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造成的。它们工业不发达；长期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

的剥削压迫，生产落后；有些国家只有原料和初级产品

可供出口，有些国家虽已建立相当规模的工业，但技术

不高，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差，贸易条件极 为 不

利；一些国家资源贫乏，自然条件差，不仅目前处境困

难，其经济发展的前景也未可乐观。此外，从社会制度

上看，绝大多数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财富分配极

不平衡，其程度比工业化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

10% 的家庭占有全国全部收 入 的 百 分比，印 度为

33.6%，坦桑尼亚为35.6 %，马拉维为40.1%；像洪都

拉斯和巴西这样的中等收入国家，也高达50%。因此，
这些国家尽管按人口平均收入不高，但少数大地主大资

产阶级却家资钜万，富可敌国；相反，绝大多数人民贫

无立锥之地，陷入极端贫困的境地。

（二）

七十年代的世界经济情况是十分错综复杂的。全世

界经受了一系列的经济冲击；持续的通货膨胀；发达国

家经济增长速度减慢；1973—1974年和1978—1980年两

次石油涨价，其中尤其是第一次，影响至为深远。七十

年代初期，工业化国家生产迅速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实

际增长率：1962—1972年平均每 年 4.8%，1973 年 为

6.3%。这样高的增长速度，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能源

表面价格基本未变，而实际价格不断下降，对发展中国

家贸易进行不等价交换所致。从1973年第三 季 度 起 至

1974年初，石油价格涨至将近原价的 4 倍，几乎是1970

年价格的 7倍。这样，对工业化国家的生产发生了很大

的冲击，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也有很大影响，影响了发

展中国家的出口及贸易条件。
在这样的背景下，工业化国家从1974年以后生产急

剧下降。国民生产总值实际增长率，1974年只有0.7% ，

1975年下降为 - 0.6%。1976—1978年虽逐渐恢复，但

1978—1980 年，石油再一轮提价，经济又有所 衰退。

发展中国家除了受到石油提价的冲击外，还承受着

工业化国家因经济增长下降而加强保护主义，以及日益

严重的粮食匮乏及粮价提高的压力，它们在经济发展上

遇到很多困难。其结果，首先是经济发展速度普 遍 减

慢。根据世界银行1981年《世界发展报告》估计，包括

资金盈余的石油输出国在内的全体发展中国家国民 生

产总值增长率，1966—1976年平均为6.1%，1980年减

4.6%。而进口石油的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每年

平均增长率：六十年代为5.6%，七十年代降至5.1%
其中低收入国家（不包括中国）则从4.1 %降至3.3% 。

其次是贸易条件进一 步恶化，如果不把资金盈余的

石油输出国计算在内，发展中国家中除少数国家有石油

出口外，其他均需进口石油；低收入国家能出口的商品

大部为非燃料初级商品，七十年代出口这些初级商品不

仅相对价格大大降低，贸易条件恶化，而且由于受工业

化国家保护主义的压力，出口量也受到限制。
第三是往来账赤字急剧增大。根据国际货币 基 金

组织统计，发展中国家（不包括中国）往来账赤 字，
1973年为115亿美元，1979年为561亿美元，1980 年高

达804亿美元。往来账赤字中包括贸易、劳务、债务还

本付息等方面平衡后的赤字。要弥补赤字，就要从公私

各方以各种方式借入外债（包括官方赠予）及动 用 储

备。因此，七十年代发展中国家外债急剧增加。据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统计，发展中国家外债1973年积欠937亿

美元，1980年积欠达3，700多亿美元。如果加上中期债

务，外债数还要增大，1980年达4，160亿 美 元。其 中

1，540亿美元来自官方，2，620亿美元来自私方。每 年

还债负担很重，1980年共借入530亿美元，但还本付息

却达760亿美元。全部长期债务与每年出口（商品及劳

务）值相比的比率，及与国内生产总值相比的比 率都

很高。仅以低收入国家1980年情况为例，前者占189.7%
（如包括中国则为120.2%），后者为18.2% （如包括

中国则为19.5%）。外债每年还本付息金额与出 口额

相比也占10.6%。  （未完待续）

报刊文摘
体 制

改革三十二字

有的同志把最近几年党中央、国务院对经

济体制所作的改 革，概括为这样三十二个 字：

计划为主，市场为辅；

微观搞活，宏观集中；

加强立法，政企分工；

发展联合，搞活流通。

（摘自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文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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