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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的现状与前景

李艳君

自 年秋墨西哥 宣布无 为偿还 到期债务

触发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以 来
,

债务问题一 直

困扰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
,

并且 对世界经

济产生了不容忽视 的影响
,

引起国际社会的严

重关注
。

一
、

现状

近 两年
,

发展 中国家的债务问题 又 出现了

浙的危机势头
,

其严 重性主 要表现在以下诸方

面

第一
,

债务总额持续膨胀
,

利 息 负 担加

,
。

根据世界银行 《 世界债 务 表 》 公 布 的数

字
,

截止 年底
,

发展 中国家 的债务总额已

达到 亿美元
,

而 年和 年的债务

总额分别为 亿美元 和 亿 美元
。

估计

年 增至 万亿美元
。

其 中拉美 地 区的

负债总额已超过 亿美元
,

非洲国家也高达

亿美元
。

巴西
、

墨西哥
、

阿根廷 年到

期的本息分 别达到 亿美元
、

亿美元和

亿美元
。

第二
,

债务增长的同时
,

经济增长率和出

口收人增长率却在下降
。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统计
,

发展 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
,

其经 济增长

率从 年的 下降到 年的
,

大

大低于债务的增幅
,

而 出口 增 长 率 年是
一 ,

比 年的 一 还 低
。

第三
,

债务占出 口收人及国民生产总值的

比重逐年上升
,

偿债比率不断提高
,

外债清偿能

力恶化
。

据 年世界发展报告统计
,

年发

展中国家债务 占出口 收入 的比重
、

债务 占国民

生产总 值 的比重分别为
、 ,

年分别上升为
、 。

偿债比率也

是逐年提高
,

年是
,

年则上升为
,

估计 年将高达
。

而 中等收入

的石油输 出国
,

以及人均收入 低的非洲国家的

偿债率更高达 以 上
,

大大超 出了国际 上公

认的 一 的风险线
。

年 月
,

巴西

政府宣布不定期停付欠国外商业银行 劝 亿美

元的中长期债务利息
,

并决定冻结大约 亿

美元短期债务的偿付
。

接着秘 鲁
、

科特迪瓦和

苏丹等国也相继陷入 无 力支付债 务 利 息 的困

境
。

到 目前为止
,

不 能如期偿付债务的国家已

达 多个
。

二
、

原因

发展 中国家债务危机加深
,

究其原 因
,

主

要在于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
。

首先
,

世界经济 自 年代危机之后
,

经济

恢复缓慢乏力
,

一直处于不景气的低速发展之

中
。

近两年
,

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加剧
,

美

元汇率下跌
,

使发展 中国家贸易 条 件 日 益恶

化
,

外汇收入锐减
。

由于长期殖民统治的后果
,

目前
,

许 多发

展 中国家总的说来仍然是国际 市场初级产 品的

供应者
。

这种经济结构的脆弱性以及对发达国

家的依赖
,

使发展 中国家不可避免地受发达国

家经济的影响
。

近几年
,

发达国家经济呆滞
,

持续缓慢增长
,

加紧 了对产业结构的调整
,

同

时
,

新技术革命和 贸易保 护主 义盛行
,

致使初

级产 品的世界市场 日益缩小
,

发展 中国家 出口

严重萎缩
。

年初级产 品价格连续几年下跌

后已降到 年代大萧条时的水平
。

以 负债最多

的拉美国家为例
,

它们出口 的初级产 品除少数

几种价格有所提高外
,

几乎全部下跌
。

其 中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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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降
,

石油下降 一
,

玉 米 下降
,

棉花下降
。

仅石油跌价就使多西

哥 出口 收入减少
、

委 内瑞拉减少 边
、

厄瓜 多尔减少
。

拉美出口 商品的贸易比

价六年来已累计下降了
。

这意味着拉美国

家 出口 同等数量的产 品现在要比六年前少收入

。 的外汇
,

仅此一 项拉美国家每年就减少收

入 。多亿美元
。

外汇 收入锐减
,

大大降低了发

展 中国家 的偿债能力
。

而 年 以来
,

美元汇率

不断下浮使 出口 收入 的购买 力下降
,

贸易条件

进 一 步恶化
,

更加剧了发展 中国家 的债务负担
。

其次
,

国际金融机构和商业银行对发展中

国家的贷款
,

以及官方发展援助
,

由于上述一

系列因素的作用而减少或 停 滞 不 前
。

据

年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 的 一 份 调 查 报 告

说
,

到 年 月 底 止 的 一 年里
,

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发放的新贷款是 亿美元
,

而

土一年度是 亿美元
,

年达到 亿美

元
,

是它发放贷款最多的一年
。

该组织累计贷

款净额由 年度的 亿美元减少到 年

度的 。亿美元
。

而商业银行在债务危机 的 阴

影 下 也 减 少 了 向 发 展 中国家提供新贷款
。

据经合组织最近公布的数字
,

商业银行 向发展

中国家提供 的贷款从 年的 亿美元 降 至

年的 亿美元
。

其中短期贷款 的 比 重
‘

增

大
。

发展 中国家不断以短期债务支付到期的长

期债务本息
,

形成了债务支付的恶性循环
,

此

外
,

官力发展援助一直停滞不前
,

多数发达国

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大大低于占其国民生产

总值 的指标
。

发展 中国家外部资金来源的

减少
,

影响了它们的经济发展
,

从而降低了偿

债能力
。

第三
,

发展中国家资金外流现象严重
。

一

方面流入发展 中国家的资金减少
,

另一方面许

多负债国又不得不用有限资金 偿 还 外 债
。

仅

年
,

发展 中国家支付的外债本 息 就 高 达

亿美元
。

庞大的还本付息额促使资金流向

发生逆转
。

据统计
,

年
,

资金从发展 中国家

净流入发达国家 亿美元
,

年达到 亿

美元
。

其中拉美地区净流 出的资金就 达 亿

美元
。

资金匠乏
,

影响发展 中国家 经 济 的 增

长
,

导致生产停滞
,

失业上升
,

出口 萎缩
,

债

务增加
。

也使发展中国家为适应变化 了的世界

经济形势而普遍面临的经济调整任务更难以实

现
。

三
、

前景

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
,

已经不仅是 资金

流动的问题
,

而是带根本性的清偿能力不足的

问题
。

加之 当前的国际经济环境又不具备使债

务国增强偿还债务能力
,

债务危机大幅减轻的

条件
,

因此
,

对发展中国家债务 问题的前景不

容乐观
。

历时 年的债务危机
,

看 来还要持续

下去
,

并将长期化
。

第一
,

面对发展中国家日趋深化的债务危

机
,

发达国家虽然已经意识到当今世界各国经

济相互依赖性加强
,

为了切身利益
,

它们不得

不正视现实
。

一年来
,

仑们作 出了一 些较为积

极的举动
,

如对个别债务国增加官方贷款或赠

款
,

对非洲重债国债务实行部分减免
,

等等
。

但是
,

这一切也只是暂缓一 些债务国的债务危

机
,

而对于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巨 额债务
,

无异

于杯水车薪‘

第二
,

在解决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的过程

中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起着重要作

用
。

它们对某些重债国的货款支持有助于缓解

发展 中国家在短期中出现的某些风险
。

年

月初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

第 届年会
,

在债务问题的讨论中
,

世界银行

提 出
·

的增资 一 亿美元和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增加结构调整基金的针划得到所有与会者的

同意
。

如果增资计划得到实现
,

将提高两个国

际金融组织的贷款能力
,

起到帮助债务国减轻

债务负担
,

促进其经钱发展 的作用
。

但是
,

年 月中句以来 , 西方股票市场价格的暴跌
,

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是一个沉重的打 冲
,

许

多经济学家预测经济衰退将提前到来
。

而美国

的投资在两个国际金 融组织中的比例最大
,

因

此 , 增资计划能否兑现 ,
难以抱乐观态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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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 “ 以发展促偿债 ” 是一条切实可行

的方针
。

但是
,

今后几年发展中国家要达到经

济高增长的 目标
,

比 以 往 更 为不 易
。

因为发

展中国家的经济前景
,

严重依赖国际经济环境

和工 业国家的经济增长
。

西方股票 市 价 的 暴

跌
,

一 方面它是近 几年工 业 国经济滞缓乏力
,

生要工 业 国外部失衡严重
,

美元不断贬值
,

以

及发展国家债务危机和资金倒流所显示 出来的

南北经济失衡等一 系列因素作用的结果
,

另一

方面也是西方经济前途不祥 的一个预示
。

国内

外一 些经济 学家预测
,

西方低速经济增长将更

加放慢
,

美元汇 率进 一 步下跃
,

贸易保护主义

更为激化
,

西方经济衰退有可 能提前到来
。

发

展中国家在上述外部经济条件下
,

经济难望有

更高的增长
。

发展 中国家为求彻底解决其债务

伺题
,

尚需走一段相当艰苦而漫长的路程并付

出代价
。

第四
,

从长远来说
,

建立合理的国际经济

新秩序是解决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 的 根 本 出

路
。

目前的南北关系依然是一种不平等
、

不对

称的相互依存关系
,

要真正解决发展中国家的

债务问题
,

必须 消除国际经济关系中的这种不

平等现象
,

同时调整世界经济结构和发展 中国

家内部的经济结构
。

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的斗争
,

首先要加强南南合作
,

以增强发展 中

国家集体 自力更生的能力
,

在南北对话 中处于

有利地位
。

当前
,

在世界经济增长滞缓
,

发展

中国家原料和初级产 品价格下跃
,

发达国家贸

易保 护主义加剧的形势下
,

南北 经济关系更加

严峻
。

因此
,

发展 中国家扩大和加强南南合作

的任务也就愈加紧迫 而艰 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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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安哥拉试种旱稻成功

欧 歌

年 月
,

我水稻专家闷更生和翻译毛

志清来到安哥马拉
,

他们是由联合国粮农组织

聘请
,

在哥兰热省 试验 中心试种旱稻的
,

安哥拉独立以来
,

战火不灭
,

工 农业生产

难以正 常进行
。

试验 中心也只 有 一 座 仓

库
、

一 台拖拉机和几件农机具
,

此外
,

就是为

粮农组 织种子项 目服务的 多名工人
。

因经济

困难
,

工 人不能按月领到工 资
,

没有心 思干活
。

给试验中心 配备的 名工人
, 一般 有 人 下

地
。

农忙季节更显劳力不足
。

为了保证按时下

种
,

我专家亲 自动手撒稻种
、

施化肥投放灭鼠

药
,

他们不顾脏 与累
,

有时还要延 长 工 作 时

间
。

有一块试验田保水 力差
,

进入旱季
,

绿油

油的稻苗被灼热的太阳晒 蔫了
,

有的枯死 了
。

栽专家带着塑料桶
,

到数里外的村里运水浇苗
。

浇了又干
,

千 了再浇
,

这块试验 田 的青苗终于

保住 了
。

辛勤的汗水迎来了收获
,

可是没有收割用

具
。

我专家硬是一穗一穗地用手拽
。

没有晒 答

场
,

就把稻谷带回旅馆
,

在顶楼晾晒 台千
,

再

送 回试验中心 仓库
。

生产与工 作的条件如此困难
,

生 活 环 境

也相当艰苦
。

住的旅馆内没有桌椅
,

进屋只 能

坐在床上 供应的饭菜主要是土豆
、

白薯和木

薯
,

遇上断煤气
,

就只好对付着充饥 了
。

当地

停电停水是常事
,

甭说洗澡
,

连吃的水有时也

靠借或接雨水
。

就这样
,

我专家克服 了重重困

难
,

一直坚待到工作结束
。

安哥拉农业部官员和当地百娃
,

对我专家

勤劳勇敢的作风 非常赞赏
,

希望能把这个项 目

继续搞下去
。

联合国粮农组织 宫员也对 中国专

家的事迹表示佩服
。

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