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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 破 储 蓄 外 汇 双 约 束
一一钱纳里的两缺 口模型述评

龙步海

两缺 口 模 型 , 毛
,

作

为发展经济学利用外资的一种重要理论
,

对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践产生了很大影响
,

成

为不少国家制定外资政策的理 论 依 据
。

然

而
,

迄今为止
,

我国经济理论界有关该模型

的研究还很不够
,

因此
,

全面
、

系统地对这

个模型进行评价
、

·

探讨
,

具有十分重要的理

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

两缺口模型的基本思想
,

萌芽于钱纳里
,

等人对以色列
、

希腊
、

巴

基斯坦的几个研究报告
,

后来在 一 篇 题 为
“

国外援助与经济发展
”

的论文 中得到集中

表述
。

两缺口模型的诞生
, ,

主要建立在这样

儿个基本假定上
。

第一
,

假定国内储蓄和国

外资源之间不存在替代关系
,

或者即便存在

替代关系
,

这种替代性也受到限制 第二
,

倾定发展中国家存在储蓄缺口与外汇缺口 ,

并且在经济发展的
“

起飞
”

阶段 中
,

先是储

蓄缺口
,

后是外汇缺口鹉净定作用声 第三
,

假定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资源不全部用于

消费
,

至少部分用于国内投资 第四
,

假定

发达国家愿意提供各种援助
,

并且假定官方

援助和私人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作

用相同
,

都在于填补欠发达国家的储蓄缺口

和外汇缺口
。

在上述假定的基础上
,

钱纳里等人建立

了两缺口模型的
“

基本模式
” 。

他们认为
,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友展过程中
,

都要

顺序地受到熟练技能
、

储蓄和外汇三个主要
限俪渔因素的约束 、 这三个因素把一国经济

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连续的阶段
,

即技能限

制阶段 阶段
、

储蓄限 制 阶 段 阶 段

和贸易 外汇 限制阶段 阶段 ,
。

在前面两个阶段上存在着投资一 储 蓄 缺 口

卜
,

即所谓的
“

投资的有限增长
’

’

在第兰阶段
,

则存在着进出口缺口 外汇缺
口 一

,

也即所谓的
“

贸易的 有限

增长
” 。

他们指出
,

这三大制约因素和两个

缺口的存在
,

使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要素得

不到充分利用
,

阻碍经济发 展
,

而 吸 收 外

援
,

引进外资
,

可以填补这两大缺口 ,

解除

这些限制性约束
,

加速经济发展
。

在并放经

济条件下
,

两个缺 口的出规可用公式简单表

示为

总需求二消费 投资 出口

七

总供给 消费 储蓄 进口

,

因为 总需求 总供给 即

也即 一 一

左边即为投资一储蓄缺口 一 ,

简称储

蓄缺口
,

右端为进出口 缺 口 一 ,

简

称外汇缺口
。

英国经济学家赛华尔

根据钱纳里等人这一基本思想
,

分别考察了

储蓄缺口 一 和外汇缺 口 一
,

并

侧算了每一阶段上适度外资流入量
。

为简明

起见
,

我们把赛华尔对
“

基本模式
”

中两缺
口

、

三阶段适度外资流入量的考察列表如下

其中
, 。 ,

分别为墓期和 年的 外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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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缺口模型 中的
“

鑫本模式
”

限制
因素

技能

储蓄

外汇

适度外资流入量 一 。

。一
。

日
。
一 , 一

。

, 一 。 一 , 。一 。

一 。 ‘ 一 ‘ 一 。

流入量
, 。、 ,

分别为基期和 年的 国 民 生

产总值
,

为投资的最大限度增长率 钱 纳

里称之为
“

技术限制
” ,

为目标增长率
,

为资本一产出比率
,

, 为边际储蓄率
, 尹 、

, 分别为边际进 口系数和边际出口系数
。

上面三个阶段中适度外资流入量可进一

步写作

阶段 。一 。二 日 一
。 一 ,

, 一 。 △ 一 八

阶段 一 。二 。一 。 一 ,

,

一 。 △ 一

阶段 一 。 ‘ 一 。 一 ‘

一 。 么 一 八

可见
,

在
“

基本模式
”

的前 两 个 阶 段

中
,

新流入的外资
, 一 。

都是用来填补

储蓄缺 口 一 的
,

而对第三阶段而 言
,

新流入的 外 资 则 是 用 来 填 补 外 汇 缺 口

一 的
。

必须指出的是
,

以上对储蓄缺 口和外汇

缺 口的考察
,

都是在这样一个暗含假定下进

行的
,

即假定发展中国家只是消极地接受国

外援助和贷款
,

不对国内生产结构
、

经济结

构作任何调整
,

也不存在任何进 口替代和出

口扩张活动
。

钱纳里认为
,

这种假设只能在

一 年的短期内有效 从长期看
,

一种更

为有效的增长途径在于
, “

容许一种经济调

整它的生产结构以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
” ,

“

应致力于用投资替代进 口的办法减少所需

的资本物入
” ,

从而消除两个缺 口
。

①这就

是说
,

发展中国家应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
,

交消极地吸收外资为积极调整 自己的生产结

构和经济结构
,

建立起 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

和国民经济体系
,

从根本上减少外资流入和

对外国资本的依赖
,

使国民经济走上稳定
,

健康的成长轨道
。

钱纳里所说 的
“

更 为 有 效 的 增 长 途

径
” ,

也即是两缺 口模型
“

基本模式
”

以外

的
“

第二种模式
” 。

其实
,

这个模式只是在

基本模式的基础上增加了一项进 口替代
。

②

它意味着
,

如果一国采取了进口替代
,

对自

己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
,

并取得一定经济效

益以后
,

该国的进 口 需求可以减少
,

在时间

内
,

这个进口减少值
。 。

为

段一阶一、口︶
活一人才

盆

。 , 一

素共
一 ’‘。

一‘。 七

其中
, 。 , 为进 口替代所需的投 资

,

为 国

内生产取代单位资本品进 口所需资本 量
,

为超过这种经济平均数

的 。的进 口容量
,

且
。

于是
,

基本模式中
,

经济增长所要求的

最低进口水平可进一步减少
。

不过
,

钱纳里

也指出
,

在考虑进口替代时
,

必须注意到进
口替代过程中较低的资本生产率

,

换言之
,

由

于进 口替代初期技术水平低
,

资本一产出比

率增大
,

或资本生产力降低
,

这样
,

基本模式

中有关生产能力的限制就要作相应修改了
。

与两缺口模型紧密联系的是其政策含义

问题
,

它构成模型内容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侧

面
。

在钱纳里他们看来
,

发展中国家在经济

发展过程中所采取的
“

政策中心必须按照对

增长的主要限制而变化
” 。

③并且
,

伴随政

策中心的改变
,

政策的手段也应有所改变
。

在存在储蓄缺 口的第一阶段
,

即经济发展主

要受制于投资能力日 亦即技术限 制 时
,

政策的中心必须是提高投资
,

增加产出
。

根

据钱纳里等人的估计
,

投资最大限度增长率

日应该达到 一 呱的水平
,

才 算 是 合理

的
。

他们认为
,

只要这种投资的增加能够带

来技术和组织的充分改进
,

以便有效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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橄

所能得到的追加资本
,

那末
,

大部分发展中

国家在十年之内是能够完成这一 阶 段 任 务

的
。

从第二阶段开始
,

也即投资增长率日降

到接近于国民生产总值目标增长 率 钱 纳

里等人认为 不可能超 过 一 肠 时
,

经

济增长政策的中心从增加产出 转 向

实现所需的生产结构变革
,

以防止国际收支

赤字的进一步 增 长 将收入增加中的

足够部分引向储蓄
。

就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

说
,

第一点
,

即实现生产结构变革十分困难
,

但对于经济发展又十分重要
,

因为从长期看
,

要减少外资流入和对外部资源的依赖
,

就必

须削减进 口 ,

尽管增加出口
。

这是一个长期

而艰巨的任务
,

钱纳里等人认为
,

要完成这

个任务
,

使发展中国家走上 自持成长

轨道
,

至少要 年
。

尽管发展经济学家们对两缺口模型存在

不少异议
,

有些间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

但它作为发展经济学关于利用外资的一种重

要理论
,

其理论贡献和实践意义都是不容忽

视的
。

第一
,

两缺口模型突破了哈罗德一多马

模型的封闭假设
,

首次将外部资源 当作发展

中国家经济发展一独立要素来研究
。

在经济

思想史上
,

哈罗德一多马模型因为把凯恩斯

理论长期化
、

动态化而闻名于世
。

但是
,

在

这个模型诞生的初期
,

它是以封闭经济条件

作为基本假设的
。

哈罗德和多马认为
,

在封

团经济条件下
,

一国经济要保持均衡增长
,

必须尽可能提高该国的储蓄水 平
,

即 在
,

二 式中
,

当 为恒定常数时
,

储蓄水平

越高
,

经济增长越快
。

可见
,

哈罗德一多马

模型强调的是国内储蓄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

用
,

也即强调了储蓄约束
。

两缺口模型的最

大责献就在于
,

它突破了哈罗德一多马模型

的封闭经济假设
,

把外部资源 外援
、 “

外资

等 当作一个独立生产要素纳入 经 济 研 究

中
。

实际上
,

哈罗德一多马模型成为两缺 口

模型只考虑储蓄约束时的一个特例
。

第二
,

全面
、

系统地分析了发展中国家

利用外资的必要性
,

并且对外资流入的适度

规模进行了定量研究
。

利用外援
、

外资
,

消

除发展过程中的储蓄缺口和外汇缺 口 ,

突破

储蓄外汇双约束
,

两缺口模型这一思想
,

在

六
、

七十年代影响很大
,

不仅为英美等资本

输出国对外援助
、

进行经济扩张提供了理论

依据
,

也成为不少发展中国家制订外资政策

的基础
,

尤其是两缺 口模型对经济发展每共

阶段外资流入的适度水平进行了定量考察
,

更受到人们的青睐
。

回顾发展中国家三
、

四

十年利用外资的实践
,

尽管有些国家由于各

种原因而背上沉重的外债包袱
,

甚至陷入债

务危机
,

象巴西
、

墨西哥等
。

但不能否认
,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

包括后来那些陷入债务

危机的国家
,

流入的外资在其经济发展过程

中起到过积极推动作用
,

最具代表性的要算

南朝鲜
。

六十年代
,

南朝鲜引进外资数量 占

国民生产总值的 肠
,

在总投资额中占 肠
,

到
“

四五
”

计划期间已突破百亿美元大关
。

大量的外资流入
,

促进了南朝鲜 的 经 济 发

展
,

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从
“

一五
”

计
划期间的 呱上升到

“

二五
”

的 。
、

肠
,

再上

升到
“

三五
”

的 肠 至 年
,

年均出

口增长率高达 肠以上
。

正如南朝鲜中央大

学经济学教授朴异所说的那样
, “

南朝鲜的经

济开发不仅是靠外资带动起步的
,

而且正是

由于外资的作用才得以实现高速增长
。 ”

④

第三
,

两缺 口模型另一贡献还在于
,

它指

出了国内经济结构变革的必要性
,

为发展中

国家正确利用外资敲响了一记警钟
。

作为发

展经济学结构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

钱纳里

非常注重结构分析方法
。

在两缺 口模型中户

他考察了技能
、

储蓄和外汇诸要素对生产发

展的制约作用
,

以及外援外资怎 样 突 破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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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
,

促进经济发展
。

这样
,

两缺 口模型这个
“

结构学派的发展概念 ⋯⋯使得对外政策比

起忽略不计这种限制的新古典学派
,

更紧密

地同国内资源分配联系起来
。 ”

⑤钱纳里指

出
,

发展中国家在短期内可以利用外资突破

储蓄外汇双约束
,

从长远看
,

根本出路还在

于调整本国的生产结构和经济结构
,

减少进

口
、

扩大出口
。

至于怎样改变国内生产结构

和经济结构
,

以减少外资流入
,

已超出了两

缺 口模型的研究范围
,

但在钱纳里的其他著

作中进行了详尽论述
。

⑥应该指出
,

钱纳里

强调发展中国家长期内不能过份依赖外国资

本
,

要 自力更生
,

改变国内生产结构和经济

结构
,

努力增加出口 创汇能力
,

最终消除外

汇约束
,

这种见解是富有创见
,

值得十分重

视的
。

七十年代 以来
,

不少发展中国家出现

借债热
,

最终陷入债务危机
,

主要原因之一

就在于它们没有注意到在引进外资同时
,

应

调整国内产业结构
,

把有限的外资用在刀 刃

上
。

金德尔伯格在评价两缺 口 模 型 时 说
,

“

⋯ ⋯两缺 口模型的价值在于它揭示了该国

经济结构改变的必要性
。 ”

⑦

当然
,

两缺 口模型的一些局限性也是很

明显的
。

首先
,

它对发达国家资本输出的消

极作用分析不够
。

两缺 口模型强调发展中国

家利用外援外资的必要性
,

对外资流入所带

来的消极作用却没有深入分析
,

比如援助国

对被援助 国在政治
、

经济上施加的控制
、

跨

国公司的剥削以及发展中国家 日益膨胀的债

务危机等
。

应 当指出
,

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进

行资本输出是有其深刻的动机的
, “

资本被

输往国外
, · ·

一是因为它在外国能够按更高

的利润来使用
” 。

⑧追逐更高的利润是资本

国际流动的根本原因
,

马克思一语道破了这

一现象的深刻本质
。

囿于阶级局限性
,

钱纳

里和其他资产阶级学者一样
,

不可能看到或

者不愿言及这一点
,

这不能不说是两缺口模

型以及其他一些西方经济理论的重大缺陷
。

其次
,

两缺 口模型有的假定过于严格
,

以致在不同程度上损害了模型的适用性
。

比

如
,

两缺 口模型认为发展中国家在不同经济

发展阶段顺序地受技能
、

储蓄和 外 汇 的 约

束
,

这个假定过于苛刻
。

实际上
,

在大多数

发展中国家几乎同时受这几个因素的限制
,

不存在这样的顺序或者不一定按照这样的顺

序
,

就象纳费兹格 指 出

的那样
,

三个限制因素相互 交 织
,

共 同 作

用
,

并且在不同的部门中
,

起主要限制作用

的因素也不同
。

再如
,

两缺 口模型关于流入

外资总是填补储蓄外汇两缺 口 中较大一个的

假定也不尽符合实际
。

其实
,

流入外资在填

补储蓄缺 口的同时
,

也在一定程度上填补或

消除外汇缺 口
。

最后
,

两缺 口模型没有进一步深入分析

两个缺口各自形成的原因
。

笔者认为
,

找出

发展中国家储蓄缺 口和外汇缺口 形 成 的 原

因
,

是消除缺 口
、

突破约束的前提和基础
。

两缺 口模型反复强调要利用外援
、

外资来消

除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缺 口和外汇缺 口
,

却没

有详细具体分析两个缺 口各 自产生的原因
,

从而难 以从根本上解决两缺口 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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