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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缩略语 引言军备、裁军和国际安全 第一节对过去一年形势的评估 第二节《SIPRI年鉴2012》的概
述、主要内容和研究成果 概述 主要趋势和研究成果 第三节对未来的展望 第一章应对暴行：新的地缘
政治干预 第一节保护平民遇到的挑战 第二节新世纪的新范式：平民保护与保护责任 武装冲突中的平
民保护 保护责任 平民保护与保护责任之间的关系 第三节利比亚和它的不幸后果：干预的限度？ 执行
第1973决议：一个滥用授权的案例？ 利比亚之后的地缘政治环境：达成新共识的可能性？  第四节平
民保护的前景 授权使用武力的原则 未达到强制性军事干预的措施 长期的预防战略 发展适当的机制性
应对能力 重新思考“国家利益”概念 第一部分2011年的安全与冲突 第二章武装冲突 概述 第一节“阿
拉伯之春”第一年 国内形势发展 外部卷入 结语 表2.1 2011年“阿拉伯之春” 第二节非洲之角的有组织
暴力 武装冲突：索马里动荡的地区影响 单边暴力：埃塞俄比亚国内索马里地区的虐待 非国家冲突：
边境地区的动荡 图2.1 非洲之角地图 第三节2001—2010年有组织暴力的模式 武装冲突 非国家冲突 单边
暴力 有组织暴力：一种比较 图2.2 2001—2010年武装冲突、非国家冲突和单边暴力发生的次数 图2.3
2001—2010年非国家冲突的平均致死人数 图2.4 2001—2010年非国家冲突的分类（按地区排列） 图2.5
2001—2010年单边暴力致死人数（按行为体类别标示） 图2.6 2001—2010年有组织暴力致死人数（按类
别标示） 表2.2 2010年武装冲突 表2.3 2001—2010年武装冲突数量（按强度、类型和地区排列）  表2.4
2010年非国家冲突 表2.5 2001—2010年非国家冲突数量（按分类和地区排列） 表2.6 2010年单边暴力 
表2.7 2001—2010年单边暴力数量（按行为体和地区排列） 资料来源和统计方法 第四节2012年全球和平
指数 表2.8 2011—2012年全球和平指数排名变化最大的国家 表2.9 2012年全球和平指数 资料来源和统计
方法 第三章和平行动与冲突管理 概述 第一节和平行动的全球性趋势 图3.1 2002—2011年多边和平行动
数量（按实施组织分类） 图3.2 2002—2011年多边和平行动部署人员数量 图3.3 2011年多边和平行动10
大出兵国（包括和不包括驻阿富汗的国际安全援助部队） 图3.4 2011年多边和平行动10大民事警察派遣
国 第二节2011年新成立的和平行动 苏丹和南苏丹：“联合国南苏丹共和国特派团”和“联合国阿卜耶
伊临时安全部队” 利比亚：北约的“联合保护者行动”与“联合国利比亚支援团” 叙利亚：“阿拉
伯联盟叙利亚观察团” 结语 图3.5 南苏丹和苏丹地图 第三节和平行动的地区性发展 非洲 美洲 亚洲和
大洋洲 欧洲 中东 表3.1 2011年和平行动及部署人员数量（按地区与实施组织分类） 第四节2011年多边
和平行动表 表3.2 2011年多边和平行动 资料来源和使用方法 第二部分2011年军费开支和军备 第四章军
费 概述 第一节军事开支的全球发展 表4.1 2002—2011年军费开支（按地区、国际组织和收入组分类） 
表4.2 2011年军费排名前l5位国家 表4.3 2011年军费主要统计（按地区分类） 第二节阿富汗与伊拉克战
争的经济代价 表4.4 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部分参与国的开支估算 第三节美国的军费开支和2011年预算
危机 表4.5美国2001、2005、2007、2009和2011—2013财年的国防部开支和国防总开支 第四节非洲的军
费开支 石油和阿尔及利亚的反恐行动 石油和尼日利亚的反恐行动 其他国家的情况 第五节欧洲及其紧
缩政策对军费的影响 陷入危机的南欧国家 削减开支的影响 图4.1 2008—2011年西欧和中欧地区军费开
支与国内生产总值变化率比较 第六节2002—2011年向联合国提交军费数据报告的情况 联合国的报告制
度 2002—2011年的报告情况 政府专家组的报告 表4.6 2002年和2006—2011年向联合国报告军费情况的国
家数量 表4.7 2011年向联合国报告军费数据的情况（按地区和次地区分类）  第七节2002—2011年的军
费数据 表4.8 2002—2011年各国军费（当地货币） 表4.9 2002—2011年各国军费（固定美元）和2011年各
国军费（现值美元）  表4.10 2002—2010年各国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资料来源和统计方法 第五章
军火生产和军事服务 概述 第一节主要军火生产国的进展 美国2012年《国防授权法》 美国的收购、剥
离和出售 欧盟内部关于军火工业合作的辩论 网络安全领域的多样化 ⋯⋯ 第三部分2011年不扩散、军
控与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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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但是，购买力平价指数并不一定比市场汇率能更好地测量出一国可获得的军事商品
和服务的数量（我们在《SIPRI年鉴2006》曾详细讨论过）。特别是购买力平价指数并不总能反映出一
国用于研发先进武器科技和系统等的相对花费。事实上，不管用哪一种汇率，军费数字都不能直接用
于测量军事实力。因此，购买力平价指数并不能“更清楚”地表明一国“真正”的花费；它们仅能较
好地测算出在某国内如果这些资金用于其他用途可购买多少替代商品或服务。而市场汇率则能够测量
出军费开支在国际市场的购买力水平。此外，由于购买力平价指数是估算出来的，它们不如市场汇率
可靠。因此，SIPRI使用市场汇率将军费开支数据转换为以美元为单位，尽管这有它的局限性，但这应
该是比对国际消费水平最简便和最客观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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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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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类来源包括国家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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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员编写的国别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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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别
报告》。

Page 4



《SIPRI年鉴2012》

编辑推荐

Page 5



《SIPRI年鉴2012》

精彩短评

1、SIPRI 这么经典的年鉴，被翻译成这样。。。。。。。说实在的任何一个英语过6级的本科生都不可
能翻译成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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