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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中国家债务危机的基本原因
杨 亚 非

战后
,

发展中国家为 了推动本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

都把对外举债作为筹措外汇资金

的重要途径
,

以弥补大规模经济建设中的资金不足
,

以此作为加速经济发展和起飞的重

要手段
。

但是
,

相当一部分国家的初衷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

反而愈来愈 陷 入 债 务

危机的深渊
,

给本国经济的发展造成 了极大的障碍
。

当前
,

我国正在通过积极地引进外

资
,

加速国民经济的发展
,

而鉴于发展 中国家产生债务危机 的教训
,

很有必要对导致发

展中国家债务危机 的原因有个清 醒的认识
。

形成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决不是偶然 的
,

纵观来看
,

大致有以下几个基本原因

一
、

从 历史的渊源
一

来看
,

债务危机是长期以来国际经济旧秩序的统治所造成的
,

是

发展 中国家还没有摆脱旧的政治
、

经济体制的束缚所诱发的
。

今天
,

发展中国家虽然都纷纷取得 了政治独立
,

但发达国家凭借其资本和技术方面

的优势
,

利用不合理 的国际分工仍然在剥削着发展中国家
,

向它们转嫁经济危机
,

造成

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情况的长期恶化
。

首先
,

发达国家在经济持续增长时
,

通过大量输

出借贷资本
,

谋取高领利息收入 其次
,

通过不平等的贸易条件压低发展中国家债务国

的出 口收入
,

造成发展中国家偿债能力的降低
,

贸 易条件恶化
,

对外负债加剧 另外
,

发

达资本主义国家当经济危机来临时又抬高利率向债务国转嫁危机
,

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

穆称务负担 日益沉重
。

据统计
, “”年发展中国家的外债 已高达 “ “ 亿美元

,

约 占其国

内生产总值的一半
,

为当年出 口收入 总额的一倍半
。

日前
,

发展 中国家不得不每年举债

多亿美元来偿还债务
。

匕
、

国际资本市场的紧缩
,

进一步加重 了发展 中国家的还本付息的 困难
。

战后
,

五十到六十年代
,

由于资本主义国际借贷市场上利率较稳定
,

国际资本市场

游资较多
,

不少发展中国家为了加快本国国民经济发展
,

采取了吸收大量外资发展经济

的 “借债发展战略 ” 。

但是
,

至从进入七十年代以来
,

由于 年和 年的两次石油

危机
,

国际资本市场开始收缩
,

一些发达 国家开始采取紧缩政策
,

减少货币供应
,

提高

利率和设置贸易障碍
。

国际商业银行在经济持续滞胀 的条件下
,

也趋向于紧缩放款
。

在

进入八十年 代以来
,

又出现官方发放的援助和优惠贷款缩减的局面
。

而在这一时期 , 发

展中国家为了继续为实施 的发展计划项 目筹措资金
,

同时
,

为 了举新债
,

即使是在国际

收支逆差的条件下
,

面对着许多国家和国际金融信贷机构的贷款缩减
,

已不能满足急剧

增加的资金需要的状况
,

便不得不越来越多地去国际私人借贷资本 市 场 上 借债
,

不得

不以更高的利率从商业银行借款
,

致使还本付息的负担 日益沉重
。

三
、

国际资本市场利率的提高
,

使清偿的债息加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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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至八十年代以来
,

美国率先实行紧缩银根
,

推行高利率的货息

政策
,

使美元利率猛涨
。

美国长期债务的实际利率 即名义利率减去通 货 膨 胀 率 从

增长到
。

从而导致了贷款昂贵以及使已借出的贷款利率提高
,

带动了国际金融

市 汤利率的普遍上升
。

在 年墨西哥债务危机爆发前
,

西方七个主要发达国家的短期

资本 的平均名义利率
,

由 年的 上升到 年的 长期资本的平均名义

利书由 年的 上升到 年的
。

这就大大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债务国支付

利 急的负担
。

从近年的情况看
,

至 年以来
,

由于各国通货膨胀呈上升趋势
,

年

各国中央银行 也都普遍调高了利率
,

短期利率由 年的 上升到 年的

长期利率邮 上升到 从具体国家的情况看
,

年西方七国的长期利 率
,

关国为
, 日本为

,

西德为
,

法国为
,

意大利为
,

英 国 为
,

加拿大为
。

西方 国 家高利率政策的实施
,

使债务利息的支付成为发展中

国家债务国的沉重负担
。

他们为了偿还加重 了的债息
,

不得不举借更多的新债
,

陷入 了

债务危机的恶性循环
。

据世界银行估计
,

如呆利率每调高一个百分点
,

每年债务国 总 计

要多支付 亿美元的利息
。

据统计
,

仅在 一 年间
,

由于美国利率的提 高
,

拉

美国家就多付了 亿美元 的 利 息
。

正是 西方金融市场利率的调高
,

使发展中国家债务

国的债务负担邀增
,

偿债能力剧降
,

国际收支 面临严重的危机
。

由此
,

发展中国家不得

不实行紧缩政策
,

推迟发展计划
,

严格限制进 口 ,

造成了经济增长减缓
,

对 外 贸 易 车

振巾 外汇储备短缺等经济问题
。

‘

另外
,

至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后
,

发展中国家债务国的负债中浮动利率债务比重 指

长期债务余额中俘动利率债务余额所占的比重 逐步加大
,

使债息加重
。

根据世界银行

嵘世界债务表 一 》的资料显 示
,

年
,

个重债国浮动利率债务比重平均为

⑩
,

其中 委 内瑞拉
,

阿根廷
,

智利 , 墨西哥
,

巴西

弱
, ,

南斯垃夫沁
,

非律宾
。

浮动利率比重的增大
,

必然导致了债务国债

息员担的急剧加重
,

无形中吞食了发展中国家大量的出 口收入
,

使债务 国的经常项目收

文状况更加恶化
。

四
、

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对发展 中国象 出口 已造成重大障碍
,

使大批发展 中国

熟的债务国的出口 急剧下降
,

从 而影响了外汇收入
,

国际收支经常项 目逆差急剧增加
,

通成外债还本付息的偿还能力大大下 降

进入八十年代
,

在世界经济危机和经济衰退的笼罩下
,

发达国家为了转 嫁 经 济危

机
,

普遍加强 了贸易保护主 义
。

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出 口商品更难以进入它们的市场 ,

一方面国际商品市场上非石油初级产品价格大幅度下降
。

。年到 年
,

初 级 产 品

的实际价格下降了招
,

其中食品类及金属矿石类产品价格下降了 左右
,

农产品原

料类价格下降了大约阳
。

仅 年一年
,

初级产品价格指数就下降了
。

当前
,

随

着发达国家经济的高技术化和第三产业的扩大
,

对初级产品的需求愈来愈少
,

结果导致

勿级产品价格下跌更趋严重
,

使发展中国家还债还更加困难
。

据统计
,

发达国家的保护

主义措施使发展中国家仅在 一 年间
,

每年就损失了 亿美元
。

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日益加强的贸易保护主义
,

使发展中国家债务国本来可以得

到的出 口收入大大减少 、 尤其丧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又
、

美国于 年通过了《 综合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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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法 》
,

标志着关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强化和美国贸易政策的重大变化
,

使美国这一世界

主要市场的壁垒重重
、

发达国家的区域性经济贸易集团正 在不断的出现
。

欧洲共同

体将于 年形成内部统一大市场
,

美国和加拿大缔造 了自由贸易协定
,

这些又都将大

大阻碍发展中国家商品进入世界主要市场
、

发达国家的保护主义不仅仅局限于关税

璧垒
,

目前更多的是采用非关税壁垒的手段来阻止发展中国家商品进入市场
。

据关贸总

协定统计
,

发达国家非关税壁垒措施 已从七十年代未的 种增加到八十年 代 后 半 期

的 。多种
。

纺织品和服装是发展中国家最大宗的出 口 产品
,

占对发达国家出 口 的 以

上
,

而在发达国家进 口的诸多商品中
,

它所受到数量限额的影响最大
、

发达国家对

发展中国家重债国采取了有针对性的严厉 的贸易限告措施
。

除上面提到的纺 织 和 服 装

外
,

例如
,

日本
、

美国
、

欧共体对钢铁进 口 的限制
,

极大影响了南朝鲜
、

巴西
、

墨西哥

的钢铁出 口
。

欧洲
、

日本
、

美国对食糖进 口 的限制
,

打击了拉美国家和非律宾的传统产

品出 口
。

日本
、

欧共体对牛肉进 口 的限制
,

使阿根廷的出 口受到极大的损 失
。

由此 可

见
,

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 义对发展中国家的出 口增长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
,

极大影响了

它们的出 口创汇
,

在很大程度上加重 了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
。

五
、

发展中国家一系列的经济发展政策的失误是造成巨额债务形成和累积的重要原

因

首先是制定外债战略的指导思想和方针的失误
。

战后
,

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独

立后
,

也迫切要求发展民族经济
,

制定了高速度的经济发展方针
。

由于计划过于庞大
,

脱离了本国的实际
,

不 顾国家的财力
、

物力和人力等方百的限制
,

盲目从事大工程的建

设和投资
、

从而造成支出过大
,

不得不用外债来弥补赤字
,

而利用外资又没有实施积极

谨慎的外债战略
,

以致债务累积加速
。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正是由于片面依赖外债来维持

或发展本国经济
,

结果使外债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
,

外债额与出 口值之比都远远超过

了国际公认的债务危机临界指标
。

仅以 年当时国际债务开始爆发时期的情况为例
。

重债国阿根廷的上述指标分别为 和 巴西分别为拐 和
,

智利分别为

和 墨西哥分别为 和 , 菲律宾分别为叻 和 等
。

正是 由于

当初债务国轻率的借款政策加上西方商业银行轻率的贷款行为
,

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债

务危机一直持续到今天仍未见有实质性的缓解
,

外债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己升至

年的
。

其次
,

对外债缺乏宏观上的控制和统一管理
。

债务国大量举债后
,

没有根据

偿债额
、

投资额
、

偿债期限
、

外汇储备情况
、

项 目周期及出 口创汇率等情况
,

从经济发

展的高层次上多视角地综合考虑和制定外债使用与偿还战略
。

许多发展中国家对外债的

举借和管理
,

在宏观上失控
。

盲 目地大量举债
,

常常出现顾此失彼
、 “借新债还旧债 ”

的被动局面
。

而且外债政策没有与国内其它相关政策相配套
。

不少国家的统计
、

监督等

制度也不健全
。

没有把外债政策置于整个国家经济政策的一个有机部分
。

没有制订很好

的金融政策
,

造成 了金融投机
。

各种金融机构到处借款
,

从事套利活动
,

而政府又没有

将这些资金引入国民经济生 产部门
,

造成债务膨胀
,

外债管理失控
,

加重 了债务负担
。

另外
,

对引进的外债使用不 当
,

投资政策存在着失误
。

许多国家借款用于本国建设项 目

时
,

由于管理跟不上
,

资金使用发挥不 了应有 的经济效益
。

大量引进的外资并未使投资

率增加
, 又未能将借来的外资充分用于出 口创汇

,

出 口产品的竞争能力也较差
。

还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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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部分外债根本不是用
,

在发展经济
、

进行生产投资和生产资料的进 口上
,

而是盲 目的

过量地进 口耐用消费品和奢侈品
,

实行不合理的消费 目标
,

没有注重必要的积累
。

有的

国家甚至用于支付宠大的军费开支上
。

如阿根廷
,

年
,

仅进 口军事设备一项就耗资颐

亿美元
。

追究其宗
,

在这些 国家的投资计划中原本就没有将相当比例的外债用于发

展出 口上
,

因而形成不 了应有 的偿债能力
,

仅是靠借债来维持国内经济平衡
,

靠增加外

债的办债来弥补日益扩大的国际收支逆差
。

由此
,

这些国家既没有很好地制订面向市场

出 口的工业政策
,

也没有很好地实施面向国内市场的进 口替代的工业方针
。

再加上一些

国家管理混乱
,

常常出现资金滥用
、

浪费
、

贪污
、

盗窃等现象
。

由于上述原因
,

从而 导

致 了外债中投资率低
,

偿债能力下跌和外债的持续增长
。

六
、

发展 中国家的资金向发达国家倒流的现象日趋严重
,

这是形成巨额债务的直接

原 因

所谓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倒流
,

指的是一方面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净流入 额 不 断 减

少
,

另一方面 以支付利息
、

利润等形式从发展中国家流出的资金不断增加
,

流出逐渐大于

流入
,

从而发生资金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
,

主要是债权国的 “ 净转移 ” 。

年起
,

由于发展 中国家外债负担加剧
,

沉重的还本付息负担导致了严重的资金倒 流 现 象
。

这

样
,

发展 中国家不得不 在国内资金缺乏的情况下
,

把 自己的部分储备资金以利息支付的
形 转移到工业发达国家

。
。 年至 年累计倒流资金高达 亿美元 , 年 平 均 头

亿美元
。

如拉美国家
,

从 年起
,

每年平均有 亿美元倒流到国外
,

约 相 当 于

这些国家出 口的
。

另外
,

在资金倒流中
,

还存在着一个人为的因素
,

即 “ 资 金 外

逃 ” 。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
,

当存款于外国银行的得益高于在国内投资或存入本国银行的

收益时
,

就 出现了资金迅速外流的现象
。

这也是没有制订有效的外汇管理政策的结果
。

由于落后的政治
、

经济体制的作用
,

许多发展 中国家在生产关系方面
,

前资本主义成份

仍 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

因此一些发展中国家引进的相当一部分资金实际为少数权贵所垄

断
,

构成 了资本外逃的基础
,

成为引进的外资得不到合理有效利用的根源
。

据摩根信托

银行《 世界金融市场 》 年 月号资料显示 年到 年这 年中间
,

从 个发展

中国家 大部分是被世界银行列为的重债国 外逃的资本达 亿美元
,

相当于 同期这

些国家所借入外债的一半
。

其中中南美各国外逃的资本估计约为 一 亿美元
。

拿

累积债务问题最严重的墨西哥来说
,

据统计
,

一 年期间
,

其外逃资本约为 。

亿美元
,

如没有资本外逃情况
,

它在 年的累积债务余额就不是 亿美元
,

而是挂。

亿美元
。

年
,

巴西的累积债务余额将不是 亿美元
,

而是 亿美元
。

阿根廷将

不是 亿美元
,

而是 亿美元
。

七
、

商业银行贷款和私人债务的急剧增长促使了发展 中国家外债膨胀迅速加快
。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
,

发展中国家对国际金融市场和商业银行的依赖性 日益加深
。

七

十年代时
,

在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总额中
,

商业银行的借款 占其外债总额比重只有
,

年则猛增到
。

一 年
,

发展 中国家的净流入资金约增长了 倍
,

而商业

银行贷款增长 了 倍
。

一 年发展中国家 与商业银行的资金往来则增长了 倍
。

年拉美国家对商业银行 的借款 占其外债总额比重高达到
。

从世界银行《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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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裕自如地采取应变措施
,

避免出现被动局面
。

还可 以举出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在无产

阶级统一战线实践中的功能
,

这里仅 以上述十项为限
。

仅此即可见其对无产阶级统一战

线事业的巨大推动作用
。

它是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锐利思想武器
,

是无产阶 级 战 胜 敌

人
、

克服困难
,

夺取胜利的伟大法宝
。

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的上述种种功能
,

综合起来
,

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发挥了巨大

的作用
,

’

促使无产阶级的统战事业成为世界性的事业
、

历 史性的事业
。

在全世界无产阶

级解放运动中
,

不论在哪一种历 史环境
,

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对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事

业都起着巨大的能动作用
。

在无产阶级政治家手中
,

它是认识无产阶级解放运动规律的

政治科学
,

又可 以转化为政治斗争的艺术
。

它一旦被群众所掌握
,

就成为调动千千万万

群众同心同德地改造世界的伟大精神力量
,

并转化为物质力量
,

从而创造出改造社会
、

改

造 自然的人间奇迹
。

以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指导中国的统一战线实践为

例
,

建党时
,

中国共产党只有五十几名党员
,

几个共产主义小组
,

面对帝国主义
、

封建

主 义
、

官僚资本主 义的反动联盟的压迫和 国家四分五裂的局面
。

但是
,

中国共产党运用

了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
,

制定了一整套统一战线的路线
、

方针
、

政策
,

展开了持续几十

年的统一战线工作
,

组织了千千万万的民众
,

调动了浩浩荡荡的革命和建设大军
,

在很短

的时间内
,

取得了民族解放战争
、

民主革命
、

社会主义革命
、

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伟
大 胜利

,

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
。

马克思主义的统战理论通过指导 中国无产裔级

统一战线实践
,

对中国社会的历 史巨变真正发挥了一门社会科学的伟大作用
。

这个典型

的历 史现象
,

集中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对于无产阶级统战事业的伟大能动

作用
。

从宏观历 史运动的角度看
,

无产 阶级的统战事业不是 孤立的事业
,

它是全世界无产

阶吸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

承担着解放全人类的历 史使命
,

它联合
、

团结了最广大

的人民群众
。

如此宏伟
、

复杂
、

多变的社会历 史运动
,

没有科学理论作 指导
,

它就不会

持久地巩 固下去
,

不会坚持正确的方向
,

不会由低级 阶段发展到高级阶段
,

不能充分发

挥 自身的社会动能
。

正是 在这个意义上
,

我们可以说
,

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统战理论
,

也就

不会有成功的无产阶级统一战线事业
。

有一种观点
,

认为搞统一战线
,

主要是靠实干
、

靠经验
,

统战理论只是一种摆设
,

不值得过分强调
,

这是一种经验主义的偏见
,

是以虚

无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统战理论
。

这种观点是应当纠正 的
。

应当充分认识马克

思主义统战理论对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
。

作者单位 山 西社会主 义学院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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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表 一 》的统计看
,

拉美各国私人债务所占比重是极高的
,

委内瑞拉竟达到

”
,

墨哥西是 ⑩
,

阿根廷是
。

在以拉美国家为主的 个重债国中
,

私

人债务所古比重超过 的国家达
。

由此可见
,

重债国的借债大部分是 源 于 债 权

国的民间商业银行的放债资金
。

另据世界银行的统计
,

年发 展 中 国家 长期债务的

亿美元 中
,

其中私人债务达 亿美元
,

公共债务为 。。亿美元
。

商 业 银行贷款

和私人债务比重 的上升
,

意味着发展 中国家大举借债的利率增高
,

偿还期缩短
,

这就更

加剧 了发展中国家外债的膨胀
。

作者单位 广 西社会科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