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
,

利率月之
.

九厘
,

以共期限之长
,

金额之大
,

利率似乎偏低
,

但合同规定自合同成立

之 日起十年以内
,

裕大纺织公司如有盈余
,

除提存法定公积金
、

折旧及股 自
、

外
,

按纯益

总领 1 0 %分配给各借款银行
,

以资补偿
。

这种作法适用于某些企业
,

生产经营遇到 困

难
,

银行以较低的利率
,

放款予以扶持
,

一旦企业渡过难关
,

转亏为盈
,

又从其实现的

利润
, , ,

分出一部 汁偿锁 仃
,

是带有投资性的互惠两利的办法
。

匕
、

为 呢使借款户归还借款而降低利率
。

金城银行放永裕盐公司定期放 款 五 十 万

元
,

;舌期透支三十万元
,

话期透支己归还
,

尚欠定期五十万元
,

已五年之久
,

永裕公司

表示近期可还十万元其余拍请转期
,

并商请将利率由月息一分二厘改为一分
。

金城银行

以 衣裕公司与久大
、

永利公司同为范旭东所办
,

与金城交往甚厚
,

该行一向大力支持
,

上年永利久大所欠款项均己陆续归还
,

永裕欠款
,

也有转机
,

所提下调利率
,

亦属可能

范围
,

为促其 早日归还
,

同意调减利率
。

拉丁美洲国家的债务间题
类 亚 男

一
、

拉丁美洲债务概况

自从 1 9 8 2 年墨西哥由于国内经济恶化
,

外债利息支付困难而引发 了第一次 }琦界

性的债务危机以来
,

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通引起 了国际金融 界的高度重视
,

成为世界经

济界一致关注的重大问题
。

据世界银行统计 1 9 8 3 年末发 ;霄匀 国家的 渍务总额是 8 1 0 0 亿美元
,

而其
, 扫拉丁美

泌地区各围共欠外债别 6。亿
,

约占世界债务总额的一半
。

7 0年代以来
,

J立丁美洲各国经济发展速度较快
,

他们 依仗本国丰宫的自然资源
,

特

别是一些正在开发的油田
,

向国际商业银行大量借款
。

目i竹巴西的外债达 9 2 0亿美元
,

墨西哥 8 7 0 亿美元
,

阿根廷 4 3 叮乙美元
,

委内瑞拉 :润 5亿美元
; 四国的债务总额达 2 5 了。

亿美元
, 。片拉丁美洲债务的三分之丁 以上

。

二
、

拉1
‘

美洲国家债务的形成

1 9 4 4 年西方各国召开布雷顿森林全议
,

制定了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制度
,

美元等同黄金
,

成了资 卞主义世界的主要支 讨手段和储备手段
。

西欧各金融市场美 元允

斥
,

逐渐形成了欧洲美元市场
。

1 9 7 3 年至 1 9 8 1 年石油 多次提价使石油输出国出

现了大量美元盈余
,

石油美
,

乙大量 i〔集于欧洲各金融 中心的资全市场
,

造成各大商业银

行的怡贷能力大大过剥
。

当时拉 丁美洲国家正处于繁荣时期
,

经济珍设需妥穴量资金
。

但

因国际金融组织的贷款资金不 显
,

贷款条件 也较严格
,

使不少炭展 伟 国宋转向国 :行
一

商业眼

行告贷
。

在
一

L 业国商
、

}犯银拼想扩大枚款获取高颁利润
、

拉美团家迫切需要资 金 的 情 况

下
,

贷款迅速扩大
。

在 1。了3一
, 9 8 1年期间

,

国际债务每年平均递增20 %左 右
。

近年来
,

拉美国宗经济恶化
,

通货膨胀加剧
,

外 汇 日益鹰乏
,

难以偿付越 !: 越 多的

债务本息
。

了 9 8 4 年初美国在巨颇赤字的影响下
,

优烹利率不断 士:升
。

1 9 8 4 年 3 月1 8

日由n %升高为]l
.

5 %
, 选 月 4 日

、

5 月 8 日
、

6 月 2 5 日又分别 卜升为 12 %
、

1 2
.

5 %和

1 3 %
。

拉丁美洲的债务大多又用浮功利率
,

根据美国的优惠利率 {二
一

厂波动
。

美口优惠利

捧每上升 1 %拉美国家的债冬鱿将增加 3 5亿美元
。

直线上升的美国利丰给这 些 国 家 造

产
了巨‘的财政压力

,

美压,的高千”率是造成债务危、恶化的直接近因
·

( 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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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2 7 「{
,

阿根廷公开宣布无力支付欠美国银行到期的贷款利息
, 5 月 3 日

’

玻利维

亚宣布暂停支付欠外国商业银行的债务
,

并将偿付欠国际贷款机构的债务限制在不超过

出口收益的 2 5 % ; 6 月 4 日厄瓜多尔宣布暂停支付欠
“巴黎俱乐部

”
债权单位的债务本

息 ;
秘鲁也干 6 月 5 日宣布已同

“巴黎俱乐部
”

达成协议
,

已到期 的十亿多美元的外债

延期九年偿还
。

拉丁美洲国家在短时间内纷纷出现支付困难
,

使 1 9 8 2 年以来已经得

到缓和的第三世界债务危机在拉美地区又呈恶化
,

出现所谓的
“

债务危机第二阶段
” 。

三
、 “

债务危机第二阶段
”

的特点

拉美债务问题的再次爆发引起了国际金融 界的极大动荡
,

使许多国际大商业银行受

到波及
。

这次债务危机的主要特点是 1
、

债务问题集中在拉美地区
,

支付困难严重
。

2
、

主要债权人美国的大商业银行利润大受影响
,

信 誉受到威胁
。

拉美地区的十 一 个主要债务国中目前宣布停止或延期 支付本息的国家就 有 五 国 之

多
。

拉美各国的债务规模与其经济实力相差悬殊
。

其 3 4 6叮乙美元的外债相当于拉美地区

国内生产总值的 5 6 %或外 贸出「! 总额的 3 倍以上 ; 阿根廷 1 9 8 4 年的债 务利息为5 5亿

美元
,

而预计的贸易盈余只有 3 2亿美元
。

沉重的债务压力使这一地区经济发展出现负增

长
,

通货膨胀高达三位数字
。

为了偿还债务
,

拉美国家不得不实行紧缩措施
,

造成失业

增加
,

人民生活水平降低
,

人民对政府当局强烈不满
。

多米尼加国内发生食品骚动
,

巴

西
、

玻利维亚和秘鲁等国都不断发生抗议游行和骚乱
,

社会动荡不安
。

拉丁美洲偿债状况与美国金融界有着十分密切的利害关 系
。

因为美国银行是拉丁美

洲最大的债主
。

在拉丁美洲国家 3 4 6 。亿美元的债务中
,

欠美国商业银行的贷款约占三分

之一
,

而其中的大部分又集中在十家大银行手中
。

1 98 3年末花旗银行对墨西哥
、

巴西
、

阿根廷
、

委内瑞拉四大债务国的贷款余额为 1 0 1
.

9 亿美元
,

占银行总资产的 7
.

6 % ; 美

洲银行贷款余额 71
.

5亿美元
,

占其总资产的 5
.

9 % ; 汉诺威制造武银行64
.

5亿美元
,

占

1 0 % ;
大通银行 6 1亿美元

,

占7
.

5 %
。

四大债务国的外债总额为 2 57 0 亿美元
, 咨两美1司十

大古业银行对这四国的放款就达 4 5 8 亿美元
。

在与自身资本的比例上
,

美国九家最大的

商业银行向发展中国家的放款额占银行自身资本的 2 8 0 %
,

而其中花旗银行和大通银行

贷给巴西的钱就占其 自身资本的 7 5%
。

由于风险较大的贷款占这些银行的总资产和占 自

有资本比例过高
,

拉美重债国一旦还本付息发生困难
,

这些银行就可能有倒闭的危险
。

美国一些主要大银行的利润由于一些拉美国家今年第二季度未能按期支付债务利息

而大幅度下降
。

据估计
,

汉诺威制造商银行每股利润减少60 %
,

大通银行减少 25 一30 %
,

美洲银行减少 3 0 %
。

1 9 8 3 年美国十大商业银行的坏帐谁备金升至 2 9亿灸元
,

比82 年增

加 1 3
.

5%
,

无收益货款 1 4 1亿美元
,

比 1 9 8 2 年增长20 %
。

由于坏帐及无收 益 贷款 增

加
,

也大大影响了这些银行 的信 誉
。

美国的十大银行中除摩根信托银行的拥有最高资信

级别外
,

其他银行的资信都下降了
。

四
、

债权
、

债务双方对解决债务问题的态度

在债务问题恶化以前
,

债权国政府和银行从他们 自身的利益出发
,

虽然不愿看到债务

危机再度恶化波及本身安全
,

但 自己也不愿作较大让步
、

承担较大损失
,

就是以低于市场

利率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进行转期都不愿意
。

他们只是谋求债务问题的暂时缓和
,

将债

务问题一年年拖下来
,

他们仍可以获得可观的利息收入
,

而由债务国 自己来承担前儿年

贷款过度的恶果
。

美国政府对债务问题更是采取不插手的政策
,

多次强调债务问题只能

由债务国与各家银行逐笔谈判解决
,

政府不予过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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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债务问题再次恶化后
,

工业国政府和商业银行的态度有所转变
,

过去他们不愿

公开谈论对发展中国家的巨领贷款做出让步的问题
,

他们担心这样做将会削弱 自己在与

重债国重议贷款进行谈判时的地位
。

但现在这种态度已有改变
,

他们现在经常公开谈论

减轻发展巾国家债务负担的各种办法
,

尽管有些办法他们的银行可能是要付 出 高 昂 代

价的
。

发达国家最近多次在国际会议上讨论债务问题的解决途径
。

5 月 6 日
- -

一 9 1) 与
‘,

i

前国际债务问题有密切关系的20 多国的中央银行行长及大商业银行的代表在纽约召开国

际债务的债权人会议
,

针 对当前国家利率上升形势讨论国际债务问题
,

建议对重债国提

供固定利率贷款
,

即在利率上升时对利率 的上限
“

封顶
” ,

债务国仍按原来的较低利率还

债
,

但根据 上涨后的利率计算出一笔一次性的最后偿还差额
,

最后归还
。

此外
,

一些经

济学家还建议改变贷款的货币构成
。

现在的债务大多都是以美元计算的
,

而美元汇率坚

挺
,

利率一直居高不 下
。

若把美元贷款换成相对 皮弱而 昆利率较低灼如西德马克或 日元

等货币
,

将可减轻债务国的经济负担
。

债务国对债权国的态度是不满意的
。

他们认为债务危机的形成
,

债务国固然有借款

过急政策失误的责 任
,

但发达国家更有着不可推卸 的责任
,

发达国家不能采取有效措施

改善对发展中国家不利的国际经济环境
,

客观 }:造 成债务的迅速增加
、

玻 利 维 亚 由于

债务沉重
,

国内经济困难
,

政府在工会的压 力下同意推迟支付到期的债款
。

这一行动立

刻得到拉美政治家们的响应
。

阿根廷经济部 长把这一行动称 为
“

一个维护主权的决定
” 。

秘鲁总统也表示完全赞成玻利维亚的行动
。

秘鲁总统候选人阿兰
·

贝尔兹说
“

玻利维亚

在溃务问题上做出 了一个大胆勇敢的榜祥
,

只有拉美国家团结一致
,

才能迫使国际金融

体豪改正错误
” 。

债务国家认为他们为贷款付出的利率太高
:

各银行索取的重新安排债

务的资用过多
; 重新安排的债务还款期限太短

,

来不及向其它方面取得周转资金或过渡

州货次
。

各
_

臼}!:国家 日益增强的贸易保护主义也使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贸易无法增长
。

位美债务国家为了统一思想协调行动
,

于 6 月21 日在 哥沦比亚的卡塔赫纳 召开拉美

债务国会议
,

与会的有巴西
、

阿根廷
、

秘 兽等位美十一个国家的外交部长
。

与会国家一致

要求 忆即降低国际市场利率
,

要求发达国家提供 民期低利贷款
,

取消贸易保护主义
,

共

同侧任义务
,

解决 溃务危机
。

位美债务国家寸国际货币纂金组织要求受援国实行的国内经济紧缩计划表示不满
-

自1 9 8 3 年以来
,

主要 渍务
一

!实施了 1 M F 提出的一揽子援助计划
,

由以 工M F 为 首

的国际银行界对债务延期偿
一

〔灼重议和提供新的短期融资进行安排
。

)旦这一提救办法的

前此长件是渍务国必须在国内执行经济紧缩计划
。

主要借施是玫慢经济增 长速度
,

削减

进口
,

控布d通货膨胀
,

减少政府开支
,

降低人民生活水平等
。

这一办法虽然暂时缓和了一

部分清务国的偿付困难
,

使银行体系免于一场全面的危机
,

{巳严格的紧缩玫策却阻碍 了

发展巾国家经济的发展
。

1 0 8 3 年发展 中国家的经济仅增
一

失了 0
.

9 %
,

出 口量仅增长

了 , %
。

巴西和墨西哥在 1 9 8 3 年执行紧缩计划后
,

经济分明下降 了 3 % 和 4 %
。

执

行紧缩计划后
,

留易盈余有所增加
,

但这一增加又多是以削减进 [l 换来的
。

但 进 口 减

少
·

先进设备和技术的利用必然受到限制
,

国内的经济建设速度就 会放慢
,

造成经济 的

恶性循环
。

拉美国家
,

特别是阿根廷多次公开表示不愿接受 1 M F 的紧缩计划
。

阿根廷

外长说
: “

过去八年
,

阿根廷已实行 了紧缩措施
,

但今后阿根廷不能再接受这种意味着

经济衰退的措施了
。 ” 他明确表示拒绝接受 1 M F 向他和其池拉美债务国提出的包括限

(总 3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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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进口和大帜度削减贸易的解决方案
。

债务国表示他们是会偿还贷款的
,

但必须在国内

经济发展
,

日际商业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才能实现
。

五
、

对第三世界债务问题的看法

债务问题已成为当前 灶界经济
「

卜一个 弓!人注目的严重问题
,

它不仅阻碍着第三世界

国家的经济发展
,

而且也是隐藏在国际金融界的一颗定时炸弹
,

如不去除
,

国际金融体

系就有可能被它摧毁
。

美国 《侮月评论》 编转部文章就曾指出
“国际金融界面临着棘手

的问题
,

这就是第三世界究竞能被压榨到何等地 多
,

而不爆发摆脱帝国主义经济枷锁的

社会革命 ? 显然第三世界仍然需要不断地借债
,

而且永无还清之 日
,

那么银行向这些国

家提供 日益庞大 的信用贷款
,

又能维持多久呢 ? 尽管银行把 1 M F 视为靠山
,

但它也并

无良策
。

一些明智者已充分认识到
,

如果不改变现状
,

危机就不能根 除
。 ” 目 前 从 世

界佳务荒机的发展趋势来看
,

由干许多国军旧债未清又借新债
,

债务总额继续增长
,

而

债务国家内部的清偿能力又严重不足
,

债务问题有转入
一

长期化的趋势
。

因此债务问题的

解决也成为
;

于近期内世界经济的一件大事
。

为了改变现状解决债务问题
,

个人认为第三世界债务国家内部应积极调整国内经济

结构
,

增加出口
,

提高国内清偿能力
,

而发达国家则必须取消贸易保护主义
,

尽可能地

向第三 毗界开放贸易市场
,

提高初级产品价格
,

切实降低利率
,

停止向发展中国家转嫁

经济危机
。

从恨本 上说就是必须改革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

改革不合理的国际金融体

系及货币制度
,

一

世界债务问题才能得到彻底解决
。

至于债务问题近期能否爆发成为世界性 的全融危机
,

根据最近的情况来看
.

债权国

在重议债务时已开始有所让步
。

如 1 9 8 4 年 9 月在墨西哥所欠 的 5 2 7家外 商 银 行 的

6 7 讨乙美元的债款中
,

己有 4 8 5亿美元放宽了条件
,

偿还期限从原来的 6 年延长到 1 4

年
,

宽限期一年
,

利息
、

按伦敦银行间拆放利率加息
,

而不是象通常按美国优 惠 利 率 加

启
、 。

估计这样可少付利息 3
.

5 亿美元
。

拉美债务国虽然对发达国家不满
,

但尚无 拍债的

表示
。

这些国家大多都在努力恢复国内经济
,

增加投资
,

提高国内还款能力
。

因此只要

目前国际经济形势不严重恶化
,

世界性 的金融危机在短期内还不致发生
,

世界债务间题

的逐步好传还是有希 望的
。

日 本 储 蓄 发 展 动 态

工商银行储蓄处 曲 延 伟

目前 世界
_

L
,

人均储蓄存款最多的十个国家中
,

日本排列第二
。

据国际储蓄银行协

会发表的统计数字
,

一九八一年底
,

川本全国人均储蓄存款为 8 9 4 7美元
,

仅居瑞典人均

储蓄存款 1 4 1 2 2美元之后
,

共次是比利时
、

西德
、

奥地利
、

美国
、

挪威
、

瑞典
、

法国和

新加坡
。

在 日本经济的发)’& 中
,

储蓄存款发挥了重要作用
。

企业更新设备和银行投资 的资金

需求
,

越来越依赖于储 蓄存款
。

从一九五六年到七十年代
,

是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
,

企业部门资金不足
,

只好依赖于外部资金
,

而个人的储蓄是一项巨大的
、

可靠的资金来

源
。

据 日本银行储蓄促进局公布的数字
,

一九八O 年十二月末
,

全部金融机构的存款和

债券发行额约为 4 3 6万亿 日元
,

其中全国性银行占40 %
,

其次是资金运用部资金 (主要

·

3 2
·

(总3 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