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与我国对外经济贸易战略

褚葆一 陈彪如 储玉冲

一
、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总趋势

现阶段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总趋势有两个方面
:
一是帝国主义的寄生性

、

腐朽性
、

垂

死性正在继续发展
, “
英国病

” 、 “
欧洲病

’ 、 “
滞胀病

”

等各种顽疾纷至沓来
,

以致危机层出不穷 ;

二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拚命挣扎
,

寻求
“
延年益寿

”

的处方
,

除交替使用反危机 (反周期 )和反通

货膨胀政策外
,

还用
“
计划化

” , “
福利国家

” 、

人民资本主义等花招
,

企图挽回灭亡的厄运
。

当前这次世界经济危机从 1 9 7 9 年开始
,

经历了 1 9 8 0年和 1 9 8 1 年连续两次下降以后
,

到

1 9 8 3 年第一季度才出现经济回升的迹象
。

看来
,

危机即将过去
,

各国经济陆续回升
,

但以客观

的经济现实而论
,

各国都不可能出现危机过后的高涨阶段
,

只能重新回到
“
滞胀

”

的困境
。

我们

认为
:
从

“
滞胀

”

发展为危机
,

又从危机回到
“
滞胀

” ,

这己成为七十年代后半期 以来资本主义世

界经济的发展规律
,

同时也是资本主义腐朽性进一步发展 的反映
。

二
、

预测今后六年内世界经济增长的速度

从现在起到 1 9 8 9 年为止的六年内
,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实际增长率
,

估计为年平均增长

率 3
.

0一 3
.

5 %
,

与七十年代大体相同
,

而低于六十年代 的 4
.

9 %
。

至于西方主要国家的短期

经济预测则如下表
。

对西方主要国家 1 9 8 2 年和 1 9 8 3 年的经济预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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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表中数字为西方著名预测机构所提供的数字

,

来源如下
:

( i ) 经合组织与欧洲经济共同体
:
欧洲经济共同体

,

沃颇预测公司
,

亨利预测公司
,

伦敦商学院
,

菲列普斯
·

德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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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

西蒙
·

柯特斯公司 ;

(2 ) 英国
:

英国财政部与英国工业联合会 ;

(3 ) 日本东京银行 ;

( 4) 西德
:

慕尼黑经济研究所和西德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 ;

(5 ) 汇率
:

欧洲货币市场报告根据 2 0 个预测数字计算出来的平均数
。

资料来源
:〔英国〕《金融时报

》 9 183 年 1月 4日第 11页
。

三
、

通货膨胀的发展趋势

西方经济经历了 9 3 1 7一 5 7年危机之后
,

就出现了高物价
、

高失业率同时并存的情况
,

尤其

是通货膨胀扶摇直上
,

成为西方国家的头号经济间题
。

至 1 9 8 0年达到最高峰
,

经合组织二十

四国平均计算
,

通货膨胀率高达 1 2
.

9 %
。

从国别来看
,

通货膨胀的情况要更为严重
,

如意大利
、

英
、

法
、

美等国
,

分别高达 2 1
。

2 %
、

18 %
、

1 3
。

6 %和 13
.

5 %
、

日本和西德情况较佳
,

也分别

为 8
。

8 % 和 5
。

5 %
。

因此
,

西方各国在制定经济政策时
,

莫不把反通货膨胀的措施放在优先地

位
。

这几年来
,

西方国家在抑制通货膨胀方面
,

都已收到程度不 同的效果
。

例如经合组织二十

四国的通货膨胀率
,

已从 1 9 8 0 年的 12
.

9 %下降到 1 9 8 2 年的 7
.

3 %和 1 9 8 3 年第 一 季 度 的

5
.

7 %
。

以国别而论
,

例如英国
,

自撒彻尔夫人组成保守党政府以来
,

就一直坚持实行货币主

义政策
,
紧缩通货

,

抑制物价的上涨
,

已使英国的通货膨胀率从 19 8 0 年的 18 %降到 1 9 8 1 年的

1 1
.

9 %
、

1 9 8 2年的 8
.

6 %
, 1 9 8 3 年第一季度的 4 %

。

再如美国
、

自里根上台后
,

就采取一系列

的反通货膨胀的措施
,

也将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从 1 9 8 0 年的 13
.

5 %压低到 1 9 8 1 年 的 10
.

4 %

和 1 9 8 2年的 3
.

9 %
。

这不能不说西方国家的反通货膨胀 己见成效
。

但是通货膨胀的病源不仅十分复杂
,

而且非常顽固
,

很难根治
,

目前的下降是暂时现象
,

我

们预测今后的五
、

六年内西方国家通货膨胀率将保持在 8 %的水平
,

略低于七十年代
。

四
、

国际贸易的发展前途

世界贸易受到经济危机和贸易保护政策的严重影响
,

已由高速增长转入低速增长甚至 出

现负数增长
,

但今后五
、

六年内
,

国际贸易仍有继续发展的余地
,

年平均增长率大约在 4 % 左

右
。

五
、

对美元汇率的短期预测

今年以来
,

美国利率不断调低
,

至 4月初
,

优惠利率已降到 10 %
,

美元的汇率也随之疲软
。

4 月 7 日 1美元可兑换 2
.

4 23 9 西德马克
、

或 2
.

2 3 6 7加拿大元
、

或 2 3 7
.

5 0 日元
、

或 7
.

2 3 7 0 法

国法郎
、

或 1
, 4 3 8

.

5 0 意大利里拉
,

对英镑 的汇率也跌到 1
.

5 1 2 7 美元 1英镑
。

美元汇率偏高
,

不但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和货币的稳定会产生不利影响
,

而且对美国本身也是有害的
,

尤其

是不利于美 国出口贸易的增长
。

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 C
.

弗雷德
.

伯格斯坦也认为美元

汇率偏高是
“ 当前摆在美国面前的最关键性的贸易问题和国家经济间题

” ,

要求美国政府降低

美元的汇率
。

美元汇率的趋势如何 ? 为各方所瞩目
。

我们对美元汇率作出短期 (最近一
、

二

年 ) 预测如下
:

① 据伦敦全国经济社会研究所预测
,

英国通货膨胀 1 9 83 年年底将从第一季度的 4 %回升至 5
.

1 %
,

19 84年将
升到 8

.

4 %
。

又据美国
《
幸福

》 ( 19 83 年 3 月 21 日 )报道
,

美国有些经济学家预测美国通货膨胀串至 1 9 84 年下半年将
回升到 9

.

3%
。

此外
,

法国和意大利尚未能控制住通货膨胀上升的趋势
,

预计 19 8 3 年分别高达 ,
.

5% 和 16
.

6%
。



( 1 ) 美元对马克的汇率看跌
。

目前的汇率 已从去年 n 月 9 日的 2
.

59 马克跌到 2
.

41 马

克
,

即下降 7 %
、

在今后一
、

二年内
,

美元对马克的汇率还要下跌
,

降到 2
.

10 马克的水平
,

即再

下降 13 %
。

理由是美 国在经济增长方面可能超过西德
,

但是西德在外贸方面胜过美国
,

西德

工业制成品的出 口值 已凌驾于美国之上
,

跃居世界第一位 , 而且保持巨额顺差
,

在 国际收支上

有盈余 ; 反之
,

美国贸易逆差 1 9 8 3 年将增达 6 00 一 70 0亿美元
,

1 9 8 4 年还无法扭转
,

必然导致

国际收支上连年出现庞大赤字
。

( 2 ) 美元对 日元的汇率也将下跌
。

1 9 8 2 年初
, 1美元兑换 21 8 日元

,

以后对 日元汇率一

再上升
,

至 11 月间高达 2 78 日元
,

上升 27
.

5 %
。

美元对日元的汇率偏高
,

是由临时因素造成

的
,

当然不能持久
,

所 以从去年 12 月起开始下跌
,

至今年 4 月降到 2 3 7
.

5 元
,

即下降 14 %
。

但

从美元和 日元的购买力平价看
,

美元仍然偏高
,

比较适应的汇率应保持在 22 5 日元的水平
。

据

野村综合研究所和大和证券研究所的汇率预测
,

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将降到 2 25 日元①
。

再把美

日两国的经济情况作一比较
,

可知今后一
、

二年内
,

日本经济增长率仍旧高于美国
, 国际收支的

情况也比美国好 ;只是美国利率高
,

尤其是实际利率
,

几乎是 日本的两倍
。

把这些决定汇率高

低的因素综合分析一下
,

美元对 日本的汇率在今后一
、

二年内
,

再降 5 %
,

是十分可能的
。

( 3 ) 美元对英镑
、

对法郎的汇率继续保持坚挺
,

目前汇率水平比较合理
,

但是石油价格如

果继续下跌
,

必然会影响英国的国际收支
,

英镑对美元的汇率 1 9 8 3 年 3月 13 日虽跌到一美元合

1
。

50 马克
,

但仍将看跌
。

法国因密特朗政府采取紧缩政策
,

不利于法国经济增长
,

所以法郎对

美元的汇率 1 9 8 3 年 5 月虽跌到一美元合 7
.

4 72 法郎的最低点
,

但今后还有继续下跌的可能
,

其幅度不会太大
。

六
、

对石油价格的中期预测

目前石油价格动荡不定
,

有人看跌
,

有人估计油价将趋稳定
,

也有人预测油价终将回升
。

我

们认为
,

目前油价 已趋稳定
,

虽不排除继续下跌的可能
,

但相信油价终将回升
。

理由如下
:

( 1 ) 世界石油 日产量已开始 下降
,

供过于求的局面不久即将改变
。

( 2 ) 石油的需求量随着经济的回升而增加
。

( 3 ) 各种原料价格的回涨
,

必将带动石油价格的回升
。

( 4 ) 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原油和石油产品的库存
, 1 9 8 2 年年底 已从 1 9 8 1 年末的 50 亿 桶

减少到 4 0 亿桶
。

今年第一季库存每天减少 35 0一 4 00 万桶
,

目前尚存 35 亿桶
,

只等于 84 天的

消费量
,

可 以说
,

已到了库存的最低限度
,

使得各国不能不补进石油
。

一侯各国开始囤购石油

时
,

油价回涨势所必至
。

七
、

发展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应采取的战略措施

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趋势
,

既如上述
:

各国走出危机之后
,

又将陷于滞胀的困境
。

由

于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

对我国经济有不利的一面
,

也有有利的一面
,

权衡利害得失
,

有利的

因素是主要的
,

不利的因素也是可以转化的
。

西方经济 由危机转为滞胀
,

基本上没有什么不

同
,

仅是程度的差异
。

我们认为
,

目前各国实行的
“
奖出限入

”
的贸易保护政策

,

虽将随着经济

的回升而趋于缓和
,

但也不会有重大的改变
,

这对我国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
,

仍然是一种阻

① 〔日本〕《东方经济学家
》 1 983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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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

只是给我国的影响不会象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严重
。 因为西方国家处于经济停滞的条件

下
,

同它们在经济危机时期一样
,

仍有过剩的商品需要市场
,

多余的资金需要出路
,

闲置的设备

和技术需要转让
,

这正是我国利用外资
、

引进技术
、

进 口设备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大好时机
。

但

是能否实现这个宏伟的目标
,

还在于我国能否善于利用世界经济对我国有利的因素和转化对

我国不利的因素
。

因此
,

我们认为
,

在 目前的世界经济形势之下
,

我国对外经济贸易战略
,

应 以

发展对外贸易作为它的基础
。

我国能否开创对外经济关系的新局面
,

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扩大

对外贸易
。

胡耀邦同志早就指出
: “
通过对外经济关系

,

借助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尽快地发展

我们的民族工业
,

才能使我们面临的困难得到更为顺利的解决
,

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得

到更加迅速的发展
” ①

。

按国际金融市场的惯例
,

对一国的贷款
,

要以该国每年的出口值作为

估计偿还能力的标准
。

准此而论
,

我国要尽可能多利用一些外国资金进行建设
,

就非大力扩展

贸易不可
。

这几年来
,

我 国出口值虽有很大的增长
,

已由 1 9 8 1 年的 1 81
.

7 亿美元增加到 1 9 8 2

年的 2 33 亿美元
,

但如按照一次贷款不得超过出口值 20 %的惯例计算
,

则所能取得的贷款额

为数有限
。
因此

,

要尽量多利用一些外资
,

就得大力扩展 出口贸易
。

我国扩大出 口贸易还有巨大的潜力
, 1 9 8 2 年我国出口总额为 4 14

。

3 亿元
,

仅占社会总产

值 9 , 8 94 亿元的 4
.

2 % ② ,

低于其他国家
。

从新中国成立 以来出口贸易值增长的速度看
,

今后

大量增加 出口值
,

完全是可能的、 ( 1 9 5 2 年到 19 5 9 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14
.

6 %
, 1 9 6 0 年到

1 9 6 6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10
.

8 %
, 1 9 7 7 年到 1 9 8 1 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25 %

,

无不超过我国

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
。

)在西方国家发生经济危机期间
,

各国出口值均见下降
,

而我国出口

值的增长速度仍保持在高水平上
, 1 9 8 2 年出口值比 1 9 8 1 年增长 1 2

。

7 %
,

扣除价格与汇率变

动因素
,

实际增长 6
。

5 % ① ;而西方国家除西德外
,

无不出现负数增长
,

尤其是美国
,

出口值下

降 9
.

2 %
。

但也不可否认
,

西方经济不景气
,

不论是经济危机或是滞胀
,

都会给我国扩大出口带来一

定的困难
,

集中表现在贸易条件不利于我国
。

据统计
,

从 1 9 8 0 年第四季度到 1 9 8 2 年初
,

初级

产品价格下跌 30 %
,

制成品下跌 10 %
。

现在经济回升
,

初级产品的价格渐有起色
,

但增长的幅

不大
,

仍低于制成品
。

因此
,

我国要制定出口战略
,

克服这种困难
,

使贸易条件转化为有利于我

国出口
。

为此
,

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

第一
,

积极调整我国出口商品的结构
,

使贸易条件有利于我国出口
。

据统计
, 1 9 8 0 年我

国出口商品构成
:

初级产品所占比重为 52
.

2 %
,

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为 4 7
.

8 %
, 1 9 8 1 年经过

调整
,

初级产品比重下降到 4 6
。

6 %
,

工业制成品上升到 5 3
。

4 % , 1 9 8 2 年继续调整
,

初级产品 比

重降到 45 %
,

工业制成品上升到 55 写① 。

由此可见
,

连续三年的调整
,
已取得显著的成效

,

但

是初级产品仍占 45 %
,

还嫌过高
。

为了使我国不受当前世界贸易条件的不利影响
,

我们认为

有继续努力调整出口商品结构的必要
。

唯一的办法
,

就是要使我国出口商品的多样化
。

为了适应国际市场的需要
,

重点应放在发展劳动密集型的轻重工业品方面 ;具体地说
:

( l)

积极发展轻纺工业和手工业
,

力求产品的质量
、

品种
、

花色适销对路
,

老产品也要升级换代
,

发

展高档商品
,

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

以质取胜
。

( 2 )进一步扩大机电
、

仪表
、

船舶
、

化

工产品等的出口
。

( 3 )提高原料的加工程度
,

增加成品的出 口
。

例如近年来我国出口原油和

① 引自
《
红旗

》
杂志编辑部

: 《
关于我国对外经济问题

》
载于

《红旗
》 1 98 2年第 8期

,

第 4页
。

②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i , 82 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 (载
《
文汇报

》 19 8 3年 4月 30 日 )
。

① 根据我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
。



成品油约占我国出口总值的 25 %
,

1 9 8 1 年出口原油和成品油共收入外汇 46
。

93 亿美元 ; 目前

国际石油市场供过于求
,

一时难望好转
,

,

我国可以减少原油的出口量
,

而注意提高对原油的加

工
,

力争增加成品油的出口
,

以使我国石油及石油制 品的出口值仍能不断增加
。

第二
,

我国出口商 品的地区分布过分集中
,

今后应力求 出口对象的多元化
,

使一些出口

商品在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受到限制或发生滞销时
,

有较大的回旋余地
。

以 1 9 8 1 年为例
,

输

往港澳的出口值 (包括转 口 )所占比重为 2 5
.

8 %
,

居第一位 ; 其次是对 日本出口
,

所占比重为

22
.

1% ,第三是欧洲经济共同体
,

所占比重为 1 1
。

3 %
,

美国居第四位
,

所占比重为 7 %①
。

这

种布局显然是不合理的
,

过分集中一个国家或地区
,

就会加深对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依赖
,

也就

容易受到这个国家或地区的影响
。

我国发展对外贸易
,

首先应该打破这种过分集中的格局
,

而

实现出口市场的多样化
。

具体地说
: ( 1 )适当发展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出口贸易 , ( 2 )大力扩

大对亚
、

非
、

拉发展中国家的贸易
。

( 3 )对西欧国家如英
、

法
、

意
、

比利时等国的市场还要继续

努力开拓
。

第三
,

贸易方式力求多样化
。

五十年代我国曾采用过 的易货贸易方式
,

有恢复施行的必

要
。

易货贸易可 以解决双方短缺外汇的困难
,

不论对苏东国家或发展中国家
,

都可以实行易货

贸易 ;就是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

必要时也可实行这种以货易货的原则
。

严格说来
, “ 以出带

进
”

也是一种易货贸易
。

最近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已开始实施这种易货贸易方式
,

例如马来西亚

以橡胶
、

石油换取南朝鲜的船舶 , 菲律宾以椰油换取罗马尼亚的石油钻井台
,

这些都值得我国

借鉴
。

其他贸易方式如补偿贸易
、

来料加工等等
,

不拘一格
,

都可以采用
,

务使我国采用的贸易方

式灵活
、

多样化
。

第四
,

大力发展劳务出口
。

最近
,

劳务贸易获得迅速发展
,

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
,

日见重

要
,

已成为一个新兴的领域
。

不但发展中国家如印度
、

巴西
、

菲律宾
、

巴基斯坦
、

埃及都积极发

展劳务出口 ,而且美国也十分重视劳务贸易
,

把扩展劳务出口作为它发展对外贸易的战略措施

之一
。

我国注意国际劳务合作
,

发展劳务出口
,

比其他国家较晚
,

始自 1 9 79 年
。

两年来
,

虽已

获得 良好的开端
,

但仍落后于其他国家
。

例如印度 1 9 8 1 年从劳务出口赚得的外汇达 57 亿美

元
,

比 1 9 7 4 年增加七倍多 , 巴西近两年来在海外发展承包工程也获得 80 亿美元的收益
。

尽管

海湾国家受石油跌价影响
,

放慢经济建设计划
,

但是
,

整个世界对劳务的需求仍在增加
。

我国

人力资源丰富
,

发展国际劳务合作
,

承包各项工程
,

组织劳务出口
,

潜力很大
,

应把发展劳务出

口作为发展出口贸易的战略措施之一
。

不可否认
,

当前劳务出口竞争也十分剧烈
,

但是我国所提供国际劳务合作
,

是在
“
平等互

利
”

的基础上进行的
,

与美国依靠它的先进技术扩大它的劳务出口
,

有根本的区别② ,

是属于
“
南南合作

,

的范畴
。

所 以
,

我国发展国际劳务合作
,

自能获得发展中国家的欢迎
,

有着广阔的

前途
。

一九八三年五月一 日

① 据
《
海关统计

》
1 982 年第 i 期

。

② 美国扩展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务出口
,

有损它们民族经济的发展
,

故遭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限制与反抗
。

一 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