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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美国经济学会第三届年会已于今年十月廿五 日至姗一 日在陕西省咸阳市举行
。

来自

全国十七个省市和解放军的百余名代表出席了大会
。

年会改选 了学会理事会
,

推选南开大学

校长膝维藻教授为名誉会长
,

武汉大学郭吴新教授新当选为会长
。

到会代表们就美国经济形

势和发展趋势 , 美国对外经济关系和中美经济关系现状与发展前景
, 里根的现行经济政策及

其变化趋势 , 新的料技发展对美国社会经济的影喻和其他一些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

提出

了` 些很有价值的意见 、 现综述如下
。 二

f

美国经济形势和发展趋势

关于当前的美国经济形势
,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
,

从现有材料看来
,
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已

经从84 年的 6
.

8%这个高度剧减下来
,

总的形势是严峡的
。

但对于近期内美国经济的发展趋势

到存在奢三种不同的看法
。 二

·
`

1
.

1 98 6年美国经济将进入增长性衰退阶段
,

经济增长率将降到 l %左右
,

甚至是负数
。

虽然美国的一些官方机构和 民间团体都预测美国经济在八十年代后半期的年增长率为 3 % 左

右
,

但这些数字都普遍估计过高
。

持这种观点的代表认为造成今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下降的主要

原因有两条
:

( 1) 实际利率居高不下
,

投资者对政府 巨额财政赤字 以及政府 当局无力削减赤

字而感到忧虑失望
,

同时美元汇价高昂
,

私人储蓄率太低等
,

使私人投资乏力
。

8 5年的全年

投资增长率仅为 84 年 <1 9
.

8% )的 1/ 3左右、 ( 2) 消费支出增长率有所 卜降
。

85 年的全年消费支

出增长率只有 3
.

9写
,

比 84 年降低了 1
.

4%
。

么 美国经济在幼年代以至以后更长的“ 个时期里
,

仍会有较大增长
。

即使在这期间会出

现一两次轻微的经济衰退
,

但实际增长率可能保持在 4%左右
。

持这种观点的代表认为
,

决定关

国经济能否实现持续增长主要看以 下儿个因素
:

( 1) 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
,

特别是军费开支

能否有较大幅度的降低
。 ·

就目前情况看
,

这是有可能逐步做到的
。

习6年的预算开支已减少了 500

多亿美元
,

赤字降低
,

军费也没有多大实际增长诊 ( 2) 美国在全球性科技革命中的地位
。

(3)

里根实施的供应学派的减税政策和货币主义的通货紧缩政策的成效
。

( 4) 外国资本能 否继续

流入美国
。

( 5) 世界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对美国经济的

促进作用
。

从目前情况看来
,

上述五个方面对美国经济的发展都正在或将要起到推动作用
。

,

` 从近期看
,

美国经济的回升和扩展将会持续翻段时间
,

但今后一个长时期内
,

将呈现

中速增长的状态
。

主耍论据是
,

致使美国经济在邸年开始的强劲复苏的一些基本有利因素仍将

发挥作用
,

但美国经济受巨额财政赤字之累可能陷入一次新的衰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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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美国对外经济关系和中美经济关系的现状与发展前景

代表们一致认为美国基本上采取的是损人利 己
、

以邻为壑的对外经济政策
。

它利用高利

率和高汇价
,

将其经济复苏和发展建立在别国经济帅持续衰退和严重困难以及第三世界国家
杭重的债务负担的塞础上

。

而且
,

美国的保护主义息潮逐渐抬头势必进 “ 步加剧美国同其他

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之间的矛盾
。

同时
,

代表们也指出
,

美国政府目前 已认识到了这种矛

盾 的激化对美国自身会带来的恶果
,

现正着力在维护自身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对其对外经济关

系作出某些修正和调整
。

关于中美经济关系
,

代表们认为
,

中美建交后的这几年内
,

中美经济关系有所进展
,

但

仅仅只是开了个头
,

其现状还远远不能令人满意
。

这里有美国对我国实行歧视性政策的间题
,

也有我月外贸体制方面的一些问题
。

这些都急待在今后的中美经济交往中通过双方的努力来

克服
。

代表们认为中美经济关系的潜力很大
,

前景乐观
。

他们集中就中美贸易中我 国应取的

对策问魔提出了各自的
·

见解
。

指出
,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

对外开放
、

对内搞活经济政策的

实施
,

使我 国的经济形势发生 了深刻的变化
,

我国的经济开始走上 了持续
、

稳定和协调发展的

新阶段
,

为中美双边贸易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有利条件
。

目前我们应十分注意贸易形式多样化

和 出口市场多元化
。

针对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
,

我们也可 以采取一定的报复性贸易政策
。

这

样既可 以削弱 以致抵消其对我歧视性贸易政策的效力
,

又可提醒对方
,

使之以后不至于轻易

地对我方实行不合理的 限制
。

代表们还提出了加强对美国市场的调查研究
,

加强对美国跨国

公 司的直接贾场联系
,

加强在美国的贸易和销售机构
,

注意对美国贸易政策的研究
,

有效地

利用关税和配额
,

通过法令和各种经济杠杆鼓励出口
,

建立对美贸易研究机构和民间的中美

资易协会
,

充分利用美国的保税仓库
,

通过谈判尽快使我国产品在美国享受
“

普惠制
.

待遇以

及抓紧培养对外经济贸易和谈判人才等一些具体的很有价值的对美贸易战术措施
。

三
、

里根的现行经济政策及其变化趋势

代表们提出
,

首先要把所谓里根经济学与他的现行经济政策加以区分
。

认为
,

所谓里根

经济学是资本主义经济停滞膨胀和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失灵的产物
,

是西方经济学者给里根的

保守主义经济思想及其政策主张戴上的一顶桂冠
。

它的基本特征就是摒弃凯恩斯主义的有效

需求理论
,

,

尽可能地减少国家千预
,

主张自由放任
,

注重减税和刺徽供给
,

是由供应学派
、

现代货币主义和传统的保守主义经济学派的一些观点拼凑而成的
。

里根经济学推行了几年
,

虽对美国经济复苏和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

但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

从现在情况看
,

里

根很可能会重新拾起凯恩斯主义的某些内容
,

从而最终同其合流
。

另一种意见认 为
,

里根经

济学不是简单地师承或摒弃哪一种经济学派
。

在实际生活 中绝对纯的东西是不存在的
,

只能

是一种你中有我
、

我中有你的交错局面
。

因此
,

对里根经济学要作具体分析
。 ·

里根的现行经济政策则是 自里根上任以来采取的一系列具体政策的总称
。

、

它源于里根经

济学
,

而叉不完全依其经济学为转移
,

带有十分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
。

同时里根在制订其具

体政第时文不得不受他的前任留下的既成事实
、

当时的经济形势以及国会和各种利益集团的

跟制
,

因而他的经济政策就只能是因时因地而异
。 .

代 表们集 中就里根的现行经济政策是放松政府管制还是重新加强政府管制
、

放松管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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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有利
、

放松管制是否意味着国家毛断资本 主义的削弱这三个问题发表了不 同的意见
。

一种观点认为
,

所谓放松只是把三十年代 以来政府干预中的那些事实上 己不起作用了的

部分从法律上予 以正式取消
,

而代之以更为有效的控制
。

因此
,

里根的现行经济政策不仅没

有放松
,

而且管制得更严子
。

他籽举出对货币供应量的严厉控制作 为例证
。

另一种意见认 为
,

自里根上台以来确实存在着改变管制方式在某些特定的领域实行更为严格的控制的现象
。

但

从总体上看
,

政府对经济的管制还是放松了
。

他们也提到了诸如修改农业法等许多具体情况
,

而且指出政府对金融机构的加强控制只是在一个特殊的领域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
。

通过讨

李伦
,

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认为
,

总的看来
,

里根的现行经济政策是放松管制
。

但放松决不意味

着完全回到自由竞争
。

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
,

放松只能是相对的而不可能是绝对的
。

而且认

为
,

我们应对放松政府管制后对美国经济将要带来什么影响的间题予以充分注意
。

对于放松管制对谁有 flJ 的间题
,

意见比较统一
,

只是略有分歧
。

一部分代表认为
,

放松

将有利于企业间的 自由竞争
,

尤其是有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
。

绝大多数代表的意见是
,

从长

期发展看
,

放株归根到底还是有利于垄断的加强
。

另一些代表还指出放松管制在促使国内竟

争的基础上将使美国企业产品成本下降
,

有利于加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地位
,

有利于美

国垄断资本的国际竞争
。

有的代表着重指出
,

我们不宜援用传统的简单公式来分析资本主义

国家的经济作用一类问题
,

对于美国政府同垄断资本的关系
,

即为垄断资本集团服务的方式

及其作用等
,

要实事求是地作具体分析
,

以得出具体的
、

切实的结论
。

多数代表认为
,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内容广泛
,

形式多样
,

不能将它仅同国家干预的多

少
、

管制是否严格相联系
。

他们指出
,

美国经济发展到今天
,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已经成为国

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继续发展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

不能认为政

府放松某些管制就意味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削弱
。

四
、

新的科技发展对美国社会经济的影响

一种观点认为
,

目前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 已经形成了一次新的科技革命
,

主要体现为电子

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
。

另一种观点主张目前科学技术的发展仍是第三 次科 技 革 命的

延伸
。

他们指出
,

就目前的情况看来
,

在基础理论和生产技术上都还没有看到重大的突破和

根本性的变劫
,

因而不能认为新的科技革命已经形成
。

尽管有上述分歧
,

但代表们在下列 问

题上的意见却比较一致
:

( 1) 技术革命必将推动新兴产业的不断产生和发展
,

从而对美国经

济产生深刻的有利影响
。

( 2) 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将使美国的生产和经营管理乃至整个经济面

貌发生巨大变化
。

( 3) 美国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将随着科技发展而发生重大改变等等
。

代

表们指出
,

一方面要看到新的科技发展对美国经济的推动作用
,

另一方面也不能过高估计这

个作用
,

更不能由此产生新的科技发展会改变美国经济的周期运动的情误印象
。

五
、

其 他

关于美国经济是否 已经摆脱了滞胀的问题
,

有三种意见
:

( 1) 尚未摆脱滞胀
。

他们主要

分析了美国经济今年来增长率的明显放慢和对通货重新膨胀的巨大压力
,

认为滞胀是一种较

长时期的病疾
,

不能因为近几年尤其是 84 年美国经济增长较快就认为已经摆脱了滞胀
。

( 2) 已

(下转 6 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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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三卷之间
、

特别是二
、

三卷之间的内在联

系
,

使《资本论》成为一个艺术整体
。

《资本论 》第三稿中的 《 资本的 流 通 过

程》 ,

在理论上还不够成熟
,

有的问题有待于

深化
,

护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等间题还须进

一步探讨
,

同时叙述上也还带有草稿性质
。

在此之后
,

马克思写 了七个手稿
,

才使第二

卷逐渐完善
。

恩格斯在编辑第二卷时
,

依据

的是以后的手稿
,

而对这个
“

多少带有片断

性质
’

的初稿却未加采用
。

但是
,

这个手稿第

一次系统考察 了资本循环
、

资本周转和社会

资本再生产理论
,

并第一次把第二卷分为三

篇
。

就总体结构来说
,

以后的七个手稿并没

有进一步的推进
。

恩格斯肯定这个 手 稿 是
“

现在这样编排的第二卷的最早的一个 独立

的… …修定稿
”

0
,

而没有提到在此之前写成

的包括资本的流通过程的 1 8 5 7一 1 8 5 8 年 手

稿
,

显然正是因为《资本论》第二卷的基本内

容在这个手稿中才第一次构成一个整体
,

它

标志着《资本论》第二卷结构的完成
。

注释
:

①L 《马克尸 恩格斯全集》第24 卷
,

第 7 页
.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9 卷
,

第 2 50 页
。

③④⑥⑧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 》 第杨 卷

(上 )
,

第 4魂4
、

27 0
、

2 70
、

4 2 7
、

4弓2
、

4 7 1页
.

⑤ 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 (上 )
,

第

2 19一 2 20
、

2 3 2一 2 3 2页
.

⑦L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 (下 ) 第 167
、

2 65页
。

LLL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 (I )
,

第

4 4 6
、
4 4 6一 4 4 8页

.

@ 参看我的另一篇文章《马 克思 ] 86 1一 1 8 6 8

年手稿对 <资本论 >第 3 卷结构形成的重大意义》 (载

《 <资本论》研究资料和动态》第七集 )

L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拍卷
,

第招 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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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摆脱了滞胀
。

理由是所谓滞胀是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在时空上应并存
。

只要一方消失就不

继续构成滞胀
。

他们的主要论据是近年来美国经济的较快增长 ( 84 年为 6
.

8% ) 和较低的通货

膨胀率 (3 %左右 )
。

( 3) 是否摆脱现正处于临界点
。

所以
,

看美国经济是否摆脱滞胀现在还不

宜作出定论
,

关键要看未来几年的发展
。

此外
,

代表们还就近期内美国利率和美元汇价的变动趋势
,

美国由债权国变成为净债务

国及其对美国经济的影响
,

美国经济中严重的高赤字
、

高国债
、

高利率
、

高汇价
、

高外贸逆

差间题
,

美国的农业危机和农业政策的改变
,

美国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变化趋势 以及我 国如何

引进美资等多方面的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

(周 文贪 整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