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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当代世界经济格局

郭 吴 新

当代世界经济格局是当代世界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

本文分四大段
,

第一段

论述影响 当代世界经济格局形成演变的战后新的重要政治经济条件
,

后三段则分

析当代世界经济格局形成演变中的几个主要特点
:

两个体系和
“
三个世界

”
不 同类

型国家的并存
;
美

、

日
、

欧共体三极鼎立的多极化态势的出现
; 以西欧

、

北美和
.

拟议

中的亚太三大区域集团为主体的多层次区域经济集团架构的逐渐形成
; 促使各国

经济活动更广泛
、

更密切
、

更深入交织的经济全球化趋势 日益发展 ; 当代世界墓本

矛盾特别是
“
北富南穷

”

和
“
西西争斗

”
的加剧及其影响

。

世界经济格局是整个世界格局的组成部分
,

而且是意义极为重要的基础性组成部分
。

当代

世界经济格局
,

指的是二次大战后世界经济中各种类型的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力量对 比
、

组合状

况及其相互作用的总的图景
。

这个图景不是固定不变的
,

在世界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

用下
,

它不断变动发展
,

并且出现了阶段性的突出变化
。

当然
,

世界经济格局涉及面广
,

它包括

多方面
、

多领域
、

多层次的经济关系和问题
。

本文只就有关战后世界经济格局的几个问题
,

作出

一定的分析
。

影响当代世界经济格局形成演变

的战后新的重要政治经济条件

同二次大战前相 比
,

战后整个世界的政治
、

经济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

这里

主要指出以下几个变化
:

首先
,

经过二次大战
,

发达资本主义各国之间的力量对 比起了重大变化
。

大战结束时
,

发动

这场战争的德
、

日
、

意三个法西斯国家成为战败国
,

极端反动的法西斯政治制度被摧毁
,

经济上

残破不堪
,

已退出了大国行列
;
欧洲的战胜国英国和

.

法国
,

经济上也遭受到严重削弱
,

变成了二

等大国
; 只有战胜国美国在战争中本土未被破坏

,

经济
、

军事实力空前增强
,

从而一跃成为资本

主义世界的霸主
。

这种局面维持了相当长一段时期
,

直到西欧主要国家和 日本经济得到恢复和

迅速发展
,

特别是欧共体 日益壮大和 日本崛起为第二经济大国之后
,

美国虽仍是军事超级大

国
,

但其经济霸权地位却急剧削弱以至丧失
。

其次
,

作为二次大战的重大后果之一是社会主义从苏联一个国家发展成一系列的社会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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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国家
,

东欧
、

亚洲和拉美十几个国家先后脱离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

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

社

会主义制度在世界上的一度迅速扩展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
,

无疑是战后一个很重要的

历史性变化
。

近几年来
,

由于东欧发生剧变和苏联解体
,

虽然在相当大程度上削弱了社会主义

阵地
,

但社会主义制度继续屹立在当今世界上
,

社会主义仍然是影响当前及今后世界经济格局

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

再次
,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震荡以后
,

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即旧的殖民体系崩馈了
。

战

后特别是从 50 年代中期以来
,

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
,

原有的殖民地纷纷独立
,

出现了一批又

一批新的发展中国家
,

这也是战后一个很重要的变化
。

它表明战后整个帝国主义阵线力量的显

著削弱
,

并为国际范围内不同的力量组合及其对 比提供了新的条件
。

第四
,

战后新的科技革命 日益深入发展
,

世界人 口数量和城市化水平显著提高
,

但各国各

地区的科技发展和人 口增长又很不平衡
,

而以发达国家为先导的各国产业结构调整也在加速

进行
。

战后迅速推进的新的科技革命
,

在人类科技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

其规模和影响都是

空前的
,

它使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 (原子能工业
、

电子工业
、

新材料工业
、

宇航工业
、

生物工程
、

海洋工程
、

激光和光纤通讯工业等 )勃然兴起
,

使生产进一步社会化
,

并对各国的经济联系及其

经济力量直至综合国力的对比产生重大影响
。

战后世界人 口增长迅速
,

1 9 5 0一 1 9 9 0 年由 2乐 24

亿增加到 52
.

84 亿
,

即增多一倍强
,

同期世界城市人 口占总人 口的比重则由 28
.

5%上升到

50 %
,

但各国各地区的增长相差很大
,

发展中国家人 口增加大大快于发达国家
,

而其现有城市

化水平 (一般为 27 一 50 % ) 又远远低于发达国家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24 国 1 9 9 0 年平均为

77 % )
。

这既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
,

又成为世界经济中影响

不同国家和地 区出现新的实力差距的一定条件
。

与此同时
,

各国产业结构在战后 也有重大变

化
,

第二
、

三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的较迅速增长和产业结构 日益向高级化发展
,

已成为国家经

济发达和实力增强的一方面表征
。

最后
,

同上述几个方面的变化相联系
,

战后近半个世纪以来
,

国际分工和各国
、

地区间以及

经济集团间的经济联系不断扩大和加深
,

经济国际化得到空前发展
。

在此过程 中
,

世界生产与

国际贸
.

易大幅度增长
,

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也迭创新纪录
,

一系列国际经济组织 (关税及贸易

总协定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世界银行等 )建立起来并开展活动
,

跨国公 司和跨国银行成批崛

起
,

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

同时
,

新的科技革命浪潮和产业结构传递浪潮逐步

推向全球各地
,

国际金融网络也有急剧扩展
,

等等
。

无疑地
,

战后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上述一系列新的重要政治经济条件
,

都对战后世界经济

格局及其演变产生过并仍具有巨大影响
,

是认识当代世界经济格局的必要出发点
。

当代世界经济中不同类型国家的

并存与多极化格局的形成

二次大战后
,

随着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为数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走上国际舞台
,

世

界经济中就出现了新的图景
,

即各自拥有相当数量的不同类型国家并存的格局
:

各国按社会经

济性质划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
,

而按经济发展水平则划分为发

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

包括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
,

经济仍很不发达
,

一

部分国家的经济甚至很落后
,

但它们是世界经济中一股不容忽视的新力量
。

由此组成的两种体

系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和
“
三个 世界

”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

、

社会主义国家及发展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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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
,

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与相互矛盾与斗争
,

既是当代世界经济格局得以形成及演变的

基础
,

也是战后世界经济格局的一个新特点
。

在战后两种体系和三个世界各国即类型各不相同的国家组成的新基础上
,

随着世界经济

各个部分发展的不平衡
,

在世界经济中拥有显著优势的国家或国家集团相继出台
,

它们之间的

力量对 比此升彼降
,

或者此消彼长
,

并显示出了由单极格局到多极化格局的阶段性变化
。

这里

所说的多极化
,

简单说来
,

是指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多中心化
。

所谓
“

极
” ,

就是在不同程度上具有

世界意义和影响的经济中心
,

这种经济中心可以是一个国家
,

也可以是一个 国家集团
,

而每个

极或者说每个经济中心
,

各自又应拥有较强大的经济实力
,

可以同其它极或经济中心相抗衡
,

并对所在地 区或周围相当数量的国家或甚而对世界范围的多数国家
,

在经济交往上具有较大

的吸引力及幅射力
。

就世界经济格局中主要大国 (或国家集团 )所占地位的演变即走向多极化

进程说来
,

战后大体上经历了下述四个时期和三次大的转折
。

第一个时期 (从战后初期到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 )是美国在世界经济中拥有压倒优势的年

代
,

即美国作为唯一经济中心或单极的时期
,

这时超极大国美国的国际经济地位达到了其历史

的顶峰
。

二次大战给美国和其它大国带来了完全不同的经济后果
:

美国由于其本土远离欧亚非

主要战场的特殊优越条件
,

没有受到战争的破坏
,

而它作为同盟国的
“

兵工厂
” ,

生产机构空前

扩大
,

经济实力大为增强
;
其它大国 (战败国德

、

日
、

意 、战胜国英
、

法
、

苏 )经过大战
,

其经济或者

残破不堪
,

或者因受到巨大破坏而被严重削弱
。

结果
,

战后初期
,

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所

占的比重大大超过了大战前夕
。

1 9 3 7一 1 9 4 8年
,

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比重的变化是
:

工

业生产由 42 % (该年份英
、

德
、

法
、

日 4 国的总 比重为 32 %
,

美国为 4 国总和的 1
.

3 倍 )上升到

5 3
.

4% (该年份英
、

西德
、

法
、

日 4 国的总比重为 19
.

7%
,

美国为 4 国总和的 2
.

7倍 )
;
出口贸易

由 1咬
.

2%上升到 32
.

4%
;
黄金储备由 50

.

5%上升到 74
.

5%①
。

鉴于苏联当时在世界经济中所

占的比重有限
,

上述变化基本上可以表明美国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地位的变化
。

战后初期美国国

际经济地位所达到的这种顶峰状态
,

大体上维持到 50 年代中后期 ( 1 9 5 5 年和 19 6 0 年美 国的

工业产值仍分别为英
、

法
、

西德和
.

日本总和的 2
.

04 倍和 1
.

6 4倍 ) ②
。

此后即经历了第一次转折
,

并转入到下一个时期
。

第二个时期 (从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到 70 年代前期 )是苏联经济实力迅速上升
,

并成为世

界经济中能在相当程度上同美国抗衡的力量
。

经互会的发展和苏联在经互会的主导地位
,

更加

强了苏联的经济影响力
,

从而开始了美苏两大经济中心即两极并存的时期
。

战后 15 年
,

苏联通

过执行
“
四

、

五
、

六
”
三个五年计划

,

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迅速发展
,

经济实力迅速增强
。

1 9 6 0

年
,

就一系列重要经济指标而言
,

苏联已大大缩小了同美国的差距
,

其国民生产总值
、

工业生产

和农业产值已分别相当于美国的 45
.

1%
、

55 %和 70 %③ 。

苏联已上升为当时的第二经济大国
,

并成为另一个超级大国
,

从而揭开了两个超级大国在军事
、

政治
、

经济诸领域实行全面激烈对

抗的序幕
,

美国的霸权包括其经济霸权受到了严重威胁
。

值得指出的是
,

50 年代末 由西欧 6 国

组成的欧洲经济共同体
,

在 60 年代也有初步发展
,

并开始在经济上向美国提出挑战
,

这意味着

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霸主地位 已摇摇欲坠了
。

一次新的转折已势所难免
,

世界经济向多

极化格局的演变开始了
。

第三个时期 (从 70 年代前期到 80 年代前
、

中期 )是美国国际经济地位显著下降
,

美
、

欧共

体和苏联彼此抗衡
,

世界经济由美苏两极走向多极化即美
、

苏和欧共体三极的时期
。

造成这一

转折的关键性因素是欧共体的第一次扩大及其发展
。

19 7 3 年
,

英国
、

爱尔兰和丹麦加入欧共

体
,

欧共体由原来的 6 国扩大为 9 国
,

其实力大为增强
。

该年份美
、

欧共体和苏联的人 口分别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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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1亿
、

2
.

57 亿和 2
.

5 亿
; 国民生产总值分别为 1

.

3 1万亿
、

1
.

07 万亿和 0
.

8 6万亿美元
; 出 口

贸易依次为 7 0 2亿
、

2 10 0 亿和 2巧 亿美元
,
美国和欧共体黄金外汇储备各为 1 16

.

6 亿和 6 06
.

2

亿美元④
。

这表明
,

就整体经济实力而言
,

美国对苏联仍具有较大优势
,

但经过第一次扩大后的

欧共体已经完全能够同美国分庭抗礼了
,

这是对业 已从顶峰跌落下来的美国国际经济地位的

新的强有力挑战的开始
,

它使美国地位面临着进一步的巨大冲击
。

与此同时
,

经济增长率较快

的 日本也正加紧追赶美国
。

60 年代末
,

日本已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
。

70 年代后期日本人 口略多于 1
.

1亿
,

即约为美国的 1/ 2
,

其整体经济实力虽然还不到美国的一

半
,

但双方的差距正迅速缩小
,

部分重要经济指标的人均水平甚至赶上或超过了美国
。

1 9 7 5 年

及 1 9 8 0 年
,

日本为美国的百分数是
:

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 32
.

8 %和 40
.

1纬
;
工业生产各为

25
.

3%和 48
.

6%
;
出口贸易额各为 56

.

7%和 59
.

1%
,

按人均水平计算均超过美国
; 国际储备

数量分别达 8 0
.

7%和 93
.

9%
,

按人均水平各比美国当年数额多出 l 2/ 强或近一倍⑥ 。

这表明
,

另一个新的较强竞争对手正在崛起
,

并 已加速逼近美国和欧共体
。

正是这种形势的发展
,

促成

了又一次转折的到来
。

第四个时期 (从 80 年代前
、

中期开始迄今 )是在 日本崛起为世界第二经济大 国的情况下开

始的
。

在整个世界经济中
,

美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下降
,

先是形成了美
、

欧共体
、

日
、

苏四极抗衡

的局面
,

而在苏东发生剧变尤其是苏联解体之后
,

苏联继承 国的经济力量迅速分散并严重削

弱
,

最大继承国俄罗斯也已离开了世界经济大国的行列
,

从而导致了世界经济走到现有三极并

存即美
、

欧共体和 日本三大经济中心鼎足而立和彼此抗衡的新格局
。

80 年代中期
,

在主要经济

指标方面
,

如以美国为 1 00
,

欧共体 (经过 80 年代前期再度扩大后的 12 国 )旧
、

苏三方的国民

生产总值依次为 79
.

9
、

47
`

和 54
.

9 ;
工业生产分别为 1 16

.

6
、

49
.

3 和 80
; 出口贸易额分别为 3 6 6

、

96
.

6和 J Z ; 国际储备额欧共体和 日本各为 2 23
.

3 和 36
.

8@
。

上述数据说明
,

当时美国只在国民

生产总值上拥有优势
,

欧共体 12 国在后三个指标方面 已超过或成倍超过美国
,

苏联同美国的

差距继续缩小旧本则加紧追赶美国
,

其出口贸易额 已大体上与美国持平
,

国民生产总值与工

业生产虽只有美国的一半
,

但按人均计算
,

也与美国不相上下了
。

进入 90 年代后
,

形势进一步

发展
。

由于走向解体的苏联 已失去极的地位
,

我们在此只论述世界经济中现有三极即发达资本

主义三大经济中心的实力对 比状况
。

1 9 9 0 年
,

美
、

日
、

欧共体三方的比例如后
:

国民生产总值为

1 0 0
:

5 3
.

3
: 1 0 5

.

5 ;工业生产为 1 0 0
: 5 4

: 1 1 d
.

5 ;
出口贸易额为 1 0 0

: 7 7
.

1
:

3 6 3
.

4 ;
国际储备

额为 1 00
: 1 08

.

6
: 4 39

.

9⑦
。

同 80 年代中期比
,

美 国除在 出口贸易方面的相对地位略有改善

外
,

在其它几个指标方面的地位都有程度不同的恶化
,

欧共体和 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与美国的

差距进一步缩小
,

1 9 8 8 年起日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美国
;
相对于美国而言

,

欧共体的

工业生产水平基本未变
,

而 日本的工业地位又有提高
;
在国际储备额方面

,

欧共体的优势大大

加强
,

日本也超过了美国⑧
。

日本的迅速崛起是对美国国际经济地位的又一次强烈的冲击和震

撼
,

使当前世界经济中的三极格局趋于定型
。

我认为
,

现有的三极格局今后还会继续一个较长的时期
。

进入 21 世纪后
,

多极化趋势将会

进一步发展
,

既不排除俄罗斯 (或独联体国家经济集团 )在某个时候重新取得原苏联曾有过的

作为一极的经济实力
,

特别是更有可能从广大发展中国家行列里相继崛起一些新极
。

中国 (应

考虑到 1 9 9 7 年和 1 9 9 9 年香港和澳门将先后归还中国
,

海峡两岸有实现和平统一的前景 )
、

印

度
、

巴西或其他有条件的发展中国家 (或国家集团 )
,

如果发展战略正确和政策适当
,

能抓住有

利时机
,

长期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和稳定的经济环境
,

使 自己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
,

则颇有

可能或早或迟地发展成为未来世界经济中的新中心即新的极
。

如果这种预测终于变成事实
,

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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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使未来世界经济格局出现巨大变化
,

即不仅多极化的内涵变得更为丰富充实
,

而且传统的西

方大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垄断地位必将被彻底打破
,

一种新的国际经济关系即主权平等
、

公平互

利
、

所有国家的利益都能得到充分尊重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将最终得到确立
。

区域经济集团化及经济全球化趋势

与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

战后
,

在经济国际化 日益加强的基础上
,

地区集团化的趋势也逐渐发展
,

这一趋势近 10 年

来特别令人瞩目
。

欧洲国家曾先后分别成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 (现 已瓦解 )
、

欧洲经济共同体和

欧洲自由贸易联盟
,

其中欧共体是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很大的区域经济集团
.

它从 50 年代末建

立时的 6 国
,

扩大为 1 9 7 3年的 9 国
,

80 年代经过两次吸收新成员国后 1 9 8 6 年扩大为 12 国
。

如

前 已
,

指出的
,

扩大后的欧共体已成长为世界经济中的一个新极
,

并树立了地区经济集团化成功
口

的榜样
。

近年来欧洲经济集团化又有新的发展
。

一方面
,

19 9 1 年 10 月欧共体与欧洲 自由贸易

联盟在卢森堡达成协议
,

决定从 1 9 9 3 年 1 月 l 日起建立欧州经济区
,

后者将拥有 19 个成员

国
,

成为影响更大的区域经济集团
,

其总人 口达 3
,

8 亿
,

国内生产总值与美国相当
,

在世界贸易

中所占的比重超过 2/ 5
。

另一方面
,

欧共体正处于进一步扩大的边缘
,

北欧一些国家正考虑或

已申请加入欧共体
,

波
、

捷
、

匈三 国也于 1 9 9 1年 12 月同欧共体达成协议
,

成为欧共体的联系

国
,

这意味着三国在今后有可能加入欧共体
。

三国的行为在其它东南欧国家引起强烈反响
,

有

的国家表示愿步其后尘
。

此外
,

苏联解体两年来
,

独联体各国经历了经济分散
、

部分经济交往中

断和经济摩擦增多的痛苦
,

加上对西方经济援助的严重失望
,

它们最近达成初步协议筹建独联

体国家经济联盟
,

实行该地区经济一体化
。

按照上述态势
,

欧洲地区经济集团化正在形成三个

同心圆
:

其核心是实力雄厚且已组成内部统一市场的欧共体
,

次一层 是范围较大的欧洲经济

区
,

最外层是包括部分东南欧国家在内的更加松散的经济联合体
,

至于后一联合体能否包括所

有欧洲国家
,

将取决于欧共体
、

欧洲经济区同独联体国家未来经济关系的发展
。

世界经济中另一个大规模的区域经济集团是包括美
、

加
、

墨三国在 内的北美自由贸易区
。

欧共体统一大市场的建设
,

作为外部竞争的强大压力
,

是促成北美自由贸易区建立的一个重要

因素
。 “

美加自由贸易协定
”
于 1 9 8 8 年 1 月 2 日签署

, 1 9 8 9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

这是建立北美自

由贸
,

易区的关键性步骤
。

1 9 9 2 年 8 月 12 日
,

美
、

加
、

墨三国经过长达 14 个月的多轮谈判后终

于达成了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协议
,

协议最后文本需提交三国国会
,

如获通过
,

该协定将从
1 9 9以年 l 月 l 日起生效

。

届时北
巍

一市场将包括 3
.

6 亿人 口和 6 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
,

即成
.

为超过欧共体并堪与欧洲经济区相匹敌的世界上另一个巨大自由贸易区
。

按照美前总统

布什提出的
“

美洲事业倡议
”

设想
,

建立北美 自由贸易区只是重要的起点
,

美国的最终目的是想

建立一个包括北美及拉美在内的以美国为核心的整个美洲自由贸易区
。

为此
,

近年来美国已与

拉美国家频繁接触
,

先与南锥体共同市场签署了促进双方贸易及投资的所谓框架协议
,

后又与

加勒比海共同体及安第斯五国集团签订了类似的协定
,

等等
。

在世界范围内区域经济集团化的促动下
,

特别是在西欧
、

北美两大区域经济集团形成的影

响和紧逼下
,

经济增长居于前列的亚太地区国家 (地区 )正积极看待建立区域经济集团的问题
,

并已有某些设想和初步行动
。

19 91 年 10 月东盟国家签署了为期 15 年的自由贸易区协议
; 同

年 1 1月召开了 15 国参加的第三届亚太合作部长会议
,

通过了亚太经济合作的纲领性文件《汉

城宣言 》 ; 此外
,

在联合国计划开发署支持下
,

中
、

朝
、

韩
、

蒙四国同意参与图门江三角洲 (位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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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朝
、

俄交界地 区 ) 多国经济开发区的活动
。

如进行顺利
,

则会推动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包括

环黄海
、

环东海
、

环 日本海经济圈之类
“

次区域合作区
”
的实现

。

而亚太地 区若干次 区域合作 区

的相继建立
,

无疑有助于推动未来亚太经济圈的生成
。

当然
,

比起西欧
、

北美的现状
,

亚太地 区

的区域集团化显然落后很多
,

这与本地区的历史和现实情况是分不开的
。

日本是亚太地 区以至

整个世界的经济大国
,

按其经济实力而言
,

本可在亚太地区集团化中多发挥些作用
,

但是
,

亚太

地 区国家对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行径记忆犹新
,

对 日本仍心存疑虑
,

这就不能不影响到双方

进行深入的经济合作
。

同时
,

目前亚太地区国家类型不一
,

状况多样
,

既有资本主义国家
,

又有

社会主义国家
;
既有经济发达国家

,

又有发展中国家 (地区 )
,

后者中又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

区
。

要使经济制度不同
、

发展层次有别而国情相差甚大的为数众多的亚太国家 (地区 )结成具有

内部向心力的亚太经济圈
,

当然不是容易办到的事情
。

但也不能否认
,

随着世界经济中区域集

团化趋势的日益加强
,

考虑到同北美
、

西欧两大区域经济集团之间竞争升级的紧迫需要
,

亚太

国家在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谈判之后
,

也很可能在未来组成某种一体化形式的较为松散的区

域经济集团
。

.

除上述已经形成或尚待组建的三大区域经济集团外
,

地 区经济集团化的趋势在拉美
、

非

洲
、

南亚和中亚等地的影响也与 日俱增
,

包括过去建成的和新近组建的在内
,

在后述几个地区

已有的次区域经济组织约 20 多个
,

包括拉美的安第斯集团
、

拉美一体化协会 (前身是拉美 自由

贸易协会 )
、

中美洲共同市场
、

加勒比共同体
、

南锥体共同市场
,

非洲的东非共同体
、

中非关税和

经济同盟
、

西非经济共同体
、

马格里布阿拉伯国家联盟
、

大湖国家经济共同体
,

南亚的南亚区域

经济合作联盟
,

中亚包括独联体 6 国的中西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

等等
。

不同层次的区域经

济集团化趋势今后还将较决发展
,

并与多极化趋势互相配合和交互促进
。

但在此需再一次指

出
,

在各国区域组织中
,

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
,

世界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甚至能在

较大程度上起决定作用的仍是上面分析的西欧
、

北美和拟议中的亚太三大区域集团
,

它们在全

世界现有国民生产总值中
,

共占 80 %的高比重
。

毫无疑义
,

这三大区域经济集团以及 目前正在

形成的不同层次的区域化集团的架构
,

已给当代世界经济格局打下了烙印
,

并将成为这一格局

今后演变的一个突出特点
。

与此同时
,

和地 区集团化趋势有联系且并行交织的还有经济全球化的趋势
,

后一趋势是战

后世界经济中一个愈来愈 引人注 目的现象
,

并给当代世界经济格局增加了重要内容
。

战后几十

年来
,

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加深和跨国公司的迅猛扩展
,

各国各地区的经济联系与相互依存日

益加强
,

包括科学技术国际化和生产国际化在内的经济国际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

经济

全球化的趋势正是在此基础上加速发展的
。

从直接作用看
,

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推进特别得力于

跨国公司数目的急剧增加及其全球性经营的空前扩大
。

1 9 9 0 年
,

全世界跨国公司多达 3 5 0 0 0

家
,

其国外子公司与分支机构计有 1 4 7 0 0 0个 (其中西方发达 国家分别超过 3 0 9 0 0 家和 7 3 4 0 0

个 ) ⑧
。

当前
,

西方发达国家的 30 0一 50 0 家巨型跨国公司
,

在整个世界经济中事实上具有控制

意义的影响
。

全球众多产品现在已经是由许多国家或地区协作生产出来并在世界广大市场上

销售的
,

即已是国际性产品
。

国外有的经济学家预言
,

到 21 世纪现有的西方跨国公司或多国公

司将转变为
“

世界企业
”

或
“

无 国籍企业
” ,

即跨国公司在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方面均实现国际

化
,

不仅更多的产品会成为国际性产品
,

而且国际产品的国际色彩会越来越浓
;
有人甚至说

,

一

种
“

无国界经济
”
正在初步形成

。

总之
,

不断加强的经济全球趋势
,

也给当代世界经济格局打下

了烙印
,

·

即各国 ( 国家集团 )的经济活动更广泛
、

更密切
、

更深入地交织到一起
。

这种趋势的高度

发展
,

将为走向未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远景格局开辟广阔的通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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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当代世界经济格局的一些

基本矛盾

上面我们分析了战后新的政治经济条件下世界经济格局形成演变中的几个主要特点
:

不

同类型国家即两种体系和
“

三个世界
”

各类国家并存
;
美

、

日
、

欧共体三极鼎足而立的多极化态

势的出现
; 以西欧

、

北美与拟议中的亚太三大 区域集团为主体的多层次区域经济集团架构的逐

渐形成
; 以及促使各国经济活动更广泛

、

更密切
、

更深入交织的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发展
。

现

在应进一步探讨同上述各特点有关的当代国际经济领域中的一些基本矛盾
,

它们对当代世界

经济格局影响巨大
,

从经济方面看
,

这些基本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

实际上也是当代世界经济格

局的一个方面的特点
。

所谓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
,

这里主要是三大矛盾
,

即发展中国家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

的矛盾 (
“

南北矛盾
”
)
、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包括各国垄断资本集团的矛盾 (
“

西西矛盾
”
)

、

以

及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矛盾 (
“

东西矛盾
”
)

,

现分别概述如下
:

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崩溃和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独立
,

使过去殖 民地附属国同帝国主义宗主

国之间的矛盾转化为当代南北矛盾这一新的对抗形式
。

60 年代中期以来
,

南北矛盾的焦点一

直是双方环绕着国际经济秩序问题进行斗争
,

即南方要求废除而北方却极力维护旧的国际经

济秩序
,

同时北方反对而南方却力争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

随着双方经济差距的进一步拉大
,

“

北富南穷
”

的反差越来越强烈
。

到 1 9 8 9 年 8 月
,

发展中国家出现了不堪重负的巨额对外债务
,

其总额高达 13 2 0 0 亿美元
;
据世界银行材料

,

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而言
,

西方发达国家为中等

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倍数
,

从 1 9 6 5 年的 14 倍增加到当前的 20 多倍
;
第三世界最不发达的穷

国数 目不断增多
, 1 9 7 1 年为 25 个

, 1 9 7 5 年为 29 个
, 1 9 9 2年竟达到 42 个

,

等等
。

这些情况导致

了南北矛盾进一步激化
,

成为当代的一大难题
。

关于东西矛盾
,

在
“

冷战
’ ,

年代实质上是在雅尔塔两极体制下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全

面对抗
,

这是矛盾的核心
,

双方的矛盾又突出表现在军事及政治领域
。

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

义国家在经济领域中的矛盾
,

主要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长期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贸

易歧视和不同程度的经济封锁政策
,

而社会主义国家则被迫进行反歧视反封锁的斗争
。

苏东剧

变以后
,

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一贯奉行霸权主义的美国
,

对仍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国

家
,

在不同范围和不同程度上
,

继续利用各种借 口搞贸易歧视 以及经济封锁或经济制裁
,

使双

方在经济上均蒙受不应有的损失
。

由于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发展中
.

国家
,

即属于南方国

家
,

因此
,

当前社会主义与发达资本主义的矛盾
,

在很大程度上已汇入南北双方更广阔的矛盾

之中
,

成为南北矛盾的一个组成部分
。

至于西西矛盾
,

随着美
、

日
、

欧共体三方经济力量趋于均衡和美国国际经济地位的急剧下

降
,

已变得 日益突出
,

成为引人注目的
“
西西争伞

”
局面

。

三方之间以及欧共体或美加自由贸易

协定内部
,

既有贸易领域的摩擦加剧
,

也有各国国内经济政策不易协调
,

等等
,

结果各方竞争日

益激化
,

矛盾冲突迭出
。

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一类新的国际协调机制也常因各方自行其是而收效

有限
。

就近期而言
,

美欧 (法国 )关于削减农产品补贴问题的长期争执
,

致使关贸总协定第八轮

多边贸易谈判
“

乌拉圭回合
”
至今仍无法达成最终协议

;
在欧共体内部德国一直坚持高利率政

策
,

同英
、

法等国的矛盾加深
,

并导致了欧洲货币体系的严重动荡
; 日美之间

、

日欧之间的贸易

失衡仍难以解决等
,

不过是当前众所关注的一些突出事例
。

我认为
,

西西矛盾从根本上说来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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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调和的
,

在冷战结束和共同敌手 (原苏联 )消失后的新条件下
, “

西西争斗
”

的激烈化和公开

化是不可避免的
。

作为现有世界经济格局特点之一的当代世界基本矛盾的存在及其发展
,

特别是
“

北富南

穷
”
和

“

西西争斗
”

加剧所造成的新态势
,

不仅会给争取和平与发展的当代主要 目标能否实现带

来重大影响
,

而且也会对未来世界经济格局的前景起不可轻视的作用
。

释
:

《世界经济》 (修订版 )第 2册
,

高等教育出版社 1 9 8 9 年版
,

第 82 页
。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简史》
,

人民出版社 1 9 7 3 年版
,

第 3弱 页
。

参见拙文
: “
世界经济向多极化格局演变过程中美国国际经济地位的变化

” ,

载《世界经济 》 19 91 年第 6

期
。

《欧洲经济共同体 》
,

人民出版社 1 9 8 3 年版
,

第 55 页
.

参见
: 《世界经济》 (修订版 )第 4 册

,

高等教育出版社 1 9 9 0 年版
,

第 2 66一 2 6 7
、
2 7 2

、
2 5 8一 2 5 9

、

3 0 0一 30 1页
。

参见拙文
: “

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多极化趋势
” ,

载《武汉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
1 9 9。年第 l 期

。

据 ((美国统计摘要》 1 9 92 年
,

第 5 5 0
、
5 39

、
8 d 9 页 , (( 1 9 9 2 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文本

,

第 Zd d一 2峭5 页资料

计算
。

美国国际储备中有巨量黄金储备
,
19 9 0年按市场价格 (每盎司 3 85 美元 )计算高达 1 02刁亿美元

。

因

此
,

各国 1 9 9。 年国际储备中的黄金如均按市场时价计算
,

则三大经济中心的对比将是另一种图景
:

当

年美
、

日
、

欧共体三方国际储备额依次为 1 7 3 0
.

9 亿
、
5 7 5

.

3亿和 刁5 12
.

5 亿
,

即为
: 1 0 0 : 5 0

.

7 : 2 7
.

5
.

参见
:

《 1 99 2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文本
,

第 25 2一 2 53 页
。

联合国
: 《世界投资报告

,
1 9 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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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
,

第 1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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