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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经济形势恶化的症结何在?

方　旭　飞

　　主要观点　自 1998 年起, 阿根廷经济连续 3 年衰退。阿根廷经济形势恶化是由下列原因

造成的: 固定汇率制难以适应经济形势的变化; 沉重的债务负担引发的偿债危机造成金融动

荡; 经济结构脆弱, 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较差; 政局动荡导致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 围绕“零财

政赤字”计划进行的调整, 造成经济进一步紧缩, 形势急剧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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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1998 年起, 阿根廷经济连续 3 年衰退。尽

管德拉鲁阿政府在 1999 年年底上台后为重振经

济做出了种种努力, 但经济衰退的势头一直没有

被遏止。2001 年, 阿根廷经济形势继续恶化, 金融

市场连续发生大规模动荡, 最终酿成政治、经济和

社会的全面危机。作为拉美第 3 大经济体, 阿根廷

的危机影响了南共市及其他拉美国家经济的稳定

与发展, 并引起世界各国的密切关注。

在梅内姆执政时期, 阿根廷大力推行新自由

主义经济政策, 全面开放市场, 推进国有企业私有

化进程, 为克服长期居高不下的恶性通货膨胀, 还

实行了本国货币比索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

这些措施稳定了资本市场, 疏通了国际融资渠道,

使其经济在 90 年代获得较快发展。然而, 90 年代

中期以来, 这些经济政策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日益

凸显, 经济逐渐陷入衰退, 最终导致危机的发生。

笔者认为, 阿根廷经济形势的恶化是由下列

原因造成的。

(一) 固定汇率制难以适应经济形势的变化。

上世纪 90 年代初, 阿根廷政府把比索与美元1∶1

的固定汇率制作为反通胀和稳定经济的重要工

具, 有效抑制了高达 4 位数的通胀率, 促进了经济

的快速增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及国际环境的变

化, 固定汇率制越来越成为束缚经济发展的桎梏。

一是固定汇率制导致比索币值的高估, 大大削弱

了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 使阿根廷的出口贸易

受到严重打击。一般来说, 一个国家如果采用钉住

某一国货币的汇率政策, 必须满足一个前提条件,

即这个国家和钉住国的对外贸易必须有十分密切

的依赖关系。也就是说, 对钉住国的对外贸易必须

在该国对外贸易中占十分重要的份额。而阿根廷

对美国的出口仅占其出口总额的 12% , 大大低于

对巴西和欧盟的出口份额。阿根廷对区内贸易伙

伴的依赖性相当大, 仅对巴西的出口就占其出口

总额的 25% 以上。受 1994 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和

巴西金融动荡的冲击, 以及美元持续升值的影响,

阿根廷比索汇率实际一直高估 15% 左右。1990～

1999 年间, 阿根廷的出口额仅增长了 2 倍, 而进

口额却增长了 6. 5 倍。目前, 巴西货币雷亚尔已贬

值 30% 以上, 因此, 阿根廷无法依靠出口来拉动

经济的增长。二是固定汇率制不仅造成阿根廷出

口不振, 经济疲软, 而且极大地削弱了政府制定货

币政策的自主性, 使阿根廷无法像巴西或墨西哥

这些采用浮动汇率制的国家那样, 在应付经济放

缓时使用国际上惯用的货币政策, 而只能靠有限

的财政手段来挽回局面。德拉鲁阿政府上台后, 坚

持紧缩银根的政策, 从控制财政赤字入手, 压缩公

共福利和公务员的工资, 削减教育经费和退休职

工养老金, 以求实现财政平衡。然而, 这些短期应

急措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长期积累的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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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缩银根只能进一步抑制内需和生产的增长, 使

久衰不振的国内市场更加疲软。2000 年以来, 阿

根廷为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的

贷款而遵从其开出的经济改革“药方”, 也削弱了

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2001 年 6 月, 政府对固定

汇率制进行了调整, 实行双轨汇率制, 使比索同时

与美元和欧元挂钩。欧盟是阿根廷的主要贸易伙

伴之一, 因此双轨汇率制有利于扩大对欧盟的出

口。但双轨制也被看作是比索的变相贬值。因此,

政府宣布实行双轨制的决定后, 阿根廷金融市场

出现较大的波动。

(二)沉重的债务负担引发的偿债危机造成金

融动荡。阿根廷的外债数额巨大。截至 2000 年年

底外债总额已达 1 470 亿美元, 几乎占国内生产

总值的 50% , 为当年外汇收入的 4. 7 倍。在这种

情况下, 阿根廷银行资金周转不灵, 几乎丧失了清

偿债务的能力。政府依靠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

多边金融机构达成的 400 亿美元的“救援”贷款协

议, 才勉强渡过停止偿债的危险。与此同时, 资金

流入量逐年减少。2000 年阿根廷的外国直接投资

额为 50 亿美元。2001 年头 8 个月国内吸收的外

国直接投资比上年同期减少约 45%。同期, 外汇

储备减少了 100 亿美元。据阿根廷中央银行公布

的数据, 到 2001 年 11 月底为止, 阿根廷中央银行

的国际储备比年初又减少了 39%。由于出口不

振, 经济连年衰退, 政府税收持续下降, 财政赤字

非常严重。近 10 年来, 阿根廷实行了大规模私有

化改革, 而国家把大量私有化所得资金则用于维

持政府开支。由于阿根廷的政府部门十分庞大, 精

简机构难度很大, 执政联盟政府上台后, 虽在增加

税收和财政收入方面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 但在

减少财政开支方面几乎无所作为, 财政赤字居高

不下。2001 年 8 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零财政

赤字”为条件, 向阿根廷提供 80 亿美元的贷款。但

庞大的财政赤字积重难返,“零赤字”的目标落空。

2001 年下半年, 阿根廷外债总额为 1 320 多亿美

元, 绝大部分为政府债券。由于税收持续下降, 债

券价格下滑, 利率升高, 国家风险系数飚升, 外国

投资者对阿根廷的偿债能力失去信心。这些因素

造成阿根廷金融形势的进一步恶化。2001 年 11

月, 阿根廷政府不得不宣布债务重组的决定, 投资

者认定这项措施意味着阿根廷将拖延债务偿付,

引发了抛售阿根廷公债的狂潮。

(三) 经济结构脆弱, 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较

差。阿根廷的主要出口品是粮食、肉类和其他农产

品, 而工业制成品出口不到 1ö3, 具有一定资本和

技术密集型特征的机械和交通设备的出口只占出

口总额的 10% 左右。90 年代初, 阿根廷经济发展

形势良好, 但政府没有利用这一有利时机积极发

展高新科技, 以推动知识经济的发展。实行新自由

主义经济政策以后, 阿根廷没有从根本上改革经

济结构中的薄弱环节, 社会保险和医疗卫生保障

体系不能适应自由市场经济体制, 国家和企业不

堪重负; 缺乏弹性的劳动关系不利于雇主增加用

工; 高税率和高逃税率并存。这些因素形成了所谓

的“阿根廷成本”, 造成经济缺乏竞争力。在全球化

浪潮的冲击下, 属于弱势经济体的阿根廷, 不仅无

力同拥有资本和技术优势的发达国家相抗衡, 甚

至也不是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对手。即使在南共

市国家中, 阿根廷的工业也不能同伙伴国巴西相

竞争。近年来世界经济发展速度放慢, 初级产品价

格走低, 国际市场对阿根廷产品的需求减少, 再加

上一些国家对阿根廷农产品设置的贸易壁垒, 使

占出口总额 60% 的阿根廷农产品出口受到严重

冲击。

(四) 政局动荡导致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

(1)自 2000 年年底副总统阿尔瓦雷斯因政见分歧

辞职后, 执政联盟内部发生分裂, 经济政策的分歧

加大。 (2)在 2001 年 10 月 14 日的议会选举中执

政联盟惨遭失败, 反对党正义党在参议院获得绝

对多数, 拉蒙·普埃尔塔当选临时议长; 正义党在

众议院也夺回了头把交椅, 爱德华多·卡马尼奥

担任议长。由于副总统职位空缺, 参议院临时议长

成为实际上的副总统。正义党掌握了参、众两院的

控制权, 巩固了在国会中的地位, 加大了与政府在

各方面进行讨价还价的筹码, 从而使执政联盟处

于非常不利的地位。(3)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

发生变化。阿根廷实行联邦财政分成制, 财权控制

在中央政府手中, 由中央政府负责税收, 以财政分

成方式向各省政府拨款。实行改革以来, 很多公共

部门的管理下放到省政府一级, 省政府的开支显

著扩大, 中央政府与省政府在财政问题上的矛盾

日益凸显, 各省纷纷要求改变税收权力与财政开

支责任分离的不合理状况。国际 (下转第 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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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社会问题

2001 年, 尽管政府做出巨大努力, 但巴西的

贫困和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没有得到好转。由于社

会问题涉及面较广, 而且积重难返, 因而在短时期

内难以有较大的进展。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目前

巴西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达到 4 960 万 (人

均日收入不足 1 美元, 占巴西总人口的 30% )。官

方承认的数字为 2 000 万, 占总人口的 1ö8。此外,

据统计, 巴西 20% 的富有者的年收入为 20% 的最

贫困者收入的 25 倍。应指出的是, 本届卡多佐政

府自 1995 年以来十分重视社会领域的发展。在

1999 年制定的 2000～ 2007 年的多年发展计划

中, 社会领域的投资占计划总投资的 36%。该计

划特别重视教育, 尤其是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及

扫盲。针对阻碍教育质量发展的教师质量问题, 政

府制定了专门的多途径的教师培训计划。到 2007

年, 基础教育入学率将达到 100% , 接受中等教育

的学生人数将翻一番。此外, 专门制定了各种类型

的反贫困计划, 加大社会救济资金的投入, 更加重

视解决贫困和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政府对社会

问题的重视为 21 世纪解决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

奠定了基础。

四　中巴经贸关系

面对中国加入W TO 的形势, 2001 年巴西加

大对中国的出口贸易, 希望在未来的中国市场占

有一席之地。据巴西《商业报》报道, 2001 年 1～ 9

月巴西对中国的出口首次超过对日本的出口: 巴

西对中国的出口额为 15. 45 亿美元, 比 2000 年同

期增长 92%。与此同时, 中国对巴西的出口额下

降了 39. 53%。预计两国全年的贸易额将超过 30

亿美元。巴西主要向中国出口大豆、铁矿砂、汽车

及零配件。为扩大巴西的出口, 巴西政府将中国定

为未来主要出口市场之一, 并确定主要出口产品:

大豆、铁矿砂、鞋、牛肉、浓缩橙汁、纸张和纸浆、汽

车、飞机。2001 年 12 月, 巴西南里奥格兰德州派

企业家代表团访问中国, 2002 年将在上海举办巴

西经贸展览会, 大批巴西企业家将访问中国并开

拓中国的经贸市场。

(责任编辑　蔡同昌)
主要经济数据择自中国驻巴西使馆经商处网站: www. ch i2

naem baco. o rg. br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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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基金组织逼迫阿根廷政府进行地方政府的财

政改革, 这需要得到地方政府的配合与支持。而正

义党控制的 14 个省 (包括布宜诺斯艾利斯、科尔

多瓦和圣菲 3 个省) 要求共同参与管理政府和外

债谈判, 并对执政联盟政府的各项经济调整措施

设置障碍, 使阿根廷政府的调整政策难以顺利实

施。

(五)围绕“零财政赤字”计划进行的调整, 造

成经济进一步紧缩, 形势急剧恶化。2001 年 8 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阿根廷达成提供 80 亿美元

新贷款的协议。作为交换条件, 阿根廷政府承诺严

格执行“零财政赤字”计划。阿根廷为此不得不削

减工资和养老金, 减少地方政府财政支出, 使本来

就不景气的国民经济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由于

政府的税收连续减少 (2001 年 9～ 11 月连续 3 个

月下降 10% 以上) , 财政每月出现赤字, 致使“零

财政赤字”计划落空。在这种情况下, 投资者急于

抛出手中的股票, 金融市场再次出现动荡。 2001

年 11 月初, 阿根廷政府宣布重开债务谈判以后,

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对阿根廷的主权信贷

评级连降 3 级。11 月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拒绝

提前支付 12. 6 亿美元贷款。12 月初政府宣布限

制存款流失和资金外流的措施后, 银行发生挤兑

风潮。近日, 阿根廷又出台了 2002 年预算方案, 计

划削减开支 20% , 致使阿根廷的局势变得更加严

峻, 国内矛盾日益激化, 最终出现大规模的社会

动荡。　

(责任编辑　宋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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