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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1. 大会1991年12月20日第46/202号决议请秘书长审查最近东西方关系的演变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影响，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影响，以及对国际 

经济合作的影响。为完成这项任务，秘书长参阅了他向1991年7月4和5曰在日内瓦举 

行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特别高级别会议提出的关于这个主题的报告(E/1991/82)以 

及理事会报告1的有关部分，即载有成员国的意见和该遍会议主席的结束语的一部 

分。 

2. 本报告集中谈论转型期经济的多重经济改革过程；东西经济关系的最新趋 

势;并评价东欧的演变对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影响。2本报舍最后提出了一些看法，说 

明如何可便进提供援助，以减轻转型过渡的负抠,并减少东西环境的变革和变化对发 

展申国家的可能不利影响。 

二 、 摘 要 

3. 起初对东敢经济，政治和社会变革潜力的高涨情绪已大大减退。鉴于转型 

过渡现已列于整个东欧所有新老国家的政策议程，这是个出乎意料的发展。不过，若 

干新的转型期经济，包括阿尔巴尼亚和一些前苏雒埃和南斯拉夫的共和国事实上都 

是发展中国家，全球社会对转型期经济踏上新的、自力维持的增长道路的能力可能 

抱有的乐观期望或许不能适用于这些国家。 

4. 大众对东欧的历史转向的看法有转变，其根本原因是转型过渡的问题很多， 

有时看来是无法处理的。至今出现的吓人的困难障碍为数很多，但迄今为止遇到的 

问题可归纳为三类：努力建立可行的民主政治同盟和建立基本的巿场体制；争取广大 

人民群众持续财久地赞成向市场经济制度进行痛苦过渡的社会政治支持；设计适当 

的战略和战术，将僵死的中央计划制度改为能生存的市场经济实体。 

5. 在国际合作和协调方面还有一些未曽充分利用的机会，可通过现有的多边经 



A/47/403 
Chinese 
Page 3 

济组织，调动和改善全球经济的协作。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完成，确保转型过渡的议 

程不断得到最大的支持，同时尽量减少转型期经济的国内政策和向转型期经济提供 

的援助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利影响。现在既然至少有一些前东欧计划经济被吸引到西 

欧的轨道上来，这也是欧洲区域机构重新考虑其核心政策的范围和深度的时机。 

6. 对于如何能最适当地重订钦洲一体化计划，让东欧的伙伴作为正式的成员， 

或至少作为完全平等的合作者这方面，还没有制订好明确的战略。从所谓〃欧洲"联 

合协定和最近签署的新的贸易和合作协定的性质来看，这一点是很明显的。从一直 

无法顺利地设计一套最有效的措施去将来自国际和区域机构以及来自认捐了各种及 

边援助的许多国家政府的援助提供给转型期经济方面来看，这一点也是很清楚的。 

7. 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东欧的事态发展和东西合作环境的不断变化尚未 

产生任何实质性的不利影响，例如是贸易竞争加剧、移民流动方面遇到更大的障碍 

或外国直接投资流走等等。迄今为止没有很多的证据可证实有大量的官方发展援助 

被转拨给转型期经济，也无法证实以前专向发展中国家供资的多边金融机构比较大 

方地向这个国家提供援助。不过，将来的情况可能会产生变化。 

8. —些国家成功地在转型期经济中争取到新的出口巿场。不仅是出口燃料和 

原料的发展中国家争取到市场，因为自1989年以来，前苏联向东欧的供应大减；有些 

比较有办法的发展中国家懂得如何在东欧各国国内经济处于瓶颈状况，对外付款问 

题不断出现的时候通融它们，颟应它们迅速变化的情况，这些国家也能争取到出口机 

会。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铁矿和有色金属的出口者，却由于东欧的进口需求和 

国内吸收能力减少的原因，其产品的价格下降。 

9. 对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来说，除非转型期经济灾星高照，否则东欧逐步变革 

下去是不可能对它们产生任何巨大的不利影响的。不过，一些转型期经济最近得到 

进入西欧巿场的差别待遇，而且近期协助转型期经济进入这些巿场的资金措^可能 

扩大增加，如此就会损害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竟争地位。 

10.即使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总的来说终于会通过商业和金融关系从东欧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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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中得到利益，但对于同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或该区域经济组织的主要成员 

维持紧密的经济关系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情况明显地没有发生。在第一种情况， 

转型过渡明显地影响到经互会三个发展中国家正式成员（古巴、蒙古和越南）的经济 

前景；在经互会有合作者地位的八个发展中国家中，有些也会受到同样的影响3。其 

他一些一向同经互会主要成员例如特别是前苏联保持密切合作关系的发展中国家， 

它们的资易和收款机会大大减少。其他一些伙伴国家在某些贸易帐户中积累了数目 

很大的盈余，主要的资易对手是前苏联，有关的数目和偿还问题是目前及方有争议的 

事项。 4 

11. 传统的发展问题仍然是全球社会关心的主要问题，但是国际重视的优先项目 

的清单和次序已有了明显的变动。例如，对于国际社会委托负责拟订、实施和监测 

其援助承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多边金融机构来说，重点的变动更为明显。以前比较 

学术性的分析都集中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紧迫问题,有时还是长期性的问题,但目前 

巳多少有了改变，转型过渡的多重问题成为了研究的新重点。这足以说明上述的变 

动o 

三、经济变革的现状 

12. 目前的转型期经济是指所有东欧前中央规划经济，包括新老国家。虽然当前 

的变革几乎涉及有关社会的所有方面，又虽然改造社会的大目的基本一祥，但是目 

前各国所处的改革阶段和推行改革的速度因国而异，差别很大。 

13. 在苏联和南斯拉夫联邦解体及阿尔巴尼亚改变方向重点之前，转型期经济的 

首要问题基本上是改革相当发达的工业国家，现在国际社会面临的行动议程已日益 

复杂。有些国家，例如阿尔巴尼亚以及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后继共和国事实上都处于 

工业化的早期阶段。有些国家的发展水平低到甚至可能有接受优惠援助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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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的性质6 

14. 转型期经济的目的是建立巿场经济，与世界经济广泛结合起来。政策目标 

是及时和有秩序地推行一长系列的玫策措施，最后完全改变从施行共产主义教条于 

社会、组织、生产和分配各方面的中央规划时期继承下来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框 

架。不过,这些经济的改革并不限于思想态度和体制机构方面,必须包括经济政策和 

奖励措施。要建立有生气的市场经济首先就需要有宏观经济方面的稳定政策，然后 

或者最好跟着进行范围很广的结构改革。推行这些措施的同时应改变经济行为人的 

作业方法，而且个人应肩负自身行动的风险，同时应自己应付他人行为的影响。 

15. 经济稳定政策全都集中于需求管理政策和有关的措施之上,这有时是比较狭 

隘的。最初的一套政策都有若干不寻常的政策措施,包括一切货物和服务的价格自 

由化，只有很少数的例外（如主要的共用事业和房租等）；几乎全部取消所有各类津 

贴；强化政府预算，主要是减少支出；用提高实际利率等方法控制工资供应;通过惩罚 

性的财政措施管制工资行为；降低汇率至公开巿场最近的水平,有时是将货币大幅度 

值以鼓励出口；并开放经济，让外国参加竞争。 

16. 预料在这种行动之后，或者在三至九个月之后，就会釆取一些政策措施，专门 

处理东软经济改革中属于比较结构性的问题。这里的关键性工作是创立市场经济順 

利运转所必需的体制机构，而同时改变国营企业的地位、行为和所有权。 

17. 共产主义试图创造"新人类"，但共产社会的失败指出，基于以强迫人大大 

改变行为为目的的意识形态政策是镨误的。现在看来，试图大大改变以前拼命将本 

人行为的风险一般地转移给社会，特别是转移给国家的个人的态度可能也有同样的 

危险。转型过渡初期抱有的期望，即总的来说在社会主义下争取到的许多利益都会 

得到保留的期望已经落空。因环境所逼，起初保证建立广泛的社会安全网，最好由国 

际社会予以支持的承诺均已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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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随着这些国家的国家机构的萎缩，人们才开始逐渐慢慢改变对一般的冒风险 

特别是对创鱼风险的态度。国营企业以前对职工的福利保证程度对下列各方面的影 

响不会小：私有化政策、财富分配的炉大范围、整个社会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容忍程 

度，包括对随着投资一涌而来的外国管理人员、对不习惯的办事方法和强制执行劳 

工纪律的作凤的容忍程度。 

19. 虽然在转型期经济中有许多创业的障碍，但自1989年以来，私营部门的活动 

大增。即使私营部门对总产出的贡献还未能准确地算出，可是这个部门发展得非常 

快，而且在至少一些国家，私营部门的产出现已占总产出很大的一部分。这些新的倡 

议无疑有助于改善改革的若干不完善之处，甚至可推动改革进程，但许多这些倡议都 

可能不能自持自续，因而始终会导致新活动的生产性投资或执行标准活动的新形 

式。归根结底，转型期经济所非常需要的正是这种生产性企业精神。6 

20. 鉴于私营部门的行情上涨得益于一些转型期经济所推行的私有化政策，主要 

是得益于所谓的小规模私有化，可以这么说，决策者将重点放在出卖大型国营企业或 

分发这些公司的股份之上以求加强经济效率的做法并不是全都是对的。看来对以下 

的选择办法注意得不够，即例如可以通过将国营企业公司化和商业化以及通过谈判 

租约和管理合同的方法，使国家和更一般地说政治过程不参加决定资源的分配。7 

21. 解放个人的创造力之后，估计跟着很快就会涌现出许多本国和外国企业家的 

私人经济活动，从而给予转型期经济很大的增长动力。而且预料改革本身会使可持 

续增长恢复得比较快，因为国营企业本身也会开始进行改革，以应付宏观经济的紧缩 

措施，结果其回升力量将为这种增长槺腰。大部分评论家都没有预料到转型过渡政 

策所引至的社会经济低谷会象整个东欧迄今看到的那么深，延续那么长。 

22. 大部分转型期经济向市场经济制度过渡时之所以没有象许多决策者和观察 

者想象的那样顺利，还有其他几个原因。有些原因来自错误的或者是天莫的内部决 

策，通常是错1^地以为已建立起支持改革的可操纵的联合力量，而且这种共识是可以 

自持自续的，以为取消管制就自然会自动强化私人的倡议主动，从而自内部加强刚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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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的市场经济。其他因素包括未预料到的外国事态发展，对可利用的国际援助以 

及可用来减轻债务负抠的资源的力量、规模和范围的期望荽了空，这有时会限制了 

政策的回旋余地，使议定政策的贯彻执行复杂化。有时候，已答应的援助没有交付， 

这本身往往对经济改革的政治意志有不利的影响。还有第三套原因，其中包括国内 

和国外政策决定及有关事态发展的相互影响。这种相互联系明显地影响了转型期经 

济将贸易转向西方巿场的能力。 

23.在内部决策方面，有两个重要的因素比较突出。第一是转型过渡政策的速 

度、全面性和颟序。第二是在政策议程的范围内用了多少关键力量去开发转型期经 

济。此外，还必须提到三个外部事态发展：（1)作为区域内合作论坛的经互会突然消 

亡；（2)改而不用可转让卢布制度的速度比预期中快，部分原因是德国统一，结果对东 

欧其他地方的货物的需求大减；（3)在冷战结束后时期本着新的国际合作精神采取的 

几项不利措施的影响，例如自1991年以来制裁伊拉克和最近制裁南斯拉夫继承国的 

措施。 8 

经济过渡的对外层面 

24. 所有过渡国家都决心坚定地走向根据市场作出决策，并承诺大量减少外贸 

障碍和国外其他形式的相互影响。这些国家的国内市场历来受到非常规手段的庇 

护。巿场为基础的相互影响的障碍已经或正在被更加传统的机构和商业文书所代 

替。例如，数量和其他非关税限制现在或者已经取消或者已经由从价关税取代。这 

些国家还修订了海关制度，大多数坚决将关税合理地减至最低限度。但是，这些国家 

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国内还在争辩对过渡的政治承诺。 

25. 东欧国家实行多元政治制度和在国家、区域和国际组织支援之下根据市场 

作出经济决策的广阔目标向全球社会提供了机会，也提出了挑战。由于这些经济体 

的传统资易大部分不是以费用的相对优势等经济考虑为依据的，这些经济体彻底的 

结构改革导致它们的对外经济联系也同样彻底地重新组合。国外竞争开始使东欧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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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体重斩调整资源配置，只要过渡经济体的生产力水平不同并且决策人有决心尽早 

赶上发达国家，那么应当可以创造大量的贸易，或至少是彻底改组传统贸易格局。 

26. 过渡经济体的开放最后必将使这些经济体更加深刻地溶入全球经济。这种 

情况将通过各种渠道实现。其一是传统的贸易和服务交换并调动生产要素，特别是 

资本流入这些国家。另一是更加广泛地正常地参加全球经济组织的议程。最后，由 

于经互会的消失以及过渡经济体现与欧洲经济共同体（欧经共同体)逐渐接近,这些 

国家的开放必然会带来区域组织，特别是欧洲大陆的区域组织的机构调整和政策转 

向。 

27. 过渡时期一开始这些国家就将其在国际经济组织包括关税和贸易总协定 

(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等地位的正规化放在过渡议程上。 

已是这些组织成员的国家的正规化表现在它们作为正式、平等成员加强合作和参 

与。其他一些则要求作为这些组织的正规成员。这样,所有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现 

在都是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成员；继承苏联的其他共和国最近也成为成员。9 

28. 除了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之外，所有东欧国家都是总协定的締约国并积 

极参与总协定。1986年保加利亚首次要求正式参加，关于参加的谈判现在又得到了 

新的动力。阿尔巴尼亚在1992年6月提出要求观察员地位，1°并于1992年7月19日获 

得观察员地位。11那些处于计划经济阶段在总协定没有得到相当于正式地位的国 

家，如捷克斯洛伐克、12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现在已经使它们的地位正规化，或 

正在谈判过程中。 

29. 原苏联在1990年初获得观察员地位，并且在瓦解之前迫切要求作为正式締 

约国参加总协定。亚美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摩尔达维亚、土库曼 

和乌克兰已在1992年6月提出要求13，有的已经获得了观察员地位。14其他苏联继 

承共和国还没有提出参加总协定或取得观察员地位的具体请求，但预计它们不久也 

会这样做。有些共和国已由总协定援助起蕈观察员地位的请求。15 

30. 上述各组织真正近于普遍的性质向国际社会提供机会，以更加连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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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来有效处理国际社会所面临的重大经济问题。这方面，在改善条件的基础上根 

据普遍同意的发展优先事项更好运作的世界经济应当可以发挥关键的作用。但是就 

目前而言,具有深远意义的政策协调还是遥遥无期的目标。 

经济复苏的前景 

31. 现在一些过渡经济体的经济复苏前景有所改善，一些中欧国家的经济具有 

略为上升的早期征兆，其他一些国家的经济收缩有所减缓，但应当审慎地看待这些初 

期的征兆。它们可能象征着比较稳定的改善，但是看来在今后一年左右不太可能做 

到。几乎所有过渡经济体都受到对外支付的制约，大多数国家仍然难以控制通货膨 

胀，表明这些面家总的说来还将继续长期紧缩，勻支能力将限制在较低的水平上。 

32. 但是，其他国家，包括绝大多数苏联继承共和国，面临更加艰巨的困难。近 

期的前景是经济活动水平进一步急剧收缩，以及改革方案的关键制定人政治前途未 

卜。只有在对转型取得一致意见并得以维持之后，它们的经济命运发生急剧扭转的 

可能性才会明朗起来。 

33. 虽然所有过渡中的经济体面前的任务是十分复杂的，但是它们都值得国际 

上提供大量援助。理由之一是扭转东方的经济命运，从而在一个大大降低的基础上 

继续增长，将稳定过渡经济体的政治和社会情况，并且广而言之也会稳定整个欧洲大 

陆的政治和社会形势。此外，东方脚踏实地的经济复苏将会推动整个世界经济积极 

增长，也会开辟发展中国家出口的机会。因此，可以使用的援助资源必须确定适当的 

对象，并尽可能同东欧国家协议的转型政策相协调。最后，过渡经济体除了名义外， 

实际上是发展中国家，应当根据提供发展援助的传统理论由世界上较发达的国家提 

供国际援助。 

四、东西方经济关系的新发展 

34. 东西方经济合作的构架，特别是欧洲大陆的构架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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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因为欧洲东部的事件，也因为欧洲西部对软洲统一自主态度的变化,特别是1993年 

完成单一市场。 

经济互助委员会的崩溃和可兑换卢布制度 

35. 1991年6月28日在布达佩斯召开了经互会第46届会议，会上决定在90天之内 

解散该组织,16但事实上从1990年初经互会就已停止其职能。为了用另一种区域组 

织来代替经互会，在1990年全年和1991年初对各种形式进行了辩论，但是这种努力一 

无结果。在没有切实可行的继承制度的情况下，17五个欧洲经互会成员（德意志民主 

共和国不在内）之间的区域间贸易营业颠由1989年370亿美元急剧收缩至1990年290 

亿美元和1991年210亿美元。18但是这种收缩并不完全是由于同原苏联间令人恼怒 

的贸易问题引起的。实际上五个经互会成员同原苏联贸易营业额的现有值由1989年 

的290亿美元降为1991年的170亿美元，在五国之间的贸易由1989年的80亿美元降至 

1990年的30余亿美元。 

36. 用所谓世界市场条件来代替可兑换卢布安排是十分困难的，在可兑换卢布 

安棑下，货物和服务可以通过徹观经济从业者自行谈判;在过渡国家还没有真正透明 

的市场的情况下，一种市场结算价格是进行交换的条件；支付不平衡是在日常的基础 

上或定期（如是清算）用可兑换货币结清；世界贸易的惯例付款期，特别是付款条件 

(即原料和燃料立即付款，多种制成品有90至120天供方信贷）需要得到密切遵守。 

37. 虽然走向这样一种集团内贸易的环境最终会使过渡经济体变得更加合理， 

但是在近期和中期内，伴随这种转变而来的必然是几种不利的发展。主要有四种情 

况。首先，现行的贸易条件有所改变。这使东欧情况急剧恶化，而使燃料和原料出口 

国，特别是原苏联得到相当大的收益。19 

38. 第二，过渡国家之间需要有新的包括清算服务、出口担保、出口筹资和再 

貼现等对外交易结算机构来代替同可兑换卢布相联系的原有服务。除非能建立这些 

机构，否则现在出现的机构真空可能使迅速完成商业交易复杂化。 

39. 第三，由于独立的新老从业者开始根据自己的利益行动，供求计划发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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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期望他们学习部级官僚们原先的行为是不切合实际的。在这种情况下，尤其 

是在短期内，可以预见东欧国家对经互会区域内的运货需求会比供应变化更激烈，因 

为所有国家并不是以同一速度进行改革的，而且苏联和东欧其他地区的贸易格局很 

不对称。对于苏联经济混乱，原来预计的供求行为计划的变化并没有实现，因为对经 

互会制成品的需求实际上消失了，而能源和原料的供应则缩小了。 21 

40. 最后,说来奇怪,为了进行交易和谨慎起见,特别是依重贸易的国家内，最重 

要的发展是对可兑换货币的需求急剧上升。在有新的从业者进行贸易的情况下，为 

了向可能出现的支付不平衡提供经费，需要有充足的储备。交易所需要的可兑换货 

íjí必然上升，因为一个国家谨慎的作法是要保有约等于三个月进口量的储备;过渡经 

济体现在必须为原来完全是在特殊双边清算条件下进行的私人贸易和有关交易供 

资；由于出口结构不对称，依靠进口燃料和原料和出口工业制成品的国家必须为绝大 

多数的进出口制成品提供供方信贷，但却必须为它们净进口的燃料和绝大多数原料 

付现款。即使可以安排替代的筹资.结果借款者必须匀支借款费用的任何差数。 

41. 集团内贸易的崩溃不能完全归咎于经互会的消失，可兑换卢布制度的突然 

失灵以及没有能认真探索一种可以帮助支持和扶楂过渡进程的合作战略。外部事 

件，特别是苏联经济的急剧踏化以及德国对东欧制成品需求的消失也引出这样的结 

果。 

42. 内部市场的崩溃特别是前苏联还有南斯拉夫市场的崩溃引进了各种问题， 

同可兑换卢布制度的突然停止执行遴到的问题相似。虽然特别是前苏联各共和国之 

间贸易有些可能符合经济理论，但绝大部分是根据行政决策，有的则受到军事、政治 

和其他安全考虑的制约。这些新的国家采用市场制度不仅涉及大量改组其经济和贸 

易联系，而且还需在支付基础结构处于真空的情况下进行。 

贸易转向西欧巿场 

43. 集团成员间的贸易瓦解仅有一部分被同市场经济国家的贸易，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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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1991年同西欧贸易剧增所抵消。然而，应当强调的是，贸易发展尚有相当多的 

未定之数，因为许多经济转变国家的统计制度仍有许多尚待改进之处。" 

44. 贸易量下降的幅度有时确实十分惊人(见表1),但这种下降绝非仅仅局限于 

集团成员间的贸易。事实上，欧洲经互会各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除外）同发达市场 

经济各国的资易成交量已从1989年的$970亿增加到1990年的$1 060亿，但1991年又 

回降至$1 050亿（后一数字包括德国全国的贸易量）。就发展中国家而言，除前经亙 

会成员外，贸易降幅更为可观:从1989年的$390亿降至1990年的$370亿，又降至1991 

年的$210亿。 

45. 因为在经济转变的国家内，在各自主机构间管理贸易的体制和组织两方面 

的基础设施还很不健全,发展中国家或许必须作出额外努力才能在东方巿场占一席 

之地。有些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已在这方面取得了成缋。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已建 

立了体制上的基础设施，举例来说，提供出口贷款和出口保证，因此,在进入经济转变 

国家的巿场时占有较为有利的地位。 

46. 从这些国家报列的贸易数据看，贸易的地理偏向已有变动，而且有些情况 

下，变动很大（见表2)。前经互会伙伴所占份额显然巳大幅减少，而与发达市场经济 

国家贸易所占份额急剧上升，现在巳高据贸易总额的58%之谱。在许多情况下，发展 

中国家的份额下降，从东方各国输入的出口货下降幅度通常比输出给它们的进口货 

为巨。-

同发展中国家贸易的机会 

47.传统看来，中央规划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呈现不对等的现象23 

首先，贸易趋向集中于少数几个偏好的发展中国家。以往专为经济以外理由流动的 

贸易额现在业已停顿或由与以往较受忽略贸易伙伴进行的贸易所取代。受这种转变 

影响最大的是：与欧洲以外的前经互会成员进行的贸易和与在经互会中具有协作者 

地位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的贸易。表3开列出同下列几组分析上意义重大的国家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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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东欧和苏联：贸易额和增长，198^1991年 

(十亿美元和百分比） 

出 口 进 口 

国 家 价值 百分比 价值 百分比 国 家 

1990 1989 1990 1991 1990 1989 1990 1991 

保加利亚 

总额 5.2 -12.0 -21.3 -34.2 5.6 -9.9 -23.8 -51.5 

东欧 0.5 -16.6 -38.6 -58.3 0.6 -21.3 -28.2 -16.5 

苏联 2.3 -8.2 -31.0 -24.3 2.0 -15.8 -21.7 -39.9 

发达国家 1.2 17.2 -11.1 -36.3 1.9 0.6 -25.9 -69.8 

发展中国家 1.1 -35.8 9.7 -47.6 1.0 -8.7 -19.0 -54.4 

捷克斯洛伐克 

总額 10.7 -3.2 -10.5 1.6 11.8 -3.4 0.3 -15.6 

东欧 1.6 -6.6 -33.1 19.0 2.3 -4.1 -11.5 -46.7 

苏联 2.4 -13.8 -25.8 -10.1 2.2 -9.0 -26.7 41.8 

发达国家 5.1 10.9 13.4 2.9 5.7 -1.6 28.1 -25.2 

发展中国家 1.0 0.1 -10.9 -7.9 0.8 17.0 -11.9 -1.8 

匈牙利 

总额 9.6 -3.3 -1.3 7.1 8.6 -5.4 -2.7 32.8 

东欧 1.1 -9.7 -31.4 -21.2 1.2 -13.4 -16.9 5.4 

苏联 1.9 -11.9 -20.7 -29.1 1.6 -16.7 -15.9 6.9 

发达国家 5.0 5.6 20.6 28.0 4.5 7.7 3.8 53.8 

发展中国家 0.9 -6.8 -0.2 7.7 0.9 -22.0 eo.9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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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蘆) 

出 进 口 

国 家 价值 百分比 价值 百分比 国 家 

1990 1989 1990 1991 1990 1989 1990 1991 

波兰 

总额 18.3 0.6 24.7 -18.5 12.6 -0.4 -2.5 24.3 

东欧 2.4 -3.3 -2.1 -52.2 1.3 -9.1 -39.4 -11.2 

苏联 3.7 -5.4 4.6 -60.6 2.9 -13.9 6.7 -31.6 

发达国家 8.9 5.3 40.0 13.7 5.7 7.1 -4.7 71.7 

发展中国家 

g 5, /g 

1.4 -3.6 3.2 -15.5 0.6 -8.8 -17.1 151.0 

歹-=?/bX 

总额 4.6 -10.0 -43.4 -7.1 6.9 8.8 18.1 -17.6 

东欧 0.4 -14.9 -56.9 -8.8 0.9 -8.1 -1.8 -?<8.7 

苏联 0.7 -11.1 -37.3 30.7 1.1 2.0 -18.7 -8.8 

发达国家 2.4 -3.9 -38.4 -22.8 2.2 1.7 116.7 -9.4 

发展中国家 0.9 -15.2 -51.0 -11.9 2.5 29.0 10.1 -32.2 

苏联 

总额 59.1 0.4 -5.2 -24.6 65.0 12.0 -0.0 -35.9 

前计划 
经济国家15.3 -8.7 -24.3 -35.0 19.1 -4.5 -10.6 -43.4 

东欧 11.1 -11.1 -26.9 -40.8 15.0 -5.7 -12.1 -51.6 

发达国家 29.2 7.7 12.3 -16.2 34.4 21.1 5.6 -31.0 

发展中国家14.5 2.0 -9.5 -29.0 11.5 26.0 3.8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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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廑) 

出 P 进 口 

国 家 价值 百分比 价值 百分比 国 家 

1990 1989 1990 1991 1990 1989 1990 1991 

东欧 

总额 48.4 -4.5 -5.2 -9.6 45.5 -2.7 -2.6 -0.2 

东软 5.9 -8.4 -26.5 -25.7 6.3 -9.8 -20.8 -28.3 

苏联 11.0 -9.8 -19.2 -31.9 9.9 -12.0 -14.9 -8.3 

发达国家 22.5 5.3 11.8 8.1 20.0 3.8 8.8 17.9 

发展中国家 5.4 -14.1 -14.8 -16.3 5.9 5.6 1.7 

东欧和苏联 

总额 124.0 -1.5 -6.7 -18.0 130.1 4.5 1.3 -22.0 

前计划 

经济国家 42.1 -8.6 -23.2 -32.9 43.1 -7.4 -14.2 -34.7 

发达国家 61.1 7.1 -3.9 -5.6 69.0 13.0 2.5 -12.9 

发展中国家20.8 -3.0 -35.0 -24.2 18.0 17.6 -20.7 -22.6 

资料来源:所有数据均摘自欧洲经济委员会（欧洲经委会)所保存的共同数据基。数 
据基的根据是：国家统计出版物、各国统计处直接传送给欧洲经委会的资料和(1991 
年）有一部分系根据贸易伙伴的数据。出口和进口额是以离岸价计算，但匈牙利的进 
口额是为例外，它在国家统计表内系以到岸价格计算。成长率是按以美元开列的价 
值计算。1991以前各年，与东方各国，包括与东欧和苏联贸易的大部分，是以反映卢 

布/美元一致套汇率的调整后美元计量单位折算其价值。1991年所有贸易額均按适 
当的国家总换率(通常为国营银行所报的商业兑换率）折算成美元。伙伴国家的分组 
是按照直到最近以来一直由国家统计来源用的惯例，这种分组与联合国出版物通 
常采用的分组细目不同。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包括在1989-1990年的数据内，但在 
1991年数据和1990同1991比较时则未予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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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东欧和苏联：贸易的地理分布情况，1989-1991年 

(百分比） 

出 口 进 P 

m ^ 

1989 1990 1991 1989 1990 1991 

保加利亚 

东欧 12.9 10.1 5.2 12.0 11.3 5.7 

苏联 49.3 43.3 49.8 34.0 34.9 43.2 

发达国家 19.6 22.1 23.3 35.4 34.5 32.0 

发展中国家 15.8 22.0 17.5 16.4 17.4 16.4 

捷克斯洛伐克 

东欧 20.1 15.0 13.2 21.9 19.3 7.7 

苏联 26.5 22.0 19.4 25.9 18.9 31.8 

发达国家 37.6 47.0 5Í>.0 37.6 48.1 48.9 

发展中国家 9.7 9.6 8.7 8.0 7.0 8.2 

匈牙利 

东玖 15.8 11.0 5.8 17.1 14.7 6.9 

苏联 25.1 20.2 13.4 22.1 19.1 15.3 

发达国家 43.1 52.7 66.7 49.3 52.6 67.8 

发展中国家 9.6 9 . 7 9.7 6.4 10.5 8.2 

波兰 

东欧 16.4 12.9 5.8 16.6 10.3 4.9 

苏联 24.4 20.5 11.0 21.4 23.5 14.1 

发达国家 43.2 48.5 73.8 46.5 45.4 68.9 

发展中国家 9.0 7.5 7.5 6.0 5.1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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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鲨) 

国 家 
出 口 进 P 

国 家 
1989 1990 1991 1989 1990 1991 

罗马尼亚 

东欧 
苏联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10.2 

14.5 

47.7 

23.1 

7.7 

16.1 

51.9 

20.1 

5.7 

22.6 

44.7 

19.0 

14.9 

22.5 

17.2 

39.3 

12.4 

15.5 

31.6 

36.7 

6.9 

17.1 

39.6 

30.2 

东欧 

东欧 
苏联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15.7 

26.7 

39.5 

12.4 

12.2 

22.8 

46.6 

11.1 

7.6 

17.8 

59.9 

10.5 

17.1 

24.8 

39.4 

12.4 

13.9 

21.7 

44.0 

12.9 

6.3 

20.4 

58.4 

12.2 

苏联 

东欧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24.4 

41.8 

25.8 

18.8 

49.5 

24.6 

19.8 

56.5 

13.6 

26.4 

50.1 

17.1 

23.2 

52.9 

17.7 

19.3 

58.1 

10.4 

资料来源:所有数据均摘自欽洲经济委员会(欧洲经委会)所保存的共同数据基。数 
据基的根据是：国家统计出版物、各国统计处直接传送给欧洲经委会的资料和(1991 

年)有一部分系根据贸易伙伴的数据。出口和进口额是以离岸价计算，但匈牙利的进 

口额是为例外，它在国家统计表内系以到岸价格计算。成长率是按以美元开列的价 

值计算。1991以前各年，与东方各国，包括与东欧和苏联贸易的大部分，是以反映卢 

布/美元一致套汇率的调整后美元计量单位折算其价值。1991年所有贸易额均按适 

当的国家总换率(通常为国营银行所报的商业兑换率)折算成美元。伙伴国家的分组 

是按照直到最近以来一直由国家统计来源洽用的惯例，这种分组与联合国出版物通 

常采用的分组细目不同。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包括在1989-1990年的数据内，但在 

1991年数据和1990同1991比较时则未予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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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额最近变动的估计数:24三个经亙会正式成员、八个协作国家、与前经互会重要 

成员保持紧密联系的八个国家""和一组新兴工业化发展中国家。" 

48. 按美元现值计算,从东欧出口到这四组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額下降26.2%,进 

口下降10.8%;就前苏联而言，相应的数据为，出口下降41.9%,进口下降43.2%。由于 

在某些这种交易中，贸易条件变动很大，资易数额必然也会急剧缩减,有些情况下实 

际上已暴跌到几近于零。 

49. 贸易量缩减最巨的是：同三个前经互会成员的贸易，光其是东欧，以及同八 

个经互会协作国家的贸易，尤其是前苏联(见表3);同协作国家贸易的缩减，特别是保 

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两国，有相当大部分是由于对伊拉克实旆贸易禁运所致。对东欧 

和苏联来源，它们同与经互会重要成员保持某些密切关系的国家进行的贸易，缩减程 

度轻撖得多。尽管平均而言,对一组新兴工业化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缩减，但东欧的进 

口却大幅增加。 

50. 数据显示，转变阶段和打开新巿场之间存有直接的关系。这种动态关系是 

无法用上面报列的总计数字充分反映出来。因此，举一个国家为例，加以说明，或许 

是有用的。1991年，波兰对五个兴旺的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香港、大韩民国、新 

加坡、中国台湾省和泰国）出口的美元价值仅增加4.3%,但它从这组国家进口的货价 

跃升逾13倍,尽管其起点数额很低。" 

51. 还会有其他的机会向发展中国家开放。举例来说，它们有些现在已能够进 

入东方市场，其方式包括对通过某一个国际机构，特别是世界银行筹供资金的项目进 

行竟争性投标，然而，短期内，经济转变国家的支付能力和贸易支助空虛可能会使变 

革更为困难，以致实际上使贸易缩减，直到体制支助形成，可以促进更有力和灵活的 

贸易筹资时为止。 

52. 过去，贸易组成趋向于绝大部分为以欧洲东部的制威品交换发展中国家的 

原料。反常的是，短到中期而言，这种情况或许还会加剧，因为东方的许多燃料进口 

者将需要寻求新的供应来源，这是由于前苏联的出口量会大幅下降。总有一天会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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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东玖和苏联：与选定各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1990~1991年 

(百万美元和百分比） 

出 口 进 口 

m 豕 
1990 1991 增长 1990 1991 增长 

保加利亚 

经互会(3) 169.1 6.2 -96.3 180.0 8.2 -95.5 

协作国家 72.2 13.0 -82.0 274.9 0.6 -99.8 

合作国家 243.7 ?.?8.1 -2.3 197.0 155.0 -21.3 

新兴工业 
化经济国家 89.5 137.8 53.9 95.2 61.5 -35.4 

捷克斯洛伐克 

经互会(3) 109.4 18.0 -83.5 79.1 30.3 -61.7 

协作国家 « • • 暑 • • • 泰 《 » • » ..1 . . , 
合作国家 225.9 210.3 -6.9 208.6 79.8 -61.7 

新兴工业 
化经济国家 226.9 113.8 -49.8 185.4 207.8 12.1 

匈牙利 

经互会(3〉 54.9 29.0 -47.1 17.7 8.4 -52.8 

协作国家 19.6 19.0 -2.8 37.9 35.7 -5.9 

合作国家 376.9 442.9 17.5 240.5 275.1 14.4 

新兴工业 
化经济国家 237.5 253.9 6.9 341.1 387.6 13.6 

波兰 

经互会(3) 17.8 4.3 -76.1 13.7 14.5 5.3 

协作国家 96.3 39.6 -58.9 94.5 13.3 -85.9 

合作国家 351.1 268.5 -23.5 327.5 516.3 57.6 

新兴工业 
化经济国家 545.0 408.2 -25.1 166.8 728.1 3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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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垂 

国 家 

出 口 进 P 

国 家 

1990 1991 增长 1990 1991 增长 

罗马尼亚 

经互会(3) 71.8 1.0 -98.6 71.2 3.4 -95.3 

协作国家 52.5 2.8 -94.7 173.9 4.9 -97.2 

合作国家 285.1 199.7 -29.9 991.0 734.1 -25.9 

新兴工业 

化经济国家 238.7 165.0 -30.9 133.5 151.4 13.3 

苏联 

经互会(3) 3 673.8 1 453.2 -60.4 4 933.6 2 380.6 -51.7 

协作国家 1 411.0 470.0 - m . 5 977.1 82.0 -91.6 

合作国家 1 485.0 1 197.1 -19.4 2 219.5 1 753.2 -21.0 

新兴工业 

化经济国家 1 497.5 1 563.8 4.4 1 496.2 1 255.5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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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 

出 口 进 口 

1990 1991 增长 1990 1991 增长 

东欧 

IJÜM:如表1所述，所有数据均摘自欧洲经委会保存的共同数据基。对有些汇报 
国家，特别是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厄亚而言，除三个经互会国家外，各组国家的数据 
仅有部分可査。现值的折算是按照当前的汇率计算，但前苏联是为例外，1990年系用 

商业汇率计算。由于把可转让卢布折算成美元方面的问题，这样做必然会夸大下降 

的幅度,特别是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而以其与经互会伙伴进行的贸易光然。至于其 

他国家，则夸大的程度端视任何清算安排的内含汇率而定。 

注：经互会(3)系指古巴、蒙古和越南。 

协作国家为阿富汗、安哥拉、埃塞俄比亚、伊拉克、墨西哥，莫桑 

比克、；&加à瓜和民主也门（现在也同也门合并）；民主也门和也门1990年 

的数据为总额）。 

合作国家为阿尔及利亚、柬埔寨、埃及、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摩洛哥、巴基斯坦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为巴西、香港、马来西亚、大韩民国、新加 

坡、中国台湾省、奉国、突尼斯和土耳其。 

化经济国家 

东欧和苏联 

423.0 58.5 

240.6 74.4 
482.7 1 359.5 

337.6 1 078.7 

361.7 64.8 -82.1 

581.2 54.5 -90.6 

964.6 1 760.3 -10.4 

922.0 1 536.4 66.6 

化经济国家 

4 096.8 1 511.7 -63.1 5 295.3 2 445.4 -53.8 
1 651.6 547.4 -e6.9 1 558.3 136.5 -91.2 

2 967.7 2 556.6 -13.9 4 184.1 3 513.5 -16.0 

2 835.1 2 642.5 -6.8 2 418.2 2 791.9 15.5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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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重大变动，改以往未利用比较利益的弊病，包括新兴工业化经济逐渐建立起比较利 

益的那些方面。 

53. 按照经济规律重新调整对外联系必然会造成以往通过特别价格安排间接得 

到发展援助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这种情况将使迄今为止尚无法凭借其比 

较利益打进东方市场的发展中国家获益。 

54. 然而，应当指出，短期内，某些出口原料,包括非铁矿物和金属的国家必需面 

对更激烈的竞争，因为东方国家的能力只能通过增加出口数量来维持,而这种行动将 

会对世界市场价格造成下跌的压力。然而，只要额外增加来自较小的东方国家，价格 

下跌的幅度就不会太大。 

55. 过渡经济国家的流动帐户仍然脆弱，部分原因是债务,对某些国家这是很大 

的问题，同时高倾向的进口大多为消费品。然而，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到目前尚能维 

持它们的有限的国内转换，匈牙利的资易和外汇开放仍有进展。某些苏维埃共和国 

的继承者，如爱沙尼亚和俄罗斯联邦，目前引进的各种政治措施应当能使其从有限的 

国内转换中得益。这同时也应有利于所有外国，包括发展中国家进入它们的市场。 

56. 波兰在1991年3月的巴黎俱乐部中取得了部分的债务免除，但与伦敦俱乐部 

尚未取得同样的妥协。无论如何免债的情况并未达预期的要求，因此无法确定波兰 

最后是否能获得1991年的利润。若干其他的东玖国家(如保加利亚），在技术上是不 

履行偾务，同时已取得了某种形式的重新安棑还债日期，或取得默认的协议，官方或 

商业债主皆不就债务问题摧逼。然而，没有实质的债务免除这个问题很快还是需要 

处理的，某些国家近期或中期内根本没有希望从目前的出口收中进行还债。 

体制改革和全球经济合作 

57.欧洲东部的演变和因此引起的东西关系环境的变化，已打开了加强全球经 

济改进之道的机会。随着过渡经济的开展及其积极参与一切形式的国际经济关系， 

可因而通过已有的各种文书加强促进全球经济的合作。它也可能创造足够的有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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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以重新安排全球经济构架的关键部分，以便更好地调整体制基础,配合进行中的和 

今后的政策考虑。许多发展中国家将会从这种对全球一级的注重和协调而获益。 

体制改革和区域合作 

58. 1991年末以来，通过诸如所谓的Vis^rad机制，即寻求支持捷克斯洛伐克、 

匈牙利和波兰间的经济及其他形式的合作。虽然自1992年中起已达成决定，在当地 

执行自由资易区，但1991年末所作的各项承诺目前尚未履行。无论如何，其主要目的 

是防止经济过渡时演变成互相设置蚊视昧碍，以彼此对付的情况,远远不同于现在在 

欧洲共同体范围内或欧洲自由贸易协会成员间所作出的安棑那样。 

59. 从一开始，过渡经济的国家即寻求一种与欧洲共同体和欧洲自由贸易协会 

的正式和解。以波罗地诸国、东欧国家、某些苏联的其他继承共和国，和南斯拉夫 

及其继承共和国而论，其雄心是希望在不久将来成为欧洲共同体的充分成员。共同 

体则基于自己的原因不愿承诺加快成员籍的谈判，而提出愿意订一些所谓欧洲协议， 

使东欧国家成为一种特别联击成员的地位。 

60. 截至目前，达成的协议是为大多数制造业确立不同的贸易自由化，其中共同 

体将逐渐取消其进口关税，通常是在五年期内，从1992年开始。东欧的签约国一般将 

会在同一时期内给予相同回报，但关税消减将迟至1990年代的后五年内。这表示东 

欽签约国会取得对欧洲共同体生产者较好的竞争地位，也较优于其他没有从同样有 

利的关税制中得益的外来竞争者。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已取得这种地位， 

它们已同欧洲自由贸易协会成员拟订同样的文书，但只有与捷克斯洛伐克的文书已 

经完成与匈牙利及波兰的，显然已遭遇严重障碍，主要原因是在农业产品的开放 

贸易方面未能达成协议，事实上这方面已超也欧洲自由贸易协会职杈范围之外""。 

欧洲共同体同某些其他过渡经济国家，如保加利亚，正在进行谈判中。预期1992年 

底，玖洲自由资易协会与波罗地诸国，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间正在建立自由贸易的联 

击将可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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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除去政治和心理方面可能的益处外，这些协议的经济利益性质，不应过分跨 

大。的确，"敏感"产品，包括农业和渔业产品，以及某些工业制造产品，是在"欧 

洲"协定附件中分别处理的31。虽然睃洲共同体大体上已承诺也对这些产品放松进 

口限制，同时在钢铁产品方面有了坚定承诺，但在其他情况下，这种承诺的意义不过 

是一张远期支票的性质，而非坚决在欧洲共同体市场中为东欧这些产品留下空间。 

62. 改进与发达国家巿场的接触是成功的改革，特别是对东欧各小国十分重 

要。这是发达国家能对东欧经济所作的最重要的援助形式。降低关税壁垒和取消某 

些数量限制当然是有用的政策措施。但是,对某些关键产品而言，进入市场,包括进 

入欧洲共同体和欧洲自由贸易协会市场仍然有数量限制的规定，虽然在中程阶段内 

似乎已较过去僵硬的程度有所减轻。这些敏感产品，包括农业和渔业产品、纺织品 

和布匹，钢产品，鞋类和某些化学品，占东欧国家出口欧洲共同体市场的大宗""，并且 

至少目前而言这些产品也是东欧国家显然较占有利地位且可以迅速持续地增加出口 

量的产品" ^ 

63. 对某些苏维埃共和国的继承国而言，期望与欧洲共同体或欧洲自由贸易协 

会国家建立特别联击地位，可能是不切实际的,所以这些国家特别是与欧洲共同体已 

谈判，或正在进行谈判特别贸易与合作协定。与阿尔巴尼亚和玻罗的诸国已于1992 

年5月11日签订了关于贸易和商业与经济合作协定(所谓"第一代"或"第二代"协 

定，以别于"欧洲"协定，这是第三代)""。与波罗的三国的协定主要是表明旧的欧 

洲共同体--苏联协定已不适用。所有四个协定都允许在条件具备时，最后进行"欧 

洲"联击协定的谈判。 

64. 各项协定将为东欧伙伴带来某种不同的贸易有利条件，主要是由特别的差 

异性安排，造成向西欧市场国家的新出口的形式。 

东欧的外来直接投资的潜力 

65.随着贸易开放，东欧国家已实施各种规定，使外国资本更容易地进入它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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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包括努力使大量的国有资产私有化。'过渡经济国家为外国直接投资提供便利， 

包括地点、低工资和高水平的人力技能。结果,最近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某些选定的 

过渡经济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步饯大为加快,从1989年的$25亿到1990 

年约$70亿，到1991年或许达$100亿""。但支出费用必然甚小,1990年几乎仍然在$10 

亿以下，1992年约$25亿"^从外国的其他资金流入，整体而言，限于零散的债卷浮 

动，某些商业银行在国际援助过渡经济国家，包括紧急摄助的范围内，借出贷款和提 

供官方转让。 

6^.但私人资本流动的总量就全球资本流动及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的流动而言， 

仍然十分有限，而且比起过渡经济国家簟振及支撐其经济的需要而言，也是很有限 

的。只要对东欧国家过渡的经济及政治还存在着大量不确定感，外国投资者便不会 

充分把生产设施大量移入这些国家，而只是开采自然资源。这一切要等到今后，当经 

济、政治和社会稳定能恢复，基础建设，如电讯、道路、商业银行和财产权都确切地 

整顿完善，其他的过渡障碍也却除之后，才能成为现实。 

67. 东钦国家开始政治革命后不久，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府，以及若干 

区域和国际组织，包括多边金融机构，都强调表示愿意通过各种方式协助它们，包括 

提供紧急援助，技术援助和资本流动。对东欧国家到底有若干承诺和转让似乎尚未 

有确切的数字。二十四国集团和区域与国际机构对除了前苏联以外的东欧国家的援 

助承诺总额，到1991年底为止，除了免除的债务及重新安排还债期的偾务以外～，约 

在埃居420亿（或$520亿)""^其后也许有些增加主要是因为若干巴尔干国家。到现 

在，总额也许为$550亿，包括进一步的重新安排还债期的债务或免除债务。1990年实 

际流入过渡国家的可能是$100亿左右,1991年可能是此一数額的及倍,主要是由于私 

人资本流动和债务重新安排还债日期^。 

68. 在多边机构中，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欧洲投资银行（欧资银行）和专 

为协助过渡经济国家而建立的重建为发展欧洲银行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特别积 

极进行以巿场条件向东欧国家提供援助。1991年底世界银行的承诺总额可能达$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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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约$5亿，欧洲投资银行不到$1亿。到1992年5月底止，国际货 

lf基金的支付总额可能已达约$51亿。 

69. 经证实，支付承诺的援助远较预期的困难为多，部分原因是对所提供的援助 

的形态及其具体用途缺乏清楚概念，而且过渡经济国家自己这方面接受适当援助的 

协调工作和准备工作也作得很差。 

70. 目前已较1991年底更多地注意到前苏联的问题，部分原因是华盛顿会议机 

制，它与上述讨论的二十四国集团的努力是分开的。到1991年底,财政承诺数额约达 

$790亿，不包括重新安排偿债日期，将分三到四年拨出。实际的支付额似将为1991年 

$300亿。官方援助未能弥补私人资本的外流，使净外流额约达$100亿。 

71. 在今后若干年,对过渡国家的支付似将激剧增加。新的承诺似也将激剧增 

加，特别是对各苏联的继承共和国。虽然还不能对预期流动总额作出预測，国际经济 

机构已提出，可兑换货币的短缺估计数将通过国际流动来支付，以使这些国家能进行 

协议的过渡。国际货币基金估计约$240亿，包括计划中仅俄罗斯即将需要的$60亿稳 

定基金，另$440亿为所有的苏维埃继承国，1992-1995年约为$1 200亿-1 600亿，其中 

国际货币基金本身将筹资约$250亿4°。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将在1992-1995年期间筹 

集经费约35亿-40亿埃居（即相当于$ 44亿-50亿），并预期以动员共同筹集更大数 

额的方式达到此数額41。世界银行已准备首先借出相当数额，可能为1994年时$ 

250亿42。但是，从多边机构的筹资将仍不够弥补过渡经济国家的財政差额。 

72. 虽然到目前已拨出的数额已不容忽视，但相对而言，若从过渡经济国家所需 

的资本或与二次世界大战后对西欧国家提供的援助相比较，这些数額仍然是很少 

的。此外，到目前对过渡经济国家的许多援助都是在市场条件下的举债方式，而不是 

减让或无条件转让的形式。在这些贷款将用于过渡经济国家的有效的建设和提高出 

口潜力的情况下，这种援助应该是很可贵的。但仍然存在的危险是，过渡时期可能矿 

曰持久而其成功的可能性并不如开始预期的那样顺利。外债的增高因而可能变成决 

策人的一个眷号，正如同1980年代许多国家所经验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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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从西方向东欧迅速增加的一种流动是脑力流动，这反映在对过渡的困难的 

极大重视上。这不仅因为区域和国际组织的行为，和对过渡经济国家的重大问题的 

学术兴趣大增，而且1990年以来頋问和商业银行家显著增加，他们的顾问服务在理顺 

全世界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动中，发挥了相当作用。同样的，各大跨国公司的企业领导 

人和公司战略家最近都把注意力集中于探索扩大在过渡经济国家内的活动的潜能 

上。 

五、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74. 东方决定放弃社会主义的规划，并改为面向市场预期将会压缩东方和南方 

之间的可行贸易、财务和发展援助。这个结果预期对发展中国家特别不利，因为它 

们与经互会或其个别成员的，光其是前苏联关系的基础不是经济。这种过渡经济国 

家所出现的新需求的主要受益者不是发展中国家集团，而是发展中国家的较发达国 

家和西方的市场经济国家。另一方面，东方国家彼此间加强竞争特别在短期内预期 

会压缩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积极竟争的机会。过渡经济国家预期需进行更激烈的竟 

争，特别是在西欧市场，因此可能会减少若干发展中国家的显然的竞争优势。 

75. 可以预期，生气勃勃的过渡经济国家也将起更积极的作用，并在国际援助努 

力中承担一种与以前计划经济国家所起作用不同的职责。但是，到目前为止,过渡经 

济国家还不肯制订新机构和政策来取代这地区政治革命之后突然放弃的机构和政策 

以及同发展中国家已切断的传统关系。 

76. 过渡经济国家诸如可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等巨大能力在政治革命 

之后都立即拋弃了。它只需要相当小的努力，可以通过国际社会安棑，来调动这些资 

源，并特别在以前受到前共产主义政权所执行的援助政策好处的一小批发展中国家 

继续执行经济合算的项目，或在发展中经济国家开始容易符合正常经济选择标准的 

项目，不管这些当权政府的政治和战略的倾向如何。 

77. 大家广泛同意，迄今还没有出现对过渡经济国家有利的大规禊资源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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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理 

件。43 

78.国际社会迄今为止已保证遵守附加性原则，即通常特别指定供官方发展援 

助使用的资源不转拨给过渡经济国家。过去约三年期间，这种交易落实极少。各国 

政府向东方资助其承诺，若非因为诸如提供库存食品的费用下降;就是颁发潜在费用 

与目前预算不符的信用保证书；或挪用官方发展援助以外的其他用途的款项。这包 

款。同样地，多边金融机构迄今为止已经能够大规樸地着手用现有资源向东方提供 

援助。区域组织，特别是经济共同体已拨出额外资源流向东方。所有这些都不应忘 

记承付款项的支付大大不如最初的承诺。 

79. 虽然迄今为止大家都遵守附加性原则，但是随着时间的转移，主要捐助国的 

决策者非常可能会希望强化它们给发展中和过渡经济国家的援助。这就可能造成直 

接交易的初步情况。现在还不清楚如何避免这种合并。 

80. 国际社会也应留意多边发展援助的任何转移，最显箸的是货^基金组织和 

世界银行。有了筹资机构已经有的正当的贷款战格，世界银行可以在东方大规模加 

速其贷款活动，而不必减少提供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但是，这不一定是国际开发协会 

(开发协会）和货币基金组织的情况。除非开发协会的第十次补充涉及供应苏联的一 

些共和国的額外资源，传统受援者将会有不利的影响。同时，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九次 

定额审查应尽快批准，使充分的资源得以支持特别是来自苏联较大的继承共和国的 

更多贷款申请，而不会减少发展中国家可以提出申请的款项。 

81. 如果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依然兴旺，而不会象1990年的北美洲、1991年的欧 

洲甚而1992年的曰本那样进入衰退，特别是如果加速支出，东方对资金的需求（当然 

包括通过国际组织间接安排的贷款）可能会大大抬高利率。德国的经验在这方面是 

值得注意的。'由于贷款需求减少和主要发达国家压低通货廖胀并保持在可以忍受水 

平、保持欧洲固定汇率以及降低短期，甚而长期汇率的明显政策立场一虽然后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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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冷耱，过渡经济国家增加资本需求对全球利率的影响还是没有出现，但是德国的 

短期利率，甚至主要欧洲货币市场是显著例外。这主要是因为西德从1990年中开始 

向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批转移资金,累积到达数千亿美元所致。 

82. 发达国家的持续恢复以及德国赤字显著筹资需求方面的任何突然增加"都 

很可能便成短期乃至长期利率的上升。这只会加重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 

83. 虽然利率的上升压力已加以小心监測，但是东方的额外资金需要只有国际 

储蓄才能满足的假定是错的。目前还无法理解全球经济储蓄行为的结构方面和这种 

行为如何按照相互有关的环境演变；过渡经济国家影响储蓄行为的因素更是不透 

明。过去约三年来的经验显示，过渡国家的资本需求的大部分应可以通过国内储蓄 

满足。其他地方的储蓄行为结构不会改变，因此只有改变投资资金的需求才会影响 

利率的假设是没有道理的。 

84. 开放过渡经济国家也会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贸易和其他经济机会。虽然有些 

国家已从东方国家的新政策获益，主要是通过扩大商品出口，但是大多数的发展中国 

家还没有这样傲。这多少应归咎于过渡经济国家的吸收水平以及进口需求的大幅度 

下降。它也是继过渡政策开始之后传统贸易和支付手段破坏的结果。它多少也是因 

为若干发展中国家没有资源来开创它们出口新市场，甚至追求其他更麻烦的经济合 

作。国际社会可能会认为向有关发展中国家提供这方面的特定技术援助是有利的。 

85. 由于东方的经济衰退和确实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继续不稳，大多数东方国 

家最近都没有利用任何大规模商业贷款。匈牙利在1991年是一个显著例外。另一方 

面，商业银行一直都非常关心是否能向若干过渡经济国家收回贷款，其中包括保加利 

亚、波兰、罗马尼亚和前苏联。虽然这些过渡经济国家因为过去没有很多偾务就可 

以得到这些贷款是有争论的，但是这些国家的决策者总的说来都宁可不要这种资金 

的流入。近期这方面不可能会有任何重大改变。 

86. 主要是因为过渡经济国家目前的不稳定和那里的金融市场若非没有，就是 

仅具雏形，东方的间接投资是可能有一天会变成唯一重要的资金来源。它不是目前 



A/47/403 
Chinese 
Page 30 

期望短期内可以依赖的因素。 

87. 不过，发展中国家与过渡经济国家在吸收外来直接投资的竟争可能性是一 

个不同的问题。虽然外来直接投资,特别是流入中欧有显箸的增加，但是应该注意两 

个因素。第一，流入东方的大小数量只占留入发展中国家记录总流量的一小部分,可 

能1990年的总额是$10亿，而1992年是25亿。第二，提供的任何时候的外来直接投 

资的数量都不是固定的。它的多少毋宁说是取决于跨国公司大致确定的投资项目的 

吸引力。如果有了经济可行的项目，它们将特别在世界经济能力普遍没有利用和利 

率下降的时候找到充足的资金。 

88. 虽然东西方的人员的流动比诸如1980年代末的水平增加很多，但是西方市 

场却没有明显迹象显示曽有过大规模的容纳东方的劳动力。迄今为止能够落实增加 

移民流动主要是由于现在东方已可以出国旅行的旅游业；商业和外交或半外交关系； 

以及东西方间的学生、学者和技术员的交换。当然，一些专业人员也在西欧找到职 

业，但是他们的人数还是徹不足道的。目前至少西方发展中国家的移移徙工人会被 

东方人取代的恐惧并没有实现，而且这种取代看来也不大可能发生。这并不是说.移 

民西方，特别是经济共同体的压力没有增加，而是这种发展的停顿是主要是东方任何 

方式安顿以外的因素所促成的。事实上，人民的自由移动是"四大自由"之一，将来 

会在经济共同体与东方签字者谈判"欧洲协定"时予以解决。目前，它是这些协定 

议定书的一个重要部分。 

89. 虽然I边和多边捐助者及其他机构提供了大量援助，而且其中一些部分已 

加以转拨，但是如第四节所述,这个数额还是相当少。即使随着未来几年内过渡期国 

家的支出和新承付的增加，预测似是而非的预定流动会使许多过渡经济国家的筹资 

需求出现一个很大的漏洞，需要通过私营来源，主要是外国直接投资来弥补。 

90. 换言之，按目前向东方拨款的趋势，西方市场掷用特别指定给发展中国家及 

同它们进行竞争的款项的可能性是不很大的，但是东方社会经济的明显恶化可能触 

发只有通过较多的国际援助才能延后财务、人口和其他压力。如果落实资源的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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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鉴于主要捐助国选民不肯大幅度增加援助预算，很难想象要怎样才能不揶用已 

在其他情况下承付传统发展援助的资金。 

91. 其他问题也应加以简单地评论。一个是过渡期间对东方国家的外债还本付 

息能力的影响。若干过渡经济国家，包括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和前苏联,在它们 

的外债的还本付息能力很有限的时候已开始过渡。负债沉重国家中只有匈牙利还继 

续在还本付息。只有波兰在1991年3月谈妥一大宗债务宽免。其他的过渡经济国家 

若非实际拖欠，就是还在谈判偿还本息方面的特别宽容措施。 

92. 另一个是过渡问题引起的注意，而忽睹了许多长期发展问题。现在还不明 

白过渡经济国家的困苦是否会对国际社会理解负债沉重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有任何影 

响。最近几个月来国际社会对债务问题更宽容的态度可能会使东方的情况有所改 

善，但是两者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 

93. 以前对发展问题的大部分注意已转到前所未有的过渡问题上面。发展中国 

家问题的学术界注意力这种转移是否即为东方经济过渡的不利现象，而且对谁有利 

等都还可以争辩。虽然现在集中精力研究东方的大批咨询人员和速成頋问不见得是 

许多发展中国家之福，但是若干国际和区域组织转移发展问题的学术和业务注意可 

能会对发展中国家产生更加有害的影响。 

、 结 论 /、 

94.普遍的看法是，东方各国的经济过渡是史无前例的，并且也是对国际社会极 

为重要的。仅仅基于这个理由，东方各国经济进行影响深远的结构变化就应当得到 

、的全面援助。但是，援助本身也必须受到管理,使它最可能对过渡产生有利的效 

果，而同时不致于对其他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发生不利的影响。这种禝助除 

了满.、需的人道主义援助之外还应当被看作是一种催化剂，不论是在为过渡经济 

建立转^进程中的信用方面，并且也在为动员私人的主动能力奠定基础方面，这包括 

外国的」接投资以及在较后的阶段中包括组合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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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迄今不同国家在这个过渡的范围、深度和广度方面都表现了主要的差别， 

不过现在已经广泛承认，既使最温和的过渡政策的蓝图也把日程表排到遥远的未 

来。非常可能的是，在继承前苏联的许多共和国中，这个过程要比中欽各还要长。对 

后者而言，虽然它们面对着许多艰巨的工作，可是在宏观经济的稳定、体制建设和其 

他一些关键行动方面它们都已经采取了重要的步骤，假以时日可以产生重大的结构 

变化。在这些经济走向自我持续的经济增长之前,还有许多事情可做。在许多前苏 

维埃共和国中，过渡政策仍然是社会与政治争论的交点，所以在这些国家，工作之艰 

巨就更不待言了。 

96. 对过渡经济的一部分援助将伴随着使这些国家更密切地结合在国际社会 

中。这应当被看作是一个机会。趁此机会世界经济中的主要集团应当改善它们政策 

间的协调，旨在确保全球事务能够为有利于世界经济中的所有各方的利益而进行调 

整。为了达到这种境界，让过渡经济国家能够发挥全面的积极力量，国际社会应当提 

供短期的技术和财务援助，以抵销转型政策对这些国家的人民所造成的最不利的影 

响。他们默许或公开肯定过渡政策是重新塑造东欧所不可或缺的条件。 

97. 成功过渡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东部国家能够在平等竞争的基础上打进世界 

巿场。这一方面需要经济重组，这是东方各国正在做的。可是另一方面也需要世界 

对这种竞争继续开放。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待做。象欧经共同体和软洲自由贸易协 

会这类的组织都已经为放松优惠待遇的限制方面作出了一些努力。更重要的是，应 

抓紧这个东方发生历史性转化的机会去恢复和加强多边贸易世界的基本要素。把非 

关税限制减少到最低。 

98. 东西方经济合作的新结构带来了一些机会，让现有的经济、金融、货币和 

贸易制度作出一些修改。因为现在增加了东方各国的充分参与。还需要釆取一些措 

施，以确保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不致于因为将注意力和资源放在那些过渡经济上而受 

到不利影响。 

99. 虽然向东方提供的援助是额外承诺的原则迄今还一般获得各国政府和多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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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组织的遵守，但是没有人能保证这会长期维持。现在有一个现实的前景，那就是 

东方将需要国际上提供长期的援助，并且数量比原先设想的要大得多。在主要捐助 

国家中，它们的国内政策考虑在中期将无可避免把援助的预算混合在一起。在尽可 

能的范围内，应当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因为向大多数东方国家提供的援助是与国际社 

会向世界上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发展进程所提供的援助承诺相当不同的。 

100.有几个过渡经济已经从西方市场取得了优惠待遇，特别是欧经共同体。这 

原则上或许会伤害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不论后者是否取得任何优惠地位，如各种与 

欧经共同体的特别联系。更为开放和自由的贸易政策对所有过渡经济国家都是极为 

重要的，并且长期来看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也会是一种强大的动力。如果仅仅基于 

这些理由，恢复多边贸易制度和不断的予以改善，除其他外尽早成功地结束乌拉圭轮 

谈判是极为重要的。 

注 

1《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六届会议，补编第3号》（A/46/3/Rev.l)，第二章。 

2 "东方"和"东方的"指的是阿尔巴尼亚、东欧、前苏联和南斯拉夫以及继 

承它们的共和国。同样的，"东欧"指的是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 

共和国（直到1990年后期）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诸国。一般而言，在1991年以前 

的贸易数据包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数据，如表一所示。 

3阿富汗、安哥拉、埃塞俄比亚、伊拉克、墨西哥、莫桑比克、尼加拉瓜和民 

主也门（现在已经与也门合并）。芬兰也签订了一项同东方进行全面合作的协定和保 

持V密切的关系，不过它的情况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伙伴不同。墨西哥从来没有同 

经会国家有大数量的资易，所以也没有受到东方的变化的显著影响。 

4洌如，印度在它同前苏联的经常帐户中累积了数量甚大的贷款，这主要是因为 

从前苏"关没有得到合同中规定的进口，而合同中的出口已经按照合同在非兑换性的 

卢布帐/下提供，这种帳户是印度同苏联过去30年贸易的基本方式。经常帐户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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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约为320亿卢布（约值121亿美元）。同时，印度欠前苏联约820至100亿卢布（按 

1978年印度一苏联协定中的官方汇率约值130-150亿美元），这主要是用于购买武器 

和工业产品。详细情况可见《经济人》，1992年5月16曰第42页；《经济和政治周 

刊》，1992年1月4日至11日第3页；《金融时报》，1991年:10月18日和1992年2月7 

曰 。 

5 关 于 对 东 改 过 渡 的 各 方 面 问 题 的 全 面 分 析 ， 可 参 考 《 欧 洲 经 济 调 査 ， 

1989- 1990》(联合国出版物，销售品编号E.90.n.E.l),第5ff.页；《欧洲经济调査， 

1990- 1991》（联合国出版物，销售品编号E. 91.11.E. 1)，第123-191页；《欧洲经济调 

査，1991-1992》（联合国出版物，销售品编号E. 92-11. E. 1),第39-172页。 

6这个间题在《世界经济调査,1992》第七章中有详细的讨论（联合国出版物，销 

售品编号E. 92. n . C. 1)，第139-180页。 

7这些逸择在《欧洲经济调査，1991-1992》中有详细的讨论，第191-256页。 

8有几个受到制裁影响的国家已经利用它们的协商杈利来讨论安全理事会措施 

的后果问题。其中有些可望为它们所受到的不利影响得到补偿。但是，实际上，为波 

湾战争的影响而提供的特别援助的数量是徽不足道的。 

9 1992年4月，声斤有继承前苏联的共和国，除了阿塞拜疆以外，都已经加入了贷币 

基金组织；阿塞拜疆于5月初加入。另外，在4月底时，所有继承前苏联的共和国，除阿 

塞拜疆和土库曼斯坦以外，都已经加入世界银行；这两个共和国于5月初和5月中前后 

加入。批准过程当然需要一些时间，因此可能要到不久的将来才能成为正常作业的 

成员国；例如，联合体到1992年7月才成为正式作业会员。在给付可兑换货币的会员 

份额时，情况也是如此。有些发达国家垫付了所需的费用，使过渡经济能够得到数额 

与会员必须储存的可兑换货币相等的备用贷款。瑞士目前正考虑从它援助预算中为 

东方国家及几个愿意加入"瑞士投票集团"的共和国垫付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的款项（参看Neue Zurcher Zeitimg，1992年8月12日，第17页）。 

10总协定第L/7024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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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总协定第C/M/257号文件，第3页。 

^捷克斯洛伐克曽经是总协定的基本成员国，但是它的地位由于1948年2月发生 

的共产党政变而改变，自那时起它被当作"国家贸易国"处理,如其他中央计划经济 

国家一样。直到最近,捷克斯洛伐克在总协定中的地位仍然是处在这种法律的无人 

地带。 

13关于摩尔多瓦共和国的情况，参看总协定第L/7026号文件；关于土库曼斯坦的 

情况，参看第L/7027号文件；关于爱沙尼亚的情况，参看L/7030号文件；关于亚美尼亚 

的情况，参看第L/7033号文件；关于乌克兰的情况，参看L/7045号文件;关于立陶宛的 

情况，参看第L/7046号文件；关于拉脱维亚的情况，参看第L/7050号文件。 

14总协定代表理事会于1992年6月19日的会议上决定，1990年5月在审议苏秩提出 

的成为观察员的要求时所作的规定适用于各共和国和阿尔巴尼亚。还决定给予阿尔 

巴尼亚、爱沙尼亚、摩尔多瓦和土库曼斯坦观察员地位（参看总协定1992年7月10曰 

第C/M/267号文件，第3页）。这个立场又在1992年7月14日的会议上予以肯定，并且也 

给予亚美尼亚和乌克兰观察员地位（参看总协定1992年8月4日第C/M/258号文件）。 

16参看1992年5月25曰的新闻公报GATT/1541,标题为"总协定为进行改革国家制 

定了一套特别训练课程"。 

16这有待对几个尚未获得解决问题取得解决，如给予该组织在莫斯科总部的产 

权。但是，这个问题还没有获得满意的解决，所以经合会的法定状况仍然是在清理资 

产的状况中。 

17为了减轻严重的数据问题，贸易量的定义是所有贸易伙伴进口和出口各占一 

18此处使用的所有贸易数据都是由欧洲经济委员会（欧经委员会)根据临时设计 

的方法收集整理的，这套方法是为了应付在以美元计算价值的贸易数据与汇率不断 

变动的卢布汇率之间的巨大困难，详细情况可参看《欧洲经济公报》，第42卷(1990) 

(联合国出版物，销售品编号E.90.II.E.37)，第29-32页和《欧洲经济公报》，第4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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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联合国出版物，销售品编号E.91.n.E.39)，第58-62页。 

19由于在1990-1991年间东方各国的汇率和价格以及价格制度的巨大变化,衡量 

贸易条件的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波兰在1991年报道说，波兰与前经合会之间的贸 

易 关 系 降 低 了 29.8%，出口价棬增加59. 6 % ,进口价格增加 1 2 7 . 5% (Handel 

Zagraniczny, Styczen-Srudzien 1991， dañe ostateczne(华沙,Glowny Urzad 

Statystyczny, 1992年3月），第2和42页），不过详细的方法资料告缺。利用这个资 

料，东欧在贸易上的损失很可能在25%至40%之间，相对而言，前苏联在这方面有相同 

数量的收益。 

"°例如，波兰在1991年的进口大约有一半是由私营公司经营的。 

21从前苏联出口到5个东欧国家的石油和石油产品从1989年的5 640万《fe减少到 

1990年的4 340万喊。1991年时可能更降低到2 600万<5fe。虽然东歐的经济衰退减少 

了对石油的需要，可是这些国家仍然必须从其他来源，主要是石油出口发展中国家， 

去购买。 

22《欧洲经济调査，1991-1992》对恰当地找出这些变动的水平和方向所面对的 

严重困难进行了分析，第74-77页。 

关于这一点，《世界经济调査，1991》作出相当详细的调査和求证（联合国出版 

物，销售品编号E. 91.11. C. 1)第111-155页。 

24这里使用了《世界经济调查，1991》中处理数据的办法，第139-144页。 

2&具体而言：阿尔及利亚、柬埔寨、埃及，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摩洛哥、 

巴基斯坦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26报告中这一集团仅限于巴西、香港、马来西亚、大韩民国、新加坡、中国台 

湾省、奉国、突尼斯和土耳其；这是说，只要能够找到可资比较的数据。 

27由于计算时假设在1990年时没有私营部门的外贸，所以这些数据很可能稍微夸 

张了实际的增加量。1990年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数据。 

详细情况可参看总协定1992年8月4日第C/M/258号文件，第31-32页。瑞典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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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波罗的海国家间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关于这一点的详情可参看C/M/258号文件， 

第32-33页。 

见《金融时报》,1992年6月24曰，第7页。 

^见 R y n k i Zagrajiiczne，1992年6月30曰，第1页。 

31《欧洲共同体公报》最近正式发表了完整的《欧洲协定》，第35卷(1992)，笫 

L114 、 L115和L116号(1992年4月30曰）。 

"1990年，在敏感产品类别下向西方市场出口的总份额（此类别包括农产品、纺 

织品、成衣、钢铁产品、有别于其他一些设有具体出口限制的产品）占捷克斯洛伐 

克出口的32%、匈牙利的41%、波兰的37%这是在1988-1990年间其他产品的出口迅 

速增加之后。向欧经共同体的出口额比这些数目要高。在有些情况中，特别是钢铁 

产品，中欽国家已接近了在自愿出口限制协定的安排下所定的最高限额。 

1991年的数据迄今仍不够完整，无法全面报道。就波兰而言，1991年的出口量 

中，金属产品只增加了 18.4%,农产品只增加了25.e%;粮食加工在整个出口量中减少 

最少（2.9%) (Handel Zagraniczny, Styczen' -Srudzien' 1991， dañe ostateczne,第 

23页）。这些产品中大多数是卖到西欧市场,特别是欧经共同体。 

^关于阿尔巴尼亚，参看欧经共同体第C0M(92)178号文件；关于爱沙尼亚，参见第 

C0M(92)117号文件；关于拉脱维亚，参看第C0M(92)176号文件；关于立陶宛，参看第 

C0M(92)179号文件。 

^上升的趋势仍在继续：截止1992年第一季度为止，价值可能增加到接近$120 

亿。所有数据的估计都是按照欧经共同体贸易司所收集整理的关于外国投资登记的 

累积外国资本部分。 

^根据欧经共同体最新的估计指出，包括前南斯拉夫在内的东方各国有净流入， 

1990年的净流入为$7.62亿，1991年为$24.81亿，根据《欧洲经济公报》草稿，第44卷 

(1992)(联合国出版物，待印发）。 

37《24国集团关于向中欧和东欧国家提供协调一致的援助的结论》（布鲁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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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共同体委员会，24国集团会议文件，1992年4月8日）。这个总额可以区分如下： 

75%来自24国集团，其余来自国际金融机构。在这笔总额中，出口贷款和投资保证的 

总额为欧洲统一货^ 78亿埃居，赠款114亿埃居。 

重新安排保加利亚贷款$18亿的摊还曰程（分期10年，6年的宽限期），并消除波 

兰约$165亿的贷款。 

3"《欧洲经济调査，1991-1992》的估计，第180-182页。重新安排摊还贷款曰期 

和私人资金流动在1990年间的数额达$78亿，1991年可能是$112亿。 

4"引自国际货币基金管理干事的发言，里斯本会议,1992年5月23日至24日（油印 

本），第5页。 

41欧Ü重建和发展银行主席雅可斯‧阿塔利的发言（里斯本会议，1992年5月23曰 

自24日），第3页，和银行的来文。 

4 2世界银行副主席 W i l f r i e d P. Thalwitz先生在简报中所提到的数据，联合国， 

1992年7月24曰。 

《"包括：《世界经济调査，1991》，"第111-155页；《欧洲经济调査， 

1989-1990》，第212-223页；《欧洲经济调査，1990-1991》，第116-121页；《欧洲经 

济公报》第42卷（1.990)，第79-86页；《欧洲经济调査，1991-1992》，第173-190页； 

《欧洲经济公报》，第43卷（1991)，第106-112页。 

"这种显著的增加看来是1992年下半年和其后会发生的现象（金融时报，19^2年8 

月4曰，第15页）。 

45关于外国直接投资的资金和实际流入的资金,相对于承诺的资金或联合企业票 

面资金而言，数据是很难取得的。1990年间，从外国流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资 

金分别是$1 520亿和$320亿（参看《世界投资报告，1992：跨国公司是成长的引擎》 

(联合国出钣物，销售品编号：E.92.n.A.19)，第311-312页。1991年间流入东方各国 

的资金的估计为$82 900万，可是这几乎一足是偏低的数目。1990年实际流入的数目 

可能是在$5-8亿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