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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世界经济格局的多极化
林 玲

门 从语言学的意义上
,

所谓
“

格局
”

是

指一定事物的结构或式样
,

即事物发

展的自在的结果
。

世界经济格局指的是作为

世界经济有机整体组成部分的各国国民经济

在世界经济有机整体中的地位
、

作用及其相

互关系
,

其核心是各国之间经济 实 力 的 对

比
。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
,

曾经有一些国家

陆续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
,

在一 定 的 时 期

内
,

单独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突出的

主导地位
。

这是从世界经济发韧以来直到第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一段时间内世界经济的

墓本格局
。

世界经济的发展
,

萌芽于地中海沿岸国

家
。

世纪资本主义开始兴起
,

西班牙通过

地理大发现
,

对美洲进行残酷的掠夺
,

在整

个 世纪成为西欧经济最繁荣的强国
,

一个

突出的中心
。

—
。年间

,

每年从美

洲运到西班牙的黄金达 。公斤
、

白银 达
‘ 。。。公斤

。

①从 世纪末以后
,

西班牙开

始衰落
,

代之而起的是荷兰
,

成为 世纪西

欧经济的中心
。

资本主义商业和制造业在荷

兰迅速地发展起来
,

荷兰东印度公司
、

阿姆

斯特丹银行和商船队是荷兰资本主义力量的

三大支柱
,

尤其是当时荷兰拥有强大的商船

队
,

被誉为
“

全世界海上马车夫
” 。

⑧从

世纪开始
,

英国登上资本主义舞台
,

通过殖

民扩张和产业革命
,

把经济发展到当时的顶

峰
,

以后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
。

世纪

中叶
,

英国经济发展到鼎盛时期
。

。年英

国工业生产 占世界工业生产的 肠
,

英国在

世界贸易中占 肠 ⑧
。

。年英国在世界工

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下降为 肠
,

但是在几

项主要工业产品的生产和世界贸易中仍然占

据垄断地位
。

。年英国的煤炭产量占世界

煤炭产量的 肠
,

生铁产量占 肠
,

消费

的棉花 占 肠
,

在世界贸易总额中的比重

上升为 肠
。

④英国成为名副其实的
“

世界

工厂
” ,

被誉为
“

工业的太阳
’ ,

其世界经

济中心的地位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
。

世纪末 世纪初
,

自由竞争的资本主

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 —帝国主义阶段
,

在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

作用下
,

美国迅速兴起
,

取英国而代之 到

年
,

美国工业生产量在世界工业生产中

占的比重达到 肠
,

相当于英
、

法
、

德
、

日

国工业生产量之和 ⑥ ,

而 英 国 则 降 为

。肠 ⑥
。

由于 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

的作用
,

美国经济实力急剧膨胀
,

一举麟上

世界猫主的宝座
,

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经济

中心
,

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 年代初期
。

历史是否会照着以上的轨迹发展下去
,

世界经济中心会不会从一个主要 国家移向另

外一个主要国家 近几年来
,

世界上流行粉

一种理论
,

预言世界经济的中心将由美国转

移到亚洲
,

转移到亚洲的 日本
,

称 世纪为
“

亚洲世纪
”

或者更直截了当地称 世纪为
“

日本世纪
” 。

也有的学者认为
,

世纪可

能是
“

欧洲世纪
” 。

提出前一论断即世界经

济中心将转移到太平洋
、

亚洲乃至 日本的论

据
,

无非是认为 日本迅速崛起而 美 国 日 益
“

衰落
” ,

日本已成为
“

超级经济大国
”

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很快
,

颇具活力并还在

发展 近 年来中国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
,

如果改革成功
,

经济发展顺利
,

将大大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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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地区的经济实力
。

尽管上述论点有一定的道理
,

但据此提

出亚太地区或 日本将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论

断
,

理由尚不够充分
。

世界经济格局是一个

错综复杂的重大课题
,

我试图从理论和现实

两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间题
,

即从世界经济发

展规律和 当前世界经济的基本格局及其发展

趋势两方面
,

讨论 年代乃至 世纪的世界

经济格局的基本特征

首先
,

谈谈世界经济发展 规 律 诚

然
,

如前所述
,

从 世纪到 世纪中

叶
,

世界经济的发展是与世界经济中心的逐

个转移同时进行的
,

这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

的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
。

世纪到 世纪初

的世界经济发展史
,

实际上是一部资本主义

世界经济发展史
。

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

确立和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
,

逐步形成

了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
,

而资本主义政治
、

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绝

对规律
。

这一规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是

全面
、

同时展开的
,

而是依照资本主义各国

的生产及社会
、

政治各方面的条件逐渐发展

起来的
。

资本主义世界发展史
,

既是科技进

步
、

生产力发展的历史
,

又是殖民掠夺
、

残

酷剥削和战争的历史
。

由于这样 的 历 史 条

件 , 才形成了世界经济中心由一个主要资本

主义国家转移到另一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

世界经济格局
。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

世界经济和政治

形势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
,

统一的无所

不包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已经被资本主义经

济体系
、

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和获得了民族独

立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系这种既对立
、

又相

互依存的世界经济所取代
。

由于战后科技革

命的作用和生产力的巨大发展
,

经济生活 日

益走向国际化
,

世界经济逐渐趋于一体化
,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及发展中

国家之间出现了相互依存
、

相互合作又相互

摩擦的局面
。

由于核武器的发展
,

发生世界

战争的可能性比过去小了
。

全世界最富有的

个国家之间
,

自 年以来一直没有发生

过战争 欧洲已维持了 多年的和平
,

在其

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这么长的和平时期
。

主

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没有出现 世纪末 世

纪初帝国主义国家之间那种剑拨弩张
、

你死

我活的紧张局面
。

随着生产国际化的范围越

来越广
,

生产社会化
、

协作化的程度愈益加

深
,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不再

是
“

井水不犯河水
” ,

而是相互渗透
, “

你

中有我
,

我中有你
” 。

因此
,

在经济发展不

平衡规律发生作用的同时
,

又逐渐出现了一

种相对均衡的局面
。

在这种新的 历 史 条 件

下
,

以美国退居为多极世界中的 一 极 为 标

志
,

历史将不会重复世界经济中心由一个国

家向另一个国家的转移
,

而是形成了世界经

济的多极化
、

多中心的局面
。

这是战后世界

经济发展规律的作用所致
,

不 以人们的意志

为转移
。

其次
,

从现实的角度
,

用 实 证 的 方

法
,

考察当前世界经济的基本格局
。

战后 。多年来
,

世界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

全面发展
,

出现了许多新趋势和新特点 其

中尤其引人注 目的是最近 多年来
,

世界经

济日益出现多极化的发展趋势
,

在这一进程

中逐渐形成的美国
、

苏联
、

欧共体和 日本

极局面
,

已经成为当前世界经济格局的中

心内容和基本特征 目前
,

美
、

苏
、

欧共体和

日本各自作为多极世界中的一极
,

各 自的现

实地位和发展趋势如何 其中的一极是否有

可能取代其余而成为世界经济中心

就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经济实力而

言
,

美国仍然是多极世界中居于 首 位 的 一

极
。

战后初期
,

美国由于在战争期间经济实

力急剧膨胀而成为唯一的世界经济中心
,

因

此形成了一个为时不长的世界经 济 单 极 格

局
。

美国经济在国际经济中所处 的 顶 峰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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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

是当时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
,

一旦战争

的因素消失
,

其他一些国家经济较快恢复和

发展起来
,

作为例外的世界经济的单极格局

必然被多极格局所取代
。

美国沦为多极世界

中的一极表明战后 以来美国的国际经济地位

的相对下降
,

并不意味着美国经济的衰落
。

早在 年前
,

德国的重商主义作家冯
·

豪尼

克曾认为 一个国家今夭是否强大和富有
,

并不取决于它拥有的实力和财富是否多或是

是否安全
,

而主要取决于它的邻国比它拥有

的是多还是少 ⑧
。

换句话说
,

一个大国的衰

落
,

从来不是一个国家本身绝对 衰 落 的 结

果
,

而是其他国家迅速发展
,

地位上升的结

果
,

也即相对衰落
。

当今的世界经济并不存

在零和博奕
,

即 日本
、

西欧有所得
,

美国必

然有所失
。

实际的情况是
,

全球经济都在以

空前的速度向前发展
,

各国经济都在增长
,

各国都可以点
。

事实上
,

从整体而言
,

战后

几十年美国经济的发 展是 基本 正常 的
,

和

战前比较发展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

如果适当

地选择几个年份比较
,

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夕的 年
、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 年

和 年代中期的几年
,

美国在世界生产总值

中所占的份额同目前的情况几乎完全相同
,

即大约 肠左右⑨
。

也就是说
,

美国经济迄

今为止尚能与世界经济同步增长
。

根据美国

兰德公司的资料
,

年代中期以来
,

日本和

其它太平洋沿岸国家 包括中国 的经济 基

数较小 增长率高于美国
。

另一方面
,

美国

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又高于西欧
、

东欧和

苏联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⑩
。

美国经济渡过

了 。一 年的周期性危机之后
,

实现了

仅次于 年代
“

黄金时代
”

的长达 多个月

的持续增长
。

尽管美国经济 自 年第一季

度开始陷入衰退
,

由于海湾战争 的 即 时 结

柬 战争军费开支的落实
、

科威特重建计划

的刹激等因素的作用
,

据最新资料
,

美国经

济可望在 ” 年下半年走向复苏
,

年达

到衰退前的经济增长率
。

此外
,

在西方世界

中
,

美国是唯一的国土广裹
、

自然资源和人

力资源丰富的国家
,

经过 年的资本 主 义

的经济发展
,

尤其是本世纪 以来 的 不 断 开

拓
,

美国经济发展水平高
、

科技教育发达
、

国内市场容量大
、

宏观经济调节的力量强
,

尽管在其经济发展中有困难和曲折
,

处境维

艰
,

但无论是就美国现有的实力 和 综 合 国

力
,

还是从其发展潜力看
,

在未 来 的 世 界

中
,

美国仍将是举足轻重的一极
,

处于首位

的经济中心
。

作为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苏联
,

近两年来由于 国内矛盾重重
、

民 族 危 机 深

化
、

经济改革面临障碍
、

经济发 展 停 滞 不

前
、

物资供应紧张等问题
,

展现给人们一幅

乱糟糟又岌岌可危的图景
。

因此许多人产生

了一种错觉 苏联面临分崩离析
、

经济实力

下降
、

国际地位衰落
、

沦为二等 国 家 的 结

局
。

其实
,

早在沙皇俄国时期
,

俄国就已跻

身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林
。

十 月 革 命 以

后
,

尤其是从 年代后期起
,

苏联通过几个

五年计划的实施
,

使其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

恢复和发展
,

经济增长快于很多发达资本主

义国家
,

经济实力大大增强
,

缩小了与第一

经济强国美国的差距
。

如果把 年苏
、

美

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进行比较
,

苏联的国民

生产总值为美国的 肠
,

工 业产值达 呱

以上
,

农业产值达 肠
,

对外贸易达 呱
,

钢
、

石油开采量
、

发电量
、

粮食和棉花产量

依次为 呱
、

肠
、

肠
、

肠和 。肠

至此
,

苏联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

济大国
,

尤其是苏联军事力量的剧增
、

非凡

的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力
,

使苏联成为堪与美

国对峙的超级大国
、

世界经济中 重 要 的 一

极
。

尽管最近 年来特别是 年代 以来
,

苏

联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放缓
,

处境困难
,

步展

躇姗
,

但就许多重要经济指标和其综合国力

而言
,

苏联仍不失为世界经济大国
,

多极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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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中的一极
。

年
,

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

为美国的 肠
,

工业产值达 肠以上
,

农

业产值达 肠
,

工业劳动生产 率 为 肠 以

上
。

而且
,

苏联是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大的

国家
,

拥有十分丰富的 自然资源和令人咋舌

的军事力量
,

国民文化教育程度高
,

劳动力

素质优 良
,

随着苏联经济改革的 进 一 步 深

入
、

国内矛盾的缓解
,

苏联有可 能 渡 过 难

关
,

获得经济的稳定发展
,

保持住作为 极

格局中举足轻重的一极的地位
。

欧共体的建设和扩大使西欧以国家集团

的姿态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一极
,

开辟了战后

世界经济走向多极化格局的新篇章 年代

中期以来
,

欧共体终于突破了 年关税同

盛建成以来经济一体化停滞不前的任局
,

开

始建设欧共体 国统一的内部大市场
,

争取

在 年底以前建成拥有 亿消费者的
“

欧

洲无边界空间
” ,

即实现商品
、

资本
、

人员和

劳务的自由流动 据专家估计
,

如能按预期

计划建成欣共体内部统一大市场
,

可使国民

生产总值增加 肠
、

工业成本减少 肠
,

东

利增加 吕肠
,

物价下降 肠
,

创造就业机会
。万个

。

欧共体统一大市场 尤 其 是 包

括统一的德国在内 的建设
,

无疑会对欧洲

经济
,

世界经济以及世界经济的多极化产生

一系列重大影响
,

其中
,

最为直接的影响便

是将使欧共体抖擞精神
,

重振雄威
,

在现有

的‘ 极格局中取得较之以往更为主动的优势

地位 面对来 自欧洲的挑战
,

世界上大多数

国家感到情揣不安
,

纷纷采取对策
,

迎接挑

战 为了促进经济发展
,

增强国 际 竞 争 地

位
,

欧共体除了加紧建设内部统 一 大 市 场

外
,

还积极推行大力发展高科技 的
“

尤 里

卡
”

计划
,

继续签订洛美协定
,

稳住非洲和

加勒比地区的市场
。

其进展及效 果 不 容 低

估
。

就 目前欧共体经济实力
,

在世界经济中

的地位 年欧共体和 民德的国民生产总

值为 亿美元
,

比同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

值多 亿美元
,

为 日本的近 倍
,

它仍

然是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一极
,

而且还很

有发展潜力
。

无怪于有人称 世纪将是
“

欧

洲世纪
” , “

几年后 的欧洲将是一个更难对

付的对手
”

⑩
。

作为后起之秀的 日本
,

其经济实力增长

迅速
,

令世人刮目相看
。

日本经过战后几十

年的努力
,

尤其是 年代以来的经济高速增

长
,

于 年超过联邦德国
,

成为仅次于美

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

年代
,

当资本主义世界处于滞胀时期
,

日本采取了

正确的经济策略
,

调整经济结构
,

使 日本的

经济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最高的速度不断发

展
。

到 年代
,

日本的经济实力显著增长
,

与美国的差距不断缩小
。

年 日本的国民

生产总值为美国的
,

年为美 国 的

玲
,

年为美国的 肠
,

年为美国的

肠 但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方面
,

日本已

超过美国
,

年 日本为 美元
,

美国为

美元 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

值的比重
,

年为 肠
,

年为
,

年为一 肠
,

估计 年将达到 肠
,

日

本商品的国际竟争力强
,

在对外贸易及国际

收支方面长期处于顺差的地位
,

外汇储备已

跃居世界第一
。

日本在海外的资 产 急 剧 增

长
,

自 年以来已取代美国
,

成为世界上

最大的债权国 这与美国国际经济地位的转

变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

总之
,

日本经济实力

的增长咄咄通人
,

发展势头看好 因此
,

在

日本有人已公开提出要取代美国
,

成为世界

经济的
“

火车头
” 。

但就综合国力而言
,

尽

管 日本具有许多长处
,

如教学质盈
、

技术工

艺的创造能力
、

经营能力
、

社会凝集力
、

军

事潜在力量
,

但也有一些明显的短处
,

如国

土狭窄
、

自然资源 眨乏
、

没有外交联盟
,

此

外由于历史上对外侵略所造成的民族隔阂以

及 日本对这个问题的顽固的错误态度
,

在科

研上缺乏抽象思维的能力
,

日本人 自己也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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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的
“

一流经济
、

三流政治
” 、

岛国狭隘心

理状态等
,

因此
,

日本不会是 世纪的超级

大国
, 仍然只能是多极世界中的一极

。

通过对近 年来 日益发展的世界经济

多极化趋势中形成的 极
,

即美国
、

苏联
、

欧共体和 日本的经济发展的现状和发

展趋势的分析
,

可以看出 它们分别仍然将

是 极格局中举足轻重的一极
,

在世界经济

中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和辐射力
,

但都又不可

能成为单独的领导力量
,

即世界 经 济 的 中

心
。

具体说来
,

美国在 极格局中仍居首要

地位
,

其国际经济地位相对于苏 联 有 所 提

高
,

但对欧共体和 日本的优势度将会缩小

苏联目前处境困难
,

举步维艰
,

但尚能维持

多极世界之一极的地位 日本异军突起
,

势

头通人
,

地位有所上升
,

但由于其经济
、

政

治的致命弱点
,

要想单独成为世界经济的中

心
,

恐怕力不从心 灰色的欧洲又重新披上

了绿装
,

声振大展
,

势不可挡
,

其实力和潜

力不可低估 总之
,

未来世界经济格局
,

将

以多极世界中的 极
,

即美
、

苏
、

欧共体和

日本 大经济中心相互依存
,

相互竞争
,

相

互争夺
,

共同发展为基本特征
,

并且这种多

极化趋势将会继续进行下去
,

每个极即每个

经济中心各有其特点
、

优势和劣势
,

它们之

间的力蟹对比将此消彼长
,

不断变化
,

但可

以肯定
,

任何一极欲取其余各极而代之
,

单

独一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世界经济 中 心 的 情

形
,

恐怕再也不会出现了
。

在世界经济 日益走向多极化 格 局 的 同

时
,

伴随着东西方冷战于 年代末的结束
,

各极之间发生经济冲突的可能性 大 大 增 加

了
。

在整个战后时期内
,

由于安全是压倒一

切的迫切间题
,

大西洋两岸和太平洋两岸的

经济争端显得不甚突出
。

美国同它的盟国
、

特别是联邦德国常常作些经济让步
,

以避免

危及它们的全球安全结构
。

因此
,

冷战政治

保护了西欧和 日本的经济的复苏和发展
‘

安

全保护体系
”

去掉之后
,

经济问题将接近于

成为全球议事 日程上的首要问题
。

各国的国

际地位将越来越决定于它们的经济实力而不

是军事能力
。

日本政治家石原慎太郎预言
,

“

世纪将是一个经济战世纪
” 。

只要不发

生世界性的战争
,

今后将是世界各国长期的

经济
、

科技和文化的较量
。

美
、

苏
、

欧共体

和 日本之间的贸易战
、

金融战
、

科技战将会

一幕幕地展开
,

竞争会更加激烈
,

也会有暂

时的协调
、

妥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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