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之窗
展望八十年代的美国经济与财政

吴 大 琨

我国目前全国上下都正在以华主席为首的

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地进行社会

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工作。但“四化”并不能关

起门来搞，它和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关系极大，

因此，在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刚开始的时候，
个人想就今后十年的世界经济形势，特别是作

为整个世界经济中间重要一环的美国经济与财

政的发展趋势发表一些意见，供同志们参考。

一、七十年代世界经济形势的大变化

八十年代是七十年代的继续，因此，我们

要展望八十年代的美国经济与财政，就不能不

先对七十年代世界经济中和美国经济变化最有

关系的一些变化趋势作一简单回顾。在七十年

代的世界经济中，我认为有五个重大变化都将

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影响到美国经济

的发展。这五个重大变化是：（1）苏联在七

十年代已经不仅仅在军事力量上，而且在可以

用来作战的经济力量上超过了美国。现在西方

当局（包括美国当局）对苏联的军事力量（包

括常规的作战力量和核武器的作战力量）所具

有的差距已经有所认识，但对于苏联的经济作

战力量已经超过美国这一点是大大认识不足

的。西方当局，由于迷信所谓“国民生产总

值”的数字，总以为苏联在经济上还比西方差

得远，实际上是大谬不然的。因为“国民生产

总值”数字大的国家，并不等于它可以用来作

战的经济力量也大。现在美国可以用来作战的

各种战略物资的储备都大大低于苏联（如果一

旦发生战争，单单美国的石油供应不足这一点

就足以使美国在军事上失败而有余）。（2）

自从美元在七十年代两次贬值，又与黄金宣告

脱钩以来，各国汇率浮动，黄金价格飞涨，已

出现世界性的通货大膨胀。（3）美国由于片

面支持以色列，在一九七三年的中东十月战争

的隆隆炮声中受到了阿拉伯产油国运用石油武

器的打击，从此结束了西方的廉价石油供应时

代，发生了所谓“能源危机”。（4）石油斗争

的胜利，大大鼓舞和推动了第三世界原料斗争

和改造旧国际经济关系的斗争。（5）七十年

代就西方各发达国家的特征来说，就是出现了

所谓“滞胀”的局面，即一方面经济发展的速

度越来越放慢，而另一方面通货膨胀的情况却

越来越严重。这种情况的出现，也是一种标志，
即战后西方各国实施凯恩斯主义已经趋于失败

的标志。战后西方各国为了避免发生大规模的

经济危机，都实施了凯恩斯主义，从而使危机

出现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即发 生了所 谓“衰

退”式的危机。从世界经济危机的 发 展史 来

看，经历了三个不同时期，一是资本主义自由

竞争的时期，二是垄断阶段，但国家还没有对

经济危机加以干预的时期，三是二次大战后，
国家对经济危机加以干预的时期。干预的办法

就是凯恩斯主义的那一套办法，即利用国家财

政的力量，提倡“赤字财政”，提倡“欠债”

来解决“有效需求”的不足。所以实施凯恩斯

主义的结果，必然引起通货膨胀和信用膨胀。
但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矛盾并未克服，所

以经济危机一再周期地出现依然不可避免，原

来想用以避免或者减轻经济危机发生时的症状

的凯恩斯主义却开始发生越来越大的副作用，
以致信用和通货膨胀的危害在某些国家已经大

于发生经济危机的威胁，不得不采取提高银行

利率，紧缩银根等措施来对付通货膨 胀的 威

胁，从而又促使经济危机的出现与恶化成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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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避免。
以上，就是我所认为在七十年代世界经济

情势中所发生的五个重要变化。这五个重要变

化趋势现在还仍在发展之中而并未结束，所以

它们仍将在八十年代中继续对美国的经济与财

政发生重大的影响。

二、当前美国的经济和财政情况

当前美国的经济情况是，已经在去年的四

月份开始发生了战后的第七次经济危机，危机

发生的重要标志是工业生产指数的下降，如以

一九六七年作为基期，一九七九年一月份工业

生产指数为一百五十七点六，二月份为一百五

十二，三月份为一百五十三，四月份下降为一

百五十点八，从四月份起又时升时降，到十

二月份工业生产指数为一百五十二点二，仍低

于三月份的指数，所以把四月份看作是战后美

国第七次经济危机的开始，我看是恰当的。美

国这次危机有两大特点，一是它是在通货膨胀

危机已经严重的情况下发生的；二是危机的发

展在美国的各工业部门、各地区都表现得很不

平衡。有的工业，如汽车工业，下降 幅 度很

大，但有些新兴工业则还在上升，因此，从工

业生产的平均数字上来看，还看不出有多大的

变化。值得注意的是战后美国的财政情况，及

其在最近时期所发生的变化。二次大战前，美

国联邦政府的财政收支小于州和地方的财政收

支，大约为三级政府全部财政收支总额的三分

之一。二次大战后，联邦预算急剧增加，现在

已约占三分之二，正好和战前的情况来了一个

颠倒。在美国的联邦财政收入中，税收是最主

要的项目，约占整个财政收入的98%左右。在

联邦的税收中，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险税是最

大的两个项目，约占一九八〇年财政年度中收

入的77.3%。但这两种税，主要是由劳动人民

负担的。公司所得税的比重，近年来已经大大

下降，由一九六〇年的23%下降为一九八〇年

的14.1%，而且这种税，资本家还可以设法逃

税，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国家税收

的阶级实质。在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支出中，
原来最大的项目是国防开支。现在，国防开支

已退居第二位，占第一位的已是社 会福利开

支。一九八〇年财政年度，美国联邦政府的财

政支出构成如下：社会福利费39%、国防费24

%，对州和地方政府的津贴16%，纯利息支出

9 %，其它12%。美国联邦政府支出的社会福

利费主要用于失业救济、退休和养老金、粮食

补贴，等等方面。它用从劳动人民那里搜括来

的钱，对劳动人民施以各种小恩小惠，对“缓

和”美国社会的阶级矛盾，有着不小的欺骗和

收买作用，这也是凯恩斯主义的一个方面。这

方面的问题是过去所没有的，是战后出现的新

现象，所以很值得我们加以研究。由于战后的

联邦财政开支越来越大，虽然政府也在拼命增

税，但仍然是支出大于收入发生了赤字财政。
凯恩斯主义是主张赤字财政的，但也不是主张

永远不断地搞赤字财政，他们主张在发生经济

危机的时候搞赤字财政，在经济危机过去后，
则应利用经济的高涨，增加税收收入，以弥补

过去的赤字，实现预算的平衡。但是实行的结

果，却不如它们预想的那么美妙，不是有时有

赤字，有时有节余，而是经常连年有赤字，赤

字还越来越大，财政既然发生赤字，就只好通

过借债来弥补，致使战后美国的国 债 逐 年 增

加，达到了极大的数额（一九八〇年已达到八

千九百七十亿美元的限额），现在单支付利息

就要占到全部财政支出中的 9 %，战后美国不

仅政府债务空前增大，而且私人债务也越来越

庞大。这也是推行凯恩斯主义所带来的必然结

果。凯恩斯主义不但主张搞赤字财政，还主张

通过信用刺激个人消费和资本投资。所以凯恩

斯主义在战后的风行必然会使美国经济变成是

基础建筑在沙滩上的债务经济。现在美国的私

人债务不但数额巨大，而且结构也 在发生 变

化。过去美国的私人债务主要是公司债务，公

司债务大多是用来扩大生产的，这对加速经济

发展有一定的作用。但最近几年来，主要用于

消费的美国个人债务，其增长速度已大大超过

公司债务的增长速度。例如，在1975—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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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美国的住宅抵押贷款增加了54%，消费

信贷增加了49%，政府公债增加了47%，可是

与此同时，美国的公司债务仅增长了36%，是

各种债务中增长最慢的。可以说，美国现在已

经走上了以消费为中心的债务经济的道路。这

是一种危险的情况。例如目前，美国尽管已经

发生了“衰退”，但由于美国人民担心今后通

货膨胀，担心物价的上涨，所以仍在继续提取

存款或用赊购的方式大量购买各种商品，从而

使“衰退”在形式上表现得不太严重，但这样的

购买力不但不可能持久，而且发展下去，如一

旦发生问题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正因如此，所

以最近美国的统治集团也已经在想办法，想扭

转这一通货膨胀和信用膨胀不断恶化的局面。
它们的做法共有两条，一条是实施所谓“收入

政策”（即工资与物价的管制政策）；一条是尽

量想办法使政府预算中的赤字缩小，并逐步做

到平衡和有盈余。按卡特总统在一九八〇年会

计年度中所提出的计划，他原来是打算在一九

八一年的会计年度中就把赤字缩小为十二亿美

元，而到一九八二年的会计年度中就取得盈余

三百七十八亿美元的。当然，这只是卡特政府

的如意算盘，能不能做到完全是另一回事。但

从这里我们至少可以看出美国财政方面的一个

重要发展趋势，就是美国的统治集团已经认识

到“赤字财政”的危害性而在力图加以纠正，
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尽管美

国是个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发展是无政府状

态的，但是近十多年来，它们却正在推行一种

称作“计划项目的预算制度”（P1anning Pr-

ogram Buiget System），简称 P.P.B.制度，
力图通过比较长期的预算计划来对国家的经济

情况和财政情况进行调节。这种调节的力量当

然决不会巨大到足以克服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

基本矛盾，但至少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和一定

的范围内影响美国经济的发展情况。

三、八十年代美国经济发展的两种可能性

正因如此，所以我们估计八十年代的美国

经济发展。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美国的统治

集团继续对苏联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经济的作

战能力上已经超过了客观事实，熟视无睹、听

之任之，不采取任何措施，其结果就是使美国

的国民经济在三大危机——经济危机，能源危

机和因通货膨胀而引起的“美元危机”的夹击

之下，继续衰落下去，以致最后在和苏联的抗

争中遭到失败。另一种可能是美国的统治集团

在美国人民的觉醒和推动之下，认识到它自己

目前处境的危险，急起直追，采取各种措施，
调整它目前的各种内外政策，使得美国作为一

个国家的国民经济的力量又再度上升，不但有

能力可以较好地克服各种危机，而且有力量抵

制和反击苏联所引起的各种挑衅，终于使苏联

想独霸世界的野心不能得逞。这两种可能性的

后果，由于在全世界人民的命运上有密切的关

系，所以我们想对此稍作一些分析。
先说第一种可能性。前边已经说过，美国

是一九七九年的上半年起实际上已经开始发生

了战后美国的第七次“经济衰退”（也就是我

们所说的经济危机），尽管这次“衰退”在工

业生产的市场下降数字上表现得并不严重，但

由于卡特政府为了对付通货膨胀而不得不提高

利率，紧缩银根，所以到了一九八〇年的上半

年，就有可能在全国各地各主要工业部门都变

得逐步严重起来，届时全国各地区的全失业人

数都有可能会大量增加。这样，卡特政府为了竞

选，减少失业人数，就又不得不再度乞灵于用

“减税”等等办法来刺激消费，同时刺 激生

产。在这种情况下，这次“衰退”即使能较快

好转，美国的通货膨胀危机也势必将再进一步

加深。从战后美国实施凯恩斯主 义用来“干

预”经济危机的实际效果看，美国在经济周期

的上升阶段的全失业率和消费物价的上升率，
都是不断螺旋式地上升的，也就是说，每经过

一两次“衰退”，平时的全失业率和消费物价

指数就会大大地提高一步。由于战后美国的经

济周期已经缩短，所以我们估计，即使本次的

“衰退”可以较快地过去，在八十年 代的中

期，美国就有可能又将发生一次“衰退”。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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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就已经够高了的平时全失业人数和消费物

价来看，到八十年代中期，如果美国再发生一

次“衰退”，届时的全失业人数和消费物价将

达到如何的高度，届时又将如何避免发生严重

的社会动荡，现在就还很难说。在一个资本主

义社会里，要想完全避免“衰退”的出现，当

然是不可能的。但象现在美国这样让“能源危

机”、通货膨胀危机和因通货膨胀危机而引起

的“美元危机”都同时严重出现的情况，却是

完全由一种特殊情况所造成的。因此，在技术

上是可以有方法避免的。这一情况的能否避免

决定于美国统治集团的有无控制少数跨国公司

唯利是图，甚至不惜损害国家经济利益的决心

与能力。原来，当七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发生种

种重大变化的时候，美国的国内经济界也发生

了重大变化。其中，最关重要的一项变化就是

为美国的少数垄断财团所控制的若干大跨国公

司的经济利益已经愈来愈和美国作为一个国家

的国民经济利益背道而驰，这在“能源危机”

的问题上表现得最明显。自从七十年代初期，
发生所谓“能源危机”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的

七大跨国石油公司（即俗称所谓“七姊妹”其

中就有五家在美国）都无不发了大财。单以一

九七九年来说，这是美国全国上下，都无不为

了石油涨价和石油供应不足而被闹得十分狼狈

的一年，但美国的几家最大的石油跨国公司的

第三季度利润竟然比一九七八年的同期有了急

剧的增加，其中埃克森石油公司的利润增长率

为119%，莫比石油公司的利润增长率为190%，
而标准（俄亥俄）石油公司的利润增长率则为

191%。读者从这里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尽管美

国闹能源危机而石油的进口量总是不能大幅度

地减下来，而国内的石油产量和其它的能源产

量则总是不能大幅度地增加起 来的 理由。另

外，还有一些数字，值得介绍。近几年来，美

国国内的固定资本投资总量增高不起来，有时

还下降成为美国出现“经济衰退”的物质基础，
但是美国对外的私人直接投资却是年 年 增加

的。据美国商务部最近发表的数字看，一九七

八年美国的对外私人直接投资比一年前增加了

一百八十二亿美元，增幅达12%，超过一九七

七年的10%的增幅，其所以会如此大量增加的

理由也在利润。一九七八年美国从海外获得的

直接投资利润为二百五十七亿美元，比一九七

七年增加了28%，大大超过了一九七七年的 5

～ 7 %的增幅。这些数字说明了一个问题，就

是尽管在七十年代里，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里

所占的地位日益下降，甚至在经济作战的力量

上都已经开始低于苏联，但是作为那些美国跨

国公司的大老板来说却是发了大财的。所以，这

些大老板的财富，实际上是以美国作为一个国

家的国民经济的衰落甚至丧失经济上的作战能

力为代价而取得的。这也就告诉了我们，只要

美国能够对这些跨国公司的活动加以改变，美

国在实际上是存在着另一种经济发展的可能性

的。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要使资本家不想

发财，那当然是不可能的，但要使它们的发财

尽可能不违背整个国家民族的经济利益，甚至

有利于国家民族的经济利益，这却是应该，而

且也可以做到的。在今天的美国，全国上下，只

要能真正认识到苏联霸权主义者野心的可怕，
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经济上立即动员起来，在

财政上，金融上采取各种措施，鼓励那些对国民

经济发展有利的国内投资，特别是能源工业方

面的投资；同时抑制、管制，甚至打击那些在客

观上损害国家经济利益的跨国公司的活动，那

么美国的国民经济就有可能在八十年代发生象

我们在前边所说的那个第二种发展的可能性。

能否做到这一点，关键显然并不在技术上而是

在政治上。由于美国各垄断财团的利益——那

些主要经济利益已经在国外的老垄断财团，和

主要经济利益还在美国国内的新兴垄断 财团

——现在彼此冲突得很利害，所以一九八〇年

的大选就成为关系重大的一场选举。值得我们

高兴的是，美国朝野的一些有识之士，现在已

经看到了苏联霸权主义者的危险而在开始采取

行动。所以只要通过一九八〇年的大选，或八

十年代的其它选举，新兴垄断财团的力量能够

在联邦政府中起到支配力量的话，美国经济走

我们所说的第二种道路的可能性就更加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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