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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新世纪初，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世界经济面貌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其中最突 

出的变化当属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崛起。一系列事件及大量数据显示，由于诸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发 

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正在自身合作及与发达国家的互动中迅速壮大。它将大大促进世界经济的 

整体发展，并将对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的动态演变及世界多极格局的最终形成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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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中一大突出特点当 

属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壮大。过去被称为 “第三世 

界”的群体正在加速发展，有可能逐渐重现历史上 

的辉煌。按美元汇率计算，2005年发展中国家经 

济总量占到全球经济总量的 26．7％，[ 如以购买 

力平价衡量，2005年它们的经济总量已占全球的 
一

半多。[2 发展中经济体崛起将成不可遏止的历 

史趋势。 

一

、 发展中国家的壮大已成历史潮流 

进入 21世纪以来，世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引人瞩目。各国都在加快国内经 

济改革，开展全方位的国际合作，经济增长速度显 

著提高，国民福利逐步改善。发展中经济体正在逐 

步走向复兴。据 0ECD经济史学家 Angus Madd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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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购买力平价推算，从 ll世纪直到 1820年，当 

今的发展中经济体产值曾占世界总量的 80％左右。 

但这一优势地位在欧洲技术革命之后完全丧失，到 

20世纪初，它们的份额已跌至 40％。如今，它们正 

在整体复兴 (见图 1)。事实上，发展中经济体呈 

现潮涌式的发展始于上世纪末，在本世纪初汇成整 

体壮大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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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购买力平价计算 ☆为 ‘经济学家'估计值 

图 1 新兴经济体 占全球 GDP的比重 

资料来源： Economist print edition，JaI1 19th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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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兴经济体 崛起的整体 性 

整体性壮大是发展中国家这一轮经济增长浪潮 

的标志性特征。所谓整体性是指这一轮浪潮涉及了 

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覆盖了亚洲、拉美及非洲的 

大多数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复兴势头曾在上世 

纪 90年代初出现，经济学主流刊物也曾捕捉到这 

一 现象。1994年， 《经济学家》曾专题研究了新 

兴市场经济指标， 把它作为 “世界经济力量对 

比中出现的一种根本的、显著的快速变化”的标 

志。但这一大好形势被 1994年底爆发的墨西哥经 

济危机，及后几年席卷东亚、俄罗斯、巴西、土耳 

其、阿根廷及委内瑞拉等国的多米诺式的金融危机 

所葬送。危机过后，新兴市场国家经济迅速复苏。 

2002年，摩根斯坦利新兴市场股价指数因金融危 

机损失近 60％，仅为 5千亿美元，而到 2006年年 

初，这一指数飚升到首次突破 2万亿美元。 

与过去相比，发展中经济体近几年的整体经济 

增长更快并且更加均衡。 《经济学家》每周跟踪的 

32个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己连续三年保持较快增长， 

过去三年的年均增长率超过 6％，而发达国家仅为 

2．4％。世界银行最新公布的 (2006年世界发展指 

标》显示：自2000年以来发展中国家整体的年均 

经济增长率为 4．8％，远超发达国家 2．0％的年均增 

长率。 

高盛公司于 2003年 l0月发表的全球经济第 

99期论文 《与BRICs一起梦想一展望 2050}中首 

次提出由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4国的首个字 

母组成的新词 BRICs，也称为 “金砖四国”。该文 

对这四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现状及前景做了极具前瞻 

性的描述及预测。认为到 2050年，这四国将全部 

进入世界经济前六强。该公司在2005年底的第 134 

期报告又指出，近年来上述 4国的经济发展比最初 

的预测更好，4国能比2003年的预测更快地实现 

其 “梦想”。报告还预测了另一组与 BRICs类似的 

发展中国家的前景，并将这组国家称为 N—ll，这 

些国家包括孟加拉、埃及、印尼、伊朗、韩国、墨 

西哥、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土耳其和越 

南。这 ll国与 G7和 BRICs一起将在 2050年共同 

构成世界前 22大经济体。其中，墨西哥和韩国有 

能力成为全球与BRICs同样重要的国家。 

(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高速增长 

IMF《世界经济展望》近年来的数据显示，自 

2000年以来发展 中国家整体年均经济增长率达 

6．2％，远超过发达国家 2．5％的增长率水平(见表 1)。 

尽管这一强劲增长势头主要得益于东亚和南亚地区 

经济的迅速增长，但长期落后于其他地区的非洲经 

济整体增长率也超过 4．2％的全球平均增长率。 

表 1：世界主要区域和经济体 GDP年度增长率 

(2000年一2006年 单位：j1) 

2000 2OOl 2002 2003 20o4 2005 20o6 2007 

世界产出 4．7 2．4 3 4 5．3 4．9 5．1 4．2 

发达国家 3．8 1 1．6 1．9 3．2 2．6 3．1 2．5 

发展中国家 5．7 4．1 4．8 6．5 7．7 7．4 7_3 6．2 

非 洲 3 3．7 3．5 4．6 5．5 5．4 5．4 4．4 

亚 洲 6．7 5．8 6．6 8．1 8．8 9 8．7 7．7 

中东欧 6．1 2 4-3 4．6 6．5 5．7 5．8 5 

西半球 4 O．7 一O．1 2．2 5．7 4．3 4．8 3．1 

资料来源：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 2002-2006各期 ，其 中 2006年为预测值 。 

其中，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势头最为强劲， 

2000年以来的年均增速高达 7．7％。这主要得益于中 

国和印度经济强劲增长的拉动效应。2006年 9月 

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将该地区的增长率从 4月份 

的预测值上调了0．5个百分点，2006年一2007年 

预计将高达 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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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经济体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 

2000年以来的年均增长率达 4．4％，其中2005年高 

达 5．4％。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正经历自20世纪 70 

年代初以来最为强劲的经济增长。该地区 2006年 

的经济增速预计将达 5．4％，这 已是连续三年超过 

5％。由于尼日利亚石油生产的恢复、安哥拉和赤道 

几内亚新油田的投产，2007年该地区的经济增长 

率预计将达 6．3％。 

在经历了上世纪 80年代 “失去的十年”之后， 

拉美经济体已逐步摆脱破坏性高通胀的阴影，应对 

外部冲击的能力得以增强，经济形势逐步向好。该 

地区大多数经济体经济已步出2001年一2002年的 

金融危机 ，经济复苏快速有力，经济增长率在 

2004年高达 5．6％，为2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2005 

年增长 4％，2006年增长率预计将达 3．75％。从该 

地区国家已经完成和预期即将进行的总统和国会选 

举结果看，各国的政局可望走向稳定，这将有利于 

经济改革进程，使当前的经济扩张势头得以持续。 

世界银行 (2006年世界发展指标》指出，自 

2000年以来，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 日趋收敛。 

发展中国家整体的高速增长将使其与发达国家增速 

差距进一步拉大。据 IMF预测，今后 5年发展中国 

家经济的年均增长率将达到 6．8％，而发达国家经济 

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2．7％。照此发展速度，20年后 

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将 占全球 GDP的 50．7 ，[4 

如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则占三分之二。 

(三)国际收支持续盈余．外汇 

储 备 显 著 增 加 

从全球范围来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经济体的 

经常项 目收支状况呈现截然不同的走势，前者逆差 

不断扩大，后者盈余不断增加。从整体上看，发达 

国家从 1999开始转向经常项目逆差，到 2005年逆 

差已从 1 148亿美元扩大到4863亿美元；而发展中 

经济体从 1999年转向经常项目盈余，到2005年盈 

余已从 316亿美元增加到 5147亿美元。IMF预计， 

2006年和 2007年，发达国家的经常项 目逆差将进 
一

步扩大到 571 1亿美元和 6552亿美元，而发展中 

国家的经常项目盈余将分别增加到 6668亿美元和 

7204亿美元。 

表 2：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经常项目Sn~biE储备状况 

(单位：10亿美元)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发达国家经 
常项目平衡 18．5 —114．8 -267．1 -214．6 -229．5 -221．9 -267．2 -486．3 -571．1 -655．2 

发展中国家经 
- 50．2 31．6 117．3 87．1 133．3 229．6 303．8 514．7 666．8 720．4 

常项目平衡 

发展中国家 
690．9 717 807 903 1082．9 1408．5 1861．9 2399 2998 3694．6 

外汇储备 

注 ：2006年 和 2007年数据为预测值。 

资料来源 ：IMF，World Economic Oudook Sep．2006 

发展中经济体随着经常项 目盈余的不断扩大， 

外汇储备大幅上升。经历了 1994年后的历次金融 

危机之后，它们为防范风险，增加 自身经济安全，减 

少对 IMF融资的依赖，不断扩大外汇储备积累。到 

2005年，发展中经济体外汇储备已高达 2．4万亿 

美元。特别是中国，2006年外汇储备已超过 1万 

亿美元。发展中经济体庞大的外汇储备显示了自身 

的经济实力，也为其抵御外部冲击、降低外部风险 

以及致力于世界经济均衡增长奠定了物质基础。 

(四)发展中经济体阃的经济合作日益-屎化 

发展中经济体的整体壮大，促进了相互间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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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依赖，南南经济合作日益加深。历史上，发展中 

国家间的经济关系及相互依赖主要通过国际贸易加 

以维系。如今，这种关系还通过相互间的对外直接 

投资而不断加强和加深。发展中经济体跨国公司的 

经营活动也丰富了南南合作的内涵。 

发展中经济体之间通过贸易联系不断深化合 

作。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对原材料需求的不断增长， 

BRICs之间的经济贸易联系及其与三大洲其他发展 

中经济体的经济贸易关系迅速发展。中国和印度这 

两个新兴大国近年来与亚非拉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 

贸易联系不断加强。中印经济的腾飞刺激了对巴西 

的铁矿石和俄罗斯的石油等初级产品的需求，极大 

的促进了巴西和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同时，这种贸 

易联系的加强也有利于中印经济的发展。近年来， 

中印对非洲贸易大幅增长，被称为新的 “丝绸之 

路”，它拉动了非洲经济的振兴。非洲开发银行行 

长唐纳德·卡贝鲁卡指出，过去两三年里，与中国 

和印度的贸易为非洲GDP的增长贡献了大约两个百 

分点，成为南南合作的重要典范。 

迅速扩大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外直接投资进 
一

步加强和深化了发展中经济体间的经济合作。这 

种南南直接投资主要是在南南区域内的投资，其 

中，亚洲内部直接投资居第一位，2002年一2O04 

年间，年均流量约为 480亿美元。拉美内部直接投 

资居第二位，主要来 自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等。 

在非洲，内部直接投资首次超过经济援助。南非是 

非洲内部直接投资最重要的来源，南非在博茨瓦纳、 

莱索托、马拉维、刚果(金)和斯维士兰等国的外资流 

入中所占比重已超过 50 。南南直接投资也包括一 

些区域间投资，如从亚洲流向非洲，或是从拉丁美 

洲流向亚洲。这些来 自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的外 

资，已成为南南合作的新形式及重要内容。 

发展中经济体跨国公司的跨国经营活动也大大 

加深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相互依赖，成为深化南南 

合作的重要因素。正如前联合 国秘书长安南在 

2006年 《世界投资报告》前言中所言， “发展中 

和转型经济体跨国公司的出现为南南合作注入了更 

大的动力，在拉美、非洲和亚洲之间开辟了一条新 

的投资走廊，成为富有潜力的南南合作的一部分， 

对加快其经济发展展示了积极的前景。” 

二、发展中经济体整体兴起的 

动力与条件 

发展中经济体在 21世纪初的整体兴起，是在 
一

系列内外动力的共同作用下实现的。内部动力主 

要包括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自身经济发展的要求 

等。外部动力主要来 自新兴大市场的推动、BRICs 

的示范效应等。 

(一 )融入经 i齐全球化 的内在 要求 

发展中经济体整体兴起的动力首先来自经济全 

球化的迅速发展。当代经济全球化的规模和发展速 

度史无前例，全球经济相互依存性不断增强。要素 

的全球流动成为当代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征，这促 

进了全球产业结构的转移和整合。由此形成的世界 

生产和分工体系，加强了各国产业间的横向和纵向 

关联。各国产业相互融合、相互渗透，实现了资源的 

全球配置，推动了全球产业链的形成。全球范围内的 

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一

些新兴经济体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充分抓 

住了全球化所带来的历史机遇。这些新兴经济体积 

极开放本国市场，不断开拓国际市场，主动参与全 

球竞争，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并充分利用后 

发优势推进 自身产业结构的升级，经历了基于动态 

比较优势的工业化发展进程，从初级产品先后开始 

向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及高技术产 

业转移。这种模式有利于促进经济均衡增长，增加 

就业机会，提高实际工资，促进先进技术转让，提 

高自身的竞争力，实现经济的起飞。如今，多数发 

展中经济体正积极利用世界经济新一轮扩张提供的 

机遇，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努力融入经济全球 

化进程，不断改善 自身在国际分工格局中所处的弱 

势地位，在积极分享全球化带来益处的同时，注重 

规避全球化的风险，以期从全球化中得益。 

(二)不断深化自身经济改革 

发展中经济体为了在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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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自身的竞争力，不断扩大和深化改革，促进 自身 

经济的发展。通过改革来促进自身经济的发展，已 

经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中形成共识。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制和结构改革最早始于上 

个世纪 80年代，90年代以后逐渐普遍化，几乎所 

有发展中国家都卷入了改革的潮流，改革势头越来 

越强劲。世界银行 {2007全球商业环境报告》显 

示，2005年 1月至 2006年 4月期间，全球 l12个 

国家共进行了230项改革，这些改革简化了商业法 

规，加强了产权保护，减轻了税负，增加了信贷获 

取渠道，减少了进出口成本。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 

济体占据了改革国家前 10强中的 9个席位。中国 

是改革步伐最快的前 10个国家之一。中国政府改 

革了有关法规，加快了企业登记程序，加强了对投 

资者保护，并且简化了跨境贸易中的繁琐手续。东 

欧在改善商业环境方面进步最快，希望加入欧盟的 

意愿激发了克罗地亚和罗马尼亚的改革。两年前， 

非洲的改革还落后于其他地区。而在 2006年，非 

洲在各地区改革中排名第三位，三分之二的非洲国 

家实行了至少一项改革，比 2005年多出25％。通 

过这些改革举措，发展中经济体适应了发展的需 

要，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增长，提升了自身实力。 

(三)空间 巨大 的新 兴大 市场 

新兴大市场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巨大的市场潜 

力，为发展中经济体的整体崛起提供了巨大的市 

场。新兴大市场一词是由曾任美国商务部副部长、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杰弗里·加腾在 《十大新兴 

市场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一书中正式提出，[5] 

主要服务于美国国家出口战略的制定。这十大新兴 

市场包括：中国、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印度、印尼、 

南非、韩国、波兰和土耳其。这些新兴大市场已成为 

新兴经济体中增长最快、最具活力的群体。 

从 1992年到 2004年，十大新兴大市场最终消 

费年均增长率达 6．6％，GDP年均增长率高达 7．96％， 

进口年均增长率更是达到了 12％，远超同期世界进 

口7．1％的年均增速。2004年十大新兴大市场进出口 

总额高达 3．4万亿美元，其中进口达 1．7万亿美元。 

2005年，新兴大市场总人口达 31．2亿，占世界总人 

口的49．1％，GDP总量已达 6．7万亿美元，最终消费 

规模达 2．9万亿美元。新兴大市场巨大的市场空间， 

将极大的促进发展中经济体的整体经济增长，对世 

界经济格局将产生日益深远的影响。 

(四 )BRIGs的示范效应 

BRICs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所取得的杰出经 

济成就，为其他众多的发展中经济体树立了典范。 

新世纪以来，BRICs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从 2000 

年到 2006年，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年平 

均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 2．6％、6．8％、6．4％和 9．3％ 

(见图 2)。BRICs的发展道路为其他新兴经济体的 

崛起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近年来，入世后的中国，加速改革的印度，复 

兴中的俄罗斯，走出危机快速复苏的巴西，都呈现 

出良好的增长势头。得益于石油价格的飙升，俄罗 

斯经济进入持续增长的第 8个年头，这是自苏联解 

体以来持续增长时间最长的时期。巴西这个拉美最 

大的经济体 2006年预计将达到4％的增速，远高于 

去年 2．3％的增长率。BRICs中当属中印经济的发展 

最为突出。中印两国没有机械地按照 “华盛顿共 

识”的简单规则行事，而是基于自身的国情，认识 

到经济增长的复杂性，政府制定并推行了渐进的正 

确适宜的改革政策，从而避免了可能产生的经济和 

社会代价。中印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为 

众多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榜样。联合国贸发会议认 

为，中国15年来能保持 9．6％的平均增长速度，证 

明其做法是 “健康”的，穷国应借鉴中国上世纪 

80年代经济改革以来实行国家干预的经验。 

匪 亟 巫囹  

图2 BRICs在近几年的杰出经济表现 

数据 来源 ：世界银行数据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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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展中经济体整体壮大推进 

世界格局多极化进程 

新兴经济体的整体壮大，将大大推进世界经济 

格局的多极化进程。世界格局指国际舞台上各种力 

量经过长期的消长变化、分化组合，在一定时期内 

形成相对稳定的国际关系总体格局。事实上，于 

20世纪90年代初因苏东剧变而形成的以惟一超级 

大国美国为主宰的世界单极格局，在 21世纪初已 

向多极化发展。因滥施单边主义、发动伊拉克战争 

并陷入泥潭以及一系列丑闻，美国这个不可一世的 

世界独超影响下降，软实力受到严重削弱。欧盟一 

体化的扩大及深化、亚欧合作及欧拉合作的深入， 

拉开了世界多极化的序幕，BRICs的快速崛起使世 

界的多极化进程不可逆转。近年来发展中经济体的 

整体壮大则大大地加速了这一进程。 

当今的世界格局正处在向多极化发展的动态演 

变之中。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世界格局是一 

定的历史时期内世界上主要力量对比处于一种相对 

均衡的稳定状态。历史上一种世界格局往往存在 

50年甚至长达 100年。只有当旧的力量均衡被一 

种新的力量均衡所代替，新的世界格局才会出现。 

历史上世界格局的更替往往伴随着战争及战后战胜 

者与战败者按前者要求对世界秩序的重新安排。自 

二战以来，虽未发生新的世界大战，但是从战后的 

雅尔塔体系、美苏争霸的世界格局到冷战结束后的 

美国独霸格局，说明世界格局在不断发生变化。在 

新的历史条件下，世界格局的演变将在世界多极力 

量的动态博弈中实现。这种演变是一种力量的积累 

过程，是量变到质变的自然转化过程。而 21世纪 

初发展中经济体的整体兴起将是世界单极格局向多 

极格局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 

(一)新兴经济体将成为世界 

经 济新 的力量群体 

正在整体崛起中的发展中经济体将成为世界经 

济中新的力量群体，这将使世界经济的主体更加多 

元化。这一新的力量群体的出现及其群体利益的强 

化将显著扩大世界经济的规模，加深世界经济的内 

涵。世界经济将在更加多元化的主体或群体利益博 

弈中得以发展。这种趋势发展的结果将使世界经济 

不再由一个或几个引擎来拉动，世界事务也不再由 
一

个或几个国家来主宰。发展中经济体的整体壮大 

已成潮流，中国则是这种潮流的领头羊。 

IMF指出，由于发展中经济体增长加速，世界 

人均 GDP每年递增 3．2％，超过了 1950年一1973年 

的黄金时代 ，也超过了工业革命时期。从 1870 

年一1913年，世界人均 GDP每年平均仅增长 1．3％。 

这预示着，在新世纪的头 10年，世界人均收入增 

长将可能创造有史以来最快的记录。发展中经济体 

的整体兴起将大大改变自身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它们将不再独 自奋斗、无足轻重，而在发挥整体的 

力量。代表 134个发展中国家的 77国集团的发言 

权及影响力将显著增强。它们将有条件通过集体行 

动，以更好地维护自身的权益。 

(二)发展中经济体的整体兴起将极大地 

改变世界经济的力量对比 

新兴经济体的整体兴起将显著地改变世界的力 

量对比，冲击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 

历史上形成的世界的中心外围结构将逐渐走向重 

构。新兴大国将逐步进入中心，使处在中心的国家 

数量增加。其他新兴经济体，正不断地向中心国家 

靠拢，而最不发达国家也将通过自身的改革和经济 

发展，改变被边缘化的命运。从长期看，世界经济 

中心、外围的界限将变得模糊，中心外围国家的关 

系也将随之变化；发达国家也在适时地调整对外战 

略，谋求与新兴国家建立 “平衡的伙伴关系”。如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建立，第六届亚欧会议召 

开并通过 《亚欧会议未来发展赫尔辛基宣言》，中 

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酝酿中的 《中欧新伙 

伴合作协定》等都是世界力量对比变化的产物。 

力量对比的变化也体现在世界经济微观基础的 

深刻变化。近年来，来自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 

体的大型跨国公司数目已显著增加。列入世界最大 

公司排名榜 《财富 500)的新兴经济体的跨 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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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1990年前后只有 19家，到 2005年已达 47 

家。2005年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实现营业额 1．9 

万亿美元，雇用员工近 600万人。2004年，100强 

跨国公司中有 5家来自发展中经济体。这些新兴经 

济体跨国公司的兴起及其不断壮大，将改变全球竞 

争和世界经济格局。 

发展中经济体的整体崛起，改变了过去过度依 

赖发达国家的现实。全球经济的力量天平正不断向 

复兴中的发展中经济体倾斜。 

(三 )发展 中经济体将产生积极的 

”需 求 ：中击 ”和 ”供 给 ：中击 ” 

发展中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来 自其 日益 

扩大的需求，及其庞大的生产潜力和供给能力，这 

就对世界构成了所谓积极的 “需求冲击”和 “供给 

冲击”。如 《经济学家》报告所言， “它们将为世 

界经济提供自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推动力”。 

世界银行在 2006年 4月的私营部门发展论坛 

中专门论述了Chindia E 奇迹对世界经济可能产生 

的影响。预计到 2020年，Chindia的实际 GDP将 

达到 6．3万亿美元，占全球 GDP份额的 10．5％。而 

以购买力平价来衡量，目前 Chindia的GDP已超越 

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Chindia的总人口将 

占世界总量的 40％，自然资源的消费量将占全球的 

50％，它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出口基 

地，同时也是世界最大的消费者和生产商。 

发展中经济体经济的高速增长，创造出庞大的 

市场需求，消费需求已占全球总量的一半以上。 

IMF预测，今后 10年，还将有 10亿新的消费者进 

入全球市场，这对全球经济增长无疑是一大福音。 

其中多数来自发展中经济体。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 

学家 Stephen Roach指出，中国消费者的消费潜力 

将是21世纪全球经济面临的最大机遇。 

发展中经济体经济的快速增长也拉动了对世界 

能源原材料的需求。自2000年以来，发展中经济 

体占全球能源需求增幅的85％，这使得在可预见的 

将来，能源原材料价格将持续坚挺，这将带动能源 

原材料出口国的经济增长，从而有利于发展中国家 

的整体崛起。 

62 嘲 黼 

发展中经济体也为世界经济创造了巨大的供给 

能力。它们总人口达 55亿。其大量劳动人口及大 

量产品进入世界经济体系，提高了全球经济增长的 

潜力，压低了全球通胀率，也导致资本 ／劳动力比 

率下降，使发达国家的公司利润创数十年以来的 

新高。 

发展中经济体潮涌式的整体经济增长将成为世 

界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保障。 

它们的整体壮大将可能改变世界经济周期的运行 

轨迹，熨平周期波动，使周期扩张期延长，平稳 

性提高。 

(四)发展中经济体的兴起将为多边合作 

机 制 ．主入 新 的 暑 力 

发展中经济体的整体壮大，将为多边合作机制 

及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形成注入新的活力。2006 

年 7月 24日，世界贸易组织的六个关键成员美国、 

欧盟、日本、澳大利亚、巴西和印度由于分歧严 

重，决定中止多哈回合的全球贸易谈判。这个 自 

GATT诞生以来首次以发展为核心的重要多边贸易 

谈判的失败，既是发达国家内部矛盾难以协调的结 

果，也是长期被忽视的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强化的 

结果。日前，WTO总干事拉米、美国新财长鲍尔森 

及WTO成员都呼吁重启多哈回合谈判，发展中经济 

体的积极参与将是不可忽缺的力量。 

发展中经济体也将积极参与 IMF的改革，这有 

助于完善国际货币体系，增强其在国际金融中的主 

导作用。鉴于发展中经济体整体 日益提升的影响 

力，IMF 2006年 9月在新加坡通过了赋予中国、 

韩国、墨西哥和土耳其四国更多投票权的决议。在 

当前全球经济失衡尚未有效缓解、世界经济平稳运 

行仍存较大风险的背景下，发展中经济体的积极参 

与，为 IMF各项改革举措的有效落实并取得成效提 

供了重要保障。 

发展中经济体整体实力的增强，将丰富多边合 

作组织的内涵，有助于推动原有多边合作机制的组 

织创新和制度创新，有利于多边合作组织在国际经 

济合作和国际政策协调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发展中经济体的强劲发展是客观 (下转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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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的左派如能做到上述几点，其发展前景将 

是美好的。 

注 释： 

[1]高放 ： “拉美共运特点和拉美发展前景” (代序)， 

栽祝文驰、毛相麟、李克明著： 《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运 

动》，当代世界 出版社 ，20o2年 。 

[2]Peter Smith，Talons ofthe Eode：Dynami~ of US— 

Latin A merican Retca／on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 

131． 

[3]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 《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 

论文》，商务印书馆，1987年，中文版序言第 1～ll页。 

[4]Richard S．Hillman lfed．)，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Latin Amer／ca,Lynne Rienner Publishers，1997，pp．．51-97；Jan 

Knippers Black (ed．)，Latin America．"Its Problems and Its 

Proraise，Westview Press，1991，PP．171-196． 

[5]根据世界银行 出版的 World Developme nt Indicator 

(20o6)计算。 

[6]20世纪六七十年代 ．拉 美曾进行过声势浩大的国 

有化运动。据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统计，在 1960年～1976 

年期间．将近 20o家外国企业被收归国有。这些企业分布 

在采矿业、石油业、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等国民经济的 

各个部门。 当时．拉 美的民族主义者和左派人士都认 

为．外国投资与东道国的关系并不是西方发展经济学家所 

说 的那种 “互利 关系”。而是一种冲突的关 系，因此 ，东道 

国政府应充分发挥 自身的干预作用，有效地限制外国资本 

的活动 范围。 

[7] “乌拉圭和美国就进行 自贸协定谈判达成共识”， 

at http：／／uy．．mofcom．gov．cn／aarticle／lsyg／200605／20060502102804． 

htm1． 

[8]虽然帕洛奇属于劳工党，但他在担任市长期间，曾 

将市政府拥有的大量公用事业设施实行国有化的。当时， 

联邦政府尚未实施私有化计划。 

[9]http：／／www．ckln．fm／一．asadismiPorazil．htm1． 

[10]Mlike Rhodes．．Hugo Chavez Speaks at the World So— 

cial Forum． w ．indybay．．org／news／2005／O1／1718352．p．hp； 

Huge crowd cheers Chavez’S radical speech，http：／／www．socia1．- 

istparty．org．uk／2005／380／index．html?id=mp6．．htm． 

[11]2005年5月 1日，查韦斯领导的 “第五共和国运 

动”在 首都 加拉加斯 组织 了一 次规 模庞 大的庆祝五 一国 际 

劳动节 的集会。在这 一次集会 上 ，查韦斯说 ： “要在 资本 

主义的 范围 内达到我 们的 目标是 不可能的 ．要 找到 一条 中 

间道路 也是不可 能的。我现在 请求全体委 内瑞拉人 民在新 

世纪走社会主义道路 。我们必须为 21世 纪建立新的社会主 

义。”这是查韦斯总统首次公 开使 用 “21世 纪社会主 义” 的 

提法。 

[1 2] “The．1atinobarometro PuH”。Ec~onomist，December 

9～15．20o6．P．55． 

[13]毫无疑问。在评价一个国家的改革时，不能把改 

革导致的暂时性 的经济 衰退视为改革失败 的标 志。 

f上接第62页)存在的事实。然而也要看到，发展中 

国家的最终崛起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现在 

仅仅处于初始阶段。以国际通用的美元汇率方法 

计算，现在发展中经济体的 GDP仅为发达经济体 

的四分之一多一点，而人均 GDP还不到发达经济 

体的二十分之一。发达国家利用其政治、经济全 

面优势垄断经济全球化 “游戏规则”，维护不公正 

公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 

展平添困难与阻力。发展中国家本身发展很不平 

衡，有的跨入了经济发达行列，而不少发展中国 

家仍贫穷、落后，世界最不发达国家数 目不减反 

增，这也是发展中国家整体壮大的一个制约因素。 

不过有助于发展中经济体整崛起的积极因素多于 

消极因素，且这些消极因素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 

化解与克服的。从长远看，发展中经济体通过自 

身努力和南南合作、南北合作，国民经济将实现 

46 

持续强劲增长，逐步完成从 “发展 ”到 “发达” 

的历史性转变过程。 

注 释： 

[1]根据世界银行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数据库 

数据以当前美元计算得 出。 

[2]英国 《经济学家》杂志 2006年初估计。 

[3]即Emerging Economies Indicators，包括 32个最大的 

新兴经济体：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印度、印尼、马来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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