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达 国 家在集 团 化 中处 于 主 导地位
,

它们 是主 要得 益者
。

发展 中

国家在 资金
、

贫 易和 市场 等方 面 处 于 更 复杂的 竞 争中
, 当 然 也有一 些

机会是可 以 抓住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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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集团化对发展 中国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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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始终是世界经济界的一大

话题
。

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加速发展的形势又会给发

展中国家带来什么影响呢 对此人们议论颇多
,

亦喜

亦忧
,

总的来说经济集团化可能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的

挑战大于机会
。

目前
,

欧洲统一大市场的进程在加

快 , 北美自由贸易区逐渐向南延伸
,

最终欲将建立起

整个美洲 自由贸易区 日本也在亚太地区加紧营造以

它为主导的“ 经济圈 ”。

有人估计
,

在下世纪 中叶之

前
,

世界将形成欧洲
、

美洲和亚太三大经济集团
。

严峻的挑战

在经济集团化趋势下
,

国际资本集中流向集团内

发达国家
,

从而加剧发展中国家的资金短缺
。

这是发

展中国家首先面临的挑战
。

西方跨国公 司为 了在北美

和欧洲集团形成之前抢占有利地盘和市场
,

它们竟相

在这些地区投资设厂
。

例如
,

年
, 日本直接投

资净额的 流向北美
,

流向欧洲 美国直接

投资净额 中流入欧洲和加拿大的占 欧共体约

的投资流人本地区和北美地区
。

尽管各集团内

一些发展 中国家外资也有增加
,

但其他多数发展 中国

家流人的外资呈下降趋势
。

在贸易和市场方面
,

发展 中国家也受到强烈 冲

击
。

经济集团将对外实行一定的排他性政策
,

限制发

展中国家商品进入其市场
。

目前尚难以全面估计欧洲

大市场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政策的排他性有多大
,

但

它们无疑将实行旨在鼓励使用当地原材料和在本地进

行加工生产的“原产地规则 ”等政策
。

例如
,

根据欧共

体和美国的原产地规则
,

某产品的当地产值含量比率

须达到一定的标准
,

否则
,

这些在当地加工或组装的

产品在大市场或自由区出售时就将被看作外来产品
,

要实行配额或征税
。

据报
,

美国政府正在拟议的 《北

美自由贸易协定 》中
,

还有更苛刻的规定
。

在这种情

况下
,

发展中国家对欧洲和北美地区的半成品出 口将

灵量减少
。

更严重的是
,

跨国公司会把生产基地从发

展 中国家迁到欧洲和北美国家
,

在集团内进行产品生

产的全过程
。

此外
,

北美和西欧将凭借集团力量
,

向发展中国

家施加压力
,

要它们开放市场
。

美国等已在劳务贸

易
、

农产品贸易
、

知识产权
、

反倾销关税和抵消关税

等方面抢先制定规则
,

并以此作为框架向关贸总协定

谈判各方施加压力
,

这不仅使多边贸易谈判更难取得

进展
,

而且还使发展中国家在谈判中处境艰难
。

经济集团化将导致市场竟争进一步加剧
,

这使得

在技术
、

资金
、

信息等方面力量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处

于不利的地位
。

集团内企业加强了产品设计
、

生产
,

包装
、

运输
、

销售以及售后服务等方面的工作
,

而且

各国经济协调发展
,

有助于增强集团内落后国家和地

区产品的竟争力
,

这对外部国家的同类产品形成新的

竞争压力
。

慎得注意的是
,

国际竞争格局可能由各国

之间的竞争变为经济集团之间的竟争
,

这将是更高层

次
、

更加复杂和深刻的较量
。

这样的竟争虽可促使发

展中国家按照国际市场的变化加速调整产业结构
,

提

高经济技术水平
,

使产品向深加工
、

高质量
、

多品种

和多功能的方向发展
,

但是多数发展中国家缺乏竞争

手段和能力
,

因此竟争形势对它们来说是十分严峻

的
。

最后
,

经济集团化趋势最终将导致南北差距进一

步扩大
,

而且南方国家之间进一步分化
。

发达国家在

经济集团化趋势中处于主导地位
,

它们无疑将是集团

化的主要得益者
。

在发展 中国家之间
,

参与集团化程

度较高的国家经济发展较快
,

而被集团化遗忘的非洲

大陆和其它一些发展中国家处境最困难
,

两者的经济

差距将拉大
。

由于上述情况
,

加上发达国家对发展中

国家采取区别对待的策略
,

发展 中国家更难形成一个

强有力的整体
,

南南合作难以取得进展
。

机会不能错过

脚

娜

经济集团化当然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一定的有利

因素
,

主要是集团内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本集团内生

产分工和经济合作
,

获得 了经济发展的一些机会
。

第一
,

集团化为发展 中国家出口提供 了一定的机

会
。

在区域集团内
,

逐步消除了一些阻碍生产要素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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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流动的障碍
,

使资源得到更有效的配置和使用
,

有

助于降低成本
、

提高经济效益和生产率
。

各集团在经

济发展中增大了内需和市场容量
,

集团整体和内部贸

易量将增加
,

与集团外国家的贸易也可能会扩大
。

因

此
,

集团内的发展 中国家的出口无疑将增加
。

譬如墨

西哥加入“ 北美 自由贸易区 ”后
,

商品可 直接流入美

国
。

第二
,

集团内或与集团有优惠贸易关系的发展中

国家可望得到较多的外国直接投资
。

由于担心经济集

团的排他性
,

为了在其形成之前抢占市场
,

西方跨国

公司纷纷向这些地区大量增加投资
,

以使自己的企业

将来可 自由进入大的共同市场
,

并享受自由贸易协定

规定的种种优惠待遇
。

目前
,

美
、

日
、

欧竟相向墨西

哥进行直接投资
。

年外商在墨西哥投资净额为

亿美元
。

据估计
,

今后 年内进人墨西哥的外资

将高达 亿美元
。

年以来
,

日本向亚洲“ 四

小 ”和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平均每年分别增长 和
,

近 年 日本对它们的投资超过前 年的投

资总和
。

此外
,

在欧共体享有贸易优惠待遇的地中海

和签署 《洛美协定 》的发展 中国家也可能获得新的投

资机会
。

第三
,

集团内发达国家将传统产业和失去竞争优

势的产业转移到发展 中国家
,

客观上将促进发展中国

家的产业升级和产品换代
。

例如
,

拟议中的 《北美自

由贸易协定 》达成并生效之后
,

会有许多从事劳动密

集型和低技术型产品生产的工厂和生产零部件工厂从

美国和加拿大向墨西哥转移
,

有助于加快墨西哥的工

业化进程
。

第四
,

集团内的南北关系将会得到一定的改善
。

经济集团化趋势使区域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

相互依存
,

经济关系更为密切
。

从未来经济集团发展

的长远利益考虑
,

发达国家不得不重视改善区域内南

北关系
,

重视改善区域内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
,

使

它们的经济水平有一定的提高
,

以适应区域内经济合

作的需要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
。

因此
,

在某些

问题上
,

发达国家可能作出让步
。

例如
,

在布什提出

的 《美洲事业提议 》中
,

把改善在拉美的投资条件和

减轻拉美债务负担作为该计划的主要支柱
,

包括向拉

美国家提供贷款
,

以排除国际直接投资的障碍
。

日本

也增加 了对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和贷

款
,

以改善它们的投资环境
。

集团化趋势使区域内发

展 中国家在外援
、

投资
、

技术转让和市场等方面得到

一定的利益
。

当然
,

发达国家作出的让步是有限的
,

条们
“

也是苛刻的
,

它们合作的目的是为了保持南北经

济差距而不是缩小这一差距
,

它们转移的产业和技术

是相对落后的
。

要使南北关系进一步改善并提高发展

中国家的经济地位
,

主要还是靠发展中国家的努力和

斗争
。

年 月
,

苏联最高苏维

埃和苏联部长会议作出利用外国资

本建立合资企业的决定
。

年多过

去了
,

苏联的合资企业 目前处于一

种什么状况呢了

据报道
,

在苏联登记注册的合

资企业已有 多家
,

但实际开

工生产和开始营业的合资企业尚不

到 家
,

而且职工人数不足

人的小企业 占了
,

大型合资

企业容客无几
。

在这些合资企业 中

生产型工业企业 占
,

其余多

集中在饭店
、

旅游
、

交通运输
、

广

告
、

饮食等行业
。

今年第一季度苏

联合资企 业 的 总产值为 亿 卢

布
。

在苏联已开工的合资企业中共

有职工 万人
,

其中苏联职工

为 万人
。

合资企业产品在苏联国内市场

销售的主要有计算机
、

小汽车
、

皮

鞋
、

化妆品等
,

今年第一季度共收

苏联合资企业

一 瞥

黎 方

粉

人 亿卢布
。

但在外贸方面合资

企业逆差很大
,

以今年第一季度为

例
,

出 口 额为 亿卢布
,

进 口 额

为 亿卢布
。

合资企业的出口商

品主要是鱼和海产品
、

木材
、

化肥
、

石油及其制品
、

有色金属等
,

机器和

设备的出 口额极少
。

进 口商品则主要

是计算机及其配件
、

设备与机器
、

运

输工具
、

日用必需品等
。

据经济学家们分析
,

影响外国资
本来苏联投资的因素是多方而蔽 其

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苏联政局持续动荡

和经济形势每况愈下
,

外商感到在苏

联投资风险太大
,

就是已经投资的

外商对进一步扩大投资也不积极
。

其次
,

苏联大部分地区基础设

施差
,

投资软环境不好
。

合资企业

多数挤在莫斯科
、

列宁格勒等几个

中心城 市里
,

要找到生产场地十分

困难
。

加之苏联有些主管部门官潦

积习难改
,

办事拖拉
、

也使外商十

分头痛
。

与此同时一些外国投资者损人

利己的做法也已引起苏联舆论的不

满
。

如有的外商把在本国无法生存

的严重污染企业搬到苏联来
,

被苏

联 舆论 指责为“ 生态帝 国主 义 侵

略 ”。

还有的外商带来的是已经被

淘汰的设备和工艺
,

并在苏联推销

那些落后的产品
。

更为严重的是
,

有的外商参与苏联“影子经济 ”的非

法活动
,

倒卖外汇
、

走私
、

逃税等

等
,

使苏联本来就已十分混乱的经

济秩序愈加混乱
。

日 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