》，

第２２卷，第二期 （２０１０年）；Ｊ．Ｊ．Ｓｕｈ，“结盟竞赛：韩国与美国的结盟与军备竞赛”，外

交政策聚焦，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７日，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ｐｉｆ．ｏｒｇ／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ａｌｌｉｅｄ＿ｔｏ＿ｒａｃｅ

＿ｔｈｅ＿ｕｓｋｏｒｅａ＿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ａｎｄ＿ａｒｍｓ＿ｒａｃｅ〉。

Ｊ．Ｆｅｆｆｅｒ，“铸犁为剑：韩国军事开支的经济影响”，韩国经济研究所，学术论文

系列，第４卷，第二期 （２００９年２月），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ｋｅｉａ．ｏｒｇ／ｒｅｐｏｒｔ．ｐｈｐ？ｉｄ＝

ｐｒｇ１００６８〉；豁免草案已于１９７０年颁布；参见Ｂｅａｋ和Ｍｏｏｎ（同注释 〔１６〕）。

Ｌｅｅ和Ｍａｒｋｕｓｅｎ（同注释 〔５６〕），第２３０页。



力投资造船，钢铁和电子行业。虽然财阀大多都一直是民营集团，但

船舶、重型机械等民用领域一开始就和军火生产有着密切的关联。近

期，韩国政府计划进一步利用在业内 （尤其是全球科技产业）具有主

导优势的大财阀。因此，尽管韩国的军火工业完全是私有的，包括最

大五家军火公司在内的大型企业均为财阀们所有，但是韩国政府一直

在背后提供强劲的支持。

所有大型的军火生产企业一般都是在母公司的支持下从事民品生

产，这同时也为其军品生产带来积极影响。〔６９〕２００９年韩国五大军火

生产商的销售总额占全国军火总销售的７０％。〔７０〕这种集约化现象表

明，几乎是寡头财阀孕育了韩国军火市场，财阀们通常拥有可观的研

发项目、掌握着优秀的人才资源同时能为子公司打入国际市场提供便

利的条件。

韩国政府从不允许财阀专门从事军火生产。相反，它一直奉行鼓

励多元化的政策，包括针对研发项目和两用技术的相关政策，以推动

企业发展军民两用技术和扩大出口，不过一些较为专业的小型企业会

更多地依赖军售。〔７１〕与此同时，民用产品技术和军用武器在研发上

有着结构上的差异。民用产品技术的利润高，所以韩国的军火生产商

都较为侧重这一领域。〔７２〕财阀的下属公司也相当支持这种双重性。

因此，韩国军火企业在军火总销售额相对稳定的基础上有着较高的多

元化生产程度，２００９年，军火销售额占公司总销售额的８．５％，比

２００２年的８％略为上升。〔７３〕

在２００９年，韩国军火工业的军售额高达８７．６９亿韩元 （合６９亿

美元）。〔７４〕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韩国武器接受量最大的两个国家是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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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

〔７０〕

〔７１〕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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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ｏｎ和Ｌｅｅ（同注释 〔５９〕），第１３０页。

ＳＩＰＲＩ军火工业数据库。军火销售数据来自于韩国国防部门，其中很可能包含

了小部分民用销售并且遗漏了少部分商业范畴内的军用销售。韩国最大私人军火公司的相

关信息参见附录５Ａ。

Ｌｅｅ和Ｍａｒｋｕｓｅｎ（同注释 〔５６〕）。

这一做法也一直得到韩国政府的支持。见Ｅ．Ｓｋｎｓ和Ｂ．Ｇｉｌｌ， “军火生产”，

《ＳＩＰＲＩ年鉴１９９６》，第４１１—６２页。

ＳＩＰＲＩ军火工业数据库，参见注释 〔７０〕。

ＳＩＰＲＩ军火工业数据库。



尼西亚和土耳其；韩国最大的供应商是美国、德国和法国。〔７５〕２００９

年，韩国的军火出口总额已超过１１亿美元，占军火销售总额的

１７．３％，相比２００７年，增长了８．５亿美元。〔７６〕此外，由于军火工业

大部分基于依赖进口技术的政府项目，韩国军火工业并不拥有生产复

杂武器系统所需的大量核心技术。即使本地化程度不断提高，韩国在

技术及有关部件方面，对国外来源的整体依赖程度仍然很高。

韩国军火生产体系

韩国政府在军事研发和军火工业基础建设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７７〕１９７０年，韩国成立防务发展局 （ＡＤＤ），成为国家军工技术

研发机构。〔７８〕２００８年，防务发展局的年度预算为９．４３亿美元，

２５２２名雇员中有８４％直接从事研发活动。〔７９〕然而，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

由于政府开始鼓励私营公司进行军事研发，防务发展局的作用不断下

降。结果，各公司都在重新考虑自身战略。〔８０〕

２００９年，韩国政府开始重组军火工业，取消了对指定军火生产

公司的优待制度。这一制度曾保证这些公司有权参与那些旨在提高军

火工业的技术水平的军火工业能力改进项目。取消这一制度有诸多原

因，包括非指定公司面临进入壁垒、军火生产公司内部技术研发步伐

缓慢等。〔８１〕

韩国希望以技术转让和培训的形式进行军火贸易补偿。〔８２〕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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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ａｎｏｒ．ｎｏ１．ａｓａｐａｓｐ．ｎｅ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ｓｊｏｎａｌｉｓｅｒｉｎｇ＿ｆｓ／Ｕｔｅｋｏｎｔｏｒｅｒ／Ｋｏｒｅａ／ＤｅｆｅｎｓｅＳｅｃｔｏｒＫｏｒｅａ

２００８＿ＩＮＫ．ｐｄｆ〉。

“韩国梦想成为世界主要军火出口国”（同注释 〔６３〕）。以公司为例，斗山集团

的斗山工程机械将军火部分的资本抽取出来，投入一家完全由其控股的子公司。参见斗山

ＤＳＴ， “关于我们：历史”，２０１０年，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ｏｏｓａｎ．ｃｏｍ／ｄｏｏｓａｎｄｓｔ／ｅｎ／

ａｂｏｕｔｕｓ／ｈｉｓｔｏｒｙ．ｐａｇｅ〉。

匹克 （同注释 〔６６〕）。

美国会计总署 （ＧＡＯ），《军事出口：补偿需求继续增加》，ＧＡＯ／ＮＳＩＡＤ—９６—

６５（美国会计总署：华盛顿特区，１９９６年４月），第２９页。



门槛是价值１０００万美元的军事采购，设定的补偿至少是合同价值的

５０％，但是如果是政府间项目，或者装备从单一合同商处购买时，这

一比例可能会降低到３０％。〔８３〕

国防采办项目管理局 （ＤＡＰＡ）成立于２００６年，旨在简化采办

程序，支持军火工业。该局２００８年度预算为１０４亿美元 （占国防预

算的３７％），部分直接用于军队发展。〔８４〕２００９年该局成立了韩国贸

易投资促进署 （ＫＯＴＲＡ），在促进军火出口方面为韩国公司提供

帮助。〔８５〕

韩国国防工业协会 （ＫＤＩＡ）是一个非赢利的民间组织，主要工

作是通过多种途径提高韩国军火生产商的利润。例如，该机构是美韩

国防工业咨询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涵盖了两国在诸如技术转让等

领域的军火工业合作。〔８６〕

第六节　土耳其的军火工业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在土耳其侵入塞浦路斯 （１９７４年），以及美国

随后对其实行武器禁运之后，土耳其政府集中力量发展军火工业。〔８７〕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为实现军事现代化，土耳其开始了与军火工业相关

的政府重组，但是整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严重的经济危机阻

碍了这一目标的实现。从１９８５年开始，土耳其反复几次实施军事现

代化项目，目标之一就是扩大武器采购中的国产份额。〔８８〕土耳其官

９０３★ 第五章　军火生产 ★

〔８３〕

〔８４〕

〔８５〕

〔８６〕

〔８７〕

〔８８〕

韩国国防部，国防采办项目管理局， “２００９年韩国国防补偿项目指南”，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ａｐａ．ｇｏ．ｋｒ／ｅｎｇ／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ｅ＿Ｏｆｆｓｅｔ＿Ｐｒｏｇｒａｍ．ｊｓｐ？ｏｓｃｄ＝４＞。

创新挪威韩国 （同注释 〔７９〕）。

Ｓ．常，“建设最好的国防”，《投资韩国期刊》，２０１０年１２月。

国家国防工业协会， “美韩国防工业咨询委员会 （ＤＩＣＣ）”，网址：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ｎｄｉａ．ｏｒｇ／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ｓ／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ａｇｅｓ／ＵＳＲＯＫ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ＤＩＣＣ）．ａｓｐｘ〉。

Ｇ．ＧüｎｌüｋＳｅｎｅｓｅｎ，“土耳其军火工业现代化项目概览”， 《ＳＩＰＲＩ年鉴１９９３》，

第５２１—５３２页。

Ｉ．阿克恰，《土耳其军事经济结构：现状、问题和解决方案》（土耳其经济与社

会研究基金会：伊斯坦布尔，２０１０年）。



方给出了发展国内军火工业的三重原因：为土耳其武装部队提供能够

独立使用的武器 （战略目标），为土耳其武装部队提供所需要的武器

（战术目标），发展国内武器装备维护能力 （后勤目标）。〔８９〕通过这种

方式，土耳其正在努力实现自给自足。像以色列和韩国一样，土耳其

最终从美国获得了大量的技术，美国公司已经成为土耳其军火工业不

可缺少的组成部分。〔９０〕土耳其与美国的关系，部分是建立在多年来

美对土高水平军事援助的基础之上的。此外，土耳其正在努力将其伙

伴国范围扩大到经合组织成员国，如以色列和韩国等。〔９１〕

土耳其没有一个能够支撑高技术军火工业发展的全面的基础设

施，直到最近十年才增加了对研发中心和其他基础设施项目的支

持。〔９２〕土耳其只有一个小型的技术基地，通常情况下，购买装备要

比自己建造开支更小。〔９３〕

土耳其军火工业构成

土耳其有１０—１２家大型公司作为主承包商，还有各个专业领域

的大约１００家小型公司。〔９４〕军火公司由政府、土耳其武装部队基金

会所有或私有。土耳其武装部队基金会拥有土耳其一些最大型的公

司，包括Ａｓｅｌｓａｎ（电子）和土耳其航空航天工业公司 （航空），这

些公司也可视为政府所有。

２００９年土耳其军火工业登记的营业额为２３亿美元。〔９５〕由于能

够获得的关于军火公司的数据有限，因此难以对集约化和多样化程度

０１３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８９〕

〔９０〕

〔９１〕

〔９２〕

〔９３〕

〔９４〕

〔９５〕

安纳托利亚新闻社，“土耳其国防工业寻求运用国内潜力”，《自由每日新闻》，

２０１０年５月５日。

Ｌ．Ｓａｒｉｂｒａｈｉｍｏｇｌｕ，“国防工业”，Ａ．拜拉莫奥卢和Ａ．伊塞尔编著，《土耳其年

鉴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安全部门和民主监督》 （土耳其经济与社会研究基金会：伊斯坦布尔，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０年，以色列国防军袭击了一支驶往加沙地带的援助船队，并杀死船上的几

名土耳其人，此后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紧张。Ａ．伊果齐，“在加沙船队遇袭事件后，土耳

其停止了与色列关于无人机的对话”，《飞行国际》，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１日。

Ｌ．基马尔，“土耳其军火工业面临两难局面”，《今日时代》，２００８年６月１２日。

Ａ．麦克格雷戈，《应对非对称战争的军火：２１世纪的土耳其军火工业》（詹姆士

敦基金：华盛顿特区，２００８年６月）。

土耳其国防工业制造商协会 （同注释 〔３５〕）。

土耳其国防工业制造商协会 （同注释 〔３５〕）。



作出评估。然而，对土耳其最大两家军火生产公司的分析反映出一种

高度的集约化。Ａｓｅｌｓａｎ２００９年的军火销售额为６．４３亿美元，占土

耳其军火生产总额的２８％，加上土耳其航空航天工业公司约为２．５５

亿美元的军火销售额，两家公司占土耳其军火销售总额的

３８．７％。〔９６〕根据官方估计，２００９年这两家公司占土耳其军火出口额

的２４％。〔９７〕

多样化程度因公司而异。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间，Ａｓｅｌｓａｎ在军火销售

总额中所占的份额相当稳定，在不足８０％到超过９０％的范围内变动，

这一时期所占份额的平均值是８６％。土耳其航空航天工业公司所占

份额变化较大，在同一时期内，变化范围从４４％到９７％，没有一个

稳定的趋势。〔９８〕

在依赖进口方面，官方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０９年国内军火生产份额

为４４．２％。〔９９〕但这一数据并不准确，因为其中包含的大多数项目至

少要到２０１３年才开始启动。〔１００〕土耳其军火生产公司也希望参加多国

项目，以便获得技术转让、国内生产和潜在的出口机会。土耳其从

２００４年开始采用新的技术生产模式，通过国际军火生产伙伴关系的

模式鼓励技术转让，为国内军火生产公司提供武器设计和研发技术，

以及增加出口机会。〔１０１〕

土耳其官方报道，２００９年的军火出口额为６．６９亿美元，比２００８

年增长了１６％，２０００年以来共增长了４４４％。〔１０２〕军火出口占军火销

售总额的２８．８％。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土耳其军火的最大接受方是伊拉

克和巴基斯坦，最大供应方是德国、以色列和美国。〔１０３〕土耳其军火

的出口量大大低于以色列，比韩国略低。

近年来，完全由公司投资进行的研发大大增加，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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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６〕

〔９７〕

〔９８〕

〔９９〕

〔１００〕

〔１０１〕

〔１０２〕

〔１０３〕

ＳＩＰＲＩ军火工业数据库。

土耳其国防工业制造商协会 （同注释 〔３５〕）。

ＳＩＰＲＩ军火工业数据库。

土耳其国防工业制造商协会 （同注释 〔３５〕）。

Ｓａｒｉｂｒａｈｉｍｏｇｌｕ，（同注释 〔９０〕），第１５３—１５６页。

阿克恰 （同注释 〔８８〕）。

土耳其国防工业制造商协会 （同注释 〔３５〕）。参见本书附录６Ｂ。

ＳＩＰＲＩ军火转让数据库 （同注释 〔４６〕）。



年增加了９０％，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增加了２５６％。〔１０４〕这些数据反映出

土耳其大型军火生产公司在研发方面的投资情况。例如，Ａｓｅｌｓａｎ

将公司的研发投资从２００１年的１００万美元增加到２００９年的４５００

万美元，航空航天工业公司的投资从１００万美元增加到１．９９亿

美元。〔１０５〕

土耳其军火生产体系

在土耳其军火生产架构中，政府扮演着最强有力的角色，土耳其

国防部是政府机构中的领导部门。例如，国防部是唯一在法律上有权

向生产商颁发军火生产许可证的机构，并负有控制军火出口和再出口

等职责。〔１０６〕国防部负责国防工业的副部长主管军火采办，并负责发

展现代化的本土军火工业。〔１０７〕２００９年，该官员在单一来源投标方面

的权力得以扩大，成为唯一有权对已签署合同进行调整的官员。〔１０８〕

他还完全控制着国防工业支持基金，该基金持续提供的资金使其能够

不受官僚机构的限制开展行动。〔１０９〕

土耳其武装部队基金会是一家由军队经营的慈善信托机构，资金

来源于国家预算之外。该机构被认为是土耳其军火工业发展的重要力

量，有义务使用每年收入总额的８０％ （其中６５％用于土耳其武装部

队的项目，３５％直接投资军火工业）。

２１３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１０４〕

〔１０５〕

〔１０６〕

〔１０７〕

〔１０８〕

〔１０９〕

土耳其工商联合会 （ＴＯＢＢ），《土耳其国防工业部门报告２００９》（土耳其工商联

合会：安卡拉，２０１０年５月），第３２页。

ＳＩＰＲＩ军火工业数据库。

“控制工业企业生产战争和武器用车辆和装备、弹药和爆炸物”，土耳其法律第

５２０１号，２００４年６月２９日通过，《土耳其共和国官方公报》，２００４年７月３日。参见联合

国，行动纲领执行支助系统，“土耳其：关于在一切方面预防、打击和清除小型武器和轻型

武器非法贸易的联合国行动计划的国家报告”，２００８年４月，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ｏａ

ｉｓｓ．ｏｒｇ／Ｃｏｕｎｔｒｙ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ＣｏｕｎｔｒｙＰｒｏｆｉｌｅＩｎｆｏ．ａｓｐｘ？ＣｏＩ＝１９８＆ｐｏｓ＝１０００〉。

国防工业副部长，“第３２３８号法律”，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ｓｍ．ｇｏｖ．ｔｒ／ｈｏｍ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Ｓａｙｆａｌａｒ／ｌａｗ３２３８．ａｓｐｘ〉。

土耳其部长委员会，２００９年决议／１５１０８，２００９年５月３０日，《土耳其共和国官

方公报》，２００９年７月８日。

国防工业副部长 （同注释 〔１０７〕）；Ｓａｒｉｂｒａｈｉｍｏｇｌｕ（同注释 〔９０〕）。参见本书

第４章第７部分。



只有金额大于或等于１０００万美元的土耳其军火工业项目才能获

得补偿。〔１１０〕承包商必需至少交付采办合同的５０％。

国防工业制造商协会是主要的工业协会，有１００多家成员单位，

致力于协调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工业活动，并更加广泛地推动行业发

展。〔１１１〕该协会也进行半官方的军火工业数据统计。

第七节　结语

尽管经济正在衰退，但是军火生产公司显示出一种适应力，甚

至在２００９年军火销售总额的基础上有所增加。在军火销售方面占

据全球军火工业统治地位的北美和西欧公司是这样，一些拥有先进

军火工业的小型经济体，如以色列、韩国和土耳其的公司亦是

如此。

虽然发展和维持国内军火工业是一项耗资巨大且困难重重的任

务，但仍有诸多因素推动着这些小型经济体军火工业的发展。供应

安全，作为国内军火工业发展的特殊动力，在推动这些国家投资军

火工业，生产高技术武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每个国家的技术基

础和工业基础设施、技术转让、武器出口和军事研发资金决定了该

国军火工业的发展，并满足各国不同的愿望和要求。技术和工业基

础设施的水平不同，决定了技术发展何时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能够与

国内军火生产相结合，以及这种结合是否会导致本土化的技术进

步。通过转让获得武器技术也是国内军火工业发展的重要途径。虽

然美国对技术再出口实施限制，但是大型军火采购合同要求进行补

偿投资，并由此带来技术转让。相反，国内投资的军事研发允许对

所获得的技术实施国家控制。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动机是认为军火工

业有助于提升国家威望。

尽管经济继续衰退，也尽管各国开始质疑军火采购的开支水平，

３１３★ 第五章　军火生产 ★

〔１１０〕

〔１１１〕

土耳其国防部，工业参与／补偿指令，２００７年２月１４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

ｓｓｍ．ｇｏｖ．ｔｒ／ｈｏｍ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Ｓａｙｆａｌａｒ／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ｓｐｘ〉。

土耳其国防工业制造商协会 （同注释 〔３５〕）。



但是整个军火行业在２０１０和２０１１年不太可能出现军火销售大幅下滑

的情况。虽然个别项目可能被取消或延迟，但在今后一两年内，上述

挑战可能不会对全球军火工业产生整体影响。

（张钰　余小玲　何毅丹　译）

４１３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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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５

犅

２０１０年主要军火工业的并购情况

文森特·布拉宁

一、导言

２０１０年军火工业重现了大型合并和收购的情况。２００９年没有出

现价值超过１０亿美元的交易 （“大宗交易”），但在２０１０年有三起。

２０１０年，军火生产商收购网络安全、情报与军事服务公司的势头在

继续。除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主要工业化国家内部和国家

之间的收购外，非经合组织国家，如印度和阿联酋的公司也在美国和

西欧进行了几次引人注目的收购。

本附录回顾了２０１０年军火工业重大的合并与收购活动。第二部

分阐述了经合组织成员国公司的并购情况，第三部分阐述了非经合组

织成员国公司的并购情况。

二、经合组织国家公司的并购情况

表５Ｂ．１列出了经合组织国家公司完成的主要军火工业并购的情

况。大型军火生产公司推动了美国和西欧的合并与收购活动。有些公

司收购较小的公司，以期填补生产线上的空白或让公司新股东发展某

些特殊能力；另一些公司实施并购是为了进入新兴市场；还有一些公

司卖出是为了摆脱某些非核心的资产。下面几起并购可以反映出这三

种趋势：哈里斯收购全球连接服务，发展在远程和恶劣环境中的卫星

通信服务能力；波音收购防御系统公司，该公司是正在兴起的网络安

全与情报市场的服务供应商；霍尼韦尔向荷兰森萨塔技术公司出售旗

８３３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下的民用车载传感器业务。〔１〕

在经合组织内部的军火工业交易中，公布交易额大于或等于１亿

美元的交易大部分发生在美国，且主要在美国公司之间进行。２０１０

年最大的交易是价值１３．３亿英镑 （２０亿美元）的英国巴布考克国际

集团对ＶＴ集团的收购。ＶＴ与巴布考克合并后的年收入有望达到大

约３０亿英镑 （４５亿美元）。〔２〕巴布考克此举主要是为了进入美国市

场，因为２００９年ＶＴ在美业务收入占其收入总额的２８％。〔３〕除这起

并购外，没有其他导致美国和西欧最大型军火工业公司进一步合并的

重要交易———其他交易全都是对较小型公司的收购。当前的活动可能

显示出军火工业正在进行重组，通过对诸如网络安全公司或生物测定

解决方案供应商的战略收购扩大传统的军火市场。

像近几年一样，以色列公司２０１０年继续在以色列和美国实施并

购战略。对高技术领域———如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

测和侦察 （Ｃ４ＩＳＲ）以及空间———的并购成为重心，反映出一种更加

普遍的趋势。吉莱特卫星网络收购了基地位于美国的浪潮集团，使吉

莱特公司能更加便利地与美国国防部签订合同。〔４〕埃尔比特系统购

买了米卡罗的４个与Ｃ４ＩＳＲ相关的子公司，并将空间维护和服务公

司Ｍ７宇航并入其美国子公司———美国埃尔比特系统。〔５〕埃尔比特

系统还通过收购巴西两家防务电子公司Ａｒｅｓ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ｉａｌｅＤｅｆｅｓａ

９３３★ 附录５Ｂ　２０１０年主要军火工业的并购情况 ★

〔１〕

〔２〕

〔３〕

〔４〕

〔５〕

Ｋ．瓦格斯塔夫—史密斯，“哈里斯通过卫星通信并购提升能力”，《简氏国防工

业》，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９日；Ｇ．安德森，“波音公司继续Ｃ４ＩＳＲ和网络安全方面的收购”，《简

氏国防工业》，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０日；霍尼韦尔，“霍尼韦尔与森萨塔技术就出售车载传感器

达成协议”，《新闻发布》，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８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５１．ｈｏｎｅｙｗｅｌｌ．ｃｏｍ／ｈｏ

ｎｅｙｗｅｌｌ／ｎｅｗｓｅｖｅｎｔｓ／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ｄｅｔａｉｌｓ／１０．２８．１０Ｓｅｎｓａｔａ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ｈｔｍｌ〉。

Ｇ．安德森，“ＶＴ董事会接受巴布考克的收购价”，《简氏国防工业》，２０１０年３

月２４日。

参见附录５Ａ；“巴布考克国际集团公开有限公司被建议收购ＶＴ集团公开有限

公司”，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３日，网址：〈ｈｔｔｐ：／／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ｂａｂｃｏｃｋ．ｃｏ．ｕｋ／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ｓｐｘ〉，第

５页。关于公司战略参见Ｇ．安德森，“英国公平贸易办公室允许巴布考克接管ＶＴ集团”，

《简氏国防工业》，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５日。

Ｐ．塞尔登，“吉莱特耗资１．３亿美元收购浪潮，寻求扩大政府业务”，《空间新

闻》，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３日。

Ｍ．拜尔，“埃尔比特购买Ｍ７，扩大在美市场份额”，《简氏国防工业》，２０１０年

１２月１５日。



和ＰｅｒｉｓｃｏｐｉｏＥｑｕｉｐａｍｅｎｔｏｓＯｐｔｒｏｎｉｃｏｓ，扩大在南美的市场。
〔６〕

保安工业的并购

２００９年凸显的这一趋势得以延续，预期保安服务和产品需求将

增长，２０１０年军火生产公司继续进行更广泛的保安工业收购。〔７〕收

购内容多种多样，包括销售给政府机构 （如执法机构、情报机构和军

队）或私营公司的警报系统、电子准入控制和生物测定、监视和安全

咨询产品。

２０１０年大量的合并和收购是对网络安全和情报服务公司的并

购。〔８〕在美国、英国等国，提供这些服务的市场被列为投入的重

点。〔９〕主要的军火生产公司 （或他们的子公司），如波音、ＥＡＤＳ、

ＢＡＥ系统和雷声随之完成了收购。〔１０〕其他公司，如法国公司赛峰和

美国公司ＳＡＩＣ，实施了自己的战略，在２０１０年收购了本国生产生物

测定或爆炸探测系统的保安公司。〔１１〕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西欧和加拿大军火公司在美国的最大规模收

购大部分是对保安公司的收购。在Ｌ—１将情报服务单元出售给英国

ＢＡＥ系统后不久，赛峰收购了Ｌ—１身份解决方案，同时加拿大ＣＧＩ

集团收购了史丹利。〔１２〕２０１０年，美国私募股权机构塞伯拉斯资本管

理购买了基地位于美国的服务公司达因。〔１３〕

０４３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Ｇ．安德森，“埃尔比特的收购增强了其在巴西市场的份额”，《简氏国防工业》，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

Ｓ．Ｔ．杰克逊，“军火生产”，《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０》，第２６４页。

Ｍ．赛瑟，“国防承包商发起攻势”，《华盛顿邮报》，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６日。

美国国防部 （ＤＯＤ），《四年一度防务评审报告》 （国防部：华盛顿特区，２０１０

年２月）；英国政府 《在不确定的时代保护英国的安全利益：战略防务与安全审议》（文书

局：伦敦，２０１０年１０月）。

Ｄ．西莎拉曼，“军火制造商将重点从制造炸弹转向网络”，路透社，２０１０年９月

１０日。

２００９年，赛峰收购摩托罗拉的生物测定单元，进入美国身份识别市场。杰克逊

（同注释 〔７〕）。

Ｇ．安德森，“赛峰赢得以１０亿美元收购Ｌ１身份解决方案的角逐”，《简氏国防

工业》，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０日；Ｇ．安德森，“ＢＡＥ系统获得Ｌ—１的政府咨询业务”，《简氏国

防工业》，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０日；Ｇ．安德森，“ＢＡＥ完成对大西洋海事的收购”，《简氏国防工

业》，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４日。

“塞伯拉斯以１５亿美元收购达因”，《纽约时报》，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２日。



三、非经合组织国家公司的并购情况

２０１０年，非经合组织国家公司进行的几起并购引人注目，因为

它们反映出一些公司旨在挑战那些老牌军火生产公司。为了扩大在欧

洲的市场，总部位于阿联酋的ＭＡＲ收购了蒂森克努伯船舶系统的各

种资产，包括汉堡布洛姆福斯造船厂和蒂森克努伯希腊造船厂。〔１４〕

印度的马亨德拉以４．６３亿美元收购了韩国军车生产企业双龙汽

车。〔１５〕另一家印度公司塔塔先进系统购买了基地位于印度的 ＨＢＬ

ＥＬＴＡ航空电子系统７４％的股份，成为一家与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

（ＩＡＩ）合资的企业，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通过其子公司ＥＬＴＡ系统

拥有其余２６％的股份。〔１６〕

尽管与军火生产没有直接关系，中国的中航国际以１．８６亿美元

从泰利达因技术收购了美国的商用航空航天生产企业大陆发动机公

司。〔１７〕中航国际进行了第二次国际收购，成为中国发展两用能力、

获取西方技术、占领国际市场特别是北美市场份额的国家大战略的一

部分。〔１８〕这也标志着泰利达因将重心转移到其核心业务。〔１９〕

１４３★ 附录５Ｂ　２０１０年主要军火工业的并购情况 ★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Ｒ．派迪伯恩，“蒂森克努伯对造船业的影响降低”，《国际预报》，２０１０年１０月

１１日。

Ｊ．格莱维特，“马亨德拉同意收购双龙大部分股份”，《简氏国防工业》，２０１０年

１１月２６日。

Ｖ．拉古凡什，“塔塔收购 ＨＢＬＥＬＴＡ航空电子大部分股份”， 《防务新闻》，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６日。

Ｊ．格莱维特，“中国中航国际达成在美国的第二次收购”， 《简氏国防工业》，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５日。

格莱维特 （同注释 〔１７〕）；Ｊ．格莱维特，“中国的 ‘十二五’规划计划将国防工

业推向国际舞台”，《简氏国防工业》，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３日。

泰利达因技术，“泰利达因技术同意向中航国际出售泰利达因大陆发动机公司”，

《新闻发布》，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４日，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ｅｌｅｄｙｎｅ．ｃｏｍ／ｎｅｗｓ／ｔｄｙ＿

１２１４２０１０．ａｓｐ〉。



表５犅１　２０１０年经合组织军火工业的主要并购情况

表中列出了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１２月３１日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成员国宣布或

完成的军火工业主要并购情况。虽然表中没有列出所有的并购情况，但是给出了具有重要

战略意义和经济上值得注意的并购的总体概况。表中数字按当前价格计算，单位为百万

美元。

买方公司

（国家）／子公司

（国家）ａ

被并购的

公司（国家）

卖方公司

（国家）ｂ

交易价格

（百万美元）ｃ

收入或雇

员人数ｄ

北美地区 （除特别指明的公司外全为美国公司）

塞伯拉斯资本管理 达因 公开上市ｅ １５００ ２２５００名雇员

荃峰集团 沃特飞机工业 凯雷集团 １４４０ ６０００名雇员

立德资产 企业整合集团 洛克希德·马丁 ８１５ ６．２６亿美元

波音 防御系统公司 公开上市 ７７５ １０６３名雇员

哈里斯公司 冠岩通信 ＡＳＲＹ合伙 ５２５ ３．５９亿美元

立德资产 ＣＰＩ国际 公开上市 ５２５ ３．３３亿美元

雷神 应用信号技术 公开上市 ４９０ ２．０３亿美元

美高森美 阿尔卡特 公开上市 ４３０ ４６００万美元

哈里斯公司 全球连接服务
斯伦伯格信息解决

方案
３９８ １．７亿美元

ＡＥＣＯＭ技术公司 麦克耐尔技术 立德资产 ３５５ １５００名雇员

泰利达因技术 ＤＡＬＳＡ （加拿大） 公开上市 ３５１ １０００名雇员

Ｂ／Ｅ宇航 ＴＳＩ集团 阿灵顿资本合伙 ３１０ １．５５亿美元

ＦＬＩＲ系统 ＩＣｘ技术 韦克斯福德资产 ２６８ １．６８亿美元

怀尔 ＣＡＳ ＩＴＴ公司 ２３５ １１００名雇员

Ｌ—３通信 英思特技术 私有 ２１０ ２．９亿美元

ＡＡＲ公司 全球飞行服务 Ｘｅ服务 ２００ １．７５亿美元

活力工业 托德造船公司 公开上市 １３０ ８００名雇员

美高森美公司 怀特电子设计公司 公开上市 １００ １６００万美元

美泰科技国际 ＭＴＣＳＣ有限公司 私有 ７５ ８３００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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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方公司

（国家）／子公司

（国家）ａ

被并购的

公司（国家）

卖方公司

（国家）ｂ

交易价格

（百万美元）ｃ

收入或雇

员人数ｄ

霍努克斯—德夫泰

克 （加拿大）
飞鹰工具和机械 私有 ３４ ３８００万美元

泰克斯顿系统 米勒沃克斯 私有 ．． ２８００万美元

荃峰集团 结构科技 私有 ．． ２５００万美元

Ｌ—３通信 机载技术 私有 ．． ２０００万美元

ＣＡＣＩ国际 系统元件 私有 ．． １６００万美元

沃特防务系统 品质表现 私有 ．． ９２０万美元

国家技术系统 机电解决方案 私有 ．． ７５０万美元

罗克韦尔—柯林斯 蓝脊仿真 私有 ．．
２５０—５００

万美元

轨道科学
航天器研发与制造

公司
通用动力 ．． ３２５名雇员

波音 ＣＤＭ技术 私有 ．． １３０名雇员

泰利达因技术／泰利

达因科学与成像
最佳光学系统 私有 ．． ２５名雇员

泰克斯顿系统
起重机无线监控解

决方案
私有 ．． ２５名雇员

跨大西洋：西欧并购北美地区的公司

ＢＡＥ系统 （英国） 大西洋海事 （美国）
Ｊ．Ｆ． 雷曼 ＆ 公司

（美国）
３５２ １０００名雇员

史 密 斯 集 团 （英

国）／史密斯互联

（英国）

互联装置 （美国） 麦顿合伙ｆ １８５ ５．３亿美元

ＢＡＥ系统 （英国）
ＯＡＳＹＳ 技 术 （美

国）
私有 ５５ ６５名雇员

科巴姆 （英国） 锐视野 （美国） 私有 ４８ ４０名雇员

凯姆瑞集团 （英国）梅卡美国 （美国）
联合防御集团 （美

国）
５９ｇ ３２００万美元

３４３★ 附录５Ｂ　２０１０年主要军火工业的并购情况 ★



买方公司

（国家）／子公司

（国家）ａ

被并购的

公司（国家）

卖方公司

（国家）ｂ

交易价格

（百万美元）ｃ

收入或雇

员人数ｄ

赛峰 （法国）／拉比

纳尔 （美国）

哈佛定制生产 （美

国）
私有 ．． ８００名雇员

巴布考克国际 （英

国）／ＶＴ集团 （美

国）

长青无人系统 （美

国）

长青国际航空 （美

国）
．． ３０名雇员

跨大西洋：北美并购西欧地区的公司

泰利达因技术 （美

国）
因特莱克 （英国） 公开上市 ５２ ５９００万美元

柯蒂斯—赖特公司

（美国）

专业电子服务 （英

国）
公开上市 ２２ ９００万美元

西欧内部并购

巴布考克国际 （英

国）
ＶＴ集团 （英国） 公开上市 ２０００ １９．５亿美元

劳斯莱斯 （英国） ＯＤＩＭ （挪威） 公开上市 ２３６ ３．４亿美元

莱茵金属 （德国）
斯拉姆德光电 （挪

威）
公开上市 ９２ ９９００万美元

凯姆瑞集团 （英国）
罗克 · 曼勒研究

（英国）
西门子 （德国） ８８ ４００名雇员

凯姆瑞集团 （英国）梅卡ＳＡ （比利时）
联合防务集团 （美

国）
５９ｇ １．２２亿美元

英德拉系统 （西班

牙）

英德拉宇航 （西班

牙）４９％的股权ｈ

泰利斯阿莱尼亚宇

航 （法国）
５０ ９７００万美元

惠灵汉姆 （英国）ｉ 曼洛伊系统 （英国）公开上市 ５ １８００万美元

超级电子 （英国）
埃克斯泰科综合系

统 （英国）
私有 ５ ５０名雇员

泰利斯 （法国） ＳＥＳＯ （法国） 私有 ．． １６００万美元

ＤＣＮＳ（法国）
原理 （法国）３３％

的股份ｊ
私有 ．． １８００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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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方公司

（国家）／子公司

（国家）ａ

被并购的

公司（国家）

卖方公司

（国家）ｂ

交易价格

（百万美元）ｃ

收入或雇

员人数ｄ

ＥＡＤＳ （跨欧洲）／

阿斯特里姆 （法国）
耶拿光电 （德国） 耶拿 （德国） ．． ４２００万美元

莱茵金属 （德国） ＳＥＩ（意大利） ＥＰＣ集团 （法国） ．． ２０００万美元

其他

吉 莱 特 卫 星 网 络

（以色列）
浪潮公司 （美国） 私有 １３０ ７０００万美元

埃尔比特系统 （以

色列）

塞马、索尔塔姆系

统和ＩＴＬ光电 （以

色列）８７．８５％的股

份ｋ

米卡罗 （以色列） ８７ ．．

埃尔比特系统 （以

色列）／埃尔比特系

统美国 （美国）

Ｍ７宇航 （美国） 私有 ８５ ５００名雇员

米卡罗 （以色列）
米卡罗 （以色列）

１９％的股份ｋ

埃尔比特系统 （以

色列）
１８ ２．４亿美元ｌ

奥斯特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技术信息

（澳大利亚）
公开上市 ．． ５００万美元

 表示投资公司

ａ这类案例中并购是由子公司完成，而不是由母公司直接完成，故列出子公司的名字。

ｂ“公开上市”指的是公司的股份在本国证券交易市场公开交易，没有单个主要股东。

“私有”指公司由一个或多个私人股东拥有，股份不在任何市场上交易。

ｃ如果交易价格不是以美元计算，那么采用并购交易当月国际货币基金的平均交易汇

率进行货币转换。公司有时不公布交易额。

ｄ如果知道，就列出被并购公司的年收入 （２００９年的实际收入，或者是２０１０或２０１１

年的预期收入）。如果收入不以美元计算，那么采用那一年国际货币基金的平均交易汇率进

行货币转换。如果不知道被并购公司的年收入，那就列出所知的被并购公司的雇员人数。

在各地区分类中，并购首先按照交易规模的顺序排列，其次按照被并购公司收入的顺序排

列。如果只知道雇员人数，那么就根据对被并购公司可能的收入范围的保守估计列出并购

情况。

ｅ立德资产拥有达因３４．９％的股份。

５４３★ 附录５Ｂ　２０１０年主要军火工业的并购情况 ★



ｆ互联装置在２００７年被麦顿合伙领导下的一个集团购买。该集团旗下的其他公司分别

是奎尔维斯特美国、麦迪逊资本基金和汉考克资本管理。

ｇ５９００万美元是凯姆瑞集团并购梅格ＳＡ （比利时）和梅格美国 （美国）两家公司的综

合交易额。联合防务集团因出售其大部分资产于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日解散。

ｈ英德拉已经拥有英德拉宇航５１％的股份。

ｉ反收购的结果是惠灵汉姆改名为曼洛伊公开上市有限公司，并在伦敦交易所另类投资

市场发行股票。

ｊ原理公司被ＤＣＮＳ、２名经营者和原理公司管理团队收购。

ｋ埃尔比特耗资８７００万美元从米卡罗收购了塞马 （１００％的股份）、索尔塔姆系统

（１００％的股份）和ＩＴＬ光电 （８７．８５％的股份）。这三家子公司是米卡罗集团的主要运营单

位。ＩＴＬ光电的年收入为５８００万美元。

同时，米卡罗的股东购买了米卡罗１９％的股份，这些股份曾在２００９年被埃尔比特

收购。

ｌ该数据是米卡罗２００８年公布的集团收入。

（何毅丹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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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章
国际武器转让

保尔·霍尔托姆　马克·布罗姆利

皮埃特·Ｄ·魏泽曼　西蒙·Ｔ·魏泽曼

第一节　导言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与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相比，国际武器转让量增长了

２４％ （见图６．１）。〔１〕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五个最大的武器供应国依次是美

国、俄罗斯、德国、法国和英国———占整个主要常规武器出口量的

７５％，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这一数字为８０％ （见表６．１）。美国的武器生产

商和欧洲主要武器供应国预料其政府将调低原定的国内采购计划，因

而出口作为其收入来源的重要性增加了。本章第二节论述了美国和俄

罗斯这两个最大的武器供应国２０１０年的重要动向。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主要的武器输入地在亚洲和大洋洲 （占整个主要

常规武器进口的４３％），其次是欧洲 （２１％），中东 （１７％），美洲

（１２％）和非洲 （７％）。印度占所有主要常规武器进口的９％，是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最大的武器接受国，将中国推至第二位，占６％，其后

依次是韩国 （６％），巴基斯坦 （５％）和希腊 （４％）。第三节讨论印

７４３★ 第六章　国际武器转让 ★

〔１〕ＳＩＰＲＩ有关武器转让的数据指的是实际交付的主要常规武器。ＳＩＰＲＩ使用趋势指

示值 （ＴＩＶ）以便与其他常规武器的交付数据进行比较并确定总的趋势。趋势指示值只显

示国际武器转让量而非实际金额。鉴于每一年的转让都在变动，这里以５年平均变化值为

基准，以便对主要常规武器的转让作较稳定的衡量。对趋势指示值的描述及计算方法见附

录６Ａ和ＳＩＰＲＩ武器转让项目网页：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ｉｐｒｉ．ｏｒｇ／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ａｒｍｓ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度位次的变化，对印度的技术转让以及对印度及其邻国巴基斯坦武器

转让的总体情况。

对存在武装冲突地区的武器出口从没有停止过。欧盟成员国试

图用防止冲突的一般标准和国际人道主义法保证其武器出口决定的

连贯性。然而，在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采取军事行动

前后，欧盟成员国在向以色列提供武器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２００８

年８月南奥塞梯冲突前后，欧盟在向格鲁吉亚和俄罗斯提供武器的

问题上也出现了分歧。这些将在第四节予以探讨，第五节是简单的

结语。

图６１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主要常规武器转让的趋势

注：竖柱表示每年的总额，曲线表示５年期的平均变动值。５年平均变动值标定在每

５年期的最后一年。见附录６Ａ对ＳＩＰＲＩ趋势指示值的解释。

资料来源：ＳＩＰＲＩ武器转让数据库，截至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４日，网址：〈ｈｔｔｐ：／／

ｗｗｗ．ｓｉｐｒｉ．ｏｒｇ／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ａｒｍｓ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附录６Ａ解释了ＳＩＰＲＩ数据收集的方法，并提供了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所有接受国和供应国主要常规武器转让的数据。附录６Ｂ提供了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官方的订单、出口许可证和武器出口金额。〔２〕附录６Ｃ

介绍了武器转让领域现有国际透明机制的状况。除非特别标注，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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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ＳＩＰＲＩ趋势指示值不反映武器出口的金额或全球武器贸易等额金额。



所用的交付和合同信息来自ＳＩＰＲＩ武器转让数据库。〔３〕

表６１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五个最大的主要常规武器供应国及其主要接受国

供应国
占全球武器

转让份额 （％）

主要接受国 （占供应国转让份额，％）

第一 第二 第三

美国 ３０ 韩国 （１４） 澳大利亚 （９） 阿联酋 （８）

俄罗斯 ２３ 印度 （３３） 中国 （２３） 阿尔及利亚 （１３）

德国 １１ 希腊 （１５） 南非 （１１） 土耳其 （１０）

法国 ７ 新加坡 （２３） 阿联酋 （１６） 希腊 （１２）

英国 ４ 美国 （２３） 沙特 （１９） 印度 （１３）

资料来源：ＳＩＰＲＩ武器转让数据库，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ｉｐｒｉ．ｏｒｇ／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ａｒｍ

ｓ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第二节　主要武器供应国：

美国和俄罗斯 　

美国和俄罗斯自冷战结束以来一直是具有主导地位的武器出口

国。其２０１０年的实际转让及武器出口政策的重大变化论述如下。

美国

美国是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最大的主要常规武器出口国，占全球武器

转让的３０％。亚洲和大洋洲占美国对外主要常规武器转让的４４％，

其后是中东 （２８％）和欧洲 （１９％）。美国对其东亚和中东盟国的武

９４３★ 第六章　国际武器转让 ★

〔３〕ＳＩＰＲＩ武器转让数据库，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ｉｐｒｉ．ｏｒｇ／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ａｒｍｓｔｒａｎｓ

ｆｅｒｓ〉。该数据库涵盖了从１９５０年到２０１０年的各种武器转让的数据，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的数据

和２０１０年的数据也是本章大部分数据的基础，来自 “２０１０年主要常规武器登记册”和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常规武器转让登记册”，见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ｉｐｒｉ．ｏｒｇ／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ａｒｍ

ｓ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ｒｅｃｅｎｔ＿ｔｒｅｎｄｓ〉。本章所依据的数据截至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４日。由于ＳＩＰＲＩ武器转

让库每年都会更新，因此本章的数字可能与以前各版 《ＳＩＰＲＩ年鉴》有出入。



器转让与这些国家分别感到的来自朝鲜、伊朗的威胁以及美国的总体

利益有关。〔４〕最近这些年，向这些地区的盟国提供更先进武器系统

的决定被合理化了，理由是这能够使这些国家更效地满足自身安全需

求，进而减少美国在海外的驻军。〔５〕

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美国五大武器接受国中３个在亚洲和大洋洲：韩

国 （１４％），澳大利亚 （９％）和日本 （６％）。这些国家在这一时期从

美国接受了海军装备和各种军用飞机。它们还接受了美国部件，用于

装备本国生产的驱逐舰和护卫舰。２００８年与韩国达成的Ｆ １５Ｋ交易

自２０１０年起开始交货。美国还同时交付了首批５艘 （总共８艘）Ｐ—

３ＣＫ反潜和海上监视飞机。这些转让的重要意义因２００９年１１月以

来朝韩双方在争议海域一连串的冲突而更加凸显了。〔６〕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美国武器在中东地区的主要目的地有：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 （占美国武器出口的８％）、以色列 （７％）和埃及 （４％）。

在这一时期，美国对中东地区的武器出口包括防空系统和大量的作战

飞机。２０１０年１０月，美国宣布拟向沙特转让一揽子武器和军事装

备，具体包括：８４架Ｆ １５Ｓ战斗机、６６架ＡＨ ６４Ｄ和３６架ＡＨ

６Ｓ战斗直升机、对沙特７０架Ｆ １５Ｓ战机进行现代化改造以及各种

导弹和制导炸弹。美国国防部将拟议的军售计划提交国会，作为美在

１５—２０年内 “加强地区安全和沙特防务能力工作的一部分”。美国政

府试图低调处理这笔军售表明，这一交易很大程度上与对伊朗的关切

有关。〔７〕白宫还宣称，与以色列就此进行了讨论，以领导人并不反

对。尽管美国国会批准了该计划，有１９８名议员致信国防部长罗伯

特·盖茨和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要求解释这项军售的政策目标、

０５３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４〕

〔５〕

〔６〕

〔７〕

关于美国军售与外交和安全政策，参见安全援助管理防务研究所 （ＤＩＳＡＭ）：

“安全援助的管理”，第３０版 （ＤＩＳＡＭ：Ｗｒｉｇｈｔ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 空军基地，俄亥俄，２０１１年１

月），第二章。

Ｍ．Ｋｉｍｅｓ：“美国最火的出口：武器”，ＣＮＮ，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１日，网址： 〈ｈｔ

ｔｐ：／／ｍｏｎｅｙ．ｃｎｎ．ｃｏｍ／２０１１／０２／１０／ｎｅｗ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ｍｅｒｉｃａ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ｗｅａｐｏｎｓ ＿

ｆｕｌｌ．ｆｏｒｔｕｎｅ／ｉｎｄｅｘ．ｈｔｍ〉。

例如，军内外联合调查组 （ＪＩＧ）：韩国 “天安”号沉船事件调查结果 （韩国国

防部）首尔，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０日。

美国国务院，关于暂停军售的吹风会，《特别吹风会简报》，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０日，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ｅ．ｇｏｖ／ｔ／ｐｍ／ｒｌｓ／ｒｍ／１４９７４９．ｈｔｍ〉。



要应对的威胁以及沙特是否是一个可以依赖的盟国。〔８〕盖茨和希拉

里回应道，该交易与长期的安全关系有关，并能提高沙特防御恐怖分

子和地区威胁的能力。〔９〕

波兰和英国在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间占据了美国对欧武器出口的最大

份额，分别占美国整个武器出口额的５％和４％。美国向参与阿富汗

和伊拉克使命的欧洲盟国出售、或提供贷款和捐赠部分主要常规武

器。向英国交付的装甲车、运输和电子侦察飞机、制导炸弹和无人飞

机 （ＵＡＶ）与英国在阿富汗的行动直接相关。波兰接受了装甲车和

无人机用于阿富汗的行动，意大利则接受了无人机。

２０１０年英国政府宣布，它从美国仅接受了一个型号的Ｆ ３５

联合攻击机 （ＪＳＦ），确认了早先外界对英国将取消采购短距起飞

和垂直降落的Ｆ ３５Ｂ的猜测。〔１０〕２０１０年初有报道说，英国国防

部计划采购的Ｆ ３５的数量将从１４０架降至７０架，但２０１０年５

月新上任的英国政府到年底也没有宣布拟购买Ｆ ３５的数量。〔１１〕

英国决定放弃对Ｆ ３５Ｂ的兴趣也确信影响意大利对短距起飞和垂

直降落飞机延伸型号的兴趣。〔１２〕荷兰计划采购的８５架Ｆ ３５仍在

审议之中，有可能削减订购数量，甚至会取消，转而寻求欧洲

机型。〔１３〕

１５３★ 第六章　国际武器转让 ★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美国国会：“国防部部长盖茨就向沙特出售武器一事致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

函”，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０日，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ａｓ．ｏｒｇ／ｂｌｏｇ／ｓｅｃｒｅｃｙ／２０１０／１１／ｓａｕｄｉ＿

ａｒｍｓ＿ｄｅａｌ．ｈｔｍｌ〉；Ｍ．Ｓｕｇｒｕｅ：“与沙特的军售交易取得进展”，《今日军控》，第４０卷第

１０期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

罗伯特·盖茨和希拉里·克林顿：“致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赫华德·Ｌ·

伯曼的函”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６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ａｓ．ｏｒｇ／ｂｌｏｇ／ｓｅｃｒｅｃｙ／２０１０／１１／ｓａｕ

ｄｉ＿ａｒｍｓ＿ｄｅａｌ．ｈｔｍｌ〉。

英国国防部： “在不确定时代确保英国的安全：战略防御与安全评估”，Ｃｍ

７９４８，（文书局：诺威治，２０１０年１０月），第２４页。

Ｒ．ＮｏｒｔｏｎＴａｙｌｏｒ： “国防部在拯救飞机项目的同时削减喷气战机订单”， 《卫

报》，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２日。

Ｔ．Ｋｉｎｇｔｏｎ：“意大利拖延ＪＳＦＳＴＯＶＬ计划，考虑裁减数量”， 《防务新闻》，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８日。

１３Ｒ．ＶａｎｄｅｒＫｌｏｏｒ： “马克·鲁特首相：ＪＳＦ不是唯一的选项”，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日；“议会想购买较少的ＪＳＦ”，ＡＤ，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０日。



对美国武器出口全面审议后提出的第一批建议已于２０１０年公布。

美国政府建议对美国出口控制制度做出四项重要改革：（ａ）改变控制

清单；（ｂ）单一的出口许可签发机构；（ｃ）建立出口执法协调中心；

（ｄ）计划在２０１１年用同样的信息技术系统将国防部和国务院联系在

一起，以改进许可证申请审查的效率。〔１４〕这些改革的提出旨在解决

现行制度无法完成 “防止有害出口，促进良性出口”的重要任务，也

无法满足美国亲密盟国的需求。〔１５〕２０１０年８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将

拟议的改革与 “加强美国制造业和技术部门的竞争力”联系在一起，

作为增加美国出口，创造就业岗位努力的一部分。〔１６〕

俄罗斯

俄罗斯占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国际武器转让总量的２３％。亚洲占俄罗

斯主要常规武器出口的６７％，其次是非洲 （１４％）、美洲 （８％）和

中东 （８％）。印度是俄罗斯武器的最大接受国 （见第三节）。中国是

这一时期俄罗斯的第二大武器接受国，主要因为有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间

的交付。

２０１０年，俄罗斯议会开始修订联邦军技合作法律，要求俄罗斯

２５３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１４〕

〔１５〕

〔１６〕

美国国防部：“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关于涉及国家安全商务活动的发言 （出口

控制改革）”，华盛顿，ＤＣ，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０日，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ｅｆｅｎｓｅ．ｇｏｖ／ｓｐｅｅ

ｃｈｅｓ／ｓｐｅｅｃｈ．ａｓｐｘ？ｓｐｅｅｃｈｉｄ＝１４５３〉；白宫：“总统出口改革倡议情况资料”，２０１０年４月

２０日，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ｏｆｆｉｃｅ／ｆａｃｔｓｈｅｅｔ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ｅｘｐｏｒ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白宫：“奥巴马总统为新的出口控制制度确立基础，以加强国家

安全和提高美国关键制造业和技术部门竞争力”，２０１０年８月３０日，网址：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ｏｆｆｉｃｅ／２０１０／０８／３０／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ｏｂａｍａｌａｙｓ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ａｎｅｗ

ｅｘｐｏｒ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ｎ〉；白宫：“奥巴马总统宣布实施美国新出口控制制度的

第一个步骤”，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９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ｏｆｆｉｃｅ／

２０１０／１２／０９／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ｏｂａｍａ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ｓｆｉｒｓｔｓｔｅｐｓｔｏｗａｒｄ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ｎｅｗｕｓｅｘｐｏｒ〉。

国防部 （同注释 〔１４〕）。

白宫：“总统在商务部年度出口控制更新会议上的讲话录像”，２０１０年８月３０

日，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ｏｆｆｉｃｅ／２０１０／０８／３０／ｖｉｄｅｏｒｅｍａｒｋｓ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ａｎｎｕａｌｅｘｐｏｒ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ｕｐｄａｔ〉。



武器接受国尊重俄罗斯的知识产权。〔１７〕俄政府、公司和媒体继续对

中国仿制其武器系统表达忧虑，但关切的重点已转到对于中国逐渐成

为国际市场竞争者这一方面。２０１０年７月的两件事情说明了这一

点。〔１８〕第一件事，俄罗斯政府启动了一项研究，题目是 “中国武器

与装备制造商的出口战略与策略：成功现象与关键的竞争优势”，以

便更好地理解在武器出口方面来自中国的竞争。〔１９〕第二件事，米格

和苏霍伊飞机设计局的老总米哈伊尔·波戈申致信负责管理俄罗斯武

器贸易的俄罗斯出口公司，称他不愿看到俄罗斯再与中国签订转让

ＲＤ ９３飞机引擎的大型合同，因为中国的歼 １７战机与俄罗斯出口

的米格 ２９战机形成竞争。〔２０〕比如，俄罗斯试图向埃及出售米格

２９，而中国和巴基斯坦则提出与埃及共同生产歼 １７。〔２１〕歼 １７与

２０１０年初斯里兰卡的订单也形成了竞争关系，当时俄罗斯已经同意

向斯里兰卡提供３亿美元的购机贷款。〔２２〕２００９年底，在同中国歼

１７和歼 １０飞机的直接竞争中，俄罗斯赢得了缅甸２０架米格 ２９的

订单。俄罗斯还向缅甸提供了米 ２４和米 ２直升机。尽管担心中国

３５３★ 第六章　国际武器转让 ★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政府主管委员会 （关于俄罗斯与外国进行军事技术合作联邦法修正案草案），

《新闻简报》，２０１０年９月９日，网直一：〈ｈｔｔｐ：／／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ｒｕ／ｄｏｃｓ／１２０９６／〉；关于将

联邦法律项目提交俄罗斯国家杜马事宜，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５日政府令第１６７２号，网址：〈ｈｔ

ｔｐ：／／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ｒｕ／ｇｏｖ／ｒｅｓｕｌｔｓ／１２４８４／〉；俄罗斯国家杜马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４日全会之

后），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４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ｕｍａ．ｇｏｖ．ｒｕ／ｎｅｗｓ／２７３／６０４９９／？ｓｐｈｒａｓｅ

＿ｉｄ＝４１７８７〉。

Ｐ．Ｈｏｌｔｏｍ、Ｍ．Ｂｒｏｍｌｅｙ和Ｐ．Ｄ．Ｗｅｚｅｍａｎ： “国际武器转让”， 《ＳＩＰＲＩ年鉴

２００８》，第２９９—３００页；Ｓ．Ｔ．Ｗｅｚｅｍａｎ、Ｍ．Ｂｒｏｍｌｅｙ和Ｐ．Ｄ．Ｗｅｚｅｍａｎ：“国际武器转让”，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０９》，第３０９—３１０页；Ｅ．ＳｏｚａｅｖＧｕｒｙｅｖ：“抄袭者的武器，对俄罗斯经济安

全的威胁”，《今日俄罗斯》，２０１０年２月９日；“俄罗斯和中国处理非法武器生产问题”，

俄新社，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６日，网址：〈ｈｔｔｐ：／／ｅｎ．ｒｉａｎ．ｒｕ／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０１１１６／１６１３５７１３２．ｈｔ

ｍｌ〉。

Ｉ．Ａｚａｒ：（无耻的东邻），Ｇａｚｅｔａ．ｒｕ，２０１０年７月８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

ｇａｚｅｔａ．ｒｕ／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０１０／０７／０８＿ａ＿３３９６０４３．ｓｈｔｍｌ〉。

“俄罗斯的代表作米格和苏霍伊战机与中国的克隆品进行竞争”， 《真理报》，

２０１０年７月６日。

Ａｚａｒ（同注释 〔１９〕）。

“斯里兰卡可能会选择俄罗斯战机”，Ｖｚｇｌａｙｄ，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３日；“俄罗斯为

斯里兰卡提供３亿美元装备采购贷款”，俄新社，２０１０年２月５日，网址： 〈ｈｔｔｐ：／／

ｅｎ．ｒｉａｎ．ｒｕ／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２０１００２０５／１５７７８４１６９．ｈｔｍｌ〉。



的仿制和竞争，俄罗斯仍维持着与中国的武器转让关系。２０１０年末，

俄中两国达成了交付更多ＪＦ １７用ＲＤ ９３引擎的合同。据报道，

两国讨论了多个项目订单的前景，包括２０１７年转让苏 ３５战机、Ｓ

４００防空系统以及伊尔 ４７６大型运输机等。〔２３〕

俄罗斯与伊朗和叙利亚在２０１０年的武器交易备受关注，也极具

争议。对叙利亚，俄罗斯国防部员和俄罗斯出口公司的官员在转让米

格 ２９、米格 ３１战机以及Ｙａｋｈｏｎｔ反舰导弹问题上相互矛盾。〔２４〕

对伊朗，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决定将Ｓ—３００系统纳入执行联合国

对伊武器禁运的范围之内，导致伊朗国防部长艾哈迈德·维希迪

（ＡｈｍａｄＶａｈｉｄｉ）称俄罗斯 “是靠不住的”。〔２５〕俄罗斯分析人士也担

心，该决定影响俄罗斯作为 “可靠”供应国的信誉，也影响俄罗斯对

其他遭受武器供应国限制的国家转让武器的意愿。〔２６〕

２０１０年有猜测认为，原打算出售给伊朗的Ｓ３００防空系统将提

供给阿塞拜疆，或委内瑞拉。〔２７〕近几年，阿尔及利亚、白俄罗斯、

利比亚和哈萨克斯坦要么也提交了订单，要么已同俄讨论过采购事

４５３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俄罗斯准备向中国出售苏 ３５战机”，俄新社，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６日，网址：

〈ｈｔｔｐ：／／ｅｎ．ｒｉａｎ．ｒｕ／ｍｌｉｔａｒｙ＿ｎｅｗｓ／２０１０１１１６／１６１３５９３０１．ｈｔｍｌ〉；“俄罗斯拟再向中国出售

ＲＤ—９３喷气发动机”，俄新社，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６日，网址：〈ｈｔｔｐ：／／ｅｎ．ｒｉａｎ．ｒｕ／ｍｌｉｔａｒｙ＿

ｎｅｗｓ／２０１０１１１６／１６１３６０５３４．ｈｔｍｌ〉；Ａ．Ｎｉｋｏｌｓｋｉｙ：“中国没有复制任何东西”，Ｖｅｄｏｍｏｓｔｉ，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３日。

“俄罗斯信守向叙利亚出售Ｐ—８００反舰导弹承诺”，俄新社，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７日，

网址：〈ｈｔｔｐ：／／ｅｎ．ｒｉａｎ．ｒｕ／ｍｌｉｔａｒｙ＿ｎｅｗｓ／２０１００９１７／１６０６１９５０６．ｈｔｍｌ〉；“俄罗斯武器公司

拒绝Ｙａｋｈｏｎｔ导弹转让合同”，俄新社，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８日，网址：〈ｈｔｔｐ：／／ｅｎ．ｒｉａｎ．ｒｕ／

ｍｌｉｔａｒｙ＿ｎｅｗｓ／２０１０１０２８／１６１１１６５０８．ｈｔｍｌ〉；“官员称，俄罗斯向叙利亚出售军机和防空系

统”，法新社，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４日；“俄罗斯武器出口商否决对向叙利亚转让米格 ３１战机合

同”，俄新社，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７日，网址：〈ｈｔｔｐ：／／ｅｎ．ｒｉａｎ．ｒｕ／ｍｌｉｔａｒｙ＿ｎｅｗｓ／２０１０１０２７／

１６１１０２９０５．ｈｔｍｌ〉。

“伊朗防长：俄罗斯是靠不住的”，Ｐｒｅｓｓ．ｔｖ，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６日，网址： 〈ｈｔ

ｔｐ：／／ｗｗｗ．ｐｒｅｓｓｔｖ．ｉｒ／ｄｅｔａｉｌ／１４４１０３．ｈｔｍｌ〉。关于对叙利亚的禁运，见本卷附录１１Ａ。

“俄罗斯返还伊朗购买Ｓ—３００反导系统预付款１．６６８亿美元”，俄新社２０１０年

１０月７日，网址： 〈ｈｔｔｐ：／／ｅｎ．ｒｉａｎ．ｒｕ／ｒｕｓｓｉａ／２０１０１００７／１６０８６９５９７．ｈｔｍｌ？ｉｄ＝〉； “伊朗

导弹交易案使俄罗斯形象受到玷污”，法新社，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８日。

Ａ．Ｎｉｋｏｌｓｋｉｙ：“不选择伊朗，选择巴库”，Ｖｅｄｏｍｏｓｔｉ，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９日。



宜。２０１０年末，亚美尼亚首次披露，该国从俄罗斯采购了Ｓ３００系

统。〔２８〕这是近几年对亚美尼亚鲜为人知的主要常规武器转让。俄罗

斯还在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向阿塞拜疆提供了坦克和装甲车，而且正在洽

谈其他装备的转让问题。阿塞拜疆在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的武器进口额比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高出３２３％。在阿塞拜疆寻求国外援助发展其本国军工

产业的同时，白俄罗斯、以色列和乌克兰向阿塞拜疆转让了大量的坦

克、装甲车、飞机和火炮。这些军火采购是在阿塞拜疆在那戈尔诺卡

拉巴赫地区问题上不断向亚美尼亚发出战争言论的背景下进行的。〔２９〕

２０１０年２月，俄罗斯总理普京称，俄罗斯的武器出口对俄罗斯

的经济和外交目标都很重要。〔３０〕２０１０年１１月初，普京对俄罗斯出

口公司发挥的作用表示祝贺。从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１０年俄罗斯的武器出口

增加了１５０％，出口收入的增加使得财政增长，也有利于军工产业的

自身发展。〔３１〕２０１０年１１月，俄罗斯联合船舶公司对俄罗斯出口公

司的垄断整套武器系统出口谈判的地位提出了挑战，要求获得同样的

谈判权利。〔３２〕联合船舶公司的这项要求被否决，就像２００６年否绝刚

刚组建的联合飞机公司一样。〔３３〕

５５３★ 第六章　国际武器转让 ★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Ｅ．Ｄａｎｉｅｌｙａｎ：“亚美尼亚展示先进的空防系统”，ＥｕｒａｓｉａＤａｉｌｙＭｏｎｉｔｏｒ，２０１１

年１月１９日。

国际危机小组 （ＩＣＧ）：“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防止战争”，《国际危机小组欧洲

简报》第１６期 （ＩＣＧ：布鲁塞尔，２０１０年２月８日）。

俄联邦总理，“普京总理会见工业与贸易部长维克多·克里斯登科和联邦军事技

术合作事务负责人米哈伊尔·迪米特里耶夫”，２０１０年２月１５日，网址：〈ｈｔｔｐ：／／ｐｒｅｍｉ

ｅｒ．ｇｏｖ．ｒｕ／ｅｎｇ／ｅｖｅｎｔｓ／ｎｅｗｓ／９４１２／〉。

俄联邦总理，“普京总理在公司１０周年会上会见俄罗斯军品出口公司经理”，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３日，网址：〈ｈｔｔｐ：／／ｐｒｅｍｉｅｒ．ｇｏｖ．ｒｕ／ｅｎｇ／ｅｖｅｎｔｓ／ｎｅｗｓ／１２８４４／〉。

（海军司令），《生意人报》，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９日。２１家企业可以独立地与非俄罗

斯客户签订维修、升级等内容的合同，包括联合船舶公司的一些子公司。联邦军事技术合

作事务部，（俄罗斯的军事技术合作项目），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５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ｓ

ｖｔｓ．ｇｏｖ．ｒｕ／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０２５４０９Ｂ８１２Ｄ３３６４ＦＣ３２５７６Ｅ８００３Ｄ０６８Ｃ．ｈｔｍｌ〉。

“俄罗斯最大船舶制造商争取武器出口地位”，俄新社，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９日，网

址：〈ｈｔｔｐ：／／ｅｎ．ｒｉａｎ．ｒｕ／ｍｌｉｔａｒｙ＿ｎｅｗｓ／２０１０１１１９／１６１４０３０３７．ｈｔｍｌ〉。



第三节　对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武器转让

印度和巴基斯坦属于世界上最大的主要武器进口国之列。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年，印度成为全球最大的武器进口国，占全球主要常规武器进

口量的９％，巴基斯坦位于全球第四位，占全球主要常规武器进口量

的５％。印度在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的主要常规武器进口量比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年高出２１％，而巴基斯坦则增长了１２８％。从尚未交付的订货数据以

及计划采购的情况看，两国在未来几年内仍将是主要的武器进口国。

两国均拥有大量过时的武器库存，比如印度官员就强调，最近和即将

进行的采购意在替换这些武器。〔３４〕然而，采购模式也反映出两国均

在采购先进的远程武器，为各自的武装力量增加了新的能力。本节讨

论印度和巴基斯坦近来和计划进行的武器采购及其与两国国内因素、

次区域 （主要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和区域冲突、紧张和目标之间

的关系。〔３５〕

两国的防务政策都缺乏官方阐释性文件。然而，印巴两国政府和

军方领导人的大量言论表明，两国内部和外部的安全问题影响着两国

的防务政策。防务问题在当地媒体上也有讨论，常常有增加武器采购

的情绪。印巴冲突依然是两国采购武器种类和数量的决定性因素。在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孟买遭受恐怖分子袭击后，印度的武器采购尤其如此。

印度指责巴基斯坦应对此次恐怖袭击事件负责。〔３６〕

国内的冲突 （其中有些与印巴冲突有关）也是武器采购的重要动

６５３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３４〕

〔３５〕

〔３６〕

印度认为７０％的武器现已过时。Ｂ．Ｍａｊｕｍｄａｒ：“报道称，印度军事装备有一半

已经过时”，路透社，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３日，网址：〈ｈｔｔｐ：／／ｉｎ．ｒｅｕｔｅｒｓ．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０１０／０１／

１３／ｉｄＩＮＩｎｄｉａ—４５３５５３２０１００１１３〉；Ｇ．Ｖａｎｅｔｓｏｖ：“俄罗斯没有离开印度市场的打算”， “俄

罗斯之声”，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７日，网址： 〈ｈｔｔｐ：／／ｅｎｇｌｉｓｈ．ｒｕｖｒ．ｒｕ／２０１０／１０／０７／２４６０１０５０．

ｈｔｍｌ〉。

还有其他明显的动因，如军事、武器工业和不同政治集团或个人的利益等，但

这里暂不讨论。

印度国防部：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度报告 （国防部，新德里，２０１０），第８页；

Ｓ．Ｔｈａｐｌｉｙａ：“印度的外交政策：一团乱麻６２载”，《印度防务评论》第２４卷第４期 （１０／

１２，２００９）。



因。与中国的紧张关系也被看作是印度采购的重要动因，当然还有印

度对于作为地区乃至全球领导者的欲望。〔３７〕

多年来，两国尝试发展本国的军事工业以满足本国大部分的武器

出口，但并不成功。印度军工部门仅能满足本国武器需要的３０％，

尽管印度投入很大，力图实现数十年来确定的目标———至少满足本国

武器需求的７０％。〔３８〕由于国内冲突的增加，巴基斯坦较小的军工业

连向政府军提供弹药都面临困难。〔３９〕因此，两国都高度依赖外国的

供应。比如，巴基斯坦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所有投入服役的战斗机、坦克

和主要军舰都源于国外。同样，印度同期投入服役的所有战斗机、

７５％的坦克和２７％的主要舰只也是进口的。两国似乎将继续高度依

赖武器进口来满足其武器采购计划。

印度

１９９１年以来，印度的主要武器供应国一直是俄罗斯。这种情况

在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依然如此，俄罗斯对印占印度武器转让总量的

８２％，英国虽然处于第二位，但只占６％。１９９０年代中期以来，以色

列进入对印主要供应国的行列，占印度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武器进口量

的３％。

印度作为武器出口市场的价值激增，也使其拥有了讨价还价的砝

码，可以规定购买条件，也可以给与供应国经济上的好处，使之按照

７５３★ 第六章　国际武器转让 ★

〔３７〕

〔３８〕

〔３９〕

Ｔｈａｐｌｉｙａｌ（同注释 〔３６〕）；Ｄ．Ｓ．Ｒａｊａｎ： “中国是如何看待印度的新防务学说

的”，Ｒｅｄｉｆｆ．ｃｏｍ，２０１０年１月７日，〈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ｒｅｄｉｆｆ．ｃｏｍ／ｃｏｌｕｍｎ／２０１０／ｊａｎ／０７／ｈｏｗ

ｃｈｉｎａｖｉｅｗｓｉｎｄｉａｓｎｅｗｄｅｆｅｎｃｅ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ｈｔｍ〉； “印度的新防务政策将带来１０００亿美元商

机”，路透社，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３０日， 〈ｈｔｔｐ：／／ｉｎ．ｒｅｕｔｅｒｓ．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００９／１０／３０／ｉｄＩＮ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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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需求进行合作。〔４０〕这样，外国政府和武器供应商常常同意印

度十分苛刻的采购程序，包括要求直接补偿和技术转让等。〔４１〕印度

可以作为反恐的战略盟友，也可以 “平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军力。这

样的想法 （主要来自美国）也是对印出售先进武器的原因。〔４２〕

印度长期存在着国内冲突，主要集中在克什米尔地区，这也是印

巴冲突的根源。２０１０年，印度政府与毛主义者纳萨尔叛军之间在印

度东部广大地区的冲突升级。〔４３〕纳萨尔被认为是印度国家安全的严

重威胁，印政府计划部署５万人的军队对付纳萨尔叛军。对付纳萨尔

叛军的军队和准军事部队也需要武器装备来武装。此类采购包括装甲

车、直升机、无人飞机，这些主要靠从国外采购。〔４４〕印度数十亿美

元资金的一部分计划用于采购步枪、夜视系统和其他单兵装备 （如头

盔、防弹背心、制服、无线电设备等），这也与国内冲突有关，且主

要依靠从国外采购。〔４５〕作为数十亿美元维持国内安全投入的一部分，

印度从以色列定购了机载雷达系统，从瑞典定购了海上监视系统。〔４６〕

印度还计划从德国和其他国家定购海上巡逻机，从以色列定购 “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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鹭”无人机和侦查卫星。〔４７〕

印度大量的主要常规武器进口与它所认为的外部威胁即巴基斯坦

和中国密切相关。比如采购海军武器，官方为此举辩护的说法是为了

对抗巴基斯坦海军的现代化和中国在印度洋的野心。〔４８〕飞机、防空

和反导系统是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的优先采购事项，印度主要常规武器进

口的７１％是飞机。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印度从俄罗斯采购了１１４架苏

３０ＭＫＩ和１０架米格 ２９战机，从英国采购了２０架美洲虎战机，从

以色列采购了２架预警机。２０１０年末，一项２０亿美元对５１架印度

幻影—２０００战机进行现代化改造的合同已接近签署。〔４９〕第一批本国

设计的Ｔｅｊａｓ战机虽严重延期，但已于２０１０年服役。另外还有一些

采购，如以色列雷达和美国的飞机引擎等也已敲定。〔５０〕

海军的主要订单被安排在２０１１年，最主要的是１２６架飞机和６

艘潜艇，价值都接近２０亿美元。〔５１〕２０１０年１２月，印度还与俄罗斯

签了１０个月的开发第五代战机的 “初级设计”协议，拟耗资２５０—

３００亿美元，从２０１９年开始购买２００—２００架。〔５２〕自２００１年以来，

印度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坦克进口国从俄罗斯定购了多达１３００辆的

Ｔ—９０Ｓ坦克，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至少交付了２０６辆。这些坦克，以及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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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印度国防部 （同注释 〔３６〕）； “印度计划利用以色列间谍卫星进行海岸监视”，

（同注释 〔４６〕）。

印度国防部 （同注释 〔３６〕）。

Ａ．Ｒｏｔｈｍａｎ： “《论坛报》称，达索公司将赢得幻影现代化改造合同”，

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日。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ｃｏｍ／ｎｅｗｓ／２０１０－１２－

０３／ｄａｓｓａｕｌｔｔｏｗｉｎｍｉｒａｇｅ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ｔｒｉｂｕｎｅｓａｙｓ．ｈｔｍｌ〉。

Ｃ．Ｈｏｙｌｅ：“印度选择通用的Ｆ４１４装配ＴｅｊａｓＭｋＩＩ战斗机”，《国际飞行》，２０１０

年１０月１日；Ｂｈａｔｉａ（同注释 〔３８〕）和Ｍ．Ｐｕｂｂｙ：“以色列欧盟竞逐为Ｔｅｊａｓ合作开发雷

达”，《印度快讯》（ＩｎｄｉａｎＥｘ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４日。

Ｊ．Ｇｒｅｖａｔｔ：“Ｐｒｏｊｅｃｔ７５Ｉｎｄｉａ潜艇项目走全球路线”，《简氏防务周刊》，２０１０年

９月１５日，第１６页。

Ｓ．Ｔ．Ｗｅｚｅｍａｎ：“２００５—２００９战斗机的国际转让”，ＳＩＰＲＩ事实材料，２０１０年１１

月，网址： 〈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ｓ．ｓｉｐｒｉ．ｏｒｇ／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ｎｆｏ？ｃ＿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ｄ＝４１４〉。官方说法是

联合开发项目，只是在最后采用了俄罗斯人设计，并采纳了布拉莫斯 （ＢｒａｈＭｏｓ）反舰导

的合作模式。“印度和俄罗斯签署ＦＧＦＡ联合开发协议”， 《印度展望》，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１

日；Ｒ．Ｂｅｄｉ：“印度勾画出空军现代化计划蓝图”， 《简氏国际防务评论》，２０１０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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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从德国、俄罗斯及美国定购的反坦克导弹和尚未确定来源的

２０００—３６００门１５５毫米火炮，均显示印度继续把巴基斯坦作为主要

的威胁。〔５３〕鉴于２０１０年中印边境的紧张局势，印度国防部长安东尼

（Ａ．Ｋ．Ａｎｔｏｎｙ）和参谋总部甚至声称要准备与中、巴展开两线作战，

并决定建立若干个师在边境区域驻防，从新加坡或美国采购１４５门

１５５毫米火炮。〔５４〕

印度要成为在印度洋和周边地区具有广泛利益的地区大国，其武

器采购支撑着这一雄心。〔５５〕印度即将从俄罗斯购得的阿库拉 （Ａｋｕ

ｌａ）核潜艇和戈尔什科夫航母，２００７年采购了美国退役两栖攻击舰。

兵力投送能力也将因印度生产的３艘航空母舰的服役而而得到进一步

加强。印度的航母生产得到了一家意大利公司的技术协助。〔５６〕２０１０

年，俄罗斯交付了第一批定购的４５架米格 ２９战斗机，这些战机将

装备在航母上。其他飞机如Ｅ ２Ｄ预警机以及航母用装备将从美国

购买。美国已经表示愿意提供上述装备。〔５７〕从美国采购Ｐ—８Ｉ反潜

飞机以及计划采购１０Ｃ １７远程运输机足以表明印度的大国雄心是认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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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２００９年１０月，第３５页；Ｇ．Ｌｕｔｈｒａ：“美国澄清向印度出售鹰眼Ｅ—２Ｄ飞机”，《印度

斯坦时报》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３日。



巴基斯坦

中国和美国是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巴基斯坦最大的主要武器供应国，

接近巴基斯坦武器进口量的４０％；法国和瑞典各占６％。

巴基斯坦对武器供应国的选择与其资金缺乏有密切的联系。美

国给巴基斯坦武器大部分是以赠予和援助的形式提供的。自２００１

年以来，美国向巴基斯坦提供了２１亿美元的援助，未来五年，还

计划提供２０亿美元的军援。〔５８〕美国还将一些剩余的武器捐给巴基

斯坦。中国向巴基斯坦出售武器，部分是国有的武器生产公司以

“软性贷款”的形式出现的。比如，巴基斯坦的第一批４２架ＪＦ １７

战斗机就得到了８亿美元的信贷，２０１０年通过信贷购买武器的案

例还有３６架Ｊ—１０战斗机等项目的采购。〔５９〕巴基斯坦因洪灾造成

的经济损失对其武器购买计划产生了影响，但有报道称，中国为巴

基斯坦提供了优惠的资助条件，因为它想在对印关系中维持巴基斯

坦的战略地位。〔６０〕

和印度一样，内部和外部安全问题影响着巴基斯坦的防务战略。

２０１０年有报道称，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将 “伊斯兰武装分子”列为

巴基斯坦最大的威胁，这是自１９４７年以来首次没有把印度列在威胁

之首。巴基斯坦动用１０万部队对付伊斯兰武装分子。〔６１〕尽管美国国

内对于支持一个不稳定的政府是否明智表示怀疑，还认为向一个与侵

犯人权有牵连的军队提供武器缺乏道义，但美国仍是巴对付国内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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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

〔５９〕

〔６０〕

〔６１〕

Ｋ．Ａ．Ｋｒｏｎｓｔａｄｔ：“直接公开的美国援助和对巴基斯坦的军事补偿”，２００２—２０１１

财年，为 “美国国会研究部”而作，２０１１年１月４日，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ａｓ．ｏｒｇ／

ｓｇｐ／ｃｒｓ／ｒｏｗ／ｐａｋａｉｄ．ｐｄｆ；Ｋ．ＤｅＹｏｕｎｇ〉：“白宫要求给巴基斯坦更多援助”，《华盛顿邮报》，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３日。

Ｊ．Ｇｒｅｖａｔｔ： “中国促成对巴基斯坦的教练机一揽子交易”， 《简氏防务周刊》，

２０１０年６月２日，第１９页。

Ｆ．Ｂｏｋｈａｒｉ：“中国放松对巴基斯坦军售条件”，《简氏防务周刊》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６

日，第７页。

Ｔ．Ｗｒｉｇｈｔ和Ｓ．Ｇｏｒｍａｎ：“巴基斯坦称武装分子的威胁超过印度”， 《华尔街日

报》，２０１０年８月１７日；Ｇｒｅｖａｔｔ（同注释 〔３９〕）。



最主要的武器供应国。〔６２〕然而，美国认为巴基斯坦是阿富汗战争成

功的关键，因此感到应该向巴基斯坦提供与位于巴边境一侧的塔利班

及其支持者作战的手段。〔６３〕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武器转

让包括数十架美国退役的作战和运输直升机以及数百辆装甲运兵车。

此外还有进一步采购直升机的计划。〔６４〕

尽管巴基斯坦的三军情报局做出了上述评估，大部分巴基斯坦的

主要武器计划与采购还是主要或只是用于国防的。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美

国转让的许多武器都属于这类用途，如：３２架Ｆ １６战斗机、５架

Ｐ３反潜机以及ＡＩＭ １２０空对空导弹。〔６５〕中国无疑是１９６５年印巴

战争之后巴基斯坦理想和可靠的武器供应国，也是巴基斯坦在印巴局

势紧张的情况下最重要的武器来源。普遍认为，中国的武器供应部分

是为了维持巴基斯坦的战略地位以便对印度形成牵制。〔６６〕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年，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武器转让包括３艘Ｆ ２２Ｐ护卫舰、２５

架ＪＦ １７战斗机以及１６０辆ＭＢＴ—２０００（另被称为ＡｌＫｈａｌｉｄ）坦

克。〔６７〕另外，巴基斯坦已经向中国定购了更多的护卫舰、约３００架

ＪＦ １７战斗机、４００辆坦克和４架空中预警机。报道称，购买３６架

歼 １０Ｂ战斗机的谈判已接近结束，并将在２０１０年底签署合同。〔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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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６３〕

〔６４〕

〔６５〕

〔６６〕

〔６７〕

〔６８〕

几支巴基斯坦武装部队被指责在与塔利班的冲突中侵犯人权，其他部队及相关

团体被排除在接受２０１０年美援之外。ＤｅＹｏｕｎｇ（同注释 〔５８〕）；Ｙ．Ｍｕｓｈａｒｂａｓｈ：“采访恐

怖主义研究专家ＢｒｕｃｅＲｉｅｄｅｌ：巴基斯坦的政变是 ‘一个真实的可能’”， 《明镜周刊》，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２日。

Ｒ．Ｆ．Ｇｒｉｍｍｅｔｔ：美国队巴基斯坦的军售，国会研究部研究提交国会的报告

ＲＳ２２７５７（美国国会：华盛顿，ＤＣ，２００９年２月６日）。

Ｓ．Ｓｈａｈｚａｄ：“巴基斯坦也许为价格而战”，《亚洲时报在线》，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２日，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ｔｉｍｅｓ．ｃｏｍ／ａｔｉｍｅｓ／Ｓｏｕｔｈ＿Ａｓｉａ／ＬＦ２２Ｄｆ０１．ｈｔｍｌ〉。

Ｋｒｏｎｓｔａｄｔ（同注释 〔６３〕），第５９—６１页。

Ｊ．Ｇｒｅｖａｔｔ： “中国制造”， 《简氏防务周刊》，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５日，第２７页；

Ｂｏｋｈａｒｉ（同注释 〔６０〕）；“巴基斯坦以中国取代美国作为其主要的武器供应国”，《国家》

伊斯兰堡，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８日。

前印度东部海军司令部司令认为更可能采购护卫舰，并不是因为与巴基斯坦的

紧张关系，而是为了声望。Ｍ．Ａｌａｍ：“印度海军的扩张”，巴基斯坦智库，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５

日，网址：〈ｈｔｔｐ：／／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ｔｈｉｎｋｔａｎｋ．ｏｒｇ／ｉｓｌａｍ／ｉｔｅｍ／５９４—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ｎｄｉａｎｎａｖｙ〉。

“巴基斯坦以中国取代美国作为其主要的武器供应国”（同注释 〔６６〕）。



同样在２０１０年，可能采购至少三艘中国潜艇的问题已开始洽谈。〔６９〕

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密切联系体现在中国向巴基斯坦提供某些最先进的

武器上，如制导炸弹、远程空对地导弹以及ＪＦ １７战斗机和空中预

警机上的瞄准和电子战系统，其中有些武器相当先进，甚至中国自己

的军队也刚刚列装。〔７０〕中国与巴基斯坦维持良好关系也与中国希望

以巴基斯坦为基地进入印度洋和阿拉伯海有关。尽管这一基地还有待

建立，一份中巴关于 “进一步推动海洋安全合作”的协议已于２０１０

年末中国总理访巴期间达成。〔７１〕

巴基斯坦也从其他几个国家获得武器以满足其应对它所认为的来

自印度的威胁。这些武器包括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瑞典交付的４架Ｓａａｂ—

２０００空中预警机、乌克兰交付的２架伊尔 ７８运输机 （共订购４

架），以及２０１０年巴西交付的反雷达导弹和意大利交付的第一套

Ｓｐａｄａ ２０００地对空导弹系统 （共订购１０套）。法国在２００８年向巴

交付了一艘Ａｇｏｓｔａ ９０潜艇。作为与欧洲供应国之间为数不多的大

笔交易之一，法国将负责对两艘购于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３年的Ａｇｏｓｔａ潜艇

作空气独立推进系统的现代化改造。〔７２〕

第四节　欧盟对存在冲突国家的出口

七个欧盟成员国———德国、法国、英国、荷兰、西班牙、意大利

和瑞典是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排名前１０位的主要常规武器供应国。２７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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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

〔７０〕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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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Ｂｏｋｈａｒｉ：“中国和巴基斯坦开始洽谈潜艇采购问题”，《简氏防务周刊》，２０１０

年６月１６日，第１４页；“巴基斯坦海军总参谋长海军上将ＮｏｍａｎＢａｓｈｉｒ”，《亚洲防务学

报》，２０１０年１２月，第１１页。

Ｄ．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巴基斯坦计划在２０１０年底试射ＳＤ—１０Ａ”， 《简氏导弹与火

箭》，２０１０年９月，第２页。

Ｍ．Ｌｏｈｄｉ：“巩固伙伴关系”，《卡里基时报》（ＫｈａｌｅｅｊＴｉｍｅｓ），２０１０１２月２９日；

Ｆ．Ｂｏｋｈａｒｉ：“巴基斯坦为ＪＦ １７‘雷电’战斗机建造雷达”，《简氏防务周刊》，２０１１年１

月５日，第１２页。

ＤＣＮＳ：“Ａｇｏｓｔａ：为巴基斯坦量身定做的技术转让”， 《宣传册》 （Ｂｒｏｃｈｕｒｅ），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网址： 〈ｈｔｔｐ：／／ｅｎ．ｄｃｎｓｇｒｏｕｐ．ｃｏｍ／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ｐｌｏａｄｓ／２０１０／１０／Ａｇｏｓｔａ

ＳＳＫ．ｐｄｆ〉。



欧盟成员国合在一起占全球武器出口的３４％。作为一个国家集团，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欧盟武器转让的最大接受地区是欧洲 （４１％），其他依

次是亚洲和大洋洲 （２８％）以及中东 （９％）。欧盟有两个机制可以影

响成员国武器出口的决策：欧盟武器禁运和欧盟有关控制军事技术和

装备出口共同准则的 “共同立场”。〔７３〕 “欧盟共同立场”要求成员国

在评估武器出口许可申请时，适用八项在诸如人权、防止冲突以及经

济发展等问题上的标准。此外还包括了一系列有关信息交换和磋商等

旨在协调欧盟成员国如何解释标准的操作性条款。尽管属于具有法律

约束力的文件，“欧盟共同立场”仍将出口许可的批准和否决权留给

成员国自己。

“欧盟共同立场”的显著特征是尊重国际 “战争法”，防止国家间

和国家内部的武装冲突。第２项标准要求成员国对存在着被用于从事

“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活动的 “明显风险”的转让物项，拒发出口

许可。〔７４〕标准的用语反映了全球已在这一领域建立起规范，在其他

若干有关国际武器转让控制的最佳实践范本文件中也使用了同样的表

述。〔７５〕第３条和第４条标准要求成员国对 “有可能引发或延长武装

冲突或加剧现有紧张局势”，或 “接受国明显可能将转让的军事技术

用来……攻击另一个国家”的转让物项拒发出口许可。这两条标准所

用的文字反映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在防止 “破坏稳定”的转让方面所

进行的讨论。同第２条标准一样，许多有关国际武器转让控制的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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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

〔７４〕

〔７５〕

“欧盟共同立场”确定于２００８年１２月，以取代１９９８年６月达成、仅具有政治约

束力的 《欧盟武器出口行为准则》。２００８年１２月的 《欧盟理事会共同立场》 （２００８／９４４／

ＣＦＳＰ）规定了关于军事技术和装备出口的共同规则，《欧盟官方公报》，Ｌ３３５，２００８年１２

月１３日，第９９—１０３页；欧盟理事会：《欧盟武器出口行为准则》，８６７５／２／９８Ｒｅｖ．２，布

鲁塞尔，１９９８年６月５日。另见Ｓ．Ｂａｕｅｒ和Ｉ．Ｍｉ＇ｃｉ＇ｃ： “对有关国际安全的转让的控制”，

２０１０年ＳＩＰＲＩ年鉴，第４５９—４８６页。关于武器禁运，参见本卷附录１１Ａ。

关于１９４９年 《日内瓦公约》的概要及其１９７７年议定书，即国际人道法的基础，

见本卷附件。

见 “国际红十字委员会 （ＩＲＣ）： “武器转让的决策：适用国际人道法的标准”

（ＩＣＲＣ：日内瓦，２００７年６月），第４页。



实践范本文件中也使用了同样的表述。〔７６〕

本节探讨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欧盟成员国在控制对几个存在武装冲突

的国家的武器出口时是如何应用第２、第３和第４条标准的。这些案

例研究探讨了影响某些国家武器出口决策的一些因素，这些因素也限

制了欧盟在这一领域进行政策协调的努力。

对以色列的武器转让

２００６年７月，以色列对黎巴嫩境内的目标发起了一系列攻击，

然后又出动３万人的部队展开大规模的地面入侵。以色列的攻击遭到

黎巴嫩真主党的越界袭击，其中两名以色列士兵遭到绑架，三名以色

列士兵遭杀，冲突造成了１０００名黎巴嫩平民伤亡。〔７７〕２００８年１２月，

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目标发起 “铸铅行动”。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以色列

还对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目标展开空袭，指责这些地方鼓励和从

事恐怖活动。〔７８〕冲突期间，以色列受到了违反国际人道法的

谴责。〔７９〕

有若干欧盟成员对于向以色列出口武器保持克制政策。然而，虽

然有些国家维持着一概禁止所有转让的政策 （如比利时），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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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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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Ｇｏｌｄｂｌａ：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和ＳＩＰＲＩ，军备控制：谈判协定的新指南

（Ｓａｇｅ出版物，伦敦，２００２）第２４１—２４６页；欧洲安全合作组织 （ＯＳＣＥ），安全合作论

坛：关于常规武器转让的的原则，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２５日，ＤＯＣ．ＦＳＣ／３／９６； 《瓦森纳协议》，

对可能破坏稳定的常规武器增加进行客观分析和建议的要素，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３日，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ａｓｓｅｎａａｒ．ｏｒｇ／〉。

见Ｓ．Ｌｉｎｄｂｅｒｇ和Ｎ．Ｍｅｌｖｉｎ：“主要武装冲突”，《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０７》，第６６—７２

页；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根据Ｓ—２／１号决议提交的 “黎巴嫩问题调查委员会报告”，２００６年

１１月２３日，第３页。

“以色列空袭加沙致使局势紧张”，ＢＢＣ新闻，２０１０年１２月，网址：〈ｈｔｔｐ：／／

ｗｗｗ．ｂｂｃ．ｃｏ．ｕｋ／ｎｅｗｓ／ｗｏｒｌｄ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１２０４７９０８〉。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黎巴嫩和以色列调查团”，Ａ／ＨＲＣ／２／７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２日；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联合国加沙冲突事实调查使团报告”（金石头报告），Ａ／ＨＲＣ／１２／４８，

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５日。



则对许可申请采取个案处理的办法 （如英国）。〔８０〕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

欧盟成员国共拒绝１１４宗对以色列的军事装备出口许可申请。最常援

引的拒绝理由是第２、３、４条标准。〔８１〕在某些情况下，欧盟成员国

还拒绝军事装备过境和转运至以色列。〔８２〕

不过，许多欧盟成员国的确批准了对以色列的大量武器装备出口

许可。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欧盟成员国批准的对以色列军事装备出口许

可价值为７．４７９亿美元。绝大部分许可涵盖部件、子系统和弹药。已

有的数据显示，欧盟各国的出口许可实践可能缺乏协调。例如，２００８

年欧盟成员国共发放价值１６１０万欧元出口以色列 “地面车辆和部件”

的转让许可，其中８８０万欧元的出口许可是德国发放的。同年，欧盟

成员国还否决了６宗对以色列的同类军事装备出口许可。〔８３〕德国是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欧盟成员国中唯一同意向以色列转让主要常规武器的

国家。２００６年，德国与以色列签订了价值１０亿欧元的２艘海豚潜艇

交易，由德国负担３３％的费用，将于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期间交付。报道

称，价值１２亿欧元的另外一艘海豚潜艇和两艘 ＭＷＫＯＡ护卫舰的

６６３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８０〕

〔８１〕

〔８２〕

〔８３〕

比利时联邦外事、外贸和国际合作部： “对以色列的武器出口：与区域国家协

商”，布鲁塞尔，２００９年２月９日，网址：〈ｈｔｔｐ：／／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ｅ．ｂｅｌｇｉｕｍ．ｂｅ／ｅｎ／ｎｅｗｓｒｏｏｍ／

ｎｅｗｓ／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２００９／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ｎｉ＿０９０２０９＿ｗａｐｅｎｅｘｐｏｒｔ＿ｉｓｒａ＿

ｌ．ｊｓｐ〉；英国下院武器出口控制委员会： “对以色列的武器出口”，外交部国务大臣

Ｒｔ．Ｈｏｎ．ＩｖａｎＬｅｗｉｓＭＰ备忘录，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２日，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ｅｒｙｏｆｆｉｃｅ．ｃｏ．ｕｋ／ｐａ／ｃｍ２００９１０／ｃｍｓｅｌｅｃｔ／ｃｍｑｕａｄ／ｍｅｍｏ／ａｒｍｓ ＿ ｅｘｐ／ｃａｅｃ０２．

ｈｔｍ〉。

参见根据欧盟理事会共同立场 （２００８／９４４／ＣＦＳＰ）第８条第２项所发布的各种年

度报告，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ｏｎｓｉｌｉｕｍ．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ｓｈｏｗＰａｇｅ．ａｓｐｘ？ｉｄ＝１４８４＆ｌａｎｇ＝

ｅｎ〉。在本文撰写期间，只能得到欧盟成员国２００９年末的武器出口数据。

爱尔兰外长Ｄ．Ａｈｅｒｎ： “书面答案：武器贸易”，ＤáｉｌＥｉｒｅａｎｎＤｅｂａｔｅ，第６２６

卷，第２期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２５日）；美国驻都柏林大使馆：“对美国军事转让正在出现的限

制”，发给国务院的电报ＣａｂｌｅｔｏＵＳＤＵＢＬＩＮ１０２０第６号，２００６年９月５日，网址：〈ｈｔ

ｔｐ：／／ｗｉｋｉｌｅａｋｓ．ｃｈ／ｃａｂｌｅ／２００６／０９／０６ＤＵＢＬＩＮ１０２０．ｈｔｍｌ〉；大赦国际： “外部对以色列和

加沙的武器供应使冲突火上浇油”，２００９年２月，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ｍｎｅｓｔｙ．ｏｒｇ／ｅ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ｉｎｆｏ／ＭＤＥ１５／０１２／２００９／ｅｎ〉，第３１页；Ｏ．Ｎａｓｓａｕｅｒ： “货船无法卸载”， 《每日镜

报》，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３日。

然而，官方关于欧盟成员国武器出口的数据难以解释，因为它们采集和报告数

据的方法各异，也缺乏细节。比如对以色列武器出口的许可发放可能被列入为试验或展览

的目的而临时出口或者属于以色列的一个大的武器系统的部件，然后再向他国出口。



谈判在２０１０年遇到了困难，因为德国提出了与此前的海豚潜艇交易

不同的融资条件。〔８４〕

若干欧盟成员国还向美国出口子系统或部件，然后美国又将这些

系统和部件集成到出口以色列的武器中。例如，德国向美国提供

ＭＴＵ引擎散件，然后由美国组装运到以色列，而以色列则将其装配

到Ｍｅｒｋａｖａ—４坦克上。此外，德国、爱尔兰、荷兰和英国的公司为

美国制造、出口以色列的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和Ｆ １６战斗机提供子系

统和部件。〔８５〕阿帕奇攻击直升机、Ｆ １６战斗机和Ｍｅｒｋａｖａ ４坦克

都被用于对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中。

如何处理再集成和再出口问题，特别是涉及以色列和美国这种情

况，是欧盟成员国争论的一个议题。〔８６〕２００５年，转让问题被纳入欧

盟武器出口行为准则的用户指南当中。对于这种情况，用户指南称，

“成员国应全面应用行为准则”。然而，成员国还应考虑一系列其他因

素，包括 “它们与该国防务与安全关系的重要性”。〔８７〕欧盟成员国显

然渴望与美国保持技术、经济和政治上的联系。如果欧盟成员国因担

心出口项目的对最终目的地不符合其国家出口标准而否决对美国的武

器出口许可，这样的合作将受到威胁。

对格鲁吉亚和俄罗斯的武器转让

１９９１年苏联解散后，格鲁吉亚政府与俄罗斯支持的阿布哈兹和

南奥塞梯分裂主义分子之间长期交火，有时甚至发展成为激烈的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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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

〔８５〕

〔８６〕

〔８７〕

Ｂ．ＯｐａｌｌＲｏｍｅ： “以色列潜艇交易落空，致使采赐计划泡汤”， 《防务新闻》，

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９日，第６页。

大赦国际： “欧盟武器出口破坏全球安全” （伦敦，２００４），第４１、４２页；

Ｏ．Ｎａｓｓａｕｅｒ和Ｃ．Ｓｔｅｉｎｍｅｔｚ：“透视德国制造：部件，被遗忘的武器出口”（柏林跨大西洋

信息中心和Ｏｘｆａｍ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柏林２００５），第２０—２１页；Ｄ．Ｍｉｌｉｂａｎｄ：英国外交部国

务大臣谈 “以色列 （英国战略出口控制）”，大臣书面声明，下院， 《Ｈａｎｓａｒｄ》，２００９年４

月２１日。

Ｋ．Ｃｏｌｉｊｎ和Ｐ．Ｒｕｓｍａｎ，：“荷兰”，Ｉ．Ａｎｔｈｏｎｙ编辑，ＳＩＰＲＩ，武器出口法规 （牛

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第１１２页；Ｍ．Ｂｒｏｍｌｅ和Ｓ．Ｂａｕｅ：“欧盟武器出口行为准则促进年度

报告”，ＳＩＰＲＩ政策文献第８期 （ＳＩＰＲＩ：斯德哥尔摩，２００４年１１月），第１５页。

欧盟理事会共同立场２００８／９４４／ＣＦＳＰ用户指南界定了规范军事技术和装备出口

控制的规则，９２４１／０９，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９日，网址：〈ｈｔｔｐ：／／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ｃｏｎｓｉｌｉｕｍ．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ｐｄｆ／ｅｎ／０９／ｓｔ０９／ｓｔ０９２４１．ｅｎ０９．ｐｄｆ〉。



冲突。２００４年萨卡什维利当选格鲁吉亚总统后紧张关系持续加剧。

萨卡什维利努力重建格鲁吉亚对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控制，导致格

鲁吉亚军事开支和武器采购大幅增加。〔８８〕一系列紧张升级事件之后，

２００８年８月７—８日夜爆发了武装冲突，格鲁吉亚军队攻击了南奥塞

梯的斯钦瓦里 （Ｔｓｋｈｉｎｖａｌｉ）地区。俄罗斯军队给南奥塞梯以迅速的

支持，导致了所谓 “五日战争”。〔８９〕冲突发生后，欧盟事实调查团

称，格鲁吉亚最初对斯钦瓦里的进攻和俄罗斯将军事行动延伸至格鲁

吉亚领土均构成对国际法的违反。〔９０〕格鲁吉亚和俄罗斯均被指责在

冲突期间进行了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包括对平民地区使用集束弹

药，违反了国际人道法。〔９１〕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欧盟国家否决了７７项对格鲁吉亚的武器出口申

请。〔９２〕第３和第４条标准最常被成员国援引作为拒绝的理由。官方

的数据没有显示究竟是哪个国家做出了否决的决定。然而有证据表

明，在２００８年的冲突发生前，欧盟成员国中的西欧成员国与中欧成

员国在对格鲁吉亚出口武器问题上出现分歧，这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

欧盟内部在对格和对俄关系上的分歧。中欧成员国更愿意批评俄罗斯

支持格鲁吉亚，而西欧国家如德国和意大利则 “相当谨慎”。〔９３〕根据

官方的数据，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欧盟成员国批准了价值４．３６４亿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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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８〕

〔８９〕

〔９０〕

〔９１〕

〔９２〕

〔９３〕

“萨卡什维利威胁要用武力阻止国家的分裂”，《国民的格鲁吉亚》（ＣｉｖｉｌＧｅｏｒ

ｇｉａ），２００４年４月２４日，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ｉｖｉｌ．ｇｅ／ｅｎｇ／ａｒｔｉｃｌｅ．ｐｈｐ？ｉｄ＝６７６５〉。另

见 “第比利斯警告对阿布哈兹军事化零容忍”，《国民的格鲁吉亚》，２００８年３月７日，网

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ｉｖｉｌ．ｇｅ／ｅｎｇ／ａｒｔｉｃｌｅ．ｐｈｐ？ｉｄ＝１７２９２〉。国防开支从２００４年的１．１７亿

（占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的１．４％）上升至２００８年的１６．２５亿 （占ＧＤＰ的８．５％）。见本卷

附录４Ａ；ＳＩＰＲＩ军事开支数据库，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ｉｐｒｉ．ｏｒｇ／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ｍｉｌｅｘ／〉。数

字按２００９年不变美元价格计算。

格鲁吉亚冲突独立国际事实真相调查委员会 （ＩＩＦＦＭＣＧ，布鲁塞尔，２００９年９

月）；Ｅ．Ｓｔｅｐａｎｏｖａ：“武装冲突的趋势：对平民单方面实施暴力”，《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０９》，第

３９—６８页。

“格鲁吉亚冲突独立国际真相调查委员会”（同注释 〔８９〕）Ｉ，第２３—２４页。

“人权观察”（ＨＲＷ）：“死亡的实践：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在２００８年８月的冲突

中使用集束弹药”（ＨＲＷ，纽约，２００９年４月）。

根据理事会共同立场２００８／９４４／ＣＦＳＰ第８条第２款所做 《年度报告》 （同注释

〔８１〕）。

“国际危机小组”（ＩＣＧ）：“格鲁吉亚和俄罗斯在阿塞拜疆问题上的冲突”，《ＩＣＧ

欧洲报告》第１９３号，（ＩＣＧ：第比利斯／布鲁塞尔，２００８年６月５日），第１６—１７页。



（译注：原文 ４３６．４ｂ，疑为 ４３６．４ｍ之误）对格鲁吉亚的武器出

口许可；保加利亚批准了３．０８２亿欧元的出口许可，捷克批准了

０．５７３亿欧元的武器出口许可。２００７年，德国认为格鲁吉亚不是欧盟

和北约成员，国内尚有武装冲突，为此阻止赫克勒尔 （Ｈｅｃｋｌｅｒ）和

考赫 （Ｋｏｃｈ）公司向格鲁吉亚出口２３０支Ｇ—３６步枪。〔９４〕

欧盟内部西欧成员国与中欧成员国的态度差异同样在对俄罗斯出

口军事装备问题上表现出来。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欧盟成员国拒绝了６６

宗对俄出口武器装备申请。最常被援引作为拒绝理由的是第７条标

准，即武器装备有可能落入他人之手。然而，对拒发出口许可证的第

４条标准的第一次援引是在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年被援引了５次。与此同

时，若干西欧国家意识到俄罗斯是一个潜在的市场。２０１０年１２月，

法国同意向俄罗斯出售两艘可以运载直升机、坦克和部队的密史脱拉

（Ｍｉｓｔｒａｌ）两栖登陆舰，另有两艘可选择在俄罗斯进行许可生产。〔９５〕

同月，意大利向俄罗斯提供了１０辆依维柯试验用轻型多用途车，且

有可能在俄罗斯进行２５００辆的许可生产。〔９６〕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均对

拟向俄罗斯出售两栖登陆舰一事表示忧虑，立陶宛国防部长尤克涅维

钦 （ＲａｓａＪｕｋｎｅｖｉ̌ｃｉｅｎ·ｅ）称，该项转让将违反欧盟有关标准的 “共同

立场”。〔９７〕虽然大部分关切与第５条标准———其中提到了武器转让可

能对友邦和盟国防务和安全利益的影响———的执行有关，但第４条标

准的适用问题也常被提及。

第五节　结语

国际武器转让量继续稳定增长，最大的供应国和接受国的构成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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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４〕

〔９５〕

〔９６〕

〔９７〕

Ｊ．Ｋｕｃｅｒａ：“格鲁吉亚在西方遭遇阻力”，《简氏防务周刊》，２００７年６月１３日，

第２１页。

俄罗斯总统办公室：“与法国总统的电话交谈”，《新闻》，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４日，

网址：〈ｈｔｔｐ：／／ｅｎｇ．ｋｒｅｍｌｉｎ．ｒｕ／ｎｅｗｓ／１５２１〉；法新社：“二龙山将为法国战舰支付近２０亿

美元”，《防务新闻》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０日。

Ｔ．Ｋｉｎｇｔｏｎ：“意大利装甲车将在二郎山制造”，《防务新闻》，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６日。

Ａ．Ｒｅｔｔｍａｎ：“法国战舰交易撕开欧盟和北约伤口”，《欧盟观察家》（ＥＵｏｂｓｅｒｖ

ｅｒ）２０１０年２月１１日，网址：〈ｈｔｔｐ：／／ｅｕ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ｃｏｍ／９／２９４５９〉。



些年来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美国和俄罗斯仍占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全球武

器出口量的一半以上，其中亚洲的一些国家是它们武器的主要接受

国。经济和外交政策的考虑对于武器出口的决定也发挥了重要影响。

印度和巴基斯坦位居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全球同期武器进口国的前五

名，而印度是这一时期全球最大的武器进口国。虽然两国进口了大量

的武器来应对外部的安全威胁，对巴基斯坦来说，当前最紧迫的问题

是国内的安全挑战，而这也是印度的担心所在。印度是武器供应国争

取１０亿美元大订单的争夺对象，特别是在战斗机和潜艇方面，而巴

基斯坦则大部分依靠美国的军事援助和中国的优惠贷款来实现武器采

购。印巴两国在未来几年仍可能是主要的武器接受国。

出口仍是欧洲武器制造商的主要收入来源。尽管欧盟成员国已经

有了一个协调武器出口的框架，武器出口的决策仍然是单个国家的

事。这导致了一种局面，即欧盟成员国对欧盟武器出口标准的 “共同

立场”进行不同的解释，某些目的地对于有些欧盟成员国来说可以成

为出口对象，而对另一些成员国来说则不然。最近几年，欧盟成员国

之间对于防止冲突的标准出现了解释上的分歧，特别是在对待以色

列、格鲁吉亚和俄罗斯问题上。成员国的阵营分界并不是恒定的，但

大部分与他们同特定国家之间长期的武器贸易和安全关系以及更广泛

的国家经济和安全利益有关。

（翟玉成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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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６

犃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主要常规武器的

供应方和接受方

ＳＩＰＲＩ武器转让项目

一、导言

ＳＩＰＲＩ武器转让项目负责维护ＳＩＰＲＩ武器转让数据库，该数据库

囊括了１９５０年以来向国家、国际组织和非国家武装集团转让主要常

规武器的资料。〔１〕ＳＩＰＲＩ将数据库中每种武器或子系统用趋势指示

值 （ＴＩＶ）表现出来，然后将根据指定年份中的趋势指示值和交付的

武器系统或子系统的数量计算出从上述各种实体转入、转出，及相互

转让的数量。趋势指示值并不代表武器转让的金额，而是转让量的一

个指示值。因此趋势指示值不应被直接应用。趋势指示值最适合作为

原始数据，计算一段时期内国际武器转让的趋势、供应方和接受方在

全球武器转让中所占的百分比以及向某些特定国家提供的武器量或这

些特定国家向外转让的武器量。

该数据涵盖了自１９５０年至最近的日历年整年的数据，数据收集

和分析是一个连续的过程。随着新数据的获得，数据库中的数据均作

了更新。〔２〕

第二节概述了军火转让数据的资料来源及方法。表６Ａ．１和

６Ａ．２分别介绍了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主要常规武器所有接受方和供应方的

ＳＩＰＲＩ趋势指示值。表６Ａ．３介绍了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间主要常规武器

１７３★ 附录６Ａ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主要常规武器的供应方和接受方★

〔１〕

〔２〕

ＳＩＰＲＩ武器转让数据库，参见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ｉｐｒｉ．ｏｒｇ／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ａｒｍ

ｓ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因此，各版ＳＩＰＲＩ年鉴或其他ＳＩＰＲＩ出版物的数据不能合用或相互比较。需要

２００６年之前的趋势指示值数据的读者可通过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ｉｐｒｉ．ｏｒｇ／〉联系ＳＩＰＲＩ

军火转让项目。



１０个最大接受方的ＳＩＰＲＩ趋势指示值。表６Ａ．４介绍了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间主要常规武器１０个最大供应方的ＳＩＰＲＩ趋势指示值。

２０１０年统计方法的修订

２０１０年，数据库的涉及范围扩展到加油机上使用的空中燃料补

给系统，其条件是该系统的转让并不是由加油机的供应方所供应的。

近年来空中燃料补给系统应用广泛，且在技术方面具有重要性，影响

到军事学说和军力倍增效应。

“舰船”类涉及的范围得到扩展，包括小于１００吨的技术先进且

具有军事重要性的快速巡逻艇。我们以质量而不是尺寸来划归这类舰

船，速度 （公里／小时）乘以尺寸 （满载吨位）所得结果大于等于

３５００的舰船也囊括在内。

对涉及范围的修订适用于本数据库涵盖的所有时期，即可追溯至

１９５０年。

二、武器转让数据的资料来源及统计方法

资料来源

军火转让项目收集的数据来源广泛：报纸和其他期刊杂志、年度

参考书、专题著作、国家和国际官方文献、工业部门信息、博克及其

他网络出版物。所有这些来源所采用的共同标准是公开材料，即公开

发表、公众可以获得的材料。

然而，这类公开资料无法反映世界武器转让的全面情况。公开出

版的报告往往只能提供部分信息，而且这些报告之间经常存在实质性

的差异。因此公开渠道获得的信息不足以跟踪所有武器和其他军事装

备，ＳＩＰＲＩ只涵盖了所定义的所谓 “主要常规武器”。在武器的订购

和交付日期、订购和交付的确切数量 （甚至类型）以及供应方或接受

方的身份，可能并不总是明白清晰的。因此，在编撰ＳＩＰＲＩ武器转

让数据库过程中，进行判断和多方面估计是非常重要的。所有的数据

资料和估算都收录在ＳＩＰＲＩ数据库中。估算是保守的。

选择标准

ＳＩＰＲＩ采用 “武器转让”一词，而不是 “武器贸易”或 “武器销

售”。ＳＩＰＲＩ不仅涵盖包括许可证生产的武器销售，而且还涵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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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的武器供给，包括援助和捐赠。如果借用或租借期大于等于三个

月，那么借用或租借的武器也将算作转让。借用或租借期限的延长不

能算作新的转让。不能将借用或租借期满归还的武器算作向原供应方

的转让。

转让的武器必须是指定给另一国的武装力量、准军事力量或情

报机构。向武装冲突中的非国家行为体提供武器，或非国家行为体

向外转让武器，被表示为向武装的非国家行为体个体交付或由武装

的非国家行为体个体供应武器，并分别被列入 “接受方”或 “供应

方”类别中。向国际组织提供武器，或国际组织向外转让武器也按

相同方式列入和分类。如果交货得到确认，但不能完全确定交货的

供应方或接受方，则该转让就登记为供应方 “不详”或接受方 “不

详”。只有当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合作生产的武器达成转让协议，

而且不清楚由哪一个国家交付时，供应方标定为 “多国供应商”。

术语 “多国供应商”在数据库中仅在转让交易的交货并未发生时使

用。一旦交货，基本就可以确定哪个合作国家进行了最终装配，便

将该国登记为供应方。

包括在ＳＩＰＲＩ数据库中的武器转让数据必须是供应方自愿转让

的。这包括武器的非法转让———没有得到供应方或接受方政府的有效

授权———但不包括缴获的武器或通过叛逃者得到的武器。最后，武器

必须用于军事目的。那些主要用于政府其他部门，但由武装部队登记

和操作的系统，如飞机和民用空运服务，则不列入。此外，只为技术

性或武器采办评估目的供应的武器也不予列入。

一般而言，ＳＩＰＲＩ武器转让数据库试图掌握国家间关系，并以此

作为政府做出转让决定的依据。在确定供应方时，有时会遇见这样的

情况，即需要在供应方 （在其领土上发生转让）和系统或设计的原始

国家之间进行抉择。举例而言，许多中国制造的装甲车使用的是德国

设计且经许可在中国生产的发动机。在数据库中，装甲车登记为来自

中国，但是发动机则登记为来自德国。同样，如果一个系统通过第三

方供应给最终用户，或者该项供应由第三方安排 （代理），那么该第

三方不被视同为供应方或接受方———即使第三方拥有暂时的合法所有

权。举例而言，美国从俄罗斯购买直升飞机给阿富汗武装力量，且交

付前在美国进行改造，这仍将视同为俄罗斯向阿富汗的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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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的范围：主要常规武器

ＳＩＰＲＩ仅涵盖它所认定的 “主要常规武器”，界定如下：

１．飞机：所有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包括最小载重２０千克的无

人驾驶的侦察／监视飞机。不包括微型飞机，有动力、无动力滑翔机

和靶机。

２．装甲车：所有具有整体装甲保护的车辆，包括所有类型的坦

克、反坦克装甲车、装甲车、装甲运兵车、装甲支援车和步兵战车。

只有携带非常轻型装甲保护的车辆 （例如：具有完整但轻型装甲保护

驾驶室的卡车）不包括在内。

３．火炮：口径等于或大于１００毫米的舰炮、固定机关炮、自行

火炮、牵引火炮、榴弹炮、多管火箭筒和迫击炮。

４．传感器：（１）预警范围至少在２５公里以上的所有陆基、空基

和舰载的主动 （雷达）和被动 （如光电）监视系统，不包括导航和气

象雷达；（２）所有火控雷达，不包括测距雷达；（３）用于舰艇和直升

机的反潜作战和反舰声纳系统。如果传感器安装于作战平台 （车辆、

飞机或舰船），登记表只标示该传感器与作战平台来自不同的供货方。

５．防空系统：（１）所有陆基地对空导弹 （ＳＡＭ）系统；（２）所

有口径大于４０毫米的防空炮，或组合口径大于等于７０毫米的多管

炮，这包括装甲底盘和无装甲底盘的自行系统。

６．导弹： （１）所有有动力的装载常规弹头的制导导弹和鱼雷；

（２）所有有制导但无动力的炮弹和炸弹。不包括无制导的火箭、自由

落体航空炸弹、反潜火箭和靶机。

７．舰船：（１）所有标准吨位等于或大于１００吨的舰船；（２）所

有装备了口径等于或大于１００毫米火炮、鱼雷或导弹的舰船；（３）所

有小于１００吨且最大速度 （公里／小时）乘以满载吨位所得结果大于

等于３５００的舰船。不包括大部分观测船、拖船和某些运输船。

８．发动机：（１）军用飞机引擎，例如具有作战能力的飞机、大

型军用运输机和支援飞机，包括直升飞机上的引擎。（２）军舰的发动

机，如快速攻击艇、轻型巡洋舰、护卫舰、驱逐舰、巡洋舰、航空母

舰和潜艇上的发动机；（３）大多数装甲车的发动机———输出功率通常

在２００马力以上的发动机。如果发动机安装于作战平台 （车辆、飞机

或舰船），登记表上则只标示与作战平台来自不同供货方的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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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其他：（１）所有装甲车辆用的安装口径大于２０毫米的炮或安

装制导性反坦克导弹的炮塔。（２）所有舰艇用的安装口径大于５７毫

米炮的炮塔。（３）所有舰艇用的安装组合口径大于等于５７毫米多管

炮的炮塔。如果武器安装于作战平台 （车辆或舰船），登记表上则只

标示与作战平台来自不同供货方的武器系统。（４）加油机上使用的空

中燃料补给系统，且该系统的转让并不是由加油机的供应方所供

应的。

所列出的统计数据仅指这９类武器的转让，不包括其他军事装备

的转让，例如小武器和轻武器、卡车、口径小于１００毫米的火炮、弹

药、支援设备和部件，以及服务或技术转让。

三、ＳＩＰＲＩ趋势指示值

ＳＩＰＲＩ的武器转让评估系统被设计为一个趋势衡量机制，它可以

衡量主要武器总的流量及其地域分布的变化情况。ＳＩＰＲＩ趋势指示值

图表所显示的趋势只是基于相关图表和数据所涵盖年份或时段的实际

交货量，而不是基于某年份签订的订货量。

在趋势指示值系统中，类似的武器具有类似的指示值，因此趋势

指示值能够同时反映被转让武器的数量和质量———换句话说，它描绘

的是军事资源的转让。ＳＩＰＲＩ趋势指示值并不反映转让武器的贸易额

（或支付的金额）。这里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很多情况下无法获得

武器转让金额的可靠数据；二是即便知道武器转让金额，也几乎都是

交易的总额，这一总额不仅包括武器本身，也包括与这些武器相关的

项目 （如：备件、装备或弹药）和辅助系统 （如：特种车辆），以及

与武装部队装备一体化相关的项目 （如改变现有武器系统所需的训

练、软件）；三是即使知道武器转让的金额，往往也不知道此项转让

的财务安排的重要细节 （例如：信用或租借条件和折扣情况）。〔３〕

衡量武器转让的军事意义需要专注于作为军事资源的武器的价

５７３★ 附录６Ａ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主要常规武器的供应方和接受方★

〔３〕 根据目前可以从大多数武器出口国获得的财务统计数据，有可能提供一个有关

经济要素的非常粗略的看法，但是大多数统计数据缺乏足够的细节。这些数据可在ＳＩＰＲＩ

武器转让项目网站上获得，参见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ｉｐｒｉ．ｏｒ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ｒｍａｍｅｎｔｓ／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同样可参见附录６Ｂ。



值。另外，假定这些价值大致反映武器的军事能力，也可以通过考察

武器转让的实际货币金额来实现。然而，上述问题仍然存在 （例如，

一件非常昂贵的武器可能是作为援助无偿转让，因此不能在财务统计

中得到反映，但这却是一项重要的军事资源转让）。ＳＩＰＲＩ的解决办

法是建立一套体系，对军事资源进行衡量包括评估这种转让武器的技

术参数。对武器的目的和武器性能进行评估，并赋予一个价值指数，

这些价值指数反映了这种武器相对于其他武器的军事资源价值。这一

点可以通过给予某些武器一个固定的指数来建立一些基准或参考点来

实现，形成指数的核心，所有其他武器都与这些核心武器进行比较。

简言之，计算单个武器的ＳＩＰＲＩ趋势指示指数的过程如下：对

有些武器类型，可以在公开资料中找到其实际平均采购单价，这里假

定这种实际价格大致反映了这一系统的军事资源价值。例如，一架价

格为１０００万美元的战斗机，其军事资源价值可以被认定为是以５００

万美元购买的战斗机的军事资源价值的两倍；１亿美元购买的潜艇，

其军事资源价值可以被认为是１０００万美元购买的战斗机的１０倍。具

有真实价值的武器被用作进行评估的核心武器。价格不详的武器都要

与核心武器进行比较，这种比较通过以下步骤进行：

１．把目标武器的种类与核心武器的种类相比较。对于价格不详

的武器种类，如果找不到与这种武器类型相当的核心武器，则选择最

为相近的核心武器种类进行比较。

２．衡量武器大小和性能的标准指标 （重量、速度、射程和载

荷），则与武器种类相同的核心武器相比较。例如，１５０００千克的作

战飞机可以与重量相当的作战飞机相比较。

３．其他特性，如电子器件的类型、加载或卸载装置、发动机、

履带或车轮、军事装备和材料都要进行比较。

４．要与同一时期的核心武器进行比较。

对于按 “二手货”交付的武器，则以新武器价格的４０％来确定

其标准价格。如果武器在交付前，供货方对其进行了重要翻修或重大

改造 （其军事资源价值因此而增大），其标准价格则按照新武器价格

的６６％确定。实际上，不同的二手武器的军事资源价值差别可能很

大，这取决于武器使用后的状况以及在使用期间对武器进行改造的情

况。在某些情况下，二手武器现代化的程度已经足以媲美新武器，且

６７３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可以体现新武器的全部价值。

ＳＩＰＲＩ的趋势指示值不考虑武器使用的条件 （例如：１架Ｆ １６

战斗机由一支各方面协调的、训练有素和高度一体化的武装部队使

用，其军事价值要比这架飞机被某个没有这样的武装部队的国家使用

要高得多；同样资源但效果却很不同）。ＳＩＰＲＩ的趋势指示值还假定

核心武器的价格是实价，而且不包括那些即使是官方计划的一部分而

实际上与武器本身没有必然关联的费用。例如，表面上属于某项武器

计划的资金实际上可能与备选的附加装置和装备有关，或者也将包括

在其他计划中的基础技术开发 （不计入成本）有关。实际上，政府可

能用这笔钱以高于武器实际价值的价格进行支付，以此对军工企业进

行补贴，保持企业的正常运营。

如果生产和交付子系统 （如传感器和发动机）的供货方与装载这

些子系统的作战平台的供货方不同，那么在计算作战平台的趋势指示

值时将减去这些部件的价值。这些部件的趋势指示值将标示为与作战

平台来自不同的供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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犅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各国武器

出口额

马克·布罗姆利

表６Ｂ．１提供的是关于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间武器贸易额的官方数据。

表中所列国家都是那些在１０年中至少有６年提供了 “武器出口额”、

“武器出口许可额”或 “武器出口协议额”官方数据的国家，并且平

均交易额都超过１０００万美元。在任何情况下，“涵盖的统计数据”遵

从获取数据的官方出版物所用的语言。每个国家所涵盖的内容有所不

同。不过，“武器出口”通常指实际出口额；“武器出口许可额”一般

指由国家出口许可权威部门签署的武器出口许可交易额；而 “武器出

口协议额”是指签署武器出口协议的交易额。表中不同国家给出的武

器出口数据没有可比性，这些数据可能是基于不同定义及不同方法获

取的。

前些年，ＳＩＰＲＩ提供了一份全球武器贸易总额估算表。但是，由

于属于最大的出口方之一的以色列和英国 （基于官方公布的贸易额）

并没有公布２００８和２００９年的武器出口贸易额数据，因此不能得出近

年来的全球武器贸易总额估算表。与前些年不同，以色列没有公布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和２００９年实际出口武器的贸易额数据，仅能从以色列政

府 “已签订的合同”〔１〕中获得的官方数据。先前英国曾公布过其实

际武器出口贸易额的数据，但是２００８和２００９年并没有公布，仅能基

于 “出口订单”获得英国政府的官方数据。２００８年１１月，英国政府

宣布由于 “继续公布可靠的统计数据具有技术难度”，因此不再依据

８９３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１〕 奥珀尔·罗姆·Ｂ．，“世界第三大武器供应方以色列：国防部”，《防务新闻》，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５日，第６页。



实际武器出口额公布数据。〔２〕

最近几年，有人对美国政府的武器出口贸易额官方数据的准确性

提出质疑。美国出口军事装备主要有两种途径：由国防部负责的政府

对政府的对外军售 （ＦＭＳ）项目，以及由国务院负责的直接商业销

售 （ＤＣＳ）项目。〔３〕对外军售项目涉及的武器出口授权和转让的数

据每年都要接受审查。〔４〕最终数据收录进国防部的报告，作为美国

国会研究部提交报告中评估美国武器出口贸易额的根据。〔５〕然而，

直接商业销售体系却没有相应的系统。直接商业销售体系涉及的武器

出口授权和转让的数据是公开的，但是人们普遍认为它所涵盖的美国

武器出口贸易额是不精确的。〔６〕尤其是有些转让被计算了两次，以

及常常将美国向驻外部队的转运计算在内。〔７〕

２０１０年，美国审计总署 （ＧＡＯ）对对外军售和直接商业销售项

目中的可用武器出口数据进行了分析，旨在获得更精准的美国武器出

口贸易额数据。〔８〕该研究得出了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关于美国武器出口的

新数据，指出２００８年美国武器出口额达１９．４３万亿美元 （译注：原

文中使用的单位似有误，疑为１９４．３亿美元）、２００９年达２２．１５万亿

９９３★ 附录６Ｂ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各国武器出口额 ★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英国国防部， 《停止英国国防统计中的国防出口转运统计和国防就业统计》，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１４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ｄ．ｕｋ／Ｄｅｆ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ＤｅｆｅｎｃｅＮｅｗｓ／Ｄｅｆｅｎ

ｃｅ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Ｃｅｓｓ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ｆｅｎｃｅＥｘｐｏｒｔ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ＡｎｄＤｅｆｅｎｃｅ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Ｉｎ

ＵｋＤｅｆｅｎｃ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ｈｔｍ〉。

斯托尔·Ｒ和施罗德·Ｍ，“美国出口管制”，《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０５》，第７２０—７４０

页。

格里梅特·Ｒ·Ｆ，《向发展中国家转运的常规武器：２００２—２００９》，《国会研究

服务 （ＣＲＳ）报告：４１４０３号》（美国国会：华盛顿ＤＣ，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０日），第１８页。

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 （ＤＳＣＡ），“美国的对外军售、对外军事建设销售和军事援

助 （截至２００９年９月３０日）”，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ｓｃａ．ｏｓｄ．ｍｉｌ／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ｂｉｚｏｐｓ／

ｆａｃｔｓｂｏｏｋ／ｄｅｆａｕｌｔ．ｈｔｍ〉，以及格里梅特 （注４）。

美国国务院，国防贸易控制局，国务院根据 《援外法》第６５５节撰写的报告：

《２００８财年直接商业销售授权》（国务院：华盛顿ＤＣ）。直接商业销售体系下的武器出口数

据局限性参见格里梅特 （注４），第１８页。

美国审计总署 （ＧＡＯ），《波斯湾：为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目标，美国

机构需要对许可数据进行改进和对武器转运的文件进行审计，ＧＡＯ—１０—９１８》，（审计总

署：华盛顿ＤＣ，２０１０年９月）。

美国审计总署 （ＧＡＯ），《防务出口：关于需要改进的出口物项和服务，ＧＡＯ—

１０—９５２》，（审计总署：华盛顿ＤＣ，２０１０年９月）。



美元 （译注：疑为２２１．５亿美元）。审计总署在报告中建议国务院通

过对直接商业销售项目采取措施来改善武器出口数据的质量，并建议

美国政府发布一份将对外军售和直接商业销售项目合并的武器出口报

告。〔９〕美国国务院回应称，它不相信 “作额外的报告将有助于额外

资源的交付或分配”。〔１０〕如今，美国政府正在着手对其军事装备转让

的管制体制进行重大审议，这也许会导致对所有武器出口都具权限的

单一许可证机构的产生和其他变革。〔１１〕这些变革将有助于提升美国

武器出口贸易额数据的整体水平，但可能需要花费几年时间来全面贯

彻这些变革。〔１２〕

００４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美国审计总署 （同注释 〔８〕）。

美国审计总署 （同注释 〔８〕），附录Ⅱ。

白宫，《总统出口管制改革法案情况说明书》，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０日，网址： 〈ｈｔ

ｔｐ：／／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ｏｆｆｉｃｅ／ｆａｃｔｓｈｅｅｔ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ｅｘｐｏｒ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ｉ

ｔｉａｔｉｖｅ〉；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美国总统行政令－输出执法协调中心》，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９

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ｏｆｆｉｃｅ／２０１０／１１／０９／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ｏｒｄｅｒｅｘ

ｐｏｒｔ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ｃｅｎｔｅｒ〉；同样参见第六章第二节。

美国审计总署 （同注释 〔８〕），附录Ⅱ，第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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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６

犆

武器转让的透明度

马克·布罗姆利　保尔·霍尔托姆


一、导言

关于武器转让的官方和可公开获得的资料对于评估各国武器出口

和采购政策是很重要的。然而，公布出售和购买武器的信息对几乎所

有国家而言都是敏感问题。本附录对国际、地区和国家的正式报告机

制最近的进展进行了分析。这些报告机制的目的是为了全面或部分地

提高国际武器转让公开信息的质量和数量。

第二部分描述了向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进行申报的趋势及各国

对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中新增加一类关于轻小武器国际转让的意

见。第三部分描述了编写国家及地区武器出口报告方面的新发展，特

别关注提交报告的及时性问题。

关于在政府间交流的有关武器转让的机密信息，例如欧安组织、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及瓦森纳安排内部交流的信息，则不涉及。国际

武器贸易相关信息的另一来源是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局数据库的海关

数据。〔１〕该数据库并非为增加国际武器转让的公开信息数量的目的

而设计的一项工具。

５０４★ 附录６Ｃ　武器转让的透明度 ★



〔１〕

海宁网站协助收集了本附录数据。

挪威小武器转让倡议搜集并核对了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局数据库的海关数据，

于是推出了小武器出口的年度登记记录，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ｒｉｏ．ｎｏ／ＮＩＳＡＴ／Ｓｍａｌｌ

ＡｒｍｓＴｒａｄ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二、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

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是武器转让主要的官方透明国际制度。它

成立于１９９１年，要求联合国所有成员国报告七大类常规武器的进出

口信息，包括 （ａ）作战坦克、（ｂ）装甲战车、（ｃ）大口径火炮系统、

（ｄ）战斗机、（ｅ）攻击直升机、（ｆ）战舰、（ｇ）导弹及导弹发射器，

还邀请成员国提交关于购买国内生产的主要常规武器及持有情况的信

息，以及国际转让轻小武器的信息。

图６犆１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向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提交报告的国家数

资料来源：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在线数据库，网址： 〈ｈｔｔｐ：／／ｄｉｓａｒｍａｍｅｎｔ．ｏｒｇ／

ｕｎ＿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ｎｓｆ〉。

截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只有７２个国家向登记册提交了

２００９年武器转让报告，其中３０个国家提交了 “零报告” （见表

６Ｃ．１和表６Ｃ．１）。〔２〕这甚至少于最低有８０个国家报告的２００８

年。法国是２０１０年十大常规武器供应商中唯一未向登记册提交

报告的国家。

６０４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２〕 相比较，截至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３１日，分

别有７９、９０、１１２个国家向登记册提交报告。



２０１０年，４３个国家提交了国际转让轻小武器的信息，包括６个

“零报告”。科摩罗、马其顿、圣马力诺、塞尔维亚、西班牙、泰国六

国首次提交轻小武器转让报告。〔３〕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间，共有７５个国

家提交轻小武器至少转让过一次的信息。２００９年阿尔巴尼亚向阿富

汗国家安全力量转让弹药的腐败案件曝光。在此背景下，阿尔巴尼亚

２０１０年提交国际转让轻小武器弹药信息报告，成为提交此类报告的

首个国家。〔４〕

２０１０年１月，联大通过决议要求成员国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对

制度继续运行情况及将轻小武器作为独立报告种类纳入制度可能性的

意见。〔５〕７个国家，即哥伦比亚、以色列、日本、毛里求斯、墨西

哥、新加坡和瑞士于２０１０年提交了它们的相关意见。〔６〕哥伦比亚、

日本、毛里求斯、墨西哥及瑞士均支持以适当方式将轻小武器纳入登

记册。日本、毛里求斯和瑞士强调，轻小武器问题在许多国家和地

区，较之登记册涵盖的现有七大类武器更加重要。轻小武器转让报告

的缺失成为登记册无法照顾次撒哈拉非洲地区安全关切的首要因素。

在当地，轻小武器在动乱和冲突中起了显著作用。〔７〕墨西哥认为，

上述信息对帮助打击轻小武器流入非法市场，防止轻小武器不负责任

转让方面的作用，不言而喻。〔８〕

７０４★ 附录６Ｃ　武器转让的透明度 ★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第６４／５４号联大决议，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２日。

更多信息，参见本书第一章第四节。

第６４／５３号联大决议，（同注释 〔３〕）。

联大，常规武器登记册，联合国秘书长报告，Ａ／６５／１３３，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５日。

联大，“常规武器登记册的继续运行和进一步发展”，Ａ／５８／２７４，２００３年８月１３

日；联大，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运行和下一步发展报告，Ａ／６１／２６１，２００６年８月１５日，

第５１段；联合国裁军办，“西非国家武器装备透明地区研讨会”，２００９年８月，网址：〈ｈｔ

ｔｐ：／／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ｄｉｓａｒｍａｍｅｎｔ／ｈｏｍｅｐａｇｅ／ＯＤＡ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ＤＡＵｐｄａｔｅ／２００９／Ａｕｇ／ｉｎ

ｄｅｘ．ｈｔｍｌ〉。

联合国 （同注释 〔６〕），第１３２页。



表６犆１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向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提交的报告数 （按地区分类）

年份是指提交报告所涵盖的年份。数字是提交的报告数。括号内是 “零报告”的数字。

地区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非洲 １６（１４） １５（１２） ８（７） ４（３） ４（３）

美洲 ２３（１９） ２２（１６） １３（６） １５（９） １０（２）

亚洲及大洋洲 ２８（１８） ２７（１８） ２１（１２） １９（７） １７（９）

欧洲 ４６（１８） ４７（１５） ４６（１３） ４０（１０） ３９（１５）

中东 ４（２） ２（１） ３（１） ２（１） ２（１）

合计 １１７（７１） １１３（６２） ９１（３９） ８０（３０） ７２（３０）

资料来源：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在线数据库，网址： 〈ｈｔｔｐ：／／ｄｉｓａｒｍａｍｅｎｔ．ｕｎ．

ｏｒｇ／ｕｎ＿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ｎｓｆ〉。

以色列并未明确支持将轻小武器作为单独种类纳入登记册，但表

示支持 “尽可能提高登记册有效性和普遍性的一切努力”，同时它还

呼吁特别关注 “武器和弹药，如便携式防空导弹系统 （ＭＡＮ

ＰＡＤＳ）、短程火箭和简易爆炸装置的非法贸易”。以色列尚未向登记

册提交其国际转让轻小武器相关信息。〔９〕

新加坡是唯一明确反对将轻小武器种类引入登记册的国家，认为

这将加重成员国负担而给登记册普遍性带来负面影响。新加坡因此建

议 “如成员国认为报告轻小武器信息对其重要”应继续使用轻小武器

转让标准报表。〔１０〕

三、关于武器出口的国家和地区报告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以来，越来越多的政府开始公布关于武器出

口的国家报告。〔１１〕截至２０１１年１月，３４个国家自１９９０年以来至少

８０４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９〕

〔１０〕

〔１１〕

联合国 （同注释 〔６〕），第３８页。

联合国 （同注释 〔６〕），第１３２页。

所公布报告清单见 ＳＩＰＲＩ网页：〈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ｉｐｒｉ．ｏｒ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ｒｍｅｎｔｓ／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ｓ〉。



发布过１份国家报告，３０个国家从２００８年以来开始这么做。这３０

个国家中，２４个国家报告了授予武器出口许可的信息，２３个国家报

告了实际武器出口的信息 （见下表６Ｃ．４）。

２０１０年，克罗地亚和匈牙利发布了首份武器进出口国家报告，

克罗地亚报告提供了武器进出口许可证的金额，并按武器的目的国和

来源国及出口管制清单予以细分。〔１２〕匈牙利除报告了武器进口金额

并按物品的来源，或军事清单种类予以细分外，还报告了武器出口许

可的财务价值并按目的地和军事清单种类予以细分。〔１３〕

近年来，欧洲国家，特别是欧盟成员国在提交武器出口国家报告

方面大踏步迈进。根据欧盟军事技术和设备出口管理共同规则，出口

武器设备的成员国应提交武器出口国家报告。〔１４〕７个欧盟国家，即

塞浦路斯、希腊、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及波兰〔１５〕在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前未发布国家报告。爱尔兰以前曾发布过武器出

口的国家报告，但可查到的最新信息仅涵盖１９９８年１月的武器进出

口许可证情况。〔１６〕

尽管提交武器出口国家报告的国家数量正在上升，但近几年，部

分报告的某些方面较其此前报告不够具体。例如，捷克和法国的首份

报告分别报告了２００３年和１９９８年的转让情况，其中包含的出口许可

拒签情况比最近几次报告要多。

另外一个限制武器出口透明的因素是公布报告的时效性。大多数

国家武器出口报告旨在帮助公众和议会监督、讨论国家落实武器出口

规定的情况。为更好地服务这一功能，应更及时地提交报告，这样在

９０４★ 附录６Ｃ　武器转让的透明度 ★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克罗地亚经济、劳工及企业部 （ＭＥＬＥ），军事物品及非军事致命物品国家报告

（ＭＥＬＥ：萨格勒布）。

匈牙利贸易许可办公室 （ＨＴＬＯ），军事工业及出口控制局，匈牙利武器出口控

制国家报告 （ＨＴＬＯ：布达佩斯，２０１０年）。

欧盟理事会，理事会共同规则２００８／９４４／ＣＦＳＰ，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８日，就欧盟军事

技术和设备出口管理做出规定，Ｌ３３５，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３日。见欧盟理事会，欧盟武器设备

出口行为准则用户手册，布鲁塞尔，１６１３３／１／０４，ｒｅｖ．１，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２３日，第２２页。

２０１１年２月，波兰发布第一份国家报告。

根据爱尔兰武器出口国家立法，须编写武器出口国家报告。２００８年，出口控制

法案，爱尔兰２００８年第一条法案，２００８年５月５日生效，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ｒｉｓｈ

ｓｔａｔｕｔｅｂｏｏｋ．ｉｅ／２００８／ｅｎ／ａｃｔ／ｐｕｂ／０００１／，第９条〉。



相关讨论中，信息才不会过时。

表６犆２　２００９年各国武器出口年度报告的及时程度

时间段指报告内容的截止时间与发布时间之间的间隔。并非所有报告的时间段数据均可查

到。各国可提交更为及时报告，如每月、每季度或半年报告。

少于３个月 超过３个月 超过６个月 超过９个月 超过１２个月

南非 弗兰德斯 （比利时） 捷克 阿尔巴尼亚 奥地利

瑞典 波黑 法国 克罗地亚 芬兰

瑞士 意大利 乌克兰 丹麦 葡萄牙

荷兰 德国

挪威 匈牙利

英国 罗马尼亚

美国

不同国家的国家报告时效性差别较大 （见表６Ｃ．２）。奥地利、芬

兰、葡萄牙最新国家年度报告的发布时间比报告内容的截止时间超出

１２个月。相比较，南非、瑞典和瑞士最新国家年度报告的发布时间

与报告内容的截止时间相差不到三个月。影响各国及时提交国家报告

能力的因素有多种因素。例如，一些国家，国家报告在公布前需要得

到议会批准，这减缓了向公众发布报告的过程。

除了年度报告，荷兰、瑞典和比利时属弗兰德斯还就其武器出口

情况提交月度报告。罗马尼亚和英国发布季度报告。比利时、比利时

属弗兰德斯及布鲁塞尔提交双年度报告。这些报告的时间跨度越短，

其数据有效性越强，其总体透明水平越高。然而，在某些情况下，报

告发布时间与报告所涵盖的时段相比，还存在显著延迟。

欧盟共同规则要求欧盟成员国就其武器出口许可证金额、实际出

口金额及拒发武器出口许可证情况交换信息。上述数据汇编成公开可

用的年度报告。２０１１年１月，欧盟公布第１２次年度报告，涵盖２００９

年武器转让情况。欧盟２７国均向该报告提交了信息，其中１７国按要

求提交了所有种类信息———第１１次年度报告中，１９国按要求提交了

０１４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所有类别的信息 （见表６Ｃ．３）。〔１７〕近年来，欧盟强调要缩短报告发

布时间与报告截止时间的时间差。〔１８〕然而，第１２次年度报告是至今

以来最为延迟的报告：它的发布时间较其内容的截止时间迟滞了超过

１２个月。

表６犆３　２００３—２００９年向欧盟武器出口年度报告提供信息的情况

年度报告 年份 提供国数量
提供全套

数据国家数ａ

提供全套数据国家

所占比例 （％）

第１２次 ２００９ ２７ １７ ６３

第１１次 ２００８ ２７ １９ ７０

第１０次 ２００７ ２７ １６ ５９

第９次 ２００６ ２５ １６ ６４

第８次 ２００５ ２５ １７ ６８

第７次 ２００４ ２５ １３ ５２

第６次 ２００３ ２２ｂ ６ ２７

ａ全套数据指包含了武器出口许可证金额及年度出口金额，并按照目的地及 “欧盟通

用军事清单”予以细分。

ｂ第６次年度报告包含的信息是２００３年出口许可证及出口量情况，２００４年５月加入欧

盟的１０个成员国无提交义务。但欧盟邀请其在有相关信息的情况下提交，其中７个国家提

交了报告。

资料来源：欧盟理事会，欧盟年度报告，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ｏｎｓｉｌｉｕｍ．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ｓｈｏｗＰａｇｅ．ａｓｐｘ？ｉｄ＝１４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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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１８〕

欧盟理事会，第１２次年度报告系根据欧盟理事会共同立场文件２００８／９４４／ＣＦＳＰ

提交，该文件规定了军事技术和设备出口管理共同规则，《欧盟官方文件》，Ｃ９，２０１１年１

月１３日。所有１２份年度报告均可在此查阅，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ｏｎｓｉｌｉｕｍ．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ｓｈｏｗＰａｇｅ．ａｓｐｘ？ｉｄ＝１４８４〉。

欧盟理事会，第１１次年度报告系根据欧盟理事会共同立场文件２００８／９４４／ＣＦＳＰ

提交，该文件规定了军事技术和设备出口管理共同规则，《欧盟官方文件》，Ｃ２６５，２００９年

１１月６日，第４页。



表６犆４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参加国际、地区和国家报告机制的国家

×表示成员国在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间至少发布或提交一次报告。

国家

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 国家报告

进口

或出口

轻小

武器

出口

许可证ｂ
武器出口ｃ

拒发

许可证ｄ

中介

许可证ｅ

阿尔巴尼亚 × （无） × ×

安道尔 × （无）

安提瓜和巴布达 × （无） × （无）

阿根廷 × × （无）

亚美尼亚 × （无） ×

澳大利亚 × ×

奥地利 × × ×

阿塞拜疆 ×

孟加拉国 × ×

白俄罗斯ｆ ×

比利时 × × ×ｇ

伯利兹 × （无）

不丹 × （无）

玻利维亚 × （无） ×

波黑 × × × ×

巴西 ×

文莱 × （无） ×

保加利亚 × × × ×

布隆迪 × （无）

柬埔寨 ×

加拿大 × × ×

智利 × ×

中国 ×

哥伦比亚 × × Ｘｇ

科摩罗 × （无） × （无）

哥斯达黎加 × （无）

２１４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国家

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 国家报告

进口

或出口

轻小

武器

出口

许可证ｂ
武器出口ｃ

拒发

许可证ｄ

中介

许可证ｅ

克罗地亚 × × ×

塞浦路斯 × × （无）

捷克共和国 × × × × ×

丹麦 × × × ×

吉布提 × （无）

萨尔瓦多 × （无） × （无）

爱沙尼亚 × ×

斐济 × （无） × （无）

芬兰 × × ×

法国 × × × ×

格鲁吉亚 × ×

德国 × × × × × ×

加纳 × （无） × （无）

希腊 × ×

格林纳达 × （无）

危地马拉 × （无）

匈牙利 × × × ×

冰岛 × （无）

印度 ×

印度尼西亚 × ×

爱尔兰 × ×

以色列 ×

意大利 × × × ×

日本 × ×ｈ

约旦 ×

哈萨克斯坦 × ×

肯尼亚 × （无）

韩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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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 国家报告

进口

或出口

轻小

武器

出口

许可证ｂ
武器出口ｃ

拒发

许可证ｄ

中介

许可证ｅ

吉尔吉斯斯坦 × （无）

老挝 × （无）

拉脱维亚 × ×

黎巴嫩 × （无） × （无）

列支敦士登 × （无） ×

立陶宛 × ×

卢森堡 × （无） ×

前南马其顿 × （无） ×

马来西亚 ×

马尔代夫 × （无）

马耳他 × （无） × （无）

毛里求斯 × （无）

墨西哥 × ×

摩尔多瓦 × （无） ×

摩纳哥 × （无）

蒙古 × （无）

黑山 × × × × ×

纳米比亚 × （无）

瑙鲁 × （无）

荷兰 × × × 　 ×

新西兰 × ×

挪威 × × ×

巴基斯坦 ×

帕劳 × （无）

巴拿马 × （无） ×

秘鲁 × ×

菲律宾 × （无） ×

波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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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 国家报告

进口

或出口

轻小

武器

出口

许可证ｂ
武器出口ｃ

拒发

许可证ｄ

中介

许可证ｅ

葡萄牙 × × × ×

罗马尼亚 × × × × × ×

俄罗斯 ×

圣文森特和格

林纳丁斯
× （无） ×

萨摩亚 × （无）

圣马力诺 × （无） ×

塞尔维亚 × × × × ×

塞舌尔 × （无）

新加坡 ×

斯洛伐克 × × × × ×

斯洛文尼亚 × × × ×

所罗门群岛 × （无）

南非 × ×

西班牙 × × × × ×

苏里南 × （无）

斯威士兰 × （无） × （无）

瑞典 × ×ｉ × × × ×

瑞士 × × ×

塔吉克斯坦 × （无）

泰国 × ×

多哥 × （无） × （无）

突尼斯 × （无）

土耳其 × ×

乌克兰 × × ×

英国 × × × × ×

美国 × × ×

越南 × （无）

５１４★ 附录６Ｃ　武器转让的透明度 ★



国家

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 国家报告

进口

或出口

轻小

武器

出口

许可证ｂ
武器出口ｃ

拒发

许可证ｄ

中介

许可证ｅ

共计１１０个国家
１０９

（４７无）

６６

（１１无）
２４ ２３ １１ ５

ａ欧盟２７个成员国标注为，其每年通过发布欧盟年度报告，公布武器出口情况。其

中，标注为 的１９个国家，提供了全套数据，即包含了武器出口许可证金额及年度出口金

额，并按照目的地及 “欧盟通用军事清单”予以细分。

ｂ一国在提供武器出口许可证信息时，如将出口许可证目的地列出，则在表中将其标

注出来。

ｃ一国在提供武器出口信息时，如武器出口目的地列出，则在表中将其标注出来。

ｄ一国在提供拒发出口许可证信息时，如将拒发目的地列出，则在表中将其标注出来。

ｅ一国在提供武器中介许可证信息时，如将中介许可证目的地列出，则在表中将其标

注出来。

ｆ２００９年５月，白俄罗斯发布 《２００８年武器出口控制和武器出口报告》，但该报告并未

提供颁发及拒发武器出口许可证等信息。

ｇ自２００３年初，比利时三个地区的政府 （布鲁塞尔、弗拉芒和瓦隆尼亚）开始承担提

交出口许可证的义务。较比利时国家报告，每个地区提交的武器出口报告均包含更多信息。

ｈ日本向登记册提交了２００８、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政府采购其本国生产的轻小武器的背景

情况。

ｉ瑞典未提交轻小武器的进出口数量，只提交了武器系统种类、源自地和目的地。

资料来源：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数据库，网址： 〈ｈｔｔｐ：／／ｄｉｓａｒｍａｍｅｎｔ．ｕｎ．ｏｒｇ／ｕｎ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ｎｓｆ〉；国家报告，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ｉｐｒｉ．ｏｒ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ｒｍａｍｅｎｔｓ／ｔｒａｎｓ

ｆｅｒｓ／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ｓ〉。

（孔君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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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章
世界核力量

香农·Ｎ·基尔　维达利·费琴科

巴拉特·高伯拉斯瓦米　汉斯·Ｍ·克里斯滕森

第一节　导言

２０１１年初，８个国家拥有约２０５００枚核武器，其中５０００多枚是

部署的和准备使用的 （见表７．１）。近２０００枚核武器保持高度作战戒

备状态。

所有５个法律上承认的核武器国家，即１９６８年 《不扩散核武器

条约》（ＮＰＴ）所界定———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似

乎决心继续保持核大国地位，正在或将要使其核力量现代化。〔１〕同

时，俄罗斯和美国在２０１０年 《关于进一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

器的措施的条约》（新ＳＴＡＲＴ）中已承诺进一步削减其战略核力量，

新ＳＴＡＲＴ条约是失效的１９９１年 《关于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

条约》（ＳＴＡＲＴ）的后续条约。２０１０年４月签署的新ＳＴＡＲＴ条约

取代了２００２年 《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ＳＯＲＴ）。〔２〕本章的第

二和第三节分别阐述了美国和俄罗斯部署的核力量的构成。其他３个

核武器国家的核武库是相当小的，但是它们正在部署新型核武器或已

宣布打算这样做。第四至第六节分别提供了有关英国、法国和中国运

７１４★ 第七章　世界核力量 ★

〔１〕

〔２〕

根据ＮＰＴ条约，只有在１９６７年１月１日之前制造和爆炸核装置的国家才被承

认是核武器国家。关于ＮＰＴ条约的概要和其他详细内容，参见本卷附件Ａ。

关于ＳＴＡＲＴ条约、ＳＯＲＴ条约和新ＳＴＡＲＴ条约的概要和其他详细内容，参见

本卷附件Ａ。



载工具和弹头库的数据。

关于３个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非缔约国印度、巴基斯坦和以色

列核武库的部署状态和核能力的可靠信息是很难找到的。在缺少官方

声明的情况下，所获信息往往是矛盾的或不正确的。印度和巴基斯坦

正在扩大其核打击能力，而以色列似乎正在观望伊朗局势如何发展。

第七至第九节分别提供了有关印度、巴基斯坦和以色列核武库的信

息。第十节阐述了朝鲜的核武器能力。第十一节给出了一个简短的

结论。

附录７Ａ包括全球裂变材料高浓铀和分离钚库存和生产表，高浓

铀和分离钚是用于核武器的原材料。

这里给出的数字是基于公开信息的估计数，包含一些不确定性，

如表的注释中所反映的那样。

表７１　２０１１年１月世界核力量 （部署弹头的数量）

所有数字都是大约数

国家
第一次核

试验年份
部署的弹头ａ 其他的弹头ｂ 总数

美国 １９４５ ２１５０ｃ ６３５０ ～８５００ｄ

俄罗斯 １９４９ ～２４２７ｅ ８５７０ｆ ～１１０００ｇ

英国 １９５２ １６０ ６５ ２２５

法国 １９６０ ２９０ １０ ～３００

中国 １９６４ ．． ２００ｈ ～２４０

印度 １９７４ ．． ８０—１００ｈ ８０—１００

巴基斯坦 １９９８ ．． ９０—１１０ｈ ９０—１１０

以色列 ．． ．． ～８０ｈ ～８０

朝鲜 ２００６ ．． ？ｉ

总计 ～５０２７ ～１５５００ ～２０５３０

　　ａ“部署的”是指安在导弹上的弹头或放在存有现役力量的基地的弹头。

ｂ这些是储备的、等待拆卸的或在它们变为实战部署之前需要一些准备 （例如组装或放

在发射架上）的弹头。

ｃ这个数字包括约２００枚部署在欧洲的非战略 （战术）核武器。此外，约３００枚非战略

核武器储存在美国，另外的２６０枚将要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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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美国国防部的核武库约有５０００个弹头。另外的约３５００个退役弹头计划到２０２２年

拆除。

ｅ这表示比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０》公布的数字有所减少，反映了俄罗斯政府２０１０年的声

明，即所有非战略 （战术）核武器是储存的和未部署的。

ｆ这个数字包括由短程的海军、空军和空防力量使用的５４００枚非战略核武器。

ｇ俄罗斯的核武库约有８０００个核弹头。另外的约３０００个退役弹头等待拆卸。

ｈ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和以色列的核武库不被认为是完全部署的。

Ｉ朝鲜在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９年进行了核试验爆炸，但没有任何公开的信息证实它拥有实战

的核武器。

第二节　美国核力量

据估计，截至２０１１年１月，美国保持一个约２１５０个实战部署的

核弹头的核武库，包括约１９５０个战略和２００个非战略弹头 （见表

７．２）。除了这个实战部署的武库外，约２８５０个弹头是备用的，整个

武库约有５０００个弹头。〔３〕另外的３５００个退役弹头正在等待拆卸。

与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０》给出的估计相比，这个力量水平略微地

有所下降。〔４〕这个变化反映了洲际弹道导弹 （ＩＣＢＭ）上的弹头进一

步有限地退出部署状态和战斧式海射巡航导弹 （ＳＬＣＭ）上的弹头撤

出现役武库。

《核态势审议》报告和新ＳＴＡＲＴ条约

《核态势审议》（ＮＰＲ）报告的发布和新ＳＴＡＲＴ条约的签署及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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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４〕

Ｈ．Ｍ．克里斯滕森和Ｒ．Ｓ．诺里斯，“２０１１年美国核力量”，《原子科学家公报》，

第６７卷，第２期 （２０１１年３月和４月）。５０００个弹头的武库估计随后被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托马斯·多尼隆证实。托马斯·多尼隆，主题演讲，２０１１年卡耐基国际核政策会议，华盛

顿特区，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９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ｒｎｅｇｉｅ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ｏｒｇ／ｅｖｅｎｔｓ／？ｆａ＝

ｖｉｅｗＳｕｂＥｖｅｎｔ＆ｉｄ＝４３４８６〉。

Ｓ．Ｎ．基尔等，“世界核力量”，《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０》，第３３３—３７０页。



后的争论成为２０１０年的焦点。〔５〕由于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打算

在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ＳＴＡＲＴ条约失效之前完成新ＳＴＡＲＴ条约，所以

《核态势审议》报告审议过程的首要事项是评估由新ＳＴＡＲＴ条约设

定的力量水平所产生的影响。〔６〕该分析报告很快决定保留陆基、海

基和空基三位一体的战略核力量，并反对对该力量结构进行重大

修改。

《核态势审议》报告和新ＳＴＡＲＴ条约都是在２０１０年４月完成

的，确定了今后５—１０年美国核态势的方向。２０１０年 《核态势审议》

报告是第一个明确地把消除所有核武器的最终目标的承诺纳入其中的

审议报告。《核态势审议》报告还第一次在美国核态势中把不扩散大

规模杀伤性武器 （ＷＭＤ）提高到同核武器政策本身一样的重要

高度。

总的来说，《核态势审议》报告和新ＳＴＡＲＴ条约将导致部署的

战略弹头和运载工具的数量的适度削减。然而，《核态势审议》报告

并未兑现奥巴马在２００９年布拉格演讲中所作的承诺，即降低核武器

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以停止冷战思维。〔７〕相反，《核态势审

议》报告重申了核武器对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并建议保留三位一

体的远程进攻性核力量，保持目前几百枚弹道导弹的高度戒备状态，

保留大量核弹头作为备用以便一旦需要增加部署的力量，以及进行运

载工具和弹头的现代化和建设新的弹头生产厂。它目前还拒绝接受不

首先使用政策，继续制定针对非核武装对手的核打击计划。

新ＳＴＡＲＴ条约没有对战略力量进行任何分项限制 （ｓｕｂｌｉｍ

ｉｔｓ）。因此，假若战略力量在部署的弹头以及部署和非部署的运载工

具方面仍然受到总体限制的话，那么对 《核态势审议》报告所建议的

０２４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５〕

〔６〕

〔７〕

美国国防部，《核态势审议》报告 （国防部：华盛顿特区，２０１０年４月），第７

页；新ＳＴＡＲＴ条约 （同注释 〔２〕）。关于新ＳＴＡＲＴ条约和ＮＰＲ的官方资料来源和背景

材料，参见美国国务院，“新ＳＴＡＲＴ条约”，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ｅ．ｇｏｖ／ｔ／ａｖｃ／ｎｅｗ

ｓｔａｒｔ／〉；美国国防部，《核态势审议》报告，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ｅｆｅｎｓｅ．ｇｏｖ／ｎｐｒ／〉。

美国国防部，“《核态势审议》２０１０：《核态势审议》报告、军控和威慑”，情况

简报，２００９年８月６日，第２页。

白宫，“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的演讲，哈德卡尼广场，布拉格，捷克共和

国”，２００９年４月５日，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ｏｆｆｉｃｅ／ｒｅｍａｒｋｓ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ｂａｒａｃｋｏｂａｍａｐｒａｇｕｅ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



核力量必须如何构成则没有任何限制。《核态势审议》报告决定美国

将保留下列核力量结构：（１）４２０枚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每枚携带

一个单弹头，另外的几百枚处于备用状态以用于上载；（２）１４艘核

动力弹道导弹潜艇 （ＳＳＢＮ），到二十一世纪头十年结束可能减到１２

艘，装载２４０枚部署的潜射弹道导弹 （ＳＬＢＭ），每枚导弹携带多个

核弹头，另外的几百枚处于备用状态以用于上载；（３）６０架携带重

力炸弹和巡航导弹的有核能力的重型轰炸机，每架飞机被算作携带一

个单弹头，但几百个弹头处于备用状态以用于上载。

如有命令要增加部署的核弹头的数量，潜射弹道导弹和重型轰炸

机将是备用弹头的主要上载平台。美国国防部是否将决定退役另外的

２０枚洲际弹道导弹或２０架轰炸机以满足新ＳＴＡＲＴ条约对部署的运

载工具的限制，尚不清楚。如果美国要保留所有６０架轰炸机，其最

大力量载荷为１１３６枚核武器，按照新ＳＴＡＲＴ条约每架轰炸机只被

算作携带１枚核武器，美国总的力量水平２６２６个弹头仍将只被算作

１５５０个。

核武器生产综合体

在 《核态势审议》报告和新ＳＴＡＲＴ条约批约听证会期间所作的

陈述中，奥巴马政府宣布美国打算在可预见的未来保留一个大规模的

核武器综合体。在今后十年，国防部 “在核运载系统上将投资一千多

亿美元以保持现有的能力和使一些战略系统现代化”。〔８〕同样，政府

在２０１１财年为国家核安全管理局 （ＮＮＳＡ）的核武器活动增加了

１０％的预算要求，在２０１２财年又增加了８．４％。在今后十年，国家

核安全管理局在维护核弹头和生产设施以及使其现代化上将花费９２０

多亿美元。〔９〕所有现有的弹头都将进行延寿计划和装配新的、改进

的或重大改造的部件。３个具有年产８０个弹头能力的核武器生产设

施将要建造：在田纳西州橡树岭的铀加工设施；在新墨西哥州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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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９〕

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新ＳＴＡＲＴ条约》，条约文件编号１１１—５ （美

国政府印刷局：华盛顿特区，２０１０年１２月），第８７页。

美国国防部和美国国家核安全管理局，“２０１０年１１月对２０１０财年国防授权法案

第１２５１节报告的更新：新ＳＴＡＲＴ条约框架和核力量结构计划”，２０１０年１１月，第１、２、

９页。



斯·阿拉莫斯的化学和冶金研究替代设施 （ＣＭＲＲ）和在密苏里州堪

萨斯城的堪萨斯厂。这些建设项目到２０３０年估计将花费１８００亿

美元。〔１０〕

除了维护、拆卸现有弹头和生产现有弹头的改造型，新设施将具

有为替换弹头每年生产８０个钚芯的能力。这个能力要比每年损失在

核炸药包非核试验上的弹头的数量约大十倍。根据 《核态势审议》报

告，新增加的能力将使 “实质性”削减核武库成为可能。报告称：

通过对我们老化的核武器支持设施进行现代化和对人力资本

的投资，我们可以实质性削减我们留作预防技术和地缘政治突变

的库存核武器的数量，加快我们威慑不再需要的核武器的拆卸，

提高我们对国外核武器活动的了解。〔１１〕

核作战和组织机构

２０１０年，美国继续坚持其战略战争计划——— “ＯＰＬＡＮ （作战计

划）８０１０—０８战略威慑与全球打击”作战计划，战略司令部

（ＳＴＲＡＴＣＯＭ）在２０１０年１１月进行了 “全球雷霆”核演习以检验

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远程轰炸机、加油机以及指控与控制

系统的作战准备情况。近年来，战略司令部已把 “全球雷霆”从一个

指挥所演习扩大到包括力量形成和快速作战的一个全面的核运用

演习。〔１２〕

在２０１０年９月３０日掌控所有以前分别由美国航天司令部和空军

作战司令部管理的洲际弹道导弹和重型轰炸机后，空军全球打击司令

部获得了全面的作战能力。〔１３〕把美国空军战略核资产集中控制在一

２２４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Ｈ．Ｍ．克里斯滕森，“核计划显示削减和大规模投资”，美国科学家联合会战略

安全博客，美国科学家联合会，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２日，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ａｓ．ｏｒｇ／ｂｌｏｇ／

ｓｓｐ／２０１０／０７／ｓｔｏｃｋｐｉｌｅｐｌａｎ．ｐｈｐ〉。

美国国防部 （同注释 〔５〕），第７页。

Ｈ．Ｍ．克里斯滕森，“奥巴马与核战计划”，美国科学家联合会战略安全博客，

美国科学家联合会，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５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ａｓ．ｏｒｇ／ｂｌｏｇ／ｓｓｐ／２０１０／０２／

ｗａｒｐｌａｎ．ｐｈｐ〉。

洲际弹道导弹在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日移交，轰炸机在２０１０年２月１日移交。



个单一司令部 （美国空军２７年来建立的第一个全新司令部）之下是

对发生在２００７年北达科他州迈诺特空军基地的一次严重事故所作的

反应，事故的原因是６枚携带核弹头的巡航导弹被错误地装在一架

“Ｂ—５２Ｈ”飞机上，并被运到路易斯安那州巴克斯代尔空军基地。〔１４〕

陆基弹道导弹

《核态势审议》报告决定，美国在新ＳＴＡＲＴ条约下将保留

４００—４２０枚洲际弹道导弹。这个力量目前由４５０枚导弹组成，它们

携带５００个弹头。在今后几年，那些仍然携带多弹头的导弹每枚将被

卸载至携带一个单弹头。然而，洲际弹道导弹力量的分导式多弹头再

入飞行器能力将继续保持，以保留如果需要就能上载几百个备用弹头

的选择余地。

最后一个 “Ｗ６２”弹头在２０１０年８月１１日已被拆卸，只留下

“Ｗ７８”和 “Ｗ８７”弹头装在洲际弹道导弹上。〔１５〕１７０千吨的 “Ｗ６２”

弹头已被更具威力的３００千吨的 “Ｗ８７／ＭＫ—２１”再入飞行器取代，

“Ｗ８７／ＭＫ—２１”扩大了 “民兵３”洲际弹道导弹力量打击目标的

范围。

花费几十亿美元将 “民兵３”导弹服役寿命延长到２０３０年的现

代化计划正在进行。《核态势审议》报告决定，为替代导弹设想一套

部署选择方案的初步研究将在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开始。这将包括探索以

能够提高生存能力和进一步减少任何引发立即发射的因素为基础的洲

际弹道导弹的新模式。这项评估将是国防部目前洲际弹道导弹力量的

可能的替代品研究的一部分。〔１６〕２０１４年，国防部将提早为后续计划

提出具体建议。〔１７〕

“民兵３”导弹在２０１０年进行了两次飞行试验，与２００９年的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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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美国国防部，国防科学委员会，核武器确信性常设工作组，“关于非授权运转核

武器的报告”，２００８年２月。

美国国家核安全管理局， “能源部长宣布完成了 Ｗ６２的拆卸计划”，新闻稿，

２０１０年８月１２日，网址：〈ｈｔｔｐ：／／ｕｎｓａ．ｅｎｅｒｇｙ．ｇｏｖ／ｍｅｄｉａｒｏｏｎ／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ｃｈｕｐａｎｔｅｘ

０８１２１０〉。

美国国防部 （同注释 〔５〕），第２３、２７页。

美国国防部和美国国家核安全管理局 （同注释 〔９〕）。



数是一样的。

弹道导弹潜艇

所有１４艘美国海军 “俄亥俄”级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都携带

“Ｄ５”导弹。１２艘现役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共装载２８８枚 “Ｄ５”潜

射弹道导弹，其中每枚导弹据估计携带４个弹头，这些导弹共携带约

１１５２个弹头。〔１８〕由于８艘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以太平洋为基地和６

艘以大西洋为基地以及与冷战时期相等的巡逻率，美国核动力弹道导

弹潜艇在太平洋的巡逻率现在超过了６０％，而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平

均只有１５％。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力量由两支舰队组成：一支是在

乔治亚州金斯湾海军潜艇基地的第１０潜艇大队，另一支是在华盛顿

州班戈附近的吉塞普海军潜艇基地的第９潜艇大队。

美国海军正在计划用１２艘下一代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 （被称为

ＳＳＢＮＸ）替代 “俄亥俄”级潜艇。新潜艇将在２０１９年开始建造，并

在２０２６年下水。下一代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将从两艘 “俄亥俄”级

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２０２９年前退役时起开始服役。新级别潜艇将装

载１６枚潜射弹道导弹，以便使更多的潜艇置于未来的军控协议之下

和提供更大的作战灵活性。新的下一代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项目预计

将花费６００—８００亿美元。

美国政府在２０１０年又采购了２４枚改进的 “Ｄ５”潜射弹道导弹，

到２０１２年将共采购１０８枚导弹，花费４０多亿美元。第一枚改进的

“Ｄ５（Ｄ５ＬＥ）”导弹计划在２０１０年部署，将装备 “俄亥俄”级核动

力弹道导弹潜艇直到２０４２年潜艇服役寿命结束。 “Ｗ７６—１／Ｍｋ—

４Ａ”弹头的部署正在进行，到２０１８年约１２００个弹头将被翻新。

“Ｗ７６—１／Ｍｋ—４Ａ”弹头安装了一个新的在设置爆高时更具灵活性

的引信，“使 “Ｗ７６”弹头能够利用 “Ｄ５”导弹的更高精确度”和把

更多的目标包括硬目标纳入射程。〔１９〕

４２４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１８〕

〔１９〕

另外的两艘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在任何给定的时间都在进行检修，其携带的４８

枚导弹和１９２个弹头不包括在总数里。

美国能源部，国防项目办公室，《武库维护和管理计划：第一个年度更新》，根

据美国信息自由法案部分内容被解密和公布 （能源部：华盛顿特区，１９９７年１０月），第

１—１４页。



战略轰炸机

美国空军拥有２０架 “Ｂ—２”轰炸机和９３架 “Ｂ—５２Ｈ”轰炸机，

其中９４架 （１８架 “Ｂ—２”轰炸机和７６架 “Ｂ—５２Ｈ”轰炸机）是有

核能力的。然而，只有６０架 （１６架 “Ｂ—２”轰炸机和４４架 “Ｂ—

５２Ｈ”轰炸机）被认为担负核任务。

据估计，约有２００个核弹头部署在三个基地的轰炸机上。这些包

括飞机发射的 “Ｂ６１—７”、 “Ｂ６１—１１” （只装在 “Ｂ—２”轰炸机上）

和 “Ｂ８３—１”重力炸弹，以及空射巡航导弹 （ＡＬＣＭ）携带的

“Ｗ８０—１”弹头 （只装在 “Ｂ—５２Ｈ”轰炸机上）。另外的几百枚炸弹

和巡航导弹被储存起来，如果需要能重新返回基地。

美国空军打算保留担负核和常规任务的 “Ｂ—５２Ｈ”轰炸机至少

到２０３５年。一项远程打击研究将在２０１１年初完成，以确定未来替代

轰炸机的选择方案，并为替代轰炸机拨款大约１７亿美元。美国空军

还打算用先进远程防区外 （ＬＲＳＯ）核巡航导弹替换在２０３０年期满

的空射巡航导弹。这项研究将继续进行到２０１３年，其目标是在２０２５

年前后开始低速初始生产。〔２０〕

非战略核武器

截至２０１１年１月，美国保留约７６０个非战略核弹头。这包括近

２００个部署在欧洲的 “Ｂ６１”重力炸弹、３００个储存在美国的备用炸弹、

约２６０个用于 “战斧式”对地攻击巡航导弹 （ＴＬＡＭ／Ｎ）的弹头。

“Ｂ６１”炸弹部署在５个北约欧洲成员国的６个空军基地：比利

时、德国、意大利、荷兰和土耳其。〔２１〕大约有一半的炸弹被指定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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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２１〕

美国国防部和美国国家核安全管理局 （同注释 〔９〕），第１１—１２页。

在２００９年９月北约 《核态势审议》吹风会上，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詹

姆斯·米勒谈到 “１８０个北约次战略弹头”。他可能指的是列在美国的欧洲部署授权计划中

的武器的数量。该计划允许授权的弹头数量偏差±１０％。美国北约理事会代表团，“美国国

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米勒与盟国磋商 《核态势审议》报告”，电报 （ＵＳＮＡＴＯ０００３７８），

２００９年９月４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ｅｄｇｅｈｏｇｓ．ｎｅｔ／ｐｇ／ｎｅｗｓｆｅｅｄｓ／ｈｈｗｅｂａｄｍｉｎ／ｉｔｅｍ／

６７２８０５２／ｕｓｅｍｂａｓｓｙｃａｂｌｅｓｕｓｔａｒｇｅｔｓ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ｓｗｉｔｈ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ｗａｒｈｅａｄｓｆｉｔｔｅｄｔｏｎｕｃｌｅａｒ

ｗｅａｐｏｎｓ〉，第１７段。



美国 “Ｆ １５Ｅ”和 “Ｆ １６”飞机投掷。使用美国核武器担负核打击

任务的北约无核武器国家的飞机有：比利时、荷兰和土耳其的 “Ｆ

１６”飞机以及德国和意大利的 “旋风式”战斗机。

《核态势审议》报告决定使一部分的 “Ｆ ３５”联合攻击战斗机

（ＢｌｏｃｋＩＶ）具有核能力，但没有明确说明将在欧洲部署核武器。“Ｆ

３５”战斗机将装载新的 “Ｂ６１ １２”炸弹，该炸弹是 “Ｂ６１ ３／４／

１０”和 “Ｂ６１ ７”的改进型。《核态势审议》报告还决定退役 “战斧

式”对地攻击巡航导弹。

核弹头现代化

美国所有类型的剩余核弹头大规模延寿和现代化计划已为今后几

十年做好了安排。《核态势审议》报告决定，美国 “将不发展新型核

弹头”，但将考虑 “全范围”的延寿计划选择方案，包括 “翻新现有

的弹头，再利用来自不同弹头的核部件，以及替换核部件”。〔２２〕这是

为了不恢复现场核试验和遵守１９９６年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ＣＴ

ＢＴ）。《核态势审议》报告还决定，任何延寿计划 “将只使用基于以

前经过试验的设计的核部件，将不支持新的军事能力”。〔２３〕然而，这

将取决于如何界定 “新的”军事能力，因为例如安装一个新的引爆、

引信和点火装置能够大大地改变一个弹头的军事能力。〔２４〕

表７２　２０１１年１月美国核力量

型号 名称
部署

数量

首次部

署年份

射程

（公里）ａ
弹头×当量 弹头

战略力量 ～１９５０

轰炸机ｂ １１３／６０ ３００

６２４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美国国防部 （同注释 〔５〕），第ｘｉｖ页。

美国国防部 （同注释 〔５〕），第ｘｉｖ页。

Ｈ．Ｍ．克里斯滕森， “小引信———大效果”，美国科学家联合会战略安全博客，

美国科学家联合会，２００７年３月１４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ａｓ．ｏｒｇ／ｂｌｏｇ／ｓｓｐ／２００７／０３／

ｓｍａｌｌ＿ｆｕｚｅ＿—＿ｂｉｇ＿ｅｆｆｅｃｔ．ｐｈｐ〉。



型号 名称
部署

数量

首次部

署年份

射程

（公里）ａ
弹头×当量 弹头

Ｂ—５２Ｈ Ｓｔｒａｔｏｆｏｒｔｒｅｓｓ ９３／４４ １９６１ １６０００
空射巡航导弹

５—１５０千吨
２００ｃ

Ｂ—２ Ｓｐｉｒｉｔ ２０／１６ １９９４ １１０００
Ｂ６１—７，－１１，

Ｂ８３—１炸弹
１００ｄ

洲际弹道导弹 ４５０ ５００ｅ

ＬＧＭ—３０Ｇ 民兵ＩＩＩ

ＭＫ—１２Ａ ２５０ １９７９ １３０００ １—３×３３５千吨 ２００

ＭＫ—２１ＳＥＲＶ ２００ ２００６ １３０００ １×３００千吨 ３００

核动力弹道导

弹潜艇／潜射

弹道导弹ｆ

２８８ １１５２

ＵＧＭ—１３３Ａ
三叉戟ＩＩ

（Ｄ５）ｇ

ＭＫ—４ ．． １９９２ ＞７４００ ４×１００千吨 ５６８

ＭＫ—４Ａ ．． ２００８ ＞７４００ ４×１００千吨 ２００

ＭＫ—５ ．． １９９０ ＞７４００ ４×４７５千吨 ３８４

非战略力量 ２００

Ｂ６１—３，

－４炸弹
．． １９７９ ．． ０．３—１７０千吨 ２００ｈ

战斧式潜射

巡航导弹
（０） １９８４ ２５００ １×５—１５０千吨 （０）ｉ

部署的弹头

总数
～２１５０ｊ

　　．．＝没有可用或适用的数据；（）＝不确定的数字；ＡＬＣＭ＝空射巡航导弹；ＩＣＢＭ＝

洲际弹道导弹；ｋｔ＝千吨；ＳＥＲＶ＝安全加强型再入飞行器；ＳＬＢＭ＝潜射弹道导弹；ＳＬ

ＣＭ＝海射巡航导弹；ＳＳＢＮ＝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

ａ飞机的航程只用于说明的目的；真正的作战航程根据飞行轨迹和武器载荷将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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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

ｂ就轰炸机而言，在 “部署数量”栏中的第一个数字是轰炸机的总数，包括那些训练、

试验和储备的飞机。第二个数字是执行主要任务的飞机的数量，也就是执行核和常规战时

任务的作战飞机的数量。

ｃ空射巡航导弹的总数已削减到５２８枚，其中约２００枚是部署的。根据新ＳＴＡＲＴ条

约，每架核轰炸机只被算作携带一枚核武器，尽管更多的核武器可能储存在轰炸机基地。

ｄ现役重力炸弹仅供 “Ｂ—２Ａ”轰炸机使用。 “Ｂ—５２Ｈ”可能也投掷炸弹，但是其核

任务被认为是依靠空射巡航导弹，因为该轰炸机不能穿透现代空防系统。

ｅ２０１０年 《核态势审议》报告决定在不久的将来使每枚洲际弹道导弹卸载至携带一个

单弹头，还决定保留上载能力以便如果需要能使该力量的Ｗ７８部分重新多弹头化。

ｆ额外的两艘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在任何给定的时间都在进行检修，其携带的４８枚导

弹和１９２个弹头不包括在总数里。

ｇ尽管根据ＳＴＡＲＴ条约规定每枚 “Ｄ５”导弹被算作携带８个弹头，但是据估计美国

海军已经卸载每枚导弹平均携带４个弹头，以满足ＳＯＲＴ条约所规定的弹头上限。“Ｗ７６—

１”弹头在２００８年１０月开始交付。

ｈ自２００１年，部署在欧洲的 “Ｂ６１”炸弹的数量已单方面削减了近三分之二，从４８０

个削减到约１８０个。另外的弹头是备用的。

Ｉ“战斧式”对地攻击巡航导弹依照２０１０年 《核态势审议》报告正在退役。

ｊ包括另外的约２８５０个备用弹头，整个武库约有５０００个弹头。另有约３５００个弹头等

待拆卸，整个武库约有８５００个弹头。还有约１５０００个钚芯储藏在得克萨斯州的潘特克斯

工厂。

资料来源：美国国防部，各种预算报告和新闻稿；美国能源部，各种预算报告和计划；

美国国防部，根据信息自由法案所获得的各种档案文件；美国空军、美国海军和美国能源

部，个人通信；“核笔记本”，《原子科学家公报》，各期；作者的评估。

第三节　俄罗斯核力量

据估计，截至２０１１年１月，俄罗斯拥有２４２７个实战部署的核弹

头 （见表７．３）。这个数字下调了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０》所给的数字，

以反映俄罗斯政府２０１０年的声明，即所有非战略核武器都为库存，

较老的洲际弹道导弹已退役。

按照军控条约的承诺和作为威慑态势从 “充分多余”向 “最低足

够”理论转变的一部分，俄罗斯继续削减其战略核力量。２００９年５

月批准的俄罗斯 《国家安全战略》声称，它将以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

８２４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与美国进攻性战略武器保持数量上的平衡。〔２５〕

２０１０年２月５日，俄罗斯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批准了俄

罗斯最新的军事学说。〔２６〕通过对核武器使用实行更加严格的标准，

该学说略微降低了核武器在俄罗斯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２７〕根据

新的学说，俄罗斯宣布如果 “国家生存受到威胁”，它有权使用核武

器以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攻击和常规武器攻击作出反应。２０００年采

用的军事学说允许在国家安全危急情况下使用核武器。〔２８〕２０１０年军

事学说确定俄罗斯的军事任务是维持 “战略稳定性和在足够水平上的

核威慑能力”，并把 “足够”一词解释为 “一种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给

侵略者造成 ‘预定’的损失的能力”。〔２９〕

根据资深军事专家所说，俄罗斯的战略核力量能够确保 “最低足

够”威慑，但需要质量上的改进以提高其确保进行第二次打击的生存

能力和穿透导弹防御的能力。〔３０〕按照这些标准，俄罗斯已把发展和

部署公路机动的分导式多弹头洲际弹道导弹和新型潜射弹道导弹作为

优先事项。

战略轰炸机

俄罗斯战略空军部队包括两个重型轰炸机师，拥有１３架 “图—

１６０”、３１架 “图—９５ＭＳ１６”和３２架 “图—９５ＭＳ６”飞机。俄罗斯

继续检修和改进所有的战略轰炸机和延长其服役寿命。〔３１〕一架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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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到２０２０年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第５３７号总统令，２００９年５月１２日，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ｃｒｆ．ｇｏｖ．ｒｕ／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９９．ｈｔｍｌ〉。

俄罗斯总统， “俄罗斯联邦军事学说”，２０１０年２月５日，网址： 〈ｈｔｔｐ：／／

ｎｅｗｓ．ｋｒｅｍｌｉｎ．ｒｕ／ｒｅｆ＿ｎｏｔｅｓ／４６１〉。

Ｎ．Ｓｏｋｏｖ，“新的２０１０年俄罗斯军事学说：核的方面”，詹姆斯·马丁不扩散研

究中心，２０１０年２月５日，网址：〈ｈｔｔｐ：／／ｃｎｓ．ｍｉｉｓ．ｅｄｕ／ｓｔｏｒｉｅｓ／１００２０５＿ｒｕｓｓｉａｎ＿ｎｕｃｌｅ

ａｒ＿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ｈｔｍ〉。

俄罗斯总统 （同注释 〔２６〕）；Ｎ．Ｓｏｋｏｖ（同注释 〔２７〕）。

俄罗斯总统 （同注释 〔２６〕）。

Ｓ．Ｕｍｎｏｖ，“俄罗斯的战略核力量：加强弹道导弹防御穿透能力”，《军工信使》，

２００６年３月８—１４日；Ｖ．Ｅｓｉｎ，“美国：追求全球导弹防御”，《军工信使》，２０１０年８月

２５—３１日。

Ｌ．Ｋｒａｍｎｉｋ，“俄罗斯空军的未来如何？”，俄新社，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日，网址：

〈ｈｔｔｐ：／／ｅｎ．ｒｉａｎ．ｒｕ／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２０１０１２０３／１６１６１７４９５．ｈｔｍｌ〉。



—１６０”轰炸机在２０１０年６月完成检修。〔３２〕俄罗斯非战略空军部队

包括４个 “图—２２Ｍ３”轰炸机师。

陆基弹道导弹

俄罗斯战略火箭军 （ＳＲＦ）由３个导弹集团军组成，到２０１６年１

月１日３个导弹集团军将被减到２个。〔３３〕

截至２０１１年１月，俄罗斯有约５０枚 “ＲＳ—２０Ｖ”重型洲际弹道

导弹处于战斗值班状态。〔３４〕俄罗斯有一个正在进行的导弹延寿计划，

并已宣布计划使它们一直服役到２０２６年。〔３５〕发展新的重型洲际弹道

导弹替代 “ＲＳ—２０Ｖ”的问题在２０１０年在俄罗斯继续进行着

讨论。〔３６〕

俄罗斯部署约１２０枚 “白杨ＲＳ—１２Ｍ”洲际弹道导弹，与２０１０

年初相比减少了近３０枚。〔３７〕 “ＲＳ—１２Ｍ”是三级、固体燃料、公路

机动的洲际弹道导弹，携带一个单弹头，在１９８５年开始服役。〔３８〕

“ＲＳ—１２Ｍ”系统正在进行延寿计划。〔３９〕作为这项计划的一部分，

０３４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喀山航空生产联合体 （ＫＡＰＯ）把翻新的导弹载体 ‘图—１６０’移交空军”，

《生意人报》（喀山），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８日。

Ｄ．Ｃ．Ｉｓｂｙ，“俄罗斯战略火箭军计划进行结构调整”，《简氏导弹与火箭》，第１３

卷，第２期 （２００９年２月）。

Ｒ．Ｓ．诺里斯和Ｈ．Ｍ．克里斯滕森，“核笔记本：２０１０年俄罗斯核力量”，《原子

科学家公报》，第６６卷，第１期 （２０１０年１月），第７６页；Ｄ．Ｌｅｎｎｏｘ（编辑），《简氏战略

武器系统》，第５３期 （简氏信息集团有限公司：科尔斯登，２０１０年），第１６７页。北约名

称在表７．３中给出。

“军事委员会”，俄罗斯回声电台，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８日，网址： 〈ｈｔｔｐ：／／ｅｃｈ

ｏ．ｍｓｋ．ｒｕ／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ｖｏｅｎｓｏｖｅｔ／７３４２７４—ｅｃｈｏ／〉；“俄罗斯让 ‘撒旦’弹道导弹一直服役到

２０１６年”，俄新社，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７日，网址： 〈ｈｔｔｐ：／／ｅｎ．ｒｉａｎ．ｒｕ／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ｎｅｗｓ／

２０１０１２１７／１６１８２４７８１．ｈｔｍｌ〉。

Ｄ．Ｃ．Ｉｓｂｙ，“俄罗斯重型洲际弹道导弹还没有任何进展”，《简氏导弹与火箭》，

第１４卷，第１２期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第１４页；“到２０２０年俄罗斯发展新的重型洲际弹道导

弹”，俄新社，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０日，网址： 〈ｈｔｔｐ：／／ｅｎ．ｒｉａｎ．ｒｕ／ｒｕｓｓｉａ／２０１０１２２０／

１６１８５６８７６．ｈｔｍｌ〉。

诺里斯和克里斯滕森 （同注释 〔３４〕），第７６页。

Ｌｅｎｎｏｘ（同注释 〔３４〕），第１６０—１６２页。

Ｄ．Ｃ．Ｉｓｂｙ，“机动的 ‘白杨—Ｍ’导弹的生产停止”，《简氏导弹与火箭》，第１３

卷，第６期 （２００９年６月），第６页。



“ＲＳ—１２Ｍ”导弹在２０１０年成功地进行了两次试射。〔４０〕

“ＲＳ—１２白杨－Ｍ”导弹已发展了公路机动 （“ＲＳ１２Ｍ１”）和井

基 （“ＲＳ１２Ｍ２”）两种类型。〔４１〕截至２０１１年１月，俄罗斯被认为有

１８枚 “ＲＳ１２Ｍ１”导弹和５１枚 “ＲＳ１２Ｍ２”导弹在服役。

２０１０年，俄罗斯开始部署 “ＲＳ２４”导弹，该导弹是 “ＲＳ

１２Ｍ１”的改进型，携带３个分导式多弹头再入飞行器。〔４２〕２００９年

１２月ＳＴＡＲＴ条约的失效使现有的单弹头导弹添加分导式多弹头再

入飞行器能力成为可能。截至２０１１年１月，俄罗斯据称已部署６枚

“ＲＳ２４”导弹。〔４３〕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俄罗斯军方官员证实俄罗斯将放弃生产 “ＲＳ

１２Ｍ１”导弹，转而支持生产 “ＲＳ２４”导弹，而且战略火箭军司令

宣布 “‘白杨－Ｍ’机动导弹系统今后将不提供给战略火箭军”。〔４４〕

然而，井基的 “ＲＳ１２Ｍ２”导弹的部署似乎仍在继续，并计划在

２０１１年部署４枚，在２０１２年再部署４枚。〔４５〕

“ＲＳ１２Ｍ２”和 “ＲＳ２４”导弹预计将成为战略火箭军的支柱。

战略火箭军表示，到２０１６年 “白杨－Ｍ”和 “ＲＳ２４”系统在洲际弹

道导弹力量中至少占８０％。〔４６〕为实现这一目标，俄罗斯将不得不退

役许多 “ＲＳ２０Ｖ”、 “ＲＳ１８”和 “ＲＳ１２Ｍ”导弹和将 “ＲＳ２４”导

弹的生产和部署从目前每年６—１０枚增加到至少１４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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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俄罗斯对 ‘白杨’弹道导弹进行例行试验”，俄新社，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８日，网

址：〈ｈｔｔｐ：／／ｅｎ．ｒｉａｎ．ｒｕ／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ｎｅｗｓ／２０１０１０２８／１６１１１７４５１．ｈｔｍｌ〉；“‘白杨’击中哈萨

克斯坦靶场的目标”，俄新社，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５日，网址：〈ｈｔｔｐ：／／ｅｎ．ｒｉａｎ．ｒｕ／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ｎｅｗｓ／２０１０１２０５／１６１６４０６７８．ｈｔｍｌ〉。

Ｌｅｎｎｏｘ（同注释 〔３６〕），第１５８—１５９页。

Ｄ．Ｃ．Ｉｓｂｙ，“‘ＲＳ２４’进行第三次成功的飞行试验”，《简氏导弹与火箭》，第１３

卷，第１期 （２００９年１月），第３页；Ａ．Ｐｅｔｒｏｖａ， “导弹越好，导弹团越少”，Ｖｚｇｌｙａｄ，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７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ｖｚ．ｒｕ／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１０／１２／１７／４５５６３９．ｈｔｍｌ〉。

Ｐｅｔｒｏｖａ（同注释 〔４２〕）。

“俄罗斯导弹部队用多弹头的 ‘ＲＳ２４’替代 ‘白杨－Ｍ’”，俄新社，２０１０年１１

月３０日，网址：〈ｈｔｔｐ：／／ｅｎ．ｒｉａｎ．ｒｕ／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ｎｅｗｓ／２０１０１１３０／１６１５５８４４６．ｈｔｍｌ〉。

Ｐｅｔｒｏｖａ（同注释 〔４２〕）。

“俄罗斯导弹部队用多弹头的 ‘ＲＳ２４’替代 ‘白杨－Ｍ’”（同注释 〔４４〕）。



弹道导弹潜艇和海射弹道导弹

截至２０１１年１月，俄罗斯海军共有１１艘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

比２０１０年初的１２艘有所减少，原因是有１艘 “德尔塔３”级

（“６６７ＢＤＲ卡尔马计划”）潜艇退役。剩余的４艘 “德尔塔３”级潜艇

配给太平洋舰队，每艘潜艇装载１６枚 “ＲＳＭ５０”潜射弹道导弹。〔４７〕

６艘 “德尔塔４”级 （“６６７ＢＤＲＭ德尔芬计划”）潜艇配给北方舰队。

这些潜艇中的５艘已接受过延长１０年服役寿命的检修，包括安装新

改进的 “ＲＳＭ５４轻舟”导弹。俄罗斯还使１艘 “９４１阿库拉计划”

（“台风”级）潜艇保持服役状态，用作试验平台。〔４８〕２０１０年，俄罗

斯成功地进行了四次目前已部署的 “ＲＳＭ５０”和 “ＲＳＭ５４”潜射

弹道导弹的水下试射。〔４９〕

俄罗斯正在建造３艘新级别 （“９５５博尔雷计划”）的核动力弹道

导弹潜艇。这个级别的第一艘潜艇 “尤里·多尔戈鲁基”号在２０１０

年进行了多次成功的海上试验。〔５０〕俄罗斯宣布计划建造８艘这个级

别的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每艘设计装载１６枚 “ＲＳＭ５６布拉瓦”

导弹。〔５１〕

２０１０年，三级、固体燃料的 “布拉瓦”潜射弹道导弹的发展不

顺，继续受到俄罗斯媒体和高级官员的关注。一旦装在 “９５５计划”

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上，“布拉瓦”导弹可能补充并最终取代 “德尔

塔３／ＲＳＭ５４”系统。在２０１０年间，“布拉瓦”导弹于１０月７日和

２３４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核潜艇 ‘泽廖诺格勒’号将被拆卸”，泽廖诺格勒信息网站，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３

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ｅｔａｌｌ．ｒｕ／ｇｎｎ／１３０／５７３／４６２８４０．ｈｔｍｌ〉。

“俄罗斯打算把 ‘台风’级核潜艇一直保留到２０１９年———海军”，俄新社，２０１０

年５月７日，网址：〈ｈｔｔｐ：／／ｅｎ．ｒｉａｎ．ｒｕ／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ｎｅｗｓ／２０１００５０７／１５８９１７３１０．ｈｔｍｌ〉。

“俄罗斯成功地试射了两枚潜射弹道导弹”，俄新社，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８日，网址：

〈ｈｔｔｐ：／／ｅｎ．ｒｉａｎ．ｒｕ／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ｎｅｗｓ／２０１０１０２８／１６１１１８３８０．ｈｔｍｌ〉；俄罗斯国防部，信息与

公共关系局，“俄罗斯国防部信息与公共关系局的消息”，２０１０年８月７日，网址： 〈ｈｔ

ｔｐ：／／ｗｗｗ．ｍｉｌ．ｒｕ／ｉｎｆｏ／１０６９／ｄｅｔａｉｌｓ／ｉｎｄｅｘ．ｓｈｔｍｌ？ｉｄ＝７５１６８〉。

Ｄ．Ｃ．Ｉｓｂｙ，“‘尤里·多尔戈鲁基’号完成更多的海上试航”， 《简氏导弹与火

箭》，第１４卷，第９期 （２０１０年９月），第５页。

“在２００７２０１５年国家装备计划框架内，拟给俄罗斯海军引入８艘 ‘博尔雷’级

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武器—塔斯社，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９日，网址： 〈ｈｔｔｐ：ａｒｍｓｔａｓｓ．ｓｕ／？

ｐａｇｅ＝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ｉｄ＝８２２０３＆ｃｉｄ＝２５〉。



２９日成功地进行了试射。〔５２〕“布拉瓦”导弹以前１２次试射中的７次

是不成功的。〔５３〕这使 “布拉瓦”导弹试射的总数达到１４次，还有另

外的两次弹出试验 （也就是从潜艇上射出导弹的机械装置的试验）。

定于２０１０年１２月从 “尤里·多尔戈鲁基”号潜艇进行的试射被推迟

到２０１１年年中。〔５４〕

非战略核武器

俄罗斯政府在２０１０年表示，它已削减了７５％的非战略 （战术）

核武库。〔５５〕这样做是为了执行两个有关非战略核武器的不具有法律

约束力的单边倡议，这两个倡议是在１９９１—１９９２年与美国的类似倡

议一同提出的。〔５６〕这个数字超过了俄罗斯官方在２００７年宣布的削减

６０％，它可能表示俄罗斯拆除了额外的武器。〔５７〕

关于俄罗斯非战略核武库的规模和地点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原因是它一直高度保密和缺乏透明。对１９９１年苏联的非战略核武库

规模的估计约为１５０００至２１７００枚。〔５８〕利用俄罗斯政府公布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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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８〕

“俄罗斯的 ‘布拉瓦’导弹在试射中击中目标”，俄新社，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７日，网

址：〈ｈｔｔｐ：／／ｅｎ．ｒｉａｎ．ｒｕ／ｒｕｓｓｉａ／２０１０１００７／１６０８６５７３２．ｈｔｍｌ〉； “俄罗斯成功地试射了 ‘布

拉瓦’弹道导弹”，俄新社，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９日，网址： 〈ｈｔｔｐ：／／ｅｎ．ｒｉａｎ．ｒｕ／ｒｕｓｓｉａ／

２０１０１０２９／１６１１２５３８０．ｈｔｍｌ〉。

“‘布拉瓦’导弹的试验史”，俄罗斯战略核力量，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９日，网址：

〈ｈｔｔｐ：／／ｒｕｓｓｉａｎｆｏｒｃｅｓ．ｏｒｇ／ｎａｖｙ／ｓｌｂｍｓ／ｂｕｌａｖ．ｓｈｔｍｌ〉；“‘布拉瓦’导弹：试射史”，俄新

社，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９日，网址： 〈ｈｔｔｐ：／／ｅｎ．ｒｉａｎ．ｒｕ／ｉｎｆ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２０１０１０２９／１６１１２８１１６．

ｈｔｍｌ〉。

Ｔ．Ｇｒｏｖｅ，“俄罗斯把 ‘布拉瓦’导弹试验推迟到２０１１年———机构”，路透社，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５日，网址：〈ｈｔｔｐ：／／ｉｎ．ｒｅｕｔｅｒｓ．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ｄＩＮＩｎｄｉａ５３５８５９２０１０１２１５〉。

俄罗斯联邦代表团， “俄罗斯联邦在核裁军领域所采取的切实步骤”，声明，

２０１０年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审议大会，纽约，２０１０年５月３—２８日，第８页。

Ｒ．Ｆｉｅｌｄｈｏｕｓｅ，“核武器发展与单边削减倡议”，《ＳＩＰＲＩ年鉴１９９２》，第７２—７３、

８９—９２页。

“俄罗斯决心保留战术核武器来应对潜在的侵略者”， 《真理报》，２００７年１０月

３１日。

关于估计的范围，参见Ｒ．Ｓ．Ｎｏｒｒｉｓ和Ｗ．Ｍ．Ａｒｋｉｎ，“核笔记本：苏联核武库的

估计 （１９９１年７月）”，《原子科学家公报》，第４７卷，第６期 （１９９１年７月和８月），第４８

页；Ａ．Ａｒｂａｔｏｖ，“深度削减和降低戒备状态：俄罗斯的观点”，Ｈ．Ａ．Ｆｅｉｖｅｓｏｎ， 《核转折

点：深度削减和降低核武器戒备状态》（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社：华盛顿特区，１９９９年），第

３２０页。



１９９１年削减了约７５％的数据进行计算，现在非战略核武器的数量大

概是３７００—５４００个弹头。这个数字大致符合在２００９年９月北约 《核

态势审议》吹风会上所使用的 “３０００—５０００多个弹头”的范围。〔５９〕

然而，这些弹头数目大大超过了俄罗斯剩余的具有核能力的海、

空力量和空防发射平台所载的最低弹头能力，这个能力估计是２０８０

个弹头。剩余的１６００—３３００枚非战略核武器中的大部分可能退役和

等待拆卸。

２０１０年，出现了有关所谓的俄罗斯在北约领土附近部署非战略

核武器的新断言和媒体报道。俄罗斯官员对此予以否认。〔６０〕

表７３　２０１１年１月俄罗斯核力量

类型／俄罗斯名称

（北约名称）

部署

数量

首次部署

年份

射程

（公里）ａ
弹头载荷

弹头

数量

战略进攻力量 ～２４２７

轰炸机 ７６ ８４４ｂ

图—９５ＭＳ６

（熊式—Ｈ６）
３２ １９８１ ６５００—１０５００

６×ＡＳ１５Ａ空射巡

航导弹，炸弹
１９２

图—９５ＭＳ１６

（熊式—Ｈ１６）
３１ １９８１ ６５００—１０５００

１６×ＡＳ１５Ａ空射

巡航导弹，炸弹
４９６

图—１６０

（海盗旗）
１３ １９８７ １０５００—１３２００

１２×ＡＳ１５Ｂ空射巡

航导弹或ＡＳ１６短

程空射导弹，炸弹

１５６

洲际弹道导弹 ～２９５ ～１００７

ＲＳ２０Ｖ

（ＳＳ１８撒旦）
～５０ １９９２ １１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１０×５００—８００千吨 ５００

４３４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５９〕

〔６０〕

美国北约理事会代表团 （同注释 〔２１〕）。

Ａ．Ｅｍｔｏｕｓ和Ｊ．Ｗｅｉｓｍａｎ，“俄罗斯的导弹引起美国的担忧”， 《华尔街日报》，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３０日；“立陶宛声称俄罗斯在边境附近部署弹头”，法新社，２０１１年２月８

日；“立陶宛要求限制俄罗斯在加里宁格勒附近部署战术核武器”，Ｖｚｇｌｙａｄ，２０１１年２月８

日。



类型／俄罗斯名称

（北约名称）

部署

数量

首次部署

年份

射程

（公里）ａ
弹头载荷

弹头

数量

ＲＳ１８

（ＳＳ１９匕首）
～５０ １９８０ １００００ ６×４００千吨 ～３００

ＲＳ１２Ｍ白杨

（ＳＳ２５镰刀）
～１２０ １９８５ １０５００ １×８００千吨 ～１２０

ＲＳ１２Ｍ２白杨

－Ｍ （ＳＳ２７）
～５１ １９９７ １０５００ １×８００千吨 ～５１

ＲＳ１２Ｍ１白杨

－Ｍ （ＳＳ２７）
１８ ２００６ １０５００ １× （８００）千吨 １８

ＲＳ２４（ＳＳ２７

Ｍｏｄ２）
６ ２０１０ １０５００ ３× （４００千吨） １８

潜射弹道导弹 １６０ ５７６

ＲＳＭ５０Ｖｏｌｎａ

（ＳＳＮ１８Ｍ１黄貂鱼）
６４ １９７８ ６５００ ３×５０千吨 １９２

ＲＳＭ５４蓝天

（ＳＳＮ２３小船）
９６

１９８６／

２００７
９０００ ４×１００千吨 ３８４

ＲＳＭ５６布拉瓦

（ＳＳＮＸ３２）
０ （２０１１） ８０５０＋ ６× （１００千吨） ０

战略防御力量

反弹道导弹ｃ ～２０６８ （～７００）

５３Ｔ６

（ＳＨ０８Ｇａｚｅｌｌｅ）
６８ １９８６ ．． １×１０千吨 ６８

Ｓ３００（ＳＡ１０／２０

Ｇｒｕｍｂｌｅ）
１９００ １９８０ ．． 低千吨 （～６００）

Ｓ４００Ｔｒｉｕｍ

（ＳＡ２１Ｇｒｏｗｌｅｒ）
～１００ ２００７ ．． ．． ．．

非战略力量 （～１３８０）

陆基非战略轰炸机ｄ ６８２ （～８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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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俄罗斯名称

（北约名称）

部署

数量

首次部署

年份

射程

（公里）ａ
弹头载荷

弹头

数量

图－２２Ｍ

（逆火式）
１１６ １９７４ ．．

２×ＡＳ４空对地

导弹，炸弹

苏－２４（Ｆｅｎｃｅｒ） ５５０ １９７４ ．． ２×炸弹

苏－３４（Ｆｕｌｌｂａｃｋ） １６ ２００６

海军非战略攻击机 １４７ （～２００）

图－２２Ｍ

（逆火式）
５６ １９７４ ．．

２×ＡＳ４空对地

导弹，炸弹

苏－２４（Ｆｅｎｃｅｒ） ４７ １９７４ ．． ２×炸弹

Ｂｅ１２（Ｍａｉｌ）／

Ｉ１—３８（Ｍａｙ）
４４ １９６７／６８ ．． １×深水炸弹

地射武器ｅ

短程弹道导弹 ？ １×？ （？）

潜射巡航导弹 （～２２０）

ＳＳＮ９，ＳＳＮ１２，

ＳＳＮ１９，

ＳＳＮ２１，ＳＳＮ２２

反潜战武器和

地对空导弹
（～１６０）

ＳＳＮ１５／１６，

ＳＡＮ１／３／６，

深水炸弹，鱼雷ｆ

防御和非战略

武器总数
（～２０８０）

部署的弹头总数 ～２４２７ｇ

　　．．＝没有可用或适用的数据；（）＝不确定的数字；ＡＢＭ＝反弹道导弹；ＡＬＣＭ＝空

射巡航导弹；ＡＳＭ＝空对地导弹；ＡＳＷ＝反潜战武器；ＩＣＢＭ＝洲际弹道导弹；ｋｔ＝千吨；

ＮＡＴ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ＳＡＭ＝地对空导弹；ＳＬＢＭ＝潜射弹道导弹；ＳＬＣＭ＝海射

巡航导弹；ＳＲＡＭ＝进攻性短程导弹。

根据俄罗斯政府所说，所有非战略核弹头都是储存的，不计入总的部署弹头。除了

表中所列的非战略核力量的额定载荷，另外的１６００—３３００个弹头据估计是备用的或等待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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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的，非战略弹头总数为３７００—５４００个。

ａ飞机的航程只用于说明的目的；真正的作战航程根据飞行轨迹和武器载重将有所

不同。

ｂ轰炸机武器未被部署在飞机上。据估计，大部分武器已被移到储存设施，只有几百枚

武器现在在轰炸机基地。

ｃ“５１Ｔ６”（ＳＨ１１Ｇｏｒｇｏｎ）不再是实战部署的。 “Ｓ３００Ｐ （ＳＡ１０Ｇｒｕｍｂｌｅ）”、 “Ｓ

３００Ｖ （ＳＡ１２ＡＧｌａｄｉａｔｏｒ、ＳＡ１２ＢＧｉａｎｔ）”和 “Ｓ４００”可能具有某种对抗一些弹道导弹

的能力。１９００枚部署的 “Ｓ３００”中，只有三分之一被认为具有核能力。

ｄ这些数字假设只有一半的陆基攻击机担负核任务。

ｅ根据北约国际军事参谋部所说，俄罗斯在２００９年８—９月举行的 “西方”和 “拉多

加”演习包括 “导弹发射，其中一些可能模拟了战术核武器的使用”。美国驻北约代表伊沃

·达尔德大使：“北约—俄罗斯：北大西洋理事会讨论俄罗斯的军事演习”，给ＳＩＰＤＩＳ的电

报 （ＵＳＮＡＴＯ５４６），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３日，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ｆｔｅｎｐｏｓｔｅｎ．ｎｏ／ｓｐｅｓｉａｌ／

ｗｉｋｉｌｅａｋｓｄｏｋｕｍｅｎｔｅｒ／ａｒｔｉｃｌｅ４０２８２７３．ｅｃｅ〉。

ｆ水面舰艇据估计没有装配核鱼雷。

ｇ除了２４２７个部署的战略弹头和３７００—５４００个储存的非战略弹头，另外的３１７０—４８７０

个战略弹头据估计是备用的或等待拆卸的，整个武库约有１１０００个弹头。

资料来源：俄罗斯国防部，新闻稿；美国国务院，ＳＴＡＲＴ条约谅解备忘录，１９９０年

—２００９年７月；美国空军，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 （ＮＡＳＩＣ）， 《弹道和巡航导弹威胁》

（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俄亥俄州，２００９年６月）；世界新闻连

线，国家技术信息服务局 （ＮＴＩＳ），美国商务部，各期；俄罗斯新闻媒体；俄罗斯战略核

力量，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ｕｓｓｉａｎｆｏｒｃｅｓ．ｏｒｇ／〉；国际战略研究所，《２０１０年军事力量对

比》（劳特利奇出版社：伦敦，２０１０年）；Ｔ．Ｂ．Ｃｏｃｈｒａｎ等，《核武器数据手册第四卷：苏

联核武器》（哈柏和罗出版公司：纽约，１９８９年）； 《简氏战略武器系统》，各期： 《会议

录》，美国海军研究所，各期；“核笔记本”，《原子科学家公报》，各期；作者的评估。

第四节　英国核力量

英国的核威慑力量仅由海基部分组成：４艘 “前卫”级 “三叉

戟”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三叉戟２（Ｄ５）”潜射弹道导弹及相关的

弹头、支持性基础设施 （见表７．４）。在 “资产混合拥有”的体系下，

英国从美国海军租借潜射弹道导弹。“Ｄ５”导弹从乔治亚州金斯湾美

国海军 “三叉戟”工厂的武库里随机抽取，并装载在英国的潜艇上。

然后，潜艇开往位于阿盖尔郡Ｃｏｕｌｐｏｒｔ的皇家海军军备仓库，在那

里导弹与弹头安装在一起，弹头是由位于伯克郡奥尔德玛斯顿的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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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研究机构 （ＡＷＥ）设计和制造的。英国拥有约１６０个实战部署

的核弹头，用于 “三叉戟”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６１〕

每艘 “前卫”级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装载１６枚 “三叉戟２

（Ｄ５）”导弹，共携带４８个弹头。据认为，许多 “Ｄ５”导弹只携带一

个而不是三个弹头，弹头的爆炸当量也可能减小了。〔６２〕弹头载荷的

灵活性反映了英国国防部在１９９８年所做的决定：赋予 “三叉戟”舰

队 “次级战略”或有限打击作用以提高英国威慑的可靠性。〔６３〕

在被称为 “连续的海上威慑”态势下，一艘英国核动力弹道导弹

潜艇在任何时候都在巡逻。〔６４〕第二和第三艘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能

够迅速地下海巡逻，但是英国的武库没有足够的同时装备第四艘潜艇

的导弹。自冷战结束以来，巡逻中的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一直保持在

降低了的戒备水平上，导弹不瞄准目标，且 “接到命令开火”需要

数天。

“前卫”级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将自２０２４年结束其服役寿命。〔６５〕

皇家海军计划更新 “三叉戟”系统，其方法是通过用新级别的核动力

弹道导弹潜艇替代现有的潜艇，用美国正在发展的改进的 “三叉戟２

Ｄ５ＬＥ”潜射弹道导弹装备这些潜艇。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英国国防部公布了新的 《战略防务与安全审议》

报告，它是自１９９７年以来的第一份报告，重申了政府发展基于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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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

〔６２〕

〔６３〕

〔６４〕

〔６５〕

英国首相办公室， “关于核能与不扩散的演讲”，伦敦，２００９年３月１７日，网

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ｕｍｖｅｒ１０．ｇｏｖ．ｕｋ／ｐａｇｅ１８６３１〉。

Ｍ．Ｑｕｉｎｌａｎ，“英国核武器的未来：形成争论”，《国际事务》，第８２卷，第４期

（２００６年７月），第６２７—６３７页；英国下议院，防务委员会，《英国战略核威慑的未来：战

略背景》，ＨＣ９８６，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会议的第八份报告 （文书局：诺里奇，２００６年６月２０

日），书面证据，附录Ａ，第２６段；Ｍ．Ｂｉｌｔｏｎ，“俯冲轰炸机”，《星期日泰晤士报》，２００８

年１月２０日。

英国国防部，《战略防务评估》，Ｃｍ３９９９ （文书局：诺里奇，１９９８年７月），第

６３段。２００２年的一份附录把核武器的作用扩大到包括威慑 “令人忧虑的国家的领导人和恐

怖组织”。英国国防部，《战略防务评估：一个新篇章》，Ｃｍ５５６６，第１卷 （文书局：诺里

奇，２００２年７月），第２１段。

英国国防部和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 《英国核威慑的未来》，Ｃｍ６９９４ （文书

局：诺里奇，２００６年），第２７页。

该级别的主力舰英国皇家海军 “前卫”号在１９９４年服役。最初的２５年服役寿

命已被延长到３０年。



“三叉戟”系统的潜基核威慑力的承诺。〔６６〕作为一项节省开支的措

施，新的潜艇将有一个较小的导弹舱，安装１２个发射管而不是 “前

卫”级潜艇所安装的１６个。在正常情况下，只有８个发射管将被启

用。每艘潜艇所携带的核弹头的最大数量将从４８个减到４０个，这表

示在每枚导弹上将需要部署５个弹头。〔６７〕

在公布审议的结果时，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说，鉴于目前的预

算危机，政府将推迟对潜艇的详细采购计划、设计和数量作出 “正

式”决定，直到下届大选后的 “大约２０１６年”。〔６８〕这意味着第一艘

新一代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直到２０２８年或２０２９年才可能服役，这个

时间是第一艘 “前卫”级潜艇预定在２０２４年退役后的４—５年。依照

政府的可靠地保持 “连续的海上威慑”态势的承诺，“前卫”级潜艇

的服役寿命将被延长。英国国防大臣利亚姆·福克斯估计， “前卫”

级潜艇维持到２０２８年的额外费用是１２—１４亿英镑 （１８—２１亿美

元）。〔６９〕 “三叉戟”替代计划估计要花费２００亿英镑 （３００亿美元）。

据２０１０年７月宣布，这项计划将从国防部的核心预算而不是从财政

部的储备基金中支付。〔７０〕

２０１０年 《战略防务与安全审议》报告透露，实战部署的核弹头

库将从约１６０个削减到不足１２０个。同样，核武库的总体规模，包括

非部署的武器，到２１世纪２０年代中期将从目前的２２５个弹头削减到

不足１８０个。〔７１〕审议报告指出，关于是否翻新或替换装在 “Ｄ５”潜

射弹道导弹上的核弹头，政府将推迟作出决定直到下届议会任期；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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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

〔６７〕

〔６８〕

〔６９〕

〔７０〕

〔７１〕

英国国防部，《确保英国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的安全：战略防务与安全审议》”，

Ｃｍ７９４８（文书局：诺里奇，２０１０年１０月），第３．８段，第３８页。

英国国防部 （同注释 〔６６〕），第３．１１段，第３８页。

Ｎ．Ｗａｔｔ，“戴维·卡梅伦推迟 ‘三叉戟’替代计划”，《卫报》，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９

日。

英国下议院，“对问题的口头回答，防务：‘三叉戟’替代计划”，《英国议会议

事录》，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８日，第一栏。

Ｓ．Ｒａｙｍｅｎｔ，“‘三叉戟’法案令武装力量震惊”，《每日电讯报》，２０１０年７月３１

日。

英国国防部 （同注释 〔６６〕），第３．８段，第３８页；Ｒ．ＮｏｒｔｏｎＴａｙｌｏｒ，“威廉·

黑格透露，英国的核武库是２２５个弹头”，《卫报》，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６日。



前的弹头可能至少服役到２１世纪３０年代后期。〔７２〕这个推迟决定在

今后十年将延缓花费所估计的５亿英镑 （７．５亿美元）。同时，英国

的潜射弹道导弹似乎被指定使用 “Ｗ７６１／ＭＫ４Ａ”弹头———目前正

在美国生产的改进型以替代部署在美国潜射弹道导弹上的 “Ｗ７６／

ＭＫ４”弹头。根据英国和美国国防部官员所说，改进的武器增加了

军事能力。〔７３〕

英国—法国核合作协议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日，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和法国总统尼古

拉·萨科齐签署了有关防务和有关核合作的双边条约。〔７４〕核协议考

虑建立 “联合的闪光照像
'

流体力学设施”（在法国建一个，在英国

建一个），进行核武器部件的计算机模拟实验，以便在没有核武器爆

炸试验情况下确保其核武器的安全性和可靠性。〔７５〕一个核模拟中心

将在法国的瓦尔杜克建立，并从２０１４年开始启用。瓦尔杜克实验室

将得到位于奥尔德玛斯顿的联合技术发展中心的支持，这将使法国和

英国科学家能够模拟核材料和核技术的性能，以确保其核武库的 “长

期有效性、安全性和安保性”。〔７６〕官员们强调，在该协议下两国将继

续保持独立的核威慑力量。

０４４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７２〕

〔７３〕

〔７４〕

〔７５〕

〔７６〕

英国国防部 （同注释 〔６６〕），第３．９段，第３９页。

Ｈ．Ｍ．克里斯滕森，“英国的潜艇获得改进的美国核弹头”，美国科学家联合会

战略安全博客，美国科学家联合会，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ａｓ．ｏｒｇ／

ｂｌｏｇ／ｓｓｐ／２０１１／０４／ｂｒｉｔｉｓｈｗ７６—１．ｐｈｐ〉；Ｒ．ＮｏｒｔｏｎＴａｙｌｏｒ，“试验表明，用美国的解保装置

‘三叉戟’更有效”，《卫报》，２０１１年４月６日。

２０１０年英法峰会，关于防务与安全合作的声明，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日，网址：〈ｈｔ

ｔｐ：／／ｗｗｗ．ｎｕｍｂｅｒ１０．ｇｏｖ．ｕｋ／ｎｅｗｓ／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２０１０／１１／〉。

《英法关于建立联合的闪光照像
'

流体力学设施的条约》，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日签

署，Ｃｍ７９７５（文书局：诺里奇，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０日）。

２０１０年英法峰会 （同注释 〔７４〕）。



表７４　２０１１年１月英国核力量

类型 名称

部
署
数
量

首次部署

年份

射程

（公里）ａ
弹头×载荷

武库的弹

头数量

潜射弹道导弹

Ｄ５ 三叉戟ＩＩ ４８ １９９４ 〉７４００ １３×１００千吨 ２２５ｂ

　　ａ射程只用于说明的目的；真正的作战射程根据飞行轨迹和武器载重将有所不同。

ｂ不到１６０个弹头是实战部署的，约１４４个弹头装配在４艘中的３艘核动力弹道导弹潜

艇上的４８枚导弹上。只有一艘潜艇在任何时候都在巡逻，携带４８个弹头。２０１０年，英国

决定将把实战部署的弹头的数量削减到最多１２０个，其中４０个在任何给定的时间都在

巡逻。

资料来源：英国国防部，白皮书、新闻稿和网站，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ｄ．ｕｋ／〉；

英国下议院，《议会辩论》（英国议会议事录），各期；Ｒ．Ｓ．诺里斯等，《核武器数据手册第

五卷：英国、法国和中国的核武器》 （Ｗｅｓｔｖｉｅｗ出版公司：博尔德，科罗拉多州，１９９４

年），第９页；“核笔记本”，《原子科学家公报》，各期；作者的评估。

第五节　法国核力量

法国核力量由飞机和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组成，共携带约３００个

弹头 （见表７．５）。２００８年的防务与国家安全白皮书包括了有关法国

核力量的重要阐述。法国将继续依靠 “严格足够的原则”（与 “最低

威慑”政策一致）以确保其安全和法国核武库的 “作战可靠性”，这

依赖于 “持久的潜艇巡逻和空中能力”。〔７７〕

２０１０年９月，新的 “凯旋”级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 “可畏”号

开始服役，加入了由３艘同一级别的先前服役的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

组成的舰队——— “凯旋”号、 “鲁莽”号和 “警戒”号。〔７８〕 “可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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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７〕

〔７８〕

法国政府，《防务与国家安全白皮书》（奥迪勒·雅各布出版社：巴黎，２００８年

６月）。英文译本：法国政府，《防务与国家安全白皮书》（奥迪勒·雅各布出版社：纽约，

２００８年），第１６１—１６３页。

法国海军，“‘可畏’号交付海军”，新闻稿，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４日，网址： 〈ｈｔ

ｔｐ：／／ｗｗｗ．ｄｅｆｅｎｓｅ．ｇｏｕｖ．ｆｒ／ｍａｒｉｎｅ／ａｃｔｕｍａｒｉｎｅ／ｌｅｔｅｒｒｉｂｌｅｌｉｖｒｅａｌａｍａｒｉｎｅ〉。



号潜艇装载１６枚 “Ｍ５１．１”潜射弹道导弹。“Ｍ５１．１”是三级、固体

燃料的导弹，具有约６０００—８０００公里的最大射程，携带６个 “ＴＮ

７５”弹头。在服役前，“可畏”号潜艇于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７日和７月１０

日成功地试射了 “Ｍ５１．１”潜射弹道导弹。其他３艘 “凯旋”级核动

力弹道导弹潜艇到２０１７年将被改装携带 “Ｍ５１．１”导弹。〔７９〕 “警戒”

号潜艇的升级改造已在２０１０年７月开始。〔８０〕 “Ｍ５１．１”导弹的改进

型 “Ｍ５１．２”设计携带新型海基核弹头 （ＴＮＯ），并在２０１５年后替

代 “Ｍ５１．１”。〔８１〕

到２０１０年底，法国核力量的空基部分由具有核能力的两个陆基

和一个海基飞机中队组成，包括 “幻影”和 “阵风”战斗机。〔８２〕

２０１８年，四分之三的利穆赞战斗机中队的 “幻影２０００Ｎ”飞机将被

“阵风”飞机取代。这种飞机既可以携带中程空对地导弹 （ＡＳＭＰ）

又可以携带改进的中程空对地导弹 （ＡＳＭＰＡ）。法国共生产９０枚中

程空对地导弹，以及供其所用的８０个３００千吨的 “ＴＮ８１”弹头。改

进的巡航导弹 “ＡＳＭＰＡ”目前正被引入所有三个中队。“ＡＳＭＰＡ”

导弹携带新型空基核弹头 （ＴＮＡ），该弹头是一种新的热核弹头，据

报道具有可选择的２０千吨、９０千吨和３００千吨当量。〔８３〕剩余的

“ＡＳＭＰＡ”导弹的交付和 “ＡＳＭＰ”导弹的退役将在２０１１年

完成。〔８４〕

法国仍致力于维持其核武器综合体，包括研究和发展能力。２０１０

２４４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７９〕

〔８０〕

〔８１〕

〔８２〕

〔８３〕

〔８４〕

Ｄ．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法国在作战状态下试验 ‘Ｍ５１’潜射弹道导弹”，《简氏导弹与

火箭》，第１４卷，第９期 （２０１０年９月），第６页；Ｄ．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Ｍ５１’潜射弹道导弹

进行第四次飞行试验”，《简氏导弹与火箭》，第１４卷，第３期 （２０１０年３月），第３页。

法国参议院，“代表外交事务、国防与武装力量委员会提交的关于２０１１年财政

法案的意见，第５卷，国防：装备武装力量”，ｎｏ．１１２（法国参议院：巴黎，２００９年１１月

１９日），第１章，第ＩＩ节。

Ｌｅｎｎｏｘ（同注释 〔３４〕），第４７页。

法国参议院，“代表外交事务、国防与武装力量委员会提交的关于２０１１年财政

法案的意见，第５卷，国防：装备武装力量”，ｎｏ．１０２（法国参议院：巴黎，２０１０年１１月

１８日），第２章，第Ｉ．Ｃ节；法国参议院 （同注释 〔８０〕）；法国空军，“实战部署：阵风'

改进的中程空对地导弹”，新闻稿，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３ 日，网址：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ｄｅｆｅｎｓｅ．ｇｏｕｖ．ｆｒ／ａｉｒ／ａｃｔｕｓａｉｒ／ｒｅｆａｌｅａｓｍｐａ〉。

Ｌｅｎｎｏｘ（同注释 〔３４〕），第４４页。

法国参议院 （同注释 〔８０〕），第２章，第Ｉ．Ｃ节。



年，它与英国签署了在核武器安全和安保以及武库认证等领域技术合

作和秘密信息交换的协议 （见上面第四节）。

表７５　２０１１年１月法国核力量

类型
部署

数量

首次部署

年份

射程

（公里）ａ
弹头×载荷

武库的弹头

数量

陆基飞机ｂ

幻影２０００Ｎ ～２０ １９８８ ２７５０
１×３００千吨新型

空基核弹头
５０

阵风Ｆ３ ～２０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２０００
１×３００千吨新型

空基核弹头
～２０

航母飞机ｂ

阵风ＭＫ３ ～１０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２０００
１×３００千吨新型

空基核弹头
～１０

潜射弹道导弹ｃ

Ｍ４５ ３２ １９９６ ６０００ｄ
４—６×１００千吨

ＴＮ７５弹头
１６０ｅ

Ｍ５１．１ １６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６０００
４—６×１００千吨

ＴＮ７５弹头
８０

Ｍ５１．２ ０ （２０１５） ６０００
４—６×新型

海基核弹头
０

总数 ～３００ｆ

（）＝不确定的数字；ｋｔ＝千吨；ＴＮＡ＝空基核弹头；ＴＮＯ＝海基核弹头。

ａ飞机的航程只用于说明的目的；真正的作战航程根据飞行轨迹和武器载重将有所

不同。

ｂ少数上一代中程空对地导弹可能服役到２０１１年，待全部被改进的中程空对地导弹所

替代的时候。

ｃ法国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变为４艘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的态势，这意味着拥有足够

装备３艘现役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的潜射弹道导弹，第四艘潜艇在检修。

ｄ“Ｍ４５”导弹的射程在２００１年法国国民议会国防委员会报告中被列为只有４０００公里。

ｅ始于 “警戒”号潜艇的该型导弹的改进并不影响其弹头，弹头将回装在新的 Ｍ５１．１

导弹上。

ｆ法国没有储备的弹头，但可能有少量的备份弹头，整个武库有约３００个弹头。

３４４★ 第七章　世界核力量 ★



资料来源：尼古拉·萨科齐，法国总统，关于防务与国家安全的演讲，凡尔赛宫，

２００８年６月１７日，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ｌｙｓｅｅ．ｆｒ／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ｌｅｓｄｏｓｓｉｅｒｓ／ｄｅｆｅｎｓｅ／ｌｉｖｅ＿

ｂｌａｎｃ／ｐａｒｉｓ１７ｊｕｉｎ２００８／ｌｉｖｒｅｂｌａｎｃｓｕｒｌａｄｅｆｅｎｓｅｅｔｌａｓｅｃｕｒｉｔｅ．６６５１．ｈｔｍｌ〉；尼古拉·萨科

齐，法国总统，“‘可畏’号核动力弹道导弹核潜艇下水仪式”，演讲，瑟堡，２００８年３月

２１日，网址： 〈ｈｔｔｐ：／／ｐａｓｔｅｌ．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ｅ．ｇｏｕｖ．ｆｒ／ｅｄｉｔｉｏｒｉａｌ／ａｃｔｕａｌ／ａｅｌ１２／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ｇｂ．ａｓｐ？ｌｉｓｔｅ

＝２００８０３２１．ｇｂ．ｈｔｍｌ〉；法国国防部网站，各种出版物，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ｅｆｅｎｓｅ．

ｇｏｕｖ．ｆｒ／〉；法国国民议会，各种国防法案；Ｒ．Ｓ．诺里斯等，《核武器数据手册第五卷：英

国、法国和中国的核武器》，（Ｗｅｓｔｖｉｅｗ出版公司：博尔德，科罗拉多州，１９９４年），第１０

页；《空军动态》，各期；《航空周刊与空间技术》，各期；“核笔记本”，《原子科学家公报》，

各期；作者的评估。

第六节　中国核力量

据估计，中国拥有一个约２００枚核武器的武库，主要由弹道导弹

和飞机发射 （见表７．６）。另外的弹头可能是储备的，整个武库约有

２４０个弹头。

没有任何可靠的报道说，中国核武库的规模在近几年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然而，中国一直在增加中程和远程导弹发射系统的数量，作

为其旨在发展更具生存能力的力量和更具灵活性的核报复选择的长期

现代化计划的一部分。根据美国空军２００９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国

拥有世界上 “最积极和多样化的弹道导弹发展计划”，并且 “正在扩

大其弹道导弹力量的规模和种类”。〔８５〕

２０１１年３月，中国政府发布了最新版的两年一次的国防白皮

书。〔８６〕新的白皮书重申了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的承诺和将其

核能力限制在国家安全所需的最低水平的意愿。然而，该白皮书没有

提供有关国家核力量的能力和作战状态的信息。２００８年的白皮书描

述了中国核力量在危机时如何逐步地提高戒备水平以威慑对手和准备

４４４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８５〕

〔８６〕

美国空军，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弹道和巡航导弹威胁》（国家航空航天情

报中心：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俄亥俄州，２００９年３月），第３页。

中国国务院，《２０１０年中国的国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北京，

２０１１年３月）。



进行报复性的核反击。〔８７〕

中国的陆基弹道导弹由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掌管。根据美国国防

部年度发布的数据，２０１０年中国的核导弹库由老化的液体燃料的

“东风３Ａ”中远程弹道导弹和较现代化的公路机动的固体燃料的

“东风２１”中程弹道导弹组成，担负 “地区威慑任务”。〔８８〕此外，中

国拥有两种较老的洲际弹道导弹：井基、液体燃料的 “东风５Ａ”导

弹和较小的液体燃料的 “东风４”导弹。第二炮兵正在部署现代化的

机动洲际弹道导弹系统，目的是通过使这种武器在更大区域使用来提

高中国导弹力量的生存能力。〔８９〕这包括在２００６年首次部署的公路机

动、固体燃料的 “东风３１”导弹以及射程更远 （超过１１２００公里）

型 “东风３１Ａ”导弹。

中国在发展海基核威慑力量方面遇到了困难。它仅建造了１艘装

载１２枚中远程固体燃料、单弹头的 “巨浪—１”潜射弹道导弹的

“０９２型”（“夏”级）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该潜艇从未进行过威慑

巡逻，不被认为完全服役。中国目前正在建造和部署 “０９４型”

（“晋”级）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据报道，截至２０１０年，３艘潜艇

或处于服役状态或处于建造和装备的不同阶段。美国国防部估计，中

国最终可能部署５艘 “０９４型”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９０〕有报道说，

１艘潜艇已部署在中国南海海南岛榆林附近的新基地。〔９１〕

每艘 “晋”级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将携带１２枚三级、固体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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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７〕

〔８８〕

〔８９〕

〔９０〕

〔９１〕

中国国务院，《２００８年中国的国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北京，

２００９年１月）；Ｈ．Ｍ．克里斯滕森，“中国国防白皮书描述了核升级”，美国科学家联合会

战略安全博客，美国科学家联合会，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３日，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ａｓ．ｏｒｇ／

ｂｌｏｇ／ｓｓｐ／２００９／０１／ｃｈｉｎａｐａｐｅｒ．ｐｈｐ〉。

美国国防部，《２０１０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提交国会的年度报告

（国防部：华盛顿特区，２０１０年３月，第６６页。尽管中国有其自己的界定导弹射程的体系

（见表７．６），但是这里使用的是美国国防部的定义：短程＝ 〈１１００公里；中程＝１１００－

２７５０公里；中远程＝２７５０－５５００公里；洲际射程＝〉５５００公里。

美国国防部 （同注释 〔８８〕），第３４页。

美国国防部 （同注释 〔８８〕），第２—３页。

Ｈ．Ｍ．克里斯滕森，“新的中国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部署到海南岛”，２００８年４

月２４日，美国科学家联合会战略安全博客，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网址：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ｆａｓ．ｏｒｇ／ｂｌｏｇ／ｓｓｐ／２００８／０４／ｎｅｗ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ｓｂｎｄｅｐｌｏｙｓｔｏｈａｉｎａｎｉｓｌａｎｄｎａｖａｌ

ｂａｓｅ．ｐｈｐ〉。



的 “巨浪—２”潜射弹道导弹，该导弹是 “东风－３１”洲际弹道导弹

的海基型。“巨浪—２”导弹有约７２００公里的射程。该导弹被认为携

带一个单弹头。〔９２〕根据美国国防部所说，“巨浪—２”导弹遇到了技

术上的困难，在最后一轮飞行试验中几次失败，该系统何时开始服役

尚不清楚。〔９３〕

据认为，中国拥有一个小的由飞机投掷的核炸弹库。尽管人民解

放军空军不被认为拥有其主要任务是投掷炸弹的单位，但是一份解密

的１９９３年的美国报告估计，“一些单位可能作为一项应急任务负责核

发射”。〔９４〕最可能担负核任务的飞机是老化的 “轰－６”轰炸机和可

能较现代化的战斗轰炸机。中国还在发展地射的对地攻击巡航导弹的

空射型 “ＤＨ１０”（也被称为 “ＣＪ１０”），该导弹可能由 “轰－６”飞

机发射。美国空军把 “ＤＨ１０”导弹的能力说成是 “常规的或核的”，

同一名称被用于其他的双能力巡航导弹。〔９５〕然而，中国是否已给空

射或地射巡航导弹分派了核任务尚不确定。

表７６　２０１１年１月中国核力量

类型／中国名称

（美国名称）

部署

数量

首次部署

年份

射程

（公里）ａ
弹头载荷 弹头数量

陆基导弹ｂ ～１３０ ～１３０

东风３Ａ （ＣＳＳ２） ～１２ １９７１ ３１００ｃ １×３．３百万吨 ～１２

东风－４（ＣＳＳ－３） ～１２ １９８０ ５５００ １×３．３百万吨 ～１２

东风５Ａ （ＣＳＳ４） ２０ １９８１ １３０００ １×４—５百万吨 ２０

东风２１（ＣＳＳ５） ６０ １９９１ ２１００ｄ １×２００—３００千吨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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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

〔９３〕

〔９４〕

〔９５〕

美国国防部 （同注释 〔８８〕），第３４页。

美国国防部 （同注释 〔８８〕），第３４页； “中国水下试射的导弹击中自己的潜

艇”， 《自由时报》 （台湾），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５日，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ｉｂｅｒｔｙ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ｔｗ／２０１０／ｎｅｗ／ｊａｎ／２５／ｔｏｄａｙｐ８．ｈｔｍ〉。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向国会提交的有关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核和弹道导弹

计划的报告”，１９９３年７月２８日，根据美国信息自由法案由美国科学家联合会获得，网

址：〈ｈｔｔｐ：／／ｆａｓ．ｏｒｇ／ｉｒｐ／ｔｈｒｅａｔ／９３０７２８ｗｍｄ．ｈｔｍ〉。

美国空军 （同注释 〔８５〕），第２９页。



类型／中国名称

（美国名称）

部署

数量

首次部署

年份

射程

（公里）ａ
弹头载荷 弹头数量

东风３１

（ＣＳＳ１０Ｍｏｄ１）
＜１０ ２００６ ＞７２００ １×．． ＜１０

东风３１Ａ

（ＣＳＳ１０Ｍｏｄ２）
＜１５ ２００７ ＞１１２００ １×．． ＜１５

潜射弹道导弹 （３６） （３６）

巨浪－１

（ＣＳＳＮ３）
（１２） １９８６ ＞１７７０ １×２００—３００千吨 （１２）

巨浪２

（ＣＳＳＮＸ１４）
（２４） （２０１１） ＞７２００ １×．． （２４）

飞机ｅ ＞２０ （４０）

轰－６（Ｂ６） ２０ １９６５ ３１００ １×炸弹 （２０）

攻击机 （．．） ．． １９７２－．． ．． １×炸弹 （２０）

巡航导弹
１５０—

３５０
．．

ＤＨ１０
１５０—

３５０
２００７ ＞１５００ １×．． ．．ｆ

总数 （～２４０）ｇ

．．＝没有可用或适用的数据；（）＝不确定的数字；ｋｔ＝千吨；Ｍｔ＝百万吨；ＳＬＢＭ＝

潜射弹道导弹。

ａ飞机的航程只用于说明的目的；真正的作战航程将有所不同。

ｂ中国把导弹射程界定为：短程是＜１０００公里；中程是１０００—３０００公里；远程是

３０００—８０００公里；洲际射程是＞８０００公里。

ｃ“东风３Ａ”导弹的射程也许比通常报道的远。

ｄ“东风２１Ａ”（ＣＳＳ５Ｍｏｄ２）改进型被认为具有２５００公里的射程。

ｅ飞机的数字仅指具有核能力的飞机。

ｆ“ＤＨ１０”是否具有核能力尚不清楚，但是美国空军情报机构把这种武器列为 “常规

的或核的”，与俄罗斯的具有核能力的ＡＳ４一样。

ｇ另外的弹头被认为是储备的，以装备未来的 “东风３１”、 “东风３１Ａ”和 “巨浪２”

导弹。整个武库被认为由约２４０个弹头组成。

资料来源：美国国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力量》，每年；美国空军，国家航空航

天情报中心 （ＮＡＳＩＣ），各种文件；美国中央情报局，各种文件；Ｈ．Ｍ．克里斯滕森，

Ｒ．Ｓ．诺里斯和Ｍ．Ｇ．麦克金兹，《中国的核力量与美国的核战计划》（美国科学家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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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华盛顿特区，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Ｒ．Ｓ．诺里斯等，《核武器数据手册

第五卷：英国、法国和中国的核武器》（Ｗｅｓｔｖｉｅｗ出版公司：博尔德，科罗拉多州，１９９４

年）；“核笔记本”，《原子科学家公报》，各期；谷歌地球；作者的评估。

第七节　印度核力量

据估计，印度拥有一个８０—１００枚核武器的武库。这个估计是基

于对印度武器级钚的产量和对现役核武器系统的数量的计算。

印度的核武器被认为是钚弹。据估计，截至２０１０年，印度武器

级钚的库存是在０．３６吨和０．６４吨之间。〔９６〕钚是由位于孟买附近的

运行了５０年的４０兆瓦 （热）钚生产反应堆 （ＣＩＲＵＳ）和运行了２５

年的１００兆瓦 （热）Ｄｈｒｕｖａ反应堆生产的，ＣＩＲＵＳ反应堆在２０１０

年底关闭。据估计，Ｄｈｒｕｖａ反应堆每年能生产１１—１８公斤武器级

钚，足够制造２—６枚核武器，这要取决于武器设计和制造技能。〔９７〕

印度似乎把对未来的武器级钚的需要建立在快中子增殖反应堆的生产

上。一座１２５０兆瓦 （热）原型快中子增殖反应堆在卡尔帕卡姆快要

建成，其中还有一个未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后处理厂。该

反应堆最近出现了拖延，但在７５％的运行能力的情况下它每年可能

会生产约１４０公斤武器级钚，足够制造２８—３５枚核武器。〔９８〕

此外，据估计，印度有约１．０—１．６吨浓缩到９３％的铀－２３５。〔９９〕

浓缩是在Ｒａｔｔｅｈａｌｌｉ稀有材料厂的铀离心机厂进行的，以生产高浓铀

用作海军反应堆燃料。〔１００〕

印度的弹头通常不被认为是与其发射系统装配在一起的，而是分

８４４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９６〕

〔９７〕

〔９８〕

〔９９〕

〔１００〕

参见附录７Ａ，表７Ａ．２。

国际裂变材料小组 （ＩＰＦＭ），《２０１０年全球裂变材料报告：核算生产和库存的记

录》（国际裂变材料小组：普林斯顿，新泽西州，２０１０年１２月），第１００页。

Ｔ．Ｃｏｃｈｒａｎ，《快中子增殖反应堆计划：历史和现状》（国际裂变材料小组：普林

斯顿，新泽西州，２０１０年２月），第４１、４５页。

参见附录７Ａ，表７Ａ．１。

国际裂变材料小组 （同注释 〔９７〕），第１２３—１２４页。还参见附录７Ａ，表

７Ａ．３。



开存放在储藏库里。〔１０１〕

攻击机

飞机构成了印度核打击能力的最成熟部分 （见表７．７）。据报道，

印度空军已对用来投掷核重力炸弹的 “幻影２０００Ｈ神雷”多用途飞

机进行了认证。此外，据认为，４个印度空军 “美洲虎”战斗机中队

中的一些飞机可能担负核发射任务。〔１０２〕

陆基导弹

印度陆基导弹库由 “大地 （Ｐｒｉｔｈｖｉ）”和 “烈火 （Ａｇｎｉ）”导弹

系列组成。“大地１”（ＳＳ１５０）是单级、液体燃料、公路机动的短程

弹道导弹，能将１０００公斤的弹头发射到１５０公里的最大射程。据普

遍认为，许多 “大地１”导弹已被改进担负核任务。 “大地１”导弹

在１９８８年进行了第一次试验，并在１９９４年服役。〔１０３〕 “大地２”和

“大地３”短程弹道导弹是 “大地１”的改进型，但它们不被认为担

负核发射任务。

近几年，“大地”导弹的核任务在很大程度上已被 “烈火”导弹

系列取代。“烈火”导弹由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 （ＤＲＤＯ）研发，

作为其问题频现的综合导弹发展计划的一部分。〔１０４〕 “烈火１”是单

级、固体燃料的导弹，能将１０００公斤的弹头发射到约７００—８００公里

的最大距离。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５日，印度陆军成功地试射了１枚 “烈

火１”导弹。〔１０５〕“烈火２”是两级、固体燃料的导弹，能将同样的有

效载荷发射到２０００公里的最大射程。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一直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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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

〔１０２〕

〔１０３〕

〔１０４〕

〔１０５〕

Ｒ．Ｓ．诺里斯和Ｈ．Ｍ．克里斯滕森， “２０１０年印度的核力量”， 《原子科学家公

报》，第６６卷，第５期 （２０１０年９月和１０月），第７６—８１页。

Ｐ．Ｖ．Ｎａｉｋ，“印度空军以发展各种能力为目标，空军副参谋长Ｖ．Ｐ．奈克上将在

战机技术和推进系统的专题演讲中说”，《印度战略》，２００８年１０月。

Ｚ．Ｍｉａｎ、Ａ．Ｈ．Ｎａｙｙａｒ和Ｍ．Ｖ．Ｒａｍａｎａ，“使 ‘大地’导弹落地：印度 ‘大地’

导弹的能力和潜在效果”，《科学与全球安全》，第７卷，第３期 （１９９８年）。

Ｂ．Ｖｅｒｍａ，“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如何使印度军事受挫”， “雷迪夫”新闻网，

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５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ｅｄｉｆｆ．ｃｏｍ／ｎｅｗｓ／２００８／ｊａｎ／１５ｇｕｅｓｔ．ｈｔｍ〉。

Ｈ．Ｋ．Ｒｏｕｔ，“印度试射具有核能力的 ‘烈火１’导弹”，《印度时报》，２０１０年

１１月２５日。



展 “烈火２”导弹的改进型，它被称为 “超级烈火２” （有时也被称

为 “烈火２＋”），具有２５００公里的射程，并采用了几项技术革新，

包括改进的推进器和阶段分离系统。该导弹在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进

行的首次飞行试验是不成功的。〔１０６〕此外，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继续

发展 “烈火３”导弹，该导弹是两级、固体燃料的导弹，能将１５００

公斤的有效载荷发射到３０００３５００公里的射程。 “烈火３”导弹在

２０１０年２月７日成功地进行了第三次飞行试验，随后，国防研究与

发展组织官员宣布该导弹准备服役。〔１０７〕

海基导弹

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已经试验了水下导弹发射系统的组件，并且

正在发展能从使用充气增压器的水下潜艇发射的两级弹道导弹。〔１０８〕

印度国防部的声明已把这种导弹命名为 “Ｋ１５”，尽管其他资料来源

已把它称作 “萨加里卡”（海洋）计划。〔１０９〕这种新的具有核能力的导

弹能把５００公斤的有效载荷发射到７００公里的距离。据报道，国防研

究与发展组织正在发展被称为 “Ｋ４”的更大的潜射弹道导弹，可能

具有３５００公里的射程。〔１１０〕这两种导弹预计将最终部署在国产的核动

力弹道导弹潜艇上，该潜艇是印度长期实施的 “先进技术舰艇

（ＡＴＶ）”计划的产物。第一艘潜艇 “歼敌者”号 （ＩＮＳＡｒｉｈａｎｔ）在

２００９年下水，可能到２０１２年开始服役。〔１１１〕

印度还在继续发展 “丹努什”导弹，它是 “大地２”导弹的海军

０５４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１０６〕

〔１０７〕

〔１０８〕

〔１０９〕

〔１１０〕

〔１１１〕

Ｔ．Ｓ．Ｓｕｂｒａｍａｎｉａｎ和Ｙ．Ｍａｌｌｉｋａｒｊｕｎ， “‘烈火２’首次发射失败”， 《印度教徒

报》，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１日。

“具有核能力的 ‘烈火３’导弹试射”，《印度时报》，２０１０年２月７日；“‘烈火

３’通过试验，全部开始交付武装部队”，《印度快报》，２０１０年２月８日。

Ｔ．Ｓ．Ｓｕｂｒａｍａｎｉａｎ， “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计划再进行一次 ‘Ｋ１５’导弹的发

射”，《印度教徒报》，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８日。

２００６年，印度国防部说：“没有任何命名为 ‘萨加里卡’的导弹项目”。印度国

防部，“研制和试验导弹”，新闻稿，２００６年８月２日，网址：〈ｈｔｔｐ：／／ｐｉｂ．ｎｉｃ．ｉｎ／ｒｅｌｅａｓｅ／

ｒｅｌ＿ｐｒｉｎｔ＿ｐａｇｅ１．ａｓｐ？ｒｅｌｉｄ＝１９３９５〉。

Ｓ．Ｕｎｎｉｔｈａｎ，“秘密的 ‘Ｋ’导弹家族”，《今日印度》，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０日。

Ｒ．Ｐａｎｄｉｔ， “在一年里印度将拥有核三位一体：海军参谋长”， 《印度时报》，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日。



型，从安装在水面舰船上的稳定平台发射。据报道，它能将５００公斤

的弹头发射到３５０公里的最大射程，被设计成能打击海基和岸基

目标。

表７７　２０１１年１月印度核力量

类型
射程

（公里）ａ

有效载荷

（公斤）
状况

飞机

幻影２０００Ｈ神雷 １８５０ ６３００ 据报道已经过投掷核重力炸弹的验证

美洲虎ＩＳＳｈａｍｓｈｅｒ １４００ ４７６０
四个空军中队的某些飞机可能担负核

发射任务

陆基弹道导弹ｂ

大地１

（Ｐ１）
１５０ ８００

１９９４年开始服役；被普遍认为担负核

发射任务；部署不足５０个发射器；最

近的试验飞行是在２００９年４月１５日进

行的

烈火１ｃ ＞７００ １０００

印度陆军最近的实战试验是在２０１０年

１１月２５日进行的；部署给印度陆军

３３４导弹团

烈火２ ＞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
印度陆军最近的实战试射是在２０１０年

５月１７日进行的；可能很快实战部署

超级烈火２ ＞２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的试射失败；状况

不知

烈火３ ＞３０００ １５００

正在发展；试射三次，最近的试射是

在２０１０年２月７日进行的；可能在

２０１１年服役

烈火４ －５０００ ．． 正在发展；可能在２０１１年试射

海基弹道导弹

丹努什 ３５０ ５００ 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１日试射，正在服役

１５４★ 第七章　世界核力量 ★



类型
射程

（公里）ａ

有效载荷

（公斤）
状况

Ｋ１５ｄ ７００ ５００—６００

正在发展；２００８年２月２６日从水下浮

筒试射；可能在２０１２年从 “歼敌者”

号潜艇上试射

．．＝没有可用或适用的数据。

ａ飞机的航程只用于说明的目的；真正的作战航程根据飞行轨迹和武器载重将有所不

同。为达到最大射程，导弹的有效载荷可能要减少。

ｂ印度也已开始研制１０００公里射程的亚音速巡航导弹，它被称为 “无畏”巡航导弹，

可能具有核能力。

ｃ最初的 “烈火１”，现在被称为 “烈火”，是１９９６年结束的技术演示弹计划。印度国

防部把 “烈火１”称作 “Ａ１”。

ｄ“Ｋ１５”与美国情报部门所描述的 “萨加里卡”可能是同一导弹。根据未证实的印度

媒体报道，“Ｋ１５”的陆基型被称为 “苏里亚”，在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１２日首次试射。

资料来源：印度国防部，年度报告和新闻稿；国际战略研究所，《２０１０年军事力量对

比》（罗德里奇出版社：伦敦，２０１０年）；美国空军，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 （ＮＡＳＩＣ），

《弹道和巡航导弹威胁》 （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俄亥俄州，

２００９年６月）；印度新闻媒体报道；“核笔记本”，《原子科学家公报》，各期；作者的评估。

第八节　巴基斯坦核力量

据估计，巴基斯坦拥有９０—１１０枚核武器，它们由飞机和弹道导

弹发射 （见表７．８）。这表明比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０》给出的数字有所

增加，反映了对巴基斯坦军用钚生产能力和发射平台的估计的修改。

巴基斯坦目前的核武库被认为使用高浓铀，但是有证据证明，巴

基斯坦正在朝着基于钚的武库发展。使用钚的弹头可能比使用高浓铀

的弹头更轻和更小，以达到同样的威力。这种弹头可以安装在更小的

导弹上，其中可能包括巡航导弹，或使已部署的弹道导弹具有更远的

射程。

据估计，截至２０１０年，巴基斯坦拥有２．２—３．０吨９０％的高浓

铀，目前每年生产１２０—１８０公斤高浓铀，足够制造１０—１５个弹头。

浓缩被认为是在位于卡胡塔和格德瓦尔的铀离心厂进行的。据估计，

２５４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截至２０１０年，巴基斯坦已累积了８０—１２０公斤分离的武器级钚。〔１１２〕

巴基斯坦正在扩大位于旁遮普省胡沙布的核综合体的钚生产能力。巴

基斯坦第一座４０—５０兆瓦 （热）钚生产反应堆 “胡沙布１”每年生

产５．７—１１．５公斤钚 （取决于运行效率），足够制造１—３枚核武器

（取决于武器设计和制造技能）。〔１１３〕第二座钚生产反应堆 “胡沙布２”

似乎具有同样的设计和功率。它可能在２００９年底或２０１０年已经开始

运行。〔１１４〕 “胡沙布２”可能在２０１１年生产出第一批武器级钚。位于

胡沙布地区的第三座反应堆的建造工作在２００６年已经开始，而且卫

星图像显示第四座反应堆的建造工作也已开始。〔１１５〕中国可能帮助建

造第四座反应堆的传言似乎已毫无根据。〔１１６〕当这两座新的反应堆开

始全面运行时，巴基斯坦每年武器级钚的生产能力最后可能翻倍。加

上每年的高浓铀生产，这可能会提高巴基斯坦裂变材料的年产量，相

当于每年生产１３—２７枚核武器。然而，这将取决于该国是否具有足

够的对乏燃料进行后处理的能力。〔１１７〕

攻击机

在执行核武器发射任务中，巴基斯坦空军最可能使用美国生产的

“Ｆ１６”战斗机。巴基斯坦空军还使用约１５６架 “幻影３”和 “幻影

５”飞机，其中后者也可能担负核任务。

巴基斯坦正在发展被称作 “雷电” （Ｈａｔｆ８）的空射巡航导弹，

它将有３５０公里的射程。“雷电”导弹在２００７年８月和２００８年５月

３５４★ 第七章　世界核力量 ★

〔１１２〕

〔１１３〕

〔１１４〕

〔１１５〕

〔１１６〕

〔１１７〕

参见附录７Ａ，表７Ａ．１—７Ａ．３。

国际裂变材料小组 （同注释 〔９７〕），第１３２页。

Ｐ．Ｂｒａｎｎａｎ，“从第二座 ‘胡沙布’反应堆冷却塔冒出的蒸汽；巴基斯坦可能已

开始运行第二座反应堆”，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报告，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４日，网址： 〈ｈｔ

ｔｐ：／／ｉｓｉｓｏｎｌｉｎｅ．ｏｒｇ／ｉｓｉｓｒｅｐｏｒｔｓ／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Ｄ．Ａｌｂｒｉｇｈｔ和Ｐ．Ｂｒａｎｎａｎ，“巴基斯坦在胡沙布核设施似乎正在建造第四座军用

反应堆”，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报告，２０１０年２月１１日，网址： 〈ｈｔｔｐ：／／ｉｓｉｓｏｎ

ｌｉｎｅ．ｏｒｇ／ｉｓｉｓｒｅｐｏｒｔｓ／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Ｍ．Ｈｉｂｂｓ，“中国帮助建造胡沙布４？”，Ａｒｍ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Ｗｏｎｋ，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２

日，网址：〈ｈｔｔｐ：／／ｈｉｂｂｓ．ａｒｍ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ｗｏｎｋ．ｃｏｍ／ａｒｃｈｉｖｅ／１６２／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ｅｌｐｏｎｋｈｕｓｈａｂ〉。

Ｄ．Ａｌｂｒｉｇｈｔ和Ｐ．Ｂｒａｎｎａｎ，“商业卫星图像显示巴基斯坦正在建造第二座更大规

模的钚生产反应堆：会使南亚大大增强核武库吗？”，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报告，２００６年

７月２４日，网址：〈ｈｔｔｐ：／／ｉｓｉｓｏｎｌｉｎｅ．ｏｒｇ／ｉｓｉｓｒｅｐｏｒｔｓ／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从 “幻影３”飞机进行了试射。〔１１８〕这种导弹被认为具有核能力。

陆基导弹

巴基斯坦拥有两种被认为担负核发射任务的陆基短程弹道导弹。

“加纳维” （Ｈａｔｆ３）是单级、固体燃料、公路机动的导弹，在２００４

年开始服役。“沙欣”（Ｈａｔｆ４）是固体燃料的导弹，在２００３年开始

服役。这两种导弹的最近试射是在２０１０年５月８日进行的。〔１１９〕

“高里１” （Ｈａｔｆ５）是巴基斯坦唯一的中程弹道导弹。它是单

级、液体燃料、公路机动的导弹，具有超过１２００公里的射程。１枚

“高里１”导弹在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０日由陆军战略力量司令部的战略导

弹大队成功地进行了试射。〔１２０〕 “沙欣２” （Ｈａｔｆ６）是两级、固体燃

料、公路机动的导弹，具有２５００公里的射程。它已发展了十多年，

可能很快开始实战部署。

巴基斯坦正在继续发展 “巴布尔” （Ｈａｔｆ７）地射巡航导弹。

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０日，它在核巡航导弹的系列飞行试验中进行了最近一

次试射。〔１２１〕巴基斯坦计划发展空射型和海射型。

表７８　２０１１年１月巴基斯坦核力量

类型
射程

（公里）ａ

有效载荷

（公斤）
状况

飞机

Ｆ１６Ａ／Ｂ １６００ ４５００
３２架，部署在三个空军中队；是最可能担负核

发射任务的飞机

４５４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１１８〕

〔１１９〕

〔１２０〕

〔１２１〕

Ｉ．Ａ．Ｋｈａｎ，“巡航导弹从空中平台发射”，《黎明报》，２００８年５月９日。

巴基斯坦三军公共关系办公室，新闻稿 （ｎｏ．ＰＲ１８６／２０１０ＩＳＰＲ），２０１０年５月８

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ｓｐｒ．ｇｏｖ．ｐｋ／ｆｒｏｎｔ／ｍａｉｎ．ａｓｐ？ｏ＝ｔｐｒｅｅ＿ｒｅｌｅａｓｅ＆ｄａｔｅ＝２０１０／

５／８〉。

法新社，“巴基斯坦成功地试射 ‘Ｈａｔａｆ５’导弹：巴基斯坦三军公共关系办公

室”，《黎明报》，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０日。

根据官方新闻稿，“巴布尔”巡航导弹具有６００公里的射程。巴基斯坦三军公共

关系办公室，新闻稿 （ｎｏ．ＰＲ４０／２０１１ＩＳＰＲ），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０日，网址：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ｉｓｐｒ．ｇｏｖ．ｐｋ／ｆｒｏｎｔ／ｍａｉｎ．ａｓｐ？ｏ＝ｔｐｒｅｅ＿ｒｅｌｅａｓｅ＆ｉｄ＝１６６６〉。



类型
射程

（公里）ａ

有效载荷

（公斤）
状况

陆基弹道导弹

加纳维

（Ｈａｔｆ３）
～４００ ５００

２００４年交付巴基斯坦陆军开始服役；部署不足

５０个发射架；最近的试射是在２０１０年５月８

日进行的；被认为是１９９０年代从中国获得的

“Ｍ１１”导弹的复制型

沙欣１

（Ｈａｔｆ４）
＞４５０ｂ ７５０—１０００

２００３年交付巴基斯坦陆军开始服役；部署不足

５０个发射架；最近的试射是在２０１０年５月８

日进行的

沙欣２

（Ｈａｔｆ６）
２５００ （～１０００）

最初两次陆军实战准备发射是在２００８年４月

１９和２１日进行的；预计很快开始实战部署

高里１

（Ｈａｔｆ５）
＞１２００ ７００—１０００

２００３年交付巴基斯坦陆军开始服役；部署不足

５０个发射架；最近的试射是在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０

日进行的

巡航导弹

巴布尔

（Ｈａｔｆ７）
６００—７００ｃ ．．

正在发展；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０日试射；海射型和

空射型也在发展

雷电

（Ｈａｔｆ８）
３５０ ．．

正在发展；空射；最初两次试射是在２００７年８

月２５日和２００８年５月８日进行的

．．＝没有可用或适用的数据；（）＝不确定的数字。

ａ飞机的航程只用于说明的目的；真正的作战航程根据飞行轨迹和武器载重将有所不

同。为达到最大射程，导弹的有效载荷可能要减少。

ｂ一些巴基斯坦消息灵通人士说，“沙欣１”具有超过６００公里的射程。

ｃ自２００６年以来，飞行试验的射程已从５００公里向上增加，目标现在是１０００公里。

资料来源：美国空军，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弹道和巡航导弹威胁》（国家航空航

天情报中心：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俄亥俄州，２００９年６月）；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交

国会的有关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先进常规武器相关技术的非密报告，２００２年１月１日

至６月３０日”，２００３年４月，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ｉａ．ｇｏｖ／ｌｉｂｒａｒｙ／ｒｅｐｏｒｔｓ／ａｒｃｈｉｖｅｄｒｅ

ｐｏｒｔｓ１／〉；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到２０１５年外国导弹发展和弹道导弹威胁”（非密摘要），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ｎｉ．ｇｏｖ／ｎｉｃ／ｓｐｅｃｉａｌ＿ｍｉｓｓｉｌｅｔｈｒｅａｔ２００１．ｈｔｍｌ〉；国际

战略研究所，《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７年军事力量对比》（罗德里奇出版社：伦敦，２００７年）；“核

笔记本”，《原子科学家公报》，各期；作者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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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以色列核力量

以色列继续坚持其长期奉行的核模糊政策：它既不正式肯定也

不正式否定它拥有核武器。〔１２２〕２０１０年５月，一家英国报纸发表了

它所称的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的南非秘密文件，据称透露了以色列

提议向南非政府出售核武器。〔１２３〕以色列官员否认曾经作出这样的

提议。

以色列核武库的规模尚不知晓，但据普遍认为，以色列已生产了

足够制造１００—２００个弹头的钚。根据一项估计，截至２０１０年，以色

列拥有０．８吨武器级钚。〔１２４〕在这些钚中，只有一部分钚可能已被用

来生产了武器。据这里的估计，以色列拥有约８０枚完整的核武器，

其中５０枚是由弹道导弹发射的弹头，剩余的是由飞机投掷的炸弹

（见表７．９）。２０１０年，继续有媒体猜测，以色列可能已为其舰队发展

了基于美国制造的 “鱼叉”导弹的具有核能力的海射巡航导弹 （ＳＬ

ＣＭ），这支舰队由３艘从德国购买的８００型 “海豚”级柴油动力潜艇

组成。〔１２５〕以色列已经否认这些报道。〔１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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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

〔１２３〕

〔１２４〕

〔１２５〕

〔１２６〕

关于这项政策在以色列国家安全决策中的作用，参见Ａ．Ｃｏｈｅｎ， “以色列”，

Ｈ．Ｂｏｒｎ，Ｂ．Ｇｉｌｌ和Ｈ．Ｈａｎｇｇｉ（编辑），“ＳＩＰＲＩ，《管控核武器：核武器的文官控制和民主

问责》（牛津大学出版社：牛津，２０１０年）。

Ｃ．ＭｃＧｒｅａｌ，“据透露：以色列如何提议向南非出售核武器”，《卫报》，２０１０年５

月２４日。

参见附录７Ａ，表７Ａ．２。

Ｄ．Ｗｉｌｌｉａｍｓ，“海军上将引起以色列 ‘核潜艇’问题”，路透社，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２

日；Ｕ．Ｍａｈｎａｉｍｉ，“以色列在伊朗附近海域安放核导弹潜艇”，《泰晤士报》，２０１０年５月

３０日。

Ａ．ＢｅｎＤａｖｉｄ，“以色列又订购两艘 ‘海豚’级潜艇”， 《简氏防务周刊》，２００６

年８月３０日，第５页；Ｄ．Ｗｉｌｌｉａｍｓ，“以色列的潜艇驶向苏伊士运河，表示可达伊朗”，路

透社，２００９年７月３日。



表７９　２０１１年１月以色列核力量

类型 射程 （公里）ａ 有效载荷 （公斤） 状况

飞机ｂ

Ｆ１６Ａ／Ｂ／Ｃ／Ｄ／Ｉ

猎鹰
１６００ ５４００

武库有２０５架；一些被认为已进行了

核武器发射的认证

弹道导弹ｃ

杰里科２ １５００—１８００ ７５０—１０００
约５０枚导弹；１９９０年首次部署；

２００１年６月２７日试射

杰里科３ ＞４０００ １０００—１３００ ２００８年１月１７日试射；状况不详

ａ飞机的航程只用于说明的目的；真正的作战航程将有所不同。为达到最大射程，导弹的有

效载荷可能要减少。

ｂ以色列２５架 “Ｆ１５Ｉ”飞机中的一些飞机可能也担负远程核发射任务。

ｃ“沙维特”空间发射器，如果改为弹道导弹，能将７７５公斤的有效载荷发射到４０００公

里的距离。

资料来源：Ａ．Ｃｏｈｅｎ，《最糟糕的保密工作：以色列与核武器交易》（克伦比亚大学出

版社：纽约，２０１０年）；Ａ．Ｃｏｈｅｎ和Ｗ．Ｂｕｒｒ，“以色列跨过核门槛”，《原子科学家公报》，

第６２卷，第３期 （２００６年５月和６月）；Ａ．Ｃｏｈｅｎ，《以色列与核武器》（哥伦比亚大学出

版社：纽约，１９９８年）；Ｄ．Ａｌｂｒｉｇｈｔ，Ｆ．Ｂｅｒｋｈｏｕｔ和 Ｗ．Ｗａｌｋｅｒ，ＳＩＰＲＩ， 《１９９６年钚和高

浓铀：世界总量、能力和政策》 （牛津大学出版社：牛津，１９９７年）； 《简氏战略武器系

统》，各期；Ｓ．Ｆｅｔｔｅｒ，“以色列的弹道导弹能力”， 《物理学与社会》，第１９卷，第３期

（１９９０年７月）—要获得更新的分析，参见未发表的 “弹道导弹入门”，网址：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ｐｕｂｌｉｃｐｏｌｉｃｙ．ｕｍｄ．ｅｄｕ／Ｆｅｔｔｅｒ／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核笔记本”， 《原子科学家公报》，各

期；作者的评估。

第十节　朝鲜军事核能力

通过２００６年１０月 （估计当量小于１千吨）和２００９年５月 （估计

当量约２—３千吨）的地下核试验爆炸，朝鲜显示了军事核能力。〔１２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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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７〕Ｊ．Ｒ．Ｃｌａｐｐｅｒ，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美国情报界全球威胁评估”，记录归档的声

明，美国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６日，网址：〈ｈｔｔｐ：／／ｄｎｉ．ｇｏｖ／ｔｅｓｔｉｍｏ

ｎｉｅｓ．ｈｔｍ〉，第６页。还参见Ｖ．Ｆｅｄｃｈｅｎｋｏ， “２００９年朝鲜的核试验爆炸”，ＳＩＰＲＩ情况简

报，２００９年１２月，网址： 〈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ｓ．ｓｉｐｒｉ．ｏｒｇ／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ｎｆｏｒ？ｃ＿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ｄ＝

３９７〉；Ｖ．Ｆｅｄｃｈｅｎｋｏ，“１９４５—２００９年核爆炸”，《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０》，第３７１—３７３页。



这两次试验中，爆炸的估计当量比其他国家进行的首次核试验的当量

低得多。美国情报机构认为２００６年的试验是失败的，２００９年的试验

“显然比２００６年的试验成功得多”。〔１２８〕它还估计朝鲜具有生产核武器

的能力，虽然目前还不清楚朝鲜是否已经这样做了。〔１２９〕有相当多的

猜测说，朝鲜可能已从国外获得了武器设计的帮助。〔１３０〕

据估计，截至２０１０年，朝鲜已生产和分离了２４—４２公斤钚。假

设每枚武器使用５公斤钚，这将足够制造８枚核武器。〔１３１〕关于朝鲜

从平安北道的宁边５兆瓦石墨慢化反应堆的乏燃料中分离的钚的数量

和因此朝鲜可能生产的弹头的数量一直是争论的主题。朝鲜在２００９

年宣布，它已恢复对宁边反应堆的剩余燃料棒的后处理。〔１３２〕２０１０

年，商业卫星图像显示在宁边地区有新的建设和挖掘活动，尽管活动

的目的还不清楚。〔１３３〕

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怀疑朝鲜从事一项未申报的铀浓缩计划，旨在

生产用于核武器的高浓铀。２００９年，朝鲜发表许多声明承认，它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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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８〕

〔１２９〕

〔１３０〕

〔１３１〕

〔１３２〕

〔１３３〕

Ｄ．Ｃ．Ｂｌａｉｒ，美国国家情报总监， “美国情报界年度威胁评估”，记录归档的声

明，美国众议院，情报常设特别委员会，２０１０年２月３日，网址：〈ｈｔｔｐ：／／ｄｎｉ．ｇｏｖ／ｔｅｓｔｉ

ｍｏｎｉｅｓ＿２０１０．ｈｔｍ〉，第１４页。

Ｃｌａｐｐｅｒ（同注释 〔１２７〕）。关于朝鲜是否具有制造可能用于实战军事能力的全功

能核武器所需的设计和工程技能，在非政府分析家中仍有疑惑。

Ｂ．Ｌｉ，“对朝鲜获取核武器的另一种观点”，《原子科学家公报》，第６６卷，第３

期 （２０１０年５月和６月），第３８页；Ｊ．Ｐｏｌｌａｃｋ， “朝鲜自己的核弹设计”，ＡｒｍｓＣｏｎｔｒｏｌ

Ｗｏｎｋ，２０１０年５月６日，网址： 〈ｈｔｔｐ：／／ｐｏｌｌａｃｋ．ａｒｍ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ｗｏｎｋ．ｃｏｍ／ａｒｃｈｉｖｅ／２７１８／

ｎｏｒｔｈｋｏｒｅａｓ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ｂｏｍｂｄｅｓｉｇｎ〉。

一些报告表示，朝鲜在其武器设计方面可能已使用了少量的钚。参见 “朝鲜的

钚数量各不相同”，《朝鲜日报》，２００８年６月３０日；Ａ．Ｆｉｆｉｅｌｄ，“叛逃者说朝鲜 ‘拥有一

吨爆炸当量的核弹，”《金融时报》，２００５年７月２０日。

朝中社，“外务省发言人谈到乏燃料棒的后处理”，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５日，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ｋｃｎａ．ｃｏ．ｊｐ／ｉｔｅｍ／２００９／２００９０４／ｎｅｗｓ２５／２００９０４２５—２０ｅｅ．ｈｔｍｌ〉。

Ｄ．Ａｌｂｒｉｇｈｔ和Ｐ．Ｂｒａｎｎａｎ，“朝鲜在被毁的冷却塔地区正在建造什么？它值得关

注”，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报告，２０１０年９月３０日，网址： 〈ｈｔｔｐ：／／ｉｓｉｓｏｎｌｉｎｅ．ｏｒｇ／ｉ

ｓｉｓｒｅｐｏｒｔｓ／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ｋｏｒｅａｎ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



在进行一项为未来核动力反应堆生产燃料的浓缩计划。〔１３４〕美国国家

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在２０１１年２月重申，朝鲜 “在过去一直进

行铀浓缩活动，我们估计是为核武器目的”。〔１３５〕２０１０年１１月，朝鲜

向一个美国科学家代表团展示了新的铀浓缩设施，该设施位于宁边的

一个前燃料棒制造厂。〔１３６〕科学家们被告知，该设施 “装有６个级联

的２０００台离心机”；它建于２００９年４月至２０１０年１１月之间；它正

在生产平均浓度为３．５％的铀，用于民用轻水反应堆计划。到访的科

学家之一报告说，该设施比他预料的更先进，尽管他无法证实其离心

机是否已开始运行。〔１３７〕美国官员认为，如果该国其他地方没有未申

报的核设施和核活动网络，该厂不可能在给出的时间框架内建成。〔１３８〕

２０１１年初，由联合国安理会的一个专家组编写的一份秘密报告同样

认为，朝鲜可能拥有另外的与核有关的设施。〔１３９〕

第十一节　结语

２０１０年，为达到由ＳＯＲＴ条约设定的弹头限额，俄罗斯和美国

继续削减其部署的进攻性战略核力量。根据２０１０年达成的新

ＳＴＡＲＴ条约，这两个国家将进一步适度地削减该力量。新条约不限

制俄罗斯和美国的非战略和非部署的核弹头库。

尽管在２０１０年出现了核军控和核裁军努力的势头不断增长的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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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４〕

〔１３５〕

〔１３６〕

〔１３７〕

〔１３８〕

〔１３９〕

参见朝中社，“朝鲜外务省宣布了针对联合国安理会 ‘１８７４号决议’的强硬对抗

措施”，２００９年６月１３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ｋｃｎａ．ｃｏ．ｊｐ／ｉｔｅｍ／２００９／２００９０６／ｎｅｗｓ１３／

２００９０６１３—１０ｅｅ．ｈｔｍｌ〉；朝中社，“朝鲜常驻代表给联合国安理会主席发的信”，２００９年９

月４日，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ｋｃｎａ．ｃｏ．ｊｐ／ｉｔｅｍ／２００９／２００９０９／ｎｅｗｓ０４／２００９０９０４—０４ｅｅ．

ｈｔｍｌ〉。

Ｃｌａｐｐｅｒ（同注释 〔１２７〕），第１４页。

Ｓ．Ｓ．Ｈｅｃｋｅｒ，“我在朝鲜发现了什么”， 《外交事务》，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９日，第４

页。

Ｈｅｃｋｅｒ（同注释 〔１３６〕），第４页。

Ｄ．Ｅ．Ｓａｎｇｅｒ和Ｗ．Ｊ．Ｂｒｏａｄ， “美国认为朝鲜有更多的核设施”， 《纽约时报》，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４日。

Ｃ．Ｈａｒｌａｎ，“联合国报告表明朝鲜有秘密的核设施”，《华盛顿邮报》，２０１１年２

月１日。



象，但是所有法律上承认的核武器国家似乎决心今后无限期地保留其

核武库，并正在使其核力量现代化或已宣布了这样做的计划。美国

《核态势审议》报告重申了目前核力量态势对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并建议使核武器生产综合体现代化。法国和英国签署了关于技术合作

的双边协议，以确保其核武器的长期安全性和可靠性。中国正在部署

新一代陆基和海基核力量。

在事实上的核武器国家中，印度和巴基斯坦继续扩大其核打击能

力，而以色列似乎正在观望伊朗核计划如何发展。关于朝鲜的核武器

能力仍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田景梅译）

０６４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附
录７

犃

２０１０年全球裂变材料库存与生产

亚历山大·格拉译　齐亚·米安

能够为进行爆炸裂变连锁反应的材料是一切类型的核爆炸所必

不可少的，从第一代裂变武器到先进热核武器都是这样。这些裂变

材料最为常见的是高浓铀 （ＨＥＵ）和几乎任何同位素组合的钚。

本附录详细列出目前全球高浓铀 （见表７Ａ．１）和分离钚 （见表

７Ａ．２）库存量，包括用在武器中的，以及这些材料的目前生产能

力的详细情况 （分别见表７Ａ．３和表７Ａ．４）。各表中的信息依据国

际裂变材料研究小组编写的 《２０１０年全球裂变材料报告》所做的

最新估算。〔１〕

高浓铀和钚的生产都起始于天然铀。〔２〕天然铀包含几乎全部

非连锁反应同位素铀－２３８，其中约０．７％是铀－２３５，但是铀－

２３５的浓度可以通过浓缩进一步提高———主要用气体离心机。浓缩

到２０％以下的铀－２３５（只要达到３－５％），又称低浓铀 （ＬＥＵ），

适用于电力反应堆。浓缩到至少２０％的铀－２３５，又称高浓铀，则

一般被视为已达到用来制造武器的最低浓度。但是为了使核爆炸材

料的质量最小化，武器级铀的浓度通常要使铀－２３５达到９０％

以上。

核反应堆中钚的产生是通过使铀－２３８经中子辐照而来，然后

经过化学方式在后处理过程中分离出来。钚有多种同位素组合，大

部分都可以用于武器生产。核武器设计者喜欢采用的组合大都是钚

－２３９，因为它在放射性衰变中排放的中子和伽马射线比率相对较

１６４★ 附录７Ａ　２０１０年全球裂变材料库存与生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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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产生的热量也较低。武器级钚通常含有９０％的同位素钚－

２３９。从核反应堆中分离出来的乏燃料中的钚 （称为反应堆级钚）

含有５０％—６０％浓度钚－２３９，可用于武器生产，甚至用在第一代

核武器设计中。

１９６８年的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核武器缔约国———中国、法

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都既生产高浓铀也生产钚。印度、以色

列和朝鲜主要生产钚，巴基斯坦主要生产高浓铀。有民用核工业的所

有国家都具有一定的裂变材料生产能力。

表７犃１　２０１０年全球高浓缩铀库存

国家
全国库存量

（单位：吨）ａ
生产状况 说　明

中国 １６±４ １９８７—１９８９年停产

法国ｂ ３１±６ １９９６年停产 包括４．９吨已申报民用高浓铀

印度ｃ １．３±０．３ 还在生产

以色列ｄ ０．３ －

巴基斯坦 ２．６±０．４ 还在生产

俄罗斯ｅ ６７０±１２０ １９８７—１９８８年停产

包括５０吨假定将用于海军和其

他研究反应堆燃料；不包括准

备稀释的１０４吨

英国ｆ ２１．２（申报量） １９６２年停产 包括１．４吨申报的民用高浓铀

美国ｇ ５１０（申报量） １９９２年停产

包括１３０吨海军反应堆燃料备

用和２０吨其他高浓铀反应堆燃

料；不包括准备稀释或作为废

料处理的１０４吨

无核武器国家ｈ ～２０

总量 ～１２７０ｉ 不包括准备稀释的２０８吨

ａ这种材料大部分是９０％—９３％浓度的铀２３５，通常被认为是武器用的。重要的例外

在需要的地方注明。俄罗斯截至２０１０年年底稀释的过剩武器用高浓铀和美国截至２０１０年

年初稀释的过剩武器用高浓铀已分别计算在内。（稀释就是减低铀２３５的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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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法国２００９年年底向国际原子能机构 （ＩＡＥＡ）申报的民用高浓铀为４．９吨；这里假

定９３％浓度的高浓铀为武器级，即使有些材料经过了辐射。这一估算中的不确定性只适用

于２６吨军用库存，而不适用于已申报的４．９吨库存。

ｃ据认为，印度仍在生产高浓铀 （相当于３０％—４５％的浓度），用作海军反应堆燃料。

高浓铀的估算浓度达到３０％。

ｄ以色列可能在１９６５年或之前就从美国秘密获取了约３００公斤武器级高浓铀。

ｅ截至２０１０年９月，俄罗斯稀释了４００吨武器级高浓铀。这里列出的俄罗斯留作海军

反应堆用的高浓铀库存量是根据作者对俄罗斯舰队的规模估算出来的。

ｆ截至２００２年３月３１日，该数包括２１．９吨高浓铀，未标出年均浓缩量。到２００８年年

底，英国向ＩＡＥＡ共申报１．４吨民用高浓铀。

ｇ美国的高浓铀储量以实际吨数标出，而不按相当９３％浓度算出。截至１９９６年９月３０

日，美国的高浓铀库存总量是７４１吨，其中６２０吨是铀２３５。迄今，美国表示准备将稀释

２３３吨高浓铀。截至２０１０年年中，美国共稀释了１３１吨这种材料。不过这些高浓铀中的武

器级铀即使有也是微乎其微。至少１００吨是经过辐射的海军反应堆燃料。

ｈ国际原子能机构２００９年的年度报告列入全面保障监督的较大存量有２４６．５吨，这相

当于６．１５吨铀２３５。为了标示这批材料，大部分是研究堆燃料，其浓度难以估算，假设总

共有２０吨高浓铀，其中大约一半在哈萨克斯坦，浓度约２０％。

ｉ该总量以最接近５吨取其整数。

资料来源：国际裂变材料研究小组 （ＩＰＦＭ）， 《２０１０年全球裂变材料报告》 （ＩＰＦＭ：

普林斯顿，新泽西州，２０１０年），表１．２，第１２页；以色列：Ｈ．Ｍｙｅｒｓ，“以色列第一批裂

变材料的实际来源”，《今日军控》第３７卷，第８期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第５６页，２００４年５

月１３日；另参见Ｖ．Ｇｉｌｉｎｓｋｙ和Ｒ．Ｊ．Ｍａｔｔｓｏｎ，‘ＲｅｖｉｓｉｔｉｎｇｔｈｅＮＵＭＥＣＡｆｆａｉｒｓ”，《原子科

学家学报》第６６卷，第２期 （２０１０年３／４月）；俄罗斯：美国铀浓缩公司，“从百万吨到

数兆瓦”，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ｓｅｃ．ｃｏｍ／〉；英国：英国国防部，“英国军用高浓铀的历

史性说明”，２００６年３月，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ｄ．ｕｋ／Ｄｅｆ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ＡｂｏｕｔＤｅｆｅｎｃ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Ｓａｆｅｔｙ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ＤｅｐｌｅｔｅｄＵｒａｎｉｕｍ／〉；国际原子能机构

（ＩＡＥＡ），“从英国收到的关于其钚管理政策的通信，ＩＮＦＣＩＲＣ／５４９／Ａｄｄ．８／１２，２００９年９

月１５日；美国：美国能源部 （ＤＯＥ），“高浓铀的收支情况：关于美国自１９４５年至１９９６年

９月３０日高浓铀的生产、购买和使用情况的报告” （能源部，华盛顿特区，２００１年）；

Ｒ．Ｇｅｏｒｇｅ和Ｄ．Ｔｏｕｓｌｅｙ，能源部，“美国高浓铀的处置”，在核能研究所关于核燃料供应问

题研讨会上的发言，华盛顿特区，２００６年１月２４日；Ｒ．Ｇｅｏｒｇｅ，“美国高浓铀处理计划”，

在核材料管理研究所第５０届年会上的发言，Ｔｕｃｓｏｎ，亚利桑那州，２００９年７月１３—１９

日；Ｇ．Ａ．Ｐｅｒｓｏｎ，“高浓铀的商业性稀释：防扩散成功之举！”，核材料管理研究所第５１届

年会，巴尔的摩，马里兰州，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３日；无核武器国家：ＩＡＥＡ，《２００８年年度报

告》，（ＩＡＥＡ：维也纳，２００９年），表Ａ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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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犃２　２０１０年全球分离钚库存

国家

军用钚储量

截至２０１０年

（单位：吨）

军用钚

生产状况

民用钚储量

截至２０１０年，除非

另注明 （单位：吨）

中国 １．８±０．８ １９９１年停产 ０

法国 ６±１．０ １９９２年停产
５５．９（不包括外国在法国储存

的２８．３）

德国 ０ ９．５储存在法国、德国和英国

印度ａ ０．５±０．１４ 还在生产
３．７（包括３．５不列入全面保

障监督）

以色列ｂ ０．８±０．１３ 还在生产 ０

日本 ０
４６．１（包括储存在法国和英国

的３６．１）

朝鲜ｃ ０．０３４ ２００９年恢复生产 ０

巴基斯坦ｄ ０．１±０．０２ 还在生产 ０

俄罗斯ｅ
１２８±８（其中

３４为申报过剩量）
１９９７年实际停产 ４７．７

英国ｆ
７．６（４．４为申

报过剩量）
１９９５年停产

８５．３（包括在国外的０．９，但

不包括外国在英国的２７．７）

美国ｇ
９２（５３．９为

申报过剩量）
１９８８年停产 ０

总量
约为２３７（９２为

申报过剩量）
约２４８

ａ印度ＣＩＲＵＳ和Ｄｈｒｕｖａ两个反应堆武器级钚生产一直持续到２０１０年年末ＣＩＲＵＳ反

应堆关闭。作为２００５年 《印美民用核合作倡议》的一部分，印度军用部门中包括从印度乏

动力反应堆燃料分离出来的大量钚。虽然此处标为用于增值反应堆燃料是民用的，但这些

钚未置于２００９年２月２日印度政府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签署 “专门针对印度”的保障协定监

督之下。

ｂ据认为，以色列仍在运行Ｄｉｍｏｎａ钚生产堆，但可能主要用于氚 （ｔｒｉｔｉｕｍ）的生产。

ｃ据报道，朝鲜在２００８年６月申报的钚库存量是３１公斤，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９年进行核试

验后于２００９年恢复生产，增加８—１０公斤库存。

ｄ据估计，巴基斯坦的Ｋｈｕｓｈａｂ１反应堆每年约生产１０公斤武器级钚。该处另有三个

钚生产堆正在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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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俄罗斯在其关于 《ＩＡＥＡ第ＩＮＦＣＩＲＣ／５４９号文件》声明中，未包括宣布的过剩钚

储量。

ｆ英国申报的民用钚库存是８５．３吨 （不包括２７．７吨外国储存在英国的钚）。这显然包

括４．４吨宣布的过剩军用钚。但是，由于这４．４吨不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保障，因此根

据此估计这部分仍然列为军用钚库存，不列入民用钚库存。１９９５年，英国宣布已停止武器

用的裂变材料生产；这是位于Ａｌｄｅｒｍａｓｔｏｎ的英国原子武器研制中心从Ｓｅｌｌａｆｉｅｌｄ后处理厂

获取钚的最后一年。

ｇ在其关于 《ＩＡＥＡ第ＩＮＦＣＩＲＣ／５４９号文件》声明中，美国宣布５３．９吨钚材料是过剩

军用储存。

资料来源：国际裂变材料研究小组 （ＩＰＦＭ），《２００１０年全球裂变材料报告》（ＩＰＦＭ：

普林斯顿，新泽西州，２０１０年），图１．６，第１９页；美国能源部，“美国从核武库中拆卸９

公吨钚”，新闻发布稿，２００７年９月１７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ｎｅｒｇｙ．ｇｏｖ／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

ｃｕｒｉｔｙ／５５００．ｈｔｍ〉；《民用库存 （除印度外）》：各国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 （ＩＡＥＡ）《第ＩＮＦ

ＣＩＲＣ／５４９号》文件向机构所作的申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ａｅａ．ｏｒｇ／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Ｄｏｃ

ｕｍｅｎｔｓ／〉；朝鲜：Ｇ．Ｋｅｓｓｌｅｒ，“朝鲜给美国的信件先于其核申报”， 《华盛顿邮报》，２００８

年７月２日；俄罗斯：《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确定为不再需要为防务目

的钚的管理和处理及相关合作协定》（简称 《俄美钚管理与处理协定》，两国于２０００年８月

２９日和９月１日先后签署，网址：〈ｈｔｔｐ：／／ｓｔａｔｅ．ｇｏｖ／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１８５５７．ｐｄｆ〉。

表７犃３　全球主要铀浓缩设施和能力 （截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

国家
设施名称或

所在地
类别 状况 浓缩程序ａ

浓缩能力 （单位：

千ＳＷＵ／年）ｂ

阿根廷 Ｐｉｌｃａｎｉｙｅｕ 民用 恢复运行 ＧＤ ２０—３０００

巴西
Ｒｅｓｅｎｄｅ

浓缩厂
民用 在建 ＧＣ １２０

兰州２ 民用 运行中 ＧＣ ５００

中国 兰州 （新建） 民用 运行中 ＧＣ ５００

Ｓｈａａｎｘｉ 民用 行中 ＧＣ ５００—１０００

法国

Ｅｕｒｏｄｉｆ 民用 运行中 ＧＤ １０８００

Ｇｅｏｒｇｅｓ

ＢｅｓｓｅⅡ
民用 在建 ＧＣ ７５００—１１０００

德国 ＵｒｅｎｃｏＧｒｏｎａｕｃ 民用 运行中 ＧＣ ２２００—４５００

印度 Ｒａｔｔｅｈａｌｌｉ 军用 运行中 ＧＣ １５—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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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设施名称或

所在地
类别 状况 浓缩程序ａ

浓缩能力 （单位：

千ＳＷＵ／年）ｂ

伊朗
Ｎａｔａｎｚ 民用 在建 ＧＣ １２０

Ｑｏｍ 民用 在建 ＧＣ ５—１０

日本 Ｒｏｋｋａｓｈｏｄ 民用 已关闭 ＧＣ ＜１０５０

荷兰 ＵｒｅｎｃｏＡｌｍｅｌｏ 民用 运行中 ＧＣ ３８００

朝鲜 宁边 ？ ？ ＧＣ ？ｅ

巴基斯坦
Ｇａｄｗａｌ 军用 运行中 ＧＣ ？

Ｋａｈｕｔａ 军用 运行中 ＧＣ ２０—３０

俄罗斯

Ａｎｇａｒｓｋ 民用 运行中 ＧＣ ２２００—５０００

Ｎｏｖｏｕｒａｌｓｋ 民用 运行中 ＧＣ １３３００

Ｓｅｖｅｒｓｋ 民用 运行中 ＧＣ ３８００

Ｚｅｌｅｎｏｇｏｒｓｋ 民用 运行中 ＧＣ ７９００

英国 Ｃａｐｅｎｈｕｒｓｔ 民用 运行中 ＧＣ ５０００

美国

ＡｒｅｖａＥａｇｌｅＲｏｃｋ 民用 已规划 ＧＣ ３３００—６６００

Ｐａｄｕｃａｈ 民用 即将关闭 ＧＤ １１３００

Ｐｉｋｅｔｏｎ，Ｏｈｉｏ 民用 在建 ＧＣ ３８００

ＵｒｅｎｃｏＥｕｎｉｃｅ 民用 运行中 ＧＣ ５９００

ａ气体分离 （ＧＣ）是目前用于提高铀中的铀２３５分馏的主要同位素分离技术，但是少

许设施仍在使用气体扩散 （ＧＤ）。

ｂＳＷＵ／ｙｒ是每年分离工作单位的缩写：一个ＳＷＵ是计算浓缩设施中把一定含量的铀

２３５分离成高低两种浓度铀２３５所需要的工作量。

ｃ正在扩建中。

ｄＲｏｋｋａｓｈｏ离心机厂于２０１０年１２月关闭；计划在得到新离心技术后恢复生产。

ｅ关于朝鲜的宁边设施，参见第７章第１０节。

资料来源：浓缩能力数据是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 “综合核燃料循环信息系统”（ＩＮ

ＦＣＩＳ），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ｆｃｉｓ．ｉａｅａ．ｏｒｇ／〉；国际裂变材料研究小组 （ＩＰＦＭ），《２０１０

年全球裂变材料报告》 （ＩＰＦＭ：普林斯顿，新泽西州，２０１０年）；和公民核信息中心

（ＣＮＩＣ），“铀浓缩厂成了一个巨大的垃圾堆”， 《东京核信息》第１４０期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刊），第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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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犃４　全球主要钚后处理设施 （截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

除了标出外，所有设施均处理轻水堆燃料

国家
设施名称或

所在地
类别 状况

设计能力 （单

位：ｔＨＭ／年）ａ

中国 兰州中试厂 民用 开始运行 ５０—１００

法国
ＬａＨａｇｕｅＵＰ２ 民用 运行中 １０００

ＬａＨａｇｕｅＵＰ３ 民用 运行中 １０００

印度ｂ

Ｋａｌｐａｋｋａｍ （重水堆燃料） 两用 运行中 １００

Ｔａｒａｐｕｒ（重水堆燃料） 两用 运行中 １００

Ｔｒｏｍｂａｙ（重水堆燃料） 军用 运行中 ５０

以色列 Ｄｉｍｏｎａ（重水堆燃料） 军用 运行中 ４０—１００

日本
ＪＮＣＴｏｋａｉ 民用 暂时关闭 ２００

Ｒｏｋｋａｓｈｏ 民用 开始运行 ８００

巴基斯坦
Ｃｈａｓｈｍａ 军用 在建 ５０—１００

Ｎｉｌｏｒｅ（重水堆燃料） 军用 运行中 ２０—４０

俄罗斯

ＭａｙａｋＲＴ１，Ｏｚｅｒｓｋ （过去称

为 Ｃｈｅｌｙａｂｉｎｓｋ６５）
民用 运行中 ２００—４００

Ｓｅｖｅｒｓｋ（过去称为Ｔｏｍｓｋ７） 军用 即将关闭 ６０００

Ｚｈｅｌｅｚｎｏｇｏｒｓｋ（过去称为 Ｋｒａｓ

ｎｏｙａｒｓｋ２６）
军用 即将关闭 ３５００

英国
ＢＮＦＬＢ２０５Ｍａｇｎｏｘ 民用 即将关闭 １５００

ＢＮＦＬＴｈｏｒｐ，Ｓｅｌｌａｆｉｅｌｄ 民用 暂时关闭 １２００

美国 Ｈｃａｎｙｏｎ，ＳａｖａｎｎａｈＲｉｖｅｒＳｉｔｅ 民用 运行中 １５

ａ设计能力系指该后处理厂按设计要求处理的最高乏燃料量，以每年重金属铀吨位测

算 （ｔＨＭ／ｙｒ），ｔＨＭ是这种情况下乏燃料中重金属铀的量。实际产量往往是设计产能中很

小一部分。例如，俄罗斯ＲＴＩ的厂后处理能力每年从未超过１３０ｔＨＭ，而法国由于其与

外国的合同不能续签，不久后将每年只能处理８５０ｔＨＭ。轻水堆燃料中含有１％的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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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堆和石墨堆燃料中含有约０．４％的钚。

ｂ根据２００５年签订的 《印美核合作倡议》，印度决定它的所有后处理厂不受国际原子

能机构监督保障核查。

资料来源：设计能力的数据系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 “综合核燃料循坏信息系统 （ＩＮ

ＦＣＩＳ），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ｆｉｃｉｓ．ｉａｅａ．ｏｒｇ／〉；国际裂变材料研究小组 （ＩＰＦＭ），〈２０１０

年全球裂变材料报告〉（ＩＰＦＭ：普林斯顿，新泽西州，２０１０）。

（叶如安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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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章
核军备控制与不扩散

香农·Ｎ·基尔

第一节　导　言

２０１０年春，国际社会为推动核裁军和不扩散而进行的努力呈现

出新的势头。４月，俄罗斯与美国签署了 《进一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

战略武器条约》（新ＳＴＡＲＴ条约），规定进一步可核查地削减双方部

署的进攻性战略核力量。同月，美国举行了齐集各国国家和政府首脑

的峰会，目的是支持为降低核恐怖主义风险和加强全世界核材料与设

施安全的措施。另外，５月召开五年一度的１９６８年 《不扩散核武器

条约》（《核不扩散条约》，ＮＰＴ）审议大会第八次会议上，各成员国

重申该条约是全球不扩散机制主要的法律和规制基础。审议大会一致

通过了成果文件，其中包括了旨在发展条约原则和目标的实质性

建议。

但２０１０年在解决伊朗和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 （ＤＰＲＫ或称朝鲜）

核计划长期争端方面进展甚微，这两个问题继续引起国际社会对核武

器扩散的关切。年内朝鲜自曝其建设的一座之前未申报的铀浓缩厂，

国际社会的关切因此进一步上升。

本章回顾了２０１０年核军备控制、裁军和防扩散领域的上述动向

及其他进展。第二节阐述了俄罗斯和美国就新ＳＴＡＲＴ条约进行谈判

的结果，并分析了新条约的主要限额和规定。第三节概述了美国发起

的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核安全峰会的情况，并指出若干核安全领域的

相关进展。第四节阐述了２０１０年ＮＰＴ条约审议大会的议程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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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讨论了会议中的几个主要争议问题。第五节分析了在遏制伊朗敏

感核燃料循环活动的法律手段和所谓法外手段有所加强的背景下，为

解决国际上对伊朗核计划的关切而开展的新的外交努力。第六节阐述

了朝鲜核武器计划新的进展以及依然存在的核计划问题上的外交僵

局。第七节是结语。

第二节　俄美战略核军控

２０１０年，俄罗斯和美国签署了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以替代

１９９１年的 《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ＳＴＡＲＴ条约）。〔１〕由于

ＳＴＡＲＴ条约的全面核查机制是俄美监督彼此战略核力量的主要手

段，因此替换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５日到期的ＳＴＡＲＴ条约对两国来说都至

关重要。该机制也用于核查２００２年 《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

（ＳＯＲＴ）规定的进一步裁减的核力量，因为ＳＯＲＴ条约本身没有核

查条款。〔２〕俄美高级别官员担心，如果不再遵守ＳＴＡＲＴ条约的核

查条款，俄美彼此战略力量的透明度会大打折扣。〔３〕在更大意义上，

新条约的签署被视为建设性地 “重启”俄美关系的重要一步，特别是

在美国。〔４〕

新犛犜犃犚犜条约谈判

俄罗斯和美国为签署替代ＳＴＡＲＴ条约的新条约，自２００９年５

月起在日内瓦进行正式谈判。〔５〕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双方共举行了八

轮会谈。在会谈中出现了若干实质性分歧。〔６〕其中最严重的分歧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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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ＳＴＡＲＴ条约的内容概要及其他详细内容，见本卷附录Ａ。

ＳＯＲＴ条约的内容概要及其他详细内容，见本卷附录Ａ。

例如，参见Ｒ．Ｇｏｔｔｅｍｏｅｌｌｅｒ，“新ＳＴＡＲＴ条约：通过２１世纪的核查手段来实现

安全”，《今日军控》，第４０卷，第７期 （２０１０年９月）。

Ｆ．Ｗｅｉｒ，“奥巴马提出的美俄关系重启取决于参议院是否批准ＳＴＡＲＴ条约”，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５日。

美方代表团的团长是负责军控、核查和守约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斯·高特莫勒。

俄方代表团的团长是俄罗斯外交部安全和裁军司司长阿纳托利·安托诺夫。

见Ｓ．Ｎ．Ｋｉｌｅ，“核军备控制与不扩散”，《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０》，第３８３—３８４页。



中于武器限额以及改变ＳＴＡＲＴ条约的计数规则的提议 （即，特定运

载工具携带特定数量弹头的计数规则）。双方在战略导弹飞行测试遥

测数据交换相关核查程序以及监督新的机动导弹系统制造方面也存在

分歧。另外，俄罗斯长期以来担心美国在欧洲的导弹防御计划并坚持

将条约与限制美导弹防御计划挂钩，也造成了谈判的复杂化。

由于在ＳＴＡＲＴ条约到期前未能达成一致，双方于２０１０年１月

２０日在日内瓦重启谈判。俄美官员表示，双方已接近解决核查和监

督问题的现有分歧。〔７〕然而，俄罗斯对美国宣布其欧洲导弹防御部

署调整的担忧，造成了最后阶段谈判的复杂化。〔８〕据报道，在俄罗

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就导弹防御问题多次通话后，双

方于３月２６日宣布已达成一致。〔９〕２０１０年４月８日，奥巴马和梅德

韦杰夫在布拉格举行的签字仪式上正式签署了新ＳＴＡＲＴ条约。〔１０〕

新犛犜犃犚犜条约的限额和核查规定

新ＳＴＡＲＴ条约由三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

导言和正文，确立条约的基本条款和任务；第二部分是长篇的议定

书，定义条约中的术语并制定遵守规定和监督遵守情况的程序；第三

部分是议定书的三个技术性附件，详细说明特定的检查、通报和核查

条款。〔１１〕除非被新条约替代，该条约的有效期为１０年；签约方可将

条约有效期延长，延期不得超过５年。条约设立了双边磋商委员会

（ＢＣＣ），作为条约遵守和执行的机构，除非另经同意，委员会每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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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Ｃ．Ｓｗｅｅｎｅｙ， “俄罗斯期待与美国即刻达成核协议”，路透社，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２

日。

“美国计划２０１５年前在罗马尼亚部署导弹拦截器”，Ｇｌｏｂ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Ｎｅｗｓｗｉｒｅ，

２０１０年２月９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ｌｏｂ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ｎｅｗｓｗｉｒｅ．ｏｒｇ／ｇｓｎ／ｎｗ＿２０１００２０９＿

４０１５．ｐｈｐ〉；Ｐ．Ｂａｋｅｒ，“与俄罗斯签署武器协定的道路迂回曲折”，《纽约时报》，２０１０年３

月２６日。

“美俄宣布达成削减核武器协议”，ＢＢＣ新闻，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６日，网址： 〈ｈｔ

ｔｐ：／／ｎｅｗｓ．ｂｂｃ．ｃｏ．ｕｋ／２／ｈｉ／８５８９３８５．ｓｔｍ〉；Ｂａｋｅｒ（同注释 〔８〕）。

俄罗斯总统，“俄美已签署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２０１０年４月８日，

网址：〈ｈｔｔｐ：／／ｅｎｇ．ｋｒｅｍｌｉｎ．ｒｕ／ｎｅｗｓ／２７１〉。

新ＳＴＡＲＴ条约的正文、议定书和三个技术性附件，见美国国务院公共事务局，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ｅ．ｇｏｖ／ｔ／ａｖｃ／ｎｅｗｓｔａｒｔ／ｃ３９９０３．ｈｔｍ〉。另参见本卷附录Ａ。



少应召开两次会议。

表８１　俄美各项削减核武器条约的限额

条约
签署日／

生效日

条约规定的

核弹头总数

战略核运载

工具总数ａ
期满日

ＳＴＡＲＴＩ
１９９１．７．３１／

１９９４．１２．５ｂ
６０００ １６００ ２００９．１２．５

ＳＴＡＲＴＩＩ
１９９３．１．３／

…ｃ
３０００—３５００ 无ｄ ．．

ＳＯＲＴ
２００２．５．２４／

２００３．６．１
１７００—２２００ 无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新ＳＴＡＲＴ

条约

２０１０．４．８／

２０１１．２．５
１５００ ８００ｅ

生效之日起

１０年内有效

注：ＳＯＲＴ为 《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 （莫斯科条约）；ＳＴＡＲＴ为 《削减战略武

器条约》。

ａ战略核运载工具包括洲际弹道导弹 （ＩＣＢＭｓ）、潜射弹道导弹 （ＳＬＢＭｓ）和远程轰

炸机。

ｂ１９９２年５月，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克兰与俄美签订了 《里斯本议定书》，由

此，这五国成为了 《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缔约国。

ｃ《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一直未生效。

ｄ《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本将禁止在洲际弹道导弹上装载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

层运载工具 （ＭＩＲＶｓ），并将双方的潜射弹道导弹总数限制在１７００—１７５０枚，但未实现。

ｅ现役部署不超过７００枚。

资料来源：附录Ａ。

条约的主要限额

新ＳＴＡＲＴ条约对俄美进攻性战略核武器的限额主要包括以下

三个方面。〔１２〕第一，双方部署在战略导弹和轰炸机上的核弹头按

规定不得超过１５５０枚。这比ＳＯＲＴ条约规定的２２００枚的限额减少

了约３０％，比原ＳＴＡＲＴ条约规定的６０００枚弹头的限额减少了近

７５％ （见表格８．１）。第二，新ＳＴＡＲＴ条约规定双方部署和非部署

４７４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１２〕 条约于２０１１年２月５日生效后７年内，双方应达到限额标准。



的洲际弹道导弹 （ＩＣＢＭｓ）和潜射弹道导弹 （ＳＬＢＭｓ）运载工具以

及部署和非部署的可配备核武器的远程 “重型”轰炸机数量上限为

８００。非部署运载系统包括训练和测试用运载工具，以及正在检修

中的已移除导弹的轰炸机和潜艇。第三，在运载工具的总限额内，

双方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重型轰炸机数量上限

为７００。〔１３〕

在就上述限额进行谈判的过程中，俄罗斯和美国各自的立场反

映出冷战后两国战略核力量组成上的差异。美国核力量拥有较多的

运载工具，每件运载工具携带的弹头数量较少，而俄罗斯核力量拥

有的运载工具较少，每件运载工具上部署的弹头数量较多。因此，

俄罗斯寻求大幅度降低运载工具的限额———降至５００件———以限制

美在导弹 “上载”能力 （即，迅速将库存的核弹头重新部署到洲际

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上的能力）方面对俄具有的相当大的优

势。〔１４〕美国则在主张限制部署弹头的同时，坚持运载工具的限额应

足够高，目的是维持其当前海、陆、空 “三位一体”的战略力量

结构。

起初，俄罗斯还试图在新ＳＴＡＲＴ条约中加入禁止美国在战略弹

道导弹上部署常规武器的规定，该部署是美战略司令部 “全球打击”

计划的一部分。〔１５〕双方商定，条约限额适用于美国装配常规弹药而

非核弹药的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１６〕

尽管导弹防御部署是条约谈判过程中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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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新ＳＴＡＲＴ条约的主要情况”，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６日，网

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ｏｆｆｉｃｅ／ｋｅｙｆａｃｔｓａｂｏｕｔｎｅｗｓｔａｒｔｔｒｅａｔｙ〉。

与俄罗斯被迫销毁老化或即将废弃的战略导弹运载系统不同，美国通过拆除洲

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携带的弹头放入库存的方式来达到ＳＴＡＲＴ条约对部署的战略

弹头的限制要求。参见Ａ．Ｐｉｋａｙｅｖ，“新ＳＴＡＲＴ条约：俄罗斯的初步想法”，蒙特雷国际

问题研究所詹姆斯·马丁防核扩散研究中心，２０１０年４月７日，网址：〈ｈｔｔｐ：／／ｃｎｓ．ｍｉｉｓ．

ｅｄｕ／ｓｔｏｒｉｅｓ／１００４０７＿ｓｔａｒｔ＿ｐｉｋａｙｅｖ．ｈｔｍ〉。

见本卷第七章第二节。

Ａ．Ｗｏｏｌｆ，“新ＳＴＡＲＴ条约：主要限额和重要规定”，国会研究部 （ＣＲＳ）向国

会提交的Ｒ４１２１９号报告 （美国国会：华盛顿特区，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３日），第１８页。



ＳＴＡＲＴ条约却并未对此问题加以约束或限制。〔１７〕两国在条约导言

中以不具约束力的行文承认，“进攻性战略武器和防御性战略武器之

间存在相互联系”，“随着战略核武器的削减，这种相互联系的重要性

将提升”。在美国的坚持下，导言还指出，“当前的防御性战略武器不

损害双方进攻性战略武器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在签署新ＳＴＡＲＴ条

约时，俄罗斯和美国都各自发表了单边声明，阐述本国对新条约与导

弹防御之间关系的立场。尽管声明并不造成任何一方承担新的义务，

但指出了之后主导两国国内批约讨论的立场。

弹头计数规则

新ＳＴＡＲＴ条约包含了计算条约限额允许的部署战略弹头数量

的详细规定和规则。新条约改变了原ＳＴＡＲＴ条约使用的 “计数规

则”，原规则认为，每件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都携带特定

数量的弹头———大多数情况下相当于进行导弹测试时使用的重返大

气层运载工具的最大数量———没有考虑到单个的导弹是否会携带少

于此数量的弹头。与此相反，新ＳＴＡＲＴ条约规定，双方将计算部

署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上实际部署的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

数量。

针对重型轰炸机，新ＳＴＡＲＴ条约延续了原条约的计算方法，将

每架飞机计入特定数量的弹头。但新条约规定，每架部署轰炸机不论

装配了核巡航导弹还是核重力炸弹，都被计为只携带了一个核弹头，

即使该飞机有能力携带远超于此数的武器荷载。〔１８〕对于上述计数规

则，谈判人员给出的理由是，由于轰炸机的飞行时间长，其构成的威

胁与能够实施奇袭的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无法相比。〔１９〕一

些非政府专家指出，对轰炸机的计数规则存在漏洞，使双方部署的弹

６７４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１７〕

〔１８〕

〔１９〕

为解决对 “突破范围”问题的关切，条约禁止双方将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

导弹的运载工具转用为导弹防御拦截器的运载工具，逆向的转换同样禁止。白宫 （同注释

〔１３〕）。

原ＳＴＡＲＴ条约将每架美国和苏联／俄罗斯重型轰炸机携带的弹头数量分别计为

１０枚和８枚。美国Ｂ５２轰炸机能够携带多达２０枚核巡航导弹。

Ｓ．Ｐｉｆｅｒ，“新ＳＴＡＲＴ条约：美国安全的福音”，《今日军控》，第４０卷，第４期

（２０１０年５月）。美官员表示，采取此计数规则的原因是，俄罗斯不允许进行必要的现场核

查来检查其轰炸机基地的武器库。



头数量能够远远超过条约的统计量。〔２０〕

核查和监督条款

新ＳＴＡＲＴ条约的核查和监督机制建立在一个巨大的数据库之

上，该数据库确定了条约限制项目的数量、类型和位置。核查和监督

机制规定利用通报、核查和展示来确认数据库中的信息。除此之外，

条约要求双方在所有导弹及其相关运载工具和轰炸机上设置所谓的唯

一标识码 （一种字符串标签）。一旦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或

重型轰炸机移动位置或变更状态，在给对方的通报中都需要标明唯一

标识码。条约设定了允许核查人员在核查过程中确认唯一标志码的程

序。条约还允许俄罗斯和美国继续使用本国技术手段来收集对方的战

略力量数量、类型和特征方面的资料。〔２１〕

新ＳＴＡＲＴ条约的核查和监督条款已经被大幅度地简化，目的是

降低执行成本、减少核查过程中产生的操作负担。原条约中列入了九

种不同的核查方式，而新条约中只有两类核查方式。〔２２〕第一类核查

针对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重型轰炸机的基地，每一方对对

方的核查每年可达１０次。此类核查有两个目的：第一，确保基地部

署和非部署的运载工具、导弹和轰炸机数量和类型方面申报数据的准

确性；第二，确保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携带的弹头数

量以及重型轰炸机携带的核武器数量与条约数据库中的信息一致。后

一个目的体现出了新ＳＴＡＲＴ条约弹头计数规则上的变化。〔２３〕第二

类核查针对放置非部署运载工具和导弹的其他设施，核查次数每年可

达８次。核查的主要目的是检查非部署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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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Ｉ．Ｏｅｌｒｉｃｈ和Ｈ．Ｋ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新ＳＴＡＲＴ条约降低了战略弹头的限额而不是数

量”，公共利益报告，美国科学家联合会，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２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ａｓ．ｏｒｇ／

ｂｌｏｇ／ｐｉｒ／２０１０／０６／２２／ｎｅｗｓｔａｒｔｔｒｅａｔｙ／〉。

忧思科学家联盟， “新ＳＴＡＲＴ条约的核查”，Ｆａｃｔｓｈｅｅｔ，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３日，

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ｃｓｕｓａ．ｏｒｇ／ｎｕｃｌｅａｒ＿ｗｅａｐｏｎｓ＿ａｎｄ＿ｇｌｏｂ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ｎｕｃｌｅａｒ＿

ｗｅａｐｏｎｓ／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ｉｓｓｕｅｓ／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ｅｗｓｔａｒｔ．ｈｔｍｌ〉；Ｗｏｏｌｆ（同注释 〔１６〕），第１３—

１５页。

忧思科学家联盟 （同注释 〔２１〕）。

议定书明确了允许核查人员在指定进行核查的某一基地对单个洲际弹道导弹和

潜射弹道导弹携带的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实际数量进行计数的相关程序。新ＳＴＡＲＴ条约

议定书 （同注释 〔１１〕），第五部分，第７节。



的运载工具以及库存导弹在数量和类型方面的申报资料，以确保之前

申报的设施 “未被用作与条约规定不一致的用途”。〔２４〕由于新条约规

定的核查总次数减少，单次核查的内容就变得更为全面———在某些情

况下，收集数据的工作就需要在原ＳＴＡＲＴ条约下进行两次核查才能

完成。

新ＳＴＡＲＴ条约谈判必须解决涉及核查和监督条款的两个主要分

歧。第一个分歧在于俄罗斯最初不愿保留ＳＴＡＲＴ条约关于公布并交

换所有战略导弹飞行测试数据的规定。据报道，俄罗斯拒绝保留

ＳＴＡＲＴ条约禁止对遥测数据加密的规定，因为俄计划引进新一代战

略导弹，而美国则无此类计划。〔２５〕双方最终同意交换导弹飞行测试

的遥测数据———每年交换５次———作为确保透明度和建立互信的手

段，即使并不需要该数据来监督新ＳＴＡＲＴ条约任何特别限制的遵守

情况。〔２６〕第二个分歧涉及ＳＴＡＲＴ条约监视机动洲际弹道导弹的条

款。在新条约中，双方将采用改进后的程序，根据新程序，机动导弹

将用唯一标识码来进行追踪并在导弹基地接受与其他系统一样的核

查。双方还同意采用便于美借助本国技术手段，主要是卫星，来监视

俄罗斯新机动导弹的方法。〔２７〕

俄美的批约进程

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３日，奥巴马总统将新ＳＴＡＲＴ条约交与参议院，

以听取其意见并寻求批准。在后来举行的委员会听证会上，在职的和

前任的政府官员与高级军官一起，推动两党合作以批准条约。〔２８〕共

和党参议员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对该条约完全反对，但对条约可能对

美弹道导弹防御计划以及维持美核武库获得足够资金支持所产生的潜

在影响表示关切。这些参议员还批评条约未能处理非战略武器问题，

８７４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新ＳＴＡＲＴ条约 （同注释 〔１１〕），第六条第３款。

Ｔ．Ｚ．Ｃｏｌｌｉｎａ，“ＳＴＡＲＴ条约受阻；谈判还在继续”，《今日军控》，第４０卷，第

１期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号）。

Ｐｉｆｅｒ（同注释 〔１９〕）。

Ｐｉｆｅｒ（同注释 〔１９〕）。

Ｔ．Ｃｏｌｌｉｎａ，“参议院开始就新ＳＴＡＲＴ条约召开听证会”， 《今日军控》，第４０

卷，第５期 （２０１０年６月）。



也没有写入解决此问题的时间表。〔２９〕

条约的批准进程充斥着两党政治的剑拔弩张，能否在年底前获

得预期的支持票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９月１６日，美参议院对外

关系委员会投票批准了一项包含了诸多共和党委员所提条件的决

议。〔３０〕在参议院的最后讨论中，民主党领袖接受了批准决议草案

的两份修正案。这两份不具约束力的修正案提出了参议院对条约内

容的理解，但没有直接改变条约行文。其中一份修正案强调了美国

寻求有限导弹防御计划的任务。决议包含有如下行文：除了禁止将

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运载工具转作导弹防御用途，新

ＳＴＡＲＴ条约不得对导弹防御部署设置任何限制。第二份修正案确

认，美国意图继续维持核武器生产能力并实现现代化。〔３１〕在一次

集体投票中，奥巴马总统承诺增拨４１亿美元资助美国核武器生产

联合体，此后，参议院于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２日以７１票对２６票批准

通过了新ＳＴＡＲＴ条约。〔３２〕

美参议院投票批准条约后，俄罗斯国家杜马和联邦委员会开始重

新考虑批准条约的决议草案。〔３３〕俄决议草案中有几条规定将执行新

ＳＴＡＲＴ条约削减核武器的规定与限制美国导弹防御部署挂钩。写入

这些规定很大程度上是对美参议院提出的新ＳＴＡＲＴ条约在任何情况

下都不得限制美导弹防御发展的反应。尽管并不争取禁止导弹防御，

俄的决议仍强调进攻性战略力量和防御性战略力量之间的联系，提出

如美部署 “会极大损害俄联邦战略核力量效能”的导弹防御系统，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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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Ｎ．Ｓｏｋｏｖ和Ｍ．Ｐｏｍｐｅｒ，“批准新ＳＴＡＲＴ条约：喜忧参半的成功”，蒙特雷国际

问题研究所詹姆斯·马丁防核扩散研究中心，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２日，网址： 〈ｈｔｔｐ：／／

ｃｎｓ．ｍｉｉｓ．ｅｄｕ／ｓｔｏｒｉｅｓ／１０１２２２＿ｎｅｗ＿ｓｔａｒｔ＿ｒａｔｉｆｉｅｄ．ｈｔｍ〉；Ｃｏｌｌｉｎａ（同注释 〔２８〕）。

Ｓ．Ｃｏｒｎｗｅｌｌ，“参议院小组同意了与俄签署的新裁军条约”，路透社，２０１０年９

月１６日。

美参议院提出建议并同意批准的决议文本，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ｅ．ｇｏｖ／ｔ／

ａｖｃ／ｒｌｓ／１５３９１０．ｈｔｍ〉。

“奥巴马向参议院投票支持与俄罗斯的核条约表示致意”，ＢＢＣ新闻，２０１０年１２

月２３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ｂｃ．ｃｏ．ｕｋ／ｎｅｗｓ／ｗｏｒｌｄｕｓｃａｎａｄａ１２０５６０２４〉。

２０１０年７月８日，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已投票提出批准新ＳＴＡＲＴ条约的建议，

但在美参议院对条约提出诸多修正案之后，杜马撤回了批约建议。 “俄议会取消批准

ＳＴＡＲＴ条约”，俄ＲＴ电视台，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４日，网址：〈ｈｔｔｐ：／／ｒｔ．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ｓｔａｒｔ

ｔｒｅａｔｙ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ｕｍａ／〉。



将退出新ＳＴＡＲＴ条约。〔３４〕对于相关问题，如某些类型的遥测数据

可能有助于美提高拦截俄战略导弹和弹头的能力，决议将限制俄交换

这些数据。〔３５〕杜马批准法案还包含了两个关于未来核力量现代化计

划和未来核武器削减先决条件的补充声明。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５日，在三

读也是最后一读后，国家杜马以３５０票对９６票批准了新ＳＴＡＲＴ条

约。〔３６〕第二天，条约在联邦委员会获得一致通过。〔３７〕

新ＳＴＡＲＴ条约于２０１１年２月５日生效时，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

国国务卿克林顿在德国慕尼黑参加国际安全会议期间交换了批准文件。〔３８〕

新ＳＴＡＲＴ条约之后：后续步骤

新ＳＴＡＲＴ条约的事宜完成后，俄罗斯和美国之间关于下一步双

边军备控制重点和时间安排的分歧有所增加。２０１１年２月３日，奥

巴马总统通知参议院，依据共和党参议员在批准决议中加入的一条规

定，政府下一步的军备控制目标是在一年内与俄开始就限制非战略

（战术）核武器库存问题进行谈判。〔３９〕美官员强调，应对战术核武器

问题需要与北约 （ＮＡＴＯ）盟友密切协作，并深化与俄罗斯在一系列

安全问题上的接触。〔４０〕但俄罗斯对此反应冷淡，至少近期没有兴趣

０８４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Ｎ．Ｓｏｋｏｖ，“俄罗斯批准新ＳＴＡＲＴ条约：表面上的一帆风顺掩盖了隐藏的戏剧

化情节和真相”，詹姆斯·马丁防核扩散研究中心，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５日，网址： 〈ｈｔｔｐ：／／

ｃｎｓ．ｍｉｉｓ．ｅｄｕ／ｓｔｏｒｉｅｓ／１１０１２５＿ｒｕｓｓｉａ＿ｎｅｗ＿ｓｔａｒ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ｈｔｍ〉。

Ｓｏｋｏｖ（同注释 〔３４〕）。俄一直以来特别不情愿公开其计划部署的可操纵重返火

箭 （ＲＶｓ）的遥测飞行数据。

“国家杜马批准新ＳＴＡＲＴ条约”，《莫斯科时报》，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６日。

“俄议会上院批准美俄裁军协定”，俄罗斯新闻社，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６日，网址：

〈ｈｔｔｐ：／／ｒｉａｎｏｖｏｓｔｉ．ｃｏｍ／ｒｕｓｓｉａ／２０１１０１２６／１６２３０９１２１．ｈｔｍｌ〉。

美国国国务院发言人办公室，“新ＳＴＡＲＴ条约生效”，Ｆａｃｔｓｈｅｅｔ，２０１１年２月

５日，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ｅ．ｇｏｖ／ｒ／ｐａ／ｐｒｓ／ｐｓ／２０１１／０２／１５６０３７．ｈｔｍ〉。条约生效后，

为进行数据交换、通报及核查的多个准备步骤随之启动。

“建议和批准的决议”（同注释 〔３１〕），第１２段第 （ｉ）条。

Ｊ．Ｂｅｎｉｔｅｚ，“美国与北约盟友协商削减战术核武器”，ＮＡＴＯＳｏｕｒｃｅ，大西洋理

事会，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７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ｃｕｓ．ｏｒｇ／ｎａｔｏｓｏｕｒｃｅ／ｕｓｃｏｎｓｕｌｔｓｎａｔｏａｌ

ｌｉｅｓ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ｔａｃｔｉｃａｌｎｕｃｌｅａｒｗｅａｐｏｎｓ〉。２０１０年１１月的里斯本峰会批准了北约战略新概念，

北约成员国同意继续讨论防御和威慑在北约战略中的作用，包括其核态势。北大西洋公约

组织，“积极接触，现代防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防御和安全方面的战略概念”，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９日，里斯本，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ａｔｏ．ｉ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ｃｏｎｃｅｐｔ／〉。



就限制非战略核武器进行谈判。〔４１〕

同时，俄罗斯和美国都不愿继续开展进一步的战略核武器削减。

拉夫罗夫警告说，“在讨论任何核裁军领域进一步举措之前，必须先

履行新ＳＴＡＲＴ条约”。〔４２〕其他俄官员响应拉夫罗夫的说法，称进一

步削减核武器应与其他影响战略稳定方面问题的进展情况挂钩。影响

战略稳定的其他问题包括限制非部署弹头、导弹防御、远程常规打击

武器和外空武器。〔４３〕美高级官员强调，新的谈判需要拓展军备控制

议程，以使其涵盖诸多难题。〔４４〕另外，在饱受争议的 《２０１０核态势

评估》出台后，据报道，美政府不愿考虑需要改变其三位一体核力量

结构的进一步的武器削减。〔４５〕

第三节　加强核安全的国际合作

４月１２—１３日，奥巴马总统在华盛顿特区召开了核安全峰会。

全球４７位领导人参加了会议，其中包括３８位国家或政府首脑。〔４６〕

此次核安全峰会是美国领导下的、雄心勃勃的防范恐怖主义国际合作

行动的一部分。２００９年，奥巴马在布拉格的讲话中将核恐怖主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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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俄罗斯称与美国讨论战术核武器问题为时尚早”，俄罗斯新闻社，２０１１年１月

２９日，网址：〈ｈｔｔｐ：／／ｒｉａｎｏｖｏｓｔｉ．ｃｏｍ／ｍｌｉｔａｒｙ＿ｎｅｗｓ／２０１１０１２９／１６２３６２６２２．ｈｔｍｌ〉；Ｓｏｋｏｖ

（同注释 〔３４〕）。

引自Ｗ．Ｐｉｎｃｕｓ，“冷战问题仍是美俄谈判的内容”，《华盛顿邮报》，２０１１年１月

１７日。

Ｓｏｋｏｖ和Ｐｏｍｐｅｒ（同注释 〔２９〕）。

Ｄ．Ｄｏｍｂｅｙ，“进一步核裁军的道路遍布障碍”， 《金融时报》，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３

日。回顾此问题见本卷第七章第二节。

Ｓ．Ｐｉｆｅｒ，“签署新ＳＴＡＲＴ条约后该做什么？”，《今日军控》，第２０卷，第１０期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另参见本卷第七章第二节。

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 “华盛顿核安全峰会公报”，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３日，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ｏｆｆｉｃ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ｑｕ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ｎｕｃｌｅａｒ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ｕｍｍｉｔ〉。

对峰会的评论，参见Ｅ．Ｔｕｒｐｅｎ，“全球防范：将重点转向核安全”，政策分析简报，斯坦利

基金会，２０１０年１１月，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ｎｌｅｙ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ｒｇ／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ｃｆｍ？ｉｄ＝４３４〉。



义为 “对全球安全最直接、最严峻的威胁”。〔４７〕

为期两天的会议结束时，与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通过了最后公

报。〔４８〕公报强调 “各国需承担维护所有核材料有效安全的基本责

任”，并为在此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提出了一系列主要目标。公报重

申，参与各方支持现有的旨在保护核材料库存、处理和运输安全的条

约和机制，同时明确赞成奥巴马总统在布拉格演讲中提出的在今后四

年时间内确保世界所有易失散核材料安全的目标。同时，对于实施民

用核能计划国家的关切，公报号召 “执行强有力的核安全措施，但不

侵犯各国为和平目的发展和利用核能的权利”。

为实现公报提出的目标，峰会各参与方通过了一项工作计

划。〔４９〕除其他措施外，工作计划敦促各国批准 《核材料实物保护

公约》的修正案，以为签字国保护本国核设施和核材料提供法律要

件，并加强在追回被盗材料方面的合作。〔５０〕工作计划还强调了联

合国安理会第１５４０号决议和２００５年 《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

约》的重要性。〔５１〕该工作计划还总体上表示支持：将使用高浓铀

（ＨＥＵ）的民用设施改造为使用非武器用材料，研究新型低浓铀

（ＬＥＵ）燃料，侦查手段和核取证技术，发展优先考虑核安全的企

业和机构文化，执法机构和海关官员之间通过联合行动来提高核侦

查能力。〔５２〕

核安全峰会并未达成新的联合倡议。但在峰会上，２９个国家为

了加强核安全、打击非法贩卖核材料，宣布了批准或执行一系列现有

２８４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奥巴马总统在捷克布拉格城堡广场的讲话”，２００９年４

月５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ｏｆｆｉｃｅ／ＲｅｍａｒｋｓＢｙ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ＢａｒａｃｋＯｂａｍａＩｎＰｒａｇｕｅＡｓ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

白宫 （同注释 〔４６〕）。

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 “核安全峰会工作计划”，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３日，网址：

〈 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ｏｆｆｉｃｅ／ｎｕｃｌｅａｒ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ｗｏｒｋｐｌａｎ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ｏｃｕ

ｍｅｎｔ〉。

关于修正案的简介，参见Ｓ．Ｎ．Ｋｉｌｅ， “核军备控制与不扩散”， 《ＳＩＰＲＩ年鉴

２００６》，第６３６—６３７页；参见本卷附录Ａ。

联合国安理会第１５４０号决议，２００４年４月２８日；《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

公约》，２００５年４月１３日通过，２００５年９月１４日起开放签署，２００７年７月７日生效，

《联合国条约集》，第２４４５卷 （２００７年）。

白宫 （同注释 〔３９〕）；Ｔｕｒｐｅｎ（同注释 〔４６〕），第２—３页。



公约、协定和措施的步骤。〔５３〕其中包括几个国家 （如哈萨克斯坦、

墨西哥、乌克兰和越南）承诺的将使用高浓铀燃料的研究堆改造为使

用低浓铀燃料研究堆，并将其领土内的高浓铀销毁或移走。〔５４〕在峰

会召开前的一个月，格鲁吉亚披露，该国截获了一伙试图在黑市上出

售１８克高浓铀的走私分子。此次事件提高了上述措施的紧迫性。〔５５〕

另外，几个国家宣布，计划通过成立中心来发展、促进核安全领域的

最佳举措。

下一届核安全峰会计划于２０１２年在韩国召开。在此期间，参会

国家的代表将定期召开会议，以评估执行工作计划的进展情况。

俄美钚处置协定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３日，在核安全峰会期间举行的签字仪式上，俄罗

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克林顿签署了 《钚处置议定书》，以更

新２０００年的 《俄美钚管理和处置协定》（ＰＭＤＡ）。〔５６〕此事件被誉为

加强核安全、促使核武器裁减不可逆转的进一步措施。

修改后的协定规定，双方将把至少３４吨所申报的超出防御需要

的武器级钚转化为铀钚混合氧化物 （ＭＯＸ）燃料，通过在核电反应

堆中对氧化物燃料进行照射处理来发电。议定书对实施 《钚管理和处

置协定》至关重要，因为由于技术、法律和经济上的问题，２００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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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核安全峰会上各国所作承诺的重点内容”，２０１０年４月

１３日，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ｏｆｆｉｃｅ／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ｉｔ

ｍｅｎｔｓｍａｄｅｎｓｓ〉。

白宫 （同注释 〔５３〕）。

“格鲁吉亚对高浓铀走私计划提起诉讼”，Ｇｌｏｂ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Ｎｅｗｓｗｉｒｅ，２０１０年４

月２９日，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ｌｏｂ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ｎｅｗｓｗｉｒｅ．ｏｒｇ／ｇｓｎ／ｎｗ＿２０１００４２９＿１１８５．ｐｈｐ〉；

Ｔ．Ｅｓｓｌｅｍｏｎｔ，“格鲁吉亚挫败走私武器级铀的企图”，ＢＢＣ新闻，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８日，网

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ｂｃ．ｃｏ．ｕｋ／ｎｅｗｓ／ｗｏｒｌｄｅｕｒｏｐｅ１１７０９４１６〉。

《俄美关于管理和处置已指定不再用于防卫目的的钚及相关合作的协定》，签署

于２０００年８月２９日和９月１日；该协议的议定书签署于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３日，网址：〈ｈｔ

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ｅ．ｇｏｖ／ｔ／ｉｓｎ／ｔｒｔｙ／〉。另参见美国务院发言人办公室，“２０００年钚管理和处

置协定”，Ｆａｃｔｓｈｅｅｔ，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３日，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ｅ．ｇｏｖ／ｒ／ｐａ／ｐｒｓ／ｐｓ／

２０１０／０４／１４００９７．ｈｔｍ〉。



拟定的俄罗斯的处置方法被证明是不可行的。〔５７〕该议定书还强化了

“监视、核查双方处置活动及其最终产物的权利、责任、原则和措

施”，以确保材料不会被用于制造核武器。〔５８〕两国计划在建成必要的

设施后，于２０１８年以前启动处置活动。〔５９〕他们还请求国际原子能机

构 （ＩＡＥＡ）使用有待讨论的特定的核查条款来协助监督执行

过程。〔６０〕

第四节　%&'&

年
)#*

条约审议大会

２０１０年５月３—２８日，２０１０年ＮＰＴ条约审议大会在纽约联

合国总部举行。〔６１〕来自１７２个ＮＰＴ条约缔约国的代表参加了会

议，菲律宾大使利夫兰·卡瓦克图兰任会议主席。〔６２〕会议的氛围

是友好而总体上具有建设性的，与２００５年的审议大会形成鲜明

对比。〔６３〕

主要问题及成果

会议第一周针对ＮＰＴ条约的执行及条约原则和目标的推广进行

了一般性讨论。９０多个缔约国，或以国家身份或作为国家组织的成

员，进行了有准备的发言，提出了诸多已长期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

４８４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５７〕

〔５８〕

〔５９〕

〔６０〕

〔６１〕

〔６２〕

〔６３〕

该议定书批准了２００７年达成的一项协定，允许俄罗斯用快中子反应堆 （ＢＮ６００

和ＢＮ８００）而非最初提出的轻水反应堆处置钚。Ｄ．Ｈｏｒｎｅｒ，“俄美签订钚处置协定”，《今

日军控》，第４０卷，第４期 （２０１０年５月）。

美国务院 （同注释 〔５６〕）。这些还包括了减少使用快中子反应堆造成潜在扩散

问题的措施。

俄罗斯政府将投入２５亿美元执行修改后的协定。美国将向俄罗斯提供多达４亿

美元的资助。Ｈｏｒｎｅｒ（同注释 〔５７〕）。

“美俄请求ＩＡＥＡ监督钚处置”，Ｔｒｕｓｔ＆ Ｖｅｒｉｆｙ，第１３０期 （２０１０年７／９月

刊），第８页。

１９６８年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核不扩散条约》）的概要及其他详细内容，见本

卷附录Ａ。

２０１０年ＮＰＴ条约审议大会， “背景资料”，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ｅｎ／

ｃｏｎｆ／ｎｐｔ／２０１０／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ｓｈｔｍｌ〉。

关于２００５年审议大会的概述，见Ｋｉｌｅ（同注释 〔５０〕），第６０８—６１８页。



包括：使１９９６年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ＣＴＢＴ）生效，〔６４〕就签署

禁止生产用于制造武器的裂变材料的全球条约开始谈判，增加核武器

库存和生产综合体透明度，扩大ＮＰＴ条约成员的普遍性，在中东建

立无核武器区，签署消极安全保证方面的全球条约，即五个法定承认

的核武器国家 （ＮＷＳ）———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

在法律约束下承诺不对签署ＮＰＴ条约的无核武器国家 （ＮＮＷＳ）使

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６５〕美国务卿克林顿在开幕会议上表态积极，

宣布美国将采取措施执行非洲和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的议定书。〔６６〕

作为增加透明度的姿态，克林顿还第一次公开透露，美国核武库中实

战部署弹头的数量为５１１３枚。〔６７〕

审议大会的实质性工作于会议第二周开始。根据之前审议大会的

经验，条约秘书处设立了三个主要委员会 （ＭＣｓ）：第一主要委员会

负责核裁军问题；第二主要委员会负责不扩散问题，包括保障监督和

地区问题；第三主要委员会负责核安全及和平利用核能问题。〔６８〕缔

约国批准在每个主要委员会下设立一个单独的辅助机构，并分配了有

待讨论的议题。〔６９〕第一主要委员会下属的辅助机构处理裁军实践步

骤，包括安全保证。第二主要委员会下属的辅助机构处理地区问题，

包括与在中东地区建立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的相关问题。第三主要

委员会下属的辅助机构考虑 “条约的其他条款”，包括如何应对缔约

国退出ＮＰＴ条约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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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

〔６５〕

〔６６〕

〔６７〕

〔６８〕

〔６９〕

ＣＴＢＴ条约的概要及其他详细内容，见本卷附录Ａ。

ＮＰＴ条约第４条规定，只有在１９６７年１月１日之前制造并引爆核装置的国家才

被承认为核武器国家。

关于１９９６年建立非洲无核武器区的佩林达巴条约和１９９５年建立东南亚无核武

器区的曼谷条约的概要，见本卷附录Ａ。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办公室， “克林顿国务卿在ＮＰＴ条约审议大会上的发言”，

２０１０年５月３日，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ｍｅｒｉｃａ．ｇｏｖ／ｓｔ／ｔｅｘｔｔｒａｎｓｅｎｇｌｉｓｈ／２０１０／Ｍａｙ／

２０１００５０４０８３００１ｂｐｕｈ７．０８４２９２ｅ０２．ｈｔｍｌ〉。另参见本卷第七章第二节。

主要委员会的架构与ＮＰＴ条约的三大支柱相吻合。第一主要委员会的主席是

ＢｏｎｉｆａｃｅＣｈｉｄｙａｕｓｉｋｕ（津巴布韦），第二主要委员会的主席是ＶｏｌｏｄｙｍｙｒＹｅｌｃｈｅｎｋｏ（乌克

兰），第三主要委员会的主席是ＴａｋｅｓｈｉＮａｋａｎｅ（日本）。

Ｒ．Ｊｏｈｎｓｏｎ，“ＮＰＴ条约审议大会召开第三天：五常国发言和３个辅助机构”，

Ａｃｒｏｎｙｍ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２０１０年５月５日，网址： 〈ｈｔｔｐ：／／ａｃｒｏｎｙｍ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ｗｏｒｄｐｒｅｓｓ．ｃｏｍ／

２０１０／０５／０５／ｄａｙ３ｉｎｔｅｒｉｍ／〉。



第一主要委员会中的讨论大多集中在２０００年审议大会通过的一

套核裁军实践步骤上，尽管这些步骤只是部分地得到执行。〔７０〕这些

步骤包括：更深入且不可逆转地削减现存核武库，使剩余军用裂变材

料接受国际监控，降低高度戒备中的战略核武器的实战状态，就对战

术核武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限制进行谈判，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

策中的地位和重要性，还敦促核武器国家 “宣布暂停升级和开发新型

核武器或开发核武器新用途”。〔７１〕

讨论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不结盟运动 （ＮＡＭ）阵营的无核武器国

家再次要求会议同意就核武器公约问题进行谈判。〔７２〕公约将禁止发

展、获取、拥有或使用核武器。不结盟运动国家坚持，应在明确规定

的时间期限内履行此公约。〔７３〕核武器国家，除中国表达了部分不同

意见外，都反对为实现核裁军设定严格期限的提议，并拒绝接受缔结

核武器公约的建议。〔７４〕由于这些国家反对，会议的成果文件中没有

提出核裁军的具体日期，但仍写入了核武器国家应承担 “加快核裁军

步伐”义务的内容。〔７５〕

在第二主要委员会，由于其他会议上取得了突破性的外交进展

（见下面第五部分），关于伊朗核计划的争论并未引起太多关注。讨

论反而主要集中在ＩＡＥＡ１９９７年 《附加议定书模板》的地位、核

６８４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７０〕

〔７１〕

〔７２〕

〔７３〕

〔７４〕

〔７５〕

见Ｊ．Ｓｉｍｐｓｏｎ，“２０００年ＮＰＴ条约审议大会”，《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０１》，第４９４—４９７

页。

埃及常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希沙姆·巴德尔大使代表新议程联盟所作发言，第

一主要委员会，ＮＰＴ条约２０１０年审议大会，２０１０年５月７日，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

ｕｎ．ｏｒｇ／ｅｎ／ｃｏｎｆ／ｎｐｔ／２０１０／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ｄａｙ＿０４ｍａｙ．ｓｈｔｍｌ〉。

关于不结盟运动的简介及成员国名单，见本卷附录Ｂ。

“消除核武器行动计划的主要内容”，不结盟运动组织ＮＰＴ条约缔约国提交的工

作文件，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８日，ＮＰＴ／ＣＯＮＦ．２０１０／ＷＰ．４７，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ｏｒｇ／

ｅｎ／ｃｏｎｆ／ｎｐｔ／２０１０／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ｓ．ｓｈｔｍｌ〉。埃及提交的工作文件列出了包括三个阶段性步

骤的时间表，目标是在２０２５年之前完成核裁军。

法国带头表示，有时限的裁军框架是不现实的，必须考虑到现行的 “政治和战

略条件”。法国常驻裁军谈判会议代表埃里克·达能大使的发言，第一主要委员会第一次会

议的摘要记录，ＮＰＴ／ＣＯＮＦ．２０１０／ＭＣ．Ｉ／ＳＲ．１，２０１０年５月７日，网址：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ｅｎ／ｃｏｎｆ／ｎｐｔ／２０１０／ｍａｉｎ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ｓｈｔｍｌ〉。

Ｐ．Ｃｒａｉｌ，“ＮＰＴ条约缔约国就中东会议达成一致”，《今日军控》，第４０卷，第５

期 （２０１０年６月）。



出口控制和管制协定、核供应国集团 （ＮＳＧ）于２００８年批准的美

印民用核合作倡议等问题上。委员会行动计划草案的行文引起较大

争议，该行动计划草案由核武器国家和西方的无核武器国家提出，

要求一国获得核材料和技术供应的条件是先有一份已生效的附加议

定书。这遭到部分不结盟运动国家的反对，认为这种做法将损害

ＮＰＴ条约第六条赋予他们的为和平目的发展核能的 “不可剥夺”

的权利。

在其他议题中，第三主要委员会的讨论特别关注了建立核燃料供

应保证机制的提议，以及更大范围内的管理核燃料循环的多边安排。

作为西方的无核武器国家，瑞典重申了实现多边核燃料保证的需要，

并强调了ＩＡＥＡ在该领域的任务。〔７６〕尽管没有直接拒绝这些倡议，

不结盟运动国家强调依据 “不歧视原则”的重要性以及要尊重条约赋

予缔约国的合法权利。〔７７〕

在第三主要委员会辅助机构，针对为使退出ＮＰＴ条约更加困

难、成本更高而提出的措施出现了不同意见。鉴于朝鲜开创了先例，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试图要求选择退出条约的国家必须返还其作为条

约缔约国时所获得的所有核相关材料及技术，并对其退出之前任何违

反了ＮＰＴ条约的行为负责。其他国家，包括伊朗、利比亚和叙利

亚，反对上述措施，认为这等于是对ＮＰＴ条约第１０条进行了重新解

释；另外还出现了很多其他观点。〔７８〕结果是，成果文件重申了一国

退出ＮＰＴ条约的权利，同时注明 “很多国家”对退出可能引发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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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６〕

〔７７〕

〔７８〕

瑞典代表团的发言，第三主要委员会，ＮＰＴ条约审议大会，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１日，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ｗｅｄｅｎａｂｒｏａｄ．ｃｏｍ／Ｐａｇｅ＿＿＿＿１０７１３９．ａｓｐｘ〉。

埃及常驻联合国代表马吉德·阿卜杜拉齐兹大使代表不结盟运动组织缔约国的

发言，第三主要委员会，２０１０年ＮＰＴ条约审议大会，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０日，网址： 〈ｈｔ

ｔｐ：／／ｗｗｗ．ｒｅａｃｈｉｎｇ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ｗｉｌｌ．ｏｒｇ／ｌｅｇａｌ／ｎｐｔ／ｒｅｖｃｏｎ２０１０／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１０Ｍａｙ ＿ ＭＣＩＩＩ ＿

ＮＡＭ．ｐｄｆ〉。

Ｍ．Ｓｉｎｇｅｌｅｅ，“ＮＰＴ条约审议大会召开第１３天：第三主要委员会关于核能、安

全、安保和机制问题的摘要”，Ａｃｒｏｎｙｍ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７日，网址：〈ｈｔｔｐ：／／ａｃ

ｒｏｎｙｍ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ｗｏｒｄｐｒｅｓｓ．ｃｏｍ／２０１０／０５／１７／ｄａｙ１３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ｉｉｉ／〉。



果持有各种具体意见。〔７９〕

中东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

会议上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是１９９５年审议及条约期限延长会议

所批准的中东问题决议的执行问题。〔８０〕该决议要求 “中东所有国家

采取切实措施”建立可有效验证的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系统

的区域，还要求所有ＮＰＴ条约缔约国 “加强合作、尽最大努力确保

地区各方尽早建立”该区域。〔８１〕

第二主要委员会附属机构针对很多国家认为自１９９５年起就受到

冷遇的决议执行情况的讨论，集中在埃及提出的２０１２年 “启动”地

区会议的提议上。受阿拉伯联盟国家支持，埃及坚持会议应该有谈判

授权，并建立常设委员会来监督建立中东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的进

展。〔８２〕与此相反，美国认为在当前的安全背景下，谈判授权时机尚

不成熟，会议应该只限于讨论建立这一区域所采用的模式。对是否应

指派能进行磋商并为地区会议承担筹备任务的特使或 “协调人”，也

存在不同意见。〔８３〕

在成果文件中，缔约国认可了一种执行１９９５年决议的方式，从

而绕过了提议会议授权引发的争议。成果文件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及决

议的共同发起方 （俄罗斯、英国和美国）在２０１２年召开会议，“在地

区国家自愿接受条款的基础上，在核武器国家的全力支持和接触下，

邀请参与中东无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的所有中东国家参

８８４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７９〕

〔８０〕

〔８１〕

〔８２〕

〔８３〕

２０１０年ＮＰＴ条约审议大会，成果文件，ＮＰＴ／ＣＯＮＦ．２０１０／５０ （Ｖｏｌ．Ｉ），２０１０

年５月２８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ｅｎ／ｃｏｎｆ／ｎｐｔ／２０１０／ｃｏｎｆｄｏｃｓ．ｓｈｔｍｌ〉，第１１９—

１２１段。

１９９５年ＮＰＴ条约审议大会， “关于中东问题的决议”，ＮＰＴ／ＣＯＮＦ．１９９５／３２

（ＰａｒｔＩ），附录，１９９５年５月１１日，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Ｄｅｐｔｓ／ｄｄａｒ／ｎｐｔｃｏｎｆ／

２１４２．ｈｔｍ〉。该决议与 “加强审议程序”和 “核裁军原则和目标”两项决议一起获得通过，

后两项决议与缔约国一致同意无限期延长ＮＰＴ条约有关。见Ｊ．Ｓｉｍｐｓｏｎ，“审议及扩大会

议后的核不扩散机制”，《ＳＩＰＲＩ年鉴１９９６》，第５６１—５７３页。

１９９５年ＮＰＴ条约审议大会 （同注释 〔８０〕）。

阿拉伯联盟成员国名单，见本卷附录Ｂ。

Ｒ．Ｊｏｈｎｓｏｎ，“ＮＰＴ条约审议大会进入最后一周：高风险、裁军和中东”，Ａｃｒｏ

ｎｙｍ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３日，网址： 〈ｈｔｔｐ：／／ａｃｒｏｎｙｍ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ｗｏｒｄｐｒｅｓｓ．ｃｏｍ／

２０１０／０５／２４／ｆｉｎａｌｗｅｅｋ／〉；也见Ｃｒａｉｌ（同注释 〔７５〕）。



加”此次会议。〔８４〕另外，与会各方将任命协调人，协调人将与地区

国家进行磋商并筹备会议，以此支持１９９５年决议的执行。协调人还

将协助执行地区参与国同意的尚未明确的后续步骤。〔８５〕

通过成果文件

５月２５日，审议大会接近结束，卡瓦克图兰主席拿出了各主要

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主席提交的大量报告基础上形成的成果文件草

案。文件草案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回顾ＮＰＴ条约三大支柱的执行

进程，另一部分提出了前瞻性的工作计划。众多无核武器国家批评该

草案弱化了第一主要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报告中关于核裁军问题的行

文。相反，核武器国家抱怨草案文本中的裁军方式要求过高。〔８６〕另

外，针对不扩散和和平利用核能问题的相关条款也出现了分歧意见。

一些阿拉伯国家还抱怨２０１２年召开中东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会议

的提议无法压以色列加入会议，因为以色列不是 ＮＰＴ条约的缔

约国。〔８７〕

５月２７日，会议预定结束的前一天，卡瓦克图兰主席拿出了修

改后的草案文本。为了推动成果文件获得一致通过，卡瓦克图兰在会

上将回顾部分作为他个人对条约执行情况讨论的思考意见提出。第二

部分包含的行动计划提出了６４个步骤，并根据条约的三大支柱将这

些步骤进行分组，作为下个五年周期中评估进程的标准。卡瓦克图兰

称，草案文本 “可能无法完全满足很多人”，但 “鉴于问题的复杂性，

已经是能够达到的最好水平了”。〔８８〕

卡瓦克图兰对行文的保留意见，即重申 “以色列加入ＮＰＴ条约

的重要性”以及 “将所有核设施置于ＩＡＥＡ的监督保障之下”，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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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

〔８５〕

〔８６〕

〔８７〕

〔８８〕

２０１０年ＮＰＴ条约审议大会 （同注释 〔７９〕），第六部分，第７段第 （ａ）。

２０１０年ＮＰＴ条约审议大会 （同注释 〔７９〕），第六部分，第７段第 （ｂ）。

“国际核大会未能就裁军达成一致”，Ｇｌｏｂ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Ｎｅｗｓｗｉｒｅ，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５

日，网址：〈ｈｔｔｐ：／／ｇｓｎ．ｎｔｉ．ｏｒｇ／ｇｓｎ／ｎｗ＿２０１００５２５＿６４５０．ｐｈｐ〉。

Ｃｒａｉｌ（同注释 〔７５〕）。

引自Ｒ．Ｊｏｈｎｓｏｎ，“ＮＰＴ条约审议大会进行第２４天：未来是希望还是失败？”，

Ａｃｒｏｎｙｍ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８日，网址：〈ｈｔｔｐ：／／ａｃｒｏｎｙｍ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ｗｏｒｄｐｒｅｓｓ．ｃｏｍ／

２０１０／０５／２８／ｄａｙ２４／〉。



成果文件批准的复杂化。〔８９〕尽管美国反对，但鉴于埃及领导的阿拉

伯联盟的坚持，上述行文在成果文件中得以保留。最后，为了不妨碍

达成一致，美国代表团同意接受文件提到以色列。〔９０〕５月２８日，缔

约国一致通过了成果文件。〔９１〕

２０１０年审议大会评估

成果文件获得一致通过被普遍认为是审议大会的成功收尾。尽管

会议开始时的期望值就很高，但一直都无法确定缔约国是否愿意或是

否能够在执行和遵守条约这样复杂的议题上取得一致。

但同时，会议结果也凸显了缔约国在ＮＰＴ条约本质及其面临主

要挑战问题上长期存在的意见分歧。缔约国无法就加强监督保障和出

口控制等重要问题上取得进展，而这两个问题的目的是确保民用核能

计划不被转作军事用途。在使退出ＮＰＴ条约更为困难或推动核燃料

循环多边措施的问题上，同样没能取得进展。一些无核武器国家抵制

这些措施，仍强调在执行条约不扩散和裁军义务时需要更为 “平衡”。

不结盟运动成员国认为，核武器国家未能在履行条约第六条规定的核

裁军义务方面取得足够进展，对此格外不满。他们认为这对ＮＰＴ条

约可行性构成的威胁与所谓的横向扩散一样严重。

第五节　伊朗和核扩散关切

２０１０年开年曾出现解决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伊朗核计划外交僵

局的希望。〔９２〕但伊朗继续违抗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的立即停止所有

０９４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８９〕

〔９０〕

〔９１〕

〔９２〕

２０１０年ＮＰＴ条约审议大会 （同注释 〔７９〕），第四部分，第５段。

一位美高级官员在讲话中指责 “决议单独提出以色列”而没有提到伊朗，而伊朗才是

“长期违反ＮＰＴ条约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国家”。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安全顾问就ＮＰＴ条约

审议大会发表的讲话”，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８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ｏｆ

ｆｉｃｅ／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ｄｖｉｓｏｒｇｅｎｅｒａｌｊａｍｅｓｌｊｏｎｅｓｎｏｎ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ｒｅａｔｙ〉。

Ｎ．ＭａｃＦａｒｑｕｈａｒ，“１８９个国家重申禁止核武器的目标”，《纽约时报》，２０１０年５

月２８日。

Ｓ．Ｎ．Ｋｉｌｅ，“核军备控制与不扩散”，《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０８》，第３４０页。



铀浓缩计划相关活动及重水反应堆建设的要求。〔９３〕安理会要求伊

朗采取诸多行动，特别是批准并执行全面保障监督协议的附加议定

书，因为ＩＡＥＡ理事会认为，伊朗要恢复对其核计划具有完全和平

性质的国际信心，必须做到这一点，但伊朗仍继续抵制安理会的

要求。〔９４〕

提议中的核燃料交换协议

２０１０年的外交努力重提了有争议的燃料交换协议，该协议是在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伊朗和 “五常＋１国家”（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

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再加上德国）的谈判中提出的。〔９５〕

提议协议中的要求伊朗将其申报的大部分低浓铀库存运出国外，以加

工成供德黑兰研究反应堆 （ＴＲＲ）使用的燃料。〔９６〕然而，２００９年年

底该协议就告吹了，因为伊朗宣布不愿在为德黑兰研究反应堆提供的

燃料运抵该国之前将低浓铀运往国外。〔９７〕

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７日，燃料交换协议死灰复燃。巴西、伊朗和土耳

其外长发表联合宣言，提出了一项伊朗在ＩＡＥＡ的监督下将其一半的

低浓铀库存运往土耳其，以从第三国换取供其德黑兰研究反应堆使用

的燃料的计划。〔９８〕协议条款与之前２００９年伊朗和 “五常＋１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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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

〔９４〕

〔９５〕

〔９６〕

〔９７〕

〔９８〕

联合国安理会第１６９６号决议，２００６年７月３１日；第１７３７号决议，２００６年

１２月２３日；第１７４７号决议，２００７年３月２４日；第１８０３号决议，２００８年３月３日；第

１８３５号决议，２００８年９月２７日。

ＩＡＥＡ理事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执行ＮＰＴ全面保障监督协议的情况”，理事

会决议，ＧＯＶ／２００６／１４，２００６年２月４日。

关于核交换协议，见Ｋｉｌｅ（同注释 〔６〕），第３８８—３８９页。

德黑兰研究反应堆 （ＴＲＲ）被用作生产医用同位素，自１９９３年开始运行至今一

直使用阿根廷的燃料。该反应堆使用的燃料是提纯到１９．７％的铀－２３５。伊朗不具备生产

德黑兰研究反应堆所需规格燃料棒的能力。

伊朗转而考虑在其领土内的波斯湾基什岛进行 “同步交换”。Ｐ．Ｈａｆｅｚｉ， “伊朗

拒绝将铀运往国外”，路透社，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１８日。

土耳其外长，“土耳其、伊朗和巴西三国外长发表的联合宣言”，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７

日，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ｆａ．ｇｏｖ．ｔｒ／１７＿０５＿２０１０ｊｏｉｎｔ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ｏｆｔｕｒｋｅｙ＿ｉｒａｎａｎｄｂｒａｚｉｌ＿．ｅｎ．ｍｆａ〉。



达成协议的类似。〔９９〕然而，美国国务卿克林顿随即批评该计划是伊

朗为避免联合国安理会进一步行动采取的 “显而易见的计谋”。〔１００〕之

后，伊朗原子能组织 （ＡＥＯＩ）的反应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该组织

宣布将不会停止生产２０％浓度铀－２３５的浓缩活动。〔１０１〕协议宣布后

的第二天，“五常国家”向安理会提交了一份加急决议草案，要求对

伊朗施加额外的惩罚措施。〔１０２〕

２０１０年６月９日，安理会通过了第１９２９号决议，对伊朗实施第

四轮制裁。〔１０３〕１２个成员国对此决议投了赞成票；巴西和土耳其———

作为安理会的临时成员国———投了反对票，并抱怨五常国家未给他们

足够的时间与伊朗达成燃料交换协议。〔１０４〕尽管美国对巴西和土耳其

的倡议表示欢迎，但认为两国所提协议并未解决伊朗核计划的 “基本

关切”。伊朗则强烈谴责安理会的行动，并威胁将限制与ＩＡＥＡ的

合作。〔１０５〕

尽管受到新的制裁，伊朗并未像其之前所威胁的那样取消燃料交

换提议，并表示仍可能与 “五常＋１”国家保持接触。〔１０６〕同时，伊朗

２９４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９９〕

〔１００〕

〔１０１〕

〔１０２〕

〔１０３〕

〔１０４〕

〔１０５〕

〔１０６〕

“伊朗、土耳其和巴西达成核协议”，《德黑兰时报》，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８日。法国、

英国和美国指出，与２００９年１０月的协议相比，修改后的协议运走的伊朗低浓铀库存比例

较小，因此降低了新条约作为建立互信措施的价值。Ｐ．Ｃｒａｉｌ，“巴西、土耳其作为伊朗燃

料交换的中间人”，《今日军控》，第４０卷，第５期 （２０１０年６月）。

“克林顿称伊朗核燃料交换提议是 ‘计谋’”，ＣＢＳＮｅｗｓ，２０１１年５月２５日，网

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ｂｓｎｅｗｓ．ｃｏｍ／ｓｔｏｒｉｅｓ／２０１０／０５／２５／ｗｏｒｌｄ／ｍａｉｎ６５１７４３４．ｓｈｔｍｌ〉。

“伊朗称将继续生产达２０％浓度的浓缩铀”，路透社，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７日。２０１０

年２月８日，伊朗通知ＩＡＥＡ，该国将开始在纳坦兹附近的燃料浓缩中试厂进行铀浓缩，

以生产浓度达２０％的铀－２３５。

“巴西和土耳其要求联合国推迟针对伊朗制裁进行投票”，ＢＢＣ新闻，２０１０年５

月１９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ｂｃ．ｃｏ．ｕｋ／ｎｅｗｓ／１０１２６２５２〉。

联合国安理会第１９２９号决议，２０１０年６月９日。关于制裁内容，见本卷附录

１１Ａ。

联合国新闻部，“安理会增加对伊朗制裁”，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Ｃ／９９４８，２０１０年６

月９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Ｎｅｗｓ／Ｐｒｅｓｓ／ｄｏｃｓ／２０１０／ｓｃ９９４８．ｄｏｃ．ｈｔｍ〉。

“德黑兰谴责安理会制裁决议”，迈赫尔通讯社，２０１０年６月１１日，网址：〈ｈｔ

ｔｐ：／／ｗｗｗ．ｍｅｈｒｎｅｗｓ．ｃｏｍ／ｅｎ／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ａｓｐｘ？ＮｅｗｓＩＤ＝１０９８８８５〉。６月２１日，伊朗宣

布已禁止两名ＩＡＥＡ核查人员再次入境，理由是这两人对伊朗的核活动提交了 “虚假报

告”。“在核争议中，伊朗禁止两名联合国核查人员入境”，路透社，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１日。

“伊朗 ‘准备好与五常＋１国家进行对话’”，ＰｒｅｓｓＴＶ，２０１０年６月１３日，网

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ｒｅｓｓｔｖ．ｉｒ／ｄｅｔａｉｌ．ａｓｐｘ？ｉｄ＝１３０１２０＆ｓｅｃｔｉｏｎｉｄ＝３５１０２０１０４〉。



原子能组织继续在纳坦兹生产２０％浓度的浓缩铀，声称已拥有为德

黑兰研究反应堆生产燃料的技术能力。２０１０年８月，ＩＡＥＡ报告称，

伊朗已开始运行位于纳坦兹的浓缩离心机的第二套级联，以生产

２０％的浓缩铀。〔１０７〕

随着本年度接近尾声，又出现了旨在打破伊朗核计划僵局的新的

外交努力。１２月６—７日，伊朗和 “五常＋１”国家在日内瓦举行会

谈，距离上次召开此类会议已有一年多时间。各方宣布同意将在土耳

其的支持下，于２０１１年１月在伊斯坦布尔再次举行会谈，但并未明

确任何会谈讨论的议题。〔１０８〕

犐犃犈犃总干事关于伊朗核计划的报告

２０１０年，新任ＩＡＥＡ总干事天野之弥向ＩＡＥＡ理事会提交了三

份报告，阐述了该机构核查伊朗执行监督保障协议方面的进展以及

伊朗遵守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的情况。三份报告都认为，机构在

继续对伊朗境内未转移的申报的核材料进行核查时，伊朗并未给予

必要的合作让机构确认其境内所有核材料都用于和平活动。报告还

指出，ＩＡＥＡ仍无法在调查可能具有军事性质的伊朗核活动方面取

得实质性进展，因为伊朗未向组织提供要求的信息也不提供接触相

关人员和文件的渠道。天野之弥报告的口气更为强硬，被广泛看作

是ＩＡＥＡ处理伊朗核问题的方式与其前任总干事巴拉迪相比正在发

生变化。〔１０９〕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３日，天野之弥又向ＩＡＥＡ理事会提交了一份关

于伊朗核活动情况的报告。〔１１０〕报告指出，伊朗的铀浓缩计划仍面临

技术难题，安装在纳坦兹商业规模铀燃料浓缩厂 （ＦＥＰ）的离心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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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７〕

〔１０８〕

〔１０９〕

〔１１０〕

Ｖ．Ｏｌｅｋｓｙｎ，“ＩＡＥＡ报告伊朗启动浓缩设备”，美联社，２０１０年８月９日，网

址：〈ｈｔｔｐ：／／ａｂｃｎｅｗｓ．ｇｏ．ｃｏｍ／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ｗｉｒｅＳｔｏｒｙ？ｉｄ＝１１３５９９０６〉。

“欧盟高级代表阿什顿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６—７日在日内瓦与伊朗会谈后代表 ‘欧盟三国

＋３’发表的讲话”，布鲁塞尔，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７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ｏｎｓｉｌｉｕｍ．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ｕｅｄｏｃｓ／ｃｍｓ＿ｄａｔａ／ｄｏｃｓ／ｐｒｅｓｓｄａｔａ／ＥＮ／ｆｏｒａｆｆ／１１８２６３．ｐｄｆ〉。

Ｊ．Ｂｏｒｇｅｒ，“联合国核查机构总干事称，伊朗可能正在制造核弹头”， 《卫报》，

２０１０年２月１８日。

ＩＡＥＡ理事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执行ＮＰＴ全面保障监督协议和安理会决议相

关规定的情况”，总干事向ＩＡＥＡ理事会的报告，ＧＯＶ／２０１０／６２，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３日。



有相当数量并未运行。伊朗告诉机构核查人员，由于某些未明确说明

的技术原因，铀燃料浓缩厂的浓缩操作在１１月中期停止了一周。伊

朗使用纳坦兹１６４台离心机级联中的２８台恢复了浓缩活动，比该月

先前运行的级联少了一台。〔１１１〕

天野之弥的报告加大了对伊朗由于受计算机病毒影响，其第一代

气体离心机 （ＩＲ１）出现高故障率的猜测。此种名为 “震网”的计算

机病毒专门攻击核电站里来自外国的控制设备。〔１１２〕据称，“震网”计

算机编码是以色列在美国的协助下，使用与纳坦兹铀浓缩设备同样设

计的离心机开发出来的。〔１１３〕１１月２９日，伊朗总统内贾德承认，一

种计算机病毒已 “造成伊朗少数离心机出现问题”。〔１１４〕之前有伊朗官

员确认，“震网”病毒感染了布什尔核电站的员工计算机，但称并未

影响主系统。〔１１５〕

开发病毒似乎已成为旨在延缓伊朗核计划的破坏活动和秘密行动

的一部分。〔１１６〕以色列和美国官员否认与此有关，但表示此次行动为

通过外交努力解决问题赢得了更多时间，并由此降低了对伊朗核设施

实施军事打击的可能性。〔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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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１〕

〔１１２〕

〔１１３〕

〔１１４〕

〔１１５〕

〔１１６〕

〔１１７〕

ＩＡＥＡ，ＧＯＶ／２０１０／６２（同注释 〔１１０〕），第２页。

Ｄ．Ａｌｂｒｉｇｈｔ、Ｐ．Ｂｒａｎｎａｎ和Ｃ．Ｗａｌｒｏｎｄ，“初步估计，‘震网’摧毁了纳坦兹铀浓

缩厂的１０００台离心机”，《科学和国际安全研究所 （ＩＳＩＳ）简报》，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２日，网

址：〈ｈｔｔｐ：／／ｉｓｉｓｏｎｌｉｎｅ．ｏｒｇ／ｉｓｉｓｒｅｐｏｒｔｓ／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ｉｒａｎ／〉。

Ｗ．Ｂｒｏａｄ、Ｊ．Ｍａｒｋｏｆｆ和Ｄ．Ｓａｎｇｅｒ，“据称是以色列测试的 ‘蠕虫’病毒造成了

伊朗核计划延迟”，《纽约时报》，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５日。

“伊朗称其核计划受到破坏活动影响”，ＢＢＣ新闻，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９日，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ｂｃ．ｃｏ．ｕｋ／ｎｅｗｓ／ｗｏｒｌｄ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１１８６８５９６〉。

Ｇ．Ｋｅｉｚｅｒ，“伊朗承认 ‘震网’蠕虫病毒感染了核反应堆的计算机”，《计算机世

界》，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７日。

Ｋ．Ｃｈｉｃｋ，“德黑兰爆炸的目标是伊朗核科学家”，《基督教科学箴言报》，２０１０

年１１月２９日。２０１０年１１月，在一起汽车炸弹袭击中，一名伊朗核科学家死亡，另一名

受伤，伊朗认为是以色列制造了袭击事件。

Ｅ．ＭａｃＡｓｋｉｌｌ，“‘震网’蠕虫病毒阻止了对伊朗实施打击”，《卫报》，２０１１年１

月１８日。



第六节　朝鲜核计划

２０１０年，在重启停滞状态下的关于朝鲜核武器计划前景的六方

会谈方面未取得进展。〔１１８〕２００９年４月，朝鲜宣布其永久退出谈判并

不再遵守任何之前签署的协议，六方会谈中止。同时，朝鲜驱逐了

ＩＡＥＡ核查人员，并通知该机构，朝鲜将重启延边核武器生产

设施。〔１１９〕

２０１０年１月，朝鲜外务省表示，如能首先与美国在双边谈判中

取得进展，即签署和平条约正式中止１９５０—１９５３年朝鲜战争，朝鲜

将准备重返六方会谈。根据这一表态，重启谈判取决于美国解除所有

针对朝鲜的制裁。〔１２０〕美国拒绝接受朝鲜提出的解决步骤的先后顺

序。〔１２１〕美国重申，在讨论解除制裁或缔结和平条约之前，朝鲜必须

按照２００５年９月共同声明可验证地放弃其核武器计划。〔１２２〕

随着时间流逝，恢复六方会谈的前景由于几次南北军事事件的爆

发而出现倒退。〔１２３〕２０１０年夏秋，中国在重启六方会谈进程问题上发

挥了外交领导作用。１０月１５日，中国外长和朝鲜高级别官员举行会

谈后，中国呼吁其他各方回到谈判中来。〔１２４〕据报道，日本和美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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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８〕

〔１１９〕

〔１２０〕

〔１２１〕

〔１２２〕

〔１２３〕

〔１２４〕

六方会谈始于２００３年８月中国的一项外交倡议，目的在于解决在如何处理朝鲜

可疑核武器计划上的分歧。六方为中国、日本、朝鲜、韩国、俄罗斯和美国。

Ｋｉｌｅ（同注释 〔６〕），第３９０—３９１页。

朝鲜中央通讯社 （ＫＣＮＡ），“朝鲜提出启动和平谈判”，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１日，网

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ｋｃｎａ．ｃｏ．ｊｐ／ｉｔｅｍ／２０１０／２０１００１／ｎｅｗｓ１１／２０１００１１１—０３ｅｅ．ｈｔｍｌ〉。

Ｂ．Ｐｏｗｅｌｌ，“朝鲜是否准备好接受 （另一个）核协议？”，《时代周刊》，２０１０年１

月１１日。

在２００５年９月１９日的共同声明中，六国同意为朝鲜提供一揽子援助，以换取

朝鲜承诺 “放弃所有核武器及现有核计划”。“第四轮六方会谈共同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

外交部，２００５年９月１９日，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ｅｎｇ／ｚｘｘｘ／ｔ２１２７０７．

ｈｔｍ〉。

例如，见本卷附录Ｃ。

“中国推动恢复朝鲜核问题谈判”，亚洲新闻网，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４日，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ａｎｎｅｌｎｅｗｓａｓｉａ．ｃｏｍ／ｓｔｏｒｉｅｓ／ａｆｐ＿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ｖｉｅｗ／１０８７１００／１／．ｈｔｍｌ〉。



绝了中国的倡议，坚持任何谈判都应在实质性的南北安全对话之后

进行。〔１２５〕

尽管朝鲜领导层重申该国承诺最终放弃核武器计划，但没有任何

迹象表明朝鲜准备恢复执行其承诺的作为２００７年六方会谈所达成协

议一部分的无核化步骤。〔１２６〕年内，朝鲜外务省及该国官方通讯社发

表的声明都强调，朝鲜因为美国的 “敌对政策”才被迫保留其核威慑

以进行自卫。〔１２７〕６月，朝鲜外务省警告说，如美国继续其军事威胁

和挑衅，朝鲜将别无选择，只能 “支持本国的核威慑”，包括未说明

的 “新开发的方式”。〔１２８〕这导致某些人推测，朝鲜可能准备使用新的

武器设计进行第三次核爆试验。〔１２９〕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朝鲜在延边核复合体向一个由美国科学家组成代

表团展示了之前未申报过的离心浓缩设施，并由此激发了针对朝鲜核

计划范围和轨迹的国际关切。〔１３０〕尽管朝鲜坚称该浓缩厂被用于来生

产民用核电反应堆使用的燃料，但这一发现进一步增加了美国长期以

来对朝鲜隐瞒燃料循环设施的怀疑，这种循环设施是朝鲜生产核武器

用高浓铀的秘密核计划的一部分。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朝鲜官员出乎意料地向在平壤进行非官方访问

的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比尔·理查森透露，朝鲜准备重新允许

ＩＡＥＡ核查人员入境并同意他们进入延边浓缩厂检查，以证明该国

并没有生产高浓铀。〔１３１〕他们还愿意就将１．２万根新鲜核反应堆燃

料棒出售给第三国的计划进行讨论。但美官员认为朝鲜提出的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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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ｗｅｌｌ（同注释 〔１２１〕）。

“朝鲜领导人金正日承诺进行核裁军”， 《中国日报》，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０日。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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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中央通讯社 （ＫＣＮＡ）， “朝鲜中央通讯社拒绝对朝鲜拆除核武器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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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ｅｅ．ｈｔｍｌ〉。

朝鲜中央通讯社 （ＫＣＮＡ），“外务省宣称以新方式支持核威慑”，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８

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ｋｃｎａ．ｃｏ．ｊｐ／ｉｔｅｍ／２０１０／２０１００６／ｎｅｗｓ２８／２０１００６２８—１２ｅｅ．ｈｔｍｌ〉。

Ｊ．Ｌｅｗｉｓ，“朝鲜核武器 ‘新开发的方式’？”Ａｒｍ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Ｗｏｎｋ，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８日，

网址：〈ｈｔｔｐ：／／ｌｅｗｉｓ．ａｒｍ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ｗｏｎｋ．ｃｏｍ／ａｒｃｈｉｖｅ／２７８２／ｎｅｗｌ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ｗａｙｆｏｒｎｏｒｋｎｕｋｅｓ〉。

见本卷第七章第十节。

“美国特使比尔·理查森说，朝鲜 ‘有所进步’”，ＢＢＣ新闻，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１

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ｂｃ．ｃｏ．ｕｋ／ｎｅｗｓ／ｗｏｒｌｄ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１２０４７０９７〉。



并非出于真诚，因此随即表示不接受，并指出由于朝鲜未能遵守其

之前做出的承诺，美拒绝近期重启六方会谈。〔１３２〕２０１０年的结束和

开始一样，关于朝鲜核计划的结局问题依然处于一种外交僵局，因

为各种迹象表明朝鲜将在今后一段不确定的时间内仍准备坚持发展

其核武器能力。

第七节　结语

２０１０年，在以条约为基础的军控和裁军措施以及基于国际法应

对扩散威胁的多边行动方面取得了若干显著进展。由于在双边和多边

的核军控、裁军和防扩散倡议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这一年还出现

过一个 “军控春天”。

然而，随着这一年的结束，军控和裁军议程出现重大新进展的

前景依然不明。议程中尚有诸多重要的未决问题，特别是启动长期

搁置的禁产条约谈判以及使ＣＴＢＴ条约生效的问题。在作为２０１０

年重要成果之一的俄美新ＳＴＡＲＴ条约之后下一步该怎么做也出现

了问题。在有些观察家看来，该条约可能是最后一个 “传统性”的

军控条约：即主要集中于限制和削减美俄的战略核力量。削减核武

库的进一步措施需要通过拓展双边议程来解决众多不同且有难度的

问题———从战术核武器和非部署弹头到与弹道导弹防御、外空武器

和常规战略运载工具相关的更大范围的战略稳定问题。它还可能要

求扩展核武器削减进程以吸收其他核武器国家加入———２０１０年五

常国家之间就举行多边谈判削减武库所进行的初步讨论预示着这一

发展。

这一年取得的进展还凸显了构成全球不扩散机制主要法律和规制

基础的ＮＰＴ条约长期存在的弱点。尽管２０１０年的ＮＰＴ条约审议大

会被普遍称为是成功的，会议期间的讨论清楚地反映出各缔约国之间

在ＮＰＴ条约基本目的和目标问题上仍存在的深刻分歧———特别是在

７９４★ 第八章　核军备控制与不扩散 ★

〔１３２〕 “美国拒绝与朝鲜进行核问题对话”，Ｇｌｏｂ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Ｎｅｗｓｗｉｒｅ，２０１０年１２月

２２日，网址：〈ｈｔｔｐ：／／ｇｓｎ．ｎｔｉ．ｏｒｇ／ｇｓｎ／ｎｗ＿２０１０１２２２＿７７９２．ｐｈｐ〉。



“有核国家”和 “无核国家”之间。这些分歧让人怀疑履约中出现实

际进展的前景，哪怕是实现成果文件中批准的有限步骤。更重要的

是，分歧意味着缔约国不仅必须应对履约和遵约方面的挑战，还要最

终解决ＮＰＴ机制规则的正当性问题。

（苏晓晖　译）

８９４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第
九
章
降低生化材料带来的安全威胁

约翰·哈特　彼得·克莱夫斯蒂格

第一节　导言

２０１０年，各国继续在国际、地区和国家层面制定战略，预

防、纠正由于可能出于敌对目的误用有毒生化材料引起的后果。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１９７２年）缔约国召开了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会

间会进程的最后几次会议 （包括年度专家和政治会议），并筹备

于２０１１年１２月举行公约第七次审议大会。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组

织新任总干事建立了咨询小组，审议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

（１９９３年）履约情况，重点关注如何制定２０１２年化武库存销毁结

束后的公约活动。有质疑指出，一些国家没有全面履行防止生化

战争的国际义务。这些质疑凸显了区别技术性违约和实质性违约

的困难性，以及一种政治化了的法律讨论可能产生的后果，即怀

疑其他国家的行为。

本章第二节细察了生物武器的军控裁军。第三节回顾了化学武器

的军控裁军。第四节讨论了生化战的发展、使用及先前计划和活动。

第五节讨论防止、应对和纠正活动。第六节提出结论。

第二节　生物武器的军控与裁军

《禁生武公约》是反对生物战的最重要的国际法律文书。２０１０

９９４★ 第九章　降低生化材料带来的安全威胁 ★



年，没有新成员加入公约。〔１〕缔约国在２０１０年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七

审会上，其准备工作包括相关议题的考虑和组织，以及背景文件的

草拟。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举行的 《禁生武公约》第六次审议大会，同意在

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１０年间举行４次会间会，以进行讨论、增进在４个领

域的理解，促进有效行动。〔２〕２０１０年举行的会间会考虑了援助和

与相关组织合作的条款，以处理成员国提出的指称他国使用生武事

件，包括增强国家疾病监控、发现、诊断能力和公共卫生系统的

要求。〔３〕

专家组会于８月２３日至２７日举行，１２月６日至１０日举行了缔

约国大会。〔４〕智利大使皮德罗·奥亚斯主持了上述两会议，会议就

疾病监控和反应等实际行动问题交流了信息和看法，旨在为应对突发

疾病找到共同措施，无论疾病是自然爆发还是出于事故或蓄意

原因。〔５〕

在２０１０年会间会进程中，有更多的国家参加了建立信任措施

（ＣＢＭ）数据交换。截至１１月５日，有７０个国家就ＣＢＭ提交数据。

００５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１〕

〔２〕

〔３〕

〔４〕

〔５〕

关于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和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概述及签约国和成员国

名单见本卷附件Ａ。签署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但未批准的国家有布隆迪、中非、科特迪

瓦、埃及、圭亚那、海地、利比里亚、马拉维、缅甸、尼泊尔、索马里、叙利亚和坦桑尼

亚。既未签署也未批准公约的国家有安道尔、安哥拉、喀麦隆、乍得、科摩罗、吉布提、

厄立特里亚、几内亚、以色列、基里巴斯、马绍尔群岛、毛里塔尼亚、密克罗尼西亚、莫

桑比克、纳米比亚、瑙鲁、纽埃、萨摩亚和图瓦卢。

关于第六次审议大会，参见哈特和库劳， “化学和生物武器的发展和军控”，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０７》，第５７８—５８３页。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第六次审议大会，“最后文件”，文件ＢＷＣ／ＣＯＮＦ．ＶＩ／６，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８日。

生物武器预防项目 （ＢＷＰＰ）与核查研究、训练和信息中心 （ＶＥＲＴＩＣ）合作制

作的每日会议工作情况。ＢＷＰＰ网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ｗｐｐ．ｏｒｇ〉，ＶＥＲＴＩＣ网站， 〈ｈｔ

ｔｐ：／／ｗｗｗ．ｕｎｏｇ．ｃｈ／ｂｗｃ〉和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ｐｂｗ．ｏｒｇ〉。

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会议在日内瓦结束”，２０１０

年１２月１０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ｏｇ．ｃｈ／８０２５６ＥＤＤ００６Ｂ９Ｃ２Ｅ／（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ＢｙＹｅａｒ＿

ｅｎ）／Ｆ７８６Ｂ５９３ＢＥＣ９１Ｆ１７Ｃ１２５７７Ｆ５００５Ｂ０２９Ｂ〉。



这是１９８７年以来最多的一次，〔６〕但仍少于成员国总数的一半。在

２０１０年提交的数据中，有１８份资料是公开的，显示２３个国家拥有

防控级别很高 （生物安全４级）的实验室，其中１５个国家的实验室

全部或部分由其国防部资助，１２国拥有积极生物防御项目，２８国拥

有实用疫苗生产设施。〔７〕２００９年，还有６个国家宣布了异常疾病

爆发。

在１２月召开的缔约国大会上，不结盟运动在其集体声明中将注

意力集中在公约七审会上。〔８〕它们提及根据公约第十条开展国际合

作的重要性。第十条呼吁各方应以一种不妨碍经济和技术发展，不妨

碍出于和平目的进行信息、材料和设备交流的方式履约。〔９〕

许多国家提到联合国秘书长关于指称使用生化武器的调查机

制。〔１０〕部分原因是这一机制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初期 （例如

１９８０至１９８８年的两伊战争时期）执行得很成功，一些成员国将其视

为加强国际反对生物战机制的实际手段。俄罗斯在会间会进程中指

出，这一机制只适用于调查违反 《禁生武公约》或１９２５年日内瓦议

定书的行为，从而限制了指称机制在国家层面生物战问题上的运

用。〔１１〕俄方还建议七审会讨论对疑似生武受害国实施援助的国际法

律框架问题，因为俄认为目前的框架是不够的。〔１２〕中国称根据第六

条对违约行为调查的规定，指称使用生武事件在提交安理会后，应在

１０５★ 第九章　降低生化材料带来的安全威胁 ★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汉堡大学，生物军控研究小组，“２０１０２年公开建立信任措施读者”，２０１０年１２

月，〈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ｒｍ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ｒｇ／〉，第１页；又见林佐斯和汉密尔顿，“为

公约七审会对建立信会措施进行全面审议而准备”，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工作组系列报告 （日内瓦

论坛：日内瓦，２０１０年８月）。

汉堡大学 （同注释 〔６〕）第１页，３—４页。一个非政府组织对４国建立信任措

施的评估，包括对巴西、德国、印度和肯尼亚生物科技和生命科学的总评，请见 “２０１０年

生物武器监控”（生物武器预防项目：柏林，２０１０年１１月）。

不结盟成员国名单请见本卷附件Ｂ。

印度裁军大使哈米德·阿里·饶在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３日日内瓦 《禁止生物武器公

约》专家会议上的讲话。

联合国大会， “化学和细菌 （生物）武器”，秘书长报告，Ａ／４４／５６１，附件Ｉ，

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４日。

俄罗斯裁军大使洛西宁在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３日日内瓦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专家

会议上的讲话，第２页。关于１９２５年议定书的概述和其他细节，请见本卷附件Ａ。

洛西宁大使讲话 （同注释 〔１１〕），第３页。



安理会框架内实施调查。〔１３〕缔约国大会还讨论了将一个类似机制融

入其他国际安排，以及当几个国家同时受生武威胁时，相互交流信息

的途径等。

专家会期间，联合国裁军事务办公室陈述了秘书长指称调查机制

的发展情况。２００６年，在联合国决议推动下，４１国已提名了２３７位

专家和４２个实验室。〔１４〕南非表示，如首先审议指导方针的附录，愿

提名专家。联合国裁军办一直在协调技术指标程序、专家和实验室名

册的更新，这些要素在秘书长使用指称调查机制时可能会用到。名册

和技术指标最近一次更新是１９８９年。世界卫生组织协助对调查程序

草案进行了详细审议。〔１５〕在专家组会上，许多国家展示了自身通过

技术进步、部门结构调整和加强协调来提高国家紧急情况反应能力的

活动，包括针对生武的应对措施。专家会议还将国家疾病监控和国际

卫生标准联系起来。〔１６〕国际组织，诸如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动物健

康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介绍了它们协调以侦测可能传染人类的动

物疾病的活动，包括通过全球联合早期预警与应对系统来处理各种主

要动物疾病，包括人畜共患疾病。〔１７〕许多国家还回顾了调查所谓生

物事件的活动与经验，如英国２００８年由进口鼓携带的炭疽芽胞杆菌

引发的传染、２００９年至２０１０年受污染海洛因及２００７年从Ｐｉｒｂｒｉｇｈｔ

研究所意外泄漏的口足病病原体Ａｐｈｔｅａｅｐｉｚｏｏｔｉｃｅａ等事件。
〔１８〕专家

组会认识到政府 （包括执法机构）间协调行动和加强实验室网络的必

２０５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中国代表团团长李扬参赞在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３日日内瓦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专

家会议上的讲话。

见联合国大会决议，６０／２８８，２００６年９月２０日；又见哈贾马松， “全球观察：

生物调查情况”，《原子科学家通报》，第６６卷，第４号 （２０１０年７月／８月），第７３页。

哈贾马松 （同注释 〔１４〕），第７４页。

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卫生规则》 （２００５年），ｅｄｎ， （世界卫生组织，日内瓦，

２００８年）。

见全球预警和反应系统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ｌｅｗｓ．ｎｅｔ〉。

健康维护机构，《人畜共患疾病网络消息》，第３号 （２００９年１月）；又见瑞雷，

《２００６年７月至２００７年５月苏格兰边境地区炭疽事件的管理报告》。关于受污染海洛因问

题见哈特和克莱夫斯蒂格， “降低生化材料带来的安全威胁”，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０８》，第

４５０—５１页。关于Ａｐｈｔｅａｅｐｉｚｏｏｔｉｃｅａ的事故性泄露，见英国健康安全局 （ＨＳＥ），《２００７年

Ｐｉｒｂｒｉｇｈｔ研究所关于生物安全潜在破坏因素的最后报告》 （ＨＳＥ：伦敦，２００７年９月７

日）。



要性。

成员国还注意到各国在需要加强人才培训、增加 （疾病监测、发

现和诊断的）后勤支持和建立抽样、研究动植物及人类病原体设施方

面存在着共性。此外，会议强调，需要有效的政策结构以确保各领域

的迅速决策。

其他的进展还有俄罗斯于２０１０年８月７日公布了一份对美遵守

军控与防扩散义务的评估报告，包括美遵守 《禁生武公约》及在

１５４０号决议下履行相关生物责任的情况。１５４０号决议要求各国接受

和通过法律，将公民、法人与发展、获取、制造、拥有、转运、贩运

或使用核、生化武器及运载工具有关的行为定罪。〔１９〕俄宣称美削弱

了 《禁生武公约》在加强生武防扩散体制中的作用，并从事了令人生

疑的生武防范工作，没有充分履行生武安全和安保措施，将生武防范

措施从建立信任措施宣布中剔除等。俄还特别强调美应在年度建立信

任措施中公开其在埃及、印尼、肯尼亚、秘鲁、泰国等国建立军事医

学研究设施的情况。俄还宣称，美将生武防范研究转变成私营机构的

生物恐怖主义防护研究项目，从而逃避宣布。

第三节　化学武器的军控与裁军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是防止化学战的主要国际法律文书。２０１０

年，没有新的国家加入该公约。２个国家签署但未批准公约，另外５

个国家没有签署或批准公约。〔２０〕

就缔约国履约而言，截至１１月，１８５个缔约国 （占９８％）已指

定或建立一个国家履约机构，除其他事宜外，它作为国家履约机构联

３０５★ 第九章　降低生化材料带来的安全威胁 ★

〔１９〕

〔２０〕

联合国安理会１５４０号决议，２００４年４月２８日；又见俄罗斯外交部，“美国在大

规模杀伤性武器防扩散和军控方面违反国际义务的事实”，２０１０年８月７日，网址：〈ｈｔ

ｔｐ：／／ｗｗｗ．ｍｉｄ．ｒｕ／ｂｒｐ＿４ｎｓｆ／０／ＣＣ９Ｃ７Ｄ１９２Ｆ０ＥＢＣ５ＡＣ３２５７７７Ａ００５７Ｅ１ＡＥ〉。履约方面的

相关发展见接下来第三部分。

关于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签约国和成员国概述和名单见本卷附件Ａ。尚未

签署及批准公约的国家有安哥拉、埃及、朝鲜、索马里和叙利亚。以色列和缅甸已签署但

未批准。



络点负责有效地联络禁化武组织以及其他国家履约机构。８７个缔约

国 （占４６％）已根据公约第七条通过了立法，涵盖该条款确认的国

家履约措施的所有关键领域。〔２１〕关于促进公约普遍性的努力，禁化

武组织继续与非缔约国讨论其加入公约的可能性。７月份成为禁化武

组织第３任总干事的土耳其大使尤祖姆居致信所有非缔约国，要求与

他们进行非正式对话，以及安排技秘处访问该国讨论其加入公约问题

的可能性。〔２２〕只有朝鲜对此婉拒回复。２００９年，一个技秘处小组访

问了以色列。２０１０年，埃及通知技秘处愿接受类似的访问。在２０１０

年１１月２９日至１２月３日举行的第１５届缔约国大会上，尤祖姆居呼

吁安哥拉和缅甸采取同样措施并表示已注意到 “与缅甸官员的交流已

表明在该国的国家选举之后，缅方可以对批准公约问题予以积极

考虑。”〔２３〕

１０月１３日，尤祖姆居总结了公约履行情况，表示禁化武组织将

“随着时间推移和化学武器库存的销毁，其占大部分比例的资源会逐

步用于防扩散领域”。他谈及一些相关领域的需要，包括继续更好地

关注化学工业核查的次数和频率，“更严格地”监控 “化学品的转让

和贸易”，以及将禁化武组织活动融入其支持履行联合国安理会第

１５４０号决议和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２４〕禁化武组织关于恐怖主义问

题工作组正在开展上述的最后一项活动，包括发展关于确保化学品设

施安全的指导原则和桌面演练，以测试这些设施对非国家实体威胁的

应对能力。〔２５〕

尤祖姆居成立了一个独立咨询小组来审议公约履行情况。该小组

４０５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禁化武组织，“总干事在第十五次缔约国大会上的开幕辞”，禁化武组织文件Ｃ

１５／ＤＧ．１４，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９日，第７２—７３段。

尤祖姆居到２０１４年任满４年，并可能再连任一次。禁化武组织，“尤祖姆居大

使就任新总干事”，新闻公报，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９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ｐｃｗ．ｏｒｇ／ｎｅｗ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ａｈｍｅｔｕｅｚｕｍｃｕｅａｓｓｕｍｅｓｏｆｆｉｃｅａｓｎｅｗｏｐｃｗ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ｇｅｎｅｒａｌ／〉。

禁化武组织 （同注释 〔２１〕），第７７—７９段。

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和行动计划见联合国大会决议６０／２８８（同注释 〔１４〕）。

“禁化武组织总干事尤祖姆居大使的发言”，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３日，纽约，第６５届

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 （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ｐｃｗ．ｏｒｇ／

ｎｅｗ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ｏｐｃｗ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ｇｅｎｅｒａｌｍｅｅｔｓｕｎ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ｎｄ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ｓｆｉｒｓｔ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６／〉，第１—２页。



由瑞典大使埃克斯担任主席，于１２月１４日至１５日在海牙召开了首

次会议并将于２０１１年６月向总干事提交最后报告。〔２６〕该小组成员包

括外交、工业、科学和技术专家，任务是协助制定一份战略远景文

件，确定禁化武组织在化学武器库存销毁后的工作重心和如何平衡使

用其资源。〔２７〕总干事将向成员国分享该报告，“以便帮助成员国考虑

影响禁化武组织未来成长的相关问题”。〔２８〕

俄罗斯在数个方面指责美国未履行 《禁化武公约》。俄方第一次

指责指的是美参院在１９９７年加入公约时所作２１项保留中的一项，即

禁止禁化武组织视察员将采集的化学品样品移出美国外进行分析。俄

方还抨击美未向禁化武组织就美军方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０８年在伊拉克发

现、回收和销毁的化学武器战剂和弹药 “及时提供信息”。除此之外，

俄还指责美没有公开美军方在伊拉克实施的任何消除化学战剂污染区

的相关信息。〔２９〕

１０月１１日至１５日，禁化武组织在突尼斯举行了第三次重要的

关于提供援助和防护化学武器的现场演练 （ＡＳＳＩＳＴＥＸ３）。１１月２２

日至２３日，波兰政府和技秘处举行了关于如何应对恐怖主义的桌面

演练。〔３０〕５００多人参加了演练，包括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

室 （ＯＣＨＡ）代表。１１月２４日至２５日，禁化武组织举办了公约第

六条关于经济和技术发展问题的研讨会。

２０１０年，学术机构研究者向禁化武组织建议，应个别或集体

（通过适当渠道）地考虑是否将发展、生产、储存、转让、使用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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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禁化武组织 （同注释 〔２１〕），第１０１段。

见哈特，“《禁化武公约》的未来：向禁化武组织计划中的中间道路概念迈进”，

向第１０届国际生化战防护研讨会提交的论文，瑞典防务研究所 （ＦＯＩ），斯德哥尔摩，

２０１１年６月８日—１１日。

小组的１４名成员独立工作。禁化武组织，“关于禁化武组织未来优先事项的新

咨询小组在海牙召开第一次会议”，新闻公报，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６日，网址：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ｏｐｃｗ．ｏｒｇ／ｎｅｗ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ｎｅｗａｄｖｉｓｏｒｙｐａｎｅｌｏｎｆｕｔｕｒｅｏｆ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ｏｐｃｗｈｏｌｄｓ

ｆｉｒｓｔｍｅｅｔ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ｈａｇｕｅ／〉。

俄罗斯外交部 （同注释 〔１９〕）。

禁化武组织，“‘防护包括使用化武的恐怖袭击的准备工作’桌面操演在波兰举

办”，新闻公报，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６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ｐｃｗ．ｏｒｇ／ｎｅｗ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ｔａｂｌｅ

ｔｏｐ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ｏｎ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ｎｅｓｓｔｏｐｒｅｖｅｎｔ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ａｔｔａｃｋｓ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ｈｅｌｄｉｎｐｏ

ｌａｎｄ〉。



了控暴剂 （包括邻氯苄叉缩丙二腈）的大口径弹药置于公约禁止范围

之内。〔３１〕国际红十字委员会举行了一次关于失能剂对国际和平与安

全形成的挑战与危险的专家会议。该委员会表示，任何在战争时事实

上使用失能剂可能会引发使用化学武器，过去在战争时使用控暴剂和

扰乱剂所产生的后果即是明证。〔３２〕

第１５届公约缔约国会议批准了２０１１年工作计划和预算为

６８３６．８５万欧元 （９５００万美元），以及一份更新核准的、含操作要求

和技术规格的视察设备清单。〔３３〕中国与俄罗斯举办了关于其化学武

器销毁活动的图片展。伊拉克展示了萨达姆政权使用化武的情况。美

连续第二年向其他代表团简述了销毁化武的情况。

化学武器销毁

截至２０１０年９月３０日，各国宣布的总计７１１９４吨化武试剂已有

４４１３１吨被证实销毁，总计８６７万件化武物项和容器中的３９５万件已

销毁。截至２０１０年１１月，共有１３国宣布了７０座曾用于生产化武的

设施，其中４３座已转用于和平目的。〔３４〕

向禁化武组织提交化武库存宣布的国家有：阿尔巴尼亚、印

度、伊拉克、韩国、利比亚、俄罗斯和美国。其中阿尔巴尼亚、印

度和韩国已销毁了所有宣布化武。同时，上述所有国家的种类３化

６０５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欧米茄研究基金会，安全研究所和布拉德福德大学， “含邻氯苄叉缩丙二腈的

１２０毫米弹药的生产和升级：为参加第十五次缔约国大会的国家提供的简介，２０１０年１１月

２９日”，向第十五次缔约国大会提交的论文，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９日，海牙，网址：〈ｈｔｔｐ：／／

ｗｗｗ．ｂｒａｄ．ａｃ．ｕｋ／ａｃａｄ／ｎｌｗ／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ＳＰ１５ｐａｐｅ＿Ｃｒｏｗｌｅｙ．ｐｄｆ〉。

国际红十字会，《无所作为的化学机构：履行国际法》（国际红十字会：日内瓦，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第７４—７５页。

禁化武组织， “决定：２０１１年评估范围”，禁化武组织文件Ｃ—１５／ＤＥＣ。７，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日；又见禁化武组织，“决定：通过的符合操作要求和技术规范的核查设备

清单”，禁化武组织文件ＣＩ／ＤＥＣ。７１，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３０日。

这１３个国家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中国、法国、印度、伊朗、伊拉克、日

本、韩国、利比亚、俄罗斯、塞尔维亚、英国和美国。禁化武组织 （同注释 〔２１〕），第２７

段。



武都已销毁。〔３５〕多年以来，美俄一直都被认为受经济和政治因素限

制而无法按期销毁全部化武。禁化武组织总干事已向缔约国大会重申

美俄将无法于２０１２年４月最后期限前销毁化武，并表示执理会将继

续谨慎前行，以寻求平衡和建设性的解决方案，以保证公约作为世界

唯一一个禁止化武法律文书的长期有效性。〔３６〕

２０１０年，伊拉克政府向禁化武组织提交了该国以前的化武项目

回顾。〔３７〕伊拉克宣布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被联合国伊拉克特别委员

会查封的阿尔穆泰那国家基地第１３和４１号仓库里存有化武试剂、弹

药和化武前体。〔３８〕伊还宣布了５家过去的化武工厂和２处化武研发

设施：１９７４年至１９８３年使用的阿尔罗沙德国家实验室和１９８３年至

１９９０年使用的位于阿尔穆泰那基地里的设施。〔３９〕在２００９年 《禁化

武公约》对伊生效之前，所有化武工厂的设备都已被移走或销毁，大

部分宣布的设施已遭抢掠。〔４０〕自２００４年起，多国爆炸军械处理处已

销毁了约４０００枚化学爆炸及其残余物。〔４１〕

伊希望在禁化武组织核查下销毁阿尔穆泰那基地第１３和４１号仓

库的化武。一个咨询委员会制定了２０１０年５月至８月进行销毁的计

划，得到伊政府同意。〔４２〕２０１０年５月，伊表示可接待禁化武组织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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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禁化武组织 （同注释 〔２１〕），第１１段。《禁化武公约》附件包含三个附表，附

表１化学品包括极少用于和平目的的化学品及其前体，附表２和附表３化学品广泛用于和

平目的，包括商业及其他用途。《禁化武公约》中给出了化武种类的概念，部分基于化学品

所属附表，核查附件第四部分 （Ａ），第１６段。

禁化武组织 （同注释 〔２１〕），第２４—２５段。

《禁化武公约》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２日对伊拉克生效。伊拉克于５月１２日向禁化武组

织递交签字声明，并于１２月１日递交补充信息。伊拉克国家监督局，“伊拉克从前的化武

计划”，在英国防务科技实验室举行的第十三次化武非军事化会议上展示的幻灯片，弗来

戈，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４—２７日。

伊拉克国家监督局 （同注释 〔３７〕），第２５页。该场址随着１９９４年联合国伊拉

克问题特别委员会完成关于其现状的最后一份文件而由伊重新全权管控。

其中一座设施位于阿尔穆泰那，一座位于阿尔罗沙德，三座位于法鲁贾 （法鲁

贾１号、２号和３号）。伊拉克国家监督局 （同注释 〔３７〕），第２５、２６页。

伊拉克国家监督局 （同注释 〔３７〕），第２６页。

伊拉克国家监督局 （同注释 〔３７〕），第２９页。

“伊拉克外交部国际组织与合作司司长穆罕默德·阿卜杜勒·阿布马买迪大使在

第十五次缔约国大会上的讲话”，禁化武组织文件Ｃ—１５／ＮＡＴ．１８，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３０日，

第２页。



期核查小组，但任何长期核查活动需要伊安全形势的好转或持续的重

兵警戒。〔４３〕伊也无法提供仓库内物品的总数，这部分原因是一些相

关文件封存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档案室里，要到２０３８年或２０６８年才能

公开。〔４４〕此外，伊已表示 《禁化武公约》的部分执行规定未经伊立

法机关批准。任何与评估和销毁库存物品相关的决定必须考虑在现有

环境和已同意的范围内实施的可能性。〔４５〕禁化武组织总干事注意到

尽管与伊政府官员的会谈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找到销毁化武的合适手

段所不可或缺的许多问题仍需进一步考虑和澄清。〔４６〕特别是打开仓

库的技术可行性和保障化武组织核查员安全等问题仍不确定。

伊朗指责称，美、英未宣布在伊拉克发现的化武并销毁它们，这

违背了公约义务。〔４７〕伊朗将美、英的行动称为单边行为，并表示迄

未得到美、英根据关于磋商、合作和查证的第九条条款给出的满意答

复。伊朗并称禁化武组织应让２００３年作为 “志愿者联盟”成员入侵

伊拉克的其他化武公约成员国解释其行为。〔４８〕英国坚决否认其一些

做法违反了 《禁化武公约》，如未向禁化武组织提交化武销毁计划，

从而可能耽搁了禁化武组织派核查组赴伊核查化武销毁。〔４９〕英并表

示其对伊拉克化武的安保和销毁工作十分突出，销毁工作在禁化武组

织谈判代表无法想像的环境下开展，并已在禁化武组织内向伊朗提供

８０５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伊拉克国家监督局 （同注释 〔３７〕），第５７页。

伊拉克国家监督局 （同注释 〔３７〕），第６３页。联合国伊拉克问题特别委员会和

联合国监核会的资料处于联合国管理局档案和记录管理部看管之下，将从２００８年３月１日

起与其他档案分开，封存３０—６０年。联合国，秘书处，“联合国监核会档案和记录”，联合

国秘书长公告，ＳＴ／ＳＧＢ／２００９／１２，２００９年８月１日。伊拉克并非一直保持着精确记录，

且许多记录已被毁。

伊拉克国家监督局 （同注释 〔３７〕），第６３页。

禁化武组织 （同注释 〔２１〕），第２３段。

指控的全文很难找到。但这很可能是伊朗与美国在化武问题之外的紧张关系的

一部分。

“伊朗主管法律和国际事务的副外长穆罕默德·马赫迪·阿訇扎德在第十五次缔

约国大会上的讲话”，禁化武组织文件Ｃ—１５／ＮＡＴ．１５，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９日，第３—４页。

关于伊朗的法律论述，见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美国和英国在伊拉克发现和销毁化武问题

的观点和关切”，禁化武组织文件Ｃ—１５／ＮＡＴ．１１，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３０日。

禁化武组织执理会一直致力于针对可能伤及核查人员或危及其生命的高风险化

武销毁活动制定核查规程。“英国对要求其澄清履行第９条第２款义务事的答复”，禁化武

组织文件Ｃ１５／ＮＡＴ．１１，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３０日。



了足够透明的信息。英还介绍了２００４年５月，伊政府重建后，销毁

化武弹药的情况：１６枚被怀疑装有沙林的１２２毫米阿尔巴拉克弹筒

于２００６年１月由伊政府交给英国销毁队进行销毁；２００６年５月，又

有５枚弹筒转交给英方。〔５０〕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维基揭秘在其网站上公布了约３９．２万份美政府

内部文件，内容与２００３年美英军事入侵后的伊拉克相关，其中涉及

伊的生化武器的有几百份。大多数报告详述了伊生化武器的猜疑，但

后来被证实是无根据的，美、英并未找到伊政府拥有即可使用的库存

或项目，但记录表明叛乱者获取了一些化武 （或化武残余）。２００６年

１月记录显示叛乱武装将一种神经麻痹性化武从伊朗走私至伊拉克。

根据报告，同月美英部队在巴拉德逮捕了数名化武专业人员，并且情

报中还提及了另一名专家。〔５１〕

２０１０年４月，利比亚开始以试验性规模水解和中和放置在Ｒｕ

ｗａｇｈａ的４．４吨三氯化磷。三氯化磷是有机磷神经剂的前体。但利显

然想将三氯化磷作为氯化剂以生产硫化芥子气。〔５２〕缔约国大会还延

长了利销毁种类１化武的中期期限。〔５３〕

截至１０月３１日，俄罗斯已销毁了１９４２３吨种类１化武 （占总数

的４８．６％）。〔５４〕在戈尔内、萨拉托夫州、乌德穆尔特共和国坎姆巴

卡的化武销毁工作已经完成。１１月２６日，波切普的化武销毁设施开

始工作。〔５５〕俄计划于２０１１年在凯兹内尔开启化武销毁设施，并增强

９０５★ 第九章　降低生化材料带来的安全威胁 ★

〔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英国对要求其澄清履行第９条第２款义务事的答复”，禁化武组织文件Ｃ１５／

ＮＡＴ．１１，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３０日。又见 “美国常驻禁化武组织代表米库拉克大使在第十五次

缔约国大会上的讲话”，禁化武组织文件Ｃ１５／ＮＡＴ．２，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９日。

沙克曼，“维基揭秘显示在伊拉克搜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行动仍在继续———有

惊人的结果”，《连线》杂志，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３日；又见沙克曼和阿克曼，“化武，维基揭

秘从伊拉克文件中曝光的伊朗机构和大规模致命性工具”，《连线》杂志，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

日。

这些操作将于２０１１年重新开始并全力运行。禁化武组织 （同注释 〔２１〕），第１４

段。

禁化武组织，“决定：延长大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销毁附件１化武

的中期期限”，禁化武组织文件Ｃ１５／ＤＥＣ．３，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３０日。

禁化武组织 （同注释 〔２１〕），第１６段。

“俄罗斯联邦代表团团长库斯托夫在第十五次缔约国大会上的讲话” （俄文），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日，第２页。



目前在列多瓦、马拉迪科夫斯基和舒克耶运行的销毁设施的能力。

截至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１日，美已销毁了８６．１％的种类１化武，共

计花费约２２１亿美元。已销毁的化武包括美全部的二元化武，９６．６％

的神经剂和８２．２％的化武火箭。原有的９个化武储存点中，有５个

尚有余存。〔５６〕在这５个之中，化武销毁中试厂正在肯塔基州的布鲁

加斯和科罗拉多州的布罗试装，预计分别在２０１４年至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

年至２０２１年运行。〔５７〕

老旧、遗弃和海底倾泄化武

老旧、遗弃和海底化武持续成为环境和人类安全关切。截至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个国家宣布在其领土上发现了遗弃化武，１３国宣布

拥有老旧化武。〔５８〕

自２００１年起，法国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老旧化武集中存放

在西北部麦利勒营地原核导发射掩体内。截至２０１０年，有大约２４０

吨化武被集中，平均每年集中２０吨。法正在进行一座化武销毁设施

建造计划的最后步骤，军械总监估计２０１５年可以启动销毁。〔５９〕

２０１０年，中国和日本继续在１０座中国城市市内及周边开展对日

本二战遗弃的约３３万枚化武的联合调查、挖掘和回收工作。中国总

计确定了有１７省约７０处遗弃场址。目前约４７００枚化武已被挖出，

并暂存在３１处设施中。〔６０〕日弃遗化武地点纵贯中国东部地区，但大

多数集中在东北。销毁工作将集中在吉林哈尔巴岭和南京。〔６１〕中日

将联合运行两台移动式化武销毁装置和一座固定式销毁设施。从

０１５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６０〕

〔６１〕

韦伯，“美国化武非军事化项目”，在第十五次缔约国大会上的展示，海牙，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日；又见 “米库拉克大使的讲话”（同注释 〔５０〕），第４页。

韦伯 （同注释 〔５６〕），第８页。

向禁化武组织宣布发现遗弃化武的有中国、意大利和巴拿马。向禁化武组织宣

布有老旧化武的国家有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

马绍尔群岛、俄罗斯、斯洛文尼亚、英国和美国。遗弃化武是指１９２５年１月１日后由一国

在未经另一国允许的情况下在后者领土上抛弃的化武。《禁化武公约》（同注释 〔２０〕），第

二条，第６段。老旧化武指１９２５年前生产的化武或１９２５年至１９４６年间生产的、超过设计

年限而无法按原方法使用的化武。《禁化武公约》（同注释 〔２０〕），第二条，第５段。关于

在此未提及的国家的信息，请见往年ＳＩＰＲＩ年鉴。

拉波特，“苏贝设施中的化武弹壳引发的恐慌”，公社，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４日。

中国讨论会，第十五次缔约国大会，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９日至１２月３日，海牙。

中国讨论会 （同注释 〔６０〕）。



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至１１月２５日，两国共挖掘出３５５枚遗弃化武。〔６２〕７

月３０日，两台哈尔巴岭使用的试验销毁装置招标完毕，分别是一台

控制引爆仓和一台热引爆仓。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２日，在南京启动了销

毁工作。截至１１月２４日，共销毁５４７４枚化武 （占当地储存总数的

１５．４％）。移动式化武销毁装置将在南京工作约１２个月，总计将销毁

３５０００枚江苏及邻近省份发掘的化武。〔６３〕日遗化武包括至少２７种弹

药型号 （霰弹筒、炮弹和炸弹），里面装填了 （单一或混合）二苯氰

胂、二苯氯胂、氯代甲酸三氯甲酯和氢氰酸，路易氏剂和硫化芥子

气。有些弹药被倾倒在水中 （例如天津）。

２０１０年３月，有报告显示俄罗斯军队将一些化武材料，包括神

经毒剂沙林丢弃在大乌苏里雅斯克岛 （黑瞎子岛）上的一座老旧基地

大楼的地下室里。〔６４〕

２０１０年６月，美国倾倒在纽约沿海的硫化芥子气伤及了捕捞船

上的工人。〔６５〕直至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美向沿海倾倒了大量常规和化

学武器弹药。〔６６〕２０１０年，夏威夷大学和一家私人公司联合发表一份

三年期研究报告。报告得出结论，倾倒的化武对夏威夷沿海的环境及

人类生活并未构成威胁。〔６７〕

联合国大会已通过了一项关于向海底倾倒化武的决议，呼吁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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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６３〕

〔６４〕

〔６５〕

〔６６〕

〔６７〕

关于在恢复和销毁操作中应急工作的准备，见国华．Ｓ和海燕．Ｗ （音），“中国：

日本遗弃化武销毁过程中的医学救助”，《解放军医学杂志》，２０１０年６月１日，由中文翻

译，公开信息中心。

“日本常驻禁化武组织代表肥眆隆在第十五次缔约国大会上的讲话”，海牙，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９日，第４页。中国在讨论会 （同注释 〔６０〕）上称其境内有５０９０枚日遗化

武于１１月２４日之前已销毁。

伊萨瓦，“军方遗忘了乌苏里雅斯克的一处化学仓库”（俄文），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８

日。

林德西，“官员：渔民在纽约沿海遭遇芥子气”，美联社，２０１０年６月７日。

见斯皮斯、桑德斯， “ＣＨＡＳＥ处理区调查”，ＳＩＯＲｅｆ．７１—３３，第 ＭＰＬＵ９７／

７１号报告，未公开 （圣迭戈大学，斯克里普斯海洋地坦研究所海军自然实验室，圣迭戈，

加利福尼亚州，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２８日）；又见法瑞尔，“对ＣＨＡＳＥ第十处理场的第五次倾倒

后调查”，未公开 （海军研究实验室，华盛顿特区，１９７５年３月）。

夏威夷大学马诺分校和Ｅｎｖｉｒｏｎｅｔ公司，《夏威夷海底军用弹药评估：瓦胡岛珍

珠港以南０５号地区最后研究报告》 （夏威夷大学马诺分校和Ｅｎｖｉｒｏｎｅｔ公司，火奴鲁鲁，

２０１０年６月）。又见夏威夷海底军用弹药评估项目，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ｕｍｍａｐｒｏｊｅｃｔ．

ｃｏｍ〉。



协商，以谋求更大的努力来恢复和解决倾倒弹药可能造成的特殊风险

问题。〔６８〕决议最初在第一委员会，即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提交，

但接下来就被转到第二委员会，即经济和环境委员会。该决议称：

（ａ）认识到增强关注倾倒化武产生的环境影响的重要性；（ｂ）邀请联

合国成员国和其他国际及地区组织共同管控上述环境问题；（ｃ）邀请

联合国秘书长就该问题征求成员国和相关国际及地区组织意见，并向

２０１３年第６８届联大提交报告。〔６９〕

２０１０年赫尔辛基委员会莫斯科部长会议建立了一个特别专家组

以更新和审议倾倒化武信息。〔７０〕除审议信息外，专家组还将对向波

罗的海和瑞典Ｍａｓｅｓｋａｒ一处倾倒场倾倒的磷弹作出评估。

第四节　对发展和使用生化武器

及其先前计划的指控　

２０１０年，继续出现关于对平民使用生化武器的指控，但几乎没

有官方或其他权威性报告予以证实。结果之一是，公众进一步猜测欧

洲海洛因被污染事件和阿富汗女子学校受毒气袭击的有关背景。

２０１０年，美国国务院发表自２００５年以来的第一份关于防扩散形

势的报告。报告记录了中国、古巴、埃及、印度、伊朗、伊拉克、利

比亚、朝鲜、巴基斯坦、俄罗斯和叙利亚等国的有关活动以及上述国

家与 《禁生武公约》的关系。至于 《禁化武公约》，报告将遵约情况

分成三类：（一）缔约国回应了 “有关关切并采取具体步骤履行其义

务”；（二）缔约国 “继承了其先前政府的有关材料”，但迄未澄清过

２１５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６８〕

〔６９〕

〔７０〕

联合国大会，“评估和增进对海底化武引起的环境效应认识的合作措施”，Ａ／

Ｃ．２／６５／Ｌ．３２／Ｒｅｖ．１，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４日。

联合国 （同注释 〔６８〕）。

Ｐｙｈａｌａ，“赫尔辛基委员会关于波罗的海倾倒化武的行动”，在 “将在波罗的海

及北海地区转移海军弹药造成的环境风险最小化”大会上的幻灯片展示，新敏斯特，２０１０

年１１月１６日至１８日，网址：〈ｈｔｔｐ：／／ｓｃｈｌｅｓｗｉｇｈｏｌｓｔｅｉｎ．ｎａｂｕ．ｄｅ／ｔｈｅｍｅｎ／ｍｅｅｒｅｓｓｃｈｕｔｚ／

ｍｉｒｅｍａｒ／〉。倾倒化学弹药特别工作组起止时间为１９９２年至１９９５年。见赫尔辛基委员会，

“向１９９５年３月第１６届赫尔辛基委员会提交的倾倒化学弹药特别工作组最后报告”，１９９５

年３月，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ｅｌｃｏｍ．ｆｉ／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ｈａｚｓｕｂｓ／ｅｎ＿ＧＢ／ｃｈｅｍｕ／〉。



去有关计划和活动； （三）缔约国 “参与了明显引发遵约关切的活

动”。〔７１〕值得注意的是，报告详细介绍了美国对缔约国遵守 《禁化武

公约》的解释，并提供了美国采取相关立场的总体背景，包括为了更

好地确定是否出现违约行为，如何最佳评估化学战动员意图等。例

如，报告发现，美国根据 “现有信息”不能 “确认中国是否已经全面

宣布或说明其有关历史活动，包括 ［化学武器］生产，化武战剂处

理，将化武战剂向他国转让等。此外，中国并没有公布其一家制药厂

氮芥泄漏事件。〔７２〕

人权主义者指控土耳其２０１０年使用化武打击库尔德人。一位德

国法医专家称，８个库尔德人很有可能死于 “被使用化学物质”。〔７３〕

土耳其官方回应称，这些指控是陈词滥调，无非是 “库尔德工人党的

反动宣传”而已。〔７４〕

２０１０年５月，有报道称在阿富汗西南部的赫尔曼德省和坎大哈

省，不常见的白叶枯病对当地罂粟造成严重损害，而上述两省的鸦片

产量占阿富汗全国的９６％。〔７５〕根据联合国毒品与犯罪办公室 （ＵＮ

ＯＤＣ）２０１０年进行的阿富汗鸦片调查，这导致了２００９年以来阿富汗

鸦片产量约减少４８％。〔７６〕上述地区农民指控英美军队使用生物制剂

引发白叶枯病，旨在阻断鸦片生产和贸易，而鸦片生产和贸易对于塔

利班在该地区活动至关重要。据称，造成罂粟白叶枯病爆发的是一种

３１５★ 第九章　降低生化材料带来的安全威胁 ★

〔７１〕

〔７２〕

〔７３〕

〔７４〕

〔７５〕

〔７６〕

美国国务院，核查与履约局 《关于军控、防扩散和裁军领域遵约和履行承诺的

报告》（美国国务院：华盛顿特区，２０１０年７月），第３７页。

美国国务院 （同注释 〔７１〕），第４３页。

Ｓｔｅｉｎｖｏｒｔｈ，Ｄ．和Ｍｕｓｈａｒｂａｓｈ，论坛，“土耳其因涉嫌对库尔德工人党使用化学

武器而受到指控，“明镜”周刊，２０１０年８月１２日。

“土耳其官员否认 “明镜”周刊关于使用化学武器的说法”，Ｈüｒｒｉｙｅｔ日报，

２０１０年８月１３日。

Ｎ．Ａｒｂａｂｚａｄａｈ，“木耳杀手是阿富汗罂粟种植者之谜”，“卫报”，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７

日。也请参见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 （ＵＮＯＤＣ）和阿富汗禁毒部问题办公室，

《２０１０年阿富汗鸦片调查结果摘要》（禁毒办：２０１０年９月，维也纳）。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和阿富汗反毒品部 （同注释 〔７５〕）。



在世界各地常见的、名为罂粟子囊菌 （ＰｌｅｏｓｐｏｒａＰａｐａｖｅｒａｃｅａ）的真

菌。〔７７〕但是，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关于阿富汗罂粟白叶枯

病问题的分析报告在２０１０年并未公布于众。

２０１０年，报称阿富汗的昆都士省、喀布尔市和萨尔普勒省共发

生８起女学生被毒气袭击的事件。〔７８〕当局认为上述袭击系反对女孩

受教育的保守集团所为。阿富汗塔利班１９９６—２００１年执政时即禁止

女孩上学。可能由于设备落后，设在昆都士的阿富汗卫生部无法对死

亡女学生的血液样本进行有效分析，样品被送往喀布尔作进一步分

析。〔７９〕最终，病原体的成分并未公布。然而，一些女孩和教师称，

在出现中毒症状前曾闻到一股香甜气味，这与农药 “吗拉丁”（Ｍａｌ

ｌａｔｉｎ）的气味相似。吗拉丁，一种有机磷与马拉硫磷的混合物，是阿

富汗农民用来毒鸟以保护庄稼的常用农药。〔８０〕

关于荷兰１９１５年开始的化武计划的第一份调查报告于２０１０年发

表。报告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荷兰派出有关技术考察团到法

国 （如在一战期间在法国观摩化武战地测试）和比利时。荷兰还参加

了法国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在阿尔及利亚的伯宁—奥义尼地区进行的化武

４１５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７７〕

〔７８〕

〔７９〕

〔８０〕

Ｂ．Ａ．贝利等，“Ｄｅｎｄｒｙｐｈｉｏｎ感染过程评价和由此产生的疾病造成ｐｅｎｉｃｉｌｌａｔｕｍ

和Ｐｌｅｏｓｐｏｒａｐａｐａｖｅｒａｃｅａ”，植物病理学，第一卷。第９０分卷，第７期 （２０００年７月），第

６９９—７０９页；ＮＲ奥尼尔等，“ＤｅｎｄｒｙｐｈｉｏｎｐｅｎｉｃｉｌｌａｔｕｍＰｌｅｏｓｐｏｒａｐａｐａｖｅｒａｃｅａ破坏性病原

体和罂粟ｍｙｃｏｈｅｒｂｉｃｉｄｅｓ方面的潜力”，植物病理学，第一卷。第９０分卷，第７期 （２０００

年７月），第６９１—６９８页；和Ｂ．Ａ．贝利等， “ＮＥＰ１蛋白枯萎增强Ｐｌｅｏｓｐｏｒａｐａｐａｖｅｒａ

ｃｅａ”，植物病理学罂粟生物控制，第９０卷分卷，第８期 （２０００年８月），第８１２—８１８页。

ＣＮＮ世界报道：“阿富汗处于十字路口博客：女学生中毒案件嫌犯为塔利班”，

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６日，网址： 〈ｈｔｔｐ：／／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ｂｌｏｇｓ．ｃｎｎ．ｃｏｍ／２０１０／０４／２６／ｔａｌｉｂａｎｓｕｓ

ｐｅｃｔｅｄｏｆｓｉｃｋｅｎｉｎｇｆｅｍａｌ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Ｍ．哈米德， “阿富汗女孩中毒，疑遭有毒气体攻

击”，路透社，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５日，Ｊ．斯塔基，“女孩是塔利班毒气攻击的目标”，独立报，

２００９年５月１３日；Ｈ．Ｓｈａｌｉｚｉ和Ｍ．穆罕默德哈米德， “阿富汗女孩遭受可疑毒气攻击”，

路透社，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１日； “阿富汗女校遭到另一起毒气袭击”，阿富汗十字路口博客，

ＣＮＮ世界报道，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４日，网址：〈ｈｔｔｐ：／／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ｂｌｏｇｓ．ｃｎｎ．ｃｏｍ／２０１０／０６／

２４／ａｎｏｔｈｅｒｓｕｓｐｅｃｔｅｄ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ａｔａｆｇｈａｎｇｉｒｌｓｓｃｈｏｏｌ／〉；和Ｊ．布恩， “塔利班毒气攻击，

还是集体性歇斯底里？喀布尔另一女校混乱异常”，《卫报》，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５日。

阿富汗女童上学 “中毒”，半岛电视台，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６日，网址： 〈ｈｔｔｐ：／／

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ｌｊａｚｅｅｒａ．ｎｅｔ／ｎｅｗｓ／ａｓｉａ／２０１０／０４／２０１０４２６６３７１１２７９６５８．ｈｔｍｌ〉。

ＩＢ顾问公司，“时事报告：阿富汗女童上学遭化学武器攻击”，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５

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ｂ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ｎｃｙ．ｅｕ／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ｐｌｏａｄｓ／２０１０／０６／ＩＢＣＣＥＲ１．ｐｄｆ〉。



实地测试。根据该报告，迪伦地区、哈尔斯坎地区和威宜兰地区是荷

兰的化武测试场，化武研究机构则设在里斯韦斯克地区。比利时的化

武测试场设在艾森伯恩—佐尔塞勒地区，研究机构设在维勒沃德。报

告还指出，法国的一个化武实地测试场设在穆尔么隆，研究机构设在

奥博维利尔和沃特—勒—博迪。〔８１〕

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家安全档案馆将一位已故的前苏共中

央委员会工作人员生前收集的前苏联生物武器计划的相关材料上传到

互联网。〔８２〕

第五节　生化武器的防止、应对和纠正措施

２０１０年，以加强防止、应对和纠正生化武器为目的的活动继续

呈现，此类活动各不相同，但又相互联系。２月，美国司法部结束了

联邦调查局 （ＦＢＩ）自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开始的炭疽信件案调查，再次认

定布鲁斯·埃文斯 （ＢｒｕｃｅＥ．Ｉｖｉｎｓ）系单独作案。由此，司法部不

再受其保密规定限制，方便其公开更多信息。〔８３〕ＦＢＩ在网上发布了

关于此案的２７００多页文件资料。但在１２月，ＦＢＩ要求国家科学院

（ＮＡＳ）延迟公布该院从技术角度就ＦＢＩ关于埃文斯单独作案结论的

研究报告，并请国家科学院深入研究ＦＢＩ最近解密的５００页文件资料

后再做结论。〔８４〕由１５名成员组成的国家科学院研究小组同意推迟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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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

〔８２〕

〔８３〕

〔８４〕

Ｈ．Ｒｏｏｚｅｎｂｅｅｋ和Ｊ．ＶａｎＷｏｅｎｓｅｌ， 《瓶子里的妖怪：荷兰国防机构１９１５年至

１９９７年发展化学战剂情况》，第２４１页。

华盛顿邮报记者戴维·Ｅ．霍夫曼是第一个公开这些文件的人。这些文件现存

放在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美国国家安全档案：《撬开苏联的生物武器系

统，１９９０年》，２０１０年５月６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２．ｇｗｕ．ｅｄｕ／～ｎｓａｒｃｈｉｖ／ＮＳＡＥＢＢ／

ＮＳＡＥＢＢ３１５／〉；和Ｄ．Ｅ．Ｈｏｆｆｍａｎ，《死亡之手：冷战时期军备竞赛及其危险遗产的秘密故

事》（Ｄｏｕｂｌｅｄａｙ出版公司，２００９年，纽约）。

美国司法部公共事务办公室，“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宣布２００１年炭疽袭击案调

查正式结束”，２０１０年２月１９日新闻稿，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ｕｓｔｉｃｅ．ｇｏｖ／ｏｐａ／ｐｒ／２０１０／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１０ｎｓｄ１６６．ｈｔｍｌ〉。

美国联邦调查局，“Ａｍｅｒｉｔｈｒａｘ或炭疽调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ｂｉ．ｇｏｖ／ａ

ｂｏｕｔｕｓ／ｈｉｓｔｏｒｙ／ｆａｍｏｕｓｃａｓｅｓ／ａｎｔｈｒａｘａｍｅｒｉｔｈｒａｘ／ａｍｅｒｉｔｈｒａｘ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布其报告，以便全面研究有关文件资料。〔８５〕

几个意外感染事件警示世人，需继续提高预防、应对和纠正能

力，以有效处理未来潜在的生化武器威胁。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６日，英

国卫生机构称，一个来自格拉斯哥地区的海洛因吸食者死于Ｂ型炭

疽病毒感染，其吸食的海洛因可能为感染源。〔８６〕２０１０年１月—７月，

又发生了数起被污染的海洛因造成的感染和死亡病例。〔８７〕Ｂ型炭疽

病毒可能源于土壤，而土壤因接触受污染的动物产品而带有相关病

毒。这批海洛因来自阿富汗，因与作为切割剂的骨粉接触而被

污染。〔８８〕

联合国裁军事务办公室

联合国秘书长有权派出调查团，就指称使用化学或生武事件展开

调查。世卫组织的全球预警与响应部门已建立起相关机制，以便向上

述调查团提供包括设备共享等在内的支持。〔８９〕世卫组织的作用重点

集中体现在：“公共卫生使命和公共卫生干预措施，同时避免在政治

上引发关于是否使用生武的敏感讨论。”〔９０〕

２０１０年，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签署了关于指称使用生化武器

调查机制的谅解备忘录。联合国裁军事务办公室将此类调查的技术准

６１５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８５〕

〔８６〕

〔８７〕

〔８８〕

〔８９〕

〔９０〕

Ｓ．谢恩，“美国联邦调查局要求专家组延迟炭疽查询报道”，《纽约时报》，２０１０

年１２月９日。

ＢＢＣ新闻，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８日，“在格拉斯哥地区的海洛因吸食者身上发现炭疽

病菌”，网址：〈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ｂｂｃ．ｃｏ．ｕｋ／２／ｈｉ／８４１９１１３．ｓｔｍ〉。

欧洲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 （ＥＣＤＣ）和欧洲监测毒品和毒瘾中心 （ＥＭＣＤＤＡ），

“炭疽传染在英国和德国吸毒者之间爆发”，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８日，ＥＣＤＣ和ＥＭＣＤＤＡ发表

的联合威胁评估，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９日，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ｃｄ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ｅ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ｓｃｉａｄｖｉｃｅ／Ｌｉｓｔｓ／ＥＣＤＣＲｅｖｉｅｗｓ／ＥＣＤＣ＿ＤｉｓｐＦｏｒｍ．ａｓｐｘ？ＩＤ＝８２７〉；苏格兰健康保护署的新闻稿，

“炭疽病例的最后统计现已公布”，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３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ｐｓ．ｓｃｏｔ．ｎｈｓ．ｕｋ／

ｎｅｗｓ／ＳＰｄｅｔａｉｌ．ａｓｐｘ？ｉｄ＝３７０〉。

Ｊ．Ｄｏｗａｒｄ和Ｊ．Ｓａｖｉｌｌｅ，“炭疽死亡案表明了毒品吸食者的困境”，《观察家报》，

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１日；Ｄ．Ｇ．Ｄａｖｉｅｓ和Ｒ．Ｗ．Ｓ．Ｈａｒｖｅｙ，“炭疽感染源自各国的骨粉”，《卫生期

刊》，第７０卷第三期 （１９７２年９月），第４５５—４５７页。

该权威以联合国大会第３７／９８Ｄ号决议为基础，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１３日。禁化武组织

负有对使用化学武器指控进行调查的主要责任。Ｈｊａｌｍａｒｓｓｏｎ（同注释 〔１４〕），第７４页。

Ｈｊａｌｍａｒｓｓｏｎ（同注释 〔１４〕），第７４页。



则上传到互联网。〔９１〕关于阿富汗罂粟种植地遭到蓄意破坏的指控，

凸显了允许透明采样和进行分析的相关性和重要性，这有助于就有关

事件是否属于人为破坏做出定性。

科学研究

位于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的卡耐基梅隆大学和位于里斯本的葡萄

牙天主教大学的研究人员，对美国２００１年 《爱国者法》和２００２年

《生物恐怖主义防备法》进行了计量分析。〔９２〕上述两法案要求所有拥

有、使用或运输特定名单上的生物制剂 （即 “特定制剂”）的美国实

体，必须向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或美国农业部登记备案。接触这

些生物制剂的人员须通过安全风险评估，司法部有权对上述人员进行

社会背景核查。具有某些类别犯罪前科的人员和美国总检察长所列的

恐怖主义国家公民，禁止从事接触 “特定制剂”的工作。法案还要求

许多相关机构进行生物安全升级。〔９３〕一些人表达了此举将导致与这

些病原体有关的就业受到负面影响的关切。来自上述两个大学的研究

人员希望能确定：１．特定生物制剂的研究数量是否因上述法案通过

而减少；２．上述法律是否促进了研究工作从活性特定生物制剂向无

毒或亚细胞结构病原体的转变；３．是不是越来越少的研究人员选择

特定生物制剂科研工作；４．包括国际科研合作在内的合作研究模式

是否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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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

〔９２〕

〔９３〕

联合国裁军事务办公室， “技术准则和程序”的更新附录”，网址：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ｄｉｓａｒｍａｍｅｎｔ／ＷＭＤ／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Ｇｅｎｅｒ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ｐｐｅｎｄｉｃｉｅｓ／〉。

“２０１１年通过提供所需的适当手段以团结和加强美国拦截和阻挠恐怖主义法 （美

国爱国者法）”，美国公共法第１０７—１５６页，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６日通过；“２００２年公共卫生安

全和生物恐怖主义防备应对法”，美国公共法，第１０７—１８８页，２００２年６月１２日通过。

上述两法案可查询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ｐｏ．ｇｏｖ／ｆｄｓｙｓ／〉。

另请参见Ｍ．Ｂ．Ｄｉａｓ等人，“美国爱国者法”和 “２００２年生物恐怖应对法”对美国特定

生物制剂研究的影响，国家科学院院论文集。第１０７卷，第２１期 （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５日），第

９５５６—９５６１页。

有关特定生物制剂的法规包括： “拥有生物制剂和毒素，第７ＣＦＲ，第３３１部

分”，“拥有、使用和转让特定生物制剂和毒素，第９ＣＲＦ，第１２１部分”，“特定生物制剂

和毒素，第４２ＣＦＲ第７３部分”。请见美国动植物卫生检验局和疾病控制中心和预防，国

家特定生物制剂注册表，“特定生物制剂和毒素”，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ｅｌｅｃｔａｇｅｎｔｓ．ｇｏｖ／

ＳｅｌｅｃｔＡｇｅｎｔｓａｎｄＴｏｘｉｎｓＬｉｓｔ．ｈｔｍｌ〉。



为回答这些问题，另一个研究小组检索了关于两类美国特定生物

制剂 “Ｂ型炭疽杆菌”和 “埃博拉病毒”的已发表论文，以及不属于

特定生物制剂、监控病原体 “肺炎克雷伯菌”的已发表论文。调查发

现，美国科学家和他国科学家共同撰写的关于埃博拉病毒的论文数量

有所增加。与此同时，由于 “Ｂ型炭疽杆菌”的研究并不涉及活体和

致命菌类，因此相关跨国合作的研究论文的数量有所减少。他们发

现，研究工作并未变得集中在数量有限的 “把关机构”。但是，“特定

制剂”领域的研究人员明显比监控病原体领域的研究人员出现更多的

研究方向转换。按每百万美元研究经费所对应的科研论文数量计算，

估计科研论文作者们在选择２—５个 “特定制剂”开展研究工作的费

用也有所上升。美国科研人员对特定制剂的研究工作并未停止的原因

之一可能是由于生物防御领域的拨款有所增加。〔９４〕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６日，美国关于生物伦理问题研究的总统委员会

（ＰＣＳＢＩ）就生物医学和相关科学发展带来的生物伦理问题发表报告

称，未发现有必要暂停合成生物学研究或就此制订新的法律法规。〔９５〕

报告还建议加强对生物伦理问题的认识和教育。５８个国际环保团体

共同签署的信函呼吁，在对相关风险和规则进行深入研究前，应暂停

使用和向实验室外释放 “合成生物制剂”。〔９６〕在生武军控和防扩散领

域，合成生物学经常被看做是一门应受到有效监督和控制的学科和技

术，目的是以防止双用途的技术和物项被滥用。〔９７〕合成生物学领域

的领军人物，德鲁·安迪和克雷格·文特，认为ＰＣＳＢＩ的上述报告

是平衡、合理的。〔９８〕

２０１０年，美国国防部要求一个非官方的科技问题咨询机构 “贾

８１５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９４〕

〔９５〕

〔９６〕

〔９７〕

〔９８〕

迪亚斯等人，（同注释 〔９２〕）。

总统生物伦理问题研究委员会 （ＰＣＳＢＩ），“新方向：合成生物学和新兴技术的伦

理学问题 （ＰＣＳＢＩ：华盛顿特区，２０１０年１２月）。

Ｄ．Ｖｅｒｇａｎｏ，“合成生物学的生物伦理学全面反应”，《今日美国》，２０１０年１２月

１６日。

例如，请参见Ｊ．Ｂ．Ｔｕｃｋｅｒ，“生物学和化学的重叠：对军控核查问题的影响”，

《原子科学家公报》，第６６卷，第６期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２月），第５６—６６页。

请参见克雷格文特尔研究所 （ｔｈｅＪ．ＣｒａｉｇＶｅｎｔｅ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网站，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ｊｃｖｉ．ｏｒｇ／〉；和安迪实验室 （ｔｈｅＥｎｄｙＬａｂ）网站：〈ｈｔｔｐ：／／ｏｐｅｎｗｅｔｗａｒｅ．ｏｒｇ／ｗｉｋｉ／

Ｅｎｄｙ＿Ｌａｂ〉。



森防务咨询理事会”（ＪＡＳＯＮ），在全基因重组测序的成本提高、速

度加快、且该技术正面向公众提供服务的大背景下，就未来十年基因

重组测序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做出评估。ＪＡＳＯＮ的任务是调研美

军在此问题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ＪＡＳＯＮ一直在呼吁系统收集和归

档所有美国军人的ＤＮＡ以确定 “最具相关性”的各类表型。〔９９〕

ＪＡＳＯＮ曾于２００９年建议，美国国家生物防御法医分析中心和美

国国家生物物证收集系统应提高菌株收集的力度，并整合成一个包括

基因、地理及其他相关信息的数据库系统。该系统还应该对 “几个有

代表性的菌株”进行高保真基因测序。〔１００〕

ＪＡＳＯＮ认为，国防部由于其人员易于辨认、总体健康良好、医

疗保健记录全面，有助于开展对关联性基因的基因型和表型的纵向研

究，并可与学术界和工业界合作开发个人基因组技术。这些活动将：

（一）促进一些重要领域的发展进步，如预测遗传变异 （基因型）和

个体对疾病 （表型）的易感性；（二）将表明患者对特定治疗方法的

机体反应；（三）回答关于特定基因信息类型和实用性的问题；（四）

使评估当前和新兴的相关技术成为可能；（五）从信息收集的角度评

估疾病生物决定因素和相关技术的效果；以及 （六）确定什么是处理

基因组信息的最好、最安全的方式。

ＪＡＳＯＮ的结论是，个人基因组学在技术上是成熟的，但在以生

物信息学解释许多复杂信息方面仍存在诸多挑战。ＪＡＳＯＮ强调，无

论是作为一个重要的推动者，或是发挥有限的研究作用，国防部在发

展个人基因组学方面都应发挥潜在的主导作用，深入研究个人基因组

学的特殊军用价值，而民用部门对此并无多大兴趣。

另据报道，俄罗斯暗示，成立于１９９２年的莫斯科国际科学与技

术中心 （ＩＳＴＣ）将于２０１４年或２０１５年关闭。〔１０１〕ＩＳＴＣ的任务是确

保拥有双用途专业知识的科学家继续接受聘用，而不是在俄国内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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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９〕

〔１００〕

〔１０１〕

ＪＡＳＯＮ，“价值１００美元的基因组：对国防部的意义”，（米特雷公司：麦克莱

恩，弗吉尼亚州，２０１０年１２月），第５页。

该报告于２０１０年解密。ＪＡＳＯＮ，微生物鉴识 （米特雷公司：麦克莱恩，弗吉尼

亚州，２０１０年１２月），第３页。

Ｇ．Ｂｒｕｍｆｉｅｌ，“协同工作的帷幕正在落下”， 《自然》杂志，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４日，

第１６页。



际上从事可能支持武器计划 （如生武计划）的工作。１９９４年至２００９

年，加拿大、欧盟、日本和美国共向该中心提供了约８．３７亿美元的

资助。〔１０２〕

第六节　结语

科学技术的发展，如化学和生物科学相互间的重叠更加明显，对

《禁生武公约》和 《禁化武公约》构成重大挑战。这在未来几年内将

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各国决定如何迎接这一挑战，将导致两个公约的

减弱或增强，并影响到各国自身安全。

《禁生武公约》和 《禁化武公约》应推进其成员国的普遍性并得

到全面履行，此举将减少出现两公约违约行为的 “避风港”。在推进

《禁生武公约》普遍性方面缺乏进展的事实，应引起人们特别关切，

因为这样的话，将不足以阻遏化学和生物恐怖主义。这也是联合国安

理会１５４０号决议的有关精神。如同 “ＡＳＳＩＳＴＥＸ３”之类的反恐演

习，反映出各缔约国确保上述公约在应对非国家实体威胁方面发挥积

极作用的努力。

《禁化武公约》缔约国必须清醒认识到，２０１２年后的某一时候库

存化武实现基本销毁后，该公约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仍具重要作

用。若非如此，将破坏公约体系日常运作的价值。确定什么样的行为

构成违约，将会是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这要求各国必须继续以积极

和建设性姿态予以处理。关于使用生化武器的指控至少可分为三种主

要类型：造谣、误解或真正使用。为了确保对生化武器的国际禁止，

缔约国和其他感兴趣的行为体应继续考虑有关的政治和技术因素，

如：对预期结果的政治倾向、它们如何与抽样的科学准度相关联以及

对生化武器可能的降解产物的分析结果等。

（沈桦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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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２〕Ｂｒｕｍｆｉｅｌ，（同注释 〔１０１〕）。



第
十
章

常规军备控制与建立军事
信任措施

兹希洛·拉霍夫斯基

第一节　导　言

２０世纪末开始，有关国家对常规军备控制与裁军重新发生了兴

趣并进行了对话，这种情况在２０１０年得到了继续。俄罗斯与美国的

关系得到改善，其中包括控制在欧洲地区的重型武器。尽管由于俄罗

斯对其公正性和合理性不满意， 《１９９０年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

（ＣＦＥ，简称 《欧常裁条约》）仍然被 “搁置”，但条约缔约国仍在探

索打破僵局的解决办法。２０１０年，“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ＯＳＣＥ，

简称 “欧安组织”）关于欧洲安全的非正式对话的 “科孚进程”在军

事方面仍在继续，其目的在于使军备控制与建立安全信任措施

（ＣＳＢＭｓ）重新恢复活力。这一进程取得了进展。在西巴尔干与(

海

地区的次区域的军备控制的框架顺利运行，并继续成功地发展以能够

适应当前缔约方与参加方的需要。

本章对２０１０年在常规军备控制领域和建立军事信任措施方面上

述这些情况和其他主要进展加以评估。当前，控制常规军备的努力继

续以欧洲为中心。为此，本章将着重介绍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有关

进展。第二节讨论与欧常裁条约有关的进展；第三节讨论加强建立信

任与安全的措施，特别着重介绍欧安组织维也纳文件体系的更新情

况；第四节审议与１９９２年开放天空条约有关的问题；第五节讨论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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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全球范围的问题；第六节提出结论。

第二节　欧洲军备控制：欧常裁条约机制

《１９９０年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仍然是当今世界上最完备的常

规军备控制机制。〔２〕在１９９２年至２０１０年期间，由于条约的实施，

缔约国拥有的 “条约限制装备”（ＴＬＥ）的总量减少了５０％以上，其

中包括缔约国所拥有的作战坦克、装甲人员输送车、口径１００毫米以

上的火炮、作战飞机和攻击直升机。〔３〕然而，这一条约是建立在已

经过时的两大军事集团概念的基础上：即 “北大西洋公约”（ＮＡＴＯ）

与现已不复存在的 “华沙条约组织”的基础上。条约力求从大西洋到

乌拉尔的条约实施区域内，这两大集团在主要的 “条约限制装备”方

面保持平衡。《１９９０年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的 《１９９９年修改协

议》较好地反映了已经变化的地缘政治和安全环境及其需求。但是，

由于北约成员国和其他一些缔约国对俄罗斯在 “１９９９年欧洲安全与

合作组织伊斯坦布尔峰会”上作出的承诺未能履行之前拒绝批准 《修

改协议》，所以 《修改协议》一直未能生效。〔４〕迄今为止，《１９９０年

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及有关协议文件仍只能对俄罗斯以外的缔约

国生效，因为俄罗斯单方面 “中止”了对条约的执行。〔５〕此外，另

外一个条约缔约国阿塞拜疆则提出条约要重新考虑国家拥有武器的最

高限额，以使缔约国能 “更好适应当前的安全形势”。〔６〕

欧常裁条约机制在一些次区域遭到侵蚀是一种破坏性趋势。阿塞

拜疆不遵守条约规定，其拥有的坦克数量超过条约允许的最高限额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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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４〕

〔５〕

〔６〕

关于欧常裁条约的摘要及其他详细材料见本卷附件Ａ。

兹希洛·拉霍夫斯基：“常规军备控制”，《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０》，第４２６页。

俄罗斯保证要减少在格鲁吉亚的军事装备，从摩尔多瓦撤出其所有部队和条约

限制装备，消除其在摩尔多瓦德涅斯特河左岸的弹药和军事装备储存。关于 《修改协议》

摘要与其他详细材料见本卷附件Ａ。关于根据修改协议修改过的欧常裁条约见 “常规军备

控制文件”，《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００》，第６２７—６４２页。

关于俄罗斯对欧常裁条约的反对意见见往年ＳＩＰＲＩ年鉴的常规军备控制那一章。

兹希洛·拉霍夫斯基文章：“常规军备控制”，《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０８》，第４８２页。



６０％，火炮近７０％。〔７〕据报道，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分裂主义实

体的 “条约限制装备”的拥有量仍在继续增加，尽管这些武器的拥有

量并不包括在 《欧常裁条约》所规定限制的总量之中。

新动力

２０１０年初，欧洲军备控制的前景势头看好。美国政府开始对其

常规军备控制议程及在欧洲的机构进行了全面审议，并任命了欧洲常

规军事力量特使。２０１０年４月，俄罗斯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

与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签署了 《进一步削减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

器条约》（新核裁军条约，ＮＥＷ ＳＴＡＲＴ），这为克服欧洲安全议程

上的巨大障碍又迈出了一步。〔８〕

２０１０年１月末，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罗达姆·克林顿指出，欧

常裁条约 “需要我们的重视”，防止其进一步被削弱，并能满足中、

东欧国家的关注。〔９〕她呼吁建立一个能够应对１９９０年以来形势发展

的更加现代化的安全框架，限制军事部署与强化欧洲安全的优良宗

旨：领土完整，不首先使用武力，在东道国同意的情况下在其领土上

驻扎军队。几天后，在专门处理履行欧常裁条约条款的联合磋商小组

会议上，白俄罗斯试图重新启动缔约国 “结构性”对话，重申要谈判

它在２００８年提出的关于 《欧常裁条约修改协议》的临时实施与新成

员国加入条约的问题，但此举没有成功。〔１０〕其他代表团对此建议表

示没有兴趣，因为俄罗斯继续拒绝允许在其领土上进行视察，而且也

没有根据条约及其相关文件的要求提供相应的数据。

与此同时，缔约国仍然在寻求其他选择办法。布鲁金斯学会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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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８〕

〔９〕

〔１０〕

美国一个报告提到了其他国家没有遵守条约的轻微案例，其中有：亚美尼亚、

阿塞拜疆、白俄罗斯、俄罗斯和乌克兰。美国国务院核查、履约与执行局文件：遵守与履

行军备控制、不扩散与裁军协议与承诺 （美国国务院：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２０１０年７

月）。

关于新核裁军条约摘要与其他详细材料见本卷附件Ａ。另见本卷第七章第二节

和第三节和第八章第二节。

美国国务院：“希拉里国务卿关于欧洲安全前景的讲话”，军事学院，２０１０年１

月２９日于巴黎，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ｅ．ｇｏｖ／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ｒｍ／２０１０／０１／１３６２７３．ｈｔｍ〉。

兹希洛·拉霍夫斯基与波斯特合著文章：“常规军备控制”《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０９》，

第４４５页。



为美国国务院准备了 “关于欧常裁条约机制现状及其前景”的详细分

析报告。〔１１〕据报道，同年３月，俄罗斯向北约秘书长安诺斯·福

格·拉斯穆森递交了一份信件，阐述其对欧常裁条约机制的立场。同

时，俄罗斯还提到了应将核裁军和常规裁军与在欧洲减少对核武器依

赖相联系。〔１２〕２０１０年５月，美国副总统约瑟夫·Ｒ·拜登暗示要

“探索”对常规武器对等进行限制。〔１３〕当月晚些时候，美国负责军备

控制与国际安全的副国务卿艾伦·陶舍提出了美国关于增强欧洲安全

的５项基本原则立场：（１）军事力量的对等透明；（２）军队部署与演

习的对等限制；（３）对来自欧洲以外地区的威胁增加关注，并增加应

对的资源；（４）更加有效的危机预防、管理与解决冲突；（５）重申安

全的不可分割原则，保证欧洲所有国家领土完整，以及保证所有国家

有权选择它们的安全联盟。〔１４〕

北约国家提出指导新谈判的框架建议

２０１０年６月１４日，在维也纳举行的联合磋商小组非正式会议上

（此会议在联合磋商小组框架以外的范围进行），北约国家提出了一个

“为２１世纪在欧洲加强常规武器控制及增加透明度的框架文件”的

“秘密建议”。〔１５〕框架文件指出：由于俄罗斯对欧常裁条约执行的

“中止”行动，欧洲常规军备控制机制处于崩溃的危险状态；批准

《欧常裁条约修改协议》处于僵局；外国军队在未得到东道国同意的

情况下仍然驻扎在那里。北约称，这个框架文件是建立在 《欧常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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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韦考斯基、加奈特、麦克高斯兰三人合著文章：“在欧洲条约机制内的欧洲常规

军备的解决之道：华盛顿的选择方案”，布鲁金斯军备控制系列文章之二 （布鲁金斯学会，

华盛顿，２０１０年３月）。

俄罗斯倡议与北约就欧常裁条约重开对话，塔斯社，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２日。Ｄｅｍｐ

ｓｅｙ文章：“西方寻求使欧洲军备控制条约重现活力”，《纽约时报》，２０１０年４月３０日。

虽然拜登提到了限制欧洲常规军备的规模与部署地区，但他没有明确提到欧常

裁条约。拜登讲话：“推进欧洲安全”。《纽约时报》，２０１０年５月６日。

爱伦·陶舍：“我们承诺，就与俄罗斯的导弹防御合作的具体设想继续努力”，

俄罗斯电讯文传，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６日。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ｎｔｅｒｆａｘ．ｃｏｍ／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ａｓｐ？

ｉｄ＝１６７１４２〉。同年４月，美国常规军备控制特使维多利亚·纽兰第一次向北约大使介绍了

美国的意图。

为了回应欧安组织非北约成员参加国的请求，联合协商小组主席向他们介绍了

欧常裁条约机制发展的大致情况。



约修改协议》及其他法律和政治承诺的基础上。框架文件还建议要在

缔约国中实行对等透明、实施核查，相互限制并保持克制。框架文件

还重申了遵守 “征得东道国同意”这一原则。北约的本意是要在当年

１１月前批准这一框架建议，以便缔约国能在２０１０年年底重新履行欧

常裁条约的义务。框架文件还提到要为２０１１年的工作打下基础。美

国还建议采用 “３６国”模式 （即要所有北约成员国，包括尚未加入

《欧常裁条约》的北约成员国，以及其他非北约成员国的缔约国参

加）。

俄罗斯没有立即拒绝北约的建议，承诺要对其进行认真研究。在

２０１０年６月末举行的梅德韦杰夫与奥巴马的首脑会谈中，美、俄承

诺与其他条约缔约国共同努力，加强在欧洲的常规军备控制机制并使

其现代化，以适应２１世纪的需要。几周后，俄罗斯表示欢迎框架建

议，认为这是结束谈判进程停滞不前的一种办法。俄罗斯还提交了一

份关于欧常裁条约机制现代化的立场文件，列出了需要进一步澄清和

分析建议内容的１０多个问题，其中包括：（１）透明、限制和克制的

对等性；（２）避免突破部队人员和条约限制装备的限额；（３）俄罗斯

从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撤出军队；（４）侧翼地区问题，“在确定地域”

的对等限制与克制；（５）欧常裁条约非缔约国的地位；（６）建议在同

意的框架文件中建立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清单。〔１６〕

２０１０年下半年，由于忙于批准新核裁军条约的事情而影响了与

俄罗斯在这一问题的磋商中取得成果的努力。但是许多欧洲国家表示

了加入欧洲常规军备控制讨论的要求。〔１７〕在维也纳的许多外交官认

为，新核裁军条约的进展是欧常裁条约机制实现现代化的先决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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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１７〕

“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安全事务与裁军司司长、特命全权大使阿纳托利·安东诺夫

在常规军备控制与欧常裁条约机制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维也纳，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８日。他

指出，在两大军事集团对抗沿线的侧翼地区 （或第五条）与中欧一起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的地区。在苏联解体后，侧翼地区的重要作用与谈判达成协议时的情况相比，有了很大变

化。

尽管欧常裁条约不是欧安组织机制的组成部分，许多欧安组织代表仍认为，此

条约的地位对欧安组织的活动有重要影响。他们希望２０１０年１２月举行的欧安组织阿斯塔

那峰会 （见以后注释）能够推动将来欧常裁条约谈判。近年来，阿尔巴尼亚等参加 “科孚

进程”的一些非欧常裁条约缔约国已表示准备参加欧常裁条约机制。



件。〔１８〕由美国前国务卿梅德琳·奥尔布赖特为组长的北约 “新战略

概念专家小组”提交的报告中要求：新战略概念应重申北约及其成员

国在欧洲常规军备控制政策中的作用，并关切地注意到欧常裁条约的

进程已经处于停滞状态，现正处于 “崩溃的危险”。〔１９〕于是，在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９—２０日在里斯本举行的首脑会议上北约国家重申它

们在对等、透明与东道国同意等原则基础上对欧洲常规军备控制的

承诺。〔２０〕

当月早些时候，美国驻联合磋商小组代表团建议，就 “欧洲常规

军备控制现代化”建立 “３６国”谈判小组，所有参加国要在平等基

础上开展工作。在１１月和１２月的会谈中，许多缔约国对此表示了灵

活与积极的态度，尽管俄罗斯一开始对此持批评态度，其他代表团也

对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斯洛文尼

亚的参加会带来的法律和程序问题表示质疑，而且美国的愿望是谈判

应在３６国范围内，而不是在联合磋商小组范围内进行。〔２１〕美国提

出，在新谈判中不再使用 “欧常裁条约”这一缩略语，显然是旨在避

免使新协议成为旧条约机制纠纷的抵押品。美国和俄罗斯都提出了框

架协议草案，许多西方代表团承认俄罗斯的案文是一个建设性的

贡献。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斯塔那举行了欧洲安全与合作

组织峰会。这是１９９９年伊斯坦布尔峰会以来的第一次峰会，会议注

意到欧常裁条约 “对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所有参加国建立稳定与可预

料的安全环境作出了贡献”。同时，与会国也注意到欧常裁条约并没

有完全执行，而且其修改协议也没有生效。他们承认 “各方为打破僵

６２５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此信息是由接近维也纳欧常裁条约谈判的一名外交官转告作者的。

北约：“北约２０２０：确保安全；有力的接触”，关于北约新战略概念专家组的分析

与建议，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７日。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ａｔｏ．ｉｎｔ／ｃｐｓ／ｅｎ／ｎａｔｏｌｉｖｅ／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ｔｅｘｔｓ＿

６３６５４．ｈｔｍ＃ｐ２〉。关于新战略概念的工作另见Ａ．Ｊ．Ｋ．Ｂａｉｌｅｓ与Ａ．Ｃｏｔｔｅｙ的文章：“欧洲、大

西洋安全与机制：在全球变化中的再平衡。”《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０》，第１５９—１６１页。

北约：“积极接触，现代防御：北大西洋条约组织成员的防务与安全战略概念”，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９日，里斯本，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ａｔｏ．ｉ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ｃｏｎｃｅｐｔ／〉。

许多缔约国强调，联合磋商小组是将来谈判的当然框架。他们声称，如果不然，

谈判的目的和结果可能遭到质疑。



局作出了更大努力”，并表示支持为２０１１年谈判开辟道路所进行的磋

商。〔２２〕在２０１１年秋天可能举行的欧常裁条约审议会上预料会有所

突破。

作为表示诚意的一个姿态，俄罗斯向其他欧常裁条约缔约国提供

了一份至２０１１年１月１日有效的关于俄罗斯拥有的条约限制装备的

综合 “过硬信息”。但这份信息并不完整，比如没有包括俄罗斯在其

关键的侧翼南部地区的武器拥有数量。尽管俄罗斯不履行条约，北约

国家仍再次提交了要求提供的信息，虽然它们表明其这样做的意愿在

减少。

２０１１年初，关于欧常裁条约机制现代化的问题将会与其他事情

相联系，如美、俄对导弹防御的分歧，因而其势头缓慢下来。

第三节　在欧安组织区域内

加强军事信任措施

在冷战后时期，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成为管控欧洲形势变化，增

强成员国之间在伙伴关系、安全的再保证与增加透明度的基础上的合

作关系的一种手段。因此，克服欧常裁条约危机的努力与旨在加强欧

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其他政治、军事手段，特别是建立信任与安全措

施是并行不悖的。这表现在机制建设、框架协议的达成 （安全合作论

坛，安全对话与审议会议），以及 “科孚进程”等有关方面。〔２３〕总的

来讲，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在２０１０年的执行情况尚属满意，与过去

几年情况相似。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０９年，由于常规军备控制出现危机，俄

罗斯向其他缔约国家提供的信息量大大减少，反而增加了俄罗斯到欧

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成员国去进行更多的视察与评估访问的兴趣，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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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２３〕

欧安组织：“阿斯塔那纪念宣言：迈向安全共同体”，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日，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ｓｃｅ．ｏｒｇ／ｍｃ／７３９６２〉，第８段。

“科孚进程”是指在欧安组织内正在进行的非正式讨论。讨论在２００９年年中在

科孚举行的外长会议开始，会议审议了 “军备控制与建立信任与安全机制在新安全环境下

增进互信的作用”。“科孚进程”涉及安全问题、威胁与挑战的诸多方面，但并没有集中讨

论欧常裁条约的争论。



访问是根据维也纳文件的规定进行的。为此，自愿核查团的访问次数

增加这一趋势在继续，俄罗斯在２０１０年就进行了３２次视察和２２次

评估访问。〔２４〕

具有政治约束力的关于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的 《１９９９年维也纳

文件》是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的基本协议。进一步发展与更新这一文

件的努力时而进展顺利，时而陷入僵局。〔２５〕２０１０年，由于俄美关系

的改善，维也纳文件的对话更加富有活力。很明显，由于这些讨论的

开展以及其他因素，如２００９年作出的审议与决定，建立信任与安全

措施的努力重点转移，不再是其他建立信任和制定准则与标准的

领域。〔２６〕

更新维也纳文件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成员国已经认识到，全面的、不可分割的以

及合作的安全需要一个有效的、透明的和可核查的军备控制：即一个

相互联系、相互增强的各部分组成网络体系。〔２７〕在阿斯塔那峰会前

夕，许多代表团提交了建议、工作文件、草案以及其他文件，详细论

述了应更好地反映变化了的安全环境的新维也纳文件的内容。２０１０

年，欧安组织为处理 “科孚进程”与增强军事透明度举行了多次会

议，其中包括在３月２日至３日举行的第２０届年度执行情况评估会

（ＡＩＡＭ），６月１４日至１６日举行的年度安全审议会以及在阿斯塔那

首脑会议之前召开了三次审议分会，这些会议分别于９月３０日至１０

月８日在华沙，１０月１８日至２６日在维也纳，１１月２６日至２８日在

阿斯塔那召开。２０１０年１０月，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还为安全合作论

坛任命了负责维也纳文件的协调员。

８２５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０１０年，俄罗斯请求和进行了数量最多的核查访问：占了所有核查访问的三分

之一，以及几乎所有评估访问的一半。

关于 《１９９９年维也纳文件》的摘要与其详细材料见本卷附件Ａ。

关于２００９年与维也纳文件有关的活动见拉霍夫斯基的文章。（同注释 〔２〕），第

４３８—４３９页。

欧安组织部长理事会： “从温哥华到海参威，重申、审议、激活安全与合作”，

文件；ＭＣ．ＤＯＣ／０１／０９，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日；以及欧安组织部长理事会文件：“与安全合作

论坛有关的问题”，文件：ＭＣ．ＤＡＣ／１６／０９，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日。



许多参加会议的国家加入了新文件的双轨讨论：一方面是关于建

立信任与加强安全进程的哲学思维；另一方面是为使维也纳文件适应

当前形势需要而做出的具体改变。讨论的题目包括文件的宗旨与准

则；关于文件的适用性，可持续性、成本效益措施的思考方向；以及

保留原有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的必要性。制定新维也纳文件的目的是

要保证有关国家的军事能力、军事活动与军事合作的透明度与可预见

性；增强预防冲突与管理冲突的努力；妥善处理次区域的安全威胁；

充分考虑 “军事变革”（ＲＭＡ）与军事现代化等变化带来的影响；应

对内部安全部队与其他准军事部队的军事化问题；处理在其他国家领

土上的驻军问题；以及应对其他挑战问题。

丹麦与英国建议对更新维也纳文件核心部分提出了一揽子处理的

建议。文件核心部分指 “关于通报某些军事活动”的第五章与关于

“履约与核查”的第九章。此建议得到了其他代表团的支持。奥地利

提出了 “思考”的文件，其中包括：（１）引入新的建立信任与安全措

施；（２）援助参加国履行其义务，通过核查培训，提供技术专业，执

行援助机制等措施；（３）利用现有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的机制应对新

的威胁与挑战，可通过专家会议，面对面接触与网络方式进行；（４）

利用 “１９９９年合作安全平台”，该平台促进了在欧洲大西洋地区的国

际组织之间打破等级界限，在国际组织之间开展战略对话。白俄罗斯

提出了修改维也纳文件关于危机时在条约实施区视察与评估访问的条

款的倡议。〔２８〕２０１０年春天，俄罗斯提出立即采取行动更新、重新制

定与扩大维也纳文件的范围。〔２９〕同年５月，安全合作论坛作出象征

性姿态，同意建立一个叫做 “维也纳文件增编”的程序，将 “安全合

作论坛”的有关决议并入 《维也纳文件》，这鼓励欧洲安全与合作组

９２５★ 第十章　常规军备控制与建立军事信任措施 ★

〔２８〕

〔２９〕

欧安组织安全合作论坛：“思考文件与决议草案”《１９９９年维也纳文件》———向

前迈进”。文件：ＦＳＣ．ＤＥＬ／１３／１０／Ｒｅｖ．１，２０１０年２月１９日；欧安组织常设理事会，奥地

利代表团文件： “加强与扩大建立安全信任措施 （ＣＳＢＭＳ）”，文件：ＰＣ．ＤＥＬ／２９１／１０，

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２日；以及欧安组织安全合作论坛：“白俄罗斯共和国提出的更新１９９９年维

也纳文件第九章的建议。第九章的内容是履约与核查”，文件ＦＳＣ．ＤＥＬ／７５／１０，２０１０年７

月２１日。

俄罗斯在２０１０年数次修改其建议，欧安组织常设委员会：“欧安组织就军备控

制与建立安全信任措施领域采取进一步行动的计划”，文件ＰＣ．ＤＥＬ／３００／１０，２０１０年４月

２７日。



织各代表团对大量的篇章和项目提出了应该予以更新的建议。〔３０〕参

加国还同意至少每５年举行一次安全合作论坛特别会议，第一次会议

不得迟于２０１１年举行。２０１０年秋天，“安全合作论坛”的一个重要

决议是要开始对 《１９９９年维也纳文件》的谈判，重点放在第五章和

第九章，其中强调了建立定期更新机制的重要性。〔３１〕２０１０年， “安

全合作论坛”作出了五项有关维也纳文件的决定。它还向５６个参加

国发出了公告，内容包括有关通报军事活动、访问空军基地、新型武

器装备的演示、视察与评估访问等几十项建议。〔３２〕美国与俄罗斯这

两个主要成员国分别提交了各自的建议。俄罗斯建议将建立信任与安

全措施扩大到海军活动，并向 “安全合作论坛”通报一项它所进行的

低于 《维也纳文件》门槛限度的大型军事活动，即先前进行的一次大

规模军事过境和一次多国快速反应部队的部署。〔３３〕美国的建议集中

０３５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欧安组织安全合作论坛：建立将安全合作论坛有关决定并入维也纳文件的程序，

决定第１／１０号，文件ＦＳＣ．ＤＥＣ／１／１０，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９日。

欧安组织安全合作论坛： “关于 《１９９９年维也纳文件》的谈判”，决定第７／１０

号，文件ＦＳＣ．ＤＥＣ／７／１０，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９日。

关于维也纳文件与有关决定见欧安组织安全合作论坛：“维也纳文件增编：在计

划核查活动时应考虑国家假日”，决定第１０／１０号，ＦＳＣ．ＤＥＣ／１０／１０，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７日。

欧安组织安全合作论坛：“维也纳文件增编：演示新型主要武器及装备体系的时间安排”，

决定第１１／１０号，文件ＦＳＣ．ＤＥＣ／１１／１０，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０日；欧安组织安全合作论坛：

“维也纳文件增编：“将安全合作论坛第１／１０号决定并入维也纳文件的第１２章”，决定第

１２／１０，文件下ＳＣ、ＤＥＣ／１２／１０，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０日；欧安组织安全合作论坛：“维也纳文

件增编：更新在第１２章提到的合作伙伴名单”，决定第１３／１０号，文件ＦＳＣ．ＤＥＣ／１３／１０，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０日；以及欧安组织安全合作论坛：“维也纳文件增编：空军基地接待访问的

合格条件”，决定第１５／１０号文件，ＦＳＣ．ＤＥＣ／１５／１０，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４日。决定及建议大纲

载于安全合作论坛内部文件：“《１９９９年维也纳文件》，维也纳文件增编与安全合作论坛关

于第４章、第９章和第１２章的决定以及第１章、第４章、第５章和第９章的具体建议及附

件１，截至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４日，文件：ＦＳＣ．ＤＥＬ／１３７／１０／Ｒｅｖ．１，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４日。

欧安组织安全合作论坛：俄罗斯联邦代表团：“维也纳文件增编中关于先前大规

模军事过境的决议草案的建议，文件：ＦＳＣ．ＤＥＬ／１３３／１０／Ｃｏｒｒ．１，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６日；欧

安组织安全合作论坛：俄罗斯联邦代表团：“关于维也纳文件增编中关于重大军事活动预先

通报的决议草案的建议”，文件ＦＳＣ．ＤＥＬ／９７／１０，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４日；欧安组织安全合作

论坛：俄罗斯联邦代表团：“关于维也纳文件增编中有关通报多国快速反应部队部署的决议

草案的建议”，文件：ＦＳＣ．ＤＥＬ／９８／１０／Ｒｅｖ．１，２１０１年１０月２１日；以及欧安组织安全合

作论坛：俄罗斯联邦代表团：“对维也纳文件增编中关于交换海军信息的决议草案的建议”，

文件：ＦＳＣ．ＤＥＬ／１３４／１０，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１日。



在透明与核查，视察次数限额、扩大视察与评估团访问的规模与组成

等方面。〔３４〕法国的建议是要降低通报与观察的门槛。〔３５〕白俄罗斯、

匈牙利、波兰和乌克兰等代表团也单独或与其他代表团共同提交了

建议。

尽管１９９９年 《维也纳文件》开展了相当多的活动并取得了进展，

但现在仍不可能同意有一个２０１０年维也纳文件。不过，“阿斯塔那纪

念宣言”积极评估了安全合作论坛的工作，重申军备控制机制，包括

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应该 “有新的活力，不断更新与更加现代

化”。〔３６〕更新 《维也纳文件》不是一件容易的任务，预计需要几个月

甚至更长时间的谈判。这一工作取得的进展将会提交给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召开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部长级会议。

西巴尔干与黑海次区域的军备控制

《１９９６年关于次区域军备控制协议》（佛罗伦萨协议）是在欧洲

地区充分发挥效用的唯一的 “硬”军备控制协议 （与限制军备直接挂

钩）。〔３７〕在２０１０年７月７—８日举行的第七届审议执行情况的会议做

出了以下结论：《佛罗伦萨协议》的缔约国———波斯尼亚、黑塞哥维

纳、克罗地亚、黑山与塞尔维亚等都完全履行了条约义务。自１９９７

年１０月正式削减期结束以来，协议限制的装备已自愿加以销毁。迄

至２０１０年８月，缔约国已经拆毁或转为民用的重型武器达９７２１件。

２０１１年，缔约国计划转入协议实施的第二阶段，将协议执行中的技

１３５★ 第十章　常规军备控制与建立军事信任措施 ★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欧安组织安全合作论坛：美国代表团：“思考文件：维也纳文件中关于提高军事

透明度的重点问题”，文件ＦＳＣ．ＤＥＬ／８９／１０，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１日；欧安组织安全合作论坛：

美国代表团： “关于视察与评估访问团的规模决议草案的建议，文件ＦＳＣ．ＤＥＬ／９０／１０，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１日；欧安组织安全合作论坛：美国代表团：“关于视察次数限额的决议草案

的建议”，文件：ＦＳＣ．ＤＥＬ／９２／１０，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１日。

欧安组织安全合作论坛：法国代表团：“关于维也纳文件中有关降低预先通报某

些军事活动门槛的建议”，文件：ＦＳＣ．ＤＥＬ／１０７／１０／Ｒｅｖ．１／Ｃｏｒｒ．１，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日。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同注释 〔２１〕）。

有关 《佛罗伦萨协议》的摘要与其他材料见本卷附件Ａ。 《佛罗伦萨协议》与

《代顿和平协议》的案文见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ａｃｖｉａｃ．ｏｒｇ／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ａｇｒｅｅ

ｍｅｎｔｓ．ｈｔｍｌ／〉。



术职能从个人代表办公室转到缔约国国家手中。〔３８〕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９日，举行了关于在黑海地区的海军领域建立信任

与安全措施的文件执行情况的第八届年度磋商。会议指出了这一协议

的积极成果及意义，还决定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通信网络转输与

该协议有关的信息。〔３９〕

行为准则、小武器、多余弹药及援助项目

欧安组织安全合作论坛组织的年度执行情况评估会议，讨论了欧

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与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的维也纳文件一起实现稳定

及准则、标准制定的措施。不过，安全合作论坛处理这些问题会更为

有效，在其他论坛上对这些问题给予更多的时间与关注。近年来，安

全合作论坛有选择地对一些重点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４０〕

《１９９４年安全领域的政治军事行为准则》（ＣＯＣ）是关于欧洲安

全与合作组织区域内国家合作行为与相互责任以及对其武装部队实行

民主控制制定准则的文件。与其他建立信任措施 （ＣＢＭｓ）一样，

《行为准则》也面临不断变化的安全环境造成的挑战。２００９年对行为

准则的更新的年度调查表是应对这些挑战所作出的重要努力。〔４１〕但

仍有更多工作要做。２０１０年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参加国对调查表详

细制定了一份全面的参考指南，试图鼓励提高对行为准则的共同执行

标准。但是它们未能在同年１２月的阿斯塔那峰会上就案文达成一致。

既然最近一次的行为准则后续会议是于２００２年召开的，现在看来，

再召开这样一次会议显得越来越有必要。

２０１０年５月，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就小武器与轻武器通过了

“行动计划”，以应对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国家内非法武器不加控制

２３５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Ｐｅｒｉｏｔｔｏ准将：“向常设理事会提交的报告：关于次区域军备控制协议 （《代顿和

平协议》第四条，附件１Ｂ）的执行情况”，文件：ＣＩＯ．ＧＡＬ／１４７／０１０，２０１０年８月８日。

欧安组织安全合作论坛：“罗马尼亚代表团声明”，文件ＦＳＣ．ＪＯＵＲ／６３７，２０１０

年１２月１５日。更多的有关在黑海地区建立海军信任与安全措施的２００２年协议，见拉霍夫

斯基文章：“欧洲常规军备控制”，《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０３》，第７０９—７１０页。

见往年ＳＩＰＲＩ年鉴有关章节。

欧安组织安全合作论坛： “对行为准则调查表的技术更新”，第２／０９决议，文

件：ＦＳＣ／ＤＥＣ／２／０９，２００９年４月１日。



的扩散及其日积月累的不稳定形势。〔４２〕这个计划的目的是改进现有

措施的执行情况，审议对武器出口与对中间商的控制，加强对多余的

小武器与轻武器 （ＳＡＬＷ）的储存管理、安全、销毁以及作标记与追

踪等方面可能采取的新措施。

许多国家倾向于出售而不是销毁储存的常规武器 （ＳＣＡ），但是

向不稳定国家和地区出售落后的和过期的武器会引起或使危机和冲突

长期化。２０１０年，由丹麦与德国率先提出，后又有一些其他国家参

加的建议中指出，销毁是处理储存的常规武器的首要选择。〔４３〕为此，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参加国于２０１１年３月通过了一个相关决议。〔４４〕

自２００３年以来，安全合作论坛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参加国处

置多余的、不安全的与失控的小武器与轻武器以及常规弹药储存开展

了援助项目。〔４５〕在安全合作论坛主持下，实施了２０多个这样的项

目，有的项目还得到了北约的支持。〔４６〕这些项目使得欧洲安全与合

作组织能够发展相应的技术能力、管理能力以及立法能力，以应对由

于有害武器的储存而引起的复杂风险与挑战。然而，资金的缺乏仍将

影响这些援助项目的顺利执行。由于２００９年至２０１０年期间可供使用

的预算外资金大幅减少，为确保２０１１年至２０１２年期间全面执行这些

项目就需要增加２０００万欧元 （２９００万美元）的资金。〔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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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欧安组织安全合作论坛：“欧安组织关于小武器与轻武器的行动计划”，第２／１０

号决议，文件：２／１０，ＦＳＣ．ＤＥＣ／２／１０，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６日。同年１１月，欧安组织参加国

通过了交换有关小武器与轻武器的中间商活动的现行法规信息的决议，作为一次性交换，

截至日期为２０１１年６月３０日。

欧安组织安全合作论坛：“关于销毁常规弹药的思考文件”，文件：ＦＳＣ．ＡＩＡＭ／

１０／１０／Ｒｅｖ．１，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５日。

欧安组织安全合作论坛：“销毁常规弹药”，第３／１１号决议，文件：ＦＳＣ．ＤＥＣ／

３／１１，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３日。

关于近年来欧安组织的援助项目概述见往年ＳＩＰＲＩ年鉴关于常规军备控制的有

关章节。

关于２０１０年援助项目清单见欧安组织冲突预防中心材料：“２０１０年欧安组织小

武器与轻武器及常规弹药项目的状况概要”，由安全合作论坛小武器与轻武器与储存常规武

器项目协调员与冲突预防中心编写，维也纳，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０日。关于北约援助的销毁项

目见拉霍夫斯基文章 （同注释 〔２〕），第４４１—４４２页。

根据欧安组织的数据估计 （同注释 〔４５〕）。



第四节　开放天空条约

鉴于欧常裁条约的中止状况和１９９９年 《维也纳文件》的冻结状

态，《开放天空条约》在提高军事透明度和其他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

方面的重要性日益增加。〔４８〕２００５年举行的条约第一次审议会强调了

条约机制的相关性，并指出了几个敏感问题，如飞行指标的分配，传

感器的现代化，将适用范围扩大到环境保护、危机管理和冲突预防等

领域，以及塞浦路斯加入条约这个难以解决的老问题。其中后一个问

题使２００５年会议无法通过一个协商一致的最后文件。〔４９〕

２００５年５月，俄罗斯领空观察飞行中出现的遵约问题也干扰了

《开放天空条约》的顺利执行。一个原计划由罗马尼亚和美国共同实

施的越过领空飞行将会靠近阿布哈兹与格鲁吉亚边界２．５公里处。俄

罗斯声称阿布哈兹是一个 《开放天空条约》的邻近国家，而不是条约

成员国，因而要求根据条约第六条第２款改变观察航线。该条款规定

观察飞机的航线不得与条约的邻近国家但不是条约缔约国边界的距离

少于１０公里。〔５０〕格鲁吉亚、罗马尼亚和美国批评俄罗斯的说法侵犯

了格鲁吉亚的领土完整，这不符合俄罗斯所履行的条约义务。〔５１〕俄

罗斯拒绝了这一批评。〔５２〕

第二次条约执行情况审议会于２０１０年６月７—９日举行。会议对

条约顺利执行和条约缔约国增加，以及条约对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

４３５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关于开放天空条约的案文与其他材料见本卷附件Ａ。

拉霍夫斯基文章：“常规军备控制”，《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０６》，第７６７—７６８页。

俄罗斯是唯一承认阿布哈兹与南奥塞梯为主权国家的 《开放天空条约》缔约国。

开放天空条约协商委员会：“俄罗斯联邦代表团向开放天空条约协商委员会提交的声明”，

文件：ＯＳＣＣ５２．ＪＯＵＲ／１６５，附件３，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７日。

开放天空条约协商委员会：“罗马尼亚代表团 （也代表美国）向开放天空条约协

商委员会提交的声明，文件：ＯＳＣＣ５２．ＪＯＵＲ／１６５，附件２，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７日。

这一行动与其他合作行动形成了鲜明对照，包括由格鲁吉亚、俄罗斯与英国在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８日举行的开放天空联合观察飞行。



目标与目的的实现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欢迎。〔５３〕每年都进行１００多次

视察飞行，其中许多是由多个缔约国共同实施的，已进行了近７００次

飞行。〔５４〕目前执行条约的突出障碍是始于２００８年秋天的全球金融和

经济危机，以及相关的财政限制，它们都对实现条约的目标产生负面

影响，包括：（１）从胶片相机到数码设备的过渡进程。数码设备能使

今后的视察飞行速度更快，质量更好，成本更低廉。（２）用新型飞机

更换 《开放天空条约》飞行机队的老旧飞机；（３）不能减少现有飞机

的维修费用。审议会强调，为达到上述目标需制定出战略规划，会议

还讨论了开放天空机场的最低技术标准等具体问题。〔５５〕

遥感器是开放天空条约机制中最重要的问题，“开放天空磋商委

员会”（ＯＳＣＣ）关于传感器的非正式工作组在制定与更新有关文件

工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５６〕２０１０年，缔约国通过了三项完善数码传

感器许可证有关的决定。这些决定将允许缔约国获取数码声像传感

器，并能取得许可证。〔５７〕

审议会认为，为增强信任与安全，还需要解决条约授权范围以外

的紧急情况，如自然灾害、气候与环境变化，预防冲突与危机管理、

跨国安全等。为此，会议使用了 “下一代条约的执行”这一新的术

语。会议还认为这一问题值得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内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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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开放天空条约协商委员会：“关于 《开放天空条约》执行情况的第二次审议会的

最后文件”，文件：ＯＳＣＣ．ＲＣ／３９／１０，２０１０年６月９日。

开放天空条约协商委员会：“《开放天空条约》自生效以来的观察飞行情况”，文

件：ＯＳＣＣ．ＲＣ／１５／１０，２０１０年６月４日。

捷克代表团建议的技术解决方案的费用将超过１００万美元。第二次 《开放天空

条约》审议会，“开放天空机场的最低技术标准”，ＧａｂｒｉｅｌＫｏｖａｃｓ提交的文件，文件：ＯＳ

ＣＣ．ＲＣ／１２／１０，２０１０年６月７—９日。

商业卫星的精度已大大提高，但大部分仍达不到开放天空条约图像要求的精度。

开放天空条约协商委员会 （ＯＳＣＣ）：“对 《开放天空条约》的第１４项决议的第

一项修改，关于计算地平面以上最低高度的方法，使安装在观察飞行飞机上的每一个实时

显示声像的摄影机，能够在此高度上正常运行。决定第６／１０号，文件：ＯＳＣＣ．ＤＥＣ／６／

２０１０，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７日；开放天空条约协商委员会：“开放天空条约第１７项决议的第二

项修改：记录数据、交换胶片的外数据记录的载体”，决定第８／１０号：ＯＳＣＣ．ＤＥＣ／８／１０，

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２日。



《最后文件》含糊提到了塞浦路斯加入条约的申请。〔５８〕

美国作为第二次审议会的主席国对以后的工作提出了如下建议：

（１）对数码传感器的许可证需作出补充决定；（２）在今后三年内采购

并认证数码传感器；（３）确定数码数据的最佳方案并认定新的节约成

本的程序；（４）进一步解决机场的最低技术标准；（５）在征得缔约国

本国同意、由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与其他有关国际组织提出进行飞越

领空的要求的情况下，研究制定有关飞越领空的预防冲突和危机管理

程序；（６）考虑应对环境安全与跨国安全问题的建议；（７）与世界其

他地区共享空中观察的经验。〔５９〕

第五节　全球性问题

当前，在常规武器方面有两个占据全球议程的突出问题：《武器

贸易条约》与特定常规武器对人道主义的影响。国际关注继续集中在

所谓非人道武器，由于这些武器的军事用途受到质疑以及它们对人道

主义和经济生活造成的危害受到了广泛谴责。限制或禁止这些武器早

就被国际公众和政府所关注。许多国际协议已经规范或禁止使用 “杀

伤人员地雷”（ＡＰＭ）、“战争遗留爆炸物”（ＥＲＷ）和 “集束弹药”，

并寻求限制武装冲突对平民的影响。

《１９８１年特定常规武器公约》（ＣＣＷ）限制或禁止使用某些被认

为对战斗人员或平民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６０〕

禁止杀伤人员地雷的渥太华进程是在 《特定常规武器公约》框架以外

进行的，其结果是达成了 《１９９７年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其目的

６３５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５８〕

〔５９〕

〔６０〕

一项由除波黑与土耳其之外的所有缔约国做出的 “解释性声明”支持塞浦路斯

的申请。

开放天空条约协商委员会：美国代表团： “第二次审议会，向前迈进”，文件

ＯＳＣＣ．ＤＥＬ／８／１０，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２日。

关于 《限制或禁止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对战斗人员或平民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

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ＣＣＷ，又称 “非人道武器公约”）的摘要与其他材料见本卷附

件Ａ。



是要寻求销毁这一类所有武器。〔６１〕 《２００３年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第５

号议定书》是迄今为止涵盖战争遗留爆炸物，也包括集束弹药的唯一

国际法律文书。〔６２〕 “奥斯陆进程”则采用杀伤人员地雷公约这一模

式，谴责集束弹药，并于２００８年１２月达成了独立的 《集束弹药公

约》（ＣＣＭ），公约已于２０１０年８月１日生效。〔６３〕

２０１０年，在特定常规武器公约框架内的讨论继续进行前一年的

工作，但未取得明显成果。

武器贸易条约及其有关进展

“武器贸易条约”（ＡＴＴ）的历史始于２００３年，当时由几位诺贝

尔奖得主提出了这一设想。〔６４〕开始时看似没有多大希望的倡议，只

得到了三个政府支持。然而到了２００６年，就有１５３个国家支持制定

这样一个条约的联合国大会决议。〔６５〕２００８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建立了一个政府专家组 （ＧＧＥ）审查制定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

约的 “可行性、规模范围和参数”。

２００８年，联合国成员国同意一项决议：谈判一项武器贸易条约，

其功能相当于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能对常规武器转让制定尽可

能高的共同国际标准”。〔６６〕条约将在一系列筹备机构内进行谈判，最

７３５★ 第十章　常规军备控制与建立军事信任措施 ★

〔６１〕

〔６２〕

〔６３〕

〔６４〕

〔６５〕

〔６６〕

关于 《禁止使用、生产、储存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公约及其销毁公约》的摘要

和其他详细情况见本卷附件Ａ。关于 “渥太华进程”见拉霍夫斯基文章：“常规军备控制”，

《ＳＩＰＲＩ年鉴１９９７》，第４９８—５００页，以及见拉霍夫斯基文章： “禁止杀伤人员地雷”，

《ＳＩＰＲＩ年鉴１９９８》，第５４５—５５８页。

关于战争爆炸遗留物的 《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第五号议定书》的摘要和其他详细

情况见本卷附件Ａ。关于特定常规武器公约框架内的谈判见拉霍夫斯基文章 （同注释

〔５〕），第４８９—４９０页。

关于 《集束弹药公约》的摘要与其他材料见本卷附件Ａ，另见拉霍夫斯基与波

斯特文章 （同注释 〔９〕）第４３５—４３８页。“奥斯陆进程”是给最终达成公约的外交活动与

公众努力起的名称。２０１０年１１月，集束弹药联盟出版了 《集束弹药观察》第一版，作为

《地雷观察》的姐妹篇。

实际上，这一倡议源自第一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一次尝试是在国联，

包括 《１９１９年的武器贸易控制公约》和 《１９２５年的监督国际武器、弹药与战争工具贸易公

约》。这两个公约都没有生效。

联合国大会决议６１／８９，２００６年月１２月１８日。

联合国大会决议６３／２４０，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４日。



终在２０１２年的谈判会议上完成。２００９年，这一进程在 “成员不限的

工作组”（ＯＥＷＰ）和筹备委员会中继续推进。２００９年，美国国务卿

克林顿宣布了美将参加这一进程的决定，这是一个重要突破，虽然美

国还提出了附加条件，即条约文本必须协商一致通过。〔６７〕尽管人们

对美国的立场仍存有疑虑，但许多国家仍然继续参加谈判。

２００９年，联合国大会决议确定，将在２０１２年举行为期一个月的

会议，专门谈判武器贸易条约案文，并为这次联合国会议建立了明确

的谈判授权。〔６８〕成员不限的工作组在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１年会期中遗留

的任务实际上是作为筹备委员会制定条约案文。会议同意采用协商一

致的方法作出决议。

有些国家仍然对武器贸易条约的必要性表示怀疑。然而至２０１０

年，许多国家对制定一个条约规范常规武器贸易有兴趣，尽管对如何

才能达到这一目标并不太明确。目前看来，联合国成员国不可能就条

约的实施范围和参数达成共识，其中有条约所包涵的武器种类 （许多

国家倾向于７＋１＋１模式，即 《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表》 （ＵＮＲＯ

ＣＡ）所列的七类武器加上小武器与轻武器、弹药）；适用于做出武器

进出口决定的标准；以及如何共享、监督与核查信息等问题。〔６９〕

观察家认为，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２日至２３日在纽约举行的筹备委员

会唯一的一次会议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有许多突出问题需要在２０１１

年和２０１２年的会议上解决。２０１０年１０月，在美国波士顿举行的武

器贸易条约研讨会的总结报告指出了三个突出问题：有必要在寻求条

约普遍性的同时表示灵活性，以适应各个国家的需求；有必要利用全

球、地区和国家等不同层面的现有机制，以增强国家的履约行动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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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

〔６８〕

〔６９〕

美国国务院：“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美国支持武器贸易条约”，２００９年１０月

１４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ｅ．ｇｏｖ／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ｒｍ／２００９ａ／１０／１３０５７３．ｈｔｍ〉。

联合国大会决议６４／４８，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２日。

“条约推动者对条约范围的大致设想”，武器贸易条约的法律问题，２０１０年７月

２２日，网址：〈ｈｔｔｐ：／／ａｒｍｓｔｒａｄｅｔｒｅａｔｙ．ｂｌｏｇｓｐｏｔ．ｃｏｍ／２０１０＿０７＿０１＿ａｒｃｈｉｖｅ．ｈｔｍｌ〉。另

见Ａｂｒａｍｓｏｎ文章：“武器贸易条约会议取得的进展。 《今日军备控制》，第４０卷第７期

（２０１０年９月）。关于此问题的广泛讨论见Ｈｏｌｔｏｍ与Ｂｒｏｍｌｅｙ文章：“国际武器贸易：确定

定义、措施与控制的难题 “，《今日军备控制》，第４０卷第６期 （２０１０年７／８月号）。



条约的普遍性；有必要使用专门的术语使规约变得更加明确无误。〔７０〕

条约筹备委员会的两次会议定于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８日至３月４日和

７月１１日至１５日举行。２０１２年，将会在为期一个月的制定条约的联

合国会议前再举行一次简短的程序性会议。

杀伤人员地雷

２０１０年４月，关于禁止地雷、饵雷及其他爆炸装置的 《特定常

规武器公约第二号修改议定书》参加国举行了第１２届年度会议。由

于不是所有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缔约国都是第二号修改议定书的参加

国，所以会议讨论了公约的普遍化问题。会议还讨论了终结原来的第

二号议定书的法律问题以及简易爆炸装置 （ＬＥＤ）问题。与会者计划

进一步审议与简易爆炸装置有关的事故及其预防，对这些事故及其造

成的影响的理解，以及交换情报等有关事宜。

２０１０年，与会者强调了修改的第二号议定书要与特定常规武器

关于战争遗留爆炸物的第五号议定书的同步。 《第二号修改议定书》

的缔约国决定将根据这一议定书提交国家报告的最后时间与根据 《第

五号议定书》提交国家报告的时间同步。对遭受简易爆炸装置的受害

者与战争遗留爆炸物的受害者的援助工作也将进行协调。〔７１〕这些步

骤的目的是同时加强这两个重要的机制。

《１９９７年杀伤人员地雷公约》禁止１５６个缔约国使用、生产、储

存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尽管一些生产和使用地雷的大国如中国、印

度、巴基斯坦、俄罗斯和美国尚未签署这一公约，但从多方面来说，

这是近年来达成的最成功的多边常规军备控制协议之一。〔７２〕根据这

一公约，已有４５００万枚杀伤人员地雷被销毁，已有８６个国家完成其

库存地雷的销毁工作。只有５个缔约国的地雷有待销毁，其中白俄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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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

〔７１〕

〔７２〕

波士顿武器贸易条约研讨会：Ｍａｒｓｃｈｉｋ大使提交的总结报告”，武器贸易条约的

法律问题，２０１０年１０月，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ｒｍｓｔｒａｄｅｔｒｅａｔｙ．ｂｌｏｇｓｐｏｔ．ｃｏｍ／２０１０＿１０

＿０１＿ａｒｃｈｉｖｅ．ｈｔｍｌ〉。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新闻媒体稿：“特定常规武器公约关于禁止地雷与爆炸装

置的第二号修改议定书与关于战争遗留爆炸物的第五号议定书将更加协调步骤，并将继续

集中在简易爆炸装置问题上”，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日。

最新一个加入国是帕劳，其加入的时间为２００７年。



斯、希腊、土耳其、乌克兰这四个公约缔约国就有１２００多万枚杀伤

人员地雷有待销毁。此外，世界上还有大约１．６亿枚杀伤人员地雷被

非公约缔约国储存。２００９年至２０１０年，缅甸仍在使用或布放杀伤人

员地雷，另有六个国家的非政府武装团伙也在使用杀伤人员地雷，这

些国家是：阿富汗、哥伦比亚、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和也门。〔７３〕

一些国家在履行其义务时仍然遇到困难。白俄罗斯、希腊、土耳

其和乌克兰都拥有巨大杀伤人员地雷储存，它们已经错过其销毁的最

后期限，仍处于严重违约状态。截至２０１０年９月，有２２个缔约国已

经获准或正在寻求延长其１０年清除地雷的期限。〔７４〕

特定常规武器公约

尽管 《集束弹药公约》在国际上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但世界上许

多主要生产、使用和储存集束弹药的国家仍然选择在不太严格的 《特

定常规武器公约》框架内就达成一项议定书继续进行对话。〔７５〕目前，

世界上大约有８５％非规范储存的集束弹药仍不属于集束弹药公约的

管理范围。许多与集束弹药谈判关系非常密切的国家，包括中国、印

度、以色列、巴基斯坦、俄罗斯和美国等，都倾向于在 《特定常规武

器公约》的框架内处理这些武器。自２００７年以来，集束弹药对人道

主义的影响一直是特定常规武器公约政府专家组议程上的重点课题。

尽管为起草新的禁止和限制使用集束弹药的 “特定常规武器公约议定

书”做出了许多努力，但各方仍存有相当多的分歧，比如关于集束弹

药的定义和立即禁止集束弹药的转让等。〔７６〕特定常规武器公约正在

寻求全球普遍化，２０１０年又有安提瓜和巴布达、多米尼加共和国、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这三个国家加入了公约机制。

２０１０年９月，经过政府专家组磋商，专家组主席提交了关于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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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

〔７４〕

〔７５〕

〔７６〕

国际禁止地雷运动：（《地雷观察２０１０》：加拿大的禁雷行动，渥太华，２０１０年。

国际禁止地雷运动 （同注释 〔７２〕）。

艾布拉姆森文章： “集束弹药谈判再次延期”， 《今日军备控制》，第４１卷第１

期，（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号）。

艾布拉姆森文章 （同注释 〔７４〕）。



束弹药的议定书草案。这有可能成为公约的第六号议定书。〔７７〕在

２０１１年的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第四届审议会前期，它仍将是准备工作

的重点。

《特定常规武器公约关于战争遗留弹药的第五号议定书》承认未

爆炸弹药和遗弃弹药引起的人道主义问题，并提出了冲突后的补救措

施，以努力减少事件的发生和可能造成的损害与危险。２０１０年，又

有１０个国家加入了战争遗留弹药议定书。这些国家是：比利时、巴

西、中国、塞浦路斯、加蓬、洪都拉斯、意大利、巴拿马、圣文森特

与格林纳丁斯、沙特阿拉伯。〔７８〕议定书的普遍性仍是讨论的焦点。

缔约国欢迎巴西与波兰在２０１０年所采取的加入第五号议定书的实际

步骤。

第六节　结语

欧洲军备控制对话继续在两个轨道上运行：一是欧常裁条约机

制，二是建立安全与信任措施的维也纳文件。这两个机制都于１９９９

年进行了最新修改。２０１０年，参加国都努力对其进行更新。北约国

家与俄罗斯努力寻求克服欧常裁条约的长期危机，与此同时，欧洲安

全与合作组织的 “科孚进程”继续前行，以努力增强维也纳文件的机

制。可以期待，２０１１年或不久以后有可能通过 “维也纳文件”的新

文本。《开放天空条约》第二次审议会再次重申了条约的适用性。

总之，在常规军备控制领域与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领域期待已久

的 “重启”已经发生了。由于俄罗斯２００７年决定冻结与北约国家的

关系，双方对已经过时的欧常裁条约机制的分歧加重，导致欧洲常规

军备控制机制受损，目前这一进程已经明显放缓。北约于２０１０年６

月建议制定一个新的框架，以增强在欧洲的常规军备控制制度及透明

度，这为进行建设性对话铺平了道路。俄罗斯认识到，这一框架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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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７〕

〔７８〕

见特定常规武器公约政府专家组：“关于集束弹药的议定书草案”，文件ＣＣＷ／

ＧＧＥ／２０１０ＩＩ／ＷＰ．２，２０１０年９月６日。

关于第五号议定书的参加国名单见本卷附件Ａ。



已尽力照顾了它的安全利益。观察家认为，２０１１年秋天或之后召开

的下届欧常裁条约审议会，将会为谈判给予授权，并将促进协议达成

的势头。

同样，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在军事安全对话中重新获得了地位。

近年来的经验促使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参加国做出重大努力，采用公

开、透明、再保证这些有用的手段，以应对现存的或新出现的风险与

挑战。目前看来，采用逐步推进的方法处理维也纳文件是可行的，但

同时也需要创新，以能为维也纳文件增加新的元素和承诺来应对出现

的质量上有所提高的新威胁，特别是一国内部、地区和次区域等各个

层面上的威胁。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共同体应寻求更有效的办法以履

行其承诺与义务，并在武器与技术加速现代化的今天需要 “用更少的

钱办更多的事”。２０１０年，开放天空条约机制开始向数码传感器过

渡。这些都应该取得节约成本与改进技术的结果。在南美洲，也出现

了关于军事方面建立信任措施的积极进展。２０１０年５月，在南美洲

国防委员会 （ＣＤＳ）会议上，南美洲国家联盟 （ＵＮＡＳＵＥＲ）国防部

长通过了建立信任措施的程序，包括特别执行措施及保证手段。〔７９〕

在过去的十年，有许多观察家为军备控制敲响了丧钟，但目前的

事态发展并非如此。２０１０年，人们又看到了许多关于常规军备控制

与建立信任努力的建议，这将成为今后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在此领域

的全部工作理念的组成部分，并将在２０１０年以后坚持下去。

当前，在裁军与军备控制领域的滑坡明显得到遏制。至于这种趋

势能否持续，正在进行的谈判能否顺利进行，能否促使欧洲共同体向

着采取更加合作、更足够、更有效的建立安全的方式方法前进，仍要

拭目以待。欧洲的军备控制不会独自发展，将更多依靠欧洲大西洋地

区大国的战略利益。２０１０年１２月阿斯塔那峰会的成果有限，使在这

一领域采取雄心勃勃的目标的势头缓慢下来。其他安全政策因素，包

括那些与导弹防御和战术核武器有关的战略武器领域的政策因素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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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９〕 南美洲防务委员会：“瓜牙奎尔宣言”，２０１０年５月６—７日，网址：〈ｈｔｔｐ：／／

ｗｗｗ．ｃｄｓｕｎａｓｕｒ．ｏｒｇ／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ｏｐｔｉｏｎ＝ｃｏｍ＿ｃｏｎｔｅｎｔ＆ｖｉｅｗ＝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ｄ＝２６１〉；以及南

美洲防务委员会：“防务委员会制定前所未有适用于建设信任措施的程序”，２０１０年１１月

３０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ｄｓｕｎａｓｕｒ．ｏｒｇ／ｅｎ／ｐｒｅｓｓ／ｎｅｗｓ／４５９ｃｄｓｄｅｓａｒｒｏｌｌｏｐｒｏｃｅｄｉｍｉｅｎｔｏｉｎｅｄ

ｉｔｏｐａｒａａｐｌｉｃａｒｍｅｄｉｄａｓｄｅｃｏｎｆｉａｎｚａ？ｌａｙｏｕｔ＝ｄｅｆａｕｌｔ＆ｄａｔｅ＝２０１１－０３－０１〉。



在２０１１年前期影响到常规军备控制的进展速度。此外，欧常裁条约

对话也有难以克服的障碍，如 “具有相当实力规模的作战部队”、侧

翼地区问题、与高加索地区有关的难题，都需人们大胆思索，长期坚

持，以及耐心谈判与长远的决策。

（蒋振西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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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一
章

战略性贸易控制：打击大规模
杀伤性武器扩散

西比勒·鲍尔　阿伦·邓恩　伊万娜·米契奇

第一节　导　言

２０１０年，国际战略性贸易控制继续在加强国际合作的道路上前

进，并辅以针对国家及非国家行为体的附加强制性措施，以防止大规

模杀伤性武器 （简称 ＷＭＤ）扩散。〔１〕与此同时，国际辩论和相关

活动从对出口控制的传统关注转向涵盖更大范围的活动，包括对运

输、转运、融资和中介环节的控制。这种动向反映出由于大规模杀伤

性武器计划采购情况发生变化，有必要更新法律观念，采取新的执法

手段，以应对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获取或发展 ＷＭＤ的威胁。这一

威胁的形成包含种种成分：参与采购的行为体数量增多、科学和技术

进步、控制清单以外双用途物项的更易取得、采购网络的日趋复杂，

以及全球贸易性质的变化。〔２〕

许多国家生产可用于 ＷＭＤ计划的物项，它们以有限成员国的

４４５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１〕

〔２〕

“战略性贸易控制”一词通常定义为包括常规武器以及包括软件和技术在内的双

用途物项。除非另有说明，本章节所指的是控制可用于 ＷＭＤ （核、生、化武器）及其运

载工具的双用途物项。

参见Ｓ．Ｂａｕｅｒ和Ｉ．Ｍｉｃｉｃ的 “控制与安全相关的国际转让”一文，２０１０年ＳＩＰＲＩ

年鉴。双用途物项系指既可民用也可军用的物项。“未列入控制清单”的双用途物项系指未

列入国家层面或国际层面控制清单的物项，但如果该物项拟用于ＷＭＤ或导弹计划的目的，

也可对其实施控制。



非正式集团方式在战略性贸易控制方面进行合作。本章第二节探讨这

些集团组织的最新动态。

为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和更宽泛的贸易控制准则，各国开始努

力加强和扩展本国、地区及国际的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这些努力尤

其涉及第１５４０号决议，该决议对各国规定了具有约束力的义务，要

求建立防止ＷＭＤ及其运载工具扩散的国家控制制度。〔３〕第三节对

所做的这些工作进行分析。

设计强制性措施的目的是要改变那些被广泛认为对国际安全造成

威胁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行为。这些措施包括联合国武器禁运，

这类禁运历来是应对常规武器的供应问题，但现在也用于针对涉及国

际扩散和安全关切的国家，特别是伊朗和朝鲜。另一个新动向是联合

国这些制裁力图打击对扩散活动的财政支持及拦截与扩散相关的物

流。第四节对这些强制性措施进行探讨。

第五节是结论部分。附录１１Ａ概述２０１０年多边武器禁运的执行

情况，重点在常规武器方面。

第二节　机制和倡议

贸易控制机制

２０１０年期间，四个不具法律约束力的非正式多边贸易控制机制

继续按协商一致的原则做出各种决定，以加强战略性贸易控制。这些

机制是：澳大利亚集团、导弹技术控制机制 （简称ＭＴＣＲ）、核供应

国集团 （简称ＮＳＧ）以及瓦森纳常规武器和双用途货物及技术出口

控制安排。〔４〕２０１０年，虽然有一些加入申请待审定，但并未接纳新

成员，伊拉克成为接受 “海牙防止弹道导弹扩散行为准则”的第１３１

个国家。〔５〕

５４５★ 第十一章　战略性贸易控制：打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

〔３〕

〔４〕

〔５〕

联合国安理会第１５４０号决议，２００４年４月２８日。

关于这四个机制以及桑戈尔委员会的概况和成员国名单，参见本卷附件Ｂ。关

于这些机制的以往情况，参见ＳＩＰＲＩ年鉴以前版本。

接受该准则的全体国家名单见于本卷附件Ｂ。



这四个机制都继续实行定期更新控制清单的做法。瓦森纳安排特

别关注反恐怖主义方面的技术进展，继续致力于为出口商和许可证管

理部门制订更加 “用户友好型”的控制清单。〔６〕ＭＴＣＲ在２０１０年末

举行全体大会，因而大会休会期间举行的技术专家会议 （简称ＴＥＭ）

所达成的修正案 （包括修订对固液火箭发动机的控制和对二茂铁衍生

物控制的说明）均未获得正式通过。〔７〕澳大利亚集团通过了一些修

正案，并接受该集团技术咨询小组提出的对新技术和新兴技术所带来

的扩散风险保持警惕的建议。〔８〕实际上所有承担控制清单更新任务

的技术组都得面对与科学技术进步保持同步的挑战。

四个机制的成员国都开展这些组织的外联拓展活动。活动的范围

由政策解读和提供指导扩展到更具技术性和执行力方面。比如，瓦森

纳安排向非成员国介绍其控制清单的技术性修订，强调与工业界和非

成员国互动的重要意义。〔９〕ＭＴＣＲ的外联活动是关于执行力的问题

及颁发和拒发出口许可证的风险评估。〔１０〕澳大利亚集团突出强调与

工业和学术界接触的重要性，指出 “无形技术转让”（简称ＩＴＴ），即

个人的专门技术转让或非实体形式的技术转让，仍然是优先课题。然

而该集团２００９年宣称拟出版的ＩＴＴ问题外联刊物并未在２０１０年

发行。〔１１〕

六月份在新西兰举行的核供应国集团 （ＮＳＧ）２０１０年度全体大

会上继续审议ＩＴＴ和最终用户控制问题的挑战。这次会议还讨论了

对尚未拥有敏感核燃料循环技术 （即打算用于浓缩和后处理的技术）

６４５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瓦森纳安排关于常规武器和双用途货物及技术出口控制的２０１０年全体大会公开声

明，维也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ａｓｓｅｎａａｒ．ｏｒｇ／ｐｕｂｌｉｃ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ｉｎｄｅｘ＿

ＰＳ＿ＰＳ．ｈｔｍｌ〉。

技术专家会议于２０１０年６月９日至１１日在伦敦举行。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

局，《２０１０年与外交政策相关的出口控制报告》，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ｉｓ．ｄｏｃ．ｇｏｖ／ｎｅｗｓ／

２０１１／２０１１＿ｆｐｒｅｐｏｒｔ．ｐｄｆ〉，ｐ．３。

澳大利亚集团，“澳大利亚集团２０１０年全体大会”，２０１０年６月４日，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ｇｒｏｕｐ．ｎｅｔ／ｅｎ／ａｇｍ＿ｊｕｎｅ２０１０．ｈｔｍｌ〉。

瓦森纳安排 （同注释 〔６〕）。

２０１０年６月１４—１５日，ＭＴＣＲ强化接触点年度会议结束后立即进行了一次外

联活动。美国商务部 （同注释 〔７〕），第８１页。

澳大利亚集团 （同注释 〔８〕）。



的国家转让这些技术时施加附带条件的建议。问题是难以就拟接受此

类转让的国家达到哪些具体标准才合格达成一致意见。有些国家担心

所提议的一些标准会限制它们将来发展民用核计划的选择权，其中特

别有争议的一项提议是把与国际原子能机构 （简称ＩＡＥＡ）签订附加

保障议定书协议作为供应条件。〔１２〕ＮＳＧ成员国再次未能就这些提案

达成一致，继续使该机制的一些成员国感到沮丧，〔１３〕但它们承诺要

“继续考虑进一步加强浓缩和后处理技术转让控制准则的途径”。〔１４〕

ＮＳＧ咨询小组于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０—１１日在维也纳开会审议敏感出口

的准则问题，但并无进展。〔１５〕

ＮＳＧ继续就美国２００８年带头决定免除ＮＳＧ准则对印度的限制，

从而允许印参与国际核商务活动而产生的影响进行辩论。〔１６〕尤其是

印度得到的豁免是ＮＳＧ的核技术转让条件，即获取ＮＳＧ成员国核技

术者必须接受ＩＡＥＡ对其所有核活动及设施进行保障监督。〔１７〕有些

观察家表示关切，认为这项豁免开创了先例，为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

深化核合作铺平道路，从而进一步危及ＮＳＧ声誉，使之受损。〔１８〕

２０１０年，中国声称将履约向巴基斯坦提供两座民用核电反应

堆。〔１９〕这两座堆是按照２００３年达成的双边协议提供，中国２００４年

加入ＮＳＧ时将此事通报了该集团。截至２０１０年底，还不清楚中国是

否会明确要求按印度的豁免先例对待其与巴基斯坦的核贸易，抑或提

出其执行２００３年的交易无需经ＮＳＧ批准，因为那时中国尚未加

７４５★ 第十一章　战略性贸易控制：打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Ｂａｕｅｒ和Ｍｉ＇ｃｉ＇ｃ（同注释 〔２〕），第４６０—４６１页。

Ｄ．Ｈｏｒｎｅｒ，“美国官员考虑结束修正ＮＳＧ规则”，《今日军控》，第４０卷第９期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

核供应国集团，新闻公报，克莱斯特彻奇，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１—２５日，网址：〈ｈｔ

ｔｐ：／／ｗｗｗｎｕｃｌｅａｒｓｕｐｐｌｉｅｒｓｇｒｏｕｐ．ｏｒｇ／Ｌｅｎｇ／０５ｐｕｂｂｌｉｃ．ｈｔｍ〉。

Ｄ．Ｈｏｒｎｅｒ，”印度看来不会很快加入 ＮＳＧ”， 《今日军控》，第４０卷第１０期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

Ｉ．Ａｎｔｈｏｎｙ和Ｓ．Ｂａｕｅｒ，“控制与安全相关的国际转让”。《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０９》。

与ＩＡＥＡ签署并执行保障监督协议的国家名单参见本卷附录Ａ。

Ｍ．Ｈｉｂｂｓ，‘缺口’，《外交政策》，２０１０年６月４日。

Ｇ．Ｄｙｅｒ，Ｆ．Ｂｏｋｈａｒｉ和Ｊ．Ｌａｍｏｎｔ，“中国将在巴基斯坦修建反应堆”， 《金融时

报》，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８日。中国按照１９９１年的协议已经向巴基斯坦提供了两座反应堆。



入ＮＳＧ。〔２０〕

定于２０１１年在荷兰举行的ＮＳＧ全体大会上，这个问题可能会提

出，同时还会有对敏感出口准则的修订建议问题。〔２１〕全会还可能提

及的争议问题是，印度是否应当像美国所主张的可以成为ＮＳＧ正式

成员国。

防扩散安全倡议

防扩散安全倡议 （简称ＰＳＩ）自２００３年创立以来在加强国际合

作拦截前往ＷＭＤ计划目的地的非法海上运输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

“加大了国际社会防扩散的力度”。〔２２〕然而重大挑战以及方法和方向

问题依然存在。〔２３〕ＰＳＩ行动专家组 （简称ＯＥＧ），即ＰＳＩ指导委员

会，２０１０年１１月会议提出ＰＳＩ“正处于十字路口，面临越来越复杂

的扩散形式”，需要 “提出创新思想和建设性对话”。〔２４〕

在ＰＳＩ最初创建的那些年，它相当大程度上是军事性质：参加

ＯＥＧ的代表团经常是由成员国国防部的代表率领，演习重点是使用

军事资产在公海上武力截阻嫌疑船只的 “示范性拦截”。〔２５〕但是鉴于

海洋法的制约，海上贸易的特点，以及在公海上发现和确保控制敏感

扩散物项的难度，有必要使ＰＳＩ的重点转型到较为现实的方式，即相

关船只可自愿改变航向，驶往一友好港口，由海关部门搜查和扣押嫌

８４５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Ｓ．Ｍｉｇｌａｎｉ，“中国履行与巴基斯坦核交易：西方尴尬”，路透社，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５

日，网址：〈ｈｔｔｐ：／／ａｆ．ｒｅｕｔｅｒｓ．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ｅｎｅｒｇｙＯｉｌＮｅｗｓ／ｉｄＡＦＬ３Ｅ６ＮＦ０８Ｑ２０１０１２１５〉。

Ｈｏｒｎｅｒ（同注释 〔１５〕）。

新西兰外交和商务部 （简称 ＭＦＡＴ），国际安全及裁军司，防扩散安全倡议

（ＰＳＩ）；国家反应计划范本：惠灵顿，２００７年１２月，第４页。关于ＰＳＩ概况和参与方名单

参见本卷附录Ｂ。

此看法是熟悉ＰＳＩ及其活动的官员们向笔者反映的，他们是一些国家在ＰＳＩ行

动专家组当中的代表。

日本外交部，”防扩散倡议 （ＰＳＩ）行动专家组 （ＯＥＧ）东京会议”，２０１０年１１

月２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ｊｐ／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２０１０／１１／１１０２＿０１．ｈｔｍｌ〉。

关于ＯＥＧ，参见新西兰外交和商务部 （同注释 〔２２〕），第６页。

例如２００２年对ＳｏＳａｎ号货轮的拦截。 “飞毛腿事件引发美国道歉”，ＢＢＣ新闻，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１２日，网址：〈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ｂｂｃ．ｃｏ．ｕｋ／２／ｈｉ／２５６９６８７．ｓｔｍ〉；以及Ｃ．Ａｈｌｓｔｒｍ，

“防扩散安全倡议：阐述拦截原则的国际法方面”，《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０５》。



疑物项。〔２６〕

尽管有如此变化，２０１０年进行的ＰＳＩ演习仍然保持着相当大程

度的而且常常是高调的军事形式。比如，代号为 “太平洋保卫者

２０１０ＰＳＩ”演习就是由澳大利亚国防部作东道主，虽然这次演习由

澳方海关和边防军主导，且无 “军事资产”参与。〔２７〕美国在阿布

达比主持的 “先锋２０１０ＰＳＩ”演习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武装部队合

作进行，演习开始时是由军事装备进行拦截，而最终是以研究海关

和法律问题的 “桌面”作业收尾。〔２８〕 “东方奋斗２０１０ＰＳＩ”演习也

是用军事资产在海上拦截，并包括由跨部门官员团组研究 “（拦截）

涉及的法律、外交、执法、情报及财政等方面问题的 “桌面”作

业。〔２９〕行动专家组的一些成员认为，这种继续强调军事作用会分散

对较为现实做法的关注，而较现实的做法可以更好地实现ＰＳＩ宣称的

目标。〔３０〕

此外，ＰＳＩ还面临着外部的重大挑战：１９８２年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 （ＵＮＣＬＯＳ）不允许在公海上拦截涉嫌运输 ＷＭＤ及其运载工具

的船只；〔３１〕联合国安理会第１５４０号决议并未明确提及ＰＳＩ；〔３２〕许多

快速崛起的大国，其中有巴西、中国、印度和南非，以及许多处于扩

９４５★ 第十一章　战略性贸易控制：打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例如２００３年对ＢＢＣＣｈｉｎａ号货轮的拦截。Ｐ．Ｒｅｙｎｏｌｄｓ，“追踪黑市炸弹”，ＢＢＣ

新闻，２００４年２月１２日，网址：〈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ｂｂｃ．ｃｏ．ｕｋ／２／ｈｉ／３４８１４９９．ｓｔｍ〉。

澳大利亚外交和商务部，“行动专家组地区性会议及２０１０太平洋保卫者演习”，

媒体公报，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３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ｆａｔ．ｇｏｖ．ａｕ／ｍｅｄｉａ／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ｄｅｐａｒｔ

ｍｅｎｔ／２０１０／１００９１３．ｈｔｍｌ〉。

美国大使馆，阿布达比，“美国大使理查德·欧尔森在美国—阿联酋防扩散倡议培训

班的讲话”，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５日，网址：〈ｈｔｔｐ：／／ａｂｕｄｈａｂｉ．ｕｓｅｍｂａｓｓｙ．ｇｏｖ／ｐｒ＿０１２５２０１０．ｈｔｍｌ〉；

及美国海军，“先锋２０１０演习开始进行”，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９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ａｖｙ．ｍｉｌ／

ｓｅａｒｃｈ／ｄｉｓｐｌａｙａｓｐ？ｓｔｏｒｙ＿ｉｄ＝５０９００〉。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Ｋ．Ｒｕｄｄ，及澳大利亚国防部长Ｓ．Ｓｍｉｔｈ，“澳大利亚参加大

韩民国的防扩散安全倡议 （ＰＳＩ）”，媒体公报，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３日，网址：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ｆｏｒｅｉｇｎ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ｇｏｖ．ａｕ／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２０１０／ｋｒ＿ｍｒ＿１０１０１３ｈｔｍｌ〉。

与熟悉ＰＳＩ及其活动的ＯＥＧ成员国官员的通信和讨论。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１０日开放签署，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１６日生效，《联

合国条约集》，第１８３３卷 （１９９４年）。

联合国安理会第１５４０号决议 （同注释 〔３〕）。但第１５４０号决议的第１０段 “吁

请所有国家按照本国法律授权和立法，并遵循国际法，采取合作行动，防止非法贩运核生

化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和相关材料”。关于第１５４０号决议，参见以下第三节和第四节。



散供应链上的战略性重要国家都未赞同ＰＳＩ。〔３３〕

虽然ＰＳＩ参加国关注这些挑战，而且必须克服之才能使美国总统

贝拉克·奥巴马要加强ＰＳＩ的保证得以兑现，但迄今为克服这些挑战

所需要的 “创新思想和建设性对话”尚未出现。〔３４〕

第三节　能力建设工作

区域层面执行安理会第１５４０号决议

联合国安理会第１５４０号决议要求联合国成员国承担具有约束力

的义务，同时授权对防扩散问题的技术援助。该决议已成为国际上讨

论战略性贸易控制时的参照。〔３５〕２０１０年期间，联合国在世界各地举

办了一系列区域性和次区域性研讨会，增进对第１５４０号决议义务的

了解并协助该决议的执行。〔３６〕这些活动提供了一个平台，可以交流

执行决议和能力建设方面的经验，探讨区域层面和国家层面执行决议

的方式，讨论执行方式的种种选择，因为该决议的措辞为不同的国家

解读和运用留下了空间。

第１５４０号决议为各国制订和强化有关 ＷＭＤ问题的立法提供了

国际法依据，特别是对双用途物项出口、运输、转运和中介的控制。

２０１０年，马来西亚 （继新加坡之后）成为东南亚第二个就这些问题

０５５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在所谓的 “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当中，只有

俄罗斯赞同ＰＳＩ。

白宫，“贝拉克·奥巴马总统的演讲：捷克共和国，布拉格，哈若德卡尼广场”，

２００９年４月５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ｏｆｆｉｃｅ／ＲｅｍａｒｋｓＢｙ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ＢａｒａｃｋＯｂａｍａＩｎＰｒａｇｕｅＡｓ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

联合国安理会第１５４０号决议 （同注释 〔３〕）。

２０１０年举办的活动：为东南欧地区在克罗地亚斯普利特市举行 （６月１４—１７

日）；为东南亚地区，在越南河内举行 （９月２８日—１０月１日）。关于此项目的所有活动清

单，参见联合国安理会１５４０委员会 “外联活动”，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ｓｃ／１５４０／

ｏｕｔｒｅａｃｈｅｖｅｎｔｓ．ｓｈｔｍｌ〉。



采取全面国家级立法的国家。〔３７〕

欧洲联盟 （欧盟）通过修订其双用途物项规则，即２００９年８月

生效的欧共体 （ＥＣ）第４２８／２００９号规则以响应第１５４０号决议的要

求。〔３８〕此项规则在整个欧盟直接适用，由２７个成员国执行和实施。

执行这些新规定当中出现的问题由两个工作组进行讨论，即共同体双

用途货物工作组和双用途协调组 （称为第２３条小组）。〔３９〕

２０１０年，欧盟委员会和欧盟成员国为支持 “欧盟打击大规模杀

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扩散的新行动路线”（简称ＮＬＡ），举办了三

次业内专家访问活动，讨论新规则的执行问题。〔４０〕这些访问活动是

２００４年专家审议的后续行动，着重于法律和许可证问题以及全面控

制规定、过境和中介等方面。〔４１〕

同时还有一项提议是通过加强国家层面和欧盟层面的信息交流及

协调海关官员的培训活动来强化战略性贸易控制。欧盟委员会拟于

１５５★ 第十一章　战略性贸易控制：打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２０１０年战略贸易法，２０１０年４月５日批准的第７０８号马来西亚法案，政府公报

（吉隆坡），２０１０年６月１０日。这份解释法律背景的文件特别提及第１５４０号决议。马来西

亚国际贸易与工业部，“２０１０年战略贸易法”［无日期］，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ｉｔｉ．ｇｏｖ．

ｍｙ／ｃｍ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ｊｓｐ？ｉｄ＝ｃｏｍ．ｔｍｓ．ｃｍ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ｅｃｔｉｏｎ ＿３５６ｅ３ａｆ１ｃ０ａ８１５７３２７２ｆ２７２ｆ

ｂ７９７７ｅ９９〉。

２００９年５月５日的欧共体 （ＥＣ）第４２８／２００９号规则就双用途物项的出口、转

让、中介和运输的控制建立了集体机制，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９日第Ｌ１３４号 《欧盟官方公报》。

参见Ｂａｕｅｒ和Ｍｉ＇ｃｉ＇ｃ（同注释 〔２〕），第４６２页至第４６４页。

欧共体 （ＥＣ）第４２８／２００９号规则 （同注释 〔３８〕），第２３条。关于实施方面还

可参见Ａ．Ｗｅｔｔｅｒ的 “欧盟双用途货品出口法的实施”，第２４号ＳＩＰＲＩ研究报告 （牛津大学

出版社：牛津，２００９年）。

欧盟理事会，“理事会决定和欧盟打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扩散的新

行动路线”，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７日，１７１７２／０８，网址： 〈ｈｔｔｐ：／／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ｃｏｎｓｉｌｉｕｍ．ｅｕｒｏ

ｐａ．ｅｕ／ｐｄｆ／ｅｎ／０８／ｓｔ１７／ｓｔ１７１７２．ｅｎ０８．ｐｄｆ〉。２０１０年１２月，理事会延长实现ＮＬＡ目标的期

限由２０１０年年底到２０１２年年底。欧盟理事会，“欧盟打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

扩散的新行动路线”： “理事会决定”，１７０７８／１０，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６日，网址： 〈ｈｔｔｐ：／／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ｃｏｎｓｉｌｉｕｍ．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ｐｄｆ／ｅｎ／１０／ｓｔ１７／ｓｔ１７０７８．ｅｎ１０．ｐｄｆ〉。

第一次是到英国访问 （伦敦，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６—１７日），第二次是到比利时和丹

麦 （哥本哈根，３月１８—１９日），第三次是到德国和荷兰 （波恩，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８—９日）。

关于２００４年的专家审议，参见欧盟理事会，“理事会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１３日关于成员国在欧盟

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战略框架内举行双用途货物出口控制制度专家审议活动第一

阶段的声明”，１６０６９／０４，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１３日，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ｏｎｓｉｌｉｕｍ．ｅｕｒｏ

ｐａ．ｅｕ／ｕｅｄｏｃｓ／ｃｍｓＵｐｌｏａｄ／ｓｔ１６０６９ｅｎ０４ｓｔ．ｐｄｆ〉。



２０１１年举办一项关于欧盟出口控制的培训项目，对象是许可证审批

和海关官员。〔４２〕对各成员国来说，有效执行和实施关于双用途问题

的规定仍将是它们的关键任务。

欧盟合作措施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期间，欧盟曾就安全和防扩散问题提供技术援

助，如侦查放射性及核材料的走私活动。不过这种援助是特定的，主

要针对前苏联，并缺乏共同战略基础。〔４３〕２００６年，欧盟创建了 “稳

定工具”（ＩＦＳ），通过提供财政援助在非欧盟国家当中采取能力建设

措施，以应对２００３年欧洲安全战略和与之相辅的欧盟防止 ＷＭＤ扩

散战略所概述的威胁。〔４４〕ＩＦＳ划拨了３．２亿欧元用于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

期间防扩散和降低化学、生物、放射性及核 （ＣＢＲＮ）风险的

活动。〔４５〕

ＩＦＳ为欧盟出口控制合作计划提供资金，该计划源于欧盟通过合

２５５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欧盟理事会，“双用途货物工作组会议成果”，布鲁塞尔，５９１７／１０，２０１０年１月

２９日，网址： 〈ｈｔｔｐ：／／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ｃｏｎｓｉｌｉｕｍ．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ｐｄｆ／ｅｎ／１０／ｓｔ０５／ｓｔ０５９１７．ｅｎ１０．ｐｄｆ〉。

以及欧盟委员会，贸易总司，“２０１１年管理计划”（布鲁塞尔，出版局，２０１１年１月），网

址：〈ｈｔｔｐ：／／ｔｒａｄｅ．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ｄｏｃｌｉｂ／ｈｔｍｌ／１４７３７４．ｈｔｍ〉，第２１页。

欧盟成员国，特别是德国和英国也在化学、生物、发射性、核 （简称ＣＢＲＮ）

问题上提供大量技术援助。战略贸易控制方面的技术援助几乎完全是在欧盟合作项目内进

行。有些国家就出口控制问题提供了技术援助。美国的出口控制和相关边界安全援助项目

（简称ＥＸＢＳ）是最大的提供者，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ｅ．ｇｏｖ／ｔ／ｉｓｎ／ｅｃｃ／ｉｎｄｅｘ．ｈｔｍ〉。关

于国际组织和不同政府的ＣＢＲＮ问题技术援助项目在ＳＩＰＲＩ年鉴的以往版本中已有过叙

述。

建立 “稳定工具”的欧洲议会第１７１７／２００６号和欧盟理事会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１５日

条例 （ＥＣ），《欧盟官方日志》Ｌ３２７，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２４日；欧盟理事会，“打击大规模杀伤

性武器扩散：欧盟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战略”，１５７０８／０３，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０日，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ｏｎｓｉｌｉｕｍ．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ｓｈｏｗＰａｇｅ．ａｓｐｘ？ｉｄ＝７１８〉。

ＩＦＳ的总预算为２０．６２亿欧元，包括用于风险治理，预防冲突和应对灾难。在降

低ＣＢＲＮ风险方面，ＩＦＳ得到 “核保安合作方案 （ＮｕｃｌｅａｒＳａｆｅｔｙ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ｒｕ

ｍｅｎｔ）”和 “加入前方案 （Ｐｒｅ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的辅助，前者为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时段

提供５．２４亿欧元，后者就ＣＢＲＮ问题提供一些资助。２００７年２月１９日第３００（２００７）号

理事会条例 （ＥＵＲＡＴＯＭ）建立 “核保安合作方案”， 《欧盟官方日志》，Ｌ８１，２００７年３

月２２日；及２００６年７月１７日第１０８５／２００６号理事会条例 （ＥＣ）建立 “加入前援助方案”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ｆｏｒＰｒｅ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ＰＡ），《欧盟官方日志》，Ｌ２１０，２００６年７月

３１日。



作减少威胁试点项目中的出口控制部分以及两个专门从事双用途出口

技术援助的试点项目。〔４６〕从第一个试点项目到２０１０年底，合作范围

从４个国家扩展到２１个，并已邀请１０个其他国家在２０１１年加入合

作。与以往的试点项目一样，此计划由德国经济和出口控制联邦局

（ＢＡＦＡ）实施并依靠欧盟成员国的专家。

２０１０年期间，欧盟开始把其他防扩散合作计划的范围扩展到非

洲、高加索、中亚、中东和东南亚。〔４７〕资金分配和项目筹划以地区

为基础，通过ＣＢＲＮ示范中心进行。这些举措的目标是打造和扩展

各地区在ＣＢＲＮ方面的专业知识，必要时以欧盟和其他地区的专业

知识作补充。通过这种概念和财政框架执行的由欧盟资助的项目，其

范围、类型和问题方面均由伙伴国和各地区提出建议。〔４８〕

联合国安理会第１５４０号决议把对西方制订的出口控制议程的辩

论扩展为更广泛地讨论国际法对ＣＢＲＮ问题的要求。新出现的关注

重点是发展中国家最为关切的问题，如疾病监控、危险物品管理，乃

至事故和事件，而不是防扩散和恐怖主义。这一点体现在欧盟的

ＣＢＲＮ示范中心计划当中，其宗旨是把技术援助的设计、充实和拥有

权移交给伙伴国和各地区，构建、扩展并链接地区内可得到的专业

知识。

第四节　强制性措施

与防扩散相关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自联合国安理会２００４年通过第１５４０号决议以来，两个国家—伊

朗和朝鲜—是九项关于扩散问题国别决议案的对象国，其中七项决议

３５５★ 第十一章　战略性贸易控制：打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

〔４６〕

〔４７〕

〔４８〕

２００４年的第一个试点项目由ＳＩＰＲＩ在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０６年期间实施。２００５年和

２００６年的试点项目由德国经济和出口控制联邦局 （ＢＡＦＡ）和ＳＩＰＲＩ共同实施。参见

ＢＡＦＡ，“双用途货物出口控制方面的援助”，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ｕｏｕｔｒｅａｃｈ．ｉｎｆｏ／〉。

这些活动是通过欧盟成员国的专家筹备组进行筹划，他们得到所谓的 “专家支

持基金”资助。

有关ＣＢＲＮ示范中心的情况可见于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ｂｒｎｃｏｅ．ｅｕ／〉。



基于 《联合国宪章》第七章。〔４９〕这些决议当中的两项于２０１０年通

过。第１９２８号决议把专家组监督对朝鲜制裁的职权延长至２０１１年６

月１２日，该项制裁是朝鲜２００９年５月进行第二次核试验后对其实施

的。〔５０〕继伊朗拒绝遵守以往决议并拒不停止其铀浓缩计划后，第

１９２９号决议对其实施第四轮制裁。〔５１〕

第１９２９号决议重申，要求伊朗 “中止其铀浓缩活动并和平地解

决对其核计划性质的重大关切”。〔５２〕决议包含内容广泛的新增和扩展

措施，包括：（１）一份更新的受控双用途物项清单，并扩大对未列入

双用途清单物项的控制范围，如果这些物项的最终用途是打算用于或

可能用于伊朗的核或导弹计划；（２）禁止向伊朗提供重型军事装备；

（３）禁止向与伊朗核及导弹计划相关的方面投资和提供金融服务；

（４）要求对前往和来自伊朗的货运进行检查，并对在公海上有理由相

信载有用于伊朗核及导弹计划物项的船只进行检查的要求予以合作；

（５）一份列有４１个补充实体和个人的名单，他们涉及伊朗的核或导

弹活动，或与伊斯兰革命卫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船运公司有

关联。〔５３〕

安理会针对伊朗的四个决议———第１７３７号、１７４７号、１８０３号和

１９２９号———所包含的制裁内容是要使伊朗采购核及导弹计划所需物

４５５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联合国安理会第１５４０号决议 （同注释 〔３〕），《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授权安理会

采取具有约束力的决议案，以应对联合国安理会所确认的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威胁。

《联合国宪章》，１９４５年６月２６日签署，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２４日生效。网址：〈ｈｔｔｐ：／／

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ｅｎ／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ｃｈａｒｔｅｒ／〉。

联合国安理会第１９２８号决议，２００９年６月１２日。还可参见本卷附录１１Ａ第二

节和第八章第六节。关于以往的决议，参见ＢａｕｅｒａｎｄＭｉ＇ｃｉ＇ｃ（同注释 〔２〕）。

联合国安理会第１９２９号决议，２０１０年６月９日。第１９２９号决议扩大第１７３７号

决议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３日），第１７４７号决议 （２００７年３月２４日）和第１８０３号决议 （２００８

年３月３日）的范围。关于这些决议背后的防止核扩散的含义，参见Ｓ．Ｎ．基尔：“核军控

与不扩散”，《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０８》，第３３８—３４９页。

联合国新闻处，“联合国称伊朗未能澄清其核野心，对其实施附加制裁”，２０１０

年６月９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ａｐｐｓ／ｎｅｗｓ／ｓｔｏｒｙ．ａｓｐ？ＮｅｗｓＩＤ＝３４９７０〉。

关于全面概述，参见澳大利亚外交和商务部的 “联合国安理会对伊朗的制裁：

２０１０年６月９日第１９２９号决议”，［无日期］，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ｆａｔ．ｇｏｖ．ａｕ／ｕｎ／ｕｎｓｃ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ｕｎｓｃｒ＿１９２９．ｈｔｍｌ〉。



项加大难度，增加时间和成本。〔５４〕安理会希望藉此延长机会之窗，

使其对伊朗核计划的关切得到和平的政治解决，但现在评估这些决议

能起的的作用还为时太早。援引第七章权力的决议赋予禁令对联合国

全体成员国都具有法律约束力，而且对那些原先不太愿意对伊朗扩散

活动实施更严格控制的国家，无论它们是出于经济、政治或法律原

因，都具有强制性。〔５５〕安理会决议还经常被作为要求采取行动时进

行交涉的有力依据。例如美国国务院发给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向中方对

应部门递交的交涉要求称 “我们认为，依据第１７３７号 ［决议］，要禁

止向与 ［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指定的实体有关联的公司转让这种受控

设备”。〔５６〕

扩散性融资

扩散性融资是防扩散词汇中相对较新的一个术语。虽然金融行动

特别工作组 （简称ＦＡＴＦ）提出的暂定定义目前最具权威性，但现在

尚无普遍接受的定义。ＦＡＴＦ的暂定定义是：

违反国家法律或违反适用的国际义务，提供用以制造、获

取、拥有、开发、出口、转运、中介、运输、转让、储存或使用

核、化学或生物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及相关材料 （包括技术和用于

非法目的的双用途货物）的全部或部分资金或金融服务的

行为。〔５７〕

５５５★ 第十一章　战略性贸易控制：打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欧盟和个别一些国家，如日本和美国，在２０１０年采取措施，意欲强化和补充安

理会针对伊朗的决议所规定的义务。关于欧盟方面，参见理事会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６日关于对

伊朗采取限制措施的决定 （第２０１０／４１３／ＣＦＳＰ号），《欧盟官方日志》Ｌ１９５，２０１０年７月

２７日；以及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５日对伊朗的制约措施的第９６１／２０１０号理事会条例 （ＥＣ），《欧

盟官方日志》，Ｌ２８１，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７日。

《联合国宪章》（同注释 〔４９〕），第七章，第４１—４１条。

美国国务院，“就位于马来西亚的电子元件有限公司事向中国提交的补充信息”，

发给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电报，第１０ＳＴＡＴＥＳ１０９００号，２０１０年２月３日，网址： 〈ｈｔ

ｔｐ：／／ｗｗｗ．ｗｉｋｉｌｅａｋｓ．ｃｈ／ｃａｂｌｅ／２０１０／０２／１０ＳＴＡＴＥ１０９００．ｈｔｍｌ〉。

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 （ＦＡＴＦ），打击扩散性融资：关于政策制订和咨询的进度

报告 （ＦＡＴＦ：巴黎，２０１０年２月），第５页。ＦＡＴＦ是政府间组织，其工作是制订打击洗

钱、恐怖主义和扩散性融资的政策。关于其成员国，参见本卷附录Ｂ。



这个定义涵盖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从发展到使用的全部活

动，表明对于为扩散融资的研究已成为与出口控制分离的一个问题，

这是个相对全新的做法。值得注意的是，此定义指的是为扩散融资的

行为，而不涉及是否知情、有何意图或因疏忽———这些因素通常是需

要刑事犯罪量刑时所要考虑的。

伴随对扩散性融资问题的深入了解，对其进行打击的措施也有所

增加。实际用来控制扩散性融资的手段有四大类：（１）禁止向受制裁

的实体提供金融服务；（２）冻结被制裁实体的资产；〔５８〕 （３）金融机

构对可疑活动的举报；〔５９〕 （４）更充分地利用金融信息，其中的关键

信息是按照第 （３）项举报的活动，以支持更广泛的打击扩散的努力。

各国目前仍在就如何采取这些措施，达到什么程度的问题酝酿一

个一致意见，因为不同的做法已经很明显，甚至在欧盟成员国之间也

是如此，尤其是在可疑活动举报方面。〔６０〕至于这些措施对打击扩散

有多大效果也看法不一。不过，为扩散目的获取的每一件物项至少有

两个相关联的扩散性融资行为 （该物项的购买和运输），或许还有更

多的行为 （如信用证、保险和佣金）。因此，由于采购网络和运作模

式变得越发复杂，与扩散相关的敏感物项来源更多，对扩散性融资问

题予以更大关注或许有助于更加广泛的防扩散努力。

ＦＡＴＦ在探究扩散性融资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它发表了几份有

影响的报告，包括２００７年第一次发表的关于执行联合国安理会打击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决议中金融条款的指南，以及２００８年发表的

关于扩散性融资类型的报告。〔６１〕扩散性融资类型报告发表后，

ＦＡＴＦ的恐怖主义融资和洗钱问题工作组 （简称 ＷＧＴＭ）建立了扩

６５５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５８〕

〔５９〕

〔６０〕

〔６１〕

例如，在欧盟，第９６１／２０１０号理事会条例 （同注释 〔５４〕）中列有冻结资产措

施。

关于英国在扩散性融资方面的举报办法，参见英国情报局，“打击扩散性融资举

报指南”，ＰＯＣ／００３６／０９，（有组织犯罪重罪处：伦敦，２００９年１２月）。

Ｊ．Ｗａｌｋｅｒ，“扩散性融资：进一步阻断和预防的机会？”，发言，第１１届国际出

口控制会议，２０１０年６月８—１０日，基辅，网址：〈ｈｔｔｐ：／／ｅｘｐｏｒ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ｒｇ／ｐａｓｔｃｏｎｆｅｒ

ｅｎｃｅｓ／２７０６ｃ．ａｓｐｘ〉。

ＦＡＴＦ，《关于执行联合国安理会打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决议中金融条款的

指南》（ＦＡＴＦ，巴黎，２００７年６月２９日）；及ＦＡＴＦ，扩散性融资报告 （ＦＡＴＦ：巴黎，

２００８年６月１８日）。



散性融资问题小组，以 “制订可用来在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框架内打击

扩散性融资的政策选项”。〔６２〕该项目小组的报告于２０１０年２月发表，

但仍在审议中，并由恐怖主义融资和洗钱问题工作组 （ＷＧＴＭ）在

年底讨论。执行安理会决议的指导原则有可能进一步充实，在修订的

ＦＡＴＦ标准中或将纳入关于扩散性融资问题的 “特别建议”。〔６３〕

ＦＡＴＦ已表明是个相对有效的工具，可用来探索和定义扩散性融

资的类别，并提出指导原则。该工作组拥有广泛的成员国，可代表世

界上大部分金融中心，制订和实行可普遍接受的标准。此外，ＦＡＴＦ

的相互评估机制可推动有效实施，基准比较和共享优质操作。该机制

是一种多边的业内审议，以此监督和帮助执行ＦＡＴＦ的建议。〔６４〕

打击扩散活动情况的新发现

打击扩散活动的敏感性带来的问题是缺乏透明度和公开原始资

料。只有少数国家发布年度报告，其中包含推行双用途出口控制的资

料。这些资料只不过是简单地概述一些国家政府所发挥的作用和公布

一些基本情况，〔６５〕因此难以知道各国打击扩散活动的全面范围和广

度。于是，研究工作就十分依赖于与少数几个著名的历史性案例相关

的公开原始资料。〔６６〕

２０１０年期间，从事公布匿名源头私密文件的组织———维基揭密

开始逐步公布往来于美国大使馆和美国国务院之间的秘密外交电报。

７５５★ 第十一章　战略性贸易控制：打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

〔６２〕

〔６３〕

〔６４〕

〔６５〕

〔６６〕

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 （ＦＡＴＦ）（同注释 〔５７〕）。

ＦＡＴＦ，审议标准：筹备第四轮相互评估 （ＦＡＴＦ，巴黎，２０１０年１０月），第３

页。

ＦＡＴＦ，“进行相互评估的基本原则”， ［无日期］，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ａｔｆ

ｇａｆｉ．ｏｒｇ／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３４／０，３７４６，ｅｎ

英国的报告大概是最全面的。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战略出口控制”，２０１０

年１１月１１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ｃｏ．ｇｏｖ．ｕｋ／ｅｎ／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ｐｕｂ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１／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ｓ／ｅｘｐｏｒ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１〉；以及英国议会， “武器出口控制委员会”， ［无日

期］， 网 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ｕｋ／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ａｚ／ｏｔｈｅｒ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ａｒｍｓｅｘｐｏｒ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例如，Ａ．Ｑ．汗，网络。最近关于该网络的著作有Ｄ．Ａｌｂｒｉｇｈｔ的 《出售危险：

秘密核贸易如何武装美国的敌人》（自由出版社：纽约，２０１０）；以及Ｍ．Ｆｉｔｚｐａｔｒｉｃｋ的 《核

黑市：巴基斯坦，Ａ．Ｑ．汗和扩散网络的兴起—全面评估》 （国际战略研究所：伦敦，

２００７）。



虽然这些电报是以美国为中心的想法，但它们把外交和情报圈外人们

难以看到的国际打击扩散合作和行动的力度及情况公诸于世。更多的

发布可能会进一步曝光这些行动。〔６７〕

例如有一系列电报说明自２００７年以来与伊朗导弹计划相关的伊

朗机构曾数次试图获取德国公司生产的试验设备，虽然这种设备并非

具体列在出口控制清单中，但对其最终用途需要实行出口控制。〔６８〕

这些电报描绘出伊朗采购努力的运作方式：利用幌子公司、中介机

构、虚假最终用户、海外子公司转口以及经第三国运送。电报还显示

了德国与美国如何致力于打击此行为，包括请求采取行动，多边出口

控制机制内部信息交流，让公司对威胁产生 “敏感性”以及进行刑事

调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关德国海关刑事局 （Ｚｏｌｌｋｒｉｍｉｎａｌａｍｔ，

ＺＫＡ）取得证据表明，中介机构知晓该设备的最终用途，这是判定

刑事犯罪的必需证据；以及德国外交部请求美国允许公布发给ＺＫＡ

的电报以支持其进行调查，这些突显出审查人员在确定刑事案件时所

面临的挑战。〔６９〕

其他电报展现类似的防扩散方面的国家关系和活动，涉及中国、

８５５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６７〕

〔６８〕

〔６９〕

截至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６日，维基揭密已公布了拟总共发布２５１２８７份电报中的２４２８

份。此处引用的电报采自维基揭密网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ｉｋｉｌｅａｋｓ．ｃｈ／〉或 〈ｈｔｔｐ：／／

２１３．２５１．１４５．９６／〉，其中许多份在公布之前已由维基揭密编辑过。

美国驻柏林大使馆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６日发给美国国务院的第０８ＢＥＲＬＩＮ６４３号电：

“德国要求提供关于伊朗采购某试验舱的信息”；美国驻柏林大使馆２００８年８月６日发给美

国国务院的第０８ＢＥＲＬＩＮ１０６８号电：“德国要求公布致德方海关刑事局 （简称ＺＫＡ）的某

某件非正式文件”；美国国务院２００８年２月１４日发给美国驻柏林大使馆的第

０８ＳＴＡＴＥ１５２２０号电：“德国公司进一步策划向伊朗导弹计划出口试验舱”；美国国务院

２００９年７月１日发给美国驻柏林大使馆的第０９ＳＴＡＴＥ６８２５０号电：“德国试验舱已被中国

子公司卖给伊朗的ＤＩＯ”；以及美国国务院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日发给美国驻柏林大使馆的第

０９ＳＴＡＴＥ１２２９５０号电：“伊朗ＳＨＩＧ利用中间商企图从德国公司购买试验设备 “。ＳＨＩＧ

（ＳｈａｈｉｄＨｅｍｍａｔ工业集团）、ＳＢＩＧ （ＳｈａｈｉｄＢａｋｅｒｉ工业集团）和ＤＩＯ （国防工业组织）均

为被制裁的参与伊朗导弹或核计划的实体，联合国安理会第１７３７号决议，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３

日，附件。另可参见 “可疑的伊朗实体 “［无日期］，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ｒａｎｗａｔｃｈ．ｏｒｇ／

ｓｕｓｐｅｃｔ／ｅｎｄｕｓｅｒｌｉｓｔ．ａｓｐ〉。

美国驻柏林大使馆，第０８ＢＥＲＬＩＮ６４３号电报 （同注释 〔６８〕）；及美国驻柏林大

使馆，第０８ＢＥＲＬＩＮ１０６８号电报 （同注释 〔６８〕）。



法国、印度和西班牙一系列国家。〔７０〕２００８年，中国外交部军控司司

长成竞业甚至被引述称美国和中国在防扩散和出口控制方面的双边合

作 “良好”。〔７１〕

这种外交电报通常至少保密十年，一般长达２５年，相关活动的

细节只有在起诉的情况下才公诸于世。不过，很少有被发现的未列入

清单的双用途物项出口企图 （或已得逞）遭到起诉：当政府得知此类

扩散企图时，往往使之造成所谓的 “瓦解”结局。瓦解分成两类：

（１）警告出口商某项订单或许拟用于某种被禁止的最终用途，需要申

办出口许可证；（２）在港口或机场查出并阻止企图出口物项的出口、

运送或转运。

英国看来是唯一公布有关此类活动信息的国家。在该国这两种类

型瓦解工作通常是由皇家税务和海关署及边防署承办。这两个部门在

２００９年４月和２０１０年３月期间办理了８１次未列入清单的双用途物

项瓦解案，而相比之下，在１１５宗没收的战略出口和受制裁的货物当

中，一多半不像是与列入清单的双用途物项相关。〔７２〕这些数字展现

了从已建立完善出口控制制度国家进行采购的情况，也说明了未列入

９５５★ 第十一章　战略性贸易控制：打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

〔７０〕

〔７１〕

〔７２〕

美国国务院２０１０年２月１日发给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第１０ＳＴＡＴＥ９９３９号电报：

“让中方警惕可能有向伊朗的导弹相关出口”；美国国务院第１０ＳＴＡＴＥ１０９００号电报 （同注

释 〔５６〕）；美国国务院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４日发给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第１０ＳＴＡＴＥ１６９３２号电

报：“伊朗ＳＢＩＧ力图从一家中国公司购买碳纤维”；美国国务院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６日发给美国

驻巴黎大使馆的第０９ＳＴＡＴＥ９６２２２号电报；“法国公司向中国出售红外探测器”。美国国务

院２００８年３月７日发给美国驻新德里大使馆的第０８ＳＴＡＴＥ２３７６３号电报：“关于某某石墨

案和印度的后续跟踪”；美国国务院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６日发给美国驻新德里大使馆的第

０９ＳＴＡＴＥ５３３５６号电报：”印度的石墨供应商又与中间商做生意用于伊朗的导弹计划”。美

国国务院２００９年１月１５日发给美国驻马德里大使馆的第０９ＳＴＡＴＥ４１３４号电报：“西班牙

金属商向叙利亚实体提供涉及扩散问题的商品”。

美国驻北京大使馆２００８年３月２６日发给美国国务院的第０８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１４１号电

报：“ＳｔａｆｆｄｅｌＪａｎｕｚｚｉ与外交部军控司司长讨论防扩散、伊朗和朝鲜问题”。

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以及商务、创新与技能、国际发展和防务等部门，《英国

战略出口控制年度报告２００９》（文书局：伦敦，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７日），第８页。英国计算没

收总数时把列在英国军用品清单物项和依据欧共体１３３４／２０００号条例需要出口许可证的双

用途货物都包括在内。参见英国税务和海关署的 《部门报告２００９》，Ｃｍ７５９１， （文书局：

伦敦，２００９年７月），第９０页。英国军用品清单包括 “安全和准军用物品”。英国商务、

创新和技能部，《英国军用品清单》，２０１０年８月，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ｉｓ．ｇｏｖ．ｕｋ／ａｓ

ｓｅｔｓ／ｂｉｓｃｏｒｅ／ｅｃｏ／ｄｏｃ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ｓｔｓ／ｕｋ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ｌｉｓｔ．ｐｄｆ〉，第５页。



控制清单的双用途物项对ＷＭＤＨ和导弹计划的重要性。英国安全部

门局 （军情五处）也会就涉及扩散关切的某项货运或最终用户要求公

司保持警惕。〔７３〕

第五节　结语

２０１０年的情况进一步增强了正在形成的共识，即虽然建立有效

的许可证和出口控制制度是打击扩散的必要基础，但奏效的方式还需

要采取其他行动，包括： （１）对工业界进行外联和警示予以预防；

（２）通过劝阻或没收货物予以制止；（３）开展国际合作，可以是双边

的合作，或通过多边机制或倡议的合作；（４）实行信息共享，既可在

双边、地区进行，也可通过多边机制进行；（５）国家和国际的能力建

设； （６）采取拦截来阻止涉及扩散的敏感物流； （７）盯住扩散性

融资。

在这些行动之间大有相互补益的余地。譬如，ＰＳＩ可以研究

ＦＡＴＦ的结构和行动方面，汲取如何扩展参加国，把扩散链上关键国

家吸收进来的高见；制订和采用拦截敏感货物的国际准则，为此或可

发布ＰＳＩ的 “类型”报告及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第１５４０号和１９２９号决

议中拦截措施的指导；以及采纳业内专家审议制度，以利于能力建设

和共享最佳实践。

此外，区分伙伴合作与技术援助的界限日益模糊。新型的伙伴关

系正在形成，而技术援助的接受方在财政和政治上正在成为伙伴方。

导致这一趋势的部分原因是人们日益认识到基于同伴合作精神的方式

更为有效，因为提升了归属感和可持续性，认识到所有国家必须共同

努力进行能力建设和打击扩散，认识到没有任何国家在面临挑战和迅

速发展的战略贸易控制领域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由于采购网络的运作方式已能适应对生产国直接出口双用途物项

的限制，打击扩散的行动已演变为涵盖中介、运输、转运和金融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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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 英国安全局，“打击扩散”，［无日期］，网址：〈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ｉ５．ｇｏｖ．ｕｋ／ｏｕｔ

ｐｕｔ／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ｈｔｍｌ〉。



面，这就涉及到整个供应链上的国家。于是，可能涉及或被用于扩散

活动的国家和行为体数量有所增加，并因此受到国际义务和相应国内

法的影响。服从战略出口控制的不再只是出口者，同时还会波及生产

者、发货者、交易者、运货者、保险公司和银行，尤其是关系到联合

国安理会新决议时更是如此。

（李长和　译）

１６５★ 第十一章　战略性贸易控制：打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



附
录１

１
犃

２０１０年多边武器禁运

皮埃特·Ｄ·魏泽曼　诺埃尔·凯利

一、导言

２０１０年共有２９项强制性多边武器禁运在执行，被禁运的对象总

共１６个，其中包括政府、非政府武装和一个跨国网络。在这些禁运

中，１２项由联合国实施、１６项由欧盟实施、１项由西非国家经济共

同体 （简称ＥＣＯＷＡＳ）实施。〔１〕

２０１０年期间，联合国安理会未采取新的武器禁运，不过它扩展

了对伊朗的武器禁运。一项对塞拉利昂的禁运得以撤销。

欧盟实施的１６项禁运中有１０项是直接执行联合国的武器禁运，

２项在范围和覆盖面上有别于联合国的禁运，还有４项是联合国所没

有的。〔２〕２０１０年，欧盟实施一项新禁运，执行联合国２００９年１２月

对厄立特里亚采取的禁运，撤消执行联合国对塞拉利昂的禁运。

ＥＣＯＷＡＳ的单项禁运是２０１０年唯一由一个多边组织实施的其他

禁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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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此外，一项自愿性多边禁运仍在执行：１９９２年，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简称

ＯＳＣＥ）要求所有成员国对参与ＮａｇｏｒｏＫａｒａｂａｋｈ地区战斗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实行武器

禁运。虽然这一要求从未取消过，但ＯＳＣＥ一些成员国自１９９２年以来已向亚美尼亚和阿塞

拜疆提供了武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高官委员会，声明，１９９２年３月１３日第八次会

议日志附件２。

两项有别于的联合国对应禁运是针对伊朗和苏丹的禁令。欧盟对伊朗禁运所涵

盖的武器类别多于联合国的禁运；欧盟对苏丹的禁运覆盖其全国，而联合国禁运只针对达

尔富尔地区。联合国所没有的４项禁运涉及中国、几内亚、缅甸和津巴布韦。欧盟执行联

合国禁运的１０项禁运列于以下表１１Ａ。



本附录第二节详述２０１０年联合国武器禁运的情况，第三节叙述

ＥＣＯＷＡＳ和欧盟武器禁运情况。表１１Ａ详细列出在２０１０年实施的

所有多边武器禁运。本附录未涉及某些国家单方实施的正式和非正式

武器禁运。

二、联合国武器禁运情况

２０１０年６月，联合国安理会扩大对伊朗关于常规武器转让的制

裁范围。〔３〕这是对伊朗未遵守联合国以往决议所作的反应，决议要

求它停止有关核后处理、重水和铀浓缩的活动。虽然已有联合国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采取的制裁，禁止向其提供与核武器运载系统相关的技

术，２０１０年的制裁则禁止提供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 （ＵＮＲＯＣＡ）

定义的重型常规武器，即作战坦克、装甲战车、大口径火炮、战斗

机、攻击型直升飞机、军舰、某些导弹和导弹发射器。制裁还包括禁

止提供零配件以及与供应、制造、维修或使用所列物项相关的任何帮

助。由于决议使用的是 ＵＨＲＯＣＡ的定义，禁运并不涉及所有武

器，〔４〕特别是不禁止提供陆基地对空 （萨姆，ＳＡＭ）导弹系统和大

部分小武器及轻武器。不过，决议要求各国在向伊朗提供非禁运的武

器和相关物资方面保持克制。

武器禁运的具体措词引发了关于俄罗斯是否仍可向伊朗交付Ｓ

３００ＰＭＵ１（ＳＡ２０Ａ）ＳＡＭ地对空导弹系统问题。此导弹系统可大

大增加对伊朗核设施进行任何空袭的难度，订货于２００５年，交货期

几度推迟。俄罗斯官员发出混乱的信号，有时说认为联合国的禁运禁

止交付该系统，有时又表示俄罗斯会允许生产，履行合同；〔５〕最终，

俄罗斯于２０１０年９月通过立法实施联合国对伊朗的制裁，明确禁止

３６５★ 附录１１Ａ　２０１０年多边武器禁运 ★

〔３〕

〔４〕

〔５〕

联合国安理会第１９２９号决议，２０１０年６月９日。

关于ＵＮＲＯＣＡ定义细节，参见联合国，裁军事务部 《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

信息册２００７》（联合国，纽约，２００７），第５—６页。关于ＵＮＲＯＣＡ，另可参见本卷附录

６Ｃ。

“国防部长称向伊朗交付Ｓ—３００事未定”，俄罗斯新闻社，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０日，

网址：〈ｈｔｔｐ：／／ｅｎ．ｒｉａｎ．ｒｕ／ｍｌｉｔａｒｙ＿ｎｅｗｓ／２０１００８２０／１６０２７３４３４．ｈｔｍｌ〉；和 “俄罗斯会因

与伊朗的导弹合同违约而损失数十亿”，俄罗斯新闻社，２０１０年６月３０日。网址： 〈ｈｔ

ｔｐ：／／ｅｎ．ｒｉａｎ．ｒｕ／ｒｕｓｓｉａ／２０１００６３０／１５９６４１４６５．ｈｔｍｌ〉。另可参见本卷第六章第二节。



交付Ｓ３００ＳＡＭ系统。〔６〕

２０１０年９月，安理会撤销联合国对塞拉利昂制裁的剩余部分，

该制裁最早于１９９８年实施。〔７〕虽然制裁主要是针对革命联合战线

（ＲＵＦ）反叛集团，但也要求塞拉利昂政府对所有进口的武器和采购

物资进行标记、登记并通报制裁委员会。〔８〕安理会决定撤销制裁的

原因是该国政府已能充分控制全部国土。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安理会加大对苏丹达尔富尔地区制裁的力度，要

求各成员国确保向苏丹其他地区出售或提供的任何武器都须附带关于

最终用户的条件，书面说明这些武器不得在达尔富尔地区使用。〔９〕

这是对联合国专家们就达尔富尔地区军事装备多次进行观察的回应，

专家们有充分理由认为，苏丹政府部队拥有的一些军事装备是２００５

年３月相关制裁扩展到政府军之后交付到苏丹的。这批装备包括未经

证实但有可能是源于中国的弹药 （见下文）和一些较清楚的案例。例

如，联合国苏丹问题专家组在达尔富尔发现苏丹自２００８年以来从白

俄罗斯获得几架苏－２５战机，其使用条件是不得违反联合国的制

裁。〔１０〕专家组进一步建议要求供应方向苏丹问题制裁委员会通报向

苏丹出售的军事货物和服务，此议未被采纳。〔１１〕

２０１０年８月，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 （简称 “联科行动”，ＵＮＯ

ＣＩ）发布其关于２０１０年２月在该国发生暴力示威的调查报告。〔１２〕报

告的结论是，政府部队试图镇压示威时严重违反人权。然而，该报告

建议撤销对科特迪瓦的武器禁运，允许其进口抗暴物资，“因为由于

４６５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厄洛斯总统，“关于执行联合国安理会伊朗问题第１９２９号决议的总统令”，２０１０

年９月２２日，网址：〈ｈｔｔｐ：／／ｅｎｇ．ｋｒｅｍｌｉｎ．ｒｕ／ａｃｔｓ／９８０〉。

联合国第１９４０号决议，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９日。

联合国安理会第１１７１号决议，１９９８年６月５日。另可参见安理会制裁塞拉利昂

委员会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ｓｃ／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１１３２／。

联合国安理会第１９４５号决议，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４日，第１０段。

联合国安理会，依照第１５９１（２００５）号决议所设关于苏丹的专家组报告，２０１０

年９月２０日，第Ｓ／２０１１／１１１号文件的附件，２０１１年３月８日，第３０—３１页。

联合国安理会，依照第１５９１（２００５）号决议所设关于苏丹的专家组第二次报告

第３段，第Ｓ／２００６／２５０号文件的附件，２００６年４月１９日，第３页。

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 （ＵＮＯＣＩ），人权处，Ｒａｐｐｏｒｔｓｕｒｌｅｓ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ｓｄｅｓｄｒｏｉｔｓ

ｄｅｌｈｏｍｍｅｌｉéｅｓａｕｘéｖéｎｅｍｅｎｔｓｄｅｆéｖｒｉｅｒ２０１０（关于与２０１０年２月事件有关的违反人

权事报告），［无日期］，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ｎｕｃｉ．ｏｒｇ／ｓｐｉｐ．ｐｈｐ？ｒｕｂｒｉｑｕｅ１２〉。



缺少这些物资造成执法部队动用武器”。〔１３〕２０１０年１０月，安理会把

武器禁运延长至２０１１年４月３０日，但修改为允许 “提供经制裁委员

会事先核准的非致命性装备，仅为了让科特瓦安全部队在维持公共秩

序时只使用适当和相称的武力。”〔１４〕

联合国专家组

联合国安理会任命了几个专家组监督执行联合国的制裁。在

２０１０年６月设立的监督执行对伊朗制裁的专家组之后，２０１０年期间

进行的１２项武器禁运中仅两项没有与之关联的专家组。〔１５〕不过，在

联合国内对这些专家组的活动并非没有争议。２０１０年发生了几次联

合国成员国对专家组的报告作出强烈反应，试图改动或阻挠发布报

告，或难以就专家组的组成达成一致。

２０１０年５月，监督执行联合国对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 （朝鲜）

制裁的专家组向安理会提交其首次报告。据报道，中国和安理会另一

个常任理事国反对报告中的一些内容 （虽然公众不了解反对的是什

么），于是推延了发布。〔１６〕最终中国在２０１０年１１月份同意公开发布

该报告，虽然其案文在６月份时即已泄露。〔１７〕

在任命制裁伊朗专家组成员时也出现困难，因为安理会成员国之

间迟迟难以达成一致。从专家组成立到联合国秘书长最终能够任命该

５６５★ 附录１１Ａ　２０１０年多边武器禁运 ★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联合国，新闻处，“科特迪瓦：联合国调查发现２月抗议期间严重违反人权”，

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７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ａｐｐｓ／ｎｅｗｓ／ｓｔｏｒｙ．ａｓｐ？ＮｅｗｓＩＤ＝３５７５１〉。

联合国安理会第１９４６号决议，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５日，第５段。还可参见安理会关

于科特迪瓦的制裁委员会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ｓｃ／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１５７２／〉。

对伊拉克和黎巴嫩境内非政府武装的制裁没有专家组。新专家组是由联合国安

理会第１９２９号决议设立的 （同注释 〔３〕）。在该专家组设立之前，制裁伊朗委员会曾发布

两份所谓的执行协助通报，其中包含在地中海拦截载有伊朗军火船只两个案件的详情。联

合国安理会，制裁伊朗委员会，“执行协助通报”，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４日；以及 “第２号执行

援助通报”；犎犪狀狊犪犐狀犱犻犪’，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ｓｃ／ｃｏｍｍｉｔ

ｔｅｅｓ／１７３７／ｓｅｌｅｃｄｏｃｓ．ｓｈｔｍｌ〉。

Ｃｈａｒｂｏｎｎｅａｕ，Ｌ．，“中国不再阻止关于朝鲜的严厉报告”：联合国使节”，路透

社，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９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ｅｕｔｅｒｓ．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ｄＵＳＴＲＥ６Ａ８０ＳＭ２０１０

１１０９〉。

联合国安理会，依据第１８７４ （２００９）号决议所设专家组报告，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２

日，第Ｓ／２０１０／５７１号文件附件，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５日；及Ｌｅｗｉｓ，Ｊ．，“联合国安理会专家组

关于制裁朝鲜的报告”ＡｒｍｓＣｏｎｔｒｏｌ Ｗｏｎｋ，２０１０年６月３０日，网址：〈ｈｔｔｐ：／／

ｌｅｗｉｓ．ａｒｍ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ｗｏｎｋ．ｃｏｍ／ａｒｃｈｉｖｅ／２７８４／ｕｎｓｃｅｘｐｅｒｔｓｐａｎｅｌｏｎｄｐｒｋ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专家组，用了５个月时间，其组成是中国、法国、德国、日本、尼日

利亚、俄罗斯、联合王国和美国的专家，〔１８〕个中缘由没有公开，但

法国、英国和美国曾在２０１０年９月对此拖延表达关切。〔１９〕

联合国关于苏丹的专家组在其２０２０年１０月的报告中称，在达尔

富尔，包括在袭击非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 （简称ＵＮＡＭＩＤ）

人员的现场发现了小武器弹药，其标记与中国厂商所使用的标记一

致。〔２０〕专家组以谨慎的方式不排除中国境外的厂商可能会使用同样

的标记，也未暗指中国在知道会转往达尔富尔的情况下授权转让这些

弹药。但该专家组还是批评了中国没有提供这种弹药样品所需的细

节。专家组还质疑中国信相苏丹政府不会把进口的军事物资转运到达

尔富尔的保证，尽管专家组以前的调查曾发现该政府过去就这么

干过。〔２１〕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０日，制裁苏丹委员会讨论了专家组报告后，中

国对报告做出强烈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批评该报告说调查结果欠

妥，暗指专家组的工作有失客观，但未具体说明中方认为哪些调查结

果有问题。〔２２〕１０月４日，安理会延续了对专家组的授权，并追加要

求向苏丹出口的武器需有最终用户证明文件为条件，中国表示弃

权。〔２３〕专家组报告拖延到２０１１年３月公布。

据报道，中国还强烈反对关于科特迪瓦的专家组２０１０年１２月提

交的报告。据称该报告把中国列入一些国家的名单，这些国家都没有

６６５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联合国，安理会，秘书长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５日致安理会主席的信函，第Ｓ／２０１０／

５７６号文件，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８日。

联合国，安理会第６３８４次会议，第Ｓ／ＰＶ．６３８４号文件，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５日。

联合国 （同注释 〔１０〕）第２０页。

联合国 （同注释 〔１０〕）第２５页。

马朝旭．，发言人，新闻发布会，中国外交部，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１日，网址：〈ｈｔ

ｔｐ：／／ｗｗｗ．ｍｆａ．ｇｏｖ．ｃｎ／ｅｎｇ／ｘｗｆｗ／ｓ２５１０／２５１１／ｔ７６３４６６．ｈｔｍ〉。

联合国，安理会第６４０１次会议，第Ｓ／ＰＶ．６４０１号文件，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４日；

及联合国安理会第１９４５号决议 （同注释 〔９〕）。另可参见联合国，安理会，“安理会关注达

尔富尔暴力活动增加，通过第１９４５ （２０１０）号决议延续授权专家组监督”，２０１０年１０月

１４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Ｎｅｗｓ／Ｐｒｅｓｓ／ｄｏｃｓ／２０１０／ｓｃ１００５６．ｄｏｃ．ｈｔｍ〉；及Ｃｈａｒ

ｂｏｎｎｅａｕ，Ｌ．，“中国企图回避达尔富尔弹药问题报告：使节”，路透社，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０

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ｅｕｔｅｒｓ．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ｄＵＳＴＲＥ６９Ｉ６Ｌ７２０１０１０１９〉。



就科特迪瓦境内发现的武器按要求提供完整资料。〔２４〕

违反禁运案

２０１０年期间，安理会几个制裁委员会和专家组报告称有严重违

反联合国武器禁运的情况。〔２５〕

９月份，在意大利扣押了一个装有烈性炸药的集装箱，此集装箱

来自伊朗前往叙利亚，违反了关于禁止伊朗武器出口的禁运。１０月

份，在尼日利亚扣押了１３个装有武器和弹药的集装箱，它们来自伊

朗，运往身份不明的收货方。〔２６〕

自１９９２年对索马里非政府武装力量实行武器禁运以来，违禁行

为经常发生。〔２７〕２０１０年２月，联合国关于索马里的监督组报告说，

前一年违反联合国禁运进入索马里的小武器和轻武器主要源于也门和

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曾是武装反对派集团的主要赞助方，看来已

减少军事援助，而仍继续提供政治、外交，或许财政支持。〔２８〕

２０１０年期间，对运到科特迪瓦的可疑小武器和弹药继续进行调

查，其中有些数量看来较大。〔２９〕２０１０年１０月，在美国逮捕了一个

科特迪瓦上校和一个美国武器中间商，因为他们企图向科特迪瓦武装

部队供应４０００把手枪。〔３０〕

虽然以往关于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禁运报告曾指出有军火自邻国

输入，但２０１０年关于刚果的专家组报告没有此说。该报告倒是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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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Ｌｙｎｃｈ，Ｃ．，“独家报道：中国遭点名批评，转而恫吓”，ＴｕｒｔｌｅＢａｙ博客，外交

政策，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８日，网址：〈ｈｔｔｐ：／／ｔｕｒｔｌｅｂａｙ．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ｃｏｍ／ｐｏｓｔｓ／２０１１／０１／１８／

ｎａｍｅｄ＿ａｎｄ＿ｓｈａｍｅｄ＿ｃｈｉｎａｔｕｒｎｓ＿ｔｏ＿ｉｎｔｉｍｉｄａｔｉｏｎ〉。

专家组的报告可见于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委员会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ｓｃ／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

联合国，安理会，第６４４２次会议，第Ｓ／ＰＶ．６４４２号文件，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

Ｗｅｚｅｍａｎ，Ｐ．Ｄ．，“索马里的武器泛滥和冲突”，ＳＩＰＲＩ背景文件，２０１０年１０

月，网址：〈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ｓ．ｓｉｐｒｉ．ｏｒｇ／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ｎｆｏ？ｃ＿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ｄ＝４１６〉，第二节。

联合国，安理会，依据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６日安理会第１８５３ （２００８）号决议所设关

于索马里的监督组报告，第Ｓ／２０１０／９１文件附件，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０日，第６页。

联合国，安理会，依据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８日安理会第１８９３（２００９）号决议第１２段

所设关于科特迪瓦的专家组报告，第Ｓ／２０１０／１７９号文件附件，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２日。

Ｅｌｉａｓ，Ｐ．，“科特迪瓦军官因走私枪支被捕”，美联社，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０日。



生过几次民主刚果武装部队军官向该国非政府武装团体之一提供

武器。〔３１〕

联合国关于民主刚果和索马里的武器禁运允许向政府军队提供武

器。不过必须事先通知联合国相关的制裁委员会，而且就索马里来说

不得进行转让。〔３２〕至于民主刚果，有些武器供应方把转让情况通知

了关于民主刚果的制裁委员会，有些则没有通知。即使作了通知，信

息经常有失完整或迟到。〔３３〕就索马里而言，向其安全部门提供的大

多数援助并未得到关于索马里的制裁委员会授权。〔３４〕

关于朝鲜的专家组虽然未发现向朝鲜的武器供应，但专家组报告

说该国违反２００６年实行的禁运，企图出口武器。〔３５〕２００９年６月设立

专家组之后的一年里，共有４起朝鲜武器出口案件报告给关于朝鲜的

制裁委员会，其中之一发生在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０年２月，一艘来自朝鲜

前往刚果共和国的船只在南非德班港口被扣押，船上装有坦克零部件

和其他军事货物。但专家组称无法确定还有多少其他违法武器交易得

逞而未被发现。〔３６〕总而言之，专家组认为朝鲜用新公司取代了联合

国认定的那些从事武器出口的公司；由于朝鲜商务船队状况每况愈下

以及对朝鲜船只的警惕性上升，看来朝鲜越来越依赖用外国拥有的轮

船运载违禁货物；并试图用化整为零的办法掩护军火交易。〔３７〕

三、其他多边武器禁运情况

２０１０年，对中国、几内亚、缅甸和津巴布韦四个国家的多边武

８６５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１★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专家组报告，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６日，第

Ｓ／２０１０／５９６号文件附件，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９日。

关于利比里亚的禁运也允许以此方式在预先通知后向其政府提供，但２０１０年期

间没有关于明显违禁的报道。

参见Ｂｒｏｍｌｅｙ，Ｍ．和Ｈｏｌｔｏｍ，Ｐ．，“向刚果民主共和国转让武器：评估武器转

让通 知 制 度，２００８—１０”，ＳＩＰＲＩ 背 景 文 件，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网 址：〈ｈｔｔｐ：／／

ｂｏｏｋｓ．ｓｉｐｒｉ．ｏｒｇ／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ｎｆｏ？ｃ＿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ｄ＝４１５〉。

联合国 （同注释 〔２８〕）第５４页。

联合国 （同注释 〔１７〕）第３页。

联合国 （同注释 〔１７〕）第２６页。

联合国 （同注释 〔１７〕）第２３、２４、２５页。



器禁运没有与之对应的联合国禁运。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欧盟于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对几内亚国内的暴力行为和日趋恶化的政治形势做出反

应，对其实行武器禁运。２０１０年期间，伴随１１月份的选举，政治形

势大为改善，但武器禁运并未解除。

津巴布韦自２００２年以来一直是欧盟武器禁运的对象国，２００９年

２月组成联合政府至今，被认为进步不大，尚不足以让欧盟解除对它

的制裁。〔３８〕

欧盟于１９８９年６月对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暴力镇压抗议事件作

出反应而对中国实行的武器禁运，一直是欧盟内部多年来讨论的议

题，２０１０年依然如此。１月份，西班牙外交部长莫拉蒂诺斯表示，西

班牙拟在其担任为期６个月的欧盟主席国期间把解除禁运问题列入欧

盟议事日程，美国的反应是极力劝说欧盟成员国不要同意撤销禁运。

大多数欧盟国家据报道向美国保证说它们打算保持禁运，２０１０年６

月，西班牙任主席国期满时，莫拉蒂诺斯宣称解除禁运的条件尚未达

到。〔３９〕不过这个问题在２０１０年９月欧盟国家审议中国与欧盟关系时

又进行了讨论。法国外长库希纳说法国长期以来一直赞同取消这项禁

运。〔４０〕据报道讨论的一份文件列举了可满足取消禁运的条件，包括

改善与台湾的关系，大赦１９８９年在天安门抗议活动的被捕者。〔４１〕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据报道欧盟外交事务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凯瑟琳·阿

什顿主张撤销禁运，在一篇战略性文章中辩称 “目前实行的武器禁运

是进一步发展欧盟与中国在外交政策和安全事务方面合作的主要障

碍。”〔４２〕此建议未能说服主张禁运的欧盟国家改变它们的立场。〔４３〕

９６５★ 附录１１Ａ　２０１０年多边武器禁运 ★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欧盟理事会，“理事会关于津巴布韦的结论”，第２９９６次外交事务理事会，布鲁

塞尔，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２日。

Ｃｕé，Ｃ．Ｅ．，“ＥＥＵＵｏｒｄｅｎóｉｍｐｅｄｉｒｑｕｅＥｓｐａａｌｅｖａｎｔａｒａｅｌｅｍｂａｒｇｏａＣｈｉ

ｎａ”［美国命令西班牙停止撤销对华禁运］，ＥｌＰａｉｓ，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４日。

“欧洲在对华武器禁运问题上依然看法不一”，法新社，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１日。

“欧洲在对华武器禁运问题上依然看法不一”（同注释 〔４１〕）。

Ｒｅｔｔｍａｎ，Ａ．，“阿什顿欧盟外交政策规划对中国采取实用立场”，欧盟观察，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７日，网址：〈ｈｔｔｐ：／／ｅｕ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ｃｏｍ／９／３１５３８〉。

Ｒｅｔｔｍａｎ，Ａ， “尽管有巨大投资，欧盟依然维持对华武器禁运”，欧盟观察，

２０１１年１月５日，网址：〈ｈｔｔｐ：／／ｅｕ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ｃｏｍ／８８４／３１５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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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犃

军控与裁军协定

南尼·博德尔

本附件罗列了与军控和裁军相关的多边和双边条约、公约、议定

书和协定。除非另外注明，本附件罗列的协定及其缔约国和签约国为

截至２０１１年１月１日的情况。

注释

１．协定被划分为普遍性条约 （即对所有国家开放的多边条约；

第一部分）、区域性条约 （即对特定区域国家开放的多边协定；第二

部分）和双边条约 （第三部分）。在每部分内，各项协定按其通过、

签署或开放供签署日期 （多边协定）或签署日期 （双边协定）的顺序

排列。协定生效日期及多边协定的保存人也一并列出。

２．资料主要来自条约保存方提供的签约国和缔约方名单。２００９

年１月１日后批准、加入、继承或签署协定的签约国、缔约国或成员

国名单以斜体字标明。

３．缔约方名单下面的脚注列出了有关国家就签署、批准、加入

或继承某些主要条约所作的最重要保留、声明或解释性声明的实质性

部分的内容。

４．国家和组织按照批准国、加入国或继承国的顺序排列。原非

自治领地在获得国家地位后，有时会申明其前殖民国家所签署的所有

协定继续有效。本附件只列出那些对协定继续生效作出无争议声明或

已通知协定保存方要继承协定的新国家。俄罗斯联邦继承苏联承担的

国际义务。塞尔维亚继承了前塞尔维亚和黑山联邦的国际义务。

５．除非另外注明，本附件所列的多边协定向所有国家或相关地

７７５★ 附件Ａ　军控与裁军协定 ★



区 （或区域）内的所有国家开放签署、批准、加入或继承。本附件所

列签约国或缔约方并不都是联合国会员国。由于国际社会不承认台湾

地区为主权国家，它仅被列为其所批准的协定的缔约方。

６．本附件尽可能提供精确的条约副本的获取地址 （出版物和在

线网址）。提供者主要是条约的保存方，与条约相关的机构或秘书处，

或者是 《联合国条约集》（见网址 〈ｈｔｔｐ：／／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ｕｎ．ｏｒｇ／〉）。

第一部分　普遍性条约

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及细菌作战
方法的议定书 （１９２５年日内瓦议定书）
１９２５年６月１７日在日内瓦签署，１９２８年２月８日生效，由法国

政府保存。

议定书宣告缔约国同意遵守禁止在战争中使用这些武器的义务。

缔约国 （１３８个）：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哥拉、

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巴林、孟加拉国、巴

巴多斯、比利时、贝宁、不丹、玻利维亚、巴西、保加利亚、布基纳

法索、柬埔寨、喀麦隆、加拿大、佛得角、中非共和国、智利、中

国、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古巴、塞浦路斯、捷克共和

国、丹麦、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

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斐济、芬兰、法国、冈比亚、德国、加

纳、希腊、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几内亚比绍、梵蒂冈、匈牙利、冰

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

牙买加、日本、约旦、肯尼亚、朝鲜、韩国、科威特、老挝、拉脱维

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

森堡、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耳他、毛里求

斯、墨西哥、摩纳哥、蒙古、摩洛哥、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加

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挪威、巴基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

内１、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罗马尼亚、

俄罗斯、卢旺达、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

斯、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和黑山、塞拉利昂、斯洛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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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斯洛文尼亚、所罗门群岛、南非、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斯

威士兰、瑞典、瑞士、叙利亚、中国台湾地区、坦桑尼亚、泰国、多

哥、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乌干达、英国、乌

克兰、乌拉圭、美国、委内瑞拉、越南、也门。

注：加入本议定书时，有些国家有所保留，表示将对不遵守本议

定书的非国家行为体、含有不遵守本议定书非国家行为体的联盟以及

使用本议定书所禁止武器的违约国，保留使用化学或生物武器还击的

权利。其后，特别是１９７２年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和１９９３年 《禁止

化学武器公约》后，因为保留内容和公约的义务相矛盾，许多国家撤

销了保留。

除了这种 “明确”保留例外，有些国家在独立后发表声明继承各

自前殖民国家的议定书时，“含糊”地有所保留。例如，从法国和英

国独立的国家，在英法撤销或修改其保留之前就有过这种 “含糊”保

留。加入 （而不是继承）议定书的国家不通过此方式继承 “保留”。

议定书文本：见国际红十字会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网址： 〈ｈｔ

ｔｐ：／／ｗｗｗ．ｉｃｒｃ．ｏｒｇ／ｉｈｌ．ｎｓｆ／ＦＵＬＬ／２８０？Ｏｐｅｎ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关于防止和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 （种族灭绝公约）
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９日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通过，１９５１年１月

１２日生效，由联合国秘书长保存。

根据该公约，任何意在全部或部分消灭一个民族、部族、种族或

宗教团体的行为都是应按国际法进行惩治的罪行。

缔约国 （１４１个）：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道

尔、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阿

塞拜疆、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比

利时、伯利兹、玻利维亚、波黑、巴西、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

布隆迪、柬埔寨、加拿大、智利、中国、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

民主共和国、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古巴、塞浦路斯、

捷克共和国、丹麦、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爱沙尼亚、埃塞俄

比亚、斐济、芬兰、法国、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德国、加纳、

希腊、危地马拉、几内亚、海地、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印

度、伊朗、伊拉克、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约旦、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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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斯坦、朝鲜、韩国、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老挝、拉脱维亚、

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

堡、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墨西

哥、摩尔多瓦、摩纳哥、蒙古、黑山、摩洛哥、莫桑比克、缅

甸、纳米比亚、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利亚、挪

威、巴基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秘鲁、菲律

宾、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卢旺达、圣文森

特和格林纳丁斯、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新

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

瑞典、瑞士、叙利亚、坦桑尼亚、多哥、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土耳其、乌干达、英国、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乌

拉圭、美国、乌兹别克斯坦、委内瑞拉、越南、也门、津巴

布韦。

批准、加入和继承时表示有所保留和／或发表声明。

签署但未批约国 （１个）：多米尼加共和国

公约文本：见联合国条约汇编，网址：〈ｈｔｔｐ：／／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ｕｎ．

ｏｒｇ／Ｐａｇｅｓ／ＣＴＣ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ａｓｐｘ？ｉｄ＝４〉。

关于战争时期保护平民的日内瓦第四公约
１９４９年８月１２日在日内瓦签署，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２１日生效，由瑞

士联邦委员会保存。

公约规定了在战争地区和被占领土保护平民的原则。公约在

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１日到８月１２日召开的外交会议上制定。（同时，其他

三个公约相继出台。第一公约旨在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

遇；第二公约旨在改善海上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及舰艇失事人员的境

遇；第三公约涉及战俘待遇）。

缔约国 （１９４个）：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道

尔、安哥拉、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

奥地利、阿塞拜疆、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

罗斯、比利时、伯利兹、贝宁、不丹、玻利维亚、波黑、博茨瓦纳、

巴西、文莱、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寨、喀麦隆、加

拿大、佛得角、中非共和国、乍得、智利、中国、哥伦比亚、科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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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 （共和国）、库克群岛、哥斯达黎加、科

特迪瓦、克罗地亚、古巴、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吉布

提、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赤道

几内亚、爱沙尼亚、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斐济、芬兰、法国、

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德国、加纳、希腊、格林纳达、危地马

拉、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梵蒂冈、洪都拉斯、匈

牙利、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爱尔兰、以色

列、意大利、牙买加、日本、约旦、哈萨克斯坦、肯尼亚、基里巴

斯、朝鲜、韩国、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老挝、拉脱维亚、

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

堡、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

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岛、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墨

西哥、密克罗尼西亚、摩尔多瓦、摩纳哥、蒙古、黑山、摩洛哥、莫

桑比克、缅甸、纳米比亚、瑙鲁、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加拉

瓜、尼日尔、尼日利亚、挪威、阿曼、巴基斯坦、帕劳、巴拿马、

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

尔、罗马尼亚、俄罗斯、卢旺达、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

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萨摩亚、圣马力诺、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沙特

阿拉伯、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斯洛伐

克、斯洛文尼亚、所罗门群岛、索马里、南非、西班牙、斯里兰卡、

苏丹、苏里南、斯威士兰、瑞典、瑞士、叙利亚、塔吉克斯坦、坦

桑尼亚、泰国、东帝汶、多哥、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

土耳其、土库曼斯坦、图瓦卢、乌干达、英国、乌克兰、阿拉伯

联合酋长国、乌拉圭、美国、乌兹别克斯坦、瓦努阿图、委内瑞

拉、越南、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

注：１９８９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ＰＬＯ）通知公约保存方已决

定遵守四项日内瓦公约和１９７７年的两个议定书。

批准、加入或继承时表示有所保留和／或发表声明。

公约文本：见瑞士联邦外交部网站，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ｄａ．

ａｄｍｉｎ．ｃｈ／ｅｄａ／ｆｒ／ｈｏｍｅ／ｔｏｐｉｃｓ／ｉｎｔｌａ／ｉｎｔｒｅａ／ｃｈｄｅｐ／ｗａｒｖｉｃ／ｇｖａｃｉｖ．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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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９年日内瓦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害者的附
加议定书Ⅰ
１９４９年日内瓦公约关于保护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受害者

的附加议定书Ⅱ
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１２日在伯尔尼开放供签署，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７日生

效。由瑞士联邦委员会保存。

议定书确保了成员国在卷入国际性武装冲突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

中，选择作战方法和手段不是无限制的，禁止使用引起过分伤害和不

必要痛苦的武器和作战方法。

议定书Ⅰ （１７０和议定书Ⅱ的缔约国 （１６５个）：阿富汗、阿尔巴

尼亚、阿尔及利亚、安哥拉１、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亚美

尼亚、澳大利亚、巴哈马、奥地利、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

白俄罗斯、比利时、伯利兹、贝宁、玻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

塞哥维那、博茨瓦纳、巴西、文莱、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

布隆迪、柬埔寨、喀麦隆、加拿大、佛得角、中非共和国、乍得、

智利、中国、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共和

国、库克群岛、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古巴、塞浦

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共和

国、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爱沙尼亚、埃塞

俄比亚、斐济、芬兰、法国、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德国、

加纳、希腊、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

那、海地、梵蒂冈、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伊拉克１、爱尔

兰、意大利、牙买加、日本、约旦、哈萨克斯坦、肯尼亚、朝

鲜１、韩国、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老挝、拉脱维亚、黎巴嫩、

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

前南马其顿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尔代夫、马里、

马耳他、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墨西哥１、密克罗尼西亚、摩尔

多瓦、摩纳哥、蒙古、黑山、莫桑比克、纳米比亚、瑙鲁、荷

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挪威、阿曼、帕

劳、巴拿马、巴拉圭、秘鲁、菲律宾２、波兰、葡萄牙、卡塔

尔、罗马尼亚、俄罗斯、卢旺达、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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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萨摩亚、圣马力诺、圣多美和普林西

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

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所罗门群岛、南非、西班牙、苏丹、

苏里南、斯威士兰、瑞典、瑞士、叙利亚１、塔吉克斯坦、坦

桑尼亚、东帝汶、多哥、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

土库曼斯坦、乌干达、英国１、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乌拉

圭、乌兹别克斯坦、瓦努阿图、委内瑞拉、越南、也门、赞比亚、

津巴布韦。

批准、加入或继承时表示有所保留和／或发表声明。

１．只是议定书Ｉ的缔约国。

２．只是议定书ＩＩ的缔约国。

议定书文本：见瑞士联邦外交部网站，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

ｅｄａ． ａｄｍｉｎ．ｃｈ／ｅｄａ／ｆｒ／ｈｏｍｅ／ｔｏｐｉｃｓ／ｉｎｔｌａ／ｉｎｔｒｅａ／ｃｈｄｅｐ／ｗａｒｖｉｃ． ｈｔ

ｍｌ〉。

南极条约
１９５９年１２月１日在华盛顿签署，１９６１年６月２３日生效，由美

国政府保存。

条约宣布南极地区只能用于和平目的。禁止在南极地区采取任何

有军事性质的措施，诸如建立军事基地和要塞，进行军事演习或任何

种类武器的试验。条约禁止在南极进行任何核爆炸和抛置放射性废

料。条约赋予对南极所有站点，和设施进行现场视察的权利，以确保

对条约规定的遵守。

根据条约第９条规定，定期举行会议交换信息，就有关南极问题

进行磋商，为促进本条约的宗旨和目标向有关国家政府提出举措

建议。

条约须经各签字国批准，向联合国会员国，或经有资格参加本条

约第九条规定的磋商会议的所有缔约国同意而邀请加入本条约的任何

其他国家开放入约。对南极感兴趣，在那里从事真实的科学研究的国

家，如建立科学考察站和派遣探测队，都可以成为条约协商国。

缔约国 （４８个）：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白俄罗斯、

比利时＋、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智利＋、中国＋、哥伦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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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捷克共和国、丹麦、厄瓜多尔＋、爱沙尼亚、芬兰＋、法国＋、

德国＋、希腊、危地马拉、匈牙利、印度＋、意大利＋、日本＋、朝

鲜、韩国＋、摩纳哥、荷兰＋、新西兰＋、挪威＋、巴布亚新几内亚、

秘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斯洛伐克、南非＋、

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乌克兰＋、乌拉圭＋、美

国＋、委内瑞拉。

＋根据条约第九条有资格参加磋商会议的国家。

条约文本：见南极条约秘书处网站，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ｔｓ．

ａｑ／ｅ／ａｔｓ＿ｔｒｅａｔｙ．ｈｔｍ〉。

《南极条约环境保护议定书》（１９９１年马德里议定书）于１９９８年

１月１４日生效。

议定书文本：见南极条约秘书处网站，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

ａｔｓ．ａｑ／ｅ／ａｔｓ＿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ｈｔｍ〉。

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
（部分禁试条约，犘犜犅犜）
１９６３年８月５日三个原始缔约国在莫斯科签署，１９６３年８月８

日在伦敦、莫斯科和华盛顿对其他国家开放签署。条约于１９６３年１０

月１０日生效，由英国、美国和俄罗斯三国政府保存。

条约禁止缔约方在下列地方进行任何核武器试验爆炸或任何其他

核爆炸：

（一）在大气层；在它的范围以外，包括外层空间；或水下，包

括领海水域或公海。

（二）在任何其他环境中，如果这种爆炸所产生的放射性尘埃出

现于在其管辖或控制下进行这种爆炸的缔约方领土界限以外的地方。

缔约国 （１２５个）：阿富汗、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亚美尼

亚、澳大利亚、奥地利、巴哈马、孟加拉国、白俄罗斯、比利时、贝

宁、不丹、玻利维亚、波黑、博茨瓦纳、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

佛得角、中非共和国、乍得、智利、哥伦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哥

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多

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斐济、芬

兰、法国、加蓬、冈比亚、德国、加纳、希腊、危地马拉、几内亚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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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

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日本、约旦、肯尼亚、韩国、科

威特、老挝、黎巴嫩、利比里亚、利比亚、卢森堡、马达加斯加、马

拉维、马来西亚、马耳他、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墨西哥、蒙古、

摩洛哥、缅甸、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

亚、挪威、巴基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秘鲁、菲律宾、波

兰、罗马尼亚、俄罗斯、卢旺达、萨摩亚、圣马力诺、塞内加尔、塞

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

非、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苏里南、斯威士兰、瑞典、瑞士、叙

利亚、中国台湾地区、坦桑尼亚、泰国、多哥、汤加、特立尼达和多

巴哥、突尼斯、土耳其、乌干达、英国、乌克兰、乌拉圭、美国、委

内瑞拉、也门、赞比亚。

签署但未批约国 （１１个）：阿尔及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

喀麦隆、埃塞俄比亚、海地、马里、巴拉圭、葡萄牙、索马里、

越南。

条约文本：见联合国 《条约集》第４８０卷 （１９６３年）。

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与其他天体在内的外层空
间活动的原则条约 （外空条约）
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７日在伦敦、莫斯科、华盛顿开放签署，１９６７年

１０月１０日生效，由英国、俄罗斯和美国三国政府保存。

条约禁止在环绕地球的轨道放置任何载有核武器或任何其他种类

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物体，禁止以任何其他方式在天体上或外层空

间安置此种武器。同时，也禁止在天体上建立军事基地、装置和要

塞，或试验任何种类的武器和进行军事演习。

缔约国 （１０８个）：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安提瓜和巴布达、阿

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巴哈马、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

斯、比利时、贝宁、巴西、文莱、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加拿大、

智利、中国、古巴、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多米尼克、多米

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斐济、芬

兰、法国、德国、希腊、格林纳达、几内亚比绍、匈牙利、冰岛、印

度、印度尼西亚、伊拉克、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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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哈萨克斯坦、肯尼亚、韩国、科威特、老挝、黎巴嫩、利比亚、

卢森堡、马达加斯加、马里、毛里求斯、墨西哥、蒙古、黑山、摩洛

哥、缅甸、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日尔、尼日利亚、挪威、巴基

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秘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

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岛、圣文森特岛和格林纳丁斯、圣马力

诺、沙特阿拉伯、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斯洛伐克、所罗门群

岛、南非、西班牙、斯里兰卡、斯威士兰、瑞典、瑞士、叙利亚、中

国台湾地区、泰国、多哥、汤加、突尼斯、土耳其、乌干达、英国、

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乌拉圭、美国、委内瑞拉、越南、也

门、赞比亚。

签署但未批约国 （２７个）：玻利维亚、博茨瓦纳、布隆迪、喀麦

隆、中非共和国、哥伦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共和国、埃塞俄

比亚、冈比亚、加纳、圭亚那、海地、梵蒂冈、洪都拉斯、伊朗、约

旦、莱索托、卢森堡、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马来西亚、尼加拉

瓜、巴拿马、菲律宾、卢旺达、塞尔维亚、索马里、特立尼达和多

巴哥。

条约文本：见联合国 《条约集》第６１０卷 （１９６７年）。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核不扩散条约，犖犘犜）
１９６８年７月１日在伦敦、莫斯科、华盛顿开放签署，１９７０年３

月５日生效，由英、俄、美三国政府保存。

条约禁止核武器国家 （在此条约中，界定为１９６７年１月１日以

前制造并爆炸了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国家）向任何接受者转让

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或此种武器或爆炸装置的控制权；禁止其

协助、鼓励、诱导任何无核武器国家制造或以其他方法获得这种武器

或装置；禁止无核武器国家从任何转让者获取此种武器；禁止无核武

器国家制造或以其他方式获得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

缔约方承诺为和平利用核能而进行设备、原料以及科技信息的交

换提供便利，并确保条约的无核武器缔约方也能享有和平利用核爆炸

带来的潜在好处。缔约方还承诺就早日停止核军备竞赛和进行核裁军

的有效措施，以及就全面彻底裁军条约进行有诚意的谈判。

为了防止用于和平目的的核能转用于制造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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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无核武器国家承诺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签定保障监督协定。附加于

该协定用于强化措施的议定书范本于１９９７年通过，附加保障监督议

定书由各国分别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签署。

１９９５年召开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与延期大会决定，该条约

无限期有效。

缔约国 （１９０个）：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

道尔、安哥拉、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

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

斯＋、白俄罗斯＋、比利时＋、伯利兹＋、贝宁、不丹＋、玻利维亚＋、

波黑＋、博茨瓦纳、巴西＋、文莱＋、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

隆迪、柬埔寨＋、喀麦隆＋、加拿大＋、佛得角、中非共和国、乍得、

智利＋、中国＋、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共和

国、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古巴＋、塞浦路斯＋、

捷克共和国＋、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共和国＋、厄

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爱沙尼

亚＋、埃塞俄比亚＋、斐济＋、芬兰＋、法国＋、加蓬、冈比亚＋、格

鲁吉亚、德国＋、加纳＋、希腊＋、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几内亚、

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梵蒂冈＋、洪都拉斯＋、匈牙利＋、冰

岛＋、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爱尔兰＋、意大利＋、牙买

加＋、日本＋、约旦＋、哈萨克斯坦＋、肯尼亚、基里巴斯＋、韩国＋、

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老挝＋、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

托＋、利比里亚、利比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前

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

尔代夫＋、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岛、毛里塔尼亚、毛里求

斯＋、墨西哥＋、密克罗尼西亚、摩尔多瓦、摩纳哥＋、蒙古＋、黑

山、摩洛哥＋、莫桑比克、缅甸＋、纳米比亚＋、瑙鲁＋、尼泊尔＋、

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挪威＋、阿曼、

帕劳、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

兰＋、葡萄牙＋、卡塔尔、罗马尼亚＋、俄罗斯＋、卢旺达、圣基茨和

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萨摩亚＋、圣马力

诺＋、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尔维亚＋、

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所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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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岛＋、索马里、南非＋、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苏里南＋、

斯威士兰＋、瑞典＋、瑞士＋、叙利亚＋、中国台湾地区、塔吉克斯

坦＋、坦桑尼亚＋、泰国＋、东帝汶、多哥、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

哥＋、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图瓦卢＋、乌干达、英国＋、

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乌拉圭＋、美国＋、乌兹别克斯坦＋、

瓦努阿图、委内瑞拉＋、越南＋、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

＋根据条约要求同国际原子能机构所签保障监督协定已生效的国

家，或依据条约规定，在自愿基础上签署这种协定的核武器国家。

条约文本：见国际原子能机构１９７０年４月２２日ＩＮＦＣＩＲＣ１４０号

文件，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ａｅａ．ｏｒｇ／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Ｔｒｅａ

ｔｉｅｓ／ｎｐｔ．ｈｔｍｌ〉。

保障监督附加议定书生效的缔约国 （１０５个）：阿富汗、阿尔巴

尼亚、安哥拉、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孟加拉

国、比利时、博茨瓦纳、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加拿大、

中非共和国、乍得、智利、中国、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民主共和

国、克罗地亚、古巴、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多米尼加共和

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爱沙尼亚、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斐济、芬

兰、法国、加蓬、格鲁吉亚、德国、加纳、希腊、危地马拉、海地、

梵蒂冈、匈牙利、冰岛、印度尼西亚、爱尔兰、意大利、牙买加、日

本、约旦、哈萨克斯坦、肯尼亚、韩国、科威特、拉脱维亚、莱索

托、利比亚、立陶宛、卢森堡、前南马其顿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

拉维、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岛、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摩纳

哥、蒙古、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挪威、帕

劳、巴拿马、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

罗斯、卢旺达、塞舌尔、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

班牙、斯威士兰、瑞典、瑞士、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土耳其、土

库曼斯坦、乌干达、英国、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乌拉圭、美

国和乌兹别克斯坦。

注：２００７年２月６日伊朗通知国际原子能机构，它不再执行其

未批准的附加保障监督议定书的规定。中国台湾地区虽未签订保障监

督协定，但已同意采用１９９７年保障监督议定书范本中包含的措施。

保障监督附加议定书文本：见国际原子能机构１９９７年９月ＩＮ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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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ＲＣ５４０号文件 （已修正），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ａｅａ．ｏｒｇ／Ｐｕｂｉ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ａｃｔｓｈｅｅｔｓ／Ｅｎｇｌｉｓｈ／ｓｇ＿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ｈｔｍｌ〉。

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
性武器条约 （海床条约）
１９７１年２月１１日在伦敦、莫斯科和华盛顿开放签署，１９７２年５

月１８日生效，由英国、俄罗斯和美国三国政府保存。

条约禁止在１２海里 （１９公里）海床区外部界限以外的海床、洋

底及其底土安装或设置任何核武器和其他任何类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

器，以及专为储存、试验或使用此种武器而设计的建筑物、发射装置

或任何其他设备。

缔约国 （９７个）：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

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巴哈马、白俄罗斯、比利时、贝宁、波黑、

博茨瓦纳、巴西１、保加利亚、加拿大２、佛得角、中非共和国、中

国、刚果 （共和国）、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古巴、塞浦路斯、捷克

共和国、丹麦、多米尼加共和国、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芬兰、

德国、加纳、希腊、危地马拉、几内亚比绍、匈牙利、冰岛、印度３、

伊朗、伊拉克、爱尔兰、意大利４、牙买加、日本、约旦、韩国、老

挝、拉脱维亚、莱索托、利比亚、列支敦士登、卢森堡、马来西亚、

马耳他、毛里求斯、墨西哥５、蒙古、黑山、摩洛哥、尼泊尔、荷兰、

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挪威、巴拿马、菲律宾、波兰、葡萄

牙、卡塔尔、罗马尼亚、俄罗斯、卢旺达、圣基茨和尼维斯、圣文森

特和格林纳丁斯、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沙特阿拉伯、塞尔维亚６、塞

舌尔、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所罗门群岛、南非、西班

牙、斯威士兰、瑞典、瑞士、中国台湾地区、多哥、突尼斯、土耳

其７、英国、乌克兰、美国、越南８、也门、赞比亚。

１．巴西声明：巴西理解条约第三条第一款中 “观察”一词仅指

根据国际法进行同正常航海路线有关的观察。

２．加拿大声明：不能把第一条第一款理解为任何国家有权在其

国家管辖范围之外的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装或设置任何第一条第一

款没有禁止的任何武器，也不能解释为对这片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地

区完全用于和平目的的原则构成任何限制。第一、二、三条不能被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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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为表示除沿岸国以外的任何国家有任何权利在同沿岸国家相连的、

在第一条提到的和第二条界定的海底地区之外的大陆架或其底土上安

装或设置第一条第一款未禁止的任何武器。第三条不能被解释为容许

以任何方式限制或约束沿岸国享有的同其专有主权一致的有关大陆架

的权利，以及在以下方面的权利：对在同其相连的、在第一条提到的

和第二条界定的海底地区之外的大陆架或其底土上安装或设置的任何

武器、建筑、装置、设施或设备进行视察或实行拆除。

３．印度加入该条约是基于以下立场：印度对与其领土相连、在

其领水及其底土以外的大陆架享有充分、专属的权利。因此，不能禁

止或限制印度作为一个沿岸国家行使以下方面的主权：核实、检查、

拆除或销毁任何可能在其大陆架上或大陆架下安装或设置的武器、设

备、建筑、装置或设施，以及采取其他可被认为必要的保护国家安全

的措施。

４．意大利声明：除其他事项以外，为达成在裁军领域进一步采

取措施以防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上进行军备竞赛的协议，需要根

据措施的性质逐一审查其适用范围，并解决划定其范围的问题。

５．墨西哥声明：该条约不能解释为一国有权在墨大陆架设置大

规模杀伤性武器或其他任何种类的武器或军事装备。墨西哥保留核

实、检查、拆除或销毁任何部署在其大陆架的武器、建筑、装置、设

备或设施，包括核武器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权利。

６．１９７４年，南斯拉夫大使转交给美国国务卿一份照会，称南斯

拉夫政府认为对条约第三条第一款应作如下解释：一国在行使该条款

规定的权利时，只要是在 “有关沿岸国大陆架的海域内”进行观察，

就应该提前通知该沿岸国。美国反对南斯拉夫的保留意见，认为这不

符合条约的宗旨和目的。

７．土耳其声明：缔约国不能用第二条的规定来支持与裁军无关

的要求。因此，第二条不能解释为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建立了联系。

另外，海床条约的任何规定都未给缔约国权利使已被其他国际文书非

军事化的地区军事化，也不能被解释为给予沿岸国或其他国家任何权

利实行在非军事化领土的大陆架设置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

武器。

８．越南声明：条约任何条款都不应被解释为可违背沿岸国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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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架拥有的权利，包括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的权利。

签署但未批约国 （２０个）：玻利维亚、布隆迪、柬埔寨、喀麦

隆、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冈比亚、几内亚、洪都拉斯、黎巴嫩、

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里、缅甸、巴拉圭、塞内加尔、塞拉利

昂、苏丹、坦桑尼亚、乌拉圭。

条约文本：见联合国 《条约集》第９５５卷 （１９７４年）。

禁止细菌 （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
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犅犜犠犆）
１９７２年４月１０日在伦敦、莫斯科、华盛顿开放签署，１９７５年３

月２６日生效，由英国、俄罗斯、美国三国政府保存。

公约禁止发展、生产、储存或以其他方法取得或保有在类型和数

量不能证明用于预防、保护或其他和平目的的微生物剂或生物战剂或

毒素，不论其来源或生产方法如何。公约还禁止将生物战剂或毒素用

于敌对目的或武装冲突而设计的武器、设备或运载工具。各缔约方应

最迟于本公约生效后九个月内将其所拥有的物剂、毒素、武器、设备

和运载工具销毁或转用于和平目的。根据１９９６年ＢＴＷＣ审议会议的

授权，一个特设小组正在讨论和审议旨在加强公约的核查措施及其他

措施。

缔约国 （１６４个）：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提瓜

和巴布达、阿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巴哈

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比利时、伯利兹、贝

宁、不丹、玻利维亚、波黑、博茨瓦纳、巴西、文莱、保加利亚、布

基纳法索、柬埔寨、加拿大、佛得角、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刚果

民主共和国、刚果共和国、库克群岛、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古

巴、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共和国、厄

瓜多尔、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斐济、芬

兰、法国、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德国、加纳、希腊、格林纳

达、危地马拉、几内亚比绍、梵蒂冈、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印

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爱尔兰、意大利、牙买加、日本、

约旦、哈萨克斯坦、肯尼亚、朝鲜、韩国、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

老挝、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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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森堡、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马尔代

夫、马里、马耳他、毛里求斯、墨西哥、摩尔多瓦、摩纳哥、蒙古、

黑山、摩洛哥、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挪

威、阿曼、巴基斯坦、帕劳、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秘

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罗马尼亚、俄罗斯、卢旺达、

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圣马力诺、圣

多美和普林西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

利昂、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所罗门群岛、南非、西班

牙、斯里兰卡、苏丹、苏里南、斯威士兰、瑞典、瑞士、中国台湾

地区、塔吉克斯坦、泰国、东帝汶、多哥、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

哥、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乌干达、英国、乌克兰、阿拉伯

联合酋长国、乌拉圭、美国、乌兹别克斯坦、瓦努阿图、委内瑞拉、

越南、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

批准、加入或继承时有所保留。

签署但未批约国 （１３个）：布隆迪、中非共和国、科特迪瓦、埃

及、圭亚那、海地、利比里亚、马拉维、缅甸、尼泊尔、索马里、叙

利亚、坦桑尼亚。

条约文本：见联合国 《条约集》第１０１５卷 （１９７６年）。

禁止为军事目的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
术的公约 （禁止改变环境公约，犈狀犿狅犱公约）
１９７７年５月１８日在日内瓦开放签署，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５日生效，

由联合国秘书长保存。

公约禁止为军事目的或其他任何敌对目的使用能造成广泛的、持

久的或严重影响的改变环境的技术，作为给条约缔约方造成破坏、损

害或伤害的手段。“环境改造技术”指用于以下目的的技术：通过故

意改变自然进程改变地球的动态、组成和构造，包括其生物圈、岩石

圈、水圈、大气层，或外层空间。通过谈判达成的但未写入公约的谅

解对 “广泛”、“持久”和 “严重”等词作出解释。

缔约国 （７４个）：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

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孟加拉国、白俄罗斯、比利时、

贝宁、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佛得角、智利、中国、哥斯达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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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古巴、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多米尼克、埃及、芬兰、

德国、加纳、希腊、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匈牙利、印度、爱尔兰、

意大利、日本、哈萨克斯坦、朝鲜、韩国、科威特、立陶宛、老

挝、马拉维、毛里求斯、蒙古、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

尔、挪威、巴基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波兰、罗马尼亚、

俄罗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斯

洛伐克、斯洛文尼亚、所罗门群岛、西班牙、斯里兰卡、瑞典、瑞

士、塔吉克斯坦、突尼斯、英国、乌克兰、乌拉圭、美国、乌兹别克

斯坦、越南、也门。

批准、参加或继承时发表声明。

签署但未批约国 （１６个）：玻利维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

比亚、梵蒂冈、冰岛、伊朗、伊拉克、黎巴嫩、利比里亚、卢森堡、

摩洛哥、葡萄牙、塞拉利昂、叙利亚、土耳其、乌干达。

公约文本：见联合国条约汇编，网址：〈ｈｔｔｐ：／／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ｕｎ．

ｏｒｇ／Ｐａｇｅｓ／ＣＴＣ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ａｓｐｘ？ｉｄ＝２６〉。

核材料的实物保护公约
原始公约于１９８０年３月３日在纽约和维也纳开放签署，１９８７年

２月８日生效，２００５年修订，由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保存。

原始公约要求缔约国为用于和平目的的核材料的国际运输提供

保护。

修订后的公约———核材料和核设施的实物保护公约———要求缔约

国为用于和平目的的核设施和核材料的贮存和运输提供保护。修订后

的公约将在２／３的原始公约缔约国批准、加入或批约后３０天生效。

原始公约缔约国 （１４５个）：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

亚、安道尔、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

奥地利、阿塞拜疆、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白俄罗斯、比

利时、玻利维亚、波黑、博茨瓦纳、巴西、保加利亚、布基纳法

索、柬埔寨、喀麦隆、加拿大、佛得角、中非共和国、智利、中

国、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民主共和国、哥斯达黎加、克罗地

亚、古巴、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克、

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爱沙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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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原子能联营、斐济、芬兰、法国、加蓬、格鲁吉亚、德国、

加纳、希腊、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

那、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爱尔兰、

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日本、约旦、哈萨克斯坦、肯尼亚、

韩国、科威特、老挝、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亚、

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马达加

斯加、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岛、毛里塔尼亚、墨西哥、摩尔多

瓦、摩纳哥、蒙古、黑山、摩洛哥、莫桑比克、纳米比亚、瑙鲁、

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纽埃、挪威、阿

曼、巴基斯坦、帕劳、巴拿马、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兰、

葡萄牙、卡塔尔、罗马尼亚、俄罗斯、卢旺达、圣基茨和尼维

斯、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斯洛伐克、斯洛

文尼亚、南非、西班牙、苏丹、斯威士兰、瑞典、瑞士、塔吉

克斯坦、坦桑尼亚、多哥、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

其、土库曼斯坦、乌干达、英国、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乌拉圭、美国、乌兹别克斯坦、也门。

在批准、加入或继承时有所保留和／或发表声明

签署但未批约国 （１个）：海地。

公约文本：见国际原子能机构，１９８０年５月ＩＮＦＣＩＲＣ／２７４／

Ｒｅｖ．１号文件，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ａｅａ．ｏｒｇ／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Ｄｏｃｕ

ｍｅｎｔｓ／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ｃｐｐｎｍ．ｈｔｍｌ〉。

提交修订后公约的批准、加入或批约的国家 （４５个）：阿尔及利

亚、安提瓜和巴布达、澳大利亚、奥地利、巴林、波黑、保加利亚、

智利、中国、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斐济、加

蓬、德国、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约旦、肯尼亚、拉脱维亚、

利比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马里、毛里塔尼亚、摩尔多瓦、瑙

鲁、尼日尔、尼日利亚、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

塞舌尔、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士、突尼斯、土库曼斯坦、英国、

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修订后条约文本：见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２００５年９月６日。

网址：ＧＯＶ？ＩＮＦ／２００５／１０ＧＣ （４９）／ＩＮＦ／６号文件，２００５年９月

６日，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ａｅａ．ｏｒｇ／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Ｃ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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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ｃｐｐｎｍ．ｈｔｍｌ〉。

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杀伤力或滥杀滥
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 （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犆犆犠）

公约及三个议定书于１９８１年４月１０日在纽约开放签署，１９８３

年１２月２日生效，由联合国秘书长保存。

公约属 “总的条约”，即可根据公约以议定书形式签订具体协议。

要成为缔约国必须批准三个议定书中的两个。

修订的１９８１年公约原始条款Ｉ于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２１日在日内瓦开

放签署。它将公约的运用范围扩大到非国际间武装冲突。修订后的公

约于２００４年５月１８日生效。

议定书Ｉ禁止使用其主要作用是碎片伤人且碎片在人体内无法用

Ｘ射线检测的武器。

议定书ＩＩ禁止或限制使用地雷、饵雷和其他装置。

修订后的议定书ＩＩ进一步限制使用地雷。它于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３日

生效。

议定书ＩＩＩ限制使用燃烧武器。

议定书Ⅳ禁止使用能使人眼永久性失明的激光武器。１９９８年７

月３０日生效。

议定书Ｖ于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１２日生效。该议定书认为需要采取普

遍性措施，将战争遗留爆炸物的危害和影响减到最小。

原始公约和议定书的缔约国 （１１４个）：阿尔巴尼亚、安提瓜和

巴布达、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孟加拉国、白俄罗斯、比利

时、贝宁１、玻利维亚、波黑、巴西、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柬埔

寨、喀麦隆、加拿大、佛得角、智利１、中国、哥伦比亚、哥斯达

黎加、克罗地亚、古巴、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吉布提、

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爱沙尼亚１、芬兰、法国、

加蓬１、格鲁吉亚、德国、希腊、危地马拉、几内亚比绍、梵蒂冈、

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印度、爱尔兰、以色列２、意大利、牙

买加１、日本、约旦１、哈萨克斯坦１、韩国３、老挝、拉脱维亚、莱索

托、利比里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１、卢森堡、前南斯拉夫马其顿

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尔代夫１、马里、马耳他、毛里求斯、墨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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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摩尔多瓦、摩纳哥３、蒙古、黑山、摩洛哥４、瑙鲁、荷兰、新

西兰、尼加拉瓜１、尼日尔、挪威、巴基斯坦、巴拿马、巴拉圭、秘

鲁１、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１、罗马尼亚、俄罗斯、圣文

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沙特阿拉伯１、塞内加尔５、塞尔维亚、塞舌尔、

塞拉利昂、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斯里兰卡、瑞

典、瑞士、塔吉克斯坦、多哥、突尼斯、土耳其３、土库曼斯坦２、

乌干达、英国、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１、乌拉圭、美国、乌

兹别克斯坦、委内瑞拉。

批准、加入或继承时有所保留和／或发表声明。

１．只是１９８１年议定书Ｉ和ＩＩＩ的缔约国。

２．只是１９８１年议定书Ｉ和ＩＩ的缔约国。

３．只是１９８１年议定书Ｉ的缔约国。

４．只是１９８１年议定书ＩＩ的缔约国。

５．只是１９８１年议定书ＩＩＩ的缔约国。

签署但未批准公约和原始议定书的国家 （５个）：阿富汗、埃及、

尼日利亚、苏丹、越南。

修订后的公约和原始议定书的缔约国 （７５个）：阿尔巴尼亚、阿

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白俄罗斯、比利时、波黑、巴西、保加利

亚、布基纳法索、加拿大、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克

罗地亚、古巴、捷克共和国、丹麦、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

尔瓦多、爱沙尼亚、芬兰、法国、格鲁吉亚、德国、希腊、危地马

拉、几内亚比绍、梵蒂冈、匈牙利、冰岛、印度、爱尔兰、意大

利、牙买加、日本、韩国、拉脱维亚、利比里亚、列支敦士登、立陶

宛、卢森堡、前南马其顿共和国、马耳他、墨西哥、摩尔多瓦、黑

山、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挪威、巴拿马、巴拉圭、秘

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塞尔维亚、塞拉利昂、斯洛

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斯里兰卡、瑞典、瑞士、突尼斯、土耳

其、英国、乌克兰、乌拉圭、美国。

修改后的议定书ＩＩ的缔约国 （９６个）：阿尔巴尼亚、阿根廷、澳

大利亚、奥地利、孟加拉国、白俄罗斯、比利时、玻利维亚、

波黑、巴西、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柬埔寨、喀麦隆、加拿大、佛

得角、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哥斯达尼加、克罗地亚、塞浦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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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捷克共和国、丹麦、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

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加蓬、格鲁吉亚、德国、希腊、危地

马拉、几内亚比绍、梵蒂冈、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印度、爱

尔兰、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日本、约旦、韩国、拉脱维

亚、利比里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前南马其顿共和

国、马达加斯加、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摩尔多瓦、摩纳哥、摩

洛哥、瑙鲁、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挪威、巴基斯

坦、巴拿马、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

俄罗斯、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塞内加尔、塞舌尔、塞拉利昂、

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斯里兰卡、瑞典、瑞士、

塔吉克斯坦、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英国、乌克兰、乌

拉圭、美国、委内瑞拉。

议定书ＩＶ的缔约国 （１００个）：阿尔巴尼亚、安提瓜和巴布达、

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孟加拉国、白俄罗斯、比利时、

玻利维亚、波黑、巴西、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柬埔寨、喀麦隆、

加拿大、佛得角、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克罗地

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

尔瓦多、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加蓬、格鲁吉亚、德国、希腊、

危地马拉、几内亚比绍、梵蒂冈、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印度、

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日本、哈萨克斯坦、拉脱

维亚、利比里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前南斯拉夫马其

顿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毛里求斯、墨西

哥、摩尔多瓦、蒙古、黑山、摩洛哥、瑙鲁、荷兰、新西兰、尼加

拉瓜、尼日尔、挪威、巴基斯坦、巴拿马、巴拉圭、秘鲁、菲律宾、

波兰、葡萄牙、卡塔尔、罗马尼亚、俄罗斯、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

斯、沙特阿拉伯、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斯洛伐克、斯洛文

尼亚、南非、西班牙、斯里兰卡、瑞典、瑞士、塔吉克斯坦、

突尼斯、土耳其、英国、乌克兰、乌拉圭、美国、乌兹别克斯坦。

议定书Ｖ的缔约国 （７２个）：阿尔巴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

白俄罗斯、比利时、波黑、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智利、中国
、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国合国、丹麦、厄瓜多

尔、萨尔瓦多、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加蓬、格鲁吉亚、德国、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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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马拉、几内亚比绍、梵蒂冈、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印度、

爱尔兰、意大利、牙买加、韩国、拉脱维亚、利比里亚、列支敦士

登、立陶宛、卢森堡、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

里、马耳他、摩尔多瓦、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挪威、巴基斯

坦、巴拿马、巴拉圭、秘鲁、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圣文森特

和格林纳丁斯、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斯洛伐克、斯洛

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塔吉克斯坦、突尼斯、乌克兰、阿拉

伯联合酋长国、乌拉圭、美国。

提交时有所保留和／或发表声明。

条约和议定书文本 （原始和修订后）：见联合国条约汇编，网址：

〈ｈｔｔｐ：／／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ｕｎ．ｏｒｇ／Ｐａｇｅｓ／ＣＴＣ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ａｓｐｘ？ｉｄ＝２６〉。

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
武器的公约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犆犠犆）
１９９３年１月１３日在巴黎开放签署，１９９７年４月２９日生效，由

联合国秘书长保存。

公约禁止发展、生产、获得、转让、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公约

的精髓由四大支柱支柱构成：针对化学武器的裁军、防扩散、援助和

防护，以及化学品和平利用的国际间合作。

各缔约国承诺在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９日之前销毁其化学武器及其生产

设施。老的或者废弃的化学武器一旦发现，比如从原来战场发现的化

学武器，将继续被销毁。

缔约国 （１８８个）：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道尔、

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

疆、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比利时、伯利

兹、贝宁、不丹、玻利维亚、波黑、博茨瓦纳、巴西、文莱、保加利

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寨、喀麦隆、加拿大、佛得角、中非

共和国、乍得、智利、中国、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民主共和国、

刚果共和国、库克群岛、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古巴、

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共和

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爱沙尼亚、埃

塞俄比亚、斐济、芬兰、法国、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德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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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希腊、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

地、梵蒂冈、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

爱尔兰、意大利、牙买加、日本、约旦、哈萨克斯坦、肯尼亚、基里

巴斯、韩国、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老挝、拉脱维亚、黎巴嫩、莱

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前南斯拉

夫马其顿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

里、马耳他、马绍尔群岛、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墨西哥、密克罗

尼西亚、摩尔多瓦、摩纳哥、蒙古、黑山、摩洛哥、莫桑比克、纳米

比亚、瑙鲁、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

亚、纽埃、挪威、阿曼、巴基斯坦、帕劳、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

亚、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罗马尼亚、俄

罗斯、卢旺达、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

斯、萨摩亚、圣马力诺、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

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

亚、所罗门群岛、南非、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苏里南、斯威士

兰、瑞典、瑞士、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泰国、东帝汶、多哥、汤

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图瓦卢、乌

干达、英国、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乌拉圭、美国、乌兹别克

斯坦、瓦努阿图、委内瑞拉、越南、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

签署但未批约国 （２个）：以色列、缅甸。

条约文本：见联合国条约汇编，网址：〈ｈｔｔｐ：／／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ｕｎ．ｏｒｇ／

Ｐａｇｅｓ／ＣＴＣ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ａｓｐｘ？ｉＤ＝２６〉。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犆犜犅犜）
１９９６年９月２４日在纽约开放签署，尚未生效，由联合国秘书长

保存。

条约禁止进行任何核武器试验爆炸或任何其他核爆炸，敦促各缔

约国防止在自己管辖或控制的任何地方进行任何核爆炸，并避免引

发、鼓励或以任何方式参与任何核武器试验爆炸或其他核爆炸。

条约将在附录所列的４４个国家交存批准书１８０天后生效。这４４

个国家都拥有核能反应堆和／或核研究反应堆。

条约要生效必须得到下列４４国的批准：阿尔及利亚、阿根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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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奥地利、孟加拉国、比利时、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

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及、芬兰、法国、

德国、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以色列、意大利、

日本、朝鲜、韩国、墨西哥、荷兰、挪威、巴基斯坦、秘鲁、波

兰、罗马尼亚、俄罗斯、斯洛伐克、南非、西班牙、瑞典、瑞士、土

耳其、英国、乌克兰、美国、越南。

尚未批约的国家。

已交存批准书的１５３个国家：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

亚、安道尔、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

利、阿塞拜疆、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比利时、伯

利兹、贝宁、玻利维亚、波黑、博茨瓦纳、巴西、保加利亚、布基纳

法索、布隆迪、柬埔寨、喀麦隆、加拿大、佛得角、中非共和国、智

利、哥伦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库克群岛、哥斯达黎加、科特迪

瓦、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加共

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厄立特里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

斐济、芬兰、法国、加蓬、格鲁吉亚、德国、希腊、格林纳达、圭亚

那、海地、梵蒂冈、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爱尔兰、意大利、牙

买加、日本、约旦、哈萨克斯坦、肯尼亚、基里巴斯、韩国、科威

特、吉尔吉斯斯坦、老挝、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

利比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

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马绍尔

群岛、毛里塔尼亚、墨西哥、密克罗尼西亚、摩尔多瓦、摩纳哥、蒙

古、黑山、摩洛哥、莫桑比克、纳米比亚、瑙鲁、荷兰、新西兰、尼

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挪威、阿曼、帕劳、巴拿马、巴拉圭、

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罗马尼亚、俄罗斯、卢旺

达、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萨摩亚群

岛、圣马力诺、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

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苏丹、苏里南、瑞典、瑞

士、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

耳其、土库曼斯坦、乌干达、英国、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乌

拉圭、乌兹别克斯坦、瓦努阿图、委内瑞拉、越南、赞比亚。

签署但未批约国 （２９个）：安哥拉、文莱、乍得、中国、科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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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刚果共和国、埃及、赤道几内亚、冈比亚、加纳、危地马拉、几

内亚、几内亚比绍、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以色列、缅甸、尼

泊尔、巴布亚新几内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所罗门群岛、斯里兰

卡、斯威士兰、泰国、东帝汶、美国、也门、津巴布韦。

条约文本：见联合国条约汇编，网址：〈ｈｔｔｐ：／／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ｕｎ．ｏｒｇ／

Ｐａｇｅｓ／ＣＴＣ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ａｓｐｘ？ｉＤ＝２６〉。

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及销毁此种
地雷的公约 （禁雷公约，犃犘犕）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３—４日在渥太华、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５日在纽约开放签

署，１９９９年３月１日生效，由联合国秘书长保存。

公约禁用杀伤人员地雷 （ＡＰＭｓ），系指有人出现、接近或接触

而爆炸并使一人或多人致残、致伤和致死的地雷。

每个缔约国承诺尽快并不晚于公约生效四年内销毁其储存的所有

杀伤人员地雷。各缔约国还承诺在公约生效１０年之内销毁部署在其

管辖或控制的雷区内的杀伤人员地雷。

缔约国 （１５６个）：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道尔、

安哥拉、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巴哈

马、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比利时、伯利兹、贝宁、不

丹、玻利维亚、波黑、博茨瓦纳、巴西、文莱、保加利亚、布基纳法

索、布隆迪、柬埔寨、喀麦隆、加拿大、佛得角、中非共和国、乍

得、智利、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共和国、库

克群岛、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

国、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

瓦多、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斐济、法

国、加蓬、冈比亚、德国、加纳、希腊、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几

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梵蒂冈、洪都拉斯、匈牙利、冰

岛、印度尼西亚、伊拉克、爱尔兰、意大利、牙买加、日本、约旦、

肯尼亚、基里巴斯、科威特、拉脱维亚、莱索托、利比里亚、列支敦

士敦、立陶宛、卢森堡、前南马其顿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拉

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毛里塔尼亚、毛里求

斯、墨西哥、摩尔多瓦、摩纳哥、黑山、莫桑比克、纳米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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瑙鲁、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纽埃、挪威、

帕劳、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秘鲁、菲律宾、葡萄牙、

卡塔尔、罗马尼亚、卢旺达、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

和格林纳丁斯、西萨摩亚、圣马力诺、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

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所罗

门群岛、南非、西班牙、苏丹、苏里南、斯威士兰、瑞典、瑞

士、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泰国、东帝汶、多哥、特立尼达和多

巴哥、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乌干达、英国、乌克兰、乌

拉圭、瓦努阿图、委内瑞拉、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

批准、加入或继承时有所保留。

签署但未批约国 （２个）：马绍尔群岛、波兰。

公约文本：见联合国条约汇编，网址：〈ｈｔｔｐ：／／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ｕｎ．ｏｒｇ／

Ｐａｇｅｓ／ＣＴＣ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ａｓｐｘ？ｉｄ＝２６〉。

集束弹药公约
２００８年５月３０日在都柏林通过，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日在奥斯陆开

放供签署，２０１０年８月１日生效。由联合国秘书长保存。

公约旨在禁止使用、制造、转让和储存对平民造成不可接受伤害

的集束弹药；建立一个合作和援助框架来帮助受害人康复，清除受污

染区域，进行降险教育和销毁所有库存集束弹。公约不适用于地雷。

缔约国 （４９个）：阿尔巴尼亚、安提瓜和巴布达、奥地利、比利

时、波黑、布基纳法索、布隆迪、佛得角、智利、科摩罗、克罗地

亚、丹麦、厄瓜多尔、斐济、法国、德国、危地马拉、几内亚比绍、

梵蒂冈、爱尔兰、日本、老挝、黎巴嫩、莱索托、卢森堡、前南斯

拉夫马其顿共和国、马拉维、马里、马耳他、墨西哥、摩尔多瓦、摩

纳哥、黑山、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挪威、巴拿马、萨摩亚、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圣马力诺、塞舌尔、塞拉利昂、斯洛文尼

亚、西班牙、突尼斯、英国、乌拉圭、赞比亚。

批准、加入或继承时有所保留。

签署但未批约国家 （５９个）：阿富汗、安哥拉、澳大利亚、贝

宁、玻利维亚、博茨瓦纳、保加利亚、喀麦隆、加拿大、中非共和

国、乍得、哥伦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共和国、库克群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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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吉布提、多米尼加共

和国、萨尔瓦多、冈比亚、加纳、几内亚、海地、洪都拉斯、匈牙

利、冰岛、印度尼西亚、伊拉克、意大利、牙买加、肯尼亚、利比里

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马达加斯加、毛里塔尼亚、莫桑比克、纳

米比亚、瑙鲁、荷兰、尼日利亚、帕劳、巴拉圭、秘鲁、菲律宾、葡

萄牙、卢旺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尔、索马里、南非、瑞

典、瑞士、坦桑尼亚、多哥、乌干达。

公约文本：见联合国条约汇编，网址：〈ｈｔｔｐ：／／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ｕｎ．

ｏｒｇ／Ｐａｇｅｓ／ＣＴＣ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ａｓｐｘ？ｉｄ＝２６〉。

第二部分　区域性条约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禁止核武器条约 （特拉特洛尔科
条约）

原始条约于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４日在墨西哥联邦区开放签署，１９６８

年４月２２日生效。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１年和１９９２年三次修改，由墨西哥

政府保存。

条约禁止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通过任何方式试验、使用、制

造、生产或获得，以及接受、储存、安置、部署或以任何形式拥有核

武器。

缔约国应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就其核活动签订保障监督协定。国际

原子能机构享有进行特别视察的专有权。

条约向条约规定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所有独立国家开放

签署。

根据附加议定书Ｉ，在本地区拥有领土的国家 （法国、荷兰、英

国和美国）承诺使这些领土适用军事非核武化法规。

根据附加议定书ＩＩ，公认的有核国家 ［中国、法国、俄罗斯 （签

署时为苏联）、英国和美国］承诺尊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军

事非核武化法规，不从事违反条约的行为，也不对缔约国使用或威胁

使用核武器。

原始条约的缔约国 （３３个）：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１、巴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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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巴巴多斯１、伯利兹２、玻利维亚、巴西１、智利１、哥伦比亚１、哥

斯达黎加１、古巴１、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共和国３、厄瓜多尔１、萨尔

瓦多１、格林纳达４、危地马拉１、圭亚那１、海地、洪都拉斯、牙买

加１、墨西哥１、尼加拉瓜、巴拿马１、巴拉圭１、秘鲁１、圣基茨和尼维

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苏里南１、特立尼达和多巴

哥、乌拉圭１、委内瑞拉１。
１批准了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１年和１９９２年修改条约的国家。
２仅批准了１９９０年和１９９２年修改条约的国家。
３仅批准了１９９２年修改条约的国家。
４仅批准了１９９０年修改条约的国家。

附加议定书Ｉ签署国 （４个）：法国１、荷兰、英国２、美国３。

附加议定书ＩＩ签署国 （５个）：中国４、法国５、俄罗斯６、英国２、

美国７。

１．法国声明：议定书Ｉ不适用于从条约地区内的法国领土过境

到达其他法国领土的情况。议定书不应限制在法国领土上的居民参加

条约第一条提及的活动，也不应限制其参加与法国国防相关的活动。

法国不认为条约界定的区域是根据国际法确立的区域，因此不认为条

约适用于该区域。

２．英国在签署及批准议定书Ｉ和ＩＩ时，做了如下谅解声明：英

国对条约的签署和批准，不能被视为以任何方式影响由英国负责而该

领土位于条约界定的地理区域之内的任何领土的国际关系法律地位。

如果条约的任何缔约国在某个有核武器国家支持下采取任何侵略行

为，英国有权重新考虑议定书ＩＩ对其行动的约束力范围。

３．美国在批准议定书Ｉ时，发表了如下谅解声明：在是否给予

本国和其他船只或飞机过境和运输货物或武器的特权方面，条约的规

定并不影响议定书缔约国根据国际法所享的专有权和法律权限，也不

影响缔约国根据国际法所享有的海洋自由权或通过一国领水或领水上

空的自由权。美国批准议定书ＩＩ的附加声明也适用于议定书Ｉ。

４．中国宣布绝不会派载有核武器的运输和交货工具穿越拉美国

家的领土、领海或领空。

５．法国声明，它认为议定书ＩＩ第三条的规定并不对根据联合国

宪章第５１条的规定充分行使自卫权构成障碍。法国注意到拉丁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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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核武化筹备委员会的解释，根据这一解释条约不适用于过境安排。

根据国际法，是否允许过境是一国的专有权。１９７４年，法国做了补

充声明，指出法国对议定书ＩＩ所承担的义务不仅适用于条约签约国，

也适用于根据议定书Ｉ非核武器化法规生效的领土。

６．苏联签署并批准议定书时发表了如下声明：苏联设定本条

约第一条对任何核爆炸装置都有效，因此任何国家进行用于和平

目的的核爆炸都构成对第一条规定义务的违反，并与其无核武器

地位不相符。条约的缔约国应根据核不扩散条约第五条，并在国

际原子能机构的国际程序框架内找到解决以和平为目的进行核爆

炸问题的办法。苏联宣布：允许任何形式的核武器过境均同条约

的宗旨不符。

如一个或多个缔约国采取任何违背其无核武器国家地位的行动，

或一个或多个缔约国在某拥有核武器国家的支持下或与其一起进行侵

略，苏联将视这种行动违反有关国家对条约承担的义务。在这些情况

下，苏联保留重新考虑其对议定书ＩＩ所承担义务的权利。如其他拥

有核武器国家采取违反议定书所规定义务的行为，苏联还将保留重新

考虑其对该议定书态度的权利。

７．美国签署并批准议定书ＩＩ时有如下声明和谅解：每个签约国

拥有决定是否给予非缔约国过境和运输特许的专有权和法律权限。关

于承诺不对缔约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美国认为，一个签约国在

某核国家支持下发起武装进攻的行为是违反条约的。

原始条约文本：见联合国 《条约集》第６３４卷 （１９６８年）。

修改条约文本：见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禁止核武器机构网站，

网 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ｏａｎａｌ．ｏｒｇ／ｏｐａｎａｌ／Ｔｌａｔｅｌｏｌｃｏ／ＰＴｌａｔｅｌｏｌｃｏ

ｉ．ｈｔｍ〉。

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 （拉罗汤加条约）
１９８５年８月６日在库克群岛的拉罗汤加岛开放签署，１９８６年１２

月１１日生效，由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保存。

条约禁止缔约国在附录所述区域内外的任何地方制造或以其他方

式获得任何核爆炸装置，或拥有或控制这类装置。缔约国还作出以下

承诺：只有在符合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措施的前提下才提供核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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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或设备；防止在其领土上安置或试验任何核爆炸装置；以及不向区

域内的任何海域倾倒并防止倾倒放射性废料或其他放射性物质。每个

缔约国保有允许外国船只或飞机停靠或过境的自由。

条约开放供太平洋岛国论坛的成员国签署。

根据议定书Ⅰ，法国、英国和美国承诺遵守条约关于禁止在位于

区域内的三国负有国际责任的领土上生产、安置和试验核爆炸装置的

规定。

根据议定书Ⅱ，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承诺不对条约

缔约国或议定书１的缔约国负有国际责任的、位于区域内的领土使用

或威胁使用核爆炸装置。

根据议定书Ⅲ，中国、法国、英国、美国和俄罗斯保证不在区域

内的任何地方试验任何核爆炸装置。

缔约国 （１３个）：澳大利亚、库克群岛、斐济、基里巴斯、瑙

鲁、新西兰、纽埃、巴布亚新几内亚、萨摩亚、所罗门群岛、汤加、

图瓦卢、瓦努阿图。

议定书Ⅰ的缔约国 （２个）：法国、英国；签署但未批准国 （１

个）：美国。

议定书Ⅱ的缔约国 （４个）：中国、法国１、俄罗斯、英国２；签

署但未批准国 （１个）：美国。

议定书Ⅲ的缔约国 （４个）：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

签署但未批准国 （１个）：美国。

１．法国声明：议定书Ⅱ所列的消极安全保证与１９９５年４月６日

裁军谈判会议声明相同。联合国安理会１９９５年４月１１日９８４号决议

提到该声明。

２．英国１９９７年批准议定书Ⅱ时声明：公约的规定不影响国际法

承认的船只和飞机在该地区过境或停靠港口或机场的权利。如果某一

缔约国同一个核武器国家一道或联合起来对英国，领土、武装部队或

盟国发动侵略或任何其他进攻，或如果某一缔约国违反了条约规定的

其不扩散义务，英国将不受议定书Ⅱ中所作承诺的约束。

条约文本：见联合国 《条约集》第１４４５卷 （１９８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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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 （欧常裁条约，犆犉犈）
原始条约于１９９０年１１月１９日在巴黎签署，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９日生

效，由荷兰政府保存。

条约为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脉区域 （大西洋至乌拉尔区，

ＡＴＴＵ区）五个种类的受条约限制的军备 （作战坦克、装甲战斗车、

口径不小于１００ｍｍ的火炮、作战飞机和攻击直升机）规定了数量

上限。

条约由华约 （ＷＴＯ）和北约成员国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 （从

１９９５年１月１日起更名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ＯＳＣＥ）的框架内谈

判达成协议并签署。

１９９２年 《塔什干协议》由领土位于ＡＴＴＵ区域内的各前苏联共

和国 （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除外）签署。１９９２年签署的

《奥斯陆文件》（ＣＦＥ条约缔约国非常会议最后文件）对条约作了修

正，原因是苏联解体后出现了许多新国家。

缔约国 （３０个）：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比利时、保

加利亚、加拿大、捷克共和国、丹麦、法国、格鲁吉亚、德国、希

腊、匈牙利、冰岛、意大利、哈萨克斯坦、卢森堡、摩尔多瓦、荷

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１、斯洛伐克、西班牙、

土耳其、英国、乌克兰、美国。

２００７年７月１４日，俄罗斯宣布暂停执行将于２００７年７月１２日

生效的 《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及相关的协定。

１９９６年召开的ＣＦＥ条约首次审议会议，通过了 《侧翼文件》。

该文件从地理方面和数量上重新规划了侧翼区域，允许俄罗斯和乌克

兰沿各自的边界少受约束情况下，部署更多受条约限制的军备。

原始 （１９９０年）条约文本：见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网站， 〈ｈｔ

ｔｐ：／／ｗｗｗ．ｏｓｃｅ．ｏｒｇ／ｌｉｂｒａｒｙ／１４０８７〉。

加固条约 （１９９３年）文本：见荷兰外交部网站，网址：〈ｈｔ

ｔｐ：／／ｗｗｗ．ｍｉｎｂｕｚａ．ｎｌ／ｅｎ／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００４２８５〉。

侧翼文件文本：见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网站，网址：〈ｈｔｔｐ：／／

ｗｗｗ．ｏｓｃｅ．ｏｒｇ／ｌｉｂｒａｒｙ／１４０９９〉，附件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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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欧洲常规武装力量员额谈判的结束文件 （犆犉犈１犃
协定）
１９９２年７月１０日在赫尔辛基由ＣＦＥ条约缔约国签署，与

ＣＦＥ条约同时生效，由荷兰政府保存。

该协定具有政治约束力，规定了缔约国在ＡＴＴＵ区域内常

规陆基武装部队的兵力最高限额。

协定文本：见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网站，网址：〈ｈｔｔｐ：／／

ｗｗｗ．ｏｓｃｅ．ｏｒｇ／ｌｉｂｒａｒｙ／１４０９３〉。

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修改协定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１９日由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的缔约国签署，

尚未生效。由荷兰政府保存。

协定以区域军力平衡代替了ＣＦＥ条约的集团对集团的军力

平衡，在条约限制的军备问上，建立了一个新的限额结构和新的

军事灵活机制以及侧翼次限额，并提高了透明度。协定将ＣＥＦ

条约机制对所有欧洲国家开放。所有签约国都批准后，协定正式

生效。１９９９年的 《最后文件》及其附件含有关于格鲁吉亚、摩

尔多瓦和中欧地区有政治约束力的各项安排和从外国撤军的

内容。

修改协定批准书的３个保存国：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俄

罗斯１

批准时有所保留和／或发表声明。
１２００７年７月１４日，俄罗斯宣布暂停执行将于２００７年７月

１２日生效的 《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及相关的协定。

注：乌克兰批准了１９９９年的修改协定，但尚未将批准书递

交给保存国。

协定文本：见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网站，网址：〈ｈｔｔｐ：／／

ｗｗｗ．ｏｓｃｅ．ｏｒｇ／ｌｉｂｒａｒｙ／１４１０８〉。

１９９９年协定后条约修订文本：见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００》，第

６２７—６４２页。

最后文件文本：见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网站，网址：〈ｈｔ

ｔｐ：／／ｗｗｗ．ｏｓｃｅ．ｏｒｇ／ｌｉｂｒａｒｙ／１４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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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天空条约
１９９２年３月２４日在赫尔辛基开放签署，２００２年１月１日生效，

由加拿大和匈牙利政府保存。

条约要求缔约国允许临时通知的、非武装的观察飞行穿越其领

空。条约适用范围从加拿大的温哥华向东至俄罗斯的符拉迪沃斯

托克。

条约由华约组织 （ＷＴＯ）和北约组织 （ＮＡＴＯ）的成员国谈判

达成。条约供北约成员国和前华约成员国、苏联解体后成立的国家签

署 （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除外）。条约生效六个月后，欧洲

安全和合作组织的任何其他国家都可以申请加入该条约。从２００２年

７月１日起，任何国家都可以加入该条约。

缔约国 （３４个）：白俄罗斯、比利时、波黑、保加利亚、加拿

大、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格鲁吉

亚、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

堡、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斯洛伐克、斯

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土耳其、英国、乌克兰、美国。

签署但未批约国 （１个）：吉尔吉斯斯坦。

条约文本：见加拿大条约信息网站，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ｒｅａ

ｔｙａｃｃｏｒｄ．ｇｃ．ｃａ／ｔｅｘｔｔｅｘｔｅ．ａｓｐ？ｉｄ＝１０２７４７〉。

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 （曼谷条约）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１５日在曼谷签署，１９９７年３月２７日生效，由泰国

政府保存。

条约禁止在本区域内外发展、制造、获得或试验核武器，并禁止

在区域内或经过区域安置或运输核武器。每个缔约国自行决定是否允

许外国船只和飞机停靠或过境。缔约国保证不向区域内的海域倾倒或

向区域内的大气层排放任何放射性物质或废料，或在区域内陆地上抛

置放射性物质。缔约国应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达成协议，以为其和平利

用核活动提供全面保障监督。

本区域不仅包括缔约国的领土，还包括其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

条约对所有所有东南亚国家开放签署。

根据条约一项议定书的规定，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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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承诺不对

任何缔约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五国应进一步承诺不在东南

亚无核区内使用核武器。议定书将在各缔约国交存批准书之时起

生效。

缔约国 （１０个）：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

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

议定书：无签署国，无缔约国。

条约和议定书文本：见东南亚国家联盟秘书处网站，网址：〈ｈｔ

ｔｐ：／／ｗｗｗ．ａｓｅａｎｓｅｃ．ｏｒｇ／５１８１．ｈｔｍ〉。

非洲无核武器区条约 （佩林达巴条约）
１９９６年４月１１日在开罗签署，２００９年７月１５日生效，由非洲

联盟秘书长保存。

条约禁止研究、发展、生产、获得、试验或安置核爆炸装置。每

个缔约国有权允许外国船只和飞机停靠和过境的自由。条约还禁止对

核设施的任何攻击。缔约国承诺不在区域内的任何地方倾倒或允许倾

倒放射性废料和其他放射性物质。缔约国应同国际原子能机构

（ＩＡＥＡ）就为和平利用核活动提供全面保障监督达成协议。

非洲无核区指非洲大陆、非洲联盟 （ＡＵ）岛屿成员国和非洲联

盟认为属于非洲的所有岛屿。

该条约向所有非洲国家开放签署。

根据议定书Ｉ，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应承诺不对缔

约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爆炸装置。

根据议定书ＩＩ，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应承诺不在区

域内任何地方试验核爆炸装置。

根据议定书ＩＩＩ，对区域内领土负有国际责任的国家应承诺执行

条约中有关这些领土的规定。本议定书向法国和西班牙开放签署。

对已提交批准书的议定书签署国，议定书将与条约同时生效。

缔约国 （３１个）：阿尔及利亚、贝宁、博茨瓦纳、布基纳法索、

布隆迪、喀麦隆、科特迪瓦、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加蓬、冈比

亚、几内亚、肯尼亚、莱索托、利比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

里、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卢旺达、塞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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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南非、斯威士兰、坦桑尼亚、多哥、突尼斯、赞比亚、津巴

布韦。

签署但未批约国 （２３个）：安哥拉、佛得角、中非共和国、乍

得、科摩罗、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共和国、吉布提、埃及、厄立特

里亚、加纳、几内亚比绍、利比里亚、摩洛哥、纳米比亚、尼日尔、

撒哈拉阿拉伯民主共和国 （西撒哈拉）、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舌尔、

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乌干达。

议定书Ｉ批准国 （３个）：中国、法国１、英国２；签署但未批准国

（２个）：俄罗斯３、美国４。

议定书ＩＩ批准国 （３个）：中国、法国、英国２；签署但未批准国

（２个）：俄罗斯３、美国４。

议定书ＩＩＩ批准国 （１个）：法国。

１．法国表示：这些议定书不影响其依据联合国宪章第５１条规定

所享有的自卫权。法国申明，根据议定书Ⅰ第一款所作的承诺与其对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的消极安全保证是一致的。这

种保证于１９９５年４月６日法国在裁谈会上的发言中，在１９９５年４月

１１日联合国安理会第９８４号决议中也提到了。

２．英国表示：它不接受在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将英属印度洋领

土纳入非洲无核区，也不因签署议定书Ⅰ和Ⅱ而接受有关该领土的任

何法律义务。如果英国、其属地、武装部队或其他军队，其盟国或英

对其作出安全承诺的国家遭受缔约国和某核武器国家以联合或联盟的

形式发动或持续进行侵略或任何其他进攻，或者任何缔约国对条约规

定其不扩散义务有实质性的违反，英国将不受议定书Ｉ第一款的承诺

的约束。

３．俄罗斯表示：只要查戈斯群岛上仍有核国家军事基地存在，

这些岛屿就不能被视为符合条约对无核区提出的要求。俄还说，鉴于

某些国家声明它们认为自己不受各议定书关于上述领土所规定义务的

约束，俄不认为自己要受议定书Ⅰ关于这些领土义务的约束。就议定

书Ι第一款，俄罗斯不会对条约缔约国使用核武器，除非条约无核武

器缔约国和某核武器国家以联合或联盟的方式对俄罗斯、其领土、武

装部队或其他军队，对其盟国或对由俄罗斯作出安全承诺的国家发动

或持续进行侵略或任何其他武装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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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关于议定书Ｉ，美国表示：如果美国、其领土、武装部队或其

他军队、其盟国或美对其作出安全承诺的国家遭受缔约国和某核武器

国家以联合或联盟的形式发动或持续进行侵略或任何其他攻击时，美

就认为这与条约缔约国的相应义务是不一致的。美国还说，无论是条

约还是议定书Ⅱ的规定都不适用英国、美国或其他任何非缔约国在迪

戈加西亚岛或英属印度洋的任何领地进行的活动。因此，美军在迪岛

和上述地域的军事活动也不必作任何调整。

条约文本：见非洲联盟网站，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ｕ．ｉｎｔ／ｅ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ｆｒｉｃａｎｎｕｃｌｅａｒｗｅａｐｏｎｆｒｅｅｚｏｎｅｔｒｅａｔｙｐｅｌｉｎｄａｂａｔｒｅａｔｙ〉。

次区域军控协定 （佛罗伦萨协定）
１９９６年６月１４日在佛罗伦萨签署并生效。

达成协定的谈判是根据１９９５年 《波黑和平总框架协定》（《代顿

协定》）附件１Ｂ第四款在欧安组织 （ＯＳＣＥ）主持下进行的。该协定

为以下前交战国的军备数量规定了上限，所涉武器包括以下５个种类

的重型常规武器：作战坦克、装甲战斗车、重型火炮 （７５毫米及７５

毫米以上口径）、作战飞机和攻击直升机。截至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３１日，

已按协定限额完成削减。到此日为止，共有６５８０件武器，或１９９６年

６月前拥有武器量的４６％，已经被销毁。截至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另

有２６５０件武器已自愿销毁。履约过程受到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主席

的私人代表、联络小组 （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英国和美

国）的监督和帮助，也得到支持欧安组织的其他国家的协助。

２００６年，因为波黑次国家实体国防部的解体，缔约国数目从５

个降低到３个。２００６年３月，缔约国同意对协定进行６处有法律约

束力的修定。２００７年，由于黑山独立，缔约国上升到４个。

缔约国 （４个）：波黑、克罗地亚、黑山、塞尔维亚。

协定文本：见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波黑特派团网站，网址：〈ｈｔ

ｔｐ：／／ｗｗｗ．ｏｓｃｅｂｉｈ．ｏｒｇ／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１１ｅｎｇ．ｐｄｆ〉。

美洲国家间关于反对非法生产和走私火器、弹药、爆炸
物和其他相关材料公约
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１３日在华盛顿通过，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１４日在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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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签署。１９９８年７月１日公约生效，由美洲国家组织总秘书处

保存。

公约的宗旨是：预防、反对和彻底制止非法生产、走私火器、弹

药、爆炸物和其他相关材料；推动和促进缔约国之间的合作、信息和

经验交流。

缔约国 （３０个）：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巴哈马、巴巴多

斯、伯利兹、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多米

尼克、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格林纳达、危地马

拉、圭亚那、海地、洪都拉斯、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马、巴拉

圭、秘鲁、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苏里南、特立尼达和多巴

哥、乌拉圭、委内瑞拉。

批准、加入或继承时有所保留。

签署但未批约国 （４个）：加拿大、牙买加、圣文森特和格林纳

丁斯、美国。

公约文本：见美洲国家组织网站，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ａｓ．

ｏｒｇ／ｊｕｒｉｄｉｃｏ／ｅｎｇｌｉｓｈ／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ａ－６３．ｈｔｍｌ〉。

美洲国家间关于获取常规武器透明度公约
１９９９年６月７日在危地马拉城通过，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２１日生效，

由美洲国家组织总秘书处保存。

公约的宗旨是：为了促进美洲国家间的相互信任，通过交换关于

获取常规武器的信息，有助于提高本地区在获取这类武器方面的公开

性和通明度。

缔约国 （１３）：阿根廷、巴西、加拿大、智利、多米尼加共和国、

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尼加拉瓜、巴拉圭、秘鲁、乌拉

圭、委内瑞拉。

签署但未批约国 （８个）：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

多米尼克、海地、洪都拉斯、墨西哥、美国。

公约文本：见美洲国家组织网站，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

ｏａｓ．ｏｒｇ／ｊｕｒｉｄｉｃｏ／ｅｎｇｌｉｓｈ／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ａ－６４．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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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９年关于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的维也纳文件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成员国于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１６日在伊斯坦布

尔签署。２０００年１月１日生效。

１９９９年维也纳文件是在欧洲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 （ＣＳＢＭｓ）和

裁军的１９８６年斯德哥尔摩文件，以及之前的三个维也纳文件 （１９９０

年、１９９２年和１９９４年）的基础上制定的。１９９０年维也纳文件要求缔

约国通报军事情报、军费预算、减少危险程序、建立直接通信网，并

且每年举行一次会议评估信任与安全措施的执行情况。１９９２年维也

纳文件和１９９４年维也纳文件扩大了范围，对军事活动、防务计划和

军事交流制定了新的机制和参数。

１９９９年维也纳文件提出了一些区域性措施，旨在双边、多边和

地区层面上增加透明度和信任，并特别就约束措施提出了一些改进

意见。

文件文本：见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网站，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

ｏｓｃｅ．ｏｒｇ／ｆｓｃ／４１２７６〉。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关于小武器、轻武器及其弹药和相
关材料公约
２００６年６月１４日在阿布贾由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ＥＣＯＷＡＳ）

成员国通过。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９日生效，由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委员会

主席保存。

公约要求缔约国在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范围内防止和打击小武器

和轻武器过量和失衡的积聚。公约从第九个批约书递交时开始生效。

缔约国 （１１个）：贝宁、布基纳法索、佛得角、加纳、利比里

亚、马里、尼日尔、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多哥。

签约但未批约的国家 （４个）：科特迪瓦、冈比亚、几内亚、几

内亚比绍。

公约文本：见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小武器控制项目，网址：〈ｈｔ

ｔｐ：／／ｗｗｗ．ｅｃｏｓａｐ．ｅｃｏｗａｓ．ｉ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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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无核武器区条约 （塞米巴拉金斯克条约）
２００６年９月８日在塞米巴拉金斯克市签署，２００９年３月２１日生

效。由吉尔吉斯斯坦政府保存。

条约及其议定书要求缔约国不再研究、发展、制造、储存或通过

任何其他方式获得、拥有或控制任何核武器或核爆炸装置。

根据一项议定书的规定，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承诺

将不对任何缔约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爆炸装置。议定书将在每个缔约

国交存批准书之时起生效。

缔约国 （５个）：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

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议定书：无签署国，无缔约国

条约文本：见联合国裁军事务办公室，多边军备法规和裁军协定

状况，网址：〈ｈｔｔｐ：／／ｄｉｓａｒｍａｍｅｎｔ．ｕｎ．ｏｒｇ／ｔｒｅａｔｙｓｔａｔｕｓ．ｎｓｆ〉。

中部非洲关于控制小武器和轻武器及其弹药以及所有能
用于制造、修理和装配的零部件的公约 （金沙萨公约）
２０１０年４月３０日在金沙萨通过，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９日在布拉紫维

尔开放签署，尚未生效，由联合国秘书长保存。

公约的目标是要在中部非洲防止、打击和根除小武器和轻武

器 （ＳＡＬＷ，轻小武器）的非法贸易和走私，加强控制本地区轻

小武器的制造、买卖、转让和使用，打击本地区由轻小武器引起

的武装暴力活动，减轻人道主义苦难，以及促进缔约国之间的合

作与信任。公约将在第六个国家的批准书提交保存之日的３０天

后生效。

签署但未批约国 （８个）：安哥拉、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

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共和国、加蓬、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条约文本：见联合国条约汇编，网址：〈ｈｔｔｐ：／／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ｕｎ．

ｏｒｇ／Ｐａｇｅｓ／ＣＴＣ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ａｓｐｘ？ｉｄ＝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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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双边条约

美苏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 （反导条约，犃犅犕）
美国和苏联于１９７２年５月２６日在莫斯科签署，１９７２年１０月３

日生效。２００２年６月１３日失效。

缔约方—俄罗斯和美国—保证不建立全国性反弹道导弹防御系

统，限制发展和部署得到允许的战略导弹防御系统。条约禁止为防空

导弹、雷达和发射架提供反战略弹道导弹的技术能力，并禁止以战略

反弹道导弹 （ＡＢＭ）模式对其进行试验。

１９７４年签署的ＡＢＭ条约议定书从数量上进一步限制了得到允许

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

１９９７年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乌克兰和美国签署了

一份谅解备忘录，指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与俄罗斯一样

作为苏联的继承者，成为条约的缔约国。并签署了一组协商一致的声

明，明确区别条约不允许的战略导弹防御系统和条约允许的非战略或

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技术参数。２０００年４月俄罗斯批准了１９９７年签

署的这些协定，但由于美国拒绝批准而使这些协定未能正式生效。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３日，美国宣布退出反导条约 （ＡＢＭ），２００２年６月

１３日退约生效。

条约和议定书文本：见美国国务院网站，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

ｓｔａｔｅ．ｇｏｖ／ｔ／ａｖｃ／ｔｒｔｙ／１０１８８８．ｈｔｍ〉。

美苏限制地下核武器试验条约 （限当量条约，犜犜犅犜）
美国和苏联于１９７４年７月３日在莫斯科签署，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１１

日生效。

缔约国—俄罗斯和美国—承诺不进行任何爆炸当量超过１５万

吨的地下核试验。１９９０年新的核查议定书替代了１９７４年核查议

定书。

条约和议定书文本：见联合国 《条约集》第１７１４卷 （１９９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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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利用地下核爆炸条约 （和平核爆炸条约，犘犖犈犜）
苏联和美国于１９７６年５月２８日在莫斯科和华盛顿签署，１９９０

年１２月１１日生效。

缔约国—俄罗斯和美国—承诺不进行任何用于和平目的、其爆炸

当量超过１５万吨的地下核试验，或任何其总当量超过１５万吨的系列

爆炸；不进行任何总当量超过１５０万吨的系列爆炸，除非其单个核爆

炸根据已确立的核查程序能被识别和测量。１９７６年核查议定书被

１９９０年新的议定书所取代。

条约文本：见联合国 《条约集》第１７１４卷 （１９９３年）。

销毁中短程导弹条约 （中导条约，犐犖犉）
苏联和美国于１９８７年１２月８日在华盛顿签署，１９８８年６月１日

生效。

条约要求原始缔约国—美国和苏联—到１９９１年６月１日为止销

毁所有的射程为５００—５５００公里的陆基导弹 （射程１０００—５５００公里

为中程导弹；射程５００—１０００公里为短程导弹）及其发射装置。到

１９９１年５月为止，共销毁了２６９２枚导弹。１９９４年条约成员国扩大到

包括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１９９１年６月１日之后的１０年

内进行了现场核查以确认履约情况；２００１年５月３１日现场核查终止

后，为收集相关数据，会继续使用侦察卫星。

条约 文 本：见 美 国 国 务 院 网 站，网 址：〈ｈｔｔｐ：／／ｗｗｗ．

ｓｔａｔｅ．ｇｏｖ／ｔ／ａｖｃ／ｔｒｔｙ／１０２３６０．ｈｔｍ〉。

美苏关于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 （犛犜犃犚犜犐条
约）

苏联和美国于１９９１年７月３１日在莫斯科签署，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５

日生效，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３日期满。

条约要求原始缔约国—美国和苏联—在七年内分阶段削减各自的

进攻性战略核武器。条约规定了各自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导弹

和重型轰炸机等战略核运载工具及其携带核弹头的数量限制。在促进

执行ＳＴＡＲＴ条约的议定书 （《１９９２年里斯本议定书》，１９９４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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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日生效）中，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也继承了前苏联承担

的条约义务。

一项后续条约，即 “新ＳＴＡＲＴ条约”，于２０１１年２月５日

生效。

条约和议定书文本：见美国国务院网站，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

ｓｔａｔｅ．ｇｏｖ／ｔ／ａｖｃ／ｔｒｔｙ／１４６００７．ｈｔｍ〉。

美苏关于进一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
（犛犜犃犚犜犐犐条约）

俄罗斯和美国于１９９３年１月３日在莫斯科签署，尚未生效。

条约要求缔约国在２００３年１月１日以前销毁各自的多弹头分导

式洲际弹道导弹，并将已部署的战略核弹头的数量削减至不超过

３０００———３５００枚 （其中部署在潜射导弹上的核弹头不得超过１７５０

枚）。１９９７年９月２６日，两国签署了该条约的议定书，将条约执行

期限延长至２００７年底。

美国参议院、俄罗斯杜马均批准该条约，但两国未交换批准文

书，故条约从未生效。２００２年６月１３日美国退出反导条约 （ＡＢＭ

条约）。作为回应，俄罗斯于２００２年６月１４日宣布不再受ＳＴＡＲＴⅡ

条约的约束。

条约和议定书文本：见美国国务院网站，网址：〈ｈｔｔｐ：／／

ｗｗｗ．ｓｔａｔｅ．ｇｏｖ／ｔ／ａｖｃ／ｔｒｔｙ／１０２８８７．ｈｔｍ〉。

美俄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 （犛犗犚犜条约、莫斯科条
约）
２００２年５月２４日俄罗斯和美国在莫斯科签署，２００３年６月１日

生效。２０１１年２月５日起不再有效。

条约要求缔约国削减各自实战部署的战略核弹头，截至２０１２年

１２月３１日以前各自拥有的该类核弹头总数不超过１７００—２２００枚。

２０１１年２月５日，该条约被 “新ＳＴＡＲＴ条约”所取代。

条约 文 本：见 美 国 参 议 院 网 站，网 址：〈ｈｔｔｐ：／／ｗｗｗ．

ｓｔａｔｅ．ｇｏｖ／ｔ／ａｖｃ／ｔｒｔｙ／１２７１２９．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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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俄关于进一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 （新
犛犜犃犚犜条约，布拉格条约）

２０１０年４月８日俄罗斯和美国在布拉格签署，２０１１年２月５日

生效。

条约要求缔约国———俄罗斯和美国———各自将下列武器数目减至

（１）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导弹和重型轰炸机不超过７００件；

（２）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导弹安装的弹头数和部署的重型轰炸

机携带的弹头数不超过１５５０枚；（３）部署的和非部署的洲际弹道导

弹发射装置、潜射导弹发射装置和重型轰炸机不超过８００件。截止

２０１８年２月５日必须达到销减目标。一个双边顾问委员会将处理遵

约和其他履约问题。条约的议定书包含了核查机制的问题。

条约承接 《美苏关于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ＳＴＡＲＴ

Ｉ条约），并取代 《美俄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 （ＳＯＲＴ条约）。

除非在期满之前有后续条约所取代，该条约将在１０年内有效。

条约 文 本：见 美 国 国 务 院 网 站，网 址：〈ｈｔｔｐ：／／ｗｗｗ．

ｓｔａｔｅ．ｇｏｖ／ｔ／ａｖｃ／ｎｅｗｓｔａｒｔ／ｃ３９９０３．ｈｔｍ〉。

（琦灵　译）

９１６★ 附件Ａ　军控与裁军协定 ★



附
件
犅

国际安全合作机构

南尼·博德尔

本附件罗列了旨在促进安全、稳定、和平或军备控制的主要国际

组织、政府间机构、履约机构和转让控制机制，所列的成员国或参加

国为截至２０１１年１月１日的情况。

联合国会员国和联合国系统内的组织被列在前面，其他组织依字

母顺序排列在后。这些组织的成员国和参加国并非都是联合国会员

国。２０１０年间加入或首次参加组织的国家用斜体字注明。各组织如

有互联网网址，则提供于后。所提及的军备控制和裁军协议，参见本

卷附件Ａ。

联合国 （犝犖）
系世界范围的政府间组织。１９４５年通过 《联合国宪章》，联合国

宣告成立，总部设在美国纽约。它的六个主要机构分别是大会、安全

理事会、经济和社会理事会、托管理事会 （１９９４年暂停实际工作）、

国际法院和秘书处。联合国大会设有６个主要委员会：第一委员会

（裁军和国际安全委员会）处理裁军和相关国际安全问题；第四委员

会 （特殊政治和非殖民化委员会）处理大量问题，包括非殖民化、巴

勒斯坦难民以及人权、维和、排雷、外空、公共信息、原子能放射以

及和平大学。它还包括许多专门机构和自治组织。

联合国会员国 （１９２个）及加入时间

阿富汗，１９４６；阿尔巴尼亚，１９５５；阿尔及利亚，１９６２

安道尔，１９９３；安哥拉，１９７６；安提瓜和巴布达，１９８１

阿根廷，１９４５；亚美尼亚，１９９２；澳大利亚，１９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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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１９５５；阿塞拜疆，１９９２；巴哈马，１９７３

巴林，１９７１；孟加拉国，１９７４；巴巴多斯，１９６６

白俄罗斯，１９４５；比利时，１９４５；伯利兹，１９８１

贝宁，１９６０；不丹，１９７１；玻利维亚，１９４５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１９９２；博茨瓦纳，１９６６；巴西，１９４５

文莱，１９８４；保加利亚，１９５５；布基纳法索，１９６０

布隆迪，１９６２；柬埔寨，１９５５；喀麦隆，１９６０

加拿大，１９４５；佛得角，１９７５；中非共和国，１９６０

乍得，１９６０；智利，１９４５；中国，１９４５

哥伦比亚，１９４５；科摩罗，１９７５；刚果民主共和国，１９６０

刚果共和国，１９６０；哥斯达黎加，１９４５；科特迪瓦，１９６０

克罗地亚，１９９２；古巴，１９４５；塞浦路斯，１９６０

捷克共和国，１９９３；丹麦，１９４５；吉布提，１９７７

多米尼克国，１９７８；多米尼加共和国，１９４５；厄瓜多尔，１９４５

埃及，１９４５；萨尔瓦多，１９４５；赤道几内亚，１９６８

厄立特里亚，１９９３；爱沙尼亚，１９９１；埃塞俄比亚，１９４５

斐济，１９７０；芬兰，１９５５；法国，１９４５

加蓬，１９６０；冈比亚，１９６５；格鲁吉亚，１９９２

德国，１９７３；加纳，１９５７；希腊，１９４５

格林纳达，１９７４；危地马拉，１９４５；几内亚，１９５８

几内亚比绍，１９７４；圭亚那，１９６６；海地，１９４５

洪都拉斯，１９４５；匈牙利，１９５５；冰岛，１９４６

印度，１９４５；印度尼西亚，１９５０；伊朗，１９４５

伊拉克，１９４５；爱尔兰，１９５５；以色列，１９４９

意大利，１９５５；牙买加，１９６２；日本，１９５６

约旦，１９５５；哈萨克斯坦，１９９２；肯尼亚，１９６３

基里巴斯，１９９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１９９１

大韩民国，１９９１；科威特，１９６３；吉尔吉斯斯坦，１９９２

老挝，１９５５；拉脱维亚，１９９１

黎巴嫩，１９４５；莱索托，１９６６；利比里亚，１９４５

利比亚，１９５５；列支敦士登，１９９０；立陶宛，１９９１

卢森堡，１９４５；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１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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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达加斯加，１９６０；马拉维，１９６４；马来西亚，１９５７

马尔代夫，１９６５；马里，１９６０；马耳他，１９６４；马绍尔群岛，１９９１

毛里塔尼亚，１９６１；毛里求斯，１９６８；墨西哥，１９４５

密克罗尼西亚，１９９１；摩尔多瓦，１９９２；摩纳哥，１９９３

蒙古，１９６１；黑山，２００６；摩洛哥，１９５６；莫桑比克，１９７５

缅甸，１９４８；纳米比亚，１９９０；瑙鲁，１９９９

尼泊尔，１９５５；荷兰，１９４５；新西兰，１９４５；尼加拉瓜，１９４５

尼日尔，１９６０；尼日利亚，１９６０；挪威，１９４５

阿曼，１９７１；巴基斯坦，１９４７；帕劳，１９９４

巴拿马，１９４５；巴布亚新几内亚，１９７５；巴拉圭，１９４５

秘鲁，１９４５；菲律宾，１９４５；波兰，１９４５

葡萄牙，１９５５；卡塔尔，１９７１；罗马尼亚，１９５５

俄罗斯，１９４５；卢旺达，１９６２；圣基茨和尼维斯，１９８３

圣卢西亚，１９７９；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１９８０；萨摩亚，１９７６

圣马力诺，１９９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１９７５；沙特阿拉伯，１９４５

塞内加尔，１９６０；塞尔维亚和黑山，２０００；塞舌尔，１９７６；塞拉利

昂，１９６１

新加坡，１９６５；斯洛伐克，１９９３；斯洛文尼亚，１９９２

所罗门群岛，１９７８；索马里，１９６０；南非，１９４５

西班牙，１９５５；斯里兰卡，１９５５；苏丹，１９５６

苏里南，１９７５；斯威士兰，１９６８；瑞典，１９４６；瑞士，２００２

叙利亚，１９４５；塔吉克斯坦，１９９２；坦桑尼亚，１９６１

泰国，１９４６；东帝汶，２００２；多哥，１９６０；汤加，１９９９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１９６２；突尼斯，１９５６；土耳其，１９４５

土库曼斯坦，１９９２；图瓦卢，２０００；乌干达，１９６２；英国，１９４５

乌克兰，１９４５；阿拉伯联合酋长国，１９７１；乌拉圭，１９４５

美国，１９４５；乌兹别克斯坦，１９９２；瓦努阿图，１９８１

委内瑞拉，１９４５；越南，１９７７；也门，１９４７

赞比亚，１９６４；津巴布韦，１９８０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ｏｒ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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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常任理事国 （Ｐ５）：中国、法国、俄国、英国、美国

非常任理事国 （１０个）：波黑、巴西、哥伦比亚、加

蓬、德国、印度、黎巴嫩、尼日利亚、葡萄牙、

南非

注：非常任理事国由联合国大会选举产生，任期两年。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非常任理事国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非常任理事国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ｓｃ／〉。

裁军谈判会议 （犆犇）
系多边军备控制谈判机构，旨在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单独的

多边裁军论坛。１９６０年以来它曾多次扩大成员国和更名。它不

是联合国机构，但向 “联合国大会”报告工作。该机构设在瑞士

日内瓦。

成员国 （６５个）：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

利、孟加拉国、白俄罗斯、比利时、巴西、保加利亚、喀麦隆、

加拿大、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古巴、厄瓜

多尔、埃及、埃塞俄比亚、芬兰、法国、德国、匈牙利、印度、

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

哈萨克斯坦、肯尼亚、朝鲜、韩国、马来西亚、墨西哥、蒙古、

摩洛哥、缅甸、荷兰、新西兰、尼日利亚、挪威、巴基斯坦、秘

鲁、波兰、罗马尼亚、俄罗斯、塞内加尔、斯洛伐克、南非、西

班牙、斯里兰卡、瑞典、瑞士、叙利亚、突尼斯、土耳其、英

国、乌克兰、美国、委内瑞拉、越南、津巴布韦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ｏｇ．ｃｈ／ｄｉｓａｒｍａｍｅｎｔ／〉。

国际原子能机构 （犐犃犈犃）
系联合国体系内的政府间组织。机构在其 《规约》于１９５７

年生效后正式成立。其宗旨是促进和平利用原子能，并保证核活

动不用于促进任何军事目的。根据１９６８年的 《不扩散核武器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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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和各无核区条约，无核武器国家必须接受机构的核保障监

督，以表明其履行了不制造核武器的义务。总部设在奥地利首都

维也纳。

成员国 （１５１个）：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

哥拉、阿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巴

林、孟加拉国、白俄罗斯、比利时、伯利兹、贝宁、玻利维亚、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博茨瓦纳、巴西、保加利亚、布基纳法

索、布隆迪、柬埔寨、喀麦隆、加拿大、中非共和国、乍得、智

利、中国、哥伦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共和国、哥斯达黎

加、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古巴、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

麦、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厄立特里

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芬兰、法国、加蓬、格鲁吉亚、德

国、加纳、希腊、危地马拉、海地、梵蒂冈、洪都拉斯、匈牙

利、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爱尔兰、以色

列、意大利、牙买加、日本、约旦、哈萨克斯坦、肯尼亚、韩

国、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

里亚、利比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前南斯拉夫马其

顿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里、马耳他、马

绍尔群岛、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墨西哥、摩尔多瓦、摩纳

哥、蒙古、黑山、摩洛哥、莫桑比克、缅甸、纳米比亚、尼泊

尔、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挪威、阿

曼、巴基斯坦、帕劳、巴拿马、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兰、

葡萄牙、卡塔尔、罗马尼亚、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

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

亚、南非、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瑞典、瑞士、叙利亚、塔

吉克斯坦、坦桑尼亚、泰国、突尼斯、土耳其、乌干达、英国、

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乌拉圭、美国、乌兹别克斯坦、委

内瑞拉、越南、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

注：朝鲜在１９９４年６月以前，曾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成员

国。除以上所列国家外，

佛得角、巴布亚新几内亚、卢旺达和多哥经国际原子能机构

大会批准已获得成员国资格，一旦这些国家交存必需的法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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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将成为正式成员国。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ａｅａ．ｏｒｇ／〉。

国际法院 （犐犆犑）
根据联合国宪章于１９４５年建立，是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构。

其作用是对各国向其提交的争端做出裁决，并对经授权的联合国其

他机关和专门机构的任何法律问题提供咨询意见。法院有１５名法

官，由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选举，任期９年。国际法院设在荷兰的

海牙。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ｃｊｄｉｊ．ｏｒｇ／〉。

非洲联盟 （犃犝）
２００１年 《非洲联盟章程》生效，“非洲联盟”正式成立，２００２年

非盟取代了 “非洲统一组织”（ＯＡＵ）。成员国资格向所有非洲国家

开放。其宗旨是促进非洲团结、安全和解决冲突、民主和人权，促进

非洲政治、社会和经济一体化。 “和平与安全理事会” （ＰＳＣ）是预

防、控制和解决冲突的一个常设决策机构。非洲联盟总部设在埃塞俄

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

成员国 （５３个）：阿尔及利亚、安哥拉、贝宁、博茨瓦纳、布基

纳法索、布隆迪、喀麦隆、佛得角、中非共和国、乍得、科摩罗、刚

果民主共和国、刚果共和国、科特迪瓦、吉布提、埃及、赤道几内

亚、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加蓬、冈比亚、加纳、几内亚＊、几

内亚比绍、肯尼亚、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马达加斯加、马

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尼日

尔、尼日利亚、卢旺达、西撒哈拉 （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

ＳＡＤ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尔、塞舌尔、塞拉利昂、索马

里、南非、苏丹、斯威士兰、坦桑尼亚、多哥、突尼斯、乌干达、赞

比亚、津巴布韦

暂停了非盟成员国资格的国家：几内亚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马

达加斯加 （２００９年３月）；尼日尔 （２０１０年２月）。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ｆｒｉｃａｕｎｉｏｎ．ｏｒ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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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犃犘犈犆）
成立于１９８９年，其宗旨是推动亚太地区的开放贸易和经济繁荣。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起，该组织越来越多地在安全和政治问题，诸

如反恐、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建立有效的转让控制体系等领

域进行讨论。秘书处设在新加坡。

成员经济体 （２１个）：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中国、

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

巴布亚新几内亚、秘鲁、菲律宾、俄罗斯、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

泰国、美国、越南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ｐｅｃ．ｏｒｇ／〉。

东南亚国家联盟 （犃犛犈犃犖）
成立于１９６７年，目的是促进东南亚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

展以及和平与安全。秘书处设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

成员国 （１０个）：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

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ｓｅａｎｓｅｃ．ｏｒｇ／〉。

东盟地区论坛 （犃犚犉）
该论坛成立于１９９４年，目的是处理安全问题。

参加国 （２７个）：东盟成员国加上澳大利亚、孟加拉国、加

拿大、中国、欧盟、印度、日本、朝鲜、韩国、蒙古、新西兰、

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俄罗斯、斯里兰卡、东帝汶、美国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ｓｅａ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ｆｏｒｕｍ．ｏｒｇ／〉。

东盟＋３（犃犘犜）
论坛开始于亚洲经融危机产生后的１９９７年，１９９９年机制

化。目的是促进成员国经济、政治和安全合作及金融稳定。

参加国 （１３个）：东盟成员国加上中国、日本和韩国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ｓｅａｎｓｅｃ．ｏｒｇ／２０１８２．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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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峰会 （犈犃犛）
东亚峰会于２００５年开始，是一个就战略、政治和经济问题

进行对话的区域论坛。目的是推动东亚地区和平、稳定和经济繁

荣。年度会议的时间与东盟峰会相关连。

参加国 （１６个）：东盟成员国加上澳大利亚、中国、印度、

日本、韩国、新西兰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ｆａｔ．ｇｏｖ．ａｕ／ａｓｅａｎ／ｅａｓ／〉。

澳大利亚集团 （犃犌）
成立于１９８５年的国家集团。目的是通过共享扩散案件情报和分

享管理策略，包括转让控制的协调，来防止与生化武器项目相关的物

项和设备的有意或无意供应。

参加国 （４１个）：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

亚、加拿大、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

欧洲委员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爱尔兰、意

大利、日本、韩国、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荷兰、新

西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

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乌克兰、美国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ｇｒｏｕｐ．ｎｅｔ／〉。

双边磋商委员会 （犅犆犆）
根据２０１０年俄美新的ＳＴＡＲＴ条约成立的一个论坛，讨论履约

中的相关问题。它取代１９９１年ＳＴＡＲＴ条约的联合履约和视察委员

会。除非缔约国有异议，委员会每年在瑞士日内瓦最少召开两次会

议。它的工作是不公开的。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 （犆犛犜犗）
由１９９２年 《集体安全条约》的六个签署国于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正式

建立，其宗旨是推动成员国间的合作。该组织的一个目标是就区域内

的恐怖主义和毒品走私等战略问题制订更有效的对策。该组织设在俄

罗斯首都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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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国 （７个）：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

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ｋｂ．ｇｏｖ．ｒｕ／〉。

独立国家联合体 （独联体，犆犐犛）
成立于１９９１年，作为前苏联各共和国之间多边合作的框架。总

部设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

成员国 （１１个）：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哈萨克斯

坦、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

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ｉｓ．ｍｉｎｓｋ．ｂｙ／〉。

英联邦
１９４９年成立的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组织，其目的是推

动成员国内外的民主、人权，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秘书处

设在英国首都伦敦。

成员国 （５４个）：安提瓜和巴布达、澳大利亚、巴哈马、孟加拉

国、巴巴多斯、伯利兹、博茨瓦纳、文莱、喀麦隆、加拿大、塞浦路

斯、多米尼加、斐济、冈比亚、加纳、格林纳达、圭亚那、印度、

牙买加、肯尼亚、基里巴斯、莱索托、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

夫、马耳他、毛里求斯、莫桑比克、纳米比亚、瑙鲁、新西兰、

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卢旺达、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萨摩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新

加坡、所罗门群岛、南非、斯里兰卡、斯威士兰、坦桑尼亚，汤加、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图瓦卢、乌干达、英国、瓦努阿图，赞比亚

２００９年９月１日，斐济被暂时中止英联邦的成员国资格。

瑙鲁是 “拖延会费”的国家，因此不能得到英联邦秘书处的

技术帮助，不能出席英联邦国家峰会。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ｏｒｇ／〉。

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 （法文犆犈犈犃犆，英文犈犆犆犃犛）
成立于１９８３年，目的是在推动中部非洲地区政治对话，建立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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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联盟和制定共同政策。秘书处设在加蓬首都利伯维尔。中部非洲和

平与安全理事会 （ＣＯＰＡＸ）是一个为推动政治和军事共同战略，在

中部非洲地区进行冲突预防、控制和解决的机制。

成员国 （１０个）：安哥拉、布隆迪、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

得、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共和国、赤道几内亚、加蓬、圣多美和普

林西比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ｅｅａｃｅｃｃａｓ．ｏｒｇ／〉。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 （犆犜犅犜犗）
在１９９６年的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生效后，该组织将开始运

行解决遵守条约方面的问题，同时也是缔约国之间进行磋商与合作的

一个论坛。已设立的筹委会为组织未来的工作进行准备，特别是通过

建立国际监控体系，包括建立地震监测站、水声探测站、次声波监测

站、放射性核素监测站，来收集数据并传回到组织的国际数据中心。

秘书处设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

ＣＴＢＴ缔约国 （１８２个）：见附件Ａ。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ｔｂｔｏ．ｏｒｇ／〉。

亚洲相互协作与建立信任措施会议 （亚信会议，犆犐犆犃）
１９９２年发起，根据１９９９年 《指导亚信会议成员国间关系原则的

声明》建立。亚信会议作为一个论坛促进成员国之间安全合作和建立

信任措施，并推动成员国在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的合作。

成员国 （２３个）：阿富汗、阿塞拜疆、巴林、中国、埃及、印

度、伊朗、伊拉克、以色列、约旦、哈萨克斯坦、韩国、吉尔吉斯斯

坦、蒙古、巴基斯坦、巴勒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泰国、土耳

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乌兹别克斯坦、越南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ｔｂｔｏ．ｏｒｇ／〉。

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 （犆犛犆犃犘）
成立于１９９３年，是一个非正式的非政府组织。目的是在亚太安

全事务领域通过对话和磋商，建立地区信任与安全合作。

成员委员会 （２１个）：澳大利亚、文莱、柬埔寨、加拿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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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ＣＳＣＡＰ欧洲委员会、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朝鲜、韩国、

马来西亚、蒙古、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俄罗斯、新加

坡、泰国、美国、越南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ｓｃａｐ．ｏｒｇ／〉。

欧洲委员会 （犆犗犈）
１９４９年成立，委员会向所有接受法治原则及保障其公民的人权

和基本自由的欧洲国家开放。委员会设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欧洲

人权法院”和 “欧洲发展银行理事会”是 “欧洲委员会”的下属

机构。

成员国 （４７个）：阿尔巴尼亚、安道尔、亚美尼亚、奥地利、阿

塞拜疆、比利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塞

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格鲁吉亚、德

国、希腊、匈牙利、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拉脱维亚、列支敦士

登、立陶宛、卢森堡、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马耳他、摩尔多

瓦、摩纳哥、黑山、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

斯、圣马力诺、塞尔维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

瑞士、土耳其、英国、乌克兰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ｏｅ．ｉｎｔ／〉。

波罗的海国家委员会 （犆犅犛犛）
１９９２年成立的区域性政府间组织，目的是推动波罗的海区域内

国家的合作。秘书处设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

成员国 （１２个）：丹麦、爱沙尼亚、欧洲委员会、芬兰、德国、

冰岛、拉脱维亚、立陶宛、挪威、波兰、俄罗斯、瑞典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ｂｓｓ．ｏｒｇ／〉。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犈犆犗犠犃犛）
成立于１９７５年，宗旨是促进贸易与合作，为西非的发展做出贡

献。该组织于１９８１年通过了 《防务事务互助议定书》。执行秘书处设

在尼日利亚的拉各斯。

成员国 （１５个）：贝宁、布基纳法索、佛得角、科特迪瓦、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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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加纳、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利比里亚、马里、尼日尔、

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多哥

暂停参加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活动的国家：科特迪瓦 （２０１０

年１２月７日）、几内亚 （２００９年１月１０日）、尼日尔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

２１日）。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ｃｏｗａｓ．ｉｎｔ／〉。

欧洲联盟 （欧盟，犈犝）
欧洲国家的组织，在广泛领域进行合作，包括具有人员、货物、

服务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单一市场，部分成员国通用的共同货币，共同

外交和安全政策 （ＣＦＳＰ）。主要机构包括：欧洲理事会、欧盟理事

会、欧洲委员会和欧洲议会。“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及 “共同安全

和国防政策”（ＣＳＤＰ）由欧盟对外事务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进行协

调。２００７年的 《里斯本条约》促进欧盟运作方式现代化，该条约于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日生效。欧盟总部设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成员国 （２７个）：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塞浦路斯、捷克

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爱尔

兰、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荷兰、波兰、葡

萄牙、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英国

网址：〈ｈｔｔｐ：／／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欧洲原子能联营 （犈狌狉犪狋狅犿或犈犃犈犆）
根据１９５７年 《建立欧洲原子能联营条约》（《欧洲原子能条

约》）创立。目的是在欧盟成员国内部促进和平利用核能的发展

和在成员国范围内实施多国区域性保障监督措施。“欧洲原子能

联营供应局”设在卢森堡，任务是确保向欧盟成员国定期、合理

地供应矿石、原始材料和特殊裂变材料。

成员国 （２７个）：“欧盟”成员国。

网址：〈ｈｔｔｐ：／／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ｅｕｒａｔｏｍ／〉。

欧洲防务局 （犈犇犃）
欧盟下属的一个局，受欧盟理事会领导。２００４年建立，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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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帮助发展欧洲的防务能力，推动欧洲军备合作，致力于建立

强大的欧洲国防技术和国防工业基地。欧洲防务局的政策制定机

构是一个指导委员会，由欧盟成员国国防部长和欧盟对外和安全

政策高级代表组成，高级代表担任机构领导。欧洲防务局设在比

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参加的成员国 （２６个）：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塞浦

路斯、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

利、爱尔兰、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荷

兰、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

牙、瑞典、英国

网址：〈ｈｔｔｐ：／／ｅｄａ．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反金融洗钱特别工作小组 （犉犃犜犉）
政府间政策制定机构，旨在通过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建立国际标

准，制定和促进相关金融政策。１９８９年由七国集团设立，最初旨在

检查和发展打击金融洗钱活动的措施。２００１年它的授权扩展到包括

反恐融资，２００８年又扩展到包括针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融资。

秘书处设在巴黎。

成员国 （３６个）：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巴西、

加拿大、中国、丹麦、欧盟委员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海湾

国家合作委员会、中国香港、冰岛、印度、爱尔兰、意大利、日本、

韩国、卢森堡、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挪威、葡萄牙、俄罗斯、新

加坡、南非、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美国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ａｔｆｇａｆｉ．ｏｒｇ／〉。

八国集团 （犌８）
八个主要工业国家组成的集团 （原先为七个国家）。该集团自２０

世纪７０年代以来举行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级的非正式会晤。“八国集

团反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材料扩散的全球伙伴关系”于２００２年

建立，旨在处理防扩散、裁军、反恐和核安全问题。

成员国 （８个）：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俄罗斯、

英国、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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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８．ｇｃ．ｃａ／〉。

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 （犌犆犆）
全称为海湾地区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于１９８１年创立，目的

是推动经济、金融、贸易、政府管理和立法等方面的区域一体化，促

进科学和技术进步。成员国也在对外政策、军事和安全事务等领域进

行合作。最高理事会是该委员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总部设在沙特阿拉

伯首都利雅得。

成员国 （６个）：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ｃｃｓｇ．ｏｒｇ／〉。

防止弹道导弹扩散海牙行为准则 （犎犆犗犆）
２００２年，由一批认同其原则、认识到防止和制止运载大规模杀

伤性武器的弹道导弹系统扩散的必要性和加强多边裁军和防扩散体制

的重要性的国家签署。维也纳的奥地利外交部作为该准则的秘书处。

签署国 （１３１个）：阿富汗、阿尔巴尼亚、安道尔、阿根廷、亚

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比利时、贝宁、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寨、

喀麦隆、加拿大、佛得角、乍得、智利、哥伦比亚、科摩罗、库克群

岛、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多米尼

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厄立特里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

亚、斐济、芬兰、法国、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德国、加纳、希

腊、危地马拉、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梵蒂冈、洪都

拉斯、匈牙利、冰岛、伊拉克、爱尔兰、意大利、日本、约旦、哈萨

克斯坦、肯尼亚、基里巴斯、韩国、拉脱维亚、利比里亚、利比亚、

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马达加斯

加、马拉维、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岛、毛里塔尼亚、

密克罗尼西亚、摩尔多瓦、摩纳哥、蒙古、黑山、摩洛哥、莫桑比

克、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挪威、帕劳、巴

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罗

马尼亚、俄罗斯、卢旺达、萨摩亚、圣马力诺、塞内加尔、塞尔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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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苏

丹、苏里南、瑞典、瑞士、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东帝汶、汤加、

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图瓦卢、乌干达、英国、乌克兰、乌

拉圭、美国、乌兹别克斯坦、瓦努阿图、委内瑞拉、赞比亚

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ｍｅｉａ．ｇｖ．ａｔ／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ｉｄ＝６４６６４＆Ｌ

＝１〉。

政府间发展组织 （犐犌犃犇）
１９８６年发起的政府间抗旱和发展组织。１９９６年正式成立，目的

是促进非洲之角的和平与稳定，建立冲突预防、控制和解决的机制。

秘书处设在吉布提的首都吉布提市。

成员国 （７个）：吉布提、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肯尼亚、

索马里、苏丹、乌干达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ｇａｄ．ｉｎｔ／〉。

非洲大湖地区国际会议组织 （犐犆犌犔犚）
２００４年发起，旨在促进大湖地区的和平、安全、政治和社会稳

定、增长和发展。２００６年成员国通过了 《大湖地区和平、稳定和发

展公约》，该公约２００８年生效。执行秘书处设在布隆迪首都布琼

布拉。

成员国 （１１个）：安哥拉、布隆迪、中非共和国、刚果共和国、

刚果民主共和国、肯尼亚、乌干达、卢旺达、苏丹、坦桑尼亚、赞

比亚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ｃｇｌｒ．ｏｒｇ／〉。

国际刑事法院 （犐犆犆）
一个独立的、永久性的国际刑事法院，审理种族灭绝罪、战争罪

和反人类罪等犯罪案件。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于１９９８年在罗马通

过，２００２年７月１日生效。法院设在荷兰的海牙。

成员国 （１１４个）：阿富汗、阿尔巴尼亚、安道尔、安提瓜和巴

布达、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孟加拉、巴巴多斯、比利时、伯

利兹、贝宁、玻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博茨瓦纳、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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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寨、加拿大、中非共和国、乍

得、智利、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共和国、库克

群岛、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吉布

提、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爱沙尼亚、斐济、芬

兰、法国、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德国、加纳、希腊、几内亚、

圭亚那、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日本、约旦、

肯尼亚、韩国、拉脱维亚、莱索托、利比里亚、列支敦士登、立陶

宛、卢森堡、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

里、马耳他、马绍尔群岛、毛里求斯、墨西哥、摩尔多瓦、蒙古、黑

山、纳米比亚、瑙鲁、荷兰、新西兰、尼日尔、尼日利亚、挪威、巴

拿马、巴拉圭、秘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萨摩亚、圣马力诺、塞内加尔、

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

牙、苏里南、瑞典、瑞士、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东帝汶、特立尼

达和多巴哥、乌干达、英国、乌拉圭、委内瑞拉、赞比亚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ｃｃｃｐｉ．ｉｎｔ／〉。

联合协商小组 （犑犆犌）
根据１９９０年的 《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 （ＣＦＥ条约）成立。

通过调解在解释和履行条约方面出现的含糊之处，推动条约的履行和

其宗旨的实现。设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

《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缔约国 （３０个）：见附件Ａ。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ｓｃｅ．ｏｒｇ／ｊｃｇ／〉。

阿拉伯国家联盟
亦称阿拉伯联盟，成立于１９４５年。主要目标是在阿拉伯国家之

间组成更加紧密的联盟，促进政治和经济合作。１９５０年，联盟成员

国签署了集体防御和经济合作协定。总部设在埃及首都开罗。

成员国 （２２个）：阿尔及利亚、巴林、科摩罗、吉布提、埃及、

伊拉克、约旦、科威特、黎巴嫩、利比亚、毛里塔尼亚、摩洛哥、

阿曼、巴勒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索马里、苏丹、叙利亚、突

尼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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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２日利比亚暂停参加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活动。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ｒａｂｌｅａｇｕｅｏｎｌｉｎｅ．ｏｒｇ／〉。

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 （犕犜犆犚）
系非正式的国家集团，协调国家出口许可的控制，以防止有能力

携带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弹道运载系统的扩散。成员国遵循 《与导弹

相关的敏感物项转让的指导原则》。

伙伴国 （３４个）：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巴西、

保加利亚、加拿大、捷克共和国、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

匈牙利、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日本、韩国、卢森堡、荷兰、新西

兰、挪威、波兰、葡萄牙、俄罗斯、南非、西班牙、瑞典、瑞士、土

耳其、英国、乌克兰、美国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ｔｃｒ．ｉｎｆｏ／〉。

不结盟运动 （犖犃犕）
成立于１９６１年，是不结盟国家之间在联合国内就政治、经济和

军备控制问题进行磋商和协调立场的论坛。

成员国 （１１８个）：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安提瓜和巴

布达、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伯利兹、贝

宁、不丹、玻利维亚、博茨瓦纳、文莱、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

寨、喀麦隆、佛得角、中非共和国、乍得、智利、哥伦比亚、科摩

罗、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共和国、科特迪瓦、古巴、吉布提、多米

尼克、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

亚、埃塞俄比亚、加蓬、冈比亚、加纳、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几内

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洪都拉斯、印度、印度尼西亚、伊

朗、伊拉克、牙买加、约旦、肯尼亚、朝鲜、科威特、老挝、黎巴

嫩、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

马尔代夫、马里、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蒙古、摩洛哥、莫桑比

克、缅甸、纳米比亚、尼泊尔、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阿

曼、巴基斯坦、巴勒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秘鲁、菲律

宾、卡塔尔、卢旺达、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

纳丁斯、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舌尔、塞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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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昂、新加坡、索马里、南非、斯里兰卡、苏丹、苏里南、斯威士

兰、叙利亚、坦桑尼亚、泰国、东帝汶、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土库曼斯坦、乌干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乌兹别克斯坦、

瓦努阿图、委内瑞拉、越南、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ａｍｅｇｙｐｔ．ｏｒｇ／〉。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犖犃犜犗）
根据 《北大西洋公约》（即 《华盛顿条约》）于１９４９年建立的西

方防御联盟。公约第五条规定：任何一个成员国受到武装攻击时，所

有成员国有义务作出反应。总部设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成员国 （２８个）：阿尔巴尼亚、比利时、保加利亚、加拿大、克

罗地亚、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法国、德国、希腊、匈牙

利、冰岛、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荷兰、挪威、波

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土耳其、

英国、美国

法国于２００９年重新参加北约的一体化军事机构。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ａｔｏ．ｉｎｔ／〉。

欧洲—大西洋伙伴关系理事会 （犈犃犘犆）
旨在促进北约与其 “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的伙伴国之间对话

和磋商，是双边 “和平伙伴计划”项目的总的政治架构。

成员国 （５０个）：北约成员国及亚美尼亚、奥地利、阿塞拜

疆、白俄罗斯、波黑、芬兰、格鲁吉亚、爱尔兰、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马耳他、摩尔多瓦、

黑山、俄罗斯、塞尔维亚、瑞典、瑞士、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

坦、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

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ａｔｏ．ｉｎｔ／ｃｐｓ／ｅｎ／ｎａｔｏｌｉｖｅ／ｔｏｐｉｃｓ＿

４９２７６．ｈｔｍ〉。

北约—格鲁吉亚合作委员会 （犖犌犆）
２００８年９月成立的为进行政治磋商和实际合作的一个论坛，

旨在帮助格鲁吉亚达到加入北约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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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国 （２９个）：北约成员国和格鲁吉亚

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ａｔｏ．ｉｎｔ／ｃｐｓ／ｅｎ／ｎａｔｏｌｉｖｅ／ｔｏｐｉｃｓ＿

５２１３１．ｈｔｍ〉。

北约—俄罗斯理事会 （犖犚犆）
２００２年成立，是北约和俄罗斯就安全问题进行磋商、增加

共识、开展合作、做出共同决定和采取联合行动的一个机制，重

点是根据１９９７年的 《北约—俄罗斯关于相互关系、合作与安全

的基本文件》确定共同感兴趣的领域，以及诸如反恐、危机处理

和防扩散等新领域。

参加国 （２９个）：北约成员国和俄罗斯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ａｔｏｒｕｓｓｉａｃｏｕｎｃｉｌ．ｉｎｆｏ／〉。

北约—乌克兰委员会 （犖犝犆）
１９９７年成立，目的是双方就政治和安全问题、预防和解决

冲突、防扩散、武器出口和技术转让以及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进

行磋商。

参加国 （２９个）：北约成员国和乌克兰

网址：〈ｈｔｔｔｐ：／／ｗｗｗ．ｎａｔｏ．ｉｎｔ／ｉｓｓｕｅｓ／ｎｕｃ／〉。

核供应国集团 （犖犛犌）
成立于１９７５年，以前也称作 “伦敦俱乐部”。该集团根据 《核转

让指导原则》（即 《伦敦指导原则》，１９７８年首次通过）和 《转让核

相关的两用设备、材料、软件及相关技术的指导原则》（即 《华沙指

导原则》）来协调核材料的国家转让控制措施。《伦敦指导原则》包含

有一个材料的 “触发清单”。在向任何无核武器国家出口用于和平目

的的有关材料时，应根据 “触发清单”启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

监督。

参加国 （４６个）：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白俄罗斯、比利

时、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中国、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

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

爱尔兰、意大利、日本、哈萨克斯坦、韩国、拉脱维亚、立陶宛、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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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堡、马耳他、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

罗斯、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

其、英国、乌克兰、美国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ｕｃｌｅａｒｓｕｐｐｌｉｅｒｓｇｒｏｕｐ．ｏｒｇ／〉。

开放天空咨询委员会 （犗犛犆犆）
根据１９９２年的 《开放天空条约》成立，宗旨是解决履约方面的

问题。

开放天空条约缔约国 （３４个）：见附件Ａ。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ｓｃｅ．ｏｒｇ／ｏｓｃｃ／〉。

军备合作联合组织 （犗犆犆犃犚）
１９９６年由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建立，２００１年起具有法人

资格。目的是对特定的协作性防务军备项目进行有效且高效的管理。

总部设在德国波恩。

成员国 （６个）：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ｃｃａｒｅａ．ｏｒｇ／〉。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犗犈犆犇）
成立于１９６１年，宗旨是通过协调成员国之间政策，促进经济发

展和社会福利。总部设在法国首都巴黎。

成员国 （３４个）：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智利、

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

冰岛、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韩国、卢森堡、墨西哥、荷

兰、新西兰、挪威、波兰、葡萄牙、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

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美国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ｅｃｄ．ｏｒｇ／〉。

民主和经济发展组织 （犌犝犃犕古阿姆集团）
四个国家组成的集团，目的是促进稳定和加强安全。该集团历

史可以追溯到１９９７年，于２００６年正式成立。成员国通过八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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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来合作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促进贸易。秘书处设在乌克兰首都

基辅。

成员国 （４个）：阿塞拜疆、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乌克兰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ｕａｍｏｒｇａｎｚｉｔｉｏｎ．ｏｒｇ／〉。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犗犛犆犈）
１９７３年发起，当时称为 “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ＣＳＣＥ），１９９５

年更名为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意在成为一个全面安全合作的主

要机构，负责区域内预警、冲突预防、危机处理和后冲突期恢复。总

部设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它的三驾马车包括轮值主席、前任主席和

后任主席。其设在维也纳的 “安全合作论坛”（ＦＳＣ）负责处理军备

控制和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由若干机构组成，

它们全部设在欧洲。

参加国 （５６个）：阿尔巴尼亚、安道尔、亚美尼亚、奥地利、阿

塞拜疆、白俄罗斯、比利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加

拿大、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

法国、格鲁吉亚、德国、希腊、梵蒂冈、匈牙利、冰岛、爱尔兰、意

大利、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拉脱维亚、列支敦士登、立陶

宛、卢森堡、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马耳他、摩尔多瓦、摩纳

哥、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圣马力诺、塞

尔维亚、黑山、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塔吉

克斯坦、土耳其、土库曼斯坦、英国、乌克兰、美国、乌兹别克斯坦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ｓｃｅ．ｏｒｇ／〉。

明斯克集团
系一个支持 “明斯克进程”的集团，组成一个为和平解决纳

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冲突进行谈判的论坛。

成员国：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芬兰、法国、

德国、意大利、俄罗斯、瑞典、土耳其、美国、欧安组织三

驾马车

三个国家的代表为该集团的共同主席。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ｓｃｅ．ｏｒｇ／ｍ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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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化学武器组织 （犗犘犆犠）
根据１９９３年的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成立的机构，目的是监督

公约履行情况和解决履约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该组织设在荷兰海牙。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缔约国 （１８８个）：见附件Ａ。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ｐｃｗ．ｏｒｇ／〉。

美洲国家组织 （犗犃犛）
系美洲的国家集团。该组织于１９４８年通过宪章，宗旨是加强西

半球的和平与安全。总秘书处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成员国 （３５个）：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巴哈马、巴布达、

伯利兹、玻利维亚、巴西、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

古巴、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格林那

达、危地马拉、圭亚那、海地、洪都拉斯、牙买加、墨西哥、尼

加拉瓜、巴拿马、巴拉圭、秘鲁、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

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苏里南、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乌拉圭、美国、委

内瑞拉

根据２００９年６月３日决议，将古巴被排除在该组织之外的

１９６２决议停止生效。根据２００９年决议，古巴能否参加该组织 “将是

一项对话进程的结果”。

２００９年７月５日洪都拉斯被暂停参加美洲国家组织活动。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ａｓ．ｏｒｇ／〉。

黑海经济合作组织 （犅犛犈犆）
１９９２年成立，宗旨是保障黑海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推动

和促进经济合作与进步。常设秘书处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

成员国 （１２个）：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保加利

亚、格鲁吉亚、希腊、摩尔多瓦、罗马尼亚、俄罗斯、塞尔维亚、土

耳其、乌克兰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ｓｅｃ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ｒ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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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会议组织 （犗犐犆）
１９６９年由伊斯兰国家成立。目的是促进成员国之间的合作，支

持和平、安全和巴勒斯坦人民及所有穆斯林人民的斗争。秘书处设在

沙特阿拉伯的吉达。

成员国 （５７个）：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阿塞拜

疆、巴林、孟加拉国、贝宁、文莱、布基纳法索、喀麦隆、乍得、

科摩罗、科特迪瓦、吉布提、埃及、加蓬、冈比亚、几内亚、几内

亚比绍、圭亚那、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约旦、哈萨克斯

坦、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黎巴嫩、利比亚、马来西亚、马尔代

夫、马里、毛里塔尼亚、摩洛哥、莫桑比克、尼日尔、尼日利亚、

阿曼、巴基斯坦、巴勒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

拉利昂、索马里、苏丹、苏里南、叙利亚、塔吉克斯坦、多哥、突

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乌干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乌兹别

克斯坦、也门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ｉｃｏｃｉ．ｏｒｇ／〉。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禁止核武器组织 （犗犘犃犖犃犔）
根据１９６７年的 《特拉特洛尔科条约》建立。目的是与 “国际原

子能机构”一道解决条约执行方面的问题。该组织设在墨西哥的首都

墨西哥城。

《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缔约国 （３３个）：见附件Ａ。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ｐａｎａｌ．ｏｒｇ／〉。

太平洋岛国论坛
１９７１年成立，由一些提议建立南太平洋无核区的南太平洋国家

组成。该提议后来体现在１９８５年的 《拉罗汤加条约》之中。论坛不

仅监督该条约的履约情况，而且为一系列更广泛问题进行非正式讨论

提供场所。秘书处设在斐济首都苏瓦。

成员国 （１６个）：澳大利亚、库克群岛、斐济、基里巴斯、马绍

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瑙鲁、新西兰、纽埃、帕劳、巴布亚新几内

亚、萨摩亚、所罗门群岛、汤加、图瓦卢、瓦努阿图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ｏｒｕｍｓｅｃ．ｏｒ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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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扩散安全倡议 （犘犛犐）
根据２００３年美国发起的倡议，成为一个进行执法合作的多边论

坛，旨在拦截和没收通过陆地、空中和海洋转运的非法大规模杀伤性

武器、导弹技术和相关材料。２００３年发表防扩散安全倡议拦截原则

声明。该组织没有秘书处，其活动由一个行动专家组协调。

成员国 （９８个）：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安道尔、安哥拉、安提

瓜和巴布达、阿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

疆、巴哈马、巴林、白俄罗斯、比利时、伯利兹、波黑、文莱、保加

利亚、柬埔寨、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克罗地亚＋、塞浦路斯、

捷克共和国＋、丹麦＋、吉布提＋、萨尔瓦多、爱沙尼亚、斐济、芬

兰、法国＋、格鲁吉亚、德国＋、希腊、梵蒂冈、洪都拉斯、匈

牙利、冰岛、伊拉克、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约

旦、哈萨克斯坦、韩国＋、吉尔吉斯斯坦、科威特、拉脱维亚、利

比里亚、利比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前南斯拉夫马其

顿共和国、马耳他、马绍尔群岛、摩尔多瓦、蒙古、黑山、摩洛哥、

荷兰＋、新西兰＋、挪威＋、阿曼、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巴

拉圭、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罗马尼亚、俄罗斯、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萨摩亚、圣马力诺、沙特阿拉伯、塞尔维

亚、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斯里兰卡、

瑞典、瑞士、塔吉克斯坦、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乌克

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英国＋、美国＋、乌兹别克斯坦、瓦努

阿图、也门

行动专家组成员。

＋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期间主办过ＰＳＩ演习的东道国。

区域合作理事会 （犚犆犆）
由欧盟在１９９９年东南欧会议上发起，２００８年开始组建，取代东

南欧稳定公约组织。目的是推动多边合作与东南欧同欧洲及欧洲大西

洋的一体化，促进区域发展，造福人民。主要集中在六个优先领域：

经济和社会发展、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司法和内政建设、安全合

作、人力资源建设及议会合作。秘书处设在萨拉热窝，其联络处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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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塞尔。

成员国 （４６个）：阿尔巴尼亚、奥地利、波黑、保加利亚、加拿

大、欧洲委员会、欧洲发展银行理事会、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丹

麦、欧洲复兴与发展银行、欧洲投资银行、欧盟、德国、芬兰、法

国、希腊、匈牙利、国际移民组织、爱尔兰、意大利、拉脱维亚、前

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摩尔多瓦、黑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挪

威、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波兰、罗马尼亚、

塞尔维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东南欧合作倡议、西班牙、瑞

典、瑞士、土耳其、英国、联合国、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机构、美国、世界银行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ｃｃ．ｉｎｔ／〉。

上海合作组织 （犛犆犗）
前身是 “上海五国”，于１９９６年成立。２００１年更名为 “上海合

作组织”，向所有支持其宗旨的国家开放。成员国在建立信任措施、

地区安全以及经济领域等方面开展合作。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设在中

国首都北京。

成员国 （６个）：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

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ｅｃｔｓｃｏ．ｏｒｇ／〉。

六方会谈：
一个就朝鲜核问题进行多边磋商的论坛。会谈在北京举行，中国

担任主席国。

参加国 （６个）：中国、日本、朝鲜、韩国、俄罗斯、美国

东南欧合作倡议 （犛犈犆犐）
１９９６年由美国在与欧盟协调后发起的一个倡议，旨在促进东南

欧国家间的合作和稳定，推动其加入欧洲结构。秘书处设在欧安组织

维也纳办事处。

成员国 （１３个）：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

亚、克罗地亚、希腊、匈牙利、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摩尔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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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黑山、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土耳其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ｅｃｉｎｅｔ．ｉｎｆｏ／〉。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犛犃犇犆）
成立于１９９２年，宗旨是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和维护主权、和平与

安全、人权与民主的基本原则。其政治、国防和安全合作机构 （ＯＰ

ＤＳ）的目的是推动区域内和平与安全。秘书处设在博茨瓦纳首都哈

博罗内。

成员国 （１５个）：安哥拉、博茨瓦纳、刚果民主共和国、莱索

托、马达加斯加、马拉维、毛里求斯、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塞舌

尔、南非、斯威士兰、坦桑尼亚、赞比亚、津巴布韦

２００９年３月马达加斯加被暂停在南共体内所有机构的活动。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ａｄｃ．ｉｎｔ／〉。

特别核查委员会 （犛犞犆）
根据１９８７年 《销毁中短程导弹条约》成立，目的是作为一个论

坛来解决履约问题及采取必要措施来提高条约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销毁中短程导弹条约》的缔约国 （５个）：见附件Ａ。

次地区磋商委员会 （犛犚犆犆）
根据１９９６年的 《关于南斯拉夫的次地区军控协定》（《佛罗伦萨

协定》）建立，是作为成员国解决协定遵守问题的论坛。

《佛罗伦萨协定》缔约国 （４个）：见附件Ａ。

网址：〈ｈｔｔｔ：／／ｗｗｗ．ｏｓｃｅ．ｏｒｇ／ｉｔｅｍ／４３７２５〉。

南美洲国家联盟 （犝犖犃犛犝犚）
系一个政府间组织，目的是加强区域一体化，在成员国内部增进

政治对话，促进经济发展，协调防务问题。２００８年 《宪章条约》在

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１日生效，南美国家联盟将逐步取代安第斯共同体和南

方共同市场。总部设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

成员国 （１２个）：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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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瓜多尔、圭亚那、巴拉圭、秘鲁、苏里南、乌拉圭、委内瑞拉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ｐｔｕｎａｓｕｒ．ｃｏｍ／〉。

南美洲防务理事会 （犆犇犛）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由南美洲国家联盟成员国批准成立，２００９年３

月举行第一次理事会议。理事会目标是巩固南美洲区域和平，创

建区域形象和加强区域内防务合作。

成员国 （１２个）：南美洲国家联盟成员国。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ｄｓｕｎａｓｕｒ．ｏｒｇ／〉。

瓦森纳安排 （犠犃）
《关于常规武器和两用物项及技术出口控制的瓦森纳安排》于

１９９６年正式成立。宗旨是防止其行为受到成员国关注的国家获取武

器和可转军用的敏感两用物项和技术。秘书处设在奥地利首都维

也纳。

参加国 （４０个）：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

亚、加拿大、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

国、德国、希腊、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日本、韩国、拉脱维

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葡萄

牙、罗马尼亚、俄罗斯、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瑞

典、瑞士、土耳其、英国、乌克兰、美国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ａｓｓｅｎａａｒ．ｏｒｇ／〉。

西欧联盟 （犠犈犝）
根据１９５４年修订后的 《布鲁塞尔条约》成立，总部在比利时首

都布鲁塞尔。西欧联盟涉及军事的活动 （“彼得斯堡任务”）已于

２０００年转入欧盟。余下的任务包括承担集体防御、机构对话和支持

军备合作。

注：２０１０年３月３１日，《修订后布鲁塞尔条约》缔约国决定终

止条约。因此，到２０１１年６月，西欧联盟将结束使命。

成员国 （１０个）：比利时、法国、德国、希腊、意大利、卢森

堡、荷兰、葡萄牙、西班牙、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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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ｅｕ．ｉｎｔ／〉。

桑戈委员会
成立于１９７１—１９７４年的核出口国委员会，称为桑戈委员会。这

个由核供应国组成的集团，一年举行两次非正式会议，协调核材料的

出口控制，即根据定期更新的触发清单，核材料出口时必须实施国际

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措施。该委员会的工作是核供应国集团的

补充。

成员国 （３８个）：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白俄罗斯、比利

时、保加利亚、加拿大、中国、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

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日本、

韩国、卢森堡、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斯

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

乌克兰、美国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ａｎｇｇｅｒ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ｒｇ／〉。

（琦灵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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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犆
２０１０年大事记

南尼·博德尔

此大事记列出了２０１０年与军备、裁军和国际安全有关的重大事

件。事件发生的日期为当地时间。关键词标在右侧一栏。缩略语的定

义可在第２０—２３页上查找。

１月２日 英国和美国同意为也门的反恐警察部

队提供资金以加大对伊斯兰激进组织

的打击力度，如也门的基地组织和索

马里的青年圣战者。这是继２００９年

１２月２５日发生对美国客机的未遂袭

击后采取的措施。

索马里；也门；

恐 怖 主 义；英

国；美国

１月１１日 中国对其导弹拦截技术进行测试，声

称试验属 “防御性质”，不针对任何

国家。

中国；导弹

１月１２日 毁灭性地震袭击海地首都太子港，造

成多达２０万人丧生的人道主义灾难，

摧毁了大部分政府建筑，包括联合国

设在首都的总部。对港口、道路和其

他重要基础设施造成的损害阻碍了人

道主义援助的运送。随着人们越来越

急需食物和水，暴力和抢劫事件蔓

延，当局于１月１９日宣布进入紧急

状态。

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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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月１８日 阿富汗喀布尔发生有组织的自杀式袭

击，塔利班武装分子对多幢政府建筑

物和一家酒店发动攻击。经过几个小

时的战斗，阿富汗安全部队宣布重新

控制了局势。

阿 富 汗；恐 怖

主义

１月２５日 绰号 “化学阿里”的阿里·哈桑·马

吉德在伊拉克被绞刑处决。马吉德自

２００７年起已四次被判处死刑，定罪

理由如下：参与１９８６年至１９８９年期

间导致可能多达１８万库尔德平民丧

生的安法尔行动；１９９１年海湾战争

后残酷镇压什叶派起义；１９９９年杀

害巴格达萨德尔城的什叶派穆斯林；

以及１９８８年下令在哈拉布贾发动毒

气袭击造成５０００名库尔德平民死亡。

伊拉克

１月２７—

２９日

１月２７日，朝鲜和韩国军舰在有争议

的朝韩海上边界附近交火。１月２８日

和２９日，朝鲜在同一地区发射火炮。

事件发生前，朝鲜于１月２６日宣布其

西海岸沿海部分海域为禁航区域。

朝鲜；韩国

１月２８日 中国加强与以欧盟和美国为首的联合

海上部队合作打击索马里沿海的海

盗。中国同意共同主持 “信息共享与

防止冲突”机制，保护西印度洋的航

运走廊免受海盗侵扰。

欧 盟； 中 国；

美国

１月２９日 奥巴马政府通知美国国会计划向台湾

地区出售价值６４亿美元的武器，其

中包括巡航导弹、导弹防御系统、直

升机、猎雷舰艇和通讯设备。１月３０

日，中国宣布暂停中美军事和安全交

流并声明将制裁向台湾出售武器的美

国公司。

美 国；台 湾 地

区；中国；武器

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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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月１日 针对前往伊拉克卡尔巴拉的什叶派朝

圣者的自杀式炸弹袭击造成至少４１

人死亡，１００多人受伤。

伊 拉 克；恐 怖

主义

２月５日 俄罗斯宣布其至２０２０年期间的新军

事学说，将北约连同在毗邻俄罗斯及

其盟国的领土上部署外国军队确定为

对俄罗斯的 “主要军事威胁”。发展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被看作是遏制和预

防武装冲突的根本任务。首先使用核

武器的标准变为 “当国家的生存受到

威胁时”。

俄 罗 斯；军 事

学说

２月８日 美国和巴基斯坦特工在巴基斯坦卡拉

奇抓获阿富汗塔利班的最高领导人之

一毛拉·阿卜杜·加尼·巴拉达。巴

基斯坦官员于２月１７日证实将其

抓获。

美 国；巴 基 斯

坦；塔利班

２月１３日 以北约为首的国际安全援助部队与阿

富汗部队联手发动 “摩什塔拉克行

动”打击赫尔曼德省的塔利班武装分

子，这是自２００１年推翻塔利班政权

以来在阿富汗展开的最大攻势。这次

行动有１５，０００人参与。

北约；阿富汗

２月２３日 苏丹政府和达尔富尔反政府组织 “正

义与平等运动”的代表在卡塔尔首都

多哈签署框架协议，其中包括一项停

火协议和有关权力分享的协议纲要。

根据该协议，应在３月１５日前达成

最终和平协议，尽管 “正义与平等运

动”称这不太可能。达尔富尔地区的

另一大反政府组织 “苏丹解放运动／

军”一直拒绝参加乍得政府主持下的

谈判。

苏丹；达尔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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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月１日 联合国在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消息来

源报告，自２月２２日以来杰贝尔马

拉地区有数百名平民在苏丹武装部队

与 “苏丹解放运动／军”反政府武装

之间的战斗中丧生。苏丹政府否认曾

发生任何战斗。

苏丹；达尔富尔

３月１８日 苏丹政府和 “解放与正义运动”的代

表签署框架协议，其中包括为期３个

月的停火。“解放与正义运动”是一

个由１０个不同的达尔富尔反政府组

织在２月份组成的联合体。这使得

“苏丹解放运动／军”成为唯一与政府

公开冲突的反政府组织。

苏丹；达尔富尔

３月２６日 俄罗斯和美国达成裁减核军备协议。

《关于进一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

武器措施的条约》规定核弹头数量不

得超过１５５０枚，部署和未部署的发

射装置及装备核武器的重型轰炸机数

量不得超过８００件，部署的洲际及潜

射弹道导弹不得超过７００件。该条约

将取代１９９１年签署的于２００９年１２

月５日到期的 《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

器条约》和２００２年签署的 《削减进

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另请参见４月

８日）

俄罗斯；美国；

核军备控制

３月２６日 韩国军舰 “天安”号在有争议的朝韩

海上边界附近沉没。韩国称朝鲜鱼雷

击沉了该舰，但朝鲜否认对此负有责

任。（另请参见５月２０日）

韩国；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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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月２８日 非政府组织 “人权观察”发布报告披

露证据，表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期间乌干

达反政府组织 “上帝抵抗军”在刚果

民主共和国东北部地区至少屠杀了

３２１人，另外还劫持了约２５０人。

刚果 （金）；战

争罪

３月２９日 莫斯科地铁系统发生的两次有组织自

杀式炸弹袭击造成至少４０人死亡，

１００多人受伤。伊斯兰车臣分离主义

分子宣称对此负责。

俄 罗 斯；恐 怖

主义

３月３１日 继２００７年签署的 《里斯本条约》于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日正式生效后，西欧

联盟正式解散并将在２０１１年６月底

前逐步停止所有活动。《里斯本条约》

第４２．７条取代了确定共同防御原则

的１９５４年修订的 《布鲁塞尔条约》

中的第五条规定。

西欧联盟；同盟

４月６日 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一直与印度政

府斗争的印度毛派共产党的纳萨尔派

反政府武装在恰蒂斯加尔邦发动了该

运动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袭击，打死

７０—８０名国家和地方警察部队人员。

他们还因５月２８日西孟加拉邦发生

的火车相撞事件而受到谴责，该事件

造成近１５０人遇难。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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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月６日 美国国防部发布 《２０１０年核态势评

估》报告。这份新的国防政策文件显

著减少了美国将会使用核武器的情

况；强调１９６８年签署的 《不扩散核

武器条约》的重要性；承诺美国不再

进行核武器试验以寻求批准１９９６年

通过的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并

承诺不再发展新的核弹头或执行核武

器方面的新军事任务或谋求新的核武

器能力。

美国；核武器

４月７日 继３月３１日欧盟理事会做出决定后，

欧盟驻索马里军事教官团正式启动。

欧盟驻索马里军事教官团将与联合国

和非洲联盟合作在乌干达培训２０００

名索马里士兵。

欧盟；索马里

４月７日 中国和印度同意在两国总理办公室之

间设立热线以改善两国关系并防止其

长期存在的边界争端爆发冲突。

中国；印度；建

立信任措施

４月８日 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和俄罗斯总

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在捷克共和

国首都布拉格签署 《关于进一步削减

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措施的条约》。

该条约、其议定书和议定书的技术附

件须经美国参议院和俄罗斯国家杜马

批准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俄罗斯；美国；

核军备控制

４月１０日 波兰总统莱赫·卡钦斯基以及波兰政

府和军方的许多高级官员在俄罗斯斯

摩棱斯克的坠机事件中遇难。

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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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月１２日 乌克兰宣布将在２０１２年举行下一届

核安全峰会之前将该国保有的所有高

浓缩铀移出本国，在这一过程中将由

美国提供技术和财政援助。乌克兰还

计划将其民用核研究设施转为以无法

用于核武器的低浓缩铀燃料运行。

乌克兰；铀；核

裁军

４月１２—

１３日

有４８个国家参与的核安全峰会在华

盛顿特区举行。无论伊朗还是朝鲜都

没有被邀请参加此次峰会。峰会公报

承诺与会各国将加强核安全并减少核

恐怖主义威胁。公报通过峰会工作计

划落实。

核安全峰会

４月１３日 俄罗斯和美国签署 《钚处置议定书》，

决定落实双方于２０００年达成的 《钚

管理和处置协定》，根据该协议，两

国承诺以不可逆转的透明方式处置至

少３４吨武器级钚。这相当于制造近

１．７万件核武器所需的材料。

俄 罗 斯； 美

国；钚

４月３０日 安哥拉、布隆迪、喀麦隆、中非共和

国、乍得、刚果共和国、刚果民主共

和国、赤道几内亚、加蓬、卢旺达、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等１１个国家在刚

果 （金）首都金沙萨举行会议，通过

了 《中非管制小武器和轻武器及其弹

药和可用于制造、修理和组装这类武

器的零部件的公约》 （《金沙萨公

约》）。公约于１１月１９日在刚果共和

国首都布拉柴维尔开放签署，除布隆

迪、赤道几内亚和卢旺达外的所有国

家均签署了公约。

中非；小武器和

轻 武 器；军 备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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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月３—

２８日

１９６８年签署的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缔约国第八次审议大会在纽约举行。

会议于５月２８日闭幕并一致通过成

果文件，其中包含加快核裁军 “具体

进展”的步骤以推动核不扩散并致力

于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

不扩散核武器

条约

５月１７日 巴西、伊朗和土耳其外长在伊朗德黑

兰举行会议并签署协议，根据协议，

伊朗同意把１２００公斤低浓缩铀存放

在土耳其并在 “一周内”通知国际原

子能机构。作为交换，伊朗将获得

１２０公斤更高丰度的浓缩铀用于其德

黑兰研究反应堆。

巴西；伊朗；土

耳其；核燃料

５月２０日 对３月２６日韩国军舰 “天安”号沉

没事件进行的国际调查报告得出结论

认为是朝鲜鱼雷击沉了该舰。朝鲜继

续拒绝对这起事件负责，朝鲜国防委

员会发出警告称，如果实施制裁，朝

鲜将以 “全面战争”般的强硬措施

回应。

韩国；朝鲜

５月２７日 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发布 《２０１０

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目标是提升

美国改善安全的能力并与美国的伙伴

国一起通过共享安全伙伴计划战胜全

球恐怖主义；加强美国的生物和核安

全；提高情报能力和信息共享能力。

美国；国家安全

５月２８日 与巴基斯坦塔利班有联系的武装分子

对拉合尔属于穆斯林少数教派阿玛迪

派的两座清真寺发动有组织的袭击。

超过８０人丧生，１００多人受伤。

巴基斯坦；恐怖

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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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月２８日 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第１９２５号决

议，将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特

派团的任务期限延长至２０１０年６月

３０日，自２０１０年７月１日起该特派

团更名为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

稳定特派团。决议还批准２０１０年６

月３０日前撤出多达２０００人的联合国

军事人员。联刚稳定团的任务期限至

２０１１年６月３０日。

联 合 国；刚 果

（金）；维和行动

５月３０日 以色列军舰在国际水域拦截以亲巴勒

斯坦的 “自由加沙运动”和土耳其的

“人权自由及人道主义援助基金会”

组织为首、由六艘货船和客轮组成的

救援船队。船队原定驶往加沙地带，

试图打破３年之久的以色列封锁。９

人在袭击中丧生；多人受伤；船上所

有平民被投入以色列监狱。联合国安

理会要求对事件进行公正的调查并释

放被以色列关押的的平民。

以 色 列；军 事

行动

６月２日 塔利班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对在喀布尔

举行的由部族首领和长老出席的和平

支尔格会议发动攻击，阿富汗总统哈

米德·卡尔扎伊在会上提出其对阿富

汗的和平计划。卡尔扎伊的建议包括

与温和派塔利班武装分子进行谈判以

及从联合国 “黑名单”中删除塔利班

的名字。袭击者被打死或监禁。

阿 富 汗；恐 怖

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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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月９日 联合国安理会以１２票赞成、２票反

对 （巴西和土耳其投反对票，黎巴嫩

弃权）通过第１９２９号决议，在历次

决议的基础上就伊朗的核计划对其实

施第四轮制裁。伊朗不得获取另一国

家任何涉及开采铀、生产或使用核材

料和核技术的商业活动的股权。另外

还对伊朗实施武器禁运。

联合国；伊朗；

制裁

６月１０日 两名波斯尼亚塞族军官武亚丁·波波

维奇和留比萨·贝亚拉被荷兰海牙前

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裁定在

１９９５年发生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

那的斯雷布雷尼察的大屠杀中犯有种

族灭绝罪并判处终身监禁。

前南刑庭；波斯

尼亚和黑塞哥

维那

６月１１日 １９９８年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审议大会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闭幕。

会议通过的修正案包括在１９７４年联

大第３３１４（ＸＸＩＸ）号决议定义的基

础上对侵略罪的定义以及国际刑事法

院可对该罪行行使管辖权的条件。该

修正案可在２０１７年１月１日后生效。

国际刑事法院；

战争罪

６月１１—

１３日

超过１００人在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发生

的吉尔吉斯族与乌兹别克族之间的种

族暴力骚乱中丧生。数以万计的乌兹

别克人越过边境逃往乌兹别克斯坦。

吉尔吉斯临时政府请求俄罗斯维和部

队援助。

吉尔吉斯斯坦

６月１４—

１８日

联合国第四次审议２００１年 《从各个

方面防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

器非法贸易的行动纲领》执行情况的

会员国两年期会议在纽约举行。

联合国；小武器

和轻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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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月２１日 继联合国安理会于６月９日通过最新

一轮制裁后，伊朗禁止两名国际原子

能机构核查人员入境。伊朗宣布将对

制裁做出一系列回应。

联合国；国际原

子 能 机 构；伊

朗；制裁

７月３日 波兰外长拉多斯瓦夫·西科尔斯基与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

在波兰城市克拉科夫签署２００８年导

弹防御协议的修订协议，其中包括在

波兰部署美国 “标准－３”型导弹拦

截导弹以防御来自伊朗和其他国家的

潜在威胁。克林顿指出，新系统纯粹

是防御性质，不会对俄罗斯构成

威胁。

美国；波兰；导

弹防御

７月１２—

２３日

联合国武器贸易条约会议筹备委员会

在纽约举行第一届会议。下届会议将

于２０１１年２月举行。

联合国；武器贸

易；条约

７月１５日 继索马里伊斯兰激进组织青年圣战者

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发动恐怖袭击造

成７０多人死亡后，乌干达政府于７

月１１日宣布计划增派２０００名士兵以

加强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的

力量。

乌 干 达；索 马

里；恐怖主义

７月２２日 在有关２００８年科索沃单方面宣布从

塞尔维亚独立的合法性的咨询意见

中，荷兰海牙国际法院称宣布独立的

行为不违反国际法。

国际法院；科索

沃；塞尔维亚

７月２５日 “维基解密”组织在互联网上公布了

９万多份阿富汗战争的机密美军战地

报告。这些文件包含比以往报道更多

的平民死亡记录，时间涵盖从２００４

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３１日这

段期间。

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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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月２６日 欧盟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

１９２９（２０１０）号决议通过在贸易、金

融服务、能源和运输领域对伊朗进行

制裁的决议。

欧 盟； 伊 朗；

制裁

７月２６日 金边的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对前红色

高棉领导人康克由 （别名 “杜赫”）

进行宣判，他因民主柬埔寨政权期间

（１９７５—１９７９年）在金边Ｓ２１监狱

犯下的罪行被判监禁３５年。特别法

庭由联合国和柬埔寨政府在２００３年

设立；这是该法庭的首次判决。

柬埔寨

８月１日 继２月１６日获得第３０个缔约国批准

后，２００８年达成的 《集束弹药公约》

正式生效。

军备控制；集束

弹药

８月１４日 柬埔寨请东南亚国家联盟帮助调解自

２００８年起因柏威夏寺与泰国持续不

断的边界冲突。自２００８年以来有多

人丧生，两国军队在２０１０年期间多

次交火。

柬埔寨；泰国

８月１９日 在２００３年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入

侵伊拉克７年后，最后一个美军作战

旅撤出伊拉克。有大约５万美军将驻

留伊拉克至２０１１年底，旨在为伊拉

克武装部队提供支持和培训，同时保

护美国的利益。８月３１日，美国总

统贝拉克·奥巴马宣布美国在伊拉克

的军事行动正式结束。“伊拉克自由

行动”由乔治·Ｗ·布什总统在

２００３年３月发动。

美国；伊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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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２日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谈判在

华盛顿特区正式重启。以色列总理本

雅明·内塔尼亚胡和巴勒斯坦国总统

马哈茂德·阿巴斯同意于９月中旬在

埃及的沙姆沙伊赫举行新的会议。

以色列；巴勒斯

坦领土

９月７日 一艘中国渔船与日本海岸警卫队船只

在中国东海有争议的海域相撞。日本

扣留中国渔船船长，激起中国的强烈

反应。

中国；日本

９月９日 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第６４／２９８号决

议，对欧盟愿意促进塞尔维亚和科索

沃之间就后者在２００８年单方面宣布

从前者独立一事进行对话表示欢迎。

决议还确认了国际法院７月２２日有

关宣布独立的合法性的咨询意见。

联合国；国际法

院；科索沃

９月１９日 巴格达和费卢杰发生三起独立的自杀

式炸弹袭击，造成至少３５人死亡，

１００多人受伤。自美国正式宣布结束

其在伊拉克的作战行动以来的三周

内，伊拉克发生了一连串袭击事件。

伊 拉 克；恐 怖

主义

９月２０—

２２日

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首

脑会议通过了到２０１５年实现 《２０００

年千年宣言》中的８个反贫困目标的

全球行动计划并宣布了新的对妇女和

儿童健康的重大承诺。

联合国

９月２３日 澳大利亚、加拿大、智利、德国、日

本、墨西哥、荷兰、波兰、土耳其和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十个国家形成了

一个新的核裁军倡议，即跨区域核不

扩散和核裁军集团。

核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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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２３日 日本宣布中国已暂停向日本出口稀土

金属。日本和西方国家认为此举是为

报复９月７日扣押中国渔船船长，导

致全球讨论中国的稀土金属生产垄断

地位。对欧洲和美国的出口在１０月

中旬停止。

中国；日本

９月２４日 澳大利亚、加拿大、芬兰、法国、日

本、摩洛哥和荷兰在纽约召开促进

１９９６年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生

效的第五次部长级会议。出席会议的

７２个国家发表声明，要求 “尚未签

署和批准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

国家毫不拖延地签署和批准 《全面禁

止核试验条约》”。该条约还需要再有

９个国家批准方能生效。

全面禁试条约

９月２６日 以色列为期１０个月的约旦河西岸定

居点限建令到期。以色列总理本雅明

·内塔尼亚胡敦促巴勒斯坦国总统马

哈茂德·阿巴斯继续于９月２日开始

的和谈并呼吁犹太定居者表现出克

制。巴勒斯坦方面此前曾表示，如果

不延长定居点建设冻结期，他们将退

出和谈。

以色列；巴勒斯

坦领土

９月２７—

３０日

美国中央情报局９月份扩大其在巴基

斯坦和阿富汗之间边境地区的空袭行

动，使用无人驾驶飞行器对塔利班据

点发动２０次轰炸。北约领导的国际

安全援助部队的直升机进入巴基斯坦

发动空袭，造成５０多名 “哈卡尼网

络”组织嫌疑份子和３名巴基斯坦士

兵死亡，该地区的暴力事件进一步升

北约；美国；阿

富 汗；巴 基 斯

坦；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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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巴基斯坦谴责这些袭击 “明显违

背和违反了国际安全援助部队行动所

依据的联合国授权”，于１０月１日关

闭与阿富汗的托尔哈姆边境通道并向

北约提出正式抗议。

９月２９日 确定 “塞拉利昂政府在塞全境重新获

得控制权”后，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

过第 １９４０ 号决议，解除第 １１７１

（１９９８）号决议实施的武器禁运。

联合国；塞拉利

昂；武器禁运

９月３０日 朝鲜和韩国在板门店非军事区举行两

年来的第一次工作级别军事会谈。朝

鲜提议举行此次会议主要是为了讨论

两国的西部海上边界。

朝鲜；韩国

１０月１日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署发布有关

１９９３年至２００３年期间刚果武装组织

和外国军队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对

平民犯下的 “无法形容”的暴行的报

告。报告指卢旺达和乌干达军队涉及

严重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

义法。

联 合 国；刚 果

（金）；人权

１０月１—

４日

在巴基斯坦的边境地区，怀疑是伊斯

兰武装分子袭击了多个为北约驻阿富

汗部队运送燃料的供给卡车车队，造

成多人伤亡。

北约；阿富汗；

巴基斯坦；恐怖

主义

１０月１２日 １０个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与澳大

利亚、中国、印度、日本、韩国、新

西兰、俄罗斯及美国之间的首届东盟

国防部长扩大会议在越南河内举行。

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机制由东盟各国防

长于５月１０日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倡

议而创建，被称为 “地区安全架构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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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１９日 伊斯兰武装分子袭击格罗兹尼的车臣

议会，造成３人死亡，至少１７人受

伤。这次袭击表明伊斯兰反政府武装

有能力打击引人瞩目的与总统拉姆

赞·卡德罗夫和亲莫斯科政权相联系

的目标。

俄罗斯；车臣；

恐怖主义

１０月１９日 英国国防部自１９９７年以来首次提出

新的 《战略防务与安全评估报告》。

英国；国防

１０月２３日 “维基解密”组织在互联网上公布了

被其称作 “伊拉克战争日志”的近

４０万份机密美军战地报告。这些文

件包含联军和伊拉克政府军有系统的

屠杀、酷刑和虐待的记录，时间涵盖

从２００４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０９年１２月

３１日这段期间。美国国防部称公布

这些文件将使美军面临生命危险。

伊拉克；战争罪

１０月２５日 欧盟委员会宣布欧盟将在希腊和土耳

其之间的边界上部署一个快速干预边

防队以阻止越来越多的非法移民进入

欧洲。这将是欧盟首次在其外部陆地

边界上部署多国武装力量。

欧盟；移民

１０月２９日 在英国和迪拜的货运航班上截获内有

爆炸物的两批货物，分别从也门发送

给美国芝加哥的犹太教堂。这些爆炸

物是根据沙特情报官员提供的线索发

现的。

恐怖主义

１１月２日 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和法国总统尼

古拉·萨科齐在伦敦签署扩大两国间

防务合作的双边条约。条约包括协议

组建一支联合远征部队以及在英国的

奥尔德玛斯顿和法国的瓦尔杜克进行

核研发合作。

法 国； 英 国；

国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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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月３日 美洲国家组织就哥斯达黎加和尼加拉

瓜之间的边界争端举行听证会并派其

秘书长视察该地区。哥斯达黎加指责

尼加拉瓜在圣胡安河沿岸和属于哥斯

达黎加领土的卡莱罗岛上部署军队。

尼加拉瓜最初声称是在谷歌地图错误

地标注为尼加拉瓜领土后进行了部

署，但又声称有权疏浚圣胡安河以使

该河流 （及边界）恢复其１８５８年时

的走向。１１月１２日，美洲国家组织

投票支持哥斯达黎加并呼吁尼加拉瓜

撤军。

美洲国家组织；

哥斯达黎加；尼

加拉瓜

１１月５日 巴基斯坦西北部两座清真寺遭遇炸弹

袭击，造成７０多人死亡，约１００人

受伤。伊斯兰武装分子被指应对这两

起袭击事件负责。

巴基斯坦；恐怖

主义

１１月９—

１２日

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的２００８年 《集

束弹药公约》首次缔约国大会通过了

题为 “禁用集束弹药：将愿景付诸行

动”的２０１０年 《万象宣言》、《万象

行动计划》和 《工作方案》。

军备控制；集束

弹药

１１月１４日 经过７年的软禁，缅甸军政府释放反

对派领导人昂山素季。在她获释后的

首次公开讲话中，她提议为了 “民族

和解”与军方领导人直接会谈。昂山

素季在过去２１年中被监禁了１５年。

缅甸

１１月１５日 在由于示威者设置路障并袭击联合国

驻海地稳定特派团维和人员而引发的

冲突中，海地角和安什至少有一名示

威者被联合国维和部队打死。示威者

怀疑尼泊尔士兵带来了正在海地流行

的霍乱疫情。

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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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月１６日 泰国向美国引渡面临恐怖主义指控的

所谓俄罗斯军火商维克托·布特。布

特于２００８年在曼谷遭到逮捕，被指

控贩卖非洲、南美洲和中东地区内战

中使用的武器。俄罗斯一直试图向泰

国施压迫使其释放布特。

武器贸易

１１月１７日 经过四个星期的审理，首名在民事法

庭受审的前关塔那摩囚犯艾哈迈德·

哈勒凡·盖拉尼所面临的在１９９８年

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恐怖

爆炸案中犯有阴谋和谋杀罪的２８５项

指控中，仅有一项罪名成立。盖拉尼

２００４年在巴基斯坦被捕。

美国；恐怖主义

１１月１９－

２０日

北约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举行的

２０１０年峰会上通过了 《北大西洋公

约组织成员国的国防和安全战略构

想》；决定发展导弹防御能力以保护

欧洲盟国的人民和领土不受弹道导弹

袭击；并商定了阿富汗的 “过渡战

略”，据此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将开始

在未来１８－２４个月内向阿富汗军队

移交安全职责而且其作战任务将在

２０１４年前结束。

北约

１１月２０日 美国科学家西格弗里德·Ｓ·赫克透

露说他在１１月１２日访问朝鲜宁边的

时候亲眼目睹了一个新的秘密建成的

铀浓缩设施。朝鲜声称已安装了

２０００台离心机并投入运行。

朝鲜；铀浓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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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月２０日 北约—俄罗斯理事会在葡萄牙首都里

斯本举行会议，同意讨论导弹防御系

统和战区反导系统合作；扩大禁毒培

训项目；以及加强反恐合作。这是该

理事会自２００８年格鲁吉亚与俄罗斯

的战争以来举行的首次会议。

北约；俄罗斯；

北约—俄罗斯理

事会

１１月２３日 韩国在有争议的朝韩海上边界附近水

域进行军事演习期间，朝鲜向韩国海

域和延坪岛发射炮弹，造成包括两名

平民在内的４人死亡，另有多人受

伤，多幢建筑物起火。韩国方面予以

还击。

朝鲜；韩国

１１月２８日 “维基解密”组织开始在互联网上公

布２５万份机密美国外交电报 （“电报

门”）。这些文件中有些可以追溯到

１９６６年，揭示了不为人知的美国国

际关系纪事。美国谴责 “这种未经授

权披露机密文件和敏感国家安全信息

的行为”。

美国；外交政策

１２月１日 白俄罗斯和美国达成协议，根据该协

议，白俄罗斯将在２０１２年举行下一

届核安全峰会前消除其储存的全部高

丰度浓缩铀，而美国将提供必要的技

术和财政援助。

白俄罗斯；铀；

核裁军

１２月１—

２日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在哈萨克斯坦首

都阿斯塔纳举行其自１９９９年以来的

第一次首脑会议。会议通过了题为

“建立一个安全共同体”的 《阿斯塔

纳宣言》，重申包括在军控领域继续

推行该组织工作的意愿。

欧安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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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月 ６－

７日

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中国、法

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德国和

伊朗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议，进行自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以来关于伊朗核计划的

首次会谈。除了同意２０１１年１月在

伊斯坦布尔举行新的会议之外，会谈

最终没有任何成果。

联合国；德国；

伊朗

１２月１０日 尽管中国政府强烈抗议，中国 “人权

倡导者”刘晓波被授予诺贝尔和

平奖。

中国

１２月１５日 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第１９５６号决

议，决定于２０１１年６月３０日终止伊

拉克发展基金；第１９５７号决议，决

定停止实施第６８１（１９９１）号决议和

第７０７（１９９１）号决议规定的措施，

这些措施要求伊拉克销毁所有大规模

杀伤性武器和远程弹道导弹并且不得

获取任何核武器；以及第１９５８号决

议，结束石油换食品计划。

联合国；伊拉克

１２月１７日 在抗议食品价格上涨、贫困加剧和统

治家族腐败的活动中，突尼斯西迪布

吉德的一名年轻男子企图在公共场所

自杀而选择自焚。他后来死亡，这一

事件激起整个突尼斯针对政府的暴力

示威活动。政治暴力升级，总统宰

因·阿比丁·本·阿里被迫于２０１１

年２月１４日逃离该国。

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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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月２２日 美国参议院批准 《关于进一步削减和

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措施的条约》。

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６日，俄罗斯联邦委员

会 （俄罗斯议会上院）批准该条约。

条约于２０１１年２月５日交换批准书

后生效。

俄罗斯；美国；

核军备控制

（许巍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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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格伦·安德烈斯多梯尔 （犛犻犵狉ú狀犃狀犱狉é狊犱ó狋狋犻狉）（冰岛）：ＳＩＰＲＩ

研究所的 “武装冲突与冲突控制项目”助理研究员。她负责管理

ＳＩＰＲＩ多边和平行动数据库。以前，她曾工作于北约驻阿富汗机构和

冰岛驻维也纳使馆及冰岛常驻维也纳代表处。

西比勒·鲍尔 （犛犻犫狔犾犾犲犅犪狌犲狉）博士 （德国）：ＳＩＰＲＩ研究所的

“军备控制与不扩散项目”资深研究员及该项目的 “出口控制”分项

负责人。之前，她系布鲁塞尔欧洲问题研究所研究员。从２００５年开

始，她在欧洲，以及近来也在东南亚，研究加强过境贸易、中间贸易

和出口贸易控制的相关法律和执法问题，并帮助这些地区开展能力建

设活动。她的著作包括ＳＩＰＲＩ《政策报告》第８期 《欧盟武器出口行

为准则：改进年度报告》（２００４年，与人合写）、《军火贸易》一书中

的几章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０年）以及 《从预警到早期行动？关于提高

欧盟危机反应能力的争论仍在继续》（欧盟委员会，２００８年，与人合

写）。她自２００４年以来一直为 《ＳＩＰＲＩ年鉴》撰稿。

南尼·博德尔 （犖犲狀狀犲犅狅犱犲犾犾）（瑞典）：ＳＩＰＲＩ研究所 “图书和

文件部”及 “军控与裁军文件搜录项目”负责人。她自２００３年以来

一直为 《ＳＩＰＲＩ年鉴》撰稿。

文森特·布拉宁 （犞犻狀犮犲狀狋犅狅狌犾犪狀犻狀） （法国）：２００８年以来在

９６６★ 作者简介 ★



ＳＩＰＲＩ研究所的 “军工生产项目”当访问研究员。他目前正在巴黎的

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校 （ＥＨＥＳＳ）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研究安全

领域的欧洲国防工业发展趋势。他还研究瑞典的国防工业和国防政

策，并发表过相关著作。

马克·布罗姆利 （犕犪狉犽犅狉狅犿犾犲狔） （英国）：ＳＩＰＲＩ研究所的

“武器转让项目”资深研究员，重点研究欧洲武器出口、欧洲武器出

口控制和南美洲武器采购问题。之前，他在英美安全信息委员会

（ＢＡＳＩＣ）担任政策分析员。他的著作包括：《欧洲安全》（２００７年６

月）一书中的 “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武器出口政策欧洲化”、

ＳＩＰＲＩ《政策报告》第２１期 《欧盟武器出口行为准则对国内政策的

影响：捷克、荷兰和西班牙》（２００８年５月）；以及在２００９年５月出

版的ＳＩＰＲＩ《政策报告》第２４期 《空运与影响稳定物资的流动》（与

人合写）。他自２００４年以来一直为 《ＳＩＰＲＩ年鉴》撰稿。

彼得·克莱夫斯蒂格 （犘犲狋犲狉犆犾犲狏犲狊狋犻犵）博士 （瑞典）：ＳＩＰＲＩ研

究所的 “全球健康与安全项目”负责人。他的研究领域包括全球健康

及其与安全和发展的关系、生物材料安全 （实验室生物安全）、生物

威胁及相关政策。他写过关于生物恐怖主义和新出现的生物技术及疾

病监测等生物安全方面的许多文章和书籍中的章节。他是 《生命科学

实验室生物应用手册》（２００９年）的作者。他自２００８年以来一直为

《ＳＩＰＲＩ年鉴》撰稿。

朱利安·库珀 （犑狌犾犻犪狀犆狅狅狆犲狉）教授 （英国）：伯明翰大学俄罗

斯和东欧研究中心俄罗斯经济研究所教授。他研究俄罗斯的经济发

展，重点是俄罗斯国防与安全经济。他的近作包括 《现代俄罗斯安全

政治》中的 “安全经济”（Ａｓｈｇａｔｅ，２０１０年）和 《技术与创新管理

百科全书》中的 “俄罗斯联邦的国家创新制度” （Ｗｉｌｅｙ，２０１０年）。

他在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６年为 《ＳＩＰＲＩ年鉴》

撰过稿。

阿伦·邓恩 （犃犪狉狅狀犇狌狀狀犲）（美国）：ＳＩＰＲＩ研究所的 “军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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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与不扩散项目”资深研究员。以前，他是英国皇家税务与海关署反

扩散部门负责人。他曾策划和落实在中东和东南亚的能力建设活动，

涉及执法方面的广泛问题，包括战略贸易控制、风险管控、立法审议

和个案研究等。在他从事战略贸易控制之前，他对伊朗的政治—军事

事务和国内政策进行过研究、授课并发表相关著作。

维达利·费琴科 （犞犻狋犪犾狔犉犲犱犮犺犲狀犽狅） （俄罗斯）：ＳＩＰＲＩ研究所

的 “军备控制与不扩散项目”研究员，负责核安全问题和核军控与不

扩散的政治、技术及教育层面。以前，他是ＳＩＰＲＩ研究所的访问学

者，工作于俄罗斯政策研究中心和莫斯科国际问题应用研究所。他撰

写或与他人合写了多部有关核法医学、核安全与核查、以及国际核燃

料循环等方面的著作，包括ＳＩＰＲＩ《研究报告》２００７年第２２期 《改

革核出口控制：核供应国集团的未来》（与人合写）。他自２００５年以

来一直为 《ＳＩＰＲＩ年鉴》撰稿。

安德鲁·范斯坦 （犃狀犱狉犲狑犉犲犻狀狊狋犲犻狀）（英国／南非）：前南非议会

ＡＢＣ委员会成员。他在对南非的军火交易腐败案的调查遭拒后主动

辞职。他对此案曾写过一本畅销书 《政党之后》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２００７

年）。他的另一本书 《阴影世界：全球军火贸易内幕》 （Ｈａｍｉｓｈ，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Ｆａｒｒａｒ，ＳｔｒａｕｓａｎｄＧｉｒｏｕｘ）将于２０１１年１１月出版。他

在 《监护人报》、《电讯报》、《新政治家》、《展望》、《明镜》周刊以及

许多南非出版物发表过文章。他在ＢＢＣ、Ｓｋｙ、ＣＮＮ和ＡｌＪａｚｅｅｒａ

等电视台经常做访谈节目。他是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度的 “开放社会”奖

学金学者，并且是设在英国的一个非政府组织 “腐败观察”的两创始

人之一。

季北兹 （犅犪狋犲狊犌犻犾犾）博士 （美国）：ＳＩＰＲＩ研究所第七任所长。

在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加入ＳＩＰＲＩ研究所之前，担任华盛顿特区战略与国际

研究中心中国问题 “弗里曼”讲座教授。以前，他曾任外交政策研究

所高级研究员、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首任主任。很久以

来，他一直从事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的研究和写作，专长于军备控

制、不扩散、战略核关系、维和行动、军事—技术发展等问题，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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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和亚洲。他的近作包括 《管好炸弹：核武器的民间控制和民主

责任》（２０１０年，与人合写）、《亚洲新的多边主义：合作，竞争，争

取组成共同体》（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与人合写），以及

《新兴的新星：中国的新安全外交》（布鲁金斯，２００７年，２０１０年修

正版）。

亚历山大·格拉泽 （犃犾犲狓犪狀犱犲狉犌犾犪狊犲狉）博士 （德国）：美国伍德

罗·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机械与航天工程系副

教授。他还是该大学的 “科学与全球安全项目”研究团队成员，并参

与 “裂变材料国际研究小组” （ＩＰＦＭ）的工作，出版年度 《全球裂

变材料报告》。２００１—２００３年，他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安全研究项目

的 “ＳＳＲＣ／麦克阿瑟”奖学金研究员。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期间，他曾是

德国联邦环境与反应堆安全部的顾问。他是 《科学与全球安全》杂志

的副编辑。他自２００７年以来一直为 《ＳＩＰＲＩ年鉴》撰稿。

巴拉特·高伯拉斯瓦米 （犅犺犪狉犪狋犺犌狅狆犪犾犪狊狑犪犿狔）博士 （印度）：

美国康奈尔大学和平与冲突研究所访问学者。以前，他是ＳＩＰＲＩ研

究所 “军备控制与不扩散项目”研究员。他获得机械工程博士学位，

专长于数字音响技术。他曾服务于印度空间研究组织的高度试验设

施，并曾在欧洲航空防务和航天公司 （ＥＡＤＳ）的宇航部工作过。以

前，他曾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和平问题研究项目担任博士后助理，从事

外交政策技术方面的研究。

约翰·哈特 （犑狅犺狀犎犪狉狋） （美国）：ＳＩＰＲＩ研究所 “军备控制与

不扩散项目”的 “化学与生物战”分项资深研究员和负责人。他还是

芬兰国防大学的军事学博士研究生。他的著作包括：ＳＩＰＲＩ《化学战

与生物战研究》第１７期 《俄罗斯化学武器的销毁：政治、法律和技

术问题》（１９９８年，与人合写）、《核、生、化战的历史字典》（Ｓｃａｒｅ

ｃｒｏｗ出版社，２００７年，与人合写）。他的近作包括 《打击大规模杀

伤性武器：国际不扩散政策的前景》一书中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

视察和核查机制一章。他在１９９７年、１９９８年以及从２００２年以来为

《ＳＩＰＲＩ年鉴》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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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霍尔登 （犘犪狌犾犎狅犾犱犲狀）（英国／南非）：南非的历史学家和

专注腐败和管理问题的写作者。他迄今已出版过两本书，包括一部极

受欢迎的关于南非军火交易历史的著作 《你口袋中的军火交易》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Ｂａｌｌ，２００８年）。军火交易的后续研究 《细节中的魔鬼》将

于２０１１年出版。

保尔·霍尔托姆 （犘犪狌犾犎狅犾狋狅犿）博士 （英国）：ＳＩＰＲＩ研究所的

“武器转让项目”主任。以前，他曾是英国Ｇｌａｍｏｒｇａｎ大学 “边界研

究中心”的研究员。他的近作包括 《现代安全政策》中关于 “无可报

告：对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制度的食言” （２０１０年４月）、 《今日军

控》中的 “国际军火贸易：很难定义、衡量和控制”（２０１０年７月／８

月号，与人合写）和ＳＩＰＲＩ研究所的 “和平与安全观察”２０１０年第５

期中的 “欧盟武器出口报告的局限性：中亚案例”（２０１０年９月，与

人合写）。他自２００７年以来一直为 《ＳＩＰＲＩ年鉴》撰稿。

丹尼尔·希斯洛普 （犇犪狀犻犲犾犎狔狊犾狅狆）（澳大利亚）：“经济与和平

研究所”（ＩＥＰ）的研究主管，负责为该研究所委托、指导和安排研

究工作，而且自己也是作者，并监督各种期刊材料的出版。在加入该

研究所之前，他工作于一家政治咨询公司———澳大利亚公共服务公

司，并曾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研究员。

奥拉瓦莱·伊斯梅尔 （犗犾犪狑犪犾犲犐狊犿犪犻犾）博士 （尼日利亚）：

ＳＩＰＲＩ研究所 “军费与军工生产项目”研究员和ＳＩＰＲＩ“非洲安全与

治理”分项的协调员。他在Ｂｒａｄｏｒｄ大学获得和平学博士学位。他曾

先后在伦敦国王学院的 “冲突、安全与发展小组” （ＣＳＤＧ）工作，

并为ＳＩＰＲＩ研究所的 “非洲军事部门预算”项目服务。他的近作包

括 《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战后政权与国家重建》 （ＣＯＤＥＳＲＩＡ，

２００９年，与人合写）、《西非冲突后重建及建设和平的动力：变革与

安全》（北欧非洲研究所，２００９年），以及 《安全对话— “‘接合点’

与 ‘基础’的辩证法：青年、商业安全与拉各斯市区的秩序危机”》

（２００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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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珊·犜·杰克逊 （犛狌狊犪狀犜犑犪犮犽狊狅狀）博士 （美国）：ＳＩＰＲＩ研

究所 “军费与军工生产项目”的 “军工生产”分项负责人。她在美国

亚利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研究国家与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及军费开支

之间的关系。她发表过关于军事化与国家安全例外方面的著作。她还

在土耳其居住过三年多时间，在那里负责为企业老总们编辑和翻译一

种经济与政治每日要闻。

诺埃尔·凯利 （犖狅犲犾犓犲犾犾狔）（爱尔兰）：ＳＩＰＲＩ研究所 “军费开

支”、“军工生产”和 “武器转让”项目的研究助理，负责这三个研究

领域的电子档案以及维持ＳＩＰＲＩ研究所的 “军费开支”报告系统。

他自２００９年以来一直为 《ＳＩＰＲＩ年鉴》撰稿。

香农·犖·基尔 （犛犺犪狀狀狅狀犖犓犻犾犲）（美国）：ＳＩＰＲＩ研究所 “军

备控制与不扩散项目”的 “核武器”分项资深研究员和负责人。他的

主要研究领域是核军控和核不扩散，特别关注伊朗和朝鲜问题。他为

ＳＩＰＲＩ多种出版物撰写了大量文章，包括自１９９５年以来的 《ＳＩＰＲＩ

年鉴》中有关核军备控制和世界核力量及核武器技术的章节。他的近

著有：主编了ＳＩＰＲＩ《研究报告》第２１期 《欧洲和伊朗：对不扩散

的看法》（２００５年）。

吕本·德科宁 （犚狌犫犲狀犱犲犓狅狀犻狀犵）（荷兰）：联合国关于刚果民

主共和国问题的专家组成员。他在２０１１年初以前一直是研究所 “武

装冲突与冲突控制”项目的研究员。他的近作包括 “刚果民主共和国

雷区的非军事化：卡汤加省北部的事例”（ＳＩＰＲＩ研究所 “和平与安

全观察”２００８年第２期，２００８年１０月）和 “塞拉利昂与刚果民主共

和国之间资源冲突的联系”（ＳＩＰＲＩ研究所 “和平与安全观察”２０１０

年第１期，２０１０年１月）。

汉斯·犕·克里斯滕森 （犎犪狀狊犕犓狉犻狊狋犲狀狊犲狀） （丹麦）：美国科

学家联合会 （ＦＡＳ）“核信息项目”主任。他为许多媒体和机构在核

武器问题上经常提供咨询，并与人一起负责 《原子科学家公报》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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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笔记本”专栏文章的撰写。其近作有：《美国核战略对全球安全的

影响》一书中 “美国核战略中的反扩散”一章 （Ｄａｌｈｏｕｓｅ大学外交

政策研究中心，２００９年），以及 《奥巴马与核战争计划》（美国科学

家联合会，２０１０年）。他自２００１年以来一直为 《ＳＩＰＲＩ年鉴》撰稿。

兹希洛·拉霍夫斯基 （犣犱狕犻狊犾犪狑犔犪犮犺狅狑狊犽犻）博士 （波兰）：波兰

国家安全局副局长。２０１０年以前，他是ＳＩＰＲＩ研究所的 “欧洲—大

西洋安全项目”资深研究员。他的研究领域包括欧洲军事安全、军备

控制以及欧洲政治军事一体化等方面的问题。与他人合编了 《变革时

期的国际安全：威胁、观念和机制》 （Ｎｏｍｏｓ，２００４年），并撰写了

２００４年ＳＩＰＲＩ《研究报告》第１８期 《在新欧洲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

和２００７年ＳＩＰＲＩ《政策报告》第１８期 《在欧亚地区的外国军事基

地》，以及牵头撰写了 《在朝鲜半岛建立信任措施的手段》 （２００７

年）。他自１９９２年以来一直为 《ＳＩＰＲＩ年鉴》撰稿。

尼尔·梅文 （犖犲犻犾犕犲犾狏犻狀）博士 （英国）：ＳＩＰＲＩ研究所的 “武

装冲突与冲突控制项目”负责人。加入ＳＩＰＲＩ研究所之前，他在能

源组织秘书处和欧洲安全合作组织担任高级顾问，还在欧洲的许多主

要政策研究机构工作过。他在冲突问题上发表过许多著作，主要是关

于种族和宗教冲突。近几年他扩大了研究领域，涉及资源对冲突的影

响，特别是能源对冲突的影响等问题。

齐亚·米安 （犣犻犪犕犻犪狀）（巴基斯坦／英国）：普林斯顿大学伍德

罗·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 “科学与全球安全项目”的物理学

家，领导其中的 “南亚和平与安全课题”。在过去１０年间，他重点研

究巴基斯坦和印度的核武器、军备控制与裁军以及核能问题。他以前

曾在世界科学家联合会、可持续发展政策研究所和伊斯兰堡卡伊德阿

扎姆大学工作过。他在２００３年及２００７年以来曾为 《ＳＩＰＲＩ年鉴》撰

过稿。

伊万娜·米契奇 （犐狏犪狀犪犕犻＇犮犻＇犮）（比利时）：ＳＩＰＲＩ研究所 “军备

控制与不扩散项目”的研究员。除了研究贸易和不扩散以外，她还为

东南欧设计和落实一系列能力建设活动———在地区和国家层面———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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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东南欧的贸易控制制度。他最近还开始研究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相

关问题。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她致力于落实ＳＩＰＲＩ关于增强对东南欧违

反出口控制案例的调查和检举能力的项目。在加入ＳＩＰＲＩ之前，她

从事安全部门改革方面的研究，重点是东南欧的边界控制。２０１０年

她曾为 《ＳＩＰＲＩ年鉴》撰过稿。

巴纳比·佩斯 （犅犪狉狀犪犫狔犘犪犮犲）（英国）：专门从事军火贸易和腐

败问题的自由研究员和活动分子。

萨姆·珀洛 弗里曼 （犛犪犿犘犲狉犾狅犉狉犲犲犿犪狀）博士 （英国）：ＳＩＰＲＩ

研究所 “军费与军工生产项目”资深研究员，负责跟踪全球军费开支

的相关数据。以前，他曾是西英格兰大学经济系的高级讲师，主讲防

务与和平经济。他的近作包括 《防务与和平经济》杂志中的 “发展中

国家的军费需求：敌对与能力”一文 （２００８年８月，与人合写），以

及 《全球军火贸易手册》中关于英国军火工业的一章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０９年）。他在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０年曾为

《ＳＩＰＲＩ年鉴》撰过稿。

卡米拉·斯基帕 （犆犪犿犻犾犾犪犛犮犺犻狆狆犪）（意大利）：经济与和平研究

所所长，负责 《全球和平指数》的开发，并使围绕该指数的研究工作

在国际上展开。２００８年初之前，她曾任 “联合国伙伴关系办事处”

的办公室主任，指导创立了联合国与企业、基金会和慈善组织之间的

战略联盟关系。

伊丽莎白·申斯 （犈犾犻狊犪犫犲狋犺犛犽狀狊）博士 （瑞典）：ＳＩＰＲＩ研究所

的 “军费开支与军工生产项目”负责人。他目前研究的重点是非洲外

部行为体的安全相关活动，并领导研究所的 “非洲安全、民主化和良

治”项目。她的近作包括ＳＩＰＲＩ“和平与安全观察”２００８年第１期

“私营军事服务行业”（２００８年９月，与人合写）、《暴力、和平与冲

突百科全书》中的 “军火生产经济”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２００８年，与人合

写）、《全球军火贸易》中的 “军火工业综合企业”（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０

年，与人合写），以及 《全球军火贸易》中的 “冷战后的美国国防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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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０年）。她自１９８３年以来一直为 《ＳＩＰＲＩ年鉴》

撰稿。

卡丽娜·索尔米拉诺 （犆犪狉犻狀犪犛狅犾犿犻狉犪狀狅） （阿根廷）：ＳＩＰＲＩ研

究所 “军费与军工生产项目”的研究员，负责跟踪拉丁美洲、中东和

南亚地区的军费开支情况。在加入ＳＩＰＲＩ之前，她曾在科罗拉多州

丹佛大学约瑟夫·考贝尔国际问题学院工作，并且现在还是该院的博

士研究生。她还曾在阿根廷 “准公共政治”非政府组织协会从事军备

控制问题的研究，并担任过阿根廷参议院的顾问。

蒂埃里·塔迪 （犜犺犻犲狉狉狔犜犪狉犱狔）博士 （法国）：日内瓦安全政策

研究中心 （ＧＣＳＰ）的教授会成员。以前，他曾是巴黎战略研究基金

会和法国军事学院的研究员。他的著书包括 《危机控制、维持和平与

建设和平：行为体、活动、挑战》（ＤｅＢｏｅｃｋ，２００９年）、《全球背景

下的欧洲安全：内部和外部动因》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ＧＣＳＰ，２００９年，编

辑），以及 《２００１年 “９·１１”之后的和平行动》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４

年，编辑）。

洛塔·特姆纳 （犔狅狋狋犪犜犺犲犿狀é狉）（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和平与

冲突研究部的 “乌普萨拉冲突数据库项目”（ＵＣＤＰ）的研究协调人。

她已编撰了７卷乌普萨拉的 《武装冲突国家》刊物，并撰写或与人合

写了许多有关武装冲突的文章和书刊章节。她自２００５年以来一直为

《ＳＩＰＲＩ年鉴》撰稿。

彼得·瓦伦斯腾 （犘犲狋犲狉犠犪犾犾犲狀狊狋犲犲狀）教授 （瑞典）：１９８５年以

来任乌普萨拉大学和平与冲突研究 “哈马舍尔德”讲座教授，２００６

年以来还任ＮｏｔｒｅＤａｍｅ大学和平研究所 “理查德·Ｇ·斯塔尔曼”

资深研究教授。他领导乌普萨拉的 “冲突数据库项目”（ＵＣＤＰ）和

关于实施有针对性制裁的特别项目 （ＳＰＩＴＳ）。他的著作包括 《了解

冲突的解决：战争、和平和全球体系》（Ｓａｇｅ，第三版，将于２０１１年

出版）、《国际制裁：全球体系中介于言语与战争之间》（ＦｒａｎｋＣａｓｓ，

２００５年，与人合编）、 《第三方在预防冲突中的作用》 （Ｇｉｄｌｕｎｄ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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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以及 《中间人：让·埃利亚松调解风格》（美国和平学院出

版社，２０１０年，与人合写）。他自１９８８年以来一直为 《ＳＩＰＲＩ年鉴》

撰稿。

皮埃特·犇·魏泽曼 （犘犻犲狋犲狉犇犠犲狕犲犿犪狀）（荷兰）：ＳＩＰＲＩ研究

所的 “武器转让项目”资深研究员。他在该研究所从１９９４年工作到

２００３年，于２００６年再次加入。２００３—２００６年间，他在荷兰国防部担

任常规武器与核武器技术扩散方面的资深分析家。１９９５—２００３年间

以及从２００７年以来，他一直为 《ＳＩＰＲＩ年鉴》撰稿。

西蒙·犜·魏泽曼 （犛犻犲犿狅狀犜犠犲狕犲犿犪狀）（荷兰）：１９９２年以来

工作于ＳＩＰＲＩ研究所的 “武器转让项目”，任资深研究员。他的一些

著作涉及武器转让的国际透明度问题，例如ＳＩＰＲＩ《政策报告》第４

期 《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制度前景展望》（２００３年８月）和与人合写

的 《集束武器：是必要还是为了方便？》 （荷兰，ＰａｘＣｈｒｉｓｔｉ，２００５

年）等等。他从１９９３年以来一直为 《ＳＩＰＲＩ年鉴》撰稿。

（徐家雄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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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犛犐犘犚犐年鉴２０１０：军备、裁军和国际安全》

第２５２页 （中文版第３３３页） “表６．１”军火销售 （按

不变价格和汇率）应该是：

表６１　 “犛犐犘犚犐１００强”军火公司军火销售走向，２００２—２００８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８

军火销售 （按２００８年不变价格和汇率计算）

总额

（十亿美元）
２６３ ２９５ ３２４ ３３１ ３４６ ３６２ ３８５

增长 （％） １２ １０ ２ ５ ５ ６ ４６

第４７８页 （中文版第６１７页）“日内瓦议定书”：萨尔瓦

多应列入缔约国名单中。

《犛犐犘犚犐年鉴２０１１：军备、裁军和国际安全》

本卷年鉴中的勘误将会在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ｉｐｒｉ．

ｏｒｇ／ｙｅａｒｂｏｏｋ／〉上和 《ＳＩＰＲＩ年鉴２０１２》中登出。在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ｉｐｒｉ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ｏｒｇ／〉上刊登的 《ＳＩＰＲＩ年

鉴２０１１》网络版，一经发现有错就会立即更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