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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多极化趋势

郭 吴 新

第二次大战后
,

世界经济和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深刻的变化
。

从不同社会经济制度和

不同类型国家看来
,

情况主要是
:

首先
,

在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条

件下
,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在 50 至 60 年代曾出现过快速增长
,

其后经历了超过 10 年的经济

危机与滞胀年份
,

近几年又转入低速增长
,

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在此过程中日益

加剧
。

其次
,

苏联经济和军事实力比战前大大增强
,

同时
,

东欧
、

亚洲与拉美一系列社会主

义国家的建立与迅速成长
,

自然而然地导致 了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的显著提

高
。

而从 70 年代后期起
,

社会主义各国结合本国国情
,

相继对经济体制实行进一步改革
,

以

期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

从而充分发挥这一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

再次
,

战后旧的殖民体系瓦解

的结果
,

一批又一批发展中国家登上了国际舞台
,

给世界经济不断注入新的血液
,

它们组成

了一系列原料生产国组织与地区性经济合作组织
,

要求进行南北对话
,

并加强南南合作
,

争

取建立平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

同上述变化相联系
,

战后 40 多年来
,

国际分工和各国间
、

地区间甚至经济集团间的经济

联系日益扩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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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逐步

走向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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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建立及其活动
,

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的崛起
,

逐步推向全球的新的科技革

命浪潮和产业结构传递浪潮
,

国际金融网络的急剧扩展
,

等等
,

都起过重要作用
。

但应该指出的是
,

近 20 年来
,

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多极化趋势
,

却越来越引起 人 们 的 关

注
。

这里所说的多极化
,

简言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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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每个极或者说每个经济中心
,

各自应拥 有 较 强 大

的经济实力
,

可以同其它极或经济中心相抗衡
,

并对所在地区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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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力
。

战后初期
,

在世界经济中
,

曾经有过一段为时不长的一个经济中心或单极的格局
。

当时
,

只有美国这个在战争期间经济力量急剧膨胀起来的超级大国
,

够资格称为世界经济中的极即

经济中心
。

其它西方国家那时在经济上不得不依附于美国
,

在政治和军事上则需跟着美国的

指挥棒转
。

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

因为在战争中受到巨大损害
,

其时正面临着恢复国民经济

的紧迫任务
,

在经济上尚缺乏同美 国相抗衡的力量
。

从 50 年代初起
,

世界经济发展中出现新的

情况
,

即从单极的格局向两极化格局转变
,

美国虽继续保持着第一位世界经济大国即世界上

最大经济中心的地位
,

但却遇到了来 自社会主义苏联的挑战
。

尽管遭受到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国家的经济封锁
,

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迅速
,

苏联明显地缩小了同美国在经济



实力方面的差距
,

如果考虑到当时
“

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
”

和苏联在经互会中的主导作用
,

可

以说
,

苏联 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的另一个极即与美国相对立
、

相抗衡的另一个具有世界影响

的经济中心
。

与此同时
,

苏联的军事实力包括核力量急剧增强
,

它变成了另一个超级大国
,

两个超级大国长期对峙
,

并在全球范围进行着激烈的争夺
。

近 20 年来
,

世界经济形势又发生新的转折
,

逐渐从美
、

苏两极的格局向多极化的格局演

进
。

当前
,

世界经济中业已形成四极
,

即美
、

苏
、

欧洲经济共同体和 日本四大经济中心并存

的格局
。

当然
,

在现有的四极格局中
,

每个极即每个经济中心各有其特点
、

优势与弱点
,

它

们各自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远不是均等的
,

它们彼此之间的力量对比尚在不断变化中
。

而且
,

多极化的发展趋势还会继续下去
,

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中
,

目前的四极格局有 可 能 被 突

破
,

很有可能再形成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新极即新的经济中心
,

从而使世界经济演变成五极甚

至超过五级的新格局
。

毫无疑问
,

世界经济发展 中的这种多极化趋势
,

对国际经济生活和世

界政治形势已经产生并将进一步带来多方面的影响
。

发达资本主义
“

三个中心
”

的形成

战后初期
,

作为高踞于其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上的帝国主义超级大国
,

美国成为资本

主义世界的当然霸主
,

其经济力量在资本主义世界拥有压倒性的优势
。

当时
,

美国占资本主

义世界工业生产的5 6
.

4 % ( 1 9 4 5 )
,

出口贸易的 3 2
.

5% ( 19 4 9) 和黄金外汇储备的 5 6
.

2% (1 9 4 9 ) ;

其后组成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六国同期在资本主义世界所 占的比重是
:

工业生产略高于 13
.

5%
,

出口贸易的 1 0
.

4%和黄金外汇储备的 7
.

4% ; 日本所占的比重更小得多
,

具体为
:

工业生产的

1
.

2% ( 1 9 4 8 )
,

出口贸易的 0
.

5 % (1 9 4 8 )和黄金外汇储备的 1
.

3% ( 1 9 5 0)
。

因此
,

美国成 了 资

本主义世界甚至全世界唯一的
“

极
”

即独一无二的经济中心
,

所有其它资本主义国家对它只得

俯首听命
,

新成立的一些国际经济组织也被美国所操纵
。

从 50 年代后期起
,

特别是近 20 年来
,

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
,

欧

洲经济共同体国家的经济重新壮大
,

日本经济迅速崛起
,

在经济水平方面
,

它们与美国趋向

均衡化
,

美国曾经拥有的优势地位或者大为削弱
,

或者在一些方面已转为劣势
。

这从下页统

计资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

从上表可 以看到
,

60 年代以来
,

美国
、

欧洲经济共同体和 日本在经济上发展的不平衡是

引人注目的
。

60 年代初
,

美国虽 已开始失去战后初期对西欧和日本的压倒性经济优势
,

但在

上述基本经济指标方面
,

仍对西欧大陆主要国家和 日本保持着 巨大优势
,

刚刚组建的欧洲经

济共同体 6 国总计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生产两项最重要的经济指 标
,

均不 到 美 国 的 一

半
,

国际储备总额也逊于美国
,

只有出口贸易额超过 了美国
。

由 19 7 0年和 1 9 8 0 年统计 资 料

所反映出的整个 70 年代的情况
,

表明美国对 日本的经济优势在全面削弱
,

对扩大为 9 国的欧

洲经济共同体的经济优势或者已经丧失 (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生产两项指标双方大体持平 )
、

或者 已转为明显的劣势 (欧洲共同体 9 国在出口贸易及国际储备总额方面均 高 出 美 国 一 倍

多 )
。

80 年代中期以后
,

日本在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生产方面均已相当于美国的一半
,

出口贸

易已同美国持平
,

国际储备虽仍明显低于美国
,

但结合美
、

日两国在国际债权债务地位上的

转换
,

即美国变为最大的净债务国和日本成为最大债权国
,

可 以明确地认为
,

日本现 已基本

具备同美国相抗衡的经济实力
。

至于内部经济结合 日趋紧密并已扩大为 12 国的欧洲经济共同

体
,

它在对美国具有优势的出口贸易与国际储备两项指标方面
,
优势在进一步加强

。

上述发展



进程
,

决定了战后初期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

经济中的唯我独霸地位的彻底丧失
,

并 已让

位于多中心的新格局
,

即发达资本主义
“

三个

中心
”

并存或者说三
“

极
”

鼎足而立的新时期
。

美国经济霸权地位的消失与发达资本主

义
“

三个中心
”

的确立
,

绝不是偶然的
,

而是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起 作 用 的结

果
。

概略说来
,

这是与美国
、

西欧和 日本的经

济增长速度不同分不开的
。

据统计
,

1 9 6 0一

1 9 8 8年
,

三方的经济实际年增长率为后
:

美国

为 3
。

2%
,

欧共体 (按现有 12 国计算
,

下同 ) 为

3
。

8 % (其中
:
联邦德国

、

法
、

意和英国分别

为 3%
、

3
。

4%
、

3
。

7 %和 2
。

4% )
,

日本 为

6
.

9% ;
结果

,

这一时期各方按固定价格计算

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倍数分别 为
:

美 国 近

1
.

4倍
,

欧共体为 1
.

8倍 (其中
:

联邦德国—1
.

31 倍
,

法国

—
1
。

57 倍
,

意大利—
1

。
8倍

,

英国— 近 1倍 )
、

日本高达 5
.

5 倍
。

而经济

增长速度的差别
,

在相当大程度上又是 由有

关 国家工业劳动生产率年增长率的差异所引

起的
。 19 6 0一 19 8 6年

,

各国工业劳动生产率

年增长率是
:

美国—
2

.

8 %
,

联邦德国—4
。

6%
,

法国—
5

.

2%
,

意大利—
5

。

7%
,

英

国—
3

.

6%
,

日本—
7

.

1%
。

当然
,

经济

实际增长率和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差别
,

如果进一步分析
,

就不能不考虑到三方积累

率或国内总投资年增长率 的 差 别
。 1 9 6 0一

” 70 年
,

即西欧国家和 日本明显缩小同美国

经济上差距的前一段时期
,

积累率和固定资

本形成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如后
:

美国
、

日本
, 、

欧洲经济共同体经济力童的对比

(占经合组织成员国总额的比重
,

% )①

出出 口口 国际储备②②

贸贸易额额额额额额额额额额额 总总总额额 其中
:::

黄黄黄黄金金

5554
。

111 3 9
。

555 2 4
。

444 3 8
。

555

444
。

666 6
一

888 4
.

888 3
.

888

2220
。

111 1 6
。

222 3 5
一

555 3 6
。

0⑧⑧

444 8
.

222 3 8
。

000 2 0
一

666 2 0
.

888

999
.

777 10
。

000 9
一

333 6
。

777

222 3
一

555 1 8
.

555 4 2
。

999 4 2
。

222

333 4
。

333 3 1
.

777 1 7
一

666 2 3
。

3⑤⑤
111 3

。
777 1 5

一
444 1 0

。
444 6

。
4⑤⑤

333 0
一

ggg 3 8
。

444 4 6
。

222 4 7
。

1⑤⑤

333 9
一

444 3 3
一

777 1 4
一

777 2 2
。

333

111 8
一

555 1 6
。

666 1 4
。

222 8
。

222

333 1
。

555 3 9
。

333 53
。

888 4 9
。

888

①欧共体 1 9 6 0
、

1 9 7 0年为 6国
,

1 98 0年为 9 国
,

1 9 8 2年为 1 0国
, 2 9 8 6年为 2 2国 , ② 1 9 6 0年包括

黄金
、

外汇
、

普通提款权
,

1 9 7。年起还包括特

别提款权 , ⑧ 1 96 2年占市场工业国家总额的比

重 , ④占市场经济国家总领的比重 , ⑧ 19吕2

年 ,

资料来源
: 《世界经济》杂志

, 1 98 8年第 4 期
,

第5 2页 , 《世界经济年鉴》 1 9 7 9年 , (( 1 9 8 2及 1 9 8 6 年

世界发展报告》 中文版 , 《美国总统经济报告》 1 9 89

年 ; 《美国统计括要》 1 8 9 8年
。

前 3个年份数字部分

由《世界经济》杂志原作者推算
,

部分系由本文作者

推算
。

美国各为 19 %及 18 %
,

欧共体原 6 国各为 25
.

5%和 23
.

3 %
,

日本则各为35
.

5%及 3 2
.

2%
。

就

国内总投资的年平均增长率说 来
, 19 6 5一 19 8 0年

,

美 国为 .1 8 %
,

.

联邦德国
、

法国
、

意大

利和英国依次为 1
.

8%
、 3

.

7%
、 2

.

8%和 1
.

1%
,

日本竟高达 6
.

7%
。

80 年代以来
,

情况才转而

对美国较为有利
。

还应指出
:

在发达资本主义三极鼎立形成的过程中
,

美国
、

欧共体和 日本三方各有其自

身的发展特点
,

简而言之
,

就是
:

(一 ) 迄今为止
,

美国和 日本是以一国的经济实 力 走为 极
的

,

而欧共体则依靠国家经济集团的实力才据有极的地位
。

(二 ) 美国成为三极中的一极
,

是其国际经济地位大滑坡的映照
,

是其战后初期唯我独霸的巨大经济优势基本消失的结果 ,

欧共体发展成为一极
,

经济增长较快的因素固然起了作用
,

但最基本的动力和条件则是靠国

家垄断资本主义国际联盟的建立 : 靠这一联盟的一再扩大 , 至于 日本
,

则是基于本国经济发



展的高速度和国际竞争能力的急剧加强
,

才迎头赶上并崛起成为资本主义第二经济大国即新

极的
。

(三 ) 当前
,

为保持和加强自身在三极鼎立中的地位
,

美国
、

欧共体及 日本已经或正拟

使出新招
,

美
、

日两国拟走经济集团化的道路
,

在本地区 (美国在北美地区
,

日本在亚太地

区 ) 筹建经济集团
,

期能与欧共体即将实行的内部大市场相对抗
,

并进一步扩大 自己在世界

经济中的影响
; 而欧共体则 已明确制定于 1 9 9 2年建成内部大市场的目标及其实施步骤

,

想通

过加强成员国经济一体化对内推动各国经济的增长
,

对外增强抗衡力量
。

发达资本主义
“

三个中心
”

的现实处境也各不一样
。

美国是经济境况艰难
,

国际地位继续

下滑
,

并被迫采取守势
。

在西方发达国家中
,

美国是唯一的国土辽阔
,

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

丰富
,

经济和科技实力最雄厚的国家
。

但是
,

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
,

长期在全球搞 霸 权 主

义
,

一再发动对外侵略战争
,

并与另一个超级大国进行军备竞赛和加紧争夺
,

这就给美国经

济发展投下了沉重的阴影
。

战后 40 多年来
,

美国已发生过 7 次经济危机
, 1 9 6 0年起美元危机

频繁爆发
, 1 9 7 1年美国对外贸易近 1 00 年来第一次由顺差转为逆差

,

同年尼克松政府宣 布 停

止用美元兑换黄金并导致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的加速瓦解
,

接着是长时

间经济
“

滞胀
” ,

80 年代里根政府留下了创纪录的联邦财政赤字 (超过 1 3 0 0 0亿美元 ) 和对外贸

易逆差 (约 8 0 0 。亿美元 )
, 1 9 8 5年起美国由过去最大的债权国迅速转变 为 最 大 的债 务 国

(外国在美国的资本净额 1 9 85年底为 1 1 0 7亿美元
, 1 9 8 8年进一步增加到 5 3 3。亿美元 )

,

这一

系列事件正是美 国国际经济地位大滑坡中的一些重要的里程碑
。

布什政府
_

L台后
,

照旧被高

财政赤字
、

高贸易逆差和高国债 ( 19 89年冬 已超过 2 8。。。亿美元 )所困扰
,

股市又发生剧烈波

动
,

经济前景仍然黯淡
。

在此情况下
,

美国转而实行贸易保护主义
,

并依赖吸收外国资金来

缓解国内经济矛盾
。

欧共体的状况相对较稳
,

但内外矛盾不少
,

如 80 年代以来经济增长速度显

著降低
,

成员国在共同农业政策和建立欧洲货币体系等问题上常有争执
,

对外则面临着 日本

的出口攻势和美 国的关税壁垒
,

因而正积极调整结构和政策
,

企图从建立内部大市场方面改善

处境
。

在三极中
,

日本在国内生产总值
、

工业生产和国际储备等方面比另两极要少得多
,

在

出口贸易上更大大逊于欧共体
,

但其经济情况却最有利
,

发展势头较猛
,

其商品国际竞争力

最强
,

正向美 国和西欧市场大规模渗透
,

连年拥有巨额贸易顺差
,

自19 8 5年以来已取代美国

成为最大债权国
, 19 8 7年起 日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 已超过美国

。

全面赶超美国
,

对外加

强经济攻势
,

后来居上
,

看来就是 日本的现实目标
。

尽管如此
,

迄今为止
,

按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经济实力而言
,

美国仍然是发达资本

主义
“

三个中心
”

当中居于首位的一极
。

当然
,

美国
、

欧洲经济共同体和 日本这三极的经济实

力对比
,

今后还将继续此消彼长
,

不断变动
,

美国想长期在经济上保持住首位是得花大力气

的
。

总之
,

发达资本主义三极的形成
,

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变化
,

它打破了原有的美
、

苏两极的格局
,

成为世界经济转入四极格局的决定性因素
,

标志着多极化时期的到来
。

世界经济四极格局 中的苏联

二次大战后
,

苏联经过执行几个五年计划
,

国民经济不仅迅速恢复
,

而且出现了高于大多

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
。

考虑到苏联拥有最辽阔的国土和十分丰富的自然资源
,

巨量

的人力及快速增长的经济实力
,

早在五
、

六十年代
,

苏联即已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

经济大国
,

即按综合国力堪与美国相对抗的世界经济中的另一极
,

从而突破了战后初期世界

经济中只有美国一个经济中心的单极格局
,

导致了两个经济中心即两极的新格局
。

此后若干



年来
,

苏联在一系列主要经济指标方面
,

进一步缩小了同美国的差距
,

而某些重要工业产品

产量还超过了美国
。

具体如右表所示
:

近 20 年来
,

随着发达资本主义三极的确

立
,

世界经济中原有美
、

苏两极的格局 已成

为陈迹
,

但在多极化的新格局 中
,

苏联仍然

得以保持作为四极格局中的一极
。 1 9 7 0年

,

就综合性经济指标国民 (内) 生产总值和工

业生产说来
,

苏联仅次于美国
,

高于欧共体
,

更大大高于 日本
。

70 年代中期以后
,

在这些

指标方面苏联逐渐被欧共体超过
,

但直到 80

年代中期
,

苏联的这两个指标仍继续领先于

日本
。

如果考虑到世界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的

经济集团经互会
,

事情则更清楚
。

苏联是经

互会最主要的成员国
,

80 年代前半期
,

在世

界工业生产中
,

以苏联为首的经互会占到 1 3/

左右
。

因此
,

作为世界经济中一极的苏联
,

其重要性不可轻视
。

但是
,

近 20 年特别是 80 年代以来
,

苏联

经济的增长速度显著降低
,

经济形势 日趋严

峻
。

这当然与苏美之间长期开展军备竞赛和

激烈争夺分不开
,

超级大国之间的严酷竞争

给经济力量相对较弱的苏联带来了更沉重的

负担
。

为了摆脱困境和恢复经济活力
,

提高

苏联和美国经济发展主要指标比较

(苏联为美国的% )

1 9 5。

…
1 9 6。

)
1 9 7。

}
1 9 8。

…
1 9 8 5

国民生产总值

国 民收入

工业产值

钢产量

石油开采量

发电量

农业产值

粮食产量

棉花产量②

工业劳动生产
率

农业劳动生产
率

对外贸易额

3 7
.

7① 5 4
.

9③
3 l

3 0弱

5 2
-

6 5

5 6
。

0

6 7

7 5以上 }8 0以上 }80 以上
,八工000工h口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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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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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
3 0

1 4

2 2

3 0弱

9 5

7 4

4 3

8 5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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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

5 1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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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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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① 1 9 5 5年 , ②折合成纤维 , ③ 1 9 8 4年

。

资料来源
: 《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

,

机械

工业出版社
,

1 9 8 8年
,

第 4 1
、

8 2
、

5 9页 , 《 2 0 0 0年中

国的国际环境》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 9 8 7年

,

第

1 9 9页 , 《美国总统经济报告》
,
1 9 8 9年

,

第 3 10 页
,

《美国统计摘要》 1 9 8 8年
,

第8 05 页
。

人 民 生 活水平
,

苏联现正进一步实行经济体制改革
,

并争取国际政治形势向缓和方向发展
.

在世界经济多极化格局中
,

今后苏联地位的升降
,

关键系于苏联经济改革的能否成功
。

多极化发展趋势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可能争取的前景

当前世界经济中的四极格局
,

在今后一段较长的时期内将可能被突破
。

根据现在情况
,

这一突破不可能来自其它西方国家
,

而可能来自发展中国家
,

主要是中国等发展中大国或发

展中国家集团
。

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
,

尽管经济发展经历过若干曲折
,

但总的说来经济增长速

度高
,

1 9 7 8年三中全会 以来这一点显得相当突出
。

1 9 5。一 19 8 0年
,

中国主要经济指标的年平

均增长率为
:

工业 1 2
.

5%
,

农业 4 %
,

工农业总产值 9 %
,

国民收 入 6
.

9%
,

对 外 贸 易 额

24
.

4%
。

由于经济高速发展
, 1 9 7 9年中国工业产值达 1 , 1 85 亿美元

,

占世界工业生产的2
.

5 % ;

19 80 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为 2 8 3 2亿美元
,

占世界的 2
.

42 %
,

居世界第八位 , 19 8 1年中国农业

产值达 92 5亿美元
,

居世界第一位
。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有了明显提高
。

按照实现

中国到本世纪末经济发展战略 目标即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要求
,

年平均经济增 长 率 应 为

7
.

2 %
。

如能实现这一目标
,

到 20 0。年时
,

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 1 10 0。亿美元左右 (按1 9 8。

年价格计算 )
。
我国一些学者作过如下预测

:



中国在世界闰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及位次①

(单位
:
亿美元 , 按 1 9 8 0年价格计算 )

国民生产
总 值

1 9 8 0年

占世界 比重 {
( % )

一 }一
_ 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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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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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 诅 }

、 0/ 了
}

. .,.̀.百......西..

,0od内b户n件̀1上001ób八汀八Un八IJnù,自八Unó八曰八匕t了门入nOg目洲勺内匕八Ul卜OJ自,J呀八月Jg山J
J

I上1一0̀OJ一了n八jIn门只ù0自一匀ǎ减一Rù八6.0Laō19曰比d一b11ǎbo口O自,土1山,曰

匕口月h甲亡八6

美国

苏联

日本

欧洲经济共同体

联邦德国

法国

英国

意大利

中国

6 2 8 0

4 4 3 0

3 6 9 0

2 8 3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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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

3

9
。

9

2 2
。

9

7
。

1

5
。

4

3
。

8

3
。

2

2
。

4 2

9 8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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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0 0 0

1 9
-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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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7
.

5
。

4
。

2
。

2
-

4
。

注①
: 1 9 8 0年的数字 (苏联除外 ) 系根据世界银行《 19 8 2年世界发展报告》中的人均收入概算 , 2 00 0年的

数字系 中国学者所作的预测
。

资料来源
: 《 2 0 0 0年中国的国际环境》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 9 8 7年
,

第 19 9页
。

据表中的估计
,

到本世纪末
,

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比重将可能比 1 9 8 0年提高近一

倍
,

在世界的位次则可能从 1 9 8。年的第 8 位上升到第 5 位
。

如果实现这一步
,

就经济实力而

言
,

中国将开始越出地区经济大国的行列
。

考虑到人口
、

领土
、

自然资源等等因素
,

从综合

国力和未来的国际经济影响出发
, 2 0 0 0年后的中国将很可能成长为世界经济中新的一极

。

而

且
, 1 9 9了年香港将归还中国

,

台湾海峡两岸又有实现和平统一的前景
,

以及澳门的归还
,

因此
,

进入 21 世纪后
,

中国作为世界经济中新极的崛起将会具备更有利的条件
。

不言而喻
,

即使上

述预计变成现实
,

从 20 0 0年左右直到 21 世纪中期的中国
,

与世界经济中其它几极相比
,

在经

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方面
,

仍将存在 巨大的差距
,

摆在那时的中国面前的将是需要在更长

时期内努力实现的更艰巨无比的追赶任务
。

然而
,

一旦中国变成世界经济中新的一极
,

无疑

会对建立平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更为有利
,

对促进世界经济进一步发展更为有利
。

从幅员
、

人口
、

自然资源和现有经济实力来看
,

印度和巴西都是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大国
,

并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

它们在本地区经济生活中已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

它们如果发展战

略正确
,

抓住各种有利时机
,

经过较长时间的艰苦努力
,

在 21 世纪的某个时候
,

不是不可能

崛起成为世界经济中的新极的
。

当然
,

对于某些条件类似或稍逊的发展中国 家 (或 国 家 团

集 ) 说来
,

也不排除它们今后变为世界经济中新极的可能性
。

多极化发展趋势对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的影晌

世界经济中的多极化发展趋势
,

对当代国际经济生活和国际政治关系
,

带来了多方面的

影响
,

这些影响还会进一步扩大
。

下面扼要地谈谈几点看法
:

(一 ) 多极化发展与资本主义国际经济关系
。

发达资本主义
“
三个中心

”

形成后
,

美国在

资本主义世界一极独霸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
。

由于美国
、

欧共体和日本三雄并立
,

资本主义

国家不断进行新的力量组合
,

地区经济一体化和集团化在发展
,

各国间的经济关系变得更加



错综复杂
,

经济竞争和在国际贸易
、

货币金融
、

投资
、

生产等领域中的摩擦与冲 突 越 演 越

烈
,

国际经济协调的需要也变得越来越迫切
。

在激烈竞争过程中
,

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的相

互摸底和相互渗透在加强
,

彼此的经济联系不是更松弛
,

而有可能拉得更紧
。

由多极发展所

强化的经济竞争
,

在不断引起新的矛盾
、

震荡甚至危机的同时
,

也有可能使资本主义经济变

得更为活跃
、

更有活力
。

人们在此可能提出一个间题
,

即当前发达资本主义三极之间矛盾和

竞争的烈化
,

会不会象两次大战爆发前那样
,

导致帝国主义强 国 (或国家集团 ) 之 间 爆 发

新的大战 ? 从现有情况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看来
,

我认为还不至于到这一地步
。

因为当代

的国际形势与两次大战前已有很大不同犷 至少存在着三个新的条件
:

一是相当一批社会主义

国家的存在及其力量的增强
,

使发达资本主义三极面对着严重的挑战
,

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

共同利益
,

它们不得不对彼此间的矛盾激化程度实行控制
;
二是当代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力

量发动新的大战
,

西欧国家和 日本现在还不够成为超级大国的条件
,

它们同美国还不至兵戎相

见 ; 三是第三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已是国际政治舞台上一支重大的新生力量
,

而发展中国家

又具有维护世界和平的强烈愿望
,

这是美国
、

欧共体与日本都不得不认真加 以对待的
。

这一

切就制约住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爆发大战的可能
。

(二 ) 多极化发展与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
。

战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
,

曾经程度不同地存在着
“

两个平行市场
” ,

即并存着围绕美国指挥棒转的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和

以苏联为首的经互会
“

大家庭
”

的社会主义市场
。

世界经济中的多极化现象
,

包括现有的美
、

欧共体
、

日
、

苏四极和正在向新极迈进的中国等国所形成的新态势
,

打破了上述世界经济的

归格局
。

在这种情况下
,

由于资本主义国家 和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在经济体系
、

生产特点
、

营

运机制等方面所存在的重大差别
,

多极化发展在它们之间的关系上所导致的
,

将更多是互补

性的
、

互利的或者能给对方以借鉴作用的经济交往
,

而较少是激烈的竞争与冲突
,

至少在今

后相当一段时期内是如此
。

多极化趋势的继续发展
,

则会使它们双方的经济关系 越来 越 密

切
,

并最终抹去
“

两个平行市场
”

的残迹
。 、

当然
,

也应看到
,

社会主义国家同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之间经济关系的发展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

在过程中还可能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曲折
,

特别是

当帝国主义者企图通过经济压力来干涉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
,

从而实现其
“

和 平 演变
”

阴 谋

时
,

必然会遇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正当抵制
,

从而使双方的经济关系出现挫折与困难
。

但是
,

在走向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现时代
,

经济的内在需求总会强于某些帝国主义者的妄想
,

因此
,

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经济关系中出现的倒退或曲折只会是暂时的
,

对总的前景仍应 抱 有 信

心
。

(三 ) 多极化发展与南北经济关系
。

南北关系是当代的一大问题
,

其中很重要的是南北

经济关系
。

发展中国家迄今仍深受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扼制
,

并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
。

它

们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和减轻债务负担的呼声
,

一再受到某些国家首先是超级大

国美国的阻挠
。

世界经济中的多极化和 以
“

极
”

为主体的区域集团化的发展
,

会给南北经济关

系带来两种可能性
:

一是给处于集团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不利影响
,

如关税战
、

贸易战

的升级会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遇到新的障碍和困难
,

等等
;
另一是美国独霸格局的结束

和几极之间的竞争
,

有可能削弱反对南北对话的顽固势力
,

有利于南北关系的改善和最终导

致平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确立
。

从广大发展中国家说来
,

当然应努力避免前一种可能性
,

争取后一种可能性并使之成为现实
。

要做到这一点
,

并不取决于西方发达 国家 的
“

善 良
”

愿

(下转 1 2页 )



失修
、

沟渠荒废的情况
,

这必将削弱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

还应当注意到由 于 资 金 不

足
,

水利工程维修无法进行的困难
。

国家应当增加对农业的投资
,

也应当采取适当政策以鼓

励农民对土地的资本投入
。

第六
,

应当进行必要的农村金融改革
。

为了促进农业生产
,

必须给农民以资金融通和信

贷便利
,

为此
,

应当建立有效
、

多元化的中间媒介
,

为农村各种经济主体的发展提供更多的

资金支持
。

农村金徽改革应当从两个方面展开
, 一是提高专业银行效率

,

一是试验性地发展

民间金融组织
。

第七
,

应当注意释放农业的剩余劳动力
。

我国是人 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
,

农村中存在着

大量的剩余劳动
,

不释放这些剩余劳动并为其找到出路
,

农业生产率就很难提高
。

乡镇企业

的发展
,

吸收了不少农业剩余劳动
,

但也引起了一些问题
,

如乡镇企业繁荣使农民产生不愿

务农的现象
,

于是一些乡镇企业越发达的地方农业萎缩现象越严重
。

不少乡镇企 业 管 理 不

善
,

浪费资源能源
,

争夺稀缺原料
,

污染自然环境
,

社会经济效益很低
。

这些情况
,

巫待改

进
。

第八
,

要加强对农业的领导
,

教育干部和群众重新认识农业的基础地位
,

各级领导干部

要深入农村实际
,

调查研究
,

建立责任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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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
,

而取决于也只能取决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加强团结基础上所进行的持续的联合斗争
。

(四 ) 多极化发展与国际政治形势
。

战后相当长一段时期 内
,

美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

家实行侵略
、

封锁和限制
,

是造成冷战局面和国际形势紧张的最主要根源
。

其后
,

美苏两个

超级大国尖锐对峙和展开军备竞赛
,

当时
,

其它国家的力量还不足以制约它们的行动
,

东西

方之间关系一直紧张
,

各国人民不得不生活在美苏核恐怖均势的阴影之下
。

近20 年来世界经

济中的多极化发展
,

标志着美国力量的衰落和两个超级大国为所欲为时期的终结
,

从而为国

际局势走向缓和奠定了基础
。

因为在多极化的国际新格局下
,

美苏双方为摆脱各自的经济困

境并加强同欧共体与 日本的竟争力
,

决定了它们都希望从军备竞赛降级中谋求出路
,

这正是

国际政治走向缓和所需的重要条件
。

而随着多极化趋势的继续发展和新极的出现
,

即一个或

一个以上的发展中国家 (或国家集团 ) 相继进入
“

经济中心
”

即世界经济大国的行列
,

则国际

政治缓和将具有更牢实的根基
。 卜

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多极化趋势今后还会持续下去
。

这种多极化发展是当代国际经济关系

中的重大特点
,

并且是逐步走向世界经济即全球性经济一体化的一个必经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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