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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1 . 联合国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通过的决议都一 

再重申：在政治上可以接受的以及对经济和社会有利的领城内以及在这些条件下， 

吸弓I外资流入发展中国家是可取的做法。但是，尽營在增加外资流入发展中国家方 

面作出了各种努力，这些国家目前取得的经验证实了发达国家的早期经验，即任何 

形式的外资，其作用在过去和将来仍只暇于辅助国内的储蓄。事实上，一 如 《第三 

个联合国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所指出（第 9 6段 ）： "外来资金是支持发展中 

国家本身努力的不可缺少因素 " 而这些国家“将继续负起提供本身发展所需资金的 

主要责任，并将米取有力措施更充分地调动国内财政资源" 。

2 . 因此 , 《第三小联合国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也响应了《第二小联合国 

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的要求，后者f在第4 1段指出：

" 发展中国家必须而且确实资有力其发展筹措资金的主要责任........应作一

切努力，通过金融机构、节约会社、邮局储蓄娘行及其他储蓄办法并通过数盲

及住宅等特别目的储蓄机会的扩大来动员私人储蓄。 已有的储蓄应根据各国发

展的优先次序用于各项投资计划" 。

3 . 此外，为监测《第二个联合国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执行情况而设立的 

审査和评价委员会在其第二届会议的报告中建议 " 发展中国家应加紧努力，提高储 

蓄比例 " 以及 " 应促进合适的金融机构来负责动员个人的储蓄，将这种储蓄用在实 

施各优先事项上 " 。1

4 . 发展中国家本身都相信，为了谋求发展所需的额外财政资源而动员个人的 

储養是可行和可取的，这种信念一再反映在它们的发展计划和政策声明上面。为 1  

协助它们把这种信念转化为实际行动，以及在《第二小联合国十年国际发展战略》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五届会议，补编第11号》（卫/5316), 
第 4 0 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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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i  t , ，的背景乏〒，，联合国秘书处在1 9 7 1 年开展了一个讲 :§ 舍襄 f v ::旨 

在提供一小就动员个人储蓄用作发展的有效疯策和措施进哲国际经验交流的论梓。 

这小方案所需的资金由職典国际发展局所提供，并在国际储蓄钱行研究所和瑞典储 

蓄傲行协会的技术合作进行 r 在 i "ê卞 0 ♦ f t É 间, 一共安徘了四个区械间讲习 

会 ，第一个于1 9 7 i 暮耗 I 第二 ♦ 于 1 9 7 4 年 8 月至 9 月 

在曼谷举行，第三个于1 9 7 6 年 2 月在哥伦比亚的圣马尔塔举行，第四个于 1978 

華^ 月在树坏及i尔举行。 ,

' y ' :  - ¥ f e ÿ ¥ i i s

% 蓄¥ 碎协¥ 牙̂111际 巾 塞 ï 会 妹 价 漠 员 会 于 1 9 7 8:年 8 月在斯#骨 

特了 ¥ i £  这 西 嬉 乘 ; y奏员会认力发展中国家过去十年来在 

动员^ 数翰秘# c # t 和 建 索 不 養 和 孜 资 的 坤 同 M 程律墙得嫩成功指出， 

:由# 睡被矣 i 破# 动彼斯协》这些《家. 强鼻储« 滴難秀力从 i f 增进義# 政上自 

，劳更;生 凍 嬉 择 进 # 。韻此 :,ï'委泰会制钉：7|游继滩(精 族 襄 力 J该■暴的第 

晚 â , @ i 举行成B ♦ 讲习会则成为第阶段 。LG . I : :  : 4  ;n‘ ■；：：：；；

6 . 方案的第二阶段包括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储曹问题特别潜兴缴域银有独创 

:Ï  à m  i 调查 :&作，、并 ÿtf Êtâf ~̂ 手来é 凝集成齋料.海基础。: 研驚的结乘'力基

技東# 关的提议 , 再由嫌行â  齋学家:、:各圓》政韻官员
->■ > • .. I

É 际 如 商 铁 # 身会如以讨港祐有定： '  由研讶会最，后银定的辨究调査 

' é 果旨在成力发展中国家著和 # t 发 信 資 宫 邀 银 ,；i

7 . 应牙买加政府之请，该方案第二阶段的第一小研讨会于1 9 8 0 年 2 月 4 

日至9 H 在金斯敦举行。Z 第二个研讨会定于1 9 8 2 年上半年在一个亚洲国家举 

行 。其中心主题将是如何动员储蓄为小型农业、工业和手工业提供信贷设施。

, , 8  . „本报脅是关于1 98 0年研讨会的结果，并S:鎌照方案协调委 .员.会第i：!.十届

研讨会的报告（ST/E SA /1 10 )将作为联舍国销售出版物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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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乘取的决库而提交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委员会曾建议， "关于研讨会成果的' '. ■. . . .
报告应提交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大会 " 。 3

二、 1 9 8 0 年动员发展中国家 ’

个人储蓄国际研讨会的结论 

和建议

9 . 研讨会指&假如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在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上面取 

得确实进襄的希望，以及不但在世界各国之间，并且也在每一个国家内取得较大程 

度的经济平等，发展中国家就必须取得远较目前为高的资本累积。在这方面，研讨 

辜弹S # 出，假如经济增长理论有任何共同特性的话，那就是资本累积是经济发展

的一个^ 要先决条件；而储蓄一即避免目前的消赛一乃是资本累积的重要前览....... ... .....

1 0 .研讨会注意到，虽然从发达国家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财政资源自从第二次世 

暴大战以来达到了史无前例的记录 , 但在同期内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大部分仍是来Ü

国内储蓄。研讨会又注意到，由于资本累积的水平不足，发展中国家的增长表现总
... •

的来说仍然相当疲弱；对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前景而言，任何显著的改善将需来 

大 i 增加外国资金以协助其资本的形成，并需由有关国家多作努力，增加它们的储 

ÿ 总i 和加以最适当的利用。研讨会又注意到，假如由于一般的储蓄水平过低或由 

手其中只有一部分熊直镑或通过财政媒介用作生产性投资以致储蓄数额不足以满足 

投資的簿求的话 , 在资本形成和致力发展的过程中很可能会造成严重的使塞情况。

' 《大会 iE式记录，第三十五届会议 , 补编第3 8 号 》（A / 3 5 / ^ 8 )第 26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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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 研讨会认为，动员储蓄方案'要成功，既需要政府有完善本国储蓄型式的M 

助政策，也需要把储蓄最有效地分配作为生产性投资。 由于各发展中国家并不是一 

群具有相同经济的国家，因此，不存在什么金科玉律，也没有一般通用的政策，可 

以一加应用就能够最大眼度地提高储蓄率以利发展。每小国家都是特殊的，需要按 

其本身的情况来研究分析。尽管如此，发居中国家在动员储蓄方面面临的难題有许 

多共同的因素，因此，仍然有一些一般性的政策，如果它们是报据广泛的经验和专 

门知识谨慎地制订出来，或可预期这些政策能大大地推动动员储蓄的工作。每小国 

家的政府应该对这些一般性政策作出修改，使其符合本国的特殊需要和条件^举例 

来说，在设立某一种负责动员储蓄的机构之前，政府要考虑到这小机构会不会由于 

缺乏必要的技能或由于可能利用这个机构的人低佑了其作用而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维 

持的机拘。此外，由于以往没有一个动员储蓄的适当架构而彬成的行为型式，构成 

了变革的障碍 , 而要改变这种行为型式却往往涉及到政治、社会和经济因素。

1 2 _ 研讨会建议发展中国家继续努力楚励公、私两部门的储曹，因为这是发展 

进程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推动力。

1 3 . 研讨会指出，社会对政府经济政策有信心与否是央定人们储蓄态度的一个 

重要因素。研讨会同意，储蓄的形式与储蓄总额同样重要，应当尽力促进被公认为 

储蓄形式对某一国家的发展有特殊重要性的那些储蓄形式的增长。在这点上，研讨 

会强调，必须在联合国动员发展中国家私人储蓄方案的范围内，对储蓄的最佳形成 

作进一步分析，特别注意到农村地区的需要。分折的结果应在以后举行的研讨会上 

讨论，它可能作为制定适当政策的基础。

1 4 研讨会强烈建议，社会保险及类似计划所积累的资金，在用于该计划所承 

担的义务之前，应当用作生产性投资，以取得充分的实际利润。

1 5 . 研讨会同意，实际利率的高低到底如何影响储蓄总额并不完全清楚•这种 

影响很可能每个国家不一样，各个时期也不一样。研讨会建议，由于其实际重要性 , 

应当鼓励作为一项急务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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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 研讨会确实认为，实际利率对储蓄的结构有显著影响，因此建议利率政策 

要使储蓄流入最适当的储蓄形式。

1 7 . 研讨会建议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采用一些奖励办法，例如抽税方面及其他方 

面的办法，以鼓励小人储蓄，特别是鼓励不储蓄者及储蓄额小者进行储蓄。

1 8 . 研讨会建议想办法黄嚴扩展适应人民实际需要和可能性的合同储蓄。这种 

储蓄看来至少部分补足了其他形式的储蓄。

1 9 . 研讨会认识到，指数化对储蓄倾向确切地会有什么效果很难确定^ 不过， 

研讨会建议，在通货膨服持续不下的某些情况下，考虑实行某种形式的货币调整， 

例如指数化。无论如何，研讨会还建议，当人口中最受其害的阶层的储蓄受到通货 

膨胀的严重侵蚀时，考虑采取特别的保护形式。 它高度建议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研 

究。

2 0 . 研讨会认识到，选今为止，各方没有对在基层鼓励储蓄给以足够的注意， 

因此建议进一步注意这个问题，包括适当地组织和管理的合作社及其他有关机构所 

应发挥的最适当作用。在这点上，研讨会指出，这些组织与其他有关的储蓄和X 或 

信贷机构（包括储蓄報行和开发银行）需要好好协调。 它还指出，也必须在国际一 

级进行协调。

2 1 . 研讨会认识到，需要对储蓄行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里的储蓄行☆有较好的 

认识。它建议采取步骤改进现有的资料及发展新的资料来源。

2 2. 研讨会在讨论了怎样改革发展中国家的储蓄机构和金融技术以适应其经济 

的各个分部门的需要的各种办法后，达成一致的结论$ 认为储蓄机构在决策方面应 

有更大的自主权。

23. 研讨会在审议了在农村地区急速扩展報行业务设施的准则及所波问题后同 

意，定下扩增分行的刻板数字指标是不恰当的，而且各国应注意不要不讲经济效益 

地扩增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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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 研讨会认i ；, 以下的办法和政策或可考虑采用作为改善借贷程序的一条途

径二

( a ) 减少对附厲担保品条件的重视，通过提供农业保险（作物保险和牲畜保险） 

发展以作物、牲畜等现有财产为附属抵押品，以及最重要的是进一步强调对项目的 

生存能力的评价；

(b) 发展象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农村开发報行和印度及马来西亚的贷款风险 

保险计划那样的办法，以鼓励贷款给小借户和风险高的借户；

(C) 强调需要适当注意在廣业贷款计划中提供一定限额 —— 例如核可贷款的三 

分之一一一的消赛贷款。

(①研究是否可能在农村地区实行差别利率：以便在一定时期在这些地区给付 

较高的存敦利率和收取较低的贷款利率：并研究是否可能对农村分行实行差别（即 

较低的）储备要求。但是，研讨会也认识到，后者可能使整小货币政策的实施变得 

复杂化。

25. 研讨会在讨论了初级商品期货市场作为为农村的储蓄和借贷创造有利的金 

融条件的一条途径，其建立和菅业的范围和限制所涉及的问题后，指出，发展中国 

家每当可行时都应设法參与期货市场；结合其他措施，例如对初级生产者保证买价 , 

以及采用更有效的销售技术，它们是可以进入这种市场的。

2 6 . 研讨会并强调，需要深入研究储蓄额、金融媒介和经济发展之间各种不同 

的联系，以便找出经济的实际部门和金融部门之间重要的传送机制。

2 7 . 研讨会注意到，牙买加财政部长建议采纳在联合国主持下设立一个动员私 

人储蓄咨询委员会的设想，以便利协调这方面的行动和交换想法及资料。研讨会认 

为这个设想很有价值 ， 应由联合国、国际储蓄報行协进社和瑞典储蓄報行协会研究 

设立这样一个委员会的可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