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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首夕的中具经济兵系

杨思正－

（一） ．

20世纪在历经战争和革命的波涛中行将结束，这个世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自由放任经
济转向有管理的资本主义，而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逐渐失去活力，退出历史我国舞台．资本主
义集团和社会主义集国两极的对抗，随者90年代初苏联、东欧体制的崩溃而告消失，世界政治
经济进入后冷战时代。 前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凋落，在本世纪余下年月，难望有所振作． 中
国在邓小平思想指导下，根据本国实际情况，果断地进行经济改革和开放，有步骤地发展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较大规模地引进外资，使中国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的繁荣引
起世界的注视，因为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市场潜力最大的新兴经济国家，它的昌盛为世界经
济带来活力．根据中国全力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中国坚持和平外交的睦邻政策，积极
参加国际机构和各种国际活动，在中国对外关系中，中美关系无疑占极为重要的地位．

中美两国在50年代初中断关系，经过长时期对峙，千1978年底正式建交，解除了中国在
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受到的威胁和压力．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为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
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经过将近20年的努力，美国由敌对的国家成为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和主
耍投资者．现在，中美两国不但存在紧密的经济联系，而且在文化交流上也达到相当的规模，有
众多的中国学生和学者远渡重洋，在美国学习，参加研究交流．比之其他发达国家，美国在经济
开放和接纳其他民族方面尺度相对较宽，使得美国在文化上与其他不同国家的文化易于相处
和融合。 在经济上，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市场，许多国家和地区都以美国为其主要出口市
场．

1978年中美建交以来，两国经济和文化的交往发展迅速。从政治角度看，美国出自遏制前
苏联的考虑，加强了与中国的政治经济联系．这种中美苏大三角的战略， 一宜维待到苏联体制
的瓦解。90年代初冷战结束，世界政治格局出现童大变化，鉴千独联体和东欧国内政治动荡，
经济衰退，美国的战略重点不再是遏制俄罗斯。 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致力于维持
其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领导作用。但是，无论是在海湾战争还是在其他蜇大政治经济事件中，
美国发挥的作用也是有限的。美国只有在平等、互利、互相尊蓝的基础上与各主要国家协力合
作，才能显示其重要作用．

尽管冷战后，世界一些地区战乱不止，但基本上是区域性的，往往是由民族、宗教矛盾引发
的．后冷战时代的特征，突出的将是日益激烈的经济竞争。美国虽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
实力，但在世界区域化和集团化趋势下，一国的经济实力相比千一个地区集团的经济实力，所
占的优势是有限的．何况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巳出现多极化，其中经济发展持续不衰、潜力甚大
的不是成熟的工业国以及处于衰落的俄罗斯和东欧，而是亚洲一些新兴经济体，包括东亚、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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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中国和印度 ．至少在可见的20世纪余下岁月，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是亚洲这些地区 ．根
据世界银行研究资料，从1974-2003年世界宫有工业国和非宫有国家的经济增长情况也证明
了这 一点．

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 单位：％

＿ I 1914-1993年 1994 一 2003年

富有的工业国 I 2. 9 2. 7 
I 

非富有国家 ｝ 3. 0 ！ 4. 8

东亚 7. 5 7. 5

南亚 "· 8 5. 3

拉美 2. 6 3. 4 

独联体和东欧 1. o 2. 7

非洲（除撒哈拉） · 2. 0 3. 9

中东和北非 1.2 3. 8

亚洲经济的增长虽然与外国的大量投资有关，但其本身经济也逐步改善，地区的内部需求
比重扩大，减少了对工业国出口的过份依赖，产品结构升级，地区内形成新的分工格局，某些产

品打入传统上由工业国控制的市场如汽车、造船、化工、电脑部件等． 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

由于工资低廉，优势更为明显，中国和印度的工资水平与发达国家平均工资水平相比，只有

1/30。美国和西方许多学者埋怨低廉的发展中国家消费品冲击它们的市场 ，夺去它们的就业，

而没有看到正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使发达国家市场价格稳定，保持适度增长．

后冷战时代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投资环境，各 地区、各国都在重新组合，试图为贸易和投资

提供良好条件。 金融和贸易的国际机构为经济往来制定国际 准则，使这些活动更为规范化，并
广泛地被接受。市场经济的准则正逐步扩大到世界各个角落，意识形态相异带来的影响逐渐减

少。从现在巳经出现的情况看，可预计到下一 个世纪，经济区域化和贸易自由化将达到 一 个新

阶段。同时，应该看到亚洲目前经济为世界的1/4，按预计的增长率，10年后将达1/2。在过去

年代，日本推动了亚洲经济的增长，由于日本巳进入经济成熟阶段，趋向低速增长。 在今后10

年，亚洲经济增长的蜇心将是中国和东亚、东南亚，这些国家为进一步增长需要大规摸基昢设

施，第集巨额资金，对发达国家来讲，是推动经济的良好机会。以美国为例，要从与经济成熟国

家加强往来推动发展是不够的，在过去3年 中，美国向西方六国的出口，每年 仅增加 o. 6%，而

对其他国家则以每年平均7.6％的速度增长。发达国家在今后20年中产值年均增长率仅及发

展中国家一半。目前，新兴经济国家每年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30%，不但仰求发达国家

资金，而且也带动发达国家的出口。

（二）

中国近3年来的经济增长率连续保持二位数，是当今世界所罕见的．各国为中国经济成就

所吸引，投资争相涌至。1993年中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270亿美元，仅次千美国的320亿美

元，居世界第二位．对中国的投资除港资、台资占大宗外，美国居首位。虽然从美国政治战略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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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考虑，中国在冷战后的战略重要性不如以往，但中国的经济地位的重要性却日益上升。中国

的经济改革开放为香港的回归和海峡两岸关系的改善，确立了较为可行的现实基础，而 港资和

台资的涌入，也增强了港台企业的 竞争力，并促使东南沿海地区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

在 90年代，中国突破1989年以后西方对中国的经济制裁，经济迅猛增长，中国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巳把绝大多数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纳入市场机制，许多经济行为和规章制度逐步与
国际接轨，中国成为从计划经济转轨为市场经济最为成功的国家。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是外资
大蜇流入中国的最主要原因。在中国与西方国家经济往来中，以美国和日本最为密切。在目前
中国2000多亿美元外贸额中，日美两国占 了近1000亿．但是中美两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摩擦
则时有出现，两国关系中意识形态的分歧仍然较大，美国还经常以自己的准测和超级大国的领
导作用强加千其他国家，设置障碍，损害彼此间良好关系的持续。但是，美国的政治体制及其自
由企业制度却未能完全约束企业的投资行为，在这方面美国企业比之日本和笛国具有更大的
灵活性．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和数蜇最多的跨国公司，它们的投资行为并没有完全与政府的政
策相合拍，这也是为什么当中国开放外资、经济前景乐观的情况下，美国成为除 港台资本外最
大的投资国． 这种关系的建立，也受中美之间长久经济文化联系的推动。在西方文化对中国的
影响中，美国无疑是最大的．大量的中国学生、技术人员在美国学习和生活，一定数量的华裔美
国人，加强了彼此的 了解和联系，这是其他西方国家所不及的，也是两国关系发展的潜在有利
因素．

（三）

在即将来临的新世纪，亚太地区将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其中东亚经济发展
尤其迅速。据估计，到2000年，东亚经济将占世界产值的 1/3，成为世界最大的市场，超过西殴
和北美．美国与太平洋国家的贸易额巳超过对大西洋国家贸易额的 50%，最近 5年中，美国对
亚洲的贸易额增 加了60%。 美国对亚洲的贸易涉及250万就业，单是对中国和亚洲 “ 四小＂的
出口，将近美国对亚洲出口的半数，1994年美国对中国出口增长 了30%.

在 1995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中，美国认为中国经济是巨大并充满活力的，如按购买力平
价估算，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中国占世界贸易额的比重从 1977年的 0.7%，增至1993年的

2. 5%，成为世界第十一位贸易国。报告承认中美贸易 80年代中期转为中方大量顺差，主要是
由千港台企业将大量劳动密集型加工业转移到大陆，特别是鞋类、服装、玩具、塑料制品，这些
产品在美国市场的份额达到30-50%，使得大际与美贸易顺差激增，而港台对美贸易顺差猛
降．按照美方统计，1987年大陆对美贸易顺差为28亿美元，台湾114亿，香港 65亿，三者合计
顺差竹0亿，1990年大陆顺差骤增到103亿，台湾降至 98亿，香港降至27亿，三者合计顺差
为244亿，1993年三者合计顺差为313亿。大陆出口中相当大部分是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产
品，因此，不能仅从统计数字上看待中美贸易 关系，每当中美贸易出现摩擦，必将涉及港台企业
和外国在中国的企业．中国为了准备复关，对外贸体制作了重大调整，大幅度削减关税，减少非
贸易壁垒，尽管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还受到阻碍，但中国经济发展形势良好，市场潜力巨大，参加
世贸组织是势在必行．

根据美国前财长本特森估计，今后 10年除日本外东亚各国在交通、通讯及基础设施方面
的计划投入为1万亿美元。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到本世纪投资将达2500-3000亿美元，其中
电脑43亿，石油和天然气设备180亿，医疗180亿，通信设备210亿，民航400亿，电站设备
900亿，这些设备都是美国有较强竞争力的产品，中国的服务市场尚未完全开放，美国亟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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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有关金融、保险、信息、商业、影视，法律等行业的开放．
中美经济关系虽然不断经受两国政治关系波折的考验，却没有阻碍贸易和投资的增长．两

国建交以来，曾经出现过经济的挫折，主要发生在198 2-1983年，贸易额连续两年下降，1989
年“六·四 ”事件之后，美国对华实施经济制裁，也使双方贸易走下坡路．但进入90年代后，两
国之间不断出现摩擦，如最惠国待遇、贸易逆差、市场准入和知识产权等问题，然而贸易额却不
断上升，1990-1993年每年增长幅度平均为15.5%,1994年又比上一年增长28%，中国成为
美国第六大贸易伙伴，美国对华宜接投资额达到70亿美元．

中美之间经济关系所以能跨越政治关系障碍而继续发展，主要是两国存在较大的经济互
补性，以及全球性

．

经济竞争的日益加强．后冷战时代进一步撒除政治篱藩，为各国经济往来带
来良好机遇，私人资本投资大大超过政府援助和贷款，而跨国公司作为国际主要投资者，其投
资策略不同于政府行为，良好的投资环境、潜在的市场和商业利益是其主要目标，而其活动比
政府灵活，较少受约束．

中美两国当前在工业结构和商品贸易结构上存在的差异，有利千两国在相当长时间中发
展贸易和投资关系．中国工资水平低廉在生产和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上有较大优势，诸如纺织
品、服装、鞋类、玩具等中低档消费品，中国大陆劳动力供应在一段时期内不大可能如港台区域
因劳工匮乏，使工资水平剧升．中国工业发展面临原料和农产品需求增加，扩大了对美国过剩
农产品、棉花、化肥等的进口，美国的高技术产品可以在中国找到市场，当前世界还不具备类似
中国这样尚待开发、富于潜力的庞大市场．尽管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并不满意，对中国
的强大抱有畏惧，但无法改变中国在经济建设、外交关系上取得的成就，因此不得不 采取较为
现实的态度，在有关经贸问题的谈判中最后得到解决，如去年决定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脱钩，
最近的知识产权谈判达成协议．可以预料，今后这类摩擦还会继续发生．美国与日本和西欧的
关系也是在不断出现摩擦和矛盾中发展的．采取现实态度解决矛盾越来越为各国所接受，这对
处理贸易摩擦尤为重要．

（四）

近几年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实力过份夸大，世界银行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实际产值
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人均产值达到中等国家水平，并在中国复关问题上提高要价，使中国难以
接受。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但沿海与内地发展不平衡，贫富不均，在对外关系上我们采取务实态
度，今后大力发展内地和边缘地区经济是主耍目标之一，把经济发展置于更扎实的基础上．由
于技术进步和投资全球化，中国在进一步开放后不到10年人均收入提高了1倍．面对现实，美
国必将考虑与中国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美国著名金融家罗哈廷指出，发达国家要维持适度增
长，需要发展中国家保持强有力的增长。美国经济学家罗文估计：在1990-2020年期间，富有
国家产值按年增长率2 ％计算，将从13万亿美元增加到24万亿美元，非富有国家产值按年增
长率4.5％计算，将从9万亿美元增加到34万亿美元，各国除本身积累外，对外资的需求是极
为强烈的，而且大大超过国际资本市场所能提供的数额．中国吸收外资在1993年占流入发展
中国家直接投资的1/3，这是因为中国的改革成效较大，投资成功率高，中国国内储蓄率高达
40%， 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发展。中美经济关系前景十分广阔， 美国吸收了中国出口产品超过
1/4 ，而中国对美国基础设施设备也大量引进，此外中国在服务业方面较为落后，而美国服务业
效率高，合作的前文是乐观的．

由千亚太地区重要性日益显著，这地区幅员广阔，民族、宗教十分复杂，（下转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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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及广大内陆腹地的经济发展．
长江流域经济区域化的形成和发展是伴植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而进行

的，因而这一区域内的合作与联系的起点较为合理且层次较高． 它是以产业的优化重组、完善
的市场体系、内联外引的经济发展战略模式来推进整个经济区域的发展．这种经济区域化发展
模式，定将对整个长江流域的经济合作与发展，乃至于对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产生巨大的
影响．

、

注 1

＠孙敬之著，《东北地区经济地理》，北京科学出版杜．1995年版，第31页．

@《计划经济》,1957年第8期．

妇富春，《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液后凯，《开发研究》，1994年第3期．

＠《中国渤海区域经济开发和合作指南），1991年，中信出版社．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合作》,1993年．经贸部国际贸易研究所编．

（上接第34页）进行它们之间的关系界定和权责划分，才能使基金机构运营有章可循，基金使
用有条不紊。

房地产管理局

,
＇

 基
金
缴
纳
者

资金 资金

住房

基
金
机
构

住房

建

房

局

总之，住房基金职能的有效发挥，离不开健全的基金管理机构和完善的基金管理制度． 前
者是必不可少的硬件，后者是不可或缺的软件． 目前，我国在管理住房基金方面仍处于局部试
点阶段，经验还很少，有待千继续探索和完善，从而找出真正适合国情、民情且具有活力和效率
的管理办法。

（上接第38页）经济发展不平衡，其中东亚和东南亚不仅在政治、军事上，而且在经济上对美国
尤为重要，占美国出口的1/3。 巳经成立的、拥有18个成员国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占世界人
口的1/3，年产值14万亿美元，为世界产值之半，即使除开美国，其产值亦超过欧洲联盟． 美国
力求保持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并使之成为美国领导和影响下的繁荣、安全和自由地区，实现
“新太平洋共同体”。1994年底在印尼茂物举行的亚太地区第二次首脑会议上，发表了本地区
下世纪初实现贸易自由化的茂物宣言，中国也作了相应承诺． 中美经济关系虽然排除政治璋
碍，有较大进展，但是某些政治问题如台湾问题仍然是影响两国关系的暗礁．本世纪末，我们将
看到香港回归中国，台湾与大陆关系可能进一步改善，经济更加紧密化． 中国经济实力日益壮
大，只要不出现重大政治摩擦，中美经济必将实现更大的合作，美国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在资
金、技术上将起更大作用．中美经济关系的稳定和巩固是符合双方利益的，建交后将近20年的
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在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和区域化发展上，中美双方都可以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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