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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经济的发展

与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
Ξ

陈继勇　刘　威

　　摘要 :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知识经济的发展对美国、欧盟、日本、中国、拉美和非洲经

济带来了巨大变化 ,也给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带来了深刻影响 ,即以美国为

首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由于知识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 ,相互间的经济差距在不断

扩大 ;美、日、欧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随各自知识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不断微调 ,

但世界经济中的三极格局仍然存在 ;在科技水平不断提高的作用下 ,一些发展中大国或地

区 ,如中国、拉美地区的经济实力迅速提高 ,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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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经济格局是世界各国或国家集团间通过相

互影响和相互制约形成的一种世界经济结构。传统

的世界经济格局主要描述各类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

地位及其演变 ,如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 ,经济实力最

强 ,人均生活水平最高 ,对世界经济事务影响力最强

的美国、欧盟和日本三“极”之间的经济权力分配关

系是世界经济格局的主要内容。20 世纪 90 年代以

来 ,美国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带动了全球知识经济

的蓬勃发展 ,由于各国或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经济

实力和科技水平上的差距 ,各国的知识经济发展水

平和进度出现较大的差异。在知识经济发展水平各

异的前提下 ,各主要国家经济出现了不同的发展趋

势 ,各国之间在国际分工、贸易、金融和投资关系上

也发生了较大改变 ,它们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

也因此发生显著变化 ,世界经济正形成以知识经济

为基础的新的经济格局。

一、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强和
巩固了美国的国际经济地位

　　(一)美国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巩固和加强了其

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尽管美国一直是世界第一经

济强国。但 20 世纪 70 - 80 年代 ,受两次严重石油

危机的沉重打击以及经济周期等因素的影响 ,美国

几次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 ,国际经济地位受到经济

实力不断增强的日本、欧共体国家前所未有的挑战。

1991 年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 GDP) 比 1990 年下

降 017 % , GDP 缩减指数高达 319 % ;国民产出增长

率由 1975 - 1990 年的年均 218 %下降到 1991 年的

- 017 % ;而 1991 年世界第二经济强国 ———日本的

实际 GDP 增长率为 4 % , 国民产出增长率高达

418 % , ①与美国经济的差距正逐步缩小。

20 世纪 90 年代后美国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改

变了这一不利趋势。不断涌现的新技术和高科技产

业不仅给美国经济重新注入强劲的增长动力 ,而且

还拉大了美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差距 ,巩固和加强

了其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地位。首先 ,创新技术和

产品的不断出现刺激了美国国内和世界范围内消费

和投资需求的增加 ,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增长。

据估测 ,1990 - 2004 年美国 GDP 的增长有 40 %与创

新技术有关 , ②2004 年仅对信息技术产品和设备投

资的增加 ,对美国实际 GDP 增长的贡献率就高达

25 % ; ③2004 年美国实际 GDP 高达 1117335 万亿美

元 , ④占世界 GDP 总额的 2019 % ,远高于日本的

619 %。其次 ,创新技术对传统生产过程的改造 ,提

高了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和企业竞争力 ,使其国民产

出迅速增加。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IMF) 估算 ,创

新技术的应用使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从

1987 - 1996 年的 219 %上升到 1997 - 2006 年的

413 % , ⑤2004 年美国国民产出增长率比日本和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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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国家分别高出 118 个百分点和 214 个百分点。

(二)美国知识经济发展水平的领先加强了世界

各国对美国经济的依赖

11 科技水平的领先提高了美国在国际分工中

的地位

工业经济条件下的国际分工主要表现为 :以美

国、欧盟和日本为首的发达国家以资本密集型工业

为主导产业 ,发展中国家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

型产业为主导产业 ,进行国际分工。在这种分工格

局中 ,美国、欧盟和日本处于大致相等的地位。随着

美国新兴高科技产业的不断涌现 ,美国产业结构率

先调整、优化和升级 ,从而导致发达国家产业间又进

行了一次新的国际分工。科技水平的绝对领先使美

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提升至最顶端 ,美国以信息、

网络、生物等高科技产业为主 ,与日、欧等国的工业

制造业进行国际分工 ;随着信息和网络科技在世界

经济中的普及和应用 ,高科技产业对世界经济的影

响力越来越大 ,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先地位也越

来越巩固。

21 科技水平的领先加深了世界市场对美国经

济的依赖

首先 ,创新技术和高科技产业的不断涌现改变

了美国的出口贸易结构 ,使美国出口贸易出现强劲

增长。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以微软、思科、甲骨文

等为首的高科技企业出口贸易成为美国出口贸易结

构中增长最快的部分 ,各国对美国高科技产品的需

求持续上升 ,世界市场越来越离不开美国的高科技

产品。同时 ,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生产过程的技术

改造 ,使美国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生产成本

和产品价格不断降低 ,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重新拥有

强大的竞争力 ,对外出口也随之大幅增加。2004 年

美国出口贸易额高达 11 702 亿美元 , ⑥比 2003 年增

长 815 %。⑦其次 ,知识经济产生的“财富效应”促进

了美国进口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 ,增强了美国对世

界经济的辐射力。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随着人们

对高科技企业的日益关注和对高科技企业股票的不

断“吹捧”,以高科技企业为主要交易对象的美国纳

斯达克证券市场开始高速扩张 ,高科技企业股票价

格节节攀升。股票增值带来的“财富效应”迅速提高

了美国人的实际购买力 ,美国的进口需求也因此迅

速增加 ,2004 年美国进口贸易额高达 17 796 亿美

元 ,比 2003 年增长 919 %。而进口贸易的增加也意

味着美国对世界经济的辐射力在不断增强 ,一旦美

国的进口需求下降 ,世界经济将随之产生一系列连

锁负效应 ,如 2000 - 2001 年网络经济“泡沫”破灭带

来的美国股市危机和进口需求的降低 ,就曾使世界

经济一度走向衰退。

(三)新兴科技领域的实力对比决定了美国在未

来世界经济格局中的领先地位

21 世纪世界科技竞争的“主战场”是生命科学

领域 ,谁占领了该领域的制高点 ,谁就将占据世界经

济格局的最高点。在即将到来的新一轮生物技术革

命中 ,美国无疑再次走在最前面。目前美国在生物

芯片研发、干细胞及再生医学的研究及应用等领域

的技术水平居世界绝对领先地位。而全球生物技术

发展也已形成以下格局 :美国占据绝对优势 ,拥有世

界上约一半的生物技术公司和一半的生物技术专

利 ;欧盟和日本属于第二层次 ,各国政府都在调动企

业、学校等多方的生物技术和工程资源 ,积极建立强

大的生物技术基础研究基地 ;古巴、以色列、韩国、印

度等国处于第三层次。同时 ,美国始终领导着世界

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 ,并已形成了由联邦政府、州政

府、企业、科研机构和大学构成的联合研究开发的生

物产业生产机制。⑧发达的生物科技预示着美国在

未来的科技与经济发展中仍将保持领先增长的势

头 ,并将在 21 世纪初的国际竞争中保证其第一经济

强国的地位不动摇。

二、知识经济的发展与欧
盟国际经济地位的演变

　　(一)美国知识经济的迅速发展促进了欧盟科技

水平的提高 ,欧盟科技水平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仅

次于美国居第二位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作为一个整体 ,欧盟 15 国

的总体经济规模已经超过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单一

国家。但无论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欧盟 ,还是作为个

体的成员国 ,其经济增长速度与美国相比 ,都相对较

低 ,1995 - 2004 年美国年均 GDP 增长率为 3. 4 % ,而

同期欧盟年均 GDP 增长率却仅为 2. 0 % ,远低于美

国。在这种严峻形势下 ,欧盟开始重视和加快本地

知识经济的发展。首先 ,建立科技共同体 ,利用共同

力量加快欧盟知识经济的发展。其次 ,确立欧盟知

识经济的重点发展方向。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欧

盟制定了 1995 - 1998 年度《科研与技术发展规划》,

将大力发展信息和通讯技术定为欧盟科技发展的主

体 ;1998 - 2002 年度《科研与技术发展规划》又将生

命科学和系统、信息技术和可持续发展定为欧盟未

来三个重点研究领域。最后 ,鼓励成员国在欧盟总

体规划基础上制定各自的科研计划 ,增强科技实力。

如德国在 1997 - 2000 年制定了一系列有关信息、生

物和激光技术发展的专项计划 ,英国将通信、生物、

计算机应用定为 21 世纪科研开发的重点 ,法国则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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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 2015 年建成全国光纤网的科研计划 , ⑨在一系

列科研政策和规划的支持下 ,欧盟科技发展迅速 ,科

技水平已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
(二)欧盟较为雄厚的知识经济基础为欧盟的不

断扩大提供了现实保证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欧盟共进行了两轮扩大 :

第一轮是 1995 年奥地利、瑞典和芬兰的加入 ,欧盟

成员从 12 国增加到 15 国 ;第二轮是 2004 年波兰等

10 个中东欧国家的加入 ,欧盟成员从 15 国增加到

25 国。然而 ,欧盟这两轮扩大的意义存在重大区

别 :第一轮扩大中加盟的三国 ,经济发展高于欧盟平

均水平 ,其中芬兰在信息通信、IT 硬件领域的科技

水平非常高 ,三国的加入不仅使欧盟 GDP 总量与以

美国为核心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大体相当 ,保住了其

世界第一经济联盟的地位 ,而且还十分有利于欧盟

科技水平的整体提高。但是 ,在第二轮扩大中新加

盟的中东欧 10 国 ,经济发展和科技水平均低于欧盟

平均水平 ,这使得欧盟经济增长和科技发展极有可

能因为这些落后国家的加入而趋缓。然而 ,2004 年

东扩后的欧盟内部经济并未像人们预期的那样放慢

增长速度。相反 ,从欧元区、欧盟 25 国和欧盟原 15

个成员国 GDP 增长数据可以看出 ,欧盟东扩后经济

整体呈上升趋势 ,据欧盟官方统计 ,2004 年欧盟 25

国经济增长率从 2003 年 0. 9 %上升到 2. 5 % ,2005

年预计全年经济增长率将继续保持在 2. 3 %左右 , ⑩

其中 2004 年欧盟 10 个新成员国 GDP 的年均增长率

高达 5 % ,比 2003 年增加 1. 3 %。尤其是 2004 年第

2 季度欧盟原 15 国 ,欧盟 25 国的 GDP 规模增速最

为明显 ,分别达到 2. 3 %和 2. 4 % ,比第 1 季度分别

递增 0. 6 %和 0. 7 %。东扩后欧盟经济的稳定发展

与其发达的知识经济有很大关系 :首先 ,欧盟东扩不

仅使欧盟可利用的科技资源进一步增加 ,而且科技

发展的不平衡使欧盟内部的国际分工更加细化 ,欧

盟能够通过科技共同体对科技资源进行优化配置 ,

加快科技研发速度 ,促进欧盟经济的整体增长 ;其

次 ,技术的溢出效应和增长效应推动了欧盟经济的

整体上升 ,一方面欧盟内部市场的扩大为欧盟原成

员国高新技术产品贸易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和相对

域外经济体更优惠的贸易条件 ,另一方面新成员国

加入欧盟科技共同体后 ,借助欧盟整体力量获得了

比自己独立研发能得到的更多更先进的科学技术 ,

从而大大加快了本国经济的增长。

三、日本知识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失
误与日本国际经济地位的相对衰落

　　(一) 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知识经济发展战略的

重大失误使其持续 10 年的经济衰退 ,第二经济强国

的国际地位受到严峻挑战

20 世纪 70 年代日本一跃成为发达世界第二经

济强国 ,苏联解体后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但进

入 90 年代后日本却陷入长达 10 年的经济低迷。据

IMF 估测 ,1997 - 2006 年日本实际 GDP 年均增长率

预计将从 1987 - 1996 年的年均 3. 2 %下降到 0. 9 % ,

同期美国 GDP 的年均增长率则预计将从 2. 9 %上升

到 3. 4 % ;法国 GDP 的年均增长率预计将从 2 %上升

到 2. 5 % ,英国 GDP 的年均增长率预计将从 2. 4 %上

升到 2. 8 % ,在经济增长速度上均超过日本。而

1997 - 2006 年日本商品和服务进出口贸易的年均增

长率预计将分别仅为 2. 9 %和5. 7 % ,低于同期发达

国家进出口贸易的预期年均增长率 6. 1 % 和

5. 8 %。�λϖ不仅如此 ,日本海外资产拥有量也从 1997

年的 128. 73 兆日元下降到 2004 年的 86. 99 兆日元。

在国际贸易、金融、投资领域的发展颓势不仅使日本

与美国经济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 ,而且其世界第二

经济强国的地位也受到德、法、英等国的严峻挑战 ,

2004 年日本 GDP 占世界 GDP 总量的比重从 1990 年

的 7. 6 %下降到 6. 9 % ,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

重也从 1990 年的 8. 9 %下降到 5. 7 %。�λω

此次日本经济的持续衰退与其知识经济发展战

略的重大失误密切相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

主要利用从欧美等国引进和改造新技术提高自身科

技水平。这种技术使用模式虽然为日本节约了大量

科研成本 ,加快了日本科技对发达国家的赶超速度 ,

但却弱化了日本对基础学科的研究和自主创新能力

的培养。20 世纪 90 年代后 ,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第

二经济强国 ,他国的创新技术已无法满足日本对创

新技术的需求 ,日本开始进入自主创新的科技发展

阶段。但长期对他国技术的模仿使日本产生了技术

开发上的路径依赖问题 ,同时缺乏激励和保护科技

创新的市场机制、企业制度和社会文化 ,也使日本的

科技创新水平一直难以提高。

(二) 21 世纪初日本知识经济发展战略的重新

调整使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逐步回升

面对严峻的国际竞争形势 ,20 世纪 90 年代末

日本相继提出了以“科技创新立国”为指导的新发展

战略和以发展 IT 产业为核心的一系列产业发展计

划 ,并选择了 9 大类共 100 项将对 21 世纪日本产业

和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关键技术 ,进行重点支

持和发展 ;2003 年 7 月日本知识财产战略本科正式

制定了《创造、保护及应用知识产权推进计划》,开始

对日本创造知识财富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 ,而这些

都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日本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从

2003 年起日本的对外贸易、投资、就业均“止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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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2004 年日本 GDP 的增长率回升至 2. 6 % ,比

2000 - 2004 年的年均 GDP 增长率高出 1. 4 个百分

点 , �λξ同时 ,对外贸易也开始强劲增长 ,2004 年日本

进口、出口贸易总额分别比 2003 年增长 8. 9 %和

14. 4 %。�λψ日本经济的重新增长预示着其在世界经

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正逐步回升。

四、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利
于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提高

　　(一)世界范围内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中国经

济增长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首先 ,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升级带来

的制造业外移为中国引进外资提供了新的机遇。据

统计 ,由于发达国家制造业大量外移 ,2004 年仅中

国制造业就吸引外资项目 30 386 个 ,吸引合同外资

1 097. 4 亿美元 ,实际利用外资 430. 2 亿美元。�λζ其

次 ,中国丰富的智力资源以及政府采取的扶持高科

技发展的各项政策 ,吸引了发达国家众多高科技企

业到中国投资。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2004 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 �λ{2004 年外商直接投

资于中国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合同项

目有 1 622 个 ,合同金额 20. 2 亿美元 ;直接投资于科

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的合同项目有 629

个 ,合同金额 10. 1 亿美元。这些高科技企业在中国

投资产生的知识和技术外溢效应 ,不仅迅速提高了

中国的科技水平 ,而且无形中密切了中国经济与这

些企业所在国的经济联系 ,使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

中的地位和影响不断加强。
(二)世界范围内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中

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为包括中国经济在内的世界

经济增长提供了持久动力

世界范围内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中国政

府和企业对知识和技术投入的增加 ,并同时带动了

中国高科技研发和高科技产业的迅猛发展 ,2004 年

中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总额达 3 269. 7 亿美元 ,

其中出口额为 1 655. 4 亿美元 , 比 2003 年增长

50. 1 % ,占中国出口总额的 27. 9 % , 进口额为

1 614. 3亿美元 ,比 2003 年增长 35. 3 % ,占中国进口

总额的 28. 8 %。�λ|在中国高新技术产业不断发展及

其对传统产业积极改造的情况下 ,中国产品的国际

竞争力逐年提高 ,在世界市场上的影响力也不断增

强。据瑞士国际管理学院的国际竞争力排名显示 ,

近年来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持续上升 ,2004 年中国的

国际竞争力已跃居世界第 24 位 ,比 2003 年上升了 5

位。�λ}而随着产品竞争力的增强 ,中国对外贸易规模

也迅速扩大 , 2004 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高达

11 548亿美元 ,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领域内除美国以外的又

一个“经济增长引擎”:首先中国不断增加的进口需

求使各国经济增长对中国经济的依赖不断上升。其

次对外直接投资的逐年增加使中国经济的影响范围

不断扩大 ,截至 2004 年 ,中国累计外商直接投资
(FDI)总额达到 370 亿美元 ,占全球 FDI存量 (81 969

亿美元)的 0. 45 % ,而 1990 年中国 FDI 累计总额和

在全球 FDI存量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仅为 25 亿美元

和0. 14 %。�λ∼

五、知识经济的发展对拉美
国家国际经济地位的影响

　　(一)美国知识经济的迅速发展间接影响了拉美

国家经济地位的变化

20 世纪 90 年代初 ,美国高科技产业的迅速崛

起使其开始逐步将国内的电信、服务、金融等产业向

他国转移。由于拉美是美国的后院地区 ,与美国有

密切的经济联系 ,因而成为此次美国产业转移的主

要接受国 ;在美国 FDI的带动下 ,拉美国家成为世界

经济中接受 FDI 最多的地区之一 , 据联合国对

1988 - 2003 年世界各地区 FDI 流入指数的测算 , �µυ

1988 - 1990 年拉美地区 FDI 流入指数仅为 0. 90 ,到

1991 - 1999 年这一指数已经急升到 1. 60。

2000 - 2001 年美国网络经济泡沫的破灭带来的

进口需求的急速下降 ,使以美国为主要出口对象的

拉美国家出口急剧下降 ,贸易逆差迅速上升。由于

无法通过出口获得足够的外汇保证国内汇率市场的

稳定 ,从 2001 年起 ,以阿根廷为代表的拉美各国相

继发生金融危机 ,持续恶化的金融形势使拉美各国

的对外贸易和投资受到较大影响。据 IMF 估测 ,

1997 - 2006 年拉美地区出口的年均增长率预计仅为

7. 3 % ,比 1987 - 1996 年下降了 3. 6 个百分点 , �µϖ 其

占世界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也从 1997 年的 4. 4 %下

降到 2004 年的 4. 2 %。�µω

2003 - 2004 年 ,随着美国信息、网络和其他新兴

产业的逐步复苏 ,拉美经济开始走出困境 ,2004 年

拉美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首次实现贸易顺差 51. 8

亿美元。�µξ此次拉美经济的强劲复苏 ,一方面是因为

美国信息经济强劲复苏带来的进口需求增加 ,有力

地促进了拉美地区出口贸易的增长 ;另一方面是由

于拉美长期实施的对外开放政策 ,带来了大量先进

科技和管理技术 ,有效地带动了拉美地区电信、制

造、金融、能源和交通运输等部门的蓬勃发展 ,并为

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做出了巨

大贡献。
(二)拉美自身知识经济发展的局限直接阻碍了

拉美国家国际经济地位的回升

221



首先 ,拉美知识经济发展战略的失误直接导致

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一直较低。长期以来 ,拉美

各国科技研发资金的分配存在较大偏差 :多数国家

将科研资金集中于初级产品和与初级产品有关的部

门的科技研发 ,如自然资源与农业部门 ,而较少将资

金用于工业制造和高新技术领域的研发。这不仅使

拉美各国在国际生产价值链分工中始终位于低附加

价值一端 ,而且使拉美各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交往

始终存在不平等交换 ,拉美进出口贸易的增长速度

也因此慢于发达国家。其次 ,科技发展的不平衡阻

碍了拉美科技一体化进程 ,减缓了拉美知识经济的

发展速度。由于政治现实、经济实力、自然资源禀

赋、文化环境的不同 ,拉美各国的科研水平和科技重

心存在较大差异 ,如生物科技、航空航天等高科技产

业 ,至今没有实现科技一体化。由于拉美各国经济

实力和研发能力普遍低于发达国家 ,很难独自拿出

大量研发资金进行科技创新 ,因而在这种无法利用

整体力量共同发展科技的情况下 ,拉美各国知识经

济的发展速度相当缓慢 ,直接阻碍了拉美国家国际

经济地位的回升。

六、世界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对非
洲国家国际经济地位的复杂影响

　　(一)发达国家知识经济的发展间接促进了非洲

经济的较快增长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新一轮产业调整中 ,以美国、

法国、德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将其国内淘汰了的部

分制造业和服务业转移到非洲 ,带动了非洲各国进

行新一轮的产业调整 ———从以前的以农业为主的产

业结构升级到以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 ,

据联合国对非洲 GDP 分布的调查 ,2000 年非洲制造

业 GDP 占总 GDP 的比重从 1980 年的 8. 7 %上升到

13. 2 % ,服务业 GDP 的比重从 1980 年的 38. 7 %上升

到 53. 7 %。�µψ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使非洲经济开始

向好的趋势发展 ,1990 - 2000 年非洲实际 GDP 的年

均增长率达到 2. 5 % ,比 1980 - 1990 年的年均增长

率提高了 0. 9 个百分点 , �µζ而 2004 年非洲实际 GDP

的增长率高达 5. 1 % ;此外 ,1997 - 2006 年非洲进

口、出口贸易的年均增长率将分别达到 6. 3 %和

5. 1 % ,比 1987 - 1996 年的年均增长率分别高出 3. 2

个百分点和 1. 3 个百分点 ; �µ{同时 ,非洲的对外债务

也逐年减少 ,2004 年仅为 1 162 亿美元 ,比 1997 年减

少了 1 042 亿美元。�µ|

(二)非洲科技水平的落后使非洲在经济增长的

同时 ,国际经济地位却逐年下降

首先 ,科技研发能力的落后 ,使非洲难以生产出

附加价值高的高科技产品。产出水平的落后使非洲

GDP的增长速度始终慢于发达国家 , GDP 值在世界

GDP总量中的比重也随之逐年下降 ,据 IMF 统计 ,

1990 年非洲 GDP 在世界 GDP 总量中的比重为

4. 1 % ,在发展中国家 GDP 总量中的比重为 11. 8 % ,

而 2004 年这二者分别下降到 3. 3 %和 7. 2 %。

其次 ,科技普及和应用水平的落后带来的产品

竞争力的低下 ,使非洲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地位依然

很低。第一 ,虽然非洲出口贸易规模增长较快 ,但出

口金额在世界出口总金额中的比重十分低。1990 -

2003 年非洲出口贸易总额在世界出口贸易总额中

的比重基本保持在 2～3 %之间 ,且呈逐年下降的趋

势 , �µ}2004 年非洲出口贸易额也仅占世界商品和服

务出口贸易总额的 2. 2 % ,占发展中国家商品和服

务出口贸易总额的 7. 2 %。�µ∼第二 ,非洲进口规模的

增长速度也较慢。1990 - 2003 年非洲进口额在世界

进口总额中的比重一直为 2～3 % ,整体也呈下降趋

势 ,2004 年非洲进口额为 1 796 亿美元 , �νυ 仅占世界

进口总额的 1. 9 %。

最后 ,科技设施和人力资源的缺乏使非洲难以

有效吸引科技投资的流入。据统计 ,2004 年净流入

非洲的金融资本仅为 66 亿美元 ,在发展中国家引资

总量中仅占 6. 7 % ,比 1991 年的流入量还减少 28 亿

美元。�νϖ同时 ,科技水平的落后使长期困扰非洲经济

发展的贫穷和落后问题始终难以解决 ,从而使非洲

在国际投资领域中的地位一直很低 ,截至 2004 年 ,

非洲 FDI 流出存量仅为 395 亿美元 ,占世界 FDI 流

出总存量的 0. 48 %。�νω

七、结束语

综上所述 ,在世界知识经济发展浪潮的推动下 ,

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第一 ,发达国家

与发展中国家由于知识经济发展水平 (尤其是应用

科技水平)的不平衡 ,相互之间的经济实力差距在不

断扩大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格局

中的地位和影响力相对上升 ,而以非洲为代表的大

多数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影响力则不断下

降。第二 ,美、日、欧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

始终随着各自知识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不断微调。

20 世纪 90 年代初 ,美国率先发展知识经济 ,经济发

展在发达国家中一枝独秀 ,在世界经济格局中 (相对

欧盟和日本)的经济影响不断增强 ,但 21 世纪初 ,随

着欧、日等国知识经济的较快发展 ,美国与欧、日等

国间的经济和科研水平差距又在逐步缩小。日本由

于在 20 世纪 90 年代忽视了科技自主创新和基础科

技研究 ,导致日本经济与美国及欧盟经济出现越来

越大的差距 ,并使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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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 ;但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末起 ,随着日本实行以促

进 IT技术发展为核心的科技发展计划 ,日本的国际

竞争力与影响力有很大回升。欧盟作为一个整体 ,

在科技共同体和成员国政府的支持下 ,注意利用整

体力量促进成员国经济对美国经济的追赶。由于三

者都是世界上知识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 ,因此

三者的综合实力与其他国家相比仍保持着较大优

势 ,而这也意味着世界经济中的三“极”格局仍然存

在。第三 ,在科学技术不断提高的作用下 ,部分发展

中大国或地区 ,如中国、拉美地区经济实力迅速提

高 ,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并有

成为世界新的一极的趋势。由此可见 ,知识经济的

快速发展正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无论是

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巨大的机遇与挑

战。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 ,只有正视知识经济

的挑战 ,抓住机遇 ,坚定不移地促进本国或本地区知

识经济的发展 ,强调自主创新 ,才能在知识经济发展

的浪潮中缩小与发达国家间的经济与科技差距 ,并

在世界经济格局中逐步提高自身的地位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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