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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战后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

陈昭方

　　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战后世界经济生活中一条带普遍

性的规律。由于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变化, 世界经济发展不

平衡规律集中表现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

衡、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发

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发展中

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①正象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

只能在 20 世纪初叶较充分显示其作用并被发现一样, 世界经

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只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即世界不同类型

的国家日益普遍和加深融入世界经济的条件下才能越来越充

分显示其作用并得到愈来愈深刻的认识。列宁曾经指出商品生

产和市场统治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形成的条件和原因。

战后, 世界经济中两种经济体系并存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广大

发展中国家纷纷独立, 并建立了各自发展经济的模式。然而, 不

论选择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制度, 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模式, 但有

一点是共同的, 这就是在所有的国家里, 都存在着商品生产、商

品交换, 存在着市场, 实际上都是商品经济。应该说, 自从商

品经济出现之后, 也就有了市场经济, 只是“市场经济”一词

在 19 世纪末以后才开始流行起来。当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

度, 也就是当整个社会的经济资源都成为商品, 都进入市场, 并

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时, 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是重合的, 这时

的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经济生

活国际化、全球化进程加快, 以及世界范围内统一大市场正在

形成等新的变化,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以来, 世界上原

来未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除个别国家外, 普遍在商品经济的基

础上建立了市场经济。于是, 世界性的市场经济便成了当代世

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形成和起作用的根本条件和原因。

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经济

发展不平衡及其主要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以下简称战后) 50 多年来, 资本主义

世界的经济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在这四个阶段上, 各发达资

本主义国家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十分明显。

第一个阶段, 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 20 世纪 50 年代初。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整个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战争结束时,

德国、意大利、日本这些战败国满目疮痍, 几乎成了一片废墟。

战胜国中的苏联和中国遭受到巨大破坏, 英国和法国也是遍体

鳞伤, 只有美国的经济在战争中大大膨胀起来。战后初期, 美

国在工业生产上占有压倒的优势。此外, 它在国际贸易和国际

金融方面也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1948 年, 美国对外贸易出

口额占资本主义世界出口总额的 3215% , 拥有的黄金储备占资

本主义世界总储备的 7416%。经济的膨胀, 使美国迫切需要扩

大在国外的商品和投资市场, 以保持其战后经济的稳定增长。

同时, 西欧国家和日本也需要大量资金注入, 以恢复元气, 摆

脱社会政治、经济的全面危机。于是美国便按照自己对外扩张

的战略需要, 采取了以下行动: (1) 推动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

国际货币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 并于 1945 年底, 在华盛顿成

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 (2)

促成于 1947 年筹组“关贸总协定”, 并于 1948 年 1 月 1 日正式

启动; (3) 实施“马歇尔计划”, 即“欧洲复兴计划”; (4) 对

日本进行“援助”和扶植。这些措施奠定了美国在资本主义世

界的霸主地位, 同时, 也使西欧和日本经济迅速得以恢复。到

1949 年, 西欧的工业已恢复到战前水平, 日本经济也在 50 年代

初开始超过战前。

第二个阶段, 即 20 世纪 50 年代初至 20 世纪 70 年代初。这

20 年, 是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在 1951—

1970 年间,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 513% ,

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 发达资本

主义国家年均增长率只有 213%。但是, 各国之间经济发展很不

平衡, 其中以日本和联邦德国发展最快。1953—1973 年, 日本

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 918% , 联邦德国为 519%。另据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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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1956—1973 年, 日本工业年均增长率高达 1316% , 联邦德

国 50 年代的工业年均增长率也达到了 915%。

第三阶段, 即 20 世纪 70 年代初至 20 世纪 80 年代末。这

近 20 年里, 是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深化, 发生滞胀, 增长缓

慢和不稳定的时期。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 (1973 年) 石油危机

的冲击下, 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战后第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

在这次危机中, 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 16 个月, 降幅达

1511%。日本的工业生产下降了 16 个月, 下降幅度达 1913%。

西欧国家中以英国的危机持续时间最长, 达 27 个月。其他主要

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一般都比战后前几次危机严重。接着发达

国家经济出现了停滞膨胀, 1979 年, 资本主义世界再次发生严

重经济危机。这样, 20 世纪 80 年代的资本主义世界是在发生严

重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到来的。20 世纪 70 年代末, 石油输出国组

织将石油价格再次提高, 进一步加剧了资本主义国家危机的程

度。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 世界市场每年都有价格大波动,

使资本主义经济极不稳定, 增长速度缓慢, 加剧了各主要资本

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其中, 美国经济在 70 年代和 80 年

代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217% 和 213% , 西欧国家分别为 210% 和

313% , 都低于这一时期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只有日

本经济持续增长, 这一时期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419% 和

412% , 大大高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整个看来, 在

第二、三两个阶段中, 美、日、欧的实力对比有利于日本及联

邦德国与法国为主体的欧共体, 而不利于美国, 美国在资本主

义世界经济的地位呈现出相对衰落的态势。

第四个阶段, 即 20 世纪 90 年代初冷战结束至今。这一时

期,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出现了新的变化,

这主要是: (1) 虽然美国的经济霸权时代已一去不复返, 但美

国经济实力地位又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与回升; (2) 日本和西欧

国家赶超美国的势头有所减弱, 增长速度低于美国 (见表 1)。这

样, 美国开始扭转了自 60 年代以来其相对国际经济地位不断

下降的进程, 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它在美、日、欧三方经济实

力对比中的地位。

此外, 新兴发达国家与老牌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发展也很不

平衡, 而且这种不平衡是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经济发展

不平衡的一大特点。新兴发达国家, 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

西兰等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尚未跻身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的行列。战后, 这些国家经济得以快速发展, 很快成为后起的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其经济增长速度, 一般要高于老牌的发达

资本主义国家。如在 20 世纪 50 年代,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国

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分别达到 319% 和 413% , 60 年代又

分别上升到 512% 和 5% , 远远超过美国同期的增长速度。70 年

代两国分别为 319% 和 313% , 80 年代分别为 314% 和 3124% ,

其增长速度虽然低于日本, 但却高于美国、西欧等发达资本主

义国家。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三国

保持了较稳健的增长速度。1991- 1997 年, 三国经济的实际年

均增长率分别为 214%、217% 及 218% , 除加拿大外, 澳、新

两国均高于所有发达国家的平均年增长率 (216% )。②

　　表 1 　　1991- 1998 年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 GNP (或 GD P) 增长率 (% )

年 份

国 别 美国 日本 德国 法国 英国 意大利

1991 - 016 413 316 018 - 012 113

1992 314 015 018 112 - 016 019

1993 311 019 - 211 - 019 210 - 112

1994 411 - 013 219 219 318 211

1995 219 019 119 212 214 310

1996 214 216 119 113 214 017

1997 319 018 212 213 314 112

1998① 214 - 218 216 217 213 213

　　注: ①预计数。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1992- 1995 年各期, 中国

统计出版社; 《世界经济年鉴》1996- 1997 年各期, 经

济科学出版社; [美 ]《总统经济报告》, 1998 年, 408 页;

《世界经济展望》, 1999 年 4 月。

二、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

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及其主要特点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世界上产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

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中国和一批社会主义国家诞生, 一度

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 两种经济体系并存的范

围进一步扩大。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 在东欧剧变、苏

联解体之后, 中国、越南、朝鲜、古巴等国继续坚持社会主义,

两种经济体系并存的状况出现了新的重大的变化。但是, 由于

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 大

大激发了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 社会生产力得到解放, 因而社

会主义国家, 包括剧变前的东欧国家和解体前的苏联, 其经济

发展速度一般都要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与发

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主要特点是:

第一, 东欧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经济发展不平

衡, 东欧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东欧国家

是指战后在欧洲建立的一批社会主义国家, 它们是: 保加利亚、

匈牙利、民主德国、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

夫和阿尔巴利亚等。战后至 20 世纪 80 年代初, 这些国家在社

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80 年代中期以后, 其经

济增长速度放慢, 并于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先后发生剧变。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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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看, 这些国家在剧变之前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要快于发

达资本主义国家。据统计, 保加利亚社会总产值在 1951- 1960

年、1961- 1970 年、1971- 1980 年三个时期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2010%、 1318% 和 418% ; 匈牙 利 分 别 为 617%、 914% 和

1012% ; 民主德国分别为 1512%、712% 和 615% ; 波兰分别为

1110%、919% 和 1518% ; 罗马尼亚分别为 1516%、1410% 和

1310% ; 捷克斯洛伐克分别为 1017%、617% 和 519% ; 南斯拉

夫分别为 917%、812% 和 419%。③而在这三个时期内, 美国国

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313%、319% 和 311% ; 联邦德

国为 717%、419% 和 218% ; 法国分别为 418%、518% 和 515% ;

意大利分别为 515%、515% 和 311% ; 英国分别为 218%、217%

和 119% ; 日本分别为 812%、1018% 和 5%。④

第二, 苏联与美国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 苏联经济发展速

度高于美国。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虽然于

1991 年解体不复存在, 但战后以来到它解体之前, 其经济曾长

时间保持较高的发展速度。十月革命胜利后, 苏联人民经受了

1918- 1920 年 14 个国家的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的考验, 保卫

了刚刚建立的苏维埃国家。1924 年列宁去世后, 在斯大林的领

导下, 苏联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 经济建设取

得了很大发展, 工业生产居欧洲第 1 位、世界第 2 位, 成为世

界经济强国, 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第二次世界

大战中, 苏联经济遭到巨大破坏, 牺牲 2 000 万人, 破坏 3 185

个工业企业, 500 万千瓦的电站被炸毁, 6 500 多公里的铁路被

破坏, 物质损失总计达 26 690 亿卢布。因此, 战后初期, 苏联

和美国的实力对比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 美国都占绝对

优势。1955 年, 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高达 3 990 亿美元, 而苏

联只有 1 530 亿美元。从 60 年代起, 美苏经济实力的差距逐渐

缩小, 而且苏联经济的发展速度经常超过美国, 苏美之间经济

发展不平衡而苏联发展速度高于美国的特征十分明显。 (1) 国

民经济增长速度高于美国。从战后初期到 20 世纪 80 年代, 苏

联经济得以稳定持续发展, 增长速度较快。 1961- 1965 年、

1966- 1970 年、1971- 1975 年、1976- 1980 年、1981- 1985 年

和 1985- 1989 年的六个时间段内, 苏联国民经济增长率分别

为 615%、717%、517%、413%、312% 和 217%。其中, 1960-

1970 年, 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达到 619% , 而同期

美国只有 319% , 苏联几乎高出美国 1 倍。⑤20 世纪 70 年代以

后, 苏联和美国的经济发展速度都呈现出下降趋势。但在 20 世

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 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分别只

有 217% 和 213% , 仍低于苏联同期的增长速度。(2) 工农业生

产增长速度高于美国。据 1980 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的

资料计算,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至 60 年代中期, 苏联工业增长

速度仅次于日本 (年均 15% ) , 超过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比

美国高出 2 倍。1955 年, 苏联的绝大部分工业产品产量都落后

于美国, 工业产值仅为美国的 35%。到 1964 年, 苏联的工业产

值已达到美国的 65% , 在一些主要的工业产品产量方面接近或

超过美国, 缩短了与美国的差距, 初步取得了与美国的均势。这

一成就的取得, 如果从苏联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算起, 即从

1950 年算起, 仅用了 15 年的时间。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至 80

年代中期, 苏联工农业生产稳定增长, 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

率为 618% , 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 214%。与美国相比,

苏联工业产值的增长速度要比美国高出 1 倍以上, 农业产值的

增长速度也高出美国许多。 (3) 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与美国的

差距逐渐缩小。随着苏联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苏联的经济实力

大为增强, 它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也发生了显著变化。1980 年

与战前的 1940 年相比, 苏联的国民收入总额增长了 13 倍, 工

业总产值为战前的 20 倍, 农业产值为战前的 14 倍。1950 年, 苏

联工业总产值占世界总产值的 12% , 到 1982 年, 已上升为

20%。与美国相比, 1965 年, 苏联工业产值为美国的 62% , 1975

年上升到 80% , 1979 年又超过 80%。1950 年, 苏联的经济总

量相当于美国的 30% , 到 1980 年已达到美国的 80%。此时的

苏联已成为世界经济中的第二强国, 与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相

比, 美苏两国经济实力差距大为缩小。

第三, 中国与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经济发展不平

衡, 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明显高于美国和其他各主要发达资本主

义国家。旧中国是一个饱受帝国主义列强压迫、欺凌和掠夺的

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中国人民经过

艰苦卓绝的斗争, 并取得了胜利。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 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

初,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 中国、越南、朝鲜、古巴等国

继续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建设在原有的基础上, 不断取

得新的成就, 其增长速度更是远远高于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 中国与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展不平衡非常明

显。建国初期至 70 年代末,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绩显著。

在 1949- 1978 年的近 30 年间,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 213

倍, 国民收入增长了 611 倍。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了 3617 倍,

年均增长率达 1219% ; 农业总产值增长了 317 倍, 年均增长

513%。1950- 1980 年的 30 年间, 各主要发达国家的工、农业

生产年均增长率如下: 美国分别为 411% 及 2% ; 日本各为

1111% 及 212% ; 联邦德国各为 518% 及 118% ; 法国各为

417%及 213% ; 英国各为 314% 及 216% ; 意大利各为 614% 及

215% ; 加拿大各为 5% 及 119%。⑥可见, 它们的工农业增长速

度均远远低于中国。7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冷战结束至今,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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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绩令世人瞩目, 国民经济保持持续、

快速、高速度增长。据 1998 年《中国统计年鉴摘要》的资料计

算,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在 1981—1985 年、 1986—1990 年、

1991—1995 年的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 1017%、719% 和 12%。

而在 1981—1985 年和 1985—1989 年,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

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仅为 214% 和 219% ; 90 年代的头 5 年,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普遍放慢, 有的国家的某些

年份还出现负增长。如: 日本在 1994 年增长率为- 013%。情

况较好的美国, 其 1991—1995 年的增长率也分别只有- 016%、

314%、3%、411% 和 219% , 大大低于中国的增长速度。1998

年, 中国在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和国内百年不遇特大洪涝灾害双

重不利因素影响下,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仍高达 718%。而同期

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的增长率分别只有 216%、217%、

213% 和 213% , 美国也只有 214% , 日本出现 218% 的负增长。

随着经济长期高速度增长,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发生了巨

大变化。这主要是: (1) 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中的位次不断上

升。1978- 1998 年,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年均增长率超过

了 9%。1997 年起, 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 7 位。(2) 对

外贸易持续增长, 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日益增强。到 1998

年, 中国对外贸易总额比 1950 年增长了 286 倍, 年均增长率为

1215%。近些年来, 由于外贸顺差增多, 使中国的外汇储备逐

年增加, 到 1998 年, 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达 1 450 亿美元, 居世

界第 2 位。 (3) 综合国力大为增强。到 1993 年, 中国的综合国

力已赶上和超过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一的意大利而居世

界的第 9 位, 并与美国的差距进一步缩小。1970 年, 中国的综

合国力只相当于美国的 37% , 到 1995 年已相当于美国的 50%。

中国经济上的巨大成功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

力和优越性。

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

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及其主要特点

　　战后,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经济发展不平

衡十分突出。一是经济增长速度不平衡。在经济发展方面, 经

济增长速度往往是发展中国家要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1961—1970 年, 发展中国家的工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7% , 而当时处于所谓“黄金时期”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

产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 518%。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 尽管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都有所下降, 但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仍然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

1971—1975 年, 发展中国家的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为 612% ,

大大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312% 的水平。1960—1970 年, 发

展中国家 (不含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 的工业总产值占资本

主义世界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 1111% 增长到 12165% , 1979 年

进一步上升到 1514%。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占资本主义世

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亦从 1960 年的 1613% 上升到 1978 年

的 1817%。1980—1989 年, 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

长率为 413% , 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只有 310% , 发展中国家经

济增长率仍然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发

展中国家经济继续增长。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 发展中国

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1990—1997 年各年份分别为 213%、

310%、419%、512%、612%、610% 和 610% ; ⑦1991—1995 年

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418% , 而这一时期发达资本

主义国家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 115% , 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

继续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二是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在

经济增长速度上, 尽管发展中国家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但

在经济发展水平即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上,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则

快于发展中国家。1950—1975 年, 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

值从 160 美元上升到 375 美元, 同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从

2 378 美元上升到 5 238 美元。另据统计, 1990 年占世界人口

76% 的发展中国家, 其收入仅占世界收入的 20% , 其中, 占世

界人口半数的穷国的收入仅为世界总收入的 216% , 而占世界

人口 15% 的发达国家却占世界总收入的 70%。据世界银行

《1996 年世界发展报告》统计, 1994 年, 发展中国家中 108 个

中低收入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 1 090 美元, 而 24 个高收

入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却高达 23 420 美元, 两者相差

22 310 美元, 这与 50 年代初至 70 年代中期的 2 200～ 近 5 000

美元的差距相比, 扩大了 10～ 415 倍, 与 1988 年 16 500 多美元

的同一差距相比, 扩大了 38%。三是经济结构发展不平衡。发

展中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结构方面的不平衡, 有其

深刻的历史根源, 两者之间的不平衡, 实际上是经济发展阶段

性的不平衡。据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的划分, 人类

社会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他在《后工业

社会的来临》一书中系统地论述了后工业社会的概念, 认为后

工业社会是指这样的一种社会: (1) 经济部门从商品生产向服

务经济转变; (2) 职业种类以专业技术阶级占首位; (3) 理论

知识成为中心原则, 成为创新的源泉和制定社会政策的根据;

(4) 对技术的控制和评估成为未来的方向; (5) 智力技术成为

制定决策的工具。⑧贝尔认为, 美国是第一个进入“后工业社

会”的国家, 这是因为美国的第三产业已经超过第二产业, 美

国的白领工人已经超过了蓝领工人。如果按照贝尔的划分, 发

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是“后工业国家”, 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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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尚徘徊于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过渡时期。据世界银行《1990

年世界发展报告》统计, 发展中国家中 96 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

国家的农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 1965 年为 30% , 1988 年为

18% , 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几十年来比较稳定的 5% 相比, 其农

业的比重还高得多。从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来看, 上述

发展中国家 1965 年为 31% , 1989 年为 39% , 而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的这一比重在 1965 年就达到了 41%。相对来讲, 发达资本

主义国家第三产业的比重更高, 目前大多数国家已经达到 60%

以上。此外,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单一经济结构没有从根本上改

变。在这些发展中国家, 仍然是以出口几种初级产品为国家经

济的主要支柱, 技术水平落后, 资金短缺, 外债严重, 人口增

长速度高于农业发展速度, 国内收入分配极端不均衡。另外, 由

于科学技术落后, 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仍然是

以粗放型为主, 因而经济发展中的技术含量较少。据世界银行

《1991 年世界发展报告》统计, 1960—1987 年, 各国国民生产

总值的平均经济增长中除掉资本和劳动力增长之外的因素引

起的经济增长部分, 法国、日本、英国、德国、美国各占其经

济增长总数的 78%、59%、78%、87%、50% , 而发展中国家

和地区中较高的东亚、欧洲、中东和北非地区也只有 28% , 南

亚为 14% , 拉美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则接近于零增长。这说

明在因科学技术引起的经济增长方面,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

的差距很大。同时也意味着, 随着技术对经济增长作用的不断

增强, 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

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将会进一步加剧。

四、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发展

的不平衡及其主要特点

　　战后, 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取得的独立为发展民族经济扫

除了外部障碍, 这些国家的经济在不同程度上获得了发展。从

战后初期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 发展中国家一般都保持了比

较高的经济增长率, 其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一般都在

513% 以上, 高收入的石油出口国家达 818%。尽管如此, 由于

各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条件、社会政治条件、经济技术条件

的差异以及各国政府所奉行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的不同, 在

发展中国家之间, 其经济发展也出现了不平衡的趋势。

第一, 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从战后的情况看, 发展

中国家所处的地区与地区之间, 其经济增长的速度差异很大,

其中经济增长最快的是亚洲, 它一直处于发展中国家的领先地

位, 尤其是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更加明显 (见表 2)。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 亚洲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增长, 其

速度不仅高于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 而且还高于发达资本主

义国家。经合组织已把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亚洲四小

龙”一起称为亚洲经济增长最快的七个经济体。

　　表 2　　　　　　1971- 1989 年发展中国

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 (% )

国 别

年 份
1971- 1980 1983 1985 1987 1989

亚　洲 513 718 617 712 910

拉丁美洲 519 - 217 316 216 118①

非　洲 318 019 315 112 315①

中　东 712 117 - 114 - 116 218②

　　注: ①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

②中东及欧洲发展中国家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

资料来源:《国际经济和社会统计摘要》, 21 页, 北京, 中国统计出

版社, 1990。 [美 ]《总统经济报告》, 408 页, 1998。

第二, 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新兴

工业化国家和地区, 主要是指亚洲的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韩国, 以及中国香港和台湾省地区; 拉丁美洲的

巴西、墨西哥、阿根廷; 非洲的埃及; 欧洲的希腊以及土耳其

等国家及地区。在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中, 新兴工业化国家和

地区, 积极利用新的国际分工和世界性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

采取适合本国国情的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 除了继续生产和出

口具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外, 还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逐

渐发展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出口, 从而使这些国家

的制造业和出口贸易得以迅速发展。1979 年, 巴西的国民生产

总值已达 2 085 亿美元, 墨西哥达 1 213 亿美元, 从而使这两个

国家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排序中分别居第 10 位和第 14 位。韩

国 1970- 1980 年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915%、

新加坡为 815%、香港为 913% ; 1980- 1991 年间, 韩国国内生

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继续高达 916%、新加坡为 616%、香港

为 619%。⑨进入 90 年代以后, 它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仍然很高。

以韩国为例, 1992- 1995 年, 其经济分别增长 511%、518%、

814% 和 910%。1995 年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实际国

内生产总值之和超过美国的水平。βκ1994 年和 1997 年, 墨西哥

和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以及韩国相继发生金融危机,

其经济增长速度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但从总体上看, 新兴工

业化国家和地区在整个发展中国家中仍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

速度 (见表 3)。

第三, 人均国民 (内) 生产总值增长不平衡。在人均国民

(内) 生产总值增长方面, 发展中国家之间也是很不平衡的, 贫

富差距有拉大的趋势。按人均国民 (内) 生产总值来衡量, 发

展中国家大体上有以下四种类型: (1) 高收入国家。这主要是

指中东海湾和其他地区的石油输出国。据统计, 中东海湾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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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探明的石油储量达 550193 亿吨, 占世界石油探明总量的

57144%。其中, 沙特阿拉伯石油探明储量达 231151 吨, 占世

界储量的 2415% , 居世界第 1 位, 被称为石油王国。其次是科

威特, 占 12%。伊朗、伊拉克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分别居第 5、

第 6、第 7 位。这些国家的石油 90% 以上用于出口。此外, 中

东地区天然气储量达 248 178 亿立方米, 占世界天然气储量的

2517%。随着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这些国家获得

了巨额美元收入, 并推动了其经济的快速发展。1980 年, 沙特

的石油收入达 950 亿美元。这一年, 仅有 1 300 万人口的沙特,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 11 260 美元。 (2) 中、上等收入国家。这

主要是指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由于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新

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很快。1985 年, 巴

西、墨西哥、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和韩国的人均国

民生产总值分别为 1 64515 美元、2 27518 美元、72217 美元、

6 91016美元、1 99118 美元、53015 美元和 21117 美元; βλ1995

年, 上述 7 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分别上升到 3 640 美元、

3 320 美元、2 740 美元、26 730 美元、3 890 美元、980 美元和

9 700 美元。βµ1997 年, 上述 7 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进一步上升

为 4 720 美元、3 680 美元、2 800 美元、32 940 美元、4 680 美

元、1 110 美元和 10 550 美元。βν其中新加坡最高, 达 32 940 美

元, 超过了多数发达国家, 其次的韩国也达到 10 550 美元, 已

经接近了一些中等发达国家。 (3) 中下等收入国家和地区。近

半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属于这一类型的国家和地区。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 这些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 610 美

元至 2 400 美元之间, 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差距约为

10～ 30 倍, 也比韩国、新加坡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分别为 5 400

美元和 11 100 美元) 少许多。(4) 低收入国家, 1990 年人均国

民生产总值为 350 美元, 其中约 30 个国家超过 220 美元, 最高

的为 600 美元。低收入国家中还有一部分最不发达国家, 即指

经济上最贫困落后的发展中国家。1971 年, 第 26 届联合国大会

决定, 衡量最不发达国家的标准为三条: (1) 人均国民生产总

值低于 100 美元; (2) 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制造业产值所占比重

低于 10% ; (3) 成人识字率低于 20%。按照这一标准, 1971 年

世界上共有 25 个最不发达国家。1981 年, 联合国发展计划委员

会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 250 美元的国家列为最不发达国

家。这样, 1990 年, 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的数额增加到 42 个

(现为 48 个) , 约 4 亿人口,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平均为 219 美元,

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相比, 差距约 90 倍; 即

使同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相比, 差距也为 10 倍左右。其中最

少的是莫桑比克, 1990 年, 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为 80 美元,

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最高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新加坡 (1990 年为

11 160 美元) 相比, 差距为 138 倍。可见, 发展中国家之间经

济发展的不平衡也是相当明显的。

　　表 3 　　　1991- 1997 年新兴工业化

国家 GNP (GD P) 增长率

(按不变价格计) (% )

国 别

年 份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巴　西 014 - 112 513 518 317 312 316

墨西哥 316 310 014 315 - 619 512 710

泰　国 810 716 718 817 816 617 - 014

新加坡 617 610 1014 1011 818 718 618

马来西亚 817 718 815 912 915 816 717

印度尼西亚 617 615 613 419 811 810 416

韩　国 912 510 516 814 819 711 515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1995 年国际统计年鉴》, 99 页, 北京, 中

国统计出版社, 1996; 《1997 年世界经济年鉴》, 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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