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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  !年  月墨西哥债务危机

爆发以来
,

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形势
日趋恶化

,

颇受世人的关注
。

在过去 ∀ 年中
,

尽管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
、

西方工业国家
、

债权国银

行
、

以及债务国曾多方合作
,

试图

寻求解决债务问题的途径
,

但收效

甚微
。

停止或推迟还木付息的事件
日趋增多

,

债务总额不断扩大
,

到

��  #年底已突破 � 万亿 美 元 的 大

关
。

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材料预测
,

到今年年底
,

发展中国家的外债总

额将达 �
∃

!万亿美元
。

发展中国家债务形势有着下述

令人担忧的特点
%

第一
、

债务问题的全球化
。

 &

年代之前
,

发生债务问题的主要在
拉丁美洲

。

但迸人  & 年代
,

亚太和

非洲地区的债务形势也急剧恶化
。

据统计
,

到 � �  #年底
,

亚太地区的

债务总额达 !
,
∀ && 亿美元以 上

,

仅

次于拉丁美洲的 ∋
,
( &州乙美元 而 位

居世界第二
。

其中澳大利亚的外 债

为 ∀ ( #亿美元
、

南朝 鲜 为 )(& 亿 美

元
、

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均为 ∋ ∋ &  亿

美元
、

非律宾为! # #亿 美元
。

高 额

的外债使亚太地区每年支付利息就

达 �&& 多 亿美元
。

非洲地区的外债

到去年年底已达 �
,
 && 亿 美元

。

沉

重的外债负担
,

使一些债务国的经

济处于停滞或负增长的局面
。

第二
、

外债使用日 趋 非 生 产

化
。

#& 年代
,

发展中国家从国外筹

措的资金主要是用于经济建设
,

从

而使经济出现了快速的增长
,

随着

经济的高速增长
,

这些国家的偿还

能力也在不断提高
。

在� � ( ∋一 �� ( 

年间
,

外债很大部分继 续 用 于 投

资
,

对经济的发展还是有较大的促

进作用
,

同时也有小部分用来平衡

国际收支和弥补财 政 赤 字
。

但 从

� � ! 年到现在
,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的外债基本上用于清偿债务
一

与平衡

国际收支
,

形成借新渍还旧债的局

面
。

因此
,

外债的使用基木上已转

化为非生产性的
。

第三几要求延期还债
、

缓免利

息等重新安排债务的国 家 日益 增

乡
。
∀ &至 # &年代

,

虽然有些发展中国

家遇到债务困难
,

但在 �� ∀ #一 � � ( &

年间
,

只有 ( 个国家发 生 �( 次 要

求重新安排债务的事件
。

在 � � (∀一
� �  &年期间平均每年 ∀ 起

,

到 � �  �

年上升到�∋ 起
。

而到 � �  ∋年达到 ∋�

起
,

涉及 !� 个国家
。

� �  理年增加到

∋∀ 起
,

重新安排债务的数额达 �
,
� ∀&

亿美元
,

� �  ∀年又安排了∋∗ 起
,

金

额达 � ∋& 亿美元
。

第四
、

世界资金流向出现逆转

现象
,

即资金由发展中 国 家
“
倒

流
”
到发达国家

。

结果是一方而政

府部门从国外大量借人资金 , 另一

方面国内私人资金却源源流出
。

资

金外流的方法和途径包括非法银行

交易
、

逃汇
、

走私珠宝和商品等
。

自��  &年以来
,

沙 特 阿 拉 伯
、

伊

朗
、

黎巴嫩流出的私 人资金近 �
,

&& 。

亿美元
。

拉丁美洲的情 况 更 为 严

重
。

据估计
,

拉美国家在西方国家

银行里的私人存款竞达 +
,

 & & 亿 美
元

,

这个数字约为拉美国家所欠外

债总和的一半
。

世界最大债务国巴

西
,

� �  #年有�& 亿美元 的 资 木 外

流
,

而同年巴西的国际收支的资木

项目出现了创记录的 !
∃

∋亿美 元 的

逆差
。

位居世界第二大债务国的墨

西哥
,

自� �  &年以来
,

有∋ !,− 亿 美

元资金流往美国
。

另据世界银行统

计
,

从 � � ( �年到 ��  )年的 # 年中
,

阿根廷约有#& . 的借款 转到 了 国

外
。

委内瑞拉在这 # 年中的借款为

! ! �亿美元
,

而同期私人转移到国外

的资金却达 ! (。亿美元
。

从某种意义

上说
,

发展中国家沉重的债务负担

与其资金是一对共生体
。

第五
、

国际商业银行的新措施

—
呆账

。

今年以来
,

国际商业银

行将一些债务国的贷款列入呆账
,

即银行无法收回的贷款
。

它布把一

个国家所欠债务列为呆账
,

实际 上

就是宣布这个国家已丧失估用
,

无

偿债能力
,

该国将因此借不到新的

贷款
,

这对债务国来说是一 个沉屯

的打击
,

恶化 了债务国与债权银行

之间的矛盾
。

因此
,

国际商业银行

的新措施
,

无异干火 卜加力//
,

有可

能把这一形势推向白热化的阶段
。

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形势发生如

此巨大的变化
,

既加币了债务国木

已严重的债务问题
,

又是债务形势
进一步恶 化的反映

,

不仅对发展巾

国家
、

发达国家的经济带来严玉影

响
,

而且加剧了 0�+% 界经
’

济 的 脆 弱

性
。

一旦债务国经济崩溃
,

必将导

致全球性的金融
、

经济大凤潮
。

正

是从这种考虑出发
,

不仪发展中国

家积极要求解决旷 日持久的债务问

题 1 而且发达国家也认为有必要加

以解
2

决
。

所以
,

发展中国家债务问

题一直是有关国际会议讨论的 34’要

议题
。

早在 � �  ∀年 +5 ∗」汉城举行的第

)& 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年会上
,

关国财政部长贝克就卿提

出了缓和发展中国家债 务 问 题 的
“
贝克计划

” 。

但山于美6日几家主

要商业银行拒绝向债务国提供新贷

款
,

结果形成债权国
’于了责务�日

、

爪坛

权国银行与债务国之 间的严亚对峙

局势
,

致使
“
贝克7卜划

”
流产

。

今

年 � 月! � 仁4 至 +5 8+ + 「+了飞%华盛顿召

开的世界银行和国+斗」
1
货 币从金含/�织

第)! 届年会上
,

美国财长贝克再次

提出了新建议
,

主要内客是
%
「刚示

货币基金组织设 立一笔特别基金
,

以补偿债务国商品价格
一

卜跌
、

出 ��

额减少
、

利率 上升等 急外 9−0� 索的影

响 1 由国际金融机构和商业银行协

助债务国探索折价出伙从券
、

转债

权为股权等途径
。

不 可否认
,

贝克的新建议对减

轻日前的债务困难
、

缓和债务国的

一
泛 吸

一



去年遭到 # 次 袭击 的海滨度饭村

贝 ∃ 特专电夏日的傍晚
,

人们

坐在阳台上
,

欣赏西 边 碧 蓝 深湛

的地中海上落日的 余 辉
。

晚 霞 将

一片片金黄撒在波涌连 天 的 海 面

上
,

天边排红
,

波光闪烁
。

其景其

色
,

致人陶醉
。

渐渐地
,

一块天边

无际的黑布罩住了海面
,

浑浑然
,

黑黝的黎巴嫩群山已是灯火阑干
,

遍布山间的万家灯火忽闪忽亮
,

宛

若夜空中的繁星闪耀
。

切记 / 当你欣赏这诗画般自然

美景时
,

千万不要开灯
,

只能在幽

暗中自我陶醉
。

否则
,

你便可能成

为民兵狙击手的猎物
。

不知何时
,

会被横来的子弹打中
。

∀ 月的一天
,

贝鲁特东区基督

教一所小学的学生正在操场上追逐

玩耍
,

突然
,

远处飞来一颗炮弹
。

眨眼间
,

两名儿童倒在血泊中
。

年

仅  岁的女孩克琳娜穿着洁白如素

的纱裙
,

终于静静地躺在灵床上
。

要

知道
,

再过一天就是她的八周岁生

日
,

无情的炮弹却夺去 了 她 的 生

命
。

年轻的母亲在教堂葬礼上一次

又一次哭晕过去
,

送葬的人们成群

结队
,

个个泪湿衣襟
。

� !年来
,

有多少象克琳娜这样

天真烂漫的黎巴嫩少年儿童死于战

乱之中
。

在贝鲁特
,

至少有 # 万人

死亡
,

近 � : ∋ 的人被迫搬家
。

穆

斯林驱赶基督教徒
,

基 督 教 徒 挤

走穆斯林
。

贝鲁特被一分为二
,

变

成两个群体社会
。

绑架
、

抢劫
、

暗

杀和汽车炸弹爆炸事件几乎天天发

生
。

在外界人的想像里
,

战乱的贝

鲁特似乎充满了恐怖荒凉
。

但是
,

笔者常年住在这里
,

发现战乱中的

贝鲁特人追求生活
,

甚至出现 一些

畸形的 “繁荣
” 。

周末的夜晚
,

通往东贝鲁特山

区的盘山柏油公路上
,

一辆辆五颜

六色的小汽车头挤着车尾
,

蜿蜒向

本特刊约记者界朱飞

战火下的贝鲁特人

燃眉之急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

但并

非长远之计
。

因为贝克的新建议与

两年前的
“

贝克计划
”

并无实质上

的差别
,

因此
,

难以取得西方工业

国家主要商业银行的支持
。

而且
,

贝克的新建议把解决发展中国家债

务问题的责任推卸给国际金融组织

以及西方主要的商业银行
,

从而回

避了作为主要债权国的美国所应承

担的责任
。

此间观察家认为
,

任何解决发

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的根本方案都必

须有利于债务国经济的 调 整 与 发

展
,

有利于债务国人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
。

发达国家应该拆除贸易保护

主 义壁垒
,

积极开放和扩大国内市

场
,

允许债务国以其商品
、

劳务的

出口来偿还所欠债务
,

以贸易的发

展带动整个经济的发 �珑
,

/次而走出

一条外渍偿还的新路子
。

这要求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
、

世界银行
、

尤其

是西方债权国家要承担 较 多 的 责

任
,

以协调债权国与债权银行
、

债

权国与债务国
、

债权银行与债务国

的相互关系
。

从长期来看
,

必须打

破旧的国际经济格局
,

建立起一个

公平
、

合理
、

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

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一个

良好的外部环境
,

从而促进全球经

济的协调
、

平衡发展
。

只有这样
,

才能从根本上缓和或解决发展中国

家目前所面临的严峻债务问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