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卜

’

卜 叹
- · 、

再论世界经济
一

的发展趋势

褚葆 一 陈彪如 储玉冲

一
、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总趋势

当前这次世界经济危机从 1 9 79 年开始
,

经历了 1 9 8 0年和 1兮81 年连续两次 下 降 之 后
,

到
-

1 9 83 年第一季 度才出现经济回升的迹象
。

首先是美国在去年 12 月经济衰退达到最低点之后
,

就在今年 i 月开始回升
。

最能反映美国经济发展趋势的先行指标综合指数 1 月份 上 升 3
.

6%

(后调整为 3
.

4% )
, 2 月份上升 1

.

4 %
,

3 月份又上升 1
.

5% , 长期陷于停滞状 态 的工业生

产也开始好转
, 1 月

、
2 月

、
3 月的工业生产指数分别上升 .1 3 %

、
0

.

3 %和 1
.

3 % , 企业设

备的利用率也从去年 12 月份的 67
.

3%增加到 68
一 3%鱿美国经济的三大支柱建筑业

、

汽车制造

业以及钢铁工业
,

都有显著的增长
,

国民生产总值第一季度的实际增长率达 4 % (后调整为

3
.

1 % )
,

虽出于人们的意料之外
,

但仅及战后历次危机过后第一年的平均增长率的一 半 左

右① ,

仍不能看作有力的回升
,

其他国家虽也在美国之后陆续回升
,

但是经济增长的情况还

不及美国
。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经历了上次危机 ( 1 9 7 3一 1 9 7 5年危机 ) 之后
,

就给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带来了后遗症
,

使它们没有一个例外地陷于
“
滞胀

”
的困境

。

这一次的世界经济危机
,

不论

是危机的深度
、

广度和经历的时间
,

都超过了战后最严重的 1 9 7 3一 75年危机
。

现在
,

危机即

将过去
,

各国经济陆续回升
,

但从客观的经济现实来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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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保尔
·

萨缪尔森在这种事实面前

也只好悲叹
: “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从现在起到这一世纪结束为止的一段时间内的经济增长率

都不会超过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
。 ’ ,②

面对
“

潘胀
”

这个不治之症
,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个个束手无策
,

看来西方国家政府还是

要乞灵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

实施各种干预经济的政革
,

使资本主义
“

延年益寿
” 。

不可否

认
,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竭尽全力干预经济
,

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
,

在有限的范围内
,

确实也

能起一些作用
,

收到一定的效果
,

例如当通货膨胀率扶摇直上成为当时的头号经济问题时
,

由国家实行严峻的紧缩政策
,

也能把通货膨胀率从高峰压下来
。

1 9 8 0年和 1 9 8 1年以来英
、

美

通货膨胀率被明显压低
,

这不能不说是实施反通货膨胀政策的效果
。

但是这种反通货膨胀的紧缩政策
,

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

在英国带来 了工业生产萎缩和高

失业率
,

至今失业率仍在 13 %以上
,
在美国也使工业生产下降 1 1

.

9%
,

失业率保持 1 0
.

4 %左

① 战后历次危机过后第一年国民生产总值实际增长率平均为 ? 一 8 %
。

② 引自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 1 9 8 3年 1 月 31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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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

严格说来
,

这种头痛医头的政策
,

得不偿失
,

何况通货膨胀问题并没有获得根本解决
。

目前美国还存在着各种因素
,

有使通货膨胀卷土重来的可能
。

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如英
、

法
、

西德
、

意大利以及加拿大等国
,

也都是这样
, 反通货膨胀政策只能奏效于一时

,

根本不能使

通货膨胀问题获得彻底解决
。

总之
,

这次世界经济危机过去之后
,

各国经济又将回到
“
滞胀

即 ,

不可 能 出 现 高涨阶

段
,

只能在有限的幅度内起伏
,

三
、

五年后
,

又将发生一次危机
。

从滞胀到危机
, 又从危机

到滞胀
,

循环往复
,

这就是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总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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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3
.

5拓
,

与七十年代大体相同
,

而低于六十年代的叭。%
。

一
`

在 1 9 8 1年 10 月第二次下降期间
,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生产普遍下降
,

美国下降幅度
最大

,

高达 n
.

9 %
。

据国际资币基金组织的统计
: 1 9 8 2年英

、

美
、

日
、

西德
、

法
、

意大利
、

荷兰
、

西班牙
、

瑞典
、

比利时以及加拿大等 n 国的工业生产量平均下降 5 %
。

资本主义国家
卜

的工业生产萎缩的情况是十分严重的
。

照理说
,

危机过去之后
,

工业生产就会出现有力回升
,

可是今年第一季度的情况仍然不妙
,

美国工业生产指数 1 月份上升 1
.

3 %
,

2 月份上升 0
.

3 %
,

.

3 月份上升 1
.

3 % , 回升的势头显然软弱无力
。

欧洲经济共同体 1月份工业生产也只有微弱

的回升
,

工业生产指数从去年 12 月的 1 09
.

6升到 1 1 1
.

0 ,

增长 1
.

3%
,

其中以西德回升比较显

著
,

增长 4 % ; 英国和荷兰等 国徘徊不前
,

法国和意大利继续下降
。

此外
,

日本的工业生产

仍未改变下降的趋势
,

从去年 11 月到今年 l 月
,

工矿生产指数和上年同期相比下降 1 %①
。
:

至今年 3 月才比上月增长 1
.

2 %
。

各国工业生产发展的前景
,

若明若暗
,

一时不易作出判断
。

但是把足以影响工业生产的

各种因素
,

作一分析比较
,

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判断
。

首先分析有利于工业发展的因素
:

( 1 ) 由于各国政府实行紧缩政策
,

已使这个头号的经济问题通货膨胀趋于缓和
。

通货

膨胀率从两位数降到一位数
,

不但会增加个人的消费
,

而且也会导致投资的增加
。

从而促使

工业生产的增长
。

J

( 2
1

)
一

为 了摆脱危机
,

’

美国
、

日本粕西德等国政府相继调整政策
,

在不同程度上
,

放弃
-

紧缩政策
,

而实行刺激经济增长和减少失业的膨胀政策
。

特别是美国政府不再坚持奉行货币
-

主义的货币金融政策
,

而将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不断提高
,

’

使 M
:

和 M
:

分别增加到 14 % 和
1 6 %

,

为原定指标的两倍
。

( 3) 石油价格下跌
,

有利于各国工亚生产的发展
。

不但可使工业生产减低成本
,

抑制、

物价的上涨
;
而且还会促进工业生产增长率的提高

。

另一方面
,

也存在着一些不利因素
,

`

对经济大幅度回升起着抑制作用
。

主要的有
。

· ’

( i )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着 固定资本投资不足的问题
,

其中最 严 重 的
’

首推美
.

① 〔日本〕 《朝 日新闻 1 98 3年 B月 17 日
。



国
。

1 9 83年各企业的资本开支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后
,

将比 1 9 8 2年下降 8
.

8 %
。

其中以打啾
、 一

`

化工
、

矿产和金属冶炼
、

天然气工程以及航空运输等企业的削减幅度为最大
。

预料在今后五
、

·

六年内
,

固定资本的投资仍难望有大幅度的增长
。

理由有四
:

、

1
.

工厂设备的利用率低
,

`

几

乎有三分之一闲置不用
,

今年第一季度各工厂设备的利用率都稍有起色
,

2 月份升到 68
.

5 %
,

.

仍低于 1 9 73 ` 75 年危机期间的74
.

9 %
。

其他国象如 日本工厂的升工率比较高
,

保持在 80 %
,

但

仍低于五十年代的 95
.

5%
。 2

.
`

公司利润术断下降
,

美国下降得最显著
,

·

利润在国民生产总
.

值中所占份额已从 1 9 6。年的 1 3 ` 2
·

写降到目前的万%
。

’

投资者宁可把资金投放在信贷市场
,

坐

收高利息
,

而不原投资于工业
。

.

3
;

’

财政赤孚庞大
,

国家债务不断增加
,
使信贷市场不能满

足私人经济部门贷款的需求
。

美国1 9 8 3年度和 1 9 8 4年度的财政赤字都超过 2
,

000 亿美元
,

要

依靠发行公债来弥补
, 1 9 8 2年美国政府发行加考啧雾共计 2 , 6 70 亿美元

,

占信贷市场所能提供

的资金的一半以上
。

影响固迢资本的增加
。

4
·

利率尤其是实际利率过高
,

t

使工厂企业不愿贷款来更新设备
,

从而

这在美国尤为特出
。

美国优惠利率在 1 9 8 2年 7 月以前
,

`“
一

`氏 “ %的高水平井
_

从 ” 月粗连续客次调件
,

到 4 月少旬 ,-
_

_

峰到
`

司利润率的两倍 多
。

在这种高利率的压制下
,

固定资本的投资难望增加
。

一 直 保 持 在

但仍为目前公

娜撰价井经济的高速发展
。

至七十年代
,

科技章命转
一

人低潮
,

对于经济发展所起的推动作 用 逐 渐减
。

翌、
。

潺段煞翼盗蕊翼露缀霖黯:嚣纂翌蒙象锁戛擎薰至

纂夔鬓:鬓撇黔憋点嚣嚣黔:藏i
脱经济危机的希望寄托在科技车命上

。

但是里根的这种愿望能不能实现呢 ’

不可否认
,

`

美国的尖端技术工业处于领先地位
,

计算机和机器人应用于
、

物质生产
,

实现

了电子化和 自动化
,

尤其在太空工业发展方面
,

美国宇航飞机
“

哥伦比亚
”

号和
“ “

挑战者
” ,

号多次进行孚宙航行
,

」

己知太空工业的发展前纂
,

、

二旦获得成功
,

无论在能源
、

粮食和工业

原料方面
,

都能给人类所需物质供应开辟一大来源
。

但是发展太空工业
,

一则要冒极大的凤

险
,

另则需要庞大的资金
,

都非私人资本家的能力所及
,

只能由国家进 行
。

所 以
,

我 们 佑

计
,

在本世纪末以前
,

发展太空工业也只能停留在准备阶段
。

其他国家如 日本
、

西德和法国

等 国
,

也在积极发展尖端技术工业
,

在世界市场上引起激烈的竞争
,

使美国的领先地位受到

这些国家的雄战而发生秒摇 ,
: 丫

、
`

_

一 ’

( 3 ) 西方国家的产业结构正在经历着一次深刻的变化
,

但是结构调整在八 十 年 代 内

难以完成
。

最近十多年来
,

西方国家都存
.

在着产业结构亚待调整的问题
:

、

代方面传统工业即



老工业不但设备陈旧
、

技术落后
,

而且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不断下降
,

以致成本增加
,

利润

减少
,

甚至发生亏损
,

使投 资者裹足不前
,

设备无法更新
,

厂房更不能扩建
,

以致陷于萎缩

状态
,

要实现
“

再工业化
” ,

困难 重重
,
希望甚微

。

另一方面新兴的尖端技术工业
,

虽实现

了电子化
、

机械化和机器人化
,

但资本有机构成发生了变化
,

利润率也出现下 降 的 趋 势
,

加以利息率过高
,

固定资本投资无法增加
,

因此生产规模不大
,

增加的产值也有限
,

不足以

弥补传统工业生产的缩减
,

同时也没有力量可以带动陈旧工业的复兴
。

所以
,

.

这种产业结构

亚待调整
,

美
、

国从七十年代起
,

就开始进行结构调整
。

但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
,

在最近

的五
、 一

六年内难以完成
,

在结构调整期间
,

自然不会有高速度经济增长的可能
。

三
、

,

通货膨胀的发展趋势

西方经济经历 了1 9 7 3一 75 年危机乏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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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漫无止境
,

成为西方国家的头号经济问题
。

至工9 8 0年达到最高峰
,

经

合组织24 国平均计算
,

通货膨胀高达 1 2
.

9%
。

从国别来看
,

通货膨胀的情况更为严重
,

如意

大利
、

英
、

法
、

美等国
,

分别高达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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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要西方国家无不把通货膨胀看成各该国经济最严重的头号问

题
,

在制定经济政策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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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国的通货膨胀率
,

已从 1 9 8 0年的 1
界

9% 下降到1 9 8 2年的 7
,

3 %
。

以国别而论
,

例如英 国
,

自撒

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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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8 0年的 18 %降到 1 9 8 1年的1 1
.

9 %和 1 9 8 2年 8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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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 :

1 3
.

5 %压低到 1 9 8 1年的 1 0
.

4 %和 1 9 8 2年的 3
.

9%
。

但是通货膨胀的病源却十分复杂
,

而且非常顽固
,

很难根治
,

目前的下降是暂时现象
,

不能说西方国家不再存在通货膨胀的问题
,

尤其是美国
,

通货膨胀卷土重来的可能性最大
,

导致通货膨胀回升的因素
,

有下列几种
:

( 1 ) 庞大的财政赤字有增无减
, 1 9 8 3年度和 1 9 8 4

年度的赤字都在 2
,

0 0 0亿美元以上
; ( 2 ) 利率虽已多次调低

,

现已降
’

到 10 %
,

仍高过其他

国家
,

尤其是实际利率高得惊人
; ( 3 ) 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冉 冉 上 升

,

M
:

和 M
Z

分别高

达 1 4 %和 16 %
。

因此有些经济学家预测 1 9 8 4年下半年通货膨胀率将回升 到 9
.

3 %
,

甚至可能

再出现两位数①
。

至于其他国家如 日本和西德
,

也在实行扩大公共开支以解决失业问题盯膨胀政策
,

势必
、

导致通货膨胀的死灰复燃
。

所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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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贸易政策的严重影响
,

已由高速增长转人低速增长以致出

①
·

参见 《通货膨胀会卷土重来吗 ? 》 一文 (载于 〔美〕 《幸福 》 19 8 3年 8 月 2 1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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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且能保持其增长率大于世 {

界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的格局
,

年平均增长率大约在 4 %左右
` ;

- -

一 二
气 _

.

自五十年代以来
,

国际贸易发展迅速
,

年平均增长率一直超过世界工业生产总值的增长
`

率
,

已成为一种格局
。

如 1 9 5 0一 59 年间
,

各 国制成品出 口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8 %
,

超过了

各国工业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 6 % ; 1 9 5 9一73 年问
,

制成品出口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

11 %
,

超过了工业生产总值的 7 % , 1 9 7 3一 80 年间
, 制成品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降至 5 %

,

但仍超过工业生产总值的增长率 奋 %
。

,

;
、 一

厂
_ . `

但进人八十年代之后
,

世界贸易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
,

加以各国相继实行保 护贸 易 政

策
,

使各国出 口值不断下降
。

1 9 8 1年世界出 口贸易总值下 降 1
.

6%
,

其中工业国家出口总值

下降 1 %
,

而发展中国家却下降 2
、

%
。

1 9=82 年世界出 口贸易总值又下降 6%
,

其中发展中国家

下降 12 % 厂:工业国家下降 .5 4 %
, ;

’

美国出口值下降 最多犷
`

达 9
.

2%
,

其次为法国
、

日本和英

国
,

分别下降 9
.

1 % ,
·

.8 2%和 6
`

% ;
」

只有西德一枝独秀 , 但增幅仅有 0
.

2%
。

今后五
、

六年内国际贸易的发展
,

要取决于各种因素
:

( 1 ) 各国经济增长的幅度
,

如

果危机过后再陷于停滞
,

足使各国的需求不会有多大的增加
;

(
.

2 ) 保护贸易政策如能随着

经济的回升而趋于缓和
, 则对于国际贸易的发展大为有益

;
、

;否则
“

贸易战
”

愈演愈烈
,

并与
“

货币战
” 、 “

利率战
”

交织在一起
,

国际贸易自无迅速回升的可能
。

.

( 3 ) 石油在国际贸易

中是一项重要商品
,

价格的涨跌
,

对世界贸易总值的增减有决定性的作用
。

油价现已从每桶 x34

美元跌到每桶 29 美元
,

必属荟影响及 19 83 年的国际贸易
,

如果继续下跌
,

降到每桶 25 美元
, ’

那么在今后一
、

二年内世界出 口贸易总值难望有明显增长
。

( 4 ) 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危机
、

中受到保护主义的影响
,

出口萎缩
,

·

外汇收人减少
,

使逆差扩大
, 1 9 8 2年非产油的发展中国

咬

家的国际收支逆差合计1, QQ时乙美元
,

使它们的外债
·

急剧增加
。

目前
“

债务危机
”
虽趋缓和

,
`

但决非短期内所能解决
。

因此这些国家因外汇短缺
,

不得不大量削减进 口计划
。

这也是不利
’

于 国际贸易增长的因素之一
。 ,

.

_

一 4

上述这些不利因素虽然客观存在
,

但却是不确定的因素
,

未必会同时发生作用
, 我们认

为
,

由于生产的国际化
,

国与 国之间的互相依存关系 日益密切
,

从各国对于 出口的依存率来

看
,

就可知发展国际贸易是各国的共同一致的利益
,

各国经济依赖外贸的程度日益加深
,

例
·

如美国出口值 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扩大
,

.

已从 1 9 5 2年的 3
.

8%增加到 1 9 7 3年的 7
.

4 % ;
1

、

日本也从 7
.

4 %增到 1 3
.

7 % ,
西德从 1 2

.

4%增至 27
.

5%
,

英国从 1 7
.

3 %增 至 30
.

8 %
,

法国从
,

9
.

7 %增至 20 %
,

意大利也已从 7
.

5 %增至 26
.

2 %①
。

因此
,

各国经济的发展和增长的幅度
, :

大部分要取决于国际贸易的扩大
。

伦敦英格兰银行发表 1 9 8 3年英国经济预测报告时
,

就提出

了这种论点
。

不但工业国家是如此
,

发展
.

中国家也是这样
,

77 国集团最近举行会议
,

曾向工

业国家郑重表示
:

发展中国家偿还债务的能力将视各该国的出口贸易能否大幅度增长而定
。

所

以
,

国际贸易已成为各国经济的发动机
。

尽管目前各国加紧实行保护贸易政策有引起
“

贸易

战
”
的可能

,
但从长期看

,

这种政策害人害己
,

得不偿失
,

终有一天会改弦易辙的
。

!

此外
,

值得注意的是东西方贸易 ; 在世界贸易萎缩的年代里
,

东西方贸易反 而 有 所 增

长
,

出 口贸易值 1 9 8 1年增长 3 %
, 1 9 8 2年又增长 4 肠

。

资本主义国家为 了寻找市 场 扩 大 出

① 据西德 《世界报》 。



口
,

都有向东方国家扩大贸易的打算
,

今后还会继续增长
。

.

际贸易的年平均增长率回升到 4
`

%
,

是符合实际情祝的
。

我们估计在今后五
、

六年内
,

国

五二对美元汇率的短期预测

.

自二次大战结束以来
,

尤其自19 57 年 7 月以来
,

由于通货膨胀的加剧
,

使各国货币的币

值不断下降
。

据统计
,

在 1 9 5 7一 82 年间
,

西方主要货币如美元
、

西德马克
、

英镑
、 ·

日元
、

法

国法郎以及加拿大元的购买力
,

都有程度不同的下降
,

降幅分别为 71 %
、 ;

59 %
、

85 %
、

7 9 %
、

8 3 %
、

8 7% 和 73 %①
。 ,

_

由于贬值而引起汇率的变动
,

自六十年代以来
,

在国际汇兑市场上是经常发生的 ; 尤其
.

是进人七十年代之后
,

美元接连几次贬值
,

每次总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引起轩然大波
,

使其

他国家的货币也随着动荡不定
,

严重影响
一

各国经济的增长和外贾的发展
。

但在 1 9 8 1年里根就

任总统之后
,

实行高利率政策
,

将利率长期保持在 1 6
.

5 %的高水平上
,

最高曾达 21
.

5 % ; 加

以美国通货膨胀率在紧缩政策的压力下
,

·

不断下降
,

使美国实际利率高得惊人
。

这对于外国

投资者来说
,

是极大的吸引力
,

因此就抛售外币购进美元
,

汇往美国坐收高息
,

因此外汇市

场对美元的需求激增
,

导致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率不断上升
。

仅在 1 9 8 2年内
,

美元对西方主要

货币的汇率平均上升 13 %
,

其中对法郎
、

英镑
、

意大利里拉
、

日元
、

·

西德马克以 及 加 拿 大

元
,

分别上升 1 8
.

6 %
、

18
.

3%
、

14
.

4 %
、

7 %
、

.6 1 %和 3
.

7%
。

其影响所及
,

使欧洲货 币体

系两次被迫调整中心汇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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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 9西德马克
,

或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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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3 8
.

50 意大利里拉
,

对英镑的汇率也跌到 1
.

石1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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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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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易问题和国家经济向题

” ,

因此

要求美国政府降低美元的汇率
。

他的要求虽已遭到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费尔德斯坦的拒

绝
,

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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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卜 ( 1 ) 美元对马克的汇率看跌
。

美元的汇率 已从去年 n 月 犷日的 2
.

59 马克跌到今年 4 月

7 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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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年将增达 60 0一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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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 美元兑换 2 18 日元

,

以后对 日元汇率一

;再上升
,

.

至11 月间 高达 2 7 8 日元
,

而上升 27
.

5 %
。

美元对 日元的汇率偏高
,

一

显而易见
,

是由临
r

① 载至于 1 98 2年 8 月 1 日
。

资料来源
:

一

〔西德〕 《 世界报 》 。



时因素造成的
,

当然不能持久
,

已从去年 1
.

2月起开始下跌
,

至今
一

年
`

咨月降到 2 37
.

5元
,

即下降

14 %
。

但是从美元和 日元的购买
r

力的平价看
.

,

美先仍然偏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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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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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本经济增长率礼泊高于美国
; 国际收支的情况也比美国好

;
·

只是美

毓国利率高
,

尤其是实际禾$fJ
,

九乎是 日本的两倍
。 ”

把这些决定汇率高低的因索综 合分析 一
~

下
,

’

美元对 日本的汇率在今后一
、

二年内
,

’

再降 5 %
,

·

是十分亩能的
。

( 3)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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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如果继续卞跌
,

影响英国的国际收支
,

英镑对美元的汇率仍将看跌
。

法国因密特朗政府采

取紧缩政策
,

不利于法国经济的增长
,

所以法郎对美元的汇率还有继续下跌的可能
,

但其幅

度不会太大
。

一
一 `

二 六
、

对石油价格的中期预测

目前石油价格动荡不定
,

今后趋势如何 ? 各方面的看法不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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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俱过于求的局而不久即将改变
。

据统计
,

今年 1月世界
一

石油 日产量为 5 , 1 80 万桶
,

较 1 9 8 2年
`

1 月下降 5
.

8 %
,

其中石油输出国的 日产量降到 1
,

6 20 万桶
,

下降幅度达 22
.

9% ; 今后如严格遵守该组织决定的产量配额
,

日产量可能降到 1
,

40 0万桶
,

比

俄后最高 斤产量 1 9 7 7年的 3
,

1 30万桶
,

几乎减产一半以上
。

其他非石油输出国也将放慢开发石
一

油的计划
、

,

例如美国阿拉斯加大油田
,

因生产成本高于石油价格
,

·

已开始大幅度减产
,

目前

阿拉斯加的钻井比一年前减少了三分之一
。

石油供应量的减少足以改变供过于求的局面
,

必
然导致油价的回升

。 ` .

卜
·

( 2 ) 右油的需求量随着经济的回升而增加 ; 在危机期 l’m ,

由于工业生产的萎缩和能源
消耗的节约而产生的需求量减少

,

完全是暂 !寸性的
,

一旦危机过去
,

工业生产回升
,

对于石
,

袖的需求势必增加
。 ,

’ `
’

卜

(3 ) 各种原料价格的回涨 、 必然带动石油价格的回升 、 据西德汉堡世界经济研究所的

统计
,

今年 1 月到 3
’

月
,

原料和初级产品的价格
,

上升 3 %
,

与 1 9 8 2年 1。月的最低价相比涨

起 6 %
。

反映在路透社商 品价格指数的变动上
,

这些商品价格今年 1 月上涨 2
.

7%
,

2 月上涨

4
.

1 %
,

3 月又上升 .2 1%
。

其中金属商品的指数
,

到 3 月15 日为止
,

比去年年底上升 4
.

1%
。

一

这只能算是原料价格回升的开始
,

今后的趋势还要继续上涨
,

最终会带动石油价格的回升
。

`
一

( 4 ) 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
,

在经济危机期间
,

为了缩小外贸逆差
,

尽量削减石油

和石油制品的进 目
, 1 9 8 1年 1 月至1’1 月的进 口值仅 5 45 .f’ 4亿美元

,

比 1 98 1年同期的 70 7
.

3亿美

元减少 23 %
,

以致贮囤的石油 日益减少
,

已接近危险的界线
,

因此需要在油价下跌时大量补

进石油
。

其他如 日本
、

西德
、

法国等
,

无不如此
。

据美国石油公司估计
,

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

原油和石油产品的库存
, 1 9 82年年底已从 1 9 8 1年末的 5时乙桶减少到40 亿桶

。

今年 第 一 季 库

① 〔日〕 《东方经 济学家》 1 9 83年第 2 期
。



有每天减少 3 5 0一 4 00万捅
,

目前尚存 35 亿桶
,

只等于别天的消费量
,

可以说
,

已到了库存的
:
最低限度

,

使得各国不能不补进石油
。

二埃各国开始囤购石油时
,

买方市场就会变成卖方市

场
,

.

油价的回涨
,

是势所必至帅
。

一

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耸势既如再述
: `
各国是出危机之后

,

又将陷于滞胀的困境 , 但
.

.

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

对于我国经济的影响
,

有不利的一面
,

也有有利的一面
,

我国

应当善于利用世界经济对我有利的因素和转化对我不利的因素
,

以加速我国的四化建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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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据统计
、
从 1 9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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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度不大
,

仍低于制成品
,

贸易条件仍然不利于我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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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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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

8%
,

1 9 8 1年经过调整
,

初级产品比重下降到46
.

6 %
,

工业制成品上升到 53
.

4% ; 1 9 8只年继续调整
,

初级产品比重降到
:

45 %
,

工业制成品上升到 5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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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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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仪器
、

船舶
、

化工产品等的出口
。

近几年来虽然增长较快
,

但在我国出口总值中所占比重不大
,

例如机电

产品出口
, 1 9 8 2年只占 9 % 左右

,

尚有发展余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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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油约占我国出口总值的 25 %
,

1 9 8 1年我出 口原油和成
.
易油共

收人外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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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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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目前我国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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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受到限制或发生滞销时
,

能有较大的回旋余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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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

8%
,

居第一位
;
其次是对日本出口

,

所占比重
_

为 2 2
.

1 % ,
第三是欧洲经济共同体

,

所占比重为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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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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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① 据 《海关统计 》 1 9 8 2年第 1 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