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规模经济与出口管制政策
’

周 宝根 李 彬

国家进行出口管制一般被认为是一种主要基于国家安全考虑的行为
,

但在

其政策的制定过程中
,

经济因素是否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如果是
,

经济因素

是如何起作用的 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是
,

规模经济因素在国家出口管制政策

中究竟起何作用
。

一
、

出口管制中的经济考虑和安全考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的世界贸易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

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

量迅速上升
、

产业 内贸易快速增长
,

这种经济现实是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
。

为此
,

克鲁格曼 等人提出了规模经济的新贸易理论
。

所谓规模

经济
,

是指随着产量的增加
,

产品的平均成本不断降低
。

克鲁格曼等人认为
,

由

于国内市场需求有限
,

企业不能生产太多
,

从而使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不得不

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
。

如果企业参与国际贸易
,

产品所 面临的市场就会扩大
,

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
,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何茂春教授和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侯若石教

授提供了宝贵意见
,

在此表示感谢
。

文中的错误与不当之处由作者承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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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同时面临国内需求和国外需求
,

企业可以扩大生产规模
,

从而使得产品的

单位成本降低
,

获得规模经济收益
。

从各国实际来看
,

规模经济特别是显著的规模经济多发生在航空航天
、

汽

车
、

钢铁
、

电力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

针对规模经济对国际贸

易的意义
,

克替格曼等人提出了战略贸易理论 ①
,

即在不完全竟争和规模经济

条件下
,

一国政府采用各种政策手段 主要是经济手段
,

如补贴
、

关税保护 扶

持本国有前途的产业
,

使其获得规模效益
,

增强国际竞争力
,

从国际市场获得高

额利润
,

促进这些产业的发展
。

基于上述理论 或思路
,

战后各主要发达国家

政府都不同程度地对某些资本密集型
、

技术密集型产业进行干预
,

积极鼓励
、

促

进这些产业 产品 的出口
。 ②

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
,

从本国经济利益的角度来说
,

国家积极促进某些资

本密集型
、

技术密集型产业和产品的出口是可取的
。

但是
,

由于这些产品很多

具有军民两用性质 既可 以民用
,

也可 以军用
,

或者称军 民两用品
,

如果这些

两用品被进 口 国用于军事目的并对出口 国安全造成现实或潜在威胁
,

从国家安

全角度来说出 口是不可取的
。

例如
,

出口 高性能飞机发动机可以获取高额经济

利益
,

但如果该出口 被对方用于改造装备军用飞机
,

并将该飞机用于与本国作

战
,

则会威胁本国安全利益
。

在此情形下
,

国家可能对某些出口予以管制
,

即实

行通常所说的出口管制政策
。

出 口 管制的对象不仅包括两用品
,

也包括军品

武器
,

这些军品也常常具有上述规模经济特性
。

由于 出口 管制的目的是为

了防止和减少出口给本国带来的安全损失
,

我们可称之为防安全损失的出 口管

制 本文简称出口管制
。

出口管制政策的措施包括禁止某些产品出口
、

本国企业需获得政府出口 许

① 有些学者主张的战略贺易政策只是以不完全竟争为前提
,

并不直接涉及舰模经济
。

但是 不完

全竞争与规模经济常常是密不可分的
,

规模经济会导致不完全竞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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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才能出口
、

进 口方保证进 口 的民品不用于军事 目的
、

未经允许不得转让给第

三方等等
。

国家出 口管制政策的核心是在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之间进行权衡
,

即牺牲一定的安全利益换取一定的经济利益 出 口
,

或者牺牲一定的经济利

益换取一定的安全利益 管制
,

至少从静态的角度来看是如此 ①。

不难看 出
,

经济因素与安全因素在国家出 口 管制政策 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

安全 因

素主要表现在军品或两用品出 口可能给本国带来的安全威胁
,

这种威胁可以 由

两个变量标识
,

即出口的军事价值
、

进 口 国与本国的安全关系
,

安全威胁的大小

往往被看做是这两个变量的乘积
。

出口 的军事价值越高
,

本国越倾向于管制

进 口 国与本国安全关系越差
,

本国越倾向于管制
。

经济因素主要表现为出口给

本国带来的经济利益
。

安全因素与经济因素从两个不同方向作用于国家的出

口管制政策 安全威胁越大 安全利益越大
,

国家越倾向于管制 经济利益越

大
,

国家越倾向于出口
,

如图
一

所示 ②。

当然
,

国家出 口管制政策还可能受其他

因素的影响
,

如国际结构
、

意识形态
、

国内政治等等
。

对于安全因素及其他因家

的作用
,

很多学者进行 了富有成效的研究
,

而对经济因素的研究则很少
,

存在很

大不足
。

经济因素如何在国家出口管制政策中发挥作用
,

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

问题
。

本文所关注的经济因素主要是规模经济因素
,

也就是说 规模经济因素

如何影响国家的出口管制政策 这是本文的核心问题
。

图
一

中
,

当出口带来的经济利益很大而安全利益损失非常小的时候
,

决策

者认为出口是可取的 图中箭头 对 而如果 出口带来的经济利益并不那么大

而安全利益损失 比较明显 的时候
,

决策者会认为出口 是不 可取的 图中箭头

尸
,

因此
,

会限制甚至阻止出口
。

无差异曲线的形状 比较直立
,

表示在经济与

安全利益的取舍上
,

决策者更多地照顾安全利益
,

因为在无政府世界中
,

国家对

安全的需求是第一位的
。

① 有人认为
,

从长远
、

动态的角度 出口管制中的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是不矛后的 因为放弃眼前

一定的经济利益 可 以 促进 国际安全特别是 国家安全
,

从而为长远 的经济利益提供安全上的保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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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利益

安全利益

圈
一

两用品出口的经济与安全利益

二
、

规模经济对两用品与军品

出口管制政策的影响

一 规模经济因康与两用品出口修制政策

虽然学者们对哪些具体产业应受战略贸易政策的支持尚没有形成一致意

见
,

但从多数学者的研究和战后一些 国家的政策实践来看
,

实行战略贸易政策

的产业基本上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①
,

如钢铁制造
、

汽车
、

电子

计算机
、

航空航天
、

原子能
、

集成电路 半导体 等产业
,

而这些恰恰是各国两用

品出口管制政策所主要针对的行业
。

出口管制的实践古已有之
。

我国汉代政府就曾下令禁止在边境贸易中向

① 根据产业生产要索 资派
、

劳力
、

资金
、

技术 投人状况
,

可以将产业分为劳动密集型产业
、

资耳

密集型产业
、

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等等
。

资本密集型产业是按生产要素组合比例和密集

程度划分的一种产业类型 其特点是资本投入较之劳动 力投人对产业的贡献要大
。

这类产业具有工艺

过程比较复杂
、

设备比较魔大
、

原材料消耗 大
、

投资多
、

单位投资容纳的劳动力相对较小
、

劳动生产率

高等特点
,

如俐铁制造业
、

重型机器制造业
、

石化工业等
,

技术密集型产业
,

又称知识密集型产业
,

指豁

要用先进
、

杂的科学技术才能进行生产的一类行业
。

其特点是 以知识性劳动投人取代体力劳动投人

和资金投人
,

投资多
,

附加值不断提商
。

在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职工中
,

科技人员所占的比例较大
,

平均文

化水平和科学技能比一般产业要高得多
。

电子计算机
、

航空航天工业
、

原子能工业
、

集成电路工业等均

为技术密集型产业
。

参见郭万达主编 现代产业经济辞典 》
,

北京
,

中信出版杜 年版 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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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和西域输出铜钱
,

以防止北方游牧部落获得优质金属以锻造精良兵器反过

来对付汉军
。

世纪
,

英 国女王伊丽莎 白一世曾禁止过剩枪支的出口
。

尽管

如此
,

作为一个普遍性现象
,

出 口 管制主要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 ① 二

战后
,

美国及其盟 国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 国家发起 了冷战
,

其中一项重要

政策就是成立 了
“

出口管制统筹委员会
”

即
“

巴黎统筹委员会
” ,

简称
“

巴统
” ,

随着冷战的结束
,

该组织于 年解体
。

同时
,

基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核
、

生
、

化武器 及其运载工具扩散所带来的威胁
,

国际社会形成了相关的专门出

口管制国际机制
,

即核供应国集团
、

澳大利亚集团
、

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
、

瓦

森纳安排等等② ,

相应地
,

各有关国家也制定了出 口管制的国内法
。

实行 出 口

管制的产品可分为两类
,

一类是军品 武器
,

一类是军 民两用品
。

按照生产要

素 自然资源
、

劳动力
、

资金
、

技术 的投人状况
,

军 民两用品可分为三类 一类

是资源密集型产品
,

如铀矿 一类是资本密集型产品
,

如化工产品 一类是技术

密集型产品
,

如航空产品
、

半导体
。

从这些 国际机制和相关的国内法来看
,

受管

制的军民两用品主要涉及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

显然
,

这些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

从经

济角度来说
,

这些产业是国家经济实力
、

科学技术发展状况的体现
,

是经济工业

化
、

信息化的载体
,

是经济现代化最为重要的标志
。

从国防角度来说
,

这些产业

往往与国防工业紧密相关
,

为国防工业提供重要的资金
、

技术支持
,

或者直接用

于武装军队
。

正 因为这些产业所具有 的战略意义
,

本文将其称为战略产业
,

其

产品称为战略产品或战略两用 品
。 ③

① 范文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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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桑戈委员会 规定向未参加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的无核国家出 口 核材料
、

设备和技术的控制条件和程序
。

核供应国集团 、 的宗旨是确保主要核供应国协

调和加强核出 口控制
,

防止核领域敏感物项的扩散
。

澳大利亚集团 。 是旨在防止生化武

器扩散的非 式出 口控制机制
。

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 盯 的宗旨是防

止可运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导弹及其技术扩散
。

瓦森纳安排 旨在通过信息

通报机制
,

提高常规武器
、

敏感两用物项及技术转让方面的透明度
。

③ 从语言学上说
,

这里 的
“

战略
”

的意思 不 同于 战略贸易理论 中的
“

战略
” 。

战略 贸易理论中的
“

战略
”一词是从博弈论中引用过来的

,

其意思等同于“
策略

” ,

而该处的
“

战略
”

是指对国家经济
、

安全等

有重要愈义
。

但是
,

从战略贸易理论所讨论的产业类型与各国战略贸易政策的实践来看
,

战略产业都是

那些对国家经济发展
、

国家安全有重要意义的产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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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些产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

但建立和发展这些战略产业却并非易

事
,

因为它们具有较强的规模经济特性
。

首先
,

这些战略产业具有极强的静态

规模经济特性
,

即研究和开发与固定生产成本很大
,

进入门槛很高 但生产的产

品数量越多
,

单个产品的成本越低
。

有研究表明
,

一般高科技企业用于研究与

开发的费用占其产品销售额的比例达 肠 一
,

平均为其他产品的 一

倍
,

航空航天类战略性产业的研发成本比例甚至更高
。

据分析
,

研发成本占到

航空航天产品总固定成本的三分之二
。

一架现代商用喷气式飞机的研发成本

一般为 亿至 亿美元 ①
,

有的甚至更高
,

如空客 的开发成本为 亿

英镑
。

通用电气公司 为波音 研制的发动机 的研发

成本为 亿美元 ② ,

一架航天 飞机的研发费用高达 多亿美元
。
③ 一般说

来
,

如果固定成本基本不变 ④ ,

那么
,

产品生产得越多
,

分摊到每件产品上的固

定成本就越低
。

其次
,

这些战略产品具有很强 的动态规模经济特性
,

即很强的学 习效益

。 。

例如
,

一架现代商用飞机包括上百万个零部件
,

涉及广泛的

领域
,

如材料
、

推进
、

电子
、

水力
、

空气动力等等
。

这么多的零部件组装在一起
,

时间是非常关键的
。

即使有些零部件可以事先组合在一起
,

但大量的部件需要

在仔细的协同工序中有序
、

正确地安装
。

航空产品生产得越多
,

生产者的生产

速度就越快
,

生产成本就越低
,

生产质量也越高
。

据测算
,

飞机机架
、

飞机发动

机生产的学习弹性系数为
,

即生产增加一倍
,

生产成本降低
。 ⑤ 假设

,

生产 架飞机
,

每架飞机的工时为 如果生产 架
,

则每架飞机所需的工

时就是
。

例如
,

制造第 架空客 所需工时为
,

而制造第 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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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 仰 , , 。。 朋 司叮 侧 回

③ 金壮龙 《中国航天产业竟争力研究
,

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年
,

第 页
。

④
, “ 拍二 伴

· ”

可见

二 司口即 叮 盯 姻件 五 。

⑤ , 卿 甲几。 ,’ 呵 职肠价 矛旧山 切闭 认 月电几几 人加甸盯 翔 叫南 确
,

玩函 口如 目 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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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所需工时则缩短为
。 ①

战略产业的上述特性对企业 的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② 如果生产的量很小
,

则单位成本非常高 生产的量多
,

则单位成本就比较低
。

例如
,

假设空客

的研发费用 亿美元
,

如果只生产 架飞机
,

则每架飞机均摊的研发费用就

高达 亿美元 如果生产 架
,

则每架飞机均摊的研发费用则降到 亿美

元 而如果生产 架
,

则每架飞机均摊的研发成本则降到 亿美元
。

这

仅仅是考虑研发投人成本的规模经济特性
,

如果考虑固定成本
、

学习效益等规

模经济特性
,

产量对企业的单位产品价格的影响将更为明显
。

对战略产品的购

买者来说
,

价格因素是决定其采购数量的决定性因素 价格越高
,

采购数量就越

少
,

甚至不采购 价格越低
,

采购数量就可能越多
。

由于战略产品的研发成本
、

固定成本非常大
,

如果只生产少量产品
,

那么产品的单价就非常高
,

其销售量也

就很小甚至没有
,

这样企业就难以收回成本 销售总收人远低于成本
,

如图
一

所示的 口点
,

甚至难以维持生存
。

因此
,

企业降低单价
、

扩大销售量的唯一途

径就是扩大生产规模
,

以降低单位成本
,

利用规模经济的特性实现边际收益大

于边际成本 如图一 所示的 点
。

反过来
,

企业的生产规模取决于市场豁求
。

市场需求越大
,

企业就越能充分利用规模经济效应
,

收回成本
、

获取高额利润

市场需求越小
,

企业就越难以实现规模经济效应
,

难以收回成本
,

甚至难以维持

生存
。

市场需求包括国内市场需求和海外市场需求
,

而如前所述
,

海外市场是

要受到管制的
,

以防止 出 口带来的安全损失
,

维护国家安全利益
。

受管制的海外市场对于不 同国家来说其意义不 同
。

对于 国内市场庞大的

国家来说
,

其意义明显小于国内市场狭小的国家
。

对于前者 如 国 来说
,

即

使没有海外市场
,

国内市场也可能满足企业的规模经济需求
,

大量的生产导致

单位成本下降和销售量上升
,

从而使收益大于成本
,

使企业盈利 而对于后者

如 国 来说
,

如果不利用海外市场
,

狭小的国内市场就使企业难以发挥规模

①
,

朴。山 叭而
, ,

反二峪
一

介。山 妙 ‘ 电
一

肠幻

肠 产去 动月 二 犷 如 梦
, ,

② 由于这种极强的规模经济特性
,

这些产业的产品梢售中
,

从来不存在完全 自由竞争的市场
。

这

些产业的国内市场往往由几个大公司形成寡头垄断或垄断竞争
,

在某些情况下
,

则存在粉垄断
,

如美国

民用飞机行业被波音公司垄断
,

核电被西屋公司和通用电气所垄断
。

在这种情况下 该企业的市场供给

基本上就是该产业的市场供给量
,

该企业的规模也即该产业的规模
。

参见赵英 《论战略性高技术产

业 中的企业所有制结构 》
,

《中国工业经济 》 年第 期
。

又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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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价

单位价格

单位成本

,

产

圈一 规徽经济现象下产 , 与企业的盈亏

经济的效益
,

生产规模小导致单位成本增高和销售量萎缩
,

从而出现亏本甚至

生存问题
。

这时
,

理论上 国政府有两种办法支持本国战略企业
,

一是直接提供经济

补贴
,

一是放松出口管制政策
。

对于第一种政策来说
,

至少有两个明显的弱点
。

第一
,

政府的财力有限
。

对于现代国家来说
,

政府的财政支出是公共性支出
,

主

要以服务于公共利益为目的
,

虽然战略产业对国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

与国

防等公共事业有一定联系
,

但它毕竟是市场中的产业
,

具有非公共性质
,

政府可

以短期为某些产业提供经济支持甚至补贴
,

但难以长期这么做
。

第二
,

对于市

场中的企业来说
,

政府的直接补贴会带来一定代价
,

这一点可以 以英国三叉戟

飞机 的例子来说 明
。

世 纪 年代
,

英 国政府迫使霍 克
·

西 德利公 司

生产一款载客量少 人左右
、

机身小的飞机
,

以满足英

国欧洲航空公司中短途市场的要求
。

该公司对此持强烈反对的态度
,

因为它担

心这种小飞机的海外市场需求量很少
,

难 以实现盈利甚至收不 回成本
。

所以
,

该公司计划研制的中短途飞机载客量为 人左右
,

以便比较好地满足市场需

求
。

不过
,

英国政府施加了影响力
,

特别是提供了大量直接和间接的资金支持
,

该公司于是满足了的政府的要求
,

生产出一款小飞机
,

即三叉戟
。

一

年之后
,

美国波音公司也生产出针对中短途客运的 一 飞机
。

由于
一

比

三叉戟大
,

载客量在 人上下
,

市场 占有率迅速上升
,

成为市场中的主导产

品
。

截至这两款飞机停产时
,

三叉戟飞机的销量为 架
,

而 一 飞机的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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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则超过 架
,

后者是前者的近 倍
。

可以设想
,

如果不是当初英国政府

的干预
,

霍克
·

西德利公 司研制的中短途客机销量将远不止 架
。

世纪

年代
,

该公司由于业绩惨淡
,

被收归国有
,

并人英国宇航公司
。
① 因此

,

国

政府往往会采取第二种办法
,

即放松出口 管制政策
,

以满足本国企业获取规模

经济收益从而维持生存与发展的需要
。

因此
,

如果我们假定海外市场为特定国

家或区域
,

那么
,

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作用下
,

国更愿意对 实行宽松的出

口管制政策
,

而 国则更可能对 实现严格的出 口 管制政策
。

当然
,

由于战略产品的出 口 涉及 国家安全
,

是以牺牲一定的安全利益换取

一定的经济利益
,

因此
,

对于 国来说
,

如果出 口 带来的安全损失是巨大的
,

比

如向军事敌国出口这些战略产品 如卫星
,

那么 国仍可能放弃这一 出口
,

因

为战略产品的出口直接有助于增强敌国的军事实力
,

从而直接伤害到本国的安全

利益
。

但是
,

如果进口 国与本国的安全关系不明确
,

或至多是潜在的敌人
,

那么

国出于战略产业发展 的需要
,

会对 国实行较为宽松的出口管制政策
。

由于战

略产品的出口有进 口方最终用户
、

最终用途的保证
,

出口 的战略产品原则上不可

能立即被军事对手用于军事对抗
,

而只可能带来未来不确定的安全损失
。

我们可以用图
一

大致描述上述情形
。

图
一

中
,

当生产规模 市场规模 大于零利润点时 ② ,

某一战略产业 能够发

展起来
,

从而具有潜在巨大的后续经济利益 甚至其他利益
,

如安全利益
。

准

确地计算出整个后续利益是很 困难的
,

因为决策者对后续利益的增长模式以及

计算中的贴现因子有不同的认识
。

但有一点是确定的
,

即扩大出 口带来的经济

利益远大于该出口 的直接所得
,

换言之
,

扩大出 口能带来经济利益的跃升
,

改变

战略产业的生存发展状态
,

这时国家的决策者可能会选择牺牲眼前的安全利益

而换取经济利益
。

具体地说
,

当扩大出 口 仅仅带来直接利益时
,

决策者可能不会愿意牺牲安

全利益 即使是不明显 的安全利益 以扩大出 口 当出 口 扩大可 以带来规模经

① 】 梦
,

叭 “名 肠
一

, 成 。 几 肠 了 时 七 , , 叨 如
,

。耐 加成咭 , 动 。 召脱衅
, , 注砂 、面 , 幻

,

外
,

,

② 这里的利润是指正常利润 而不是指纯利润或超 额利润
。

关于 利润在经济学 中的含义今见保

罗
·

克 格曼主编 《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新国际经济学
,

第 一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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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价格

零利润点 零界点

单位成本

生产规模

一 市场规模

战略产

业葵缩

战略产

业发展
月卜一 一一 译一 一 一 一

一一一——一一

一
国内 海外市场 管制对象市场

市场

日刁 规徽经济
、

出口与战略产业发展关系示 圈

济效应
,

间接 潜在 经济利益巨大时
,

决策者则会倾向于牺牲安全利益而扩大

出口
。

具体的判断标准是 零利润点恰好位于海内外市场交界点附近靠近国内

市场一侧
。

如果零利润点充分位于国内市场规模内
,

开拓国内市场可能就够

如果零利润点充分位于海外市场范围 管制对象市场
,

开拓海外市场可能也

不够
。

一般只有零利润点恰好位于海 内外市场交界点附近时
,

决策者才会极力

推动开拓开外市场
。

零利润点是战略产业能否生存或健康发展的零界点
。

《二 规模经济因素与高技术常规武 的出口管制政策

国家对出口 进行管制的产品除了两用品外
,

另一类产品就是武器
。

从武器

的军事价值来看
,

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两类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

即核武器
、

生物

武器
、

化学武器及其运载工具 公斤以上有效载荷和 或射程 公里以上

的导弹① 常规武器
,

这包括高技术常规武器 如战斗机
、

战术导弹
、

坦克等等

和小武器 如枪支弹药
、

手榴弹和迫击炮
。 ② 第一类武器 的军事价值极其巨

① 年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 诫 忱 盯 巨 成立时做的规定
,

可参见

二 众斌 扮
。

② 枪支弹药
、

手棺弹和迫击炮之类的轻武器
。

它的特点是技术含 低
,

很多工厂甚 至个人手工都

能制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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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

拥有这些武器的国家都普遍实行禁止其出 口 的政策
,

即使是对 自己的盟友

也是如此
。

因为向盟友出售这类武器虽然不会造成直接的
、

严重的安全损坏
,

但是它会造成间接的
、

严重的安全威胁 第一
,

这会带来连锁反应
。

如 国允

许此类武器出口
,

其他有能力的 国也可 以这么做
,

向其盟友 出售这类武器
,

而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 国盟友 中可能有 国的安全对手
,

从而间接地

损害 国的安全利益
。

为了鼓励其他有能力的国家维持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出口 的管制
,

即使面对直接利益 的诱惑
,

单个国家也往往会放弃出口
。

第二
,

对

长期利益可能有害
。

由于国际关系中存在意图的不确定性
,

友好的国家也可能

转变为敌对的国家
,

对短期利益 的追求可能会损害长期的利益
。 ① 换言之

,

这

类武器出口带来的安全损失巨大
,

即使出 口 可能带来重要的经济利益
,

国家也

不允许其出口
。

在这类武器的出 口管制政策上
,

经济因素很难发挥作用
,

这一

点与第二类武器不同
。

常规武器虽然有明显的军事价值
,

有的甚至有着非常重

要的军事价值
,

但它的军事价值次于第一类武器
。

对这类武器
,

国家一般不会

像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样一律禁止出 口
,

而是根据各种因素对其出口进行管

制
。

由于高技术常规武器的军事价值明显高于小武器
,

现代国家对武器的出 口

管制更多地集中于这类武器
。

毫无疑问
,

高技术常规武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

正如国际关系理论中的

现实主义所言
,

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不同
,

国际社会缺乏 中央政府
,

从而国际体

系是 自助 体系
,

各国必须 自己保护 自己 的安全
。

保护国家安全
,

从

根本上说需要靠 自身的实力
,

这包括人 口
、

领土面积与地理环境
、

经济实力
、

军

事实力
、

国民素质等各种因素
。

在这些实力当中
,

最能直接保护 国家安全的是

军事实力
,

而军事实力中武器装备的作用颇为关键
,

有时甚至是最重要 的
。

因

此
, “

许多政府把维持国防工业基础看做是国家安全必需的
。

在战争爆发或战

争可能爆发的谈判中
,

一个拥有强大国防工业基础的国家能够威慑对手或者促

使谈判成功
” ②。

可 以说
,

武器工业 包括常规武器工业
,

尤其是先进 的
、

高技

术武器工业是 国家安全最重要的保障之一
。

① 李彬 《军备控制理论与分析 》
,

第 页
。

② 荃斯
·

哈特利
、

托德
·

桑德勒主编 《国防经济学手册 》姜普鸣等译 北京 经济科学 出版杜

加 年版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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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战略两用品产业类似
,

高技术常规武器 工业具有极强的规模经济特

性
。

在许多情况下
,

仅仅依靠国内市场来实现该产业 的形成
、

维持和发展具

有较大的难度
。

其规模经济特性主要源于它们需要非常大的研发投人
,

以及

高昂的生产设备投人
。

表
一

列出了不同数量订单与单位成本的关系
。

项 目

计划生产 订购 的武器越多
,

单位成本就越低 反之
,

生产 订购 的武器数

量越少
,

单位成本就越高
。

例如
,

在没有国外订单的情况下
,

如果美国政府订

购 架海狼 潜艇
,

每架潜艇的成本为 亿美元
,

而如果 只订购

架
,

则单架成本将达到 亿美元
。

这 亿美元 的差价表明了海狼潜艇生产

的规模经济特征
。

衰一 订助傲 , 与单价成本关系‘成本单位百万共元

订订订购数数 单位成本本 订购数数 单位成本本

轰炸机机
一

运翰机机
一

战斗机机

海海狼潜艇艇 用用

坦克克

三三叉戟 导弹弹

资料 来 源
, “

犷
, ”

甲 。, , ,

与战略两用品不 同
,

武器的购买者是政府 军队
,

而 非市场中的实体
,

政府采购武器的开支是 国防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
,

因此
,

可能出现这样的情

形 政府以高的单价购买少量的武器
,

使该军工 企业 即使不发挥武器生产的

规模经济效益
,

不 出 口 或仅向盟友 出 口 也有利可图
。

尽管如此
,

由于政府国

防支出是有一定限度的
,

不可能保证每个军工企业或者保证每种武器 的生产

都出现上述情形
,

毕竟国防工业 也是一种产业
,

而非核武器这样的纯粹的公

共国防事业
。

因此
,

当本国政府的采购难 以保证 国防企业 的生存时
,

政府可

能采取另一种办法
,

即放松对武器 的出 口 管制政策
,

使企业充分发挥规模经

济的效益
,

收回成本
,

获取利润
,

保证企业 的长远 发展
。

当然
,

由于 高技术常

规武器 的出 口 可能带来现实或潜在的安全损失
,

甚至是 巨大的安全损失
,

国

家不可能对敌国放松这类武器的出 口管制
,

而 只能是放松针对非敌非友的国



规模经济与出口管制政策

家或地 区的出口管制 对盟友的武器 出 口 管制政策本身就会很宽松
。

由于

该出 口 有进 口方最终用户
、

最终用途的保证
,

出 口 的武器原则上不 可能立 即

破坏本国安全
,

而只可能带来未来不确定的安全损失
。

在此情形 下
,

不确定

的安全损失可能让位于规模经济所获取的直接而 巨大的经济利益
,

从 而导致

国家放松出 口管制政策
。

图
一

表明了为什么规模经济会导致武器出 口
。

图 中
,

表示战斗机平

均成本曲线
,

刀‘表示对战斗机安全无弹性的国内需求曲线 ,, 表示国内政府 军

队 采购数量 流表示国内政府采购数量加上海外市场采购数量
,

表示产量为

关时战斗机生产的成本单价
,

表示 国内政府确定的采购
“

控制价
”

假定这也

是向海外销售的市场价格
,

表示产量为人时战斗机生产的成本单价
。

如果

政府实行最严厉的出 口管制政策
,

即禁止该战斗机的出口
,

那么该战斗机生产

厂商获得收益 为
, · ,

即政府的武器 采购成本
,

而其投人 的成本则 为

尸。 ·

关
,

将严重亏损
,

亏损额为 尸。 一 尸 , ·

关 如果政府实行宽松 的出 口 管制

政策
,

允许出口一部分战斗机
,

使销售总量 生产总量 达到人
,

则该战斗机厂

商获得的收益为 尸二 人
,

其成本为 尸
·

儿
,

该生产厂商将获取丰厚的纯利润
,

即 尸一
·

人
,

此时政府的武器采购成本保持不变
。

单位成

本价格

氏

阵
尸‘

目
尸 一 一

人

圈
一

武 出口的规模经济动因

战斗机产



国际政治科学

三
、

出口管制政策的案例分析

一 》 世纪 年代末至 年代初联邦德国
、

美国出口管制政策的比较

世纪 年代末到 年代初
,

由于化石嫩料资源供应紧张
,

美
、

法
、

英
、

联邦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
,

开始大力发展核电
。

在 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

和 年代末的第二次石油危机中
,

为摆脱对中东石油的依赖
,

这些国家出现了

核电发展的高潮
,

使核电迅速实现 了标准化
、

批量化的建设和发展
。
① 与此 同

时
,

国际核电贸易也比较活跃
,

这些西方国家的核电企业纷纷寻求核电的出口

以获得出口利润
。

由于核的两用性质
,

这些西方国家都对核出口进行管制
。

然

而
,

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
,

这些国家的出口管制政策都存在差异
,

这

种差异在美国与联邦德国之间表现得颇为明显
。

美国与联邦德国的这种政策差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核出 口 的条

件
,

二是核出口 的内容
。

美国 年原子能法 规定
,

核出口时
,

接受国必须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

的全面安全保障监督
。

年印度核爆炸之后
,

美国极力要求其他国家

也这么做 年《核不扩散条约 》 开放签署以后
,

美国对拒绝参加该条约

国家的出口予以严格管制
。

与美国不同
,

联邦德国政府只要求接受国必须接受

的安全保障
,

而非全面安全保障
,

并且拒绝美国对联邦德国在此类问题上的

要求 对接受国是否参加 盯 没有要求
。

在核出口 的内容上
,

美国对核技术严格

限制
,

年印度核爆炸后美国禁止了敏感的浓缩铀技术与后处理技术出口 联

邦德国则在 叮
、 、

核供应国集团 的框架内
,

允许包括这些敏感技术

在内的核材料
、

设备
、

技术
、

图纸等涉及核电各方面内容的出口
。
②

① 马栩泉幼着 《核偏开发与应用 》
,

北京
,

化学 业出版社 加 年版
,

第 一 页
。

② 这种政策差异可参见 比 “

喇
”

, 二
, “

。 试 姗 由 而胡
, ” 日” 川 朋 叮

,

目
,

川火肠 柳心

。耐 睁乞 纽 尸滋自如 尸目扮 心 月绍附 训
’ , “ 七忱 毗

倪 以 七而 二 巧粤吻
, ’ 盆。已

滋 王扮
, ,

晚
,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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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
,

当时联邦德国比美国的出口 管制政策更为宽松
。

这种政策差异可 以

用当时联邦德国向巴西核 出 口 的例子予 以说明
。

年代初
,

为发展本国核电

工业
,

巴 西 希望 从 西 方 国 家进 口 核 电 材料
、

设 备 和 技 术
。

当时美 国 西 屋

公司核电在成本
、

技术等方面较其他国家都有明显优势
,

巴西

希望从西屋公司进 口
。

但由于巴西没有参加
,

美国对此项出口设置的限制

颇多
,

如禁止敏感核电技术 出 口
、

要求 巴 西接受 的全 面安全保障等等
。

相比之下
,

联邦德国的出口条件和内容更能满足巴西 的需要
,

如可 以向巴西提

供相关技术和图纸
,

只要求 的一般保障监督等等
。

在这种情况下
,

年联邦德国与巴西签署了联邦德国历史上最大一笔核出口合同
,

合同金额至少

达到 亿德国马克 约合 亿美元
。

根据合同
,

联邦德国向巴西提供 座

大型核反应堆
,

帮助巴西在 年内建立完整
、

先进的核工业
。

出口 内容不仅包

括核材料
、

产 品
、

设备
,

而 且包 括技术
、

培训
、

生产能力
、

图纸
,

以及 示 范规模
一

的铀浓缩
、

后处理工厂 ①。

从理论上讲
,

我们可以从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这两个方面来理解这种政策

差异
。

如前所述
,

安全利益 由两个变量决定 核出 口 的军事价值
、

进 口 国与本国

的安全关系
。

从这两个角度来看
,

当时美国与联邦德国出口管制的安全利益是

相同或相似的
。

两国核电的军事价值基本相 同
,

如两 国核电站 中的核燃料循

环
、

核反应堆堆芯技术的军事价值没有明显差别
。

由于当时处于冷战时期
,

美

国与联邦德国有着紧密的军事同盟关系
,

它们面临的安全威胁基本相同
,

在关

系到国家核心安全利益的防止核扩散问题上更是休戚与共
。

因此
,

安全因素难

以解释美国与联邦德国在出口 管制政策上的差异
,

这种差异更应该从经济因素

的角度来分析
。

核电具有极强的规模经济特性
。

研究表明
,

某一类型 的核电一经研发
、

生

产出来
,

再建造同一类型核电的成本无疑会降低
,

因为其设备等成本特别是研

发费用都会明显减少
。

表
一

显示
,

多机组 的核电站与两三个机组 的核电站相

比存在规模经济
,

而两三个机组的核电站与单机组核电站相 比存在规模经济
。

①
,

川火份 却 肠而 尸司‘‘如 沁
己

,

吐
,

阮。
, , 、

, “

脚
, ”可见

目叮 回 时冈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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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经济情形在不同时代
、

不同国家的核电生产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 ①

衰一 年核电生产成本 姗料除外

每每座核电站站 运行
、

支持费用用 维持持

运运行机组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 每每每千瓦 美元 每机组 百万奖元 每千瓦 美元 每机组 百万奖元

多多个机组组

两两三个机组组

一一个机组组

资料 来 源 五邵沁 刃此肠 , 。 ‘ 勿 戈脚。。
,

川 如 么即 石 汕
,

,
。

转 引 自
,

肠
, “ , ” “

, ,

, , 。

由于核电具有如此强的规模经济特点
,

它一旦建立其产出规模就比较大
,

而这需要相当的市场空间
。

自 世纪 年代联邦德国兴建核电以来
,

特别是

年代
,

联邦德国核电工业 主要是西门子公司的子公司 口曲
,

简称

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国内市场购买力严重不足
。

整个 年代后半期联邦

德国的核电公司没能向国内卖出一座核电站
,

而国内已有核电站只能消费整个

联邦德国核电工业产能的不足一半
,

因此
,

核电出口 对联邦德国国内核电成本

的降低和核电工业的生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 ② 与此相反

,

美国国内核电市

场庞大
,

是联邦德国的近十倍
,

从而能够在国内形成规模经济
。

在国外市场上
,

由于美国核电具有的成本
、

技术优势
,

美国拥有的市场份额远高于联邦德国
。

如表
一

所示
,

一 年美国核反应堆 发 电量 出 口 是联邦德国的 倍

多
,

一 年将近 倍
。

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
,

联邦德 国核电企业无疑

处于弱势
,

这种弱势直接威胁该公司的生存
。

为弥补这种弱势
,

联邦德国政府

便积极干预
,

其主要手段是实行 比竞争对手 主要是美国 更宽松的出 口 管制

政策
,

这种政策上的宽松对核进 口 国极具吸引力
,

对于那些希望通过核电显示

工业化成就
、

满足某种政治甚至安全需要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如此
。

① 司 ,
,

肠 。
, “

‘ 茂
, ” ‘山必 咭 被朋‘ ,

, ,

山 朋 即
, “ 。

“
、 ”

从 朋爪众
, ,

“
、 , ,

一
② 代 司 卜了 , “ 时 即由 即 即

”

一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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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一 ,‘ 一 , 年联邦位国与势国核电出口比较

单位 百万瓦

一 一 一

联邦德国

美国

资料 来 源 几 切
,

‘加 , 的呵 犯 认

呷 动 诉“
, , ,

例如
,

世纪 年代末
、

年代初联邦德国 公司与加拿大原子能公

司 竞标阿根廷 反应堆时
,

的标价是 亿美元
,

是 亿美元
,

但中标的是 而非
,

其主要原 因在于联邦德国比加

拿大的出口 限制少
,

包括联邦德国可 以 出 口较先进的技术
,

只要求 的保

障监督而非全面保障监督
,

而这正是阿根廷所希望得到的
,

因此它宁愿多花

亿美元也要选择联邦德国公司
。

当时
,

美国的出口管制比加拿大还要严格
,

因

此美国公司根本没有人围竞标名单
。

由于联邦德国在对阿根廷的核出口 中
,

实

行比美国
、

加拿大宽松得多的出口管制政策
,

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高度不满
,

并试

图通过外交努力改变联邦德国的做法
,

另一方面
,

美国仍坚持 自己 的政策
。 ①

联邦德国政府 的干 预极 大地 促进 了联 邦德 国 的核 出 口 与核工 业 的发 展
。

一 年美国核反应堆 发电量 出口额是联邦德国的不到 倍
,

远远低

于前 年的 倍 年联邦德国核电出 口 占国际市场总额不到
,

美国则

占国际市场份额的 以上 年联邦德国核电出口 占国际市场份额则达

到将近
,

而美国则降至
。

如下 面的表并 所示
,

年联邦德国总核

电生产已达到 百万瓦
,

其中出 口 百万瓦
,

占总生产的 以上
,

远高于美国的不到
,

这也充分说明国外市场对联邦德国核工业的意义高

于其对美国核工业的意义
。

① 确
,

溉佗滋口止肠叫叼 勿 耐 幻口 心 琅 口

呷
。八移 耐 晓丽 几 召刁”邝

时 正 众。 即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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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

年联邦位国与狡国核电出口比较

总生产
百万瓦

总出口

百万瓦

出口 占总生产

比重

出口 占世界总

出口 比重

联邦德国

美国

资料来派
,

妙 俪
’ , ,

。山 耐 心 如

二 规模经济与法国高技术常规武器出口管制政策《 世纪 年

代

如前所述
,

高技术常规武器的军事价值重大
,

各国对这类武器的出口都非

常谨慎
,

往往实行严格的出口 管制政策
。

在这类武器出口 的经济利益与安全利

益平衡中
,

国家一般会更多地照顾安全利益
,

往往是在满足安全利益的同时追

求经济利益
,

最常见的情形就是向安全关系友善的国家出口这类武器
。

除此之

外
,

在某些情形下
,

国家也可能向敌友关系不明或非敌非友类型的国家出口 此

类武器
,

以追求经济利益
。

向这类国家出口高技术武器虽然不会造成直接的安

全损失
,

但是存在潜在的安全威胁
,

因为这类国家可能将进 口 的高技术常规武

器转让给第三方
,

甚至本国的敌国或潜在敌国 这类国家也可能由敌友关系不

明或非敌非友关系演变成敌人或潜在敌人关系
。

当然
,

由于这种安全威胁是潜

在的
,

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

因此出口带来的安全损失相对较小
。

从利益权衡

的角度来说
,

国家牺牲小的安全利益所追求的经济利益应该是比较大的
,

否则

国家不会在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权衡的天平中更向经济利益倾斜
。

由于追求

规模经济利益的出口 涉及产业的生存
,

所以这类经济利益较大
,

甚至是巨大的
。

因此
,

为了使高技术常规武器产业 的规模经济效应得到较充分的发挥
,

国家会

放松此类武器的出口管制政策
,

以追求规模经济利益
,

从而保证这类产业的发

展
。

这里我们将以法国 世纪 一 年代高技术常规武器的出口管制政策

予 以说明
。

法 国高技术常规武器 出 口 管制政策 世纪 一 年代

法国政府在武器出 口 方面的基本法规是在 年颁布的
。

年 月

日立法令第 条规定
,

任何武器只有经政府批准后方可出口
。

战后法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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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遵循这一规定
,

同时
,

根据形势的变化
,

制定了法国武器出 口 的两项基本原

则
,

即出口武器必须在确保本国军队需要 的前提下进行 对于先进的武器装备

和远程武器
,

必须从政治
、

外交和经济多方面考虑后作出决定
。

为了严格贯彻

武器出 口 的规定
,

明确出 口 的范围
,

法国把战争物资分为特许出口
、

严格控制出

口和禁止 出口三大类
,

并由政府严格控制
。

特许出口类包括陆
、

海
、

空三军装备

的常规武器
,

如飞机
、

战术导弹
、

舰船
、

坦克
、

发动机等
。

严格控制出 口类主要包

括核材料
、

核技术与核装备等敏感物资
。

禁止 出 口类主要包括战略和战术核武

器
,

如中程地地和潜地战略导弹
、

核潜艇以及战术核导弹等
。 ① 不难看出

,

特许

出 口类武器是这三类战略物资中受管制程度相对较低的
,

高技术常规武器基本

属于这类战略物资
。

所谓特许出口
,

是指这类武器只有获得政府的批准方可出

口
,

这一规定相对比较宽泛
,

因此判断出口 管制政策的松紧程度需要考察政府

的实际操作
。

二战结束至 世纪 年代末
,

在美 国的援助下
,

几乎被战争摧毁的法国

国防工业得到恢复和一定的发展
,

但高技术常规武器工业基础比较薄弱
,

向海

外市场出 口的武器虽然有 比较先进 的坦克 如
一

轻型坦克 和战斗机

如 战斗轰炸机
,

但多数武器是技术含量低的常规武器
。

这时法 国武

器出口政策主要服务于外交与安全政策
,

其武器出 口 管制政策总体上 比较紧
。

到 世纪 年代
,

法国的常规武器管制政策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
,

这主要

体现在高技术常规武器的出 口管制上
。

当时
,

法国政府的政策是
“

几乎可 以向

世界任何国家出 口先进武器
,

所规定的限制条件其实只是要求购买国拥有购买

武器的支 付能力
” ②。

正 如 一 年 法 国 国 防部 长 米歇 尔
·

德 布雷

所言
“

其他国家常常从法国购买先进武器
,

那是 因为法 国在出

口武器时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

这点与某些大国不同
。 ” ③ 年代法国国防部

也指出
“
法 国的武器供应不附带

‘

两个大国
’

常常强加给人的政治限制条件
,

① “

加
一 侧洲

哈
”

仰 吨 盯 叱

② 当然
,

由于法国仍是
“ 巴统

”
的成员

,

这里指的应该是非
“ 巴统

”
对象国

。

印 , 耐 记
, “ , ” 玩绍、衍 搜刀七。 ,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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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越来越多地导致工艺的转让
。 ” ①这时法国出口 的高技术武器遍布北部非洲

、

南部非洲
、

东亚
、

南亚
、

中东
、

中美洲
、

南美洲
、

西 欧甚至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

如罗马尼亚
、

南斯拉夫
,

而这些国家绝大多数并非法国的盟友
,

它们与法国

的安全关系多属非敌非友的关系
。 ②

一些武器出 口 的实例反映了这一颇为宽松的出 口管制政策
。

年联合

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要求联合国成员对南非进行武器禁运 ③ ,

但作为安理会常任

理事国的法国此后数年内继续向南非出口 了战斗机
、

导弹等先进武器
。 ④ 年

代末法国才停止与南非的直接武器贸易
,

这在西方主要武器供应 国中是最晚

的
,

而且它依然向南非出售武器生产许可
,

包括生产
一

战斗机的许可
,

而该款

战斗机是法国武器库中最为先进的
。

年第三次 中东战争爆发
,

出于外交

需要
,

法国宜布对中东地区参战国进行武器禁运
。

尽管如此
,

法国依然向以色

列出口 了其战斗机配件
,

以便对 以色列从法国进 口 的战斗机服务
,

而向法 国订

购的导弹舰经过特殊途径 秘密的
、

经第三方 也被以色列购走
。 ⑤ 同时

,

法国

继续向利比亚 所谓
“

中东地 区非战斗前线国家
”

出售先进武器
,

这些武器有

的被转让到禁运对象国
,

因此这一武器禁运政策在实践中被大打折扣
,

年

法国向沙特阿拉伯销售了 亿美元的离技术武器
。 ⑥

法 国高技术常规武器 出 口 的安全扭失

自 年法国与阿尔及利亚 的战争结束以后
,

法国直接参与的武装冲突

与战争只有海湾战争
,

我们难以判断上述法国宽松的高技术常规武器出口 管制

政策所造成的安全上的损失
。

不过
,

我们仍可以用三个例子说明这种宽松的政

策会带来一定的安全威胁
。

年
,

利 比亚 未经法 国允许
,

将从法 国进 口 的

架幻影战斗机中的一部分转让给了埃及
,

而当时法国与埃及的关系并不友

① 《法国向第三世界国家出口 武器增多 》
,

《参考消息 》 年 月 日 第 版

② ‘耐 枷‘鳍 “ 初咐 、 仆‘ 、诚 铡成 , “ 扬 帅枷如“ 流
扭“ 口如加 “ 而 入

, 陀朋
, , 一闷

③
, “

竹 二 肠 面目
” ,

刃滚。。 魂加如
,

, ,

一
④ 耐 曲

, “

晒 帅 肠
“ 玩“护加 沁耐 阮

“浪夕 ,

,

一

⑤ , 耐
, “

仙 助
, ” · ·

⑥ 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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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

两国曾在 年发生过战争
。

年英国与阿根廷 因马尔维纳斯群岛

又称福克兰群岛 争端发生的战争中
,

阿根廷的
“

超级军旗
”

轰炸机发射的
“

飞鱼
”

导弹击沉英国军队
“

谢菲尔德
”

号驱

逐舰
。

该驱逐舰是战后英国海军在战斗中损失的第一艘战舰
,

造价超过 亿

美元
,

是当时英国海军装备的最先进舰艇之一
。

它被击沉 以后
,

法国政府有人

说英国已经认识到
“

战争的可怕
”

了
,

而阿根廷这一颇具威力的轰炸机和导弹

都是从作为英国盟友的法 国那里购买 的
。
① 年海湾战争开始时

,

法国与

美
、

法等国组成的联军很快发现它们的一些武器不能使用
,

特别是法国不能使

用其幻影战斗机
,

因为伊拉克军队也 出动 了大量幻影战斗机
,

而伊拉克拥有的

这些先进的战斗机是从法国购买 的
。

如果法
、

伊同时出动这一类型战斗机
,

联

军将难以辨认敌我
。

尽管对于包括法军在内的联军来说
,

不使用这类战机不会

影响整个战局
,

但它对联军特别是法 国来说还是造成了一定损失
。 ② 在第一个

例子中
,

安全威胁是由进 口 国未经允许转让造成的
,

在后两个例子中
,

则是由进

口 国与本国
、

盟 国安全关系的演变导致的
。

当然
,

这两个例子 中武器 出 口 给法

国带来的安全损失都不大
。

规模经济与法 国高技术武器 出 口 管制政策

不难看出
,

法 国实行宽松的高技术常规武器出 口 管制政策
,

积极向海外出

舍高技术常规武器
,

其 目的主要不是为了安全
,

而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
。

这

些经济利益可能包括获取硬通货
、

换取 中东地 区 的石油等等③
,

但这些经济利

益均以一个重要 的经济利益为基础
,

即高技术常规武器工业 的生存
,

这一利益

对法国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

法国的国防工业在二战中几乎被摧毁
。

战后初期
,

依靠美国的援助
,

法国

国防工业有了初步发展
,

但是发展水平 比较低
,

难以 自立
。

年第五共和 国

成立后
,

法 国开始实行较为独立 的外交与安全政策
,

其标 志性 的安全事件有

① 《马岛冲突是一场导弹和电子系统的大海战 》
,

《参考消息 》 年 月 日
,

第 版 汉谢菲尔

德级导弹驱逐舰 》
,

《参考消息 年 月 日
,

第 版
。

②
, 名 瓜

’

、 介口 。记 、
山

, ,

《海湾战争使法国武器问题争论更加激烈 》
,

《参考消息 》 年 月 日
,

第

版
。

③ 司
, “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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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收回对法国地中海舰队的指挥权 年爆炸第

一颗原子弹 年撤回受北约控制的大西洋舰队并拒绝签署《部分禁止核试

验条约 》 年撤回在北约军事机构工 作的法国军官 “ 年完全退 出北约

军事一体化机构
。 ① 外交安全政策上 的 自主需要高水平国 防工业的 自立

,

为

此
,

法国政府积极谋求高技术常规武器工业体系的建立与发展
。

此外
,

高技术

常规武器工业还具有重要的经济与社会意义
。

然而
,

高技术常规武器工业的建立和生存有着很高的要求
,

因为它具有非

常强的规模经济特性
。

对于常规武器来说
,

技术含量越高
,

其生产成本特别是

研发成本也就越高
。

因为高技术武器首 先需要高精尖人才长时间的研发
。

武

器的技术含量越高
,

这类人才的劳动量会越大
,

要求的人员就越多
,

研发所需的

时间就越长
,

相应地
,

研发成本就越高
。

在武器的生产中
,

武器越先进
,

所需的

机器设备
、

材料
、

劳动力等生产成本就越高
。

以法国的战斗机生产单位成本为例
,

年的
“

幻影
”

为

万美元
,

年的
“

幻影
”

为 万美元
, “

美洲虎
”

为 万美元
,

年的
“

幻影
”

达到 万美元
。

同样的成本曲线也发生在其他先进武

器如坦克
、

航空母舰上
。

谢尔曼 坦克 年的单位成本为 万美

元
,

而
一

坦克则达到 万美元
,

增加 了 倍
。

二战时埃塞克斯 级航

空母舰的成本为 亿美元
,

而尼米兹 级航空母舰的成本是这一数

字的 倍以上
。

成本越高意味着规模经济特征越明显
,

因为武器生产中的固定

成本 尤其是研发成本 是相对固定的
,

生产得越多
,

摊到每件武器中的成本就

越低
。

正如一位法国国防部负责武器系统的领导人当时说
“

开发武器装备的

成本负担越来越重 武器研制的时间越来越长
,

相应地法 国的承受能力越来越

有限
。

如果要使企业承受的单位成本保持不变
,

保持可 以接受的生产节奏
,

就

必须扩大生产
。 ” ②据估计

, “

阵风
”

战斗机生产 架时的单架成本比

① 参见张拐昌
、

周剑卿 《战后法国外交史 》
,

北京
,

世界知识出版社 年版
。

②
, “

卯 , 飞
一

姗
, ” 日

, 二 ,

刁比‘叮 义“ 了 “自君 袱 砂
,

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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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 架时的单价成本减少
。 ①

高技术常规武器生产成本越来越高
,

为了降低单位生产成本
,

需要扩大武

器生产的数量
。

然而
,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
,

法 国国内此类武器的市场空间却在

变小
。

这主要是由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

在
、

年代
,

法国民众要求政府

降低军费开支
、

将更多国家预算投人社会事业 的呼声不断增大
,

其标志性事件

是 年的
“

五月风暴
” 。

面对这样的压力
,

法国政府不得不降低国防支出
,

将更多的国家开支用 于教育
、

改善劳动者收人和其他社会事业领域
。

自

年开始
,

国防开支占政府总开支的 比重不断降低
,

从 年的 降到

年的不到 同时
,

国防开支占 的比重也不断下降
,

从 年超过

到 年不到
。 ② 不仅如此

,

日益减少的军费开支中投人到常规武器建设

的部分也在减少
,

因为法国政府此时已将更大的投人放在核力量的建设上
,

这

包括技术开发
、

核武器投送系统的研制与生产
、

试验基地建设等等
。

年核

力量建设的投人占国防预算的
,

年为
,

年则超过 了
,

此

后虽然有所下降
,

但到 年仍超过
。 ③

在此情形下
,

武器出 口 就成为降低单位生产成本
、

保持国内武器水平以满

足法国空军需要的最有效措施
。

达索公司 是法国生产战斗机的核心

企业
,

在六七十年代
,

该公司生产的主要战斗机有幻影
、

幻影
、

幻影
一 、

美

洲虎等
。

由于这些先进的战斗机成本高昂
,

法 国政府所能采购的数量很有限
。

如政府订购的幻影 为 架
、

幻影 为 架
、

美洲虎为 架
、
幻影

一

为 架
。

如果仅仅依靠国内订单
,

每一类型的战斗机都远远达不到各 自的收

支平衡点
,

换言之
,

如果不出 口
,

该企业将严重亏本
,

甚至会破产
,

从而导致法国

战斗机产业的消亡
。

以幻影
一 、

幻影 类战机为例
。

幻影
一

是法国达索公司研制的轻型

超音速战斗机
,

年出产
,

主要用于高空截击
,

也可执行对地攻击任务
。

幻

影 项 目启动费用 包括研发投入
、

固定机器设备厂房等 约为 亿美元
,

而

①
, , 一 色 , “

外 朋 花 卜 而
叮

, ”

冈
②

,

咭 。 、二 名

一
抽 知 , 止。匆。 , ‘

沁 产份 一
③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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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军队只能订购 架
。

如果不出口
,

仅将近 亿美元的项 目启动费用均摊

到 架战机上的成本就超过 万美元 架
,

而当时法国军队所能接受的采

购单价约为 万美元
,

远远低于实际单架成本
。

从总收支平衡来看
,

法军合

计采购费用约为 亿美元
,

达到收支平衡的缺 口 约为 亿美元
。

由于这里仅

仅计算启动费用的均摊成本
,

实际成本肯定会高于上述估计
,

从而达到收支平

衡的缺 口也肯定在 亿美元以上
,

因此
,

毫无疑问
,

如果不出口
,

该公司将损失

惨重
。

而正是由于政府宽松的出 口管制政策
,

该战斗机 向南非
、

伊拉克
、

科威

特
、

约旦
、

利比亚等多国出 口
,

从而使该类型战斗机在停产时生产了 架
,

即

使按照当初法国军队的订购单价计算
,

总收入也超过 亿美元
,

这不仅收回了

成本
,

而且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
①

幻影 是法国达索公司研制的轻型超音速战斗机
,

主要用于截击和制

空
,

亦可执行对地攻击或战术侦察等任务
。

该机于 世纪 年代中开始研

制
,

生产型飞机于 年开始交付部队使用
。

根据一份权威报告
,

截至

年
,

幻影 已经生产交付 架
,

已订购而未交付 架
,

合计 架
。

其

中法国政府采购
、

订购或计划订购为 架 当初生产时计划采购数远低于

此
,

总成本为 亿美元 亿法 郎
,

年价格
,

该年销售单价约为

万美元
。
② 为了估算生产启动费用 研发投人

、

机器设备厂房等固定投

人
,

我们不妨以 万美元为这 架的单件平均成本 实际价格肯定低于

该数字
,

从而 架的总成本为 亿美元
。

于是
,

我们可以估算出生产启动

费用为 亿美元 亿减去 亿
。

当初投产时
,

法国军队提出的采购数

量不超过 架
。

如果只生产 架
,

仅生产启动费用 亿美元均摊后 的单

价成本高达 万美元
,

而当时法国军队提出的采购单价不超过 万美

元
。

因此
,

仅仅生产 架不能收回成本
。

在此情形下
,

法国政府必须允许该

① 这里的价格是 年的不变美元价格
。

资料来砰 耐 ‘ , ‘呵
。“ 呵

冷 陀砚 肠禅成汉 耐 抽 矛呻止交。忿沁 认。 而纪 、如 “ 。 耐 二 , “ , 。

碘阁 ,
找拍 叶

”

可 见 卜 一 。

喇
叫 卜润旧

,

参 见 。一
耐

·二 介堵
一

请参见
·

‘ 。 “ “
’ ,

叭
。 ’

叮 冲去。二 朴旧 明如 讯 衬心 几 肠盯 扬 。‘““ , 。

② 年法国向印度梢咨的幻形 以犯 单价接近 以洲 万美元 架总值接近 亿美元 参见

印将向法购买
“

幻形 仪力 ”
飞机

,

参考消息 年 月 日
,

第 版
。



规模经济与出口管制政策

战斗机大量 出 口
。

从上述资料看
,

架的产量仍 旧不能收回成本
。

可 以估

算
,

仅仅 亿美元生 产启动费用 按 每架均摊 万美元
,

至少需要 生产

架
。

正是由于政府执行宽松的高技术常规武器出口 管制政策
,

达索公司生产的

战斗机有 以上用于 出 口
,

主要生产导弹
、

军用直升机的法国宇航公司的

以上的产出用于出 口
,

如这时期生产的 架军用直升机 中
,

架销

往世界五大洲将近 个国家
,

占总数的
,

而其各种类型的导弹有成千上

万销往国外
,

其中
“

飞鱼
”

反舰导弹和
“

霍特
”

反坦克导弹 被出 口
。 ①

这么高的出口依存度正反映了法 国高技术武器工业必须出口才能生存的状况
。

达索公司推算
,

该公司每年必须生产 架飞机才能收支平衡
、

保证生产
,

而法

国政府的采购不能达到这个最低要求
,

如 年法国政府仅订购 架
,

年仅购买 架
,

这意味着该公司飞机的出 口 必须占产量的 以上才能维持

生存
。

该公司生产的
“

阵风
”

战斗机必须一半用于出口 才能达到收支

平衡
。

法国汤姆森 公司的一官员直言道
“

如果哪一天我们停止 出

口
,

那将意味着我们将关门
” ,

因为其生产的 坦克等众多先进武器 只有靠

出口才能维持生存
。 ②

正因为如此
,

曾任法国国防部部长的米歇尔
·

德布雷在一份国防白皮书上

写道
“ 人民已经认识到扩大武器出口 的益处 更好地平衡生产计划

,

增加生产

产
,

分摊固定成本 ⋯ ⋯ ”

法 国议会也积极敦促政府采取积极行动以扩大出

口
。 ③ 年代初法国政府公开指出

,

要减少武器方面的研究
、

试制和生产的费

用
,

并用最尖端的武器装备 自己 的部 队
,

法 国就必须出 口
。 ④ 当时有专家研究

指出
,

法国政府 自己充当武器贸易的代表
,

以使现代化武器 系统很高的研制费

用分摊到尽可能大批的生产上去
。 ⑤

① , 耐 记 灼
, ‘· 。 二。 ” ,

法国是世界第三大武器出口 国
,

参

考消息 一年 月 日 第 版
。

②
,

。 “ “ 、 械止口尽 尸阳 沁。 耐 了卜口山 梦 ,
, ,

③
,

几 几‘‘咭 陀配人忍却 南 耐 扬 加 交 必 ‘

扬翻 钊“ 协。 “
,

④ 《法社会党执政后大规模出售军火 》
,

《参考消息 , 年 月 日
,

第 版
。

⑤ 《西德报纸报道 法国的武器 出口 一种大宗贸易
,

《参考消息 年 月 日
,

第 版
。



国际政治科学

四
、

结 论

经济因素在国家的出 口管制政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

世纪 年代末到

年代初联邦德国与美国核出口管制政策的区别
、

世纪 一 年代法国高

技术常规武器出口管制政策都说明了这一点
。

这种经济因素的作用可以用规

模经济因素的角度进行解释
。

具体地说
,

由于规模经济因素的存在
,

战略两用

品产业需要足够的市场空间才能维持或发展
。

当本国国内市场空间狭小
,

难以

维持或发展战略两用品产业
,

而管制对象的市场空间较大
,

其与本国的安全关

系是非敌对关系的
,

基于对战略产业的支持
,

国家会实行较宽松的出口管制政

策
。

由于该出口有进 口方最终用户
、

最终用途的保证
,

出口 两用品原则上不可

能立即被军事对手用于军事对抗
,

而只会带来未来不确定的安全损失
。

在此情

形下
,

不确定的安全损失可能让位于规模经济所获取 的直接而巨大的经济利

益
。

同样
,

由于规模经济因素的存在
,

高技术常规武器产业需要足够的生产规

模才能维持
。

当本国需求量小
,

难以维持该国国防工业的生存
,

而管制对象的

市场空间较大
,

其与本国的安全关系是非敌对关系时
,

基于对该国国防工业的

支持
,

国家会实行较宽松的出口管制政策
。

由于该出 口有进 口方最终用户
、

最

终用途的保证
,

出 口 的武器原则上不可能立 即破坏本国安全
,

而只会带来未来

不确定的安全损失
。

在此情形下
,

不确定的安全损失可能让位于规模经济所获

取的直接而巨大的经济利益
。



作 者 简 介

周宝根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博士候选人
。

年在东北师范大学

获法学学士学位
,

年在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获法学专业硕士学位
。

年 月至 年 月在广东省委党校从事教学工作
。

电子邮箱 介 切 。

李 彬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
。

年和 年在北京大学获

技术物理专业学士和硕士学位
,

年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获理学博士学位
。

一 年 月在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军控室工作
,

年

月一 年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工作
。

最新著作为 《军备控制理论与分析 》

拓 年
。

电子邮箱
,

叶辅靖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

年在中国

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

著有 《全能银行 比较研究 》

年
。

电子邮件 。

吴文成 外交评论 》编辑
。

年和 年在首都师范大学获历史学

专业学士和硕士学位
。

电子信箱 。

梁占军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

年
、

年和 年在首都

师范大学获历史学学士
、

硕士和博士学位
。

一 年在纽约州立大学布

法罗分校进行访间研究
。

著有 《纳粹德 国 阴影下 的英法关系研究 一

即将出版
、

近代中华国耻录 》 年
。

电子信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