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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一

位著名的阿根廷经济学家
。

他曾先后担

任阿根廷财政部长
、

农业和财政问题顾问
、

中央银行总裁
、

拉丁美洲经济社会计划研 究

所所长
、

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秘书长
、

联合国

贸发会议秘书长
、

联合国特别顾问及经社理

事 会副秘书长
,

现任拉美经 委 会理 论 刊 物

《拉美经委会评论 》主编
。

∗ + .∗ 年荣获第三

世界经济和社会研究基金会颁发的
“

第三世

界基金奖
” 。

普雷维什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

作了大量的深入研究
,

在此基础上发表了一

系列具有重要影响的著作和论文
。

∗ + / +年
,

他主笔著名的拉美经委会宣言
,

题为 《拉丁

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 问题 》
,

以后
,

他

在《拉美经委会评论 》杂志上和贸发会议上

作了大量论文和报告
,

其中包括 《欠发达国

家的贸易政策 》
、

《关于拉丁美洲动态开发

政策的探索 》
、
《走向旨在发展的新贸易政

策》
、

《变革与发展

—
拉丁美洲的伟大任

务》
、

《外围资本主义
、

危机和演变》等等
。

普雪维什的经济思想在发展中国家
,

尤

其在拉丁美洲国家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

他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
、

贸易发展道路的主

张受到拉美国家的推崇
,

业长期被这些国家

作为工贸发展政策的指导思想
。

普雷维什在长期研究中形成了独具一格

的发展理论体系
。

在他的理论体系中
,

国际

曳易作为他研究发展问题的出发点而据重要

龟位
。

从总体上看
,

普雷维什试图通过考察

享利益不均的本质
、

原因以及发展中国家为

改变这种利益不均应采取的措施
,

从而为发

展中国家的工业和经济发展提供一条政策依

据
。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贸易中分

一
、

普 , 维什的
“

中心

—
外围

”

论

“

中心

—
外围

”

论是普雷维什理论的基

本点
。

他对西方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进行

了有力批判
,

摈弃了
“

贸易 利 益 共 享
”

的 观

点
,

揭露了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平等性
,

提出了发展中国家改变 自身地位 的 发 展 道

路
。

普雷维什这一理论的基本内容是
0

∗
1

国际经济不是由同质的国民经 济组

成的
,

而是由中心部份和外围部份这样一种

两元结构所构成
。

在这一结构中作为
“

中心

部份
”

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起了主导作用
2

而作为
“

外围部份
”

的发展中国家只是起到了

辅助作用
。

该结构的特点
、

职能及相互关系

均符合
“

中心
”

的利益
,

而忽视
“

外围
”

的利

益
。

国际经济两元结构的
“

中心
”

与
“

外围
”

之

所以利益分享不均
,

最主要的就是技术进步

的国际传播受到限制和成果分配不均
。

由干

历史原因
,

技术发明通常首先在中心国家发

生
,

然后逐渐向外围国家传播
。

但是
,

由于

发达国家将主要技术限制在中心国家内
,

以

阻止外围国家的工业化
,

因而使外围国家仅

能够 向中心国家提供初级产品
,

而难以使它

们具备向中心国家提供制成品的能力
。

这样
,

由于技术发明的国际传播受阻
,

“

中心
”

和
“

外围
”

形成了制成品和初级产品专



业生产者和出 口者 处于主导地位的中心国

家
,

凭借自己的技术和经济优势
,

一 方面压

低初级产品的价格
,

另一方面又阻碍制成品

价格的下降幅度
,

从而制成品与初级产品的

价格剪刀 差口益扩大
,

发 展中国家的经济受

到严重不利彩响
。

与此同时
,

由于初级产品

的需求弹性一般偏低
,

初级产品出 口 的扩大

受到中心国家需求增长相对缓慢的制约
,

加

之中心国家又实行保护主义政策
,

从而使发

展中国家难 以达到扩大出口的效果
。

3
1

外围国家应通过实行进 口替 代 发 展

工业化
,

从而把两元结构中外围部分的工业

化叱率提高到同中心部份相同的水平
。

正因为发展中国家在与发达国家的经济

关 系中处于上述境地
,

普雷维什认为发展中

国家有必要实行进 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政策
。

在初级产品出口和进口替代工业化的选

择 上
,

普雷维什提出了这样一个重要问题
,

即当初级产品出口扩大导致价格下跌时
,

如

何对待生产资源 4 是利用这些资源进一步扩

大出口
,

还是用于 国内 消费工 业 生 产 4 对

此
,

他的基本论点是
,

进 口替代会引起生产

成本高于进口成本而使收入受到损失
。

如果

初级产品出口价格下跌所造成的出口收入损

失低于这种损失
,

那末
,

仍 以扩大初级产品

出 口为更有利
。

但如果两者损失相当
,

就应

该选择工业化道路
。

普雷维什认为
0

通过有节制有选择的保

护玫策所建立起米的进 口替代能够达到以下

重要的效果
0

�∗− 由于外围国家对中心 国家制成品需

求的收入弹性高
,

而中心国家对外围国家初

级产 1钻需求的收入弹性低
,

外围国家通过 自

身工业发展
,

有助于纠正受外部制约的发展

倾向
。

�3 − 将生产资源迅速转至工业生产
,

从

而履过进 口替代生产有可能阻止贸易条件恶

化的趋势
。

普雷维什认为外围国家为实施进口 替代

而采取的保护贸易政策与中心国家的保护政

策
,

有 泞实质 5的汉 别
。

中心国家的保护政

策使
“

中心
”

和
“

外围
”

国家间需求的收入弹性

差异进一步扩大
、

而外围国家的保护贸易政

策倾 向于使这种差异缩小
。

为此
,

对于外围

国家来说
,

将外围国家工业化比率提高至与

中心国家相同的比例是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

期
,

而实行保护贸易是这一过渡时期的必要

条件
。

二
、

普曾维什学说的发展变化

战后
,

除香港地区为一特殊外
,

65 乎所

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政策的主流是进

口替代工业化
。

因此
,

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

基本上接近普雷维什的设 想
。

自六十年代初

以后
,

普雷维什关于工

—
贸发展战略的政

策主张经历 了重要的变化
,

他指出了
“

内向

发展模式
”

的缺点
,

主张开始采取向
“

中心
”

出口制成品的政策
。

普雷维什学说变化 的原 因在于
0

∗
1

五十年代末
,

东南亚一些国 家 和 地

区在消费品进 口替代基本完成
、

经济增 长速

度逐渐放慢的情况下
,

开始转向消费品出口

替代
,

从而在六十年代 重新获得经济高速增

长
。

相比之下
,

拉美国家则在完成了淤费品

进口替代后转入了资本品进 口替代
,

而由于

创办这些工业
“

更复杂
、

更困难
” ,

因此
,

这

些 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慢
。

对此
,

普

雷维什意识到采取鼓励制成 品 出 口势
一

在必

行
。

3
1

整个 六十年代
,

资本主义国 家经 济

结构的调整
,

国际贸易和支付体系
,

世界经

济的改革
,

为发展中国家发展制成品出口提

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和机会
。

普雷维什建议采取这样一些措施发展制

成品出口

∗1 要通过削减关税来纠正过多 的保护

倾向
,

同时有选择地对某些部门实行出口补

贴
,

以抵消与中心国家 全间 产 品 成才 的爹



美 中 贸 易

�一九八四年一 月至十二月 −

’。 7。. 8年 不同
,

」。别年是美中贸易开展以来最好的一年
。

双边贸易从 ∗ + . 盯卜令人沮 丧的

连坎四年的低潮上升到 9+ . /年将近 : ∗亿美元的空 前的新高潮
。

∗+ . /年 ∗3 月美国对中国的出 口

是 ∗+ . ,年以来的最高水准
,

这个月的双边贸易额达 :
·

∗ 8亿美元
。

这是美中贸易第一次在仅仅

一个月中超过 : 亿美元的记录
。

虽然
,

打破记录的贸易总额值得令人注意
,

但美中贸易中还有好些其他方面使 ∗+ . /年成

为不寻常的一年
。

在以往的几年中
,

庞大的双边贸易额主要是 由于美国农产品的大量输 出
。

∗ +创年破记录的贸易总额中 �包括美国农产品出口 :
1

∗;亿美元在内−农产品仅 占已公布的: ∗亿

美元的 ∗, <
。

对比之下
,

∗ + . ,年贸易总额33 亿美元中
,

农产品 占/ : <
,

是美国与中国农产品

贸易的全盛时期
。

∗+ . 3年贸易总额为 ∗ ;亿美元
,

其中农产品占3 +
6

场
,

是美国农产 品销售在美

国商品输出中占优势的最后一年
。

与 ∗+ .。
、

∗ + .∗ 以及 ∗ + . 3年不同
,

那时农产品占美国对中国出 口额的;, < 以上
,

而 ∗+ . /年

美国对中国的出 口 中非农产品却占. 衅石
。

出 口商品增加 的范围遍及机械和设备方面
,

农业化

学品
、

木材以及仪器等方面的增长也较快
。

因而
,

∗ + . /年美国的出 口贸易情况 比过去拥有更

广阔的基础
。

1

还值得注意的是
,

在 ∗ + . /年下半年美国对中国每月的出口都增长很快并稳定不变
。

从而

使美国在 ∗ + .凌年上半年的贸易赤字从 8
1

+亿美
,

元
,

下降到年底的 :
,

, ; ,万美元
。

这使美中贸易

自∗+ = = 年以来取得 的最大的平衡
。

化学品
、

机动车
、

切煤机
、

采矿机
、

钻井机以及人造树脂
、

橡胶
、

办公用 机 械
、

计 算

机
、

纺纱
、

织物 �所有以上商品比 ∗+ . 8年增加一倍或一倍以上 −等商品对中国的出口获得较快

的增长
,

从而使美国对中国的整个出 口在 ∗ + . /年有听增长
。

∗+ . /年美国对中国的化肥销售也

上升;+ < 2
小麦上升 ; 3 < 2 工业机械上升

一

8 , < 2 科学仪器上升 3遗< 2 发电设备上升 3: <
。

∗ +. /年中国还购买了将近 3
1

/ 亿美元的内燃机机车及翻斗车
。

美国从中国进口 的商品仍 然以非农产品为主
,

其 中主要是服装和纺织品
。

这两类商品共

占美国 ∗+ .、年从中国进口 商品的 / 3 <
。

石油产品的进 口价值为 8
1

= 2 ∗ 亿美元
,

依然是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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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一过分的关税不仅损害工 业 生

产
,

而且对
一

初级产品出口也有不利影响
” 。

3
·

建立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区域 性 共

同市场
,

为扩大制成品出口提 供市场保证
。

一

普雷维什在近期经济学说中
,

一方面呼

褥改革旧的国际经济秩序
,

同时逐渐将注意

力转移到
2 >发展中国家 0勺部经济结构和分配

结钩的研究
。

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发展

的关键在于 自身分配结构的政策
。

普雷维什

还认为
,

由于历史条件
、

基础及现状不同
,

发展中国家不应依葫芦画瓢地模仿发达国家

的发展方式
,

而应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选择

介适 的发展政策
,

以有效地推动本国经济发

9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