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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会在1 9 7 9年1 1月2 9日第34/57号决议中•请秘书长就编制到2000 

年为止世界经济发展的全面社会及经济前景可能采用的纲要和方法.向大会第三十 

五届会议提出意见，其中应特别着重到1900年为止的这段期间，而且特别着重发 

展中国家的问题。

秘书长就编制社会及经济前景的纲要和方法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了一份 

详尽报告。'大会根据1 9 8 0年1 2月5日第35,420号决定请秘书长按照 

第34/57号决议的有关规定，继续进行经济发展长期趋势的审查工作B 秘书长 

在第三十六届会议上就抛Î大会该项决议的进展情况提出了报告。* 2 *秘书长也向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二届常会第二期会议提出了涵括部分纲要的前景初步草案• 3

本报告在内容上极为详尽•但它只是初步损告，在许多方面须要作进一步研究。 

本报告附有统计表附件，其中载有补充材料（过去的数据和预测），本报告正文的 

分析内容大部分是以该补充材料为根据。4本损告并载有报告摘要和结论（见 

第一节）。

'“编制一份世界经济发展的全面社会经济前景损告：秘书长的报告”（A/

35/345).

2 “编制一份世界经济发展的全面社会经济前景报告的进度：秘书长的说明”

(AX36/576).

J “到~2 0 0 0年为止世界经济的全面社会经济前景初步草案：秘书长的说明”

(E XI981/113).

4汇编社会经济前景中提及的过去数据系列时所用资料的截止日期为1 9 8 2年 

1月1日。预测中所用资料的截止日期为1 9 8 2年2月1日.短期预测 

所用资料的截止日期为1 982年3只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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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按照大会第3 4 / 5 7号决议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0年1 I月7 

日第1980，190号及1 9 8 1年I 1月2日第1981/200号决定的规定，将本报 

告提交理事会1 9 8 2年第二届常会审查并转送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

本损告是由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编写。以下各机构提供了广泛的合作：非 

洲经济委员会•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人 

类住区（生境）中心•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联 

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以及世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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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摘要和结论

1 . 1 9 8 0年1 2月5日，大会通过了《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 

战略》（第35,56号决议，附件），以作为I980年代发展工作的基本行 

动纲领s 《战略》在许多重要方面表现出国际社会继续努力改革和调整国际经 

济制度，以便加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长和邦助减少各国内部及备国之间的差距。

2.本报告试图提出《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所面临的挑战 

和所具有的潜力。本报告共分五节.第二节审查了过去和现在的经济状况，

并分析了两种前景构想（低度成长相《国际发展战略》）下的长期发展可能性. 

为了使分析更为切合各个区域之间和各个区域之内的巨大差异并就此作出更大的 

反应，本报告加列了第三节，说明区域性的发展前景。第四节探讨了发展的社 

会方面并讨论了下列基本问题：在三种前景构想（个人、家庭及其社区）下.每 

人平均收入的增长差异为何？以及《战略》要求国际社会作出了多大的额外努力 

以改善发展中国家农村和都市地区居民的生活？最后.第五节集中讨论了需要采 

取国际政策行动的一些紧要领域.以下各段摘要论述了本报告的一些主要分析 

结果和结论。

A.当前的经济情况及短期展望（1980—1982)

3. 当前的世界经济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任何时候都更加不稳.其稳定成 

长也受到了更严重的千扰。所遭遇的困难并不是暂时性的，而是多年来经济持 

续失调的累积结果。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或解•决这种情况的办法不仅在经济分 

析报告中可以找出，而且也同影响到各国之内和国际上权力分配和行动能力的变 

:动社会一政治情况密切相关。

4.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整体表现了以下特征：成长缓慢和通货膨胀与失业现 

象持续不消、货币不稳持久存在、保护主义压力加剧、结构失调以及长期成长前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A/37 21.1
Chinese
Page 7

景不定《 这些困难并透过曰益相互依存的国际系统感染给其他各类国家。发达 

市场经济国家的问题远不只是周期性的.它们也反映出由于以下各项因素，现在已 

有必要作出结构上的调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能源的真正费用上涨，生产结构 

和相对有利的贸易型态发生了世界性的变革，人们增加对环境问题的关切，以及不 

合适的宏观财政、货币和收入政策造成迟滞效果。这些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的几#内一直居于促使国际经济交流自由化的前列。但是失业人数的庞大和各国 

对其主要工业产品需求的减缩正迫使这些国家重新运用保护主义力量。经济的持 

续下降已从倾向上限制了这些国家抗衡国际竞争的公认能力和它们参与提供减让性 

与非减让性资本给发展中世界的意愿。

5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过相当时期以来的相对迅速扩充和非常普及的利益分 

配后，最近也进入了经济成长下降时期。1 9 7 0年代中期以来的世界经济不稳 

已大大加剧了它们的间题• 东欧国家已面临着对外收支不平衡> 能源费用升高、 

原料供应不足及贸易条件日益恶化等问题。这些国家的出口扩充速度赶不上进口 

的扩充速度，以致其中几个国家积累了大量的外债.更大幅度的画际货物和劳务 

交流也逐步使计划经济国家感受到了来自国外的通货膨胀压力.

6.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的成长表现有相当大的变化，因此总的情况说明并不足 

以充分反映这类国家中不同国家与区域的重大经济表现差别。世界大部分穷人居 

住的低收入和最不发达经济国家的成长比例只占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发展中国家的极 

小部先实际上这些歴家按人口平均计算的成长数是极低的，甚或出现了负值，

自然条件、较高的能源费用、较低的初级出口品价格、日益上涨的进口制成品费用 

以及差别对待本国农业部门的不正常国内政策等因素，也给这些国家自身的发展努 

力造成了严重的限制。

7.在当前的世界局势中，逆差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国际收支限制因素已大大 

加强，并反过来带动了限制性行动，从而强化了世界性的通货紧缩趋势。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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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条件曰益恶化、出口数量降低、新债务承付的利息升高以及对某些国家而言向 

国外取得贷款的机会减少等因素均造成了经济上的各种困难• 同I 9 7 5年通过 

大规模商业借款和加速减让性商业资金的流通以维持进口的情况相对照，当前的调 

整则采取了减少进口和减少国内增长的方式。

8. 许多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发展中国家对最近的结构变动和世界市场的不景气 

作出了较好的调整，其中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进展特别值得注意《 但是有各种迹象 

显示有些国家目前遭遇了对外收支不平衡和取得资金困难的问题。它们承担了大 

笔债务，而这些债务往往利率高昂，偿还期限短暂。如果发达经济国家已经加强 

的保护主义进一步限制了这类国家进入外国出口市场的机会，或者如果私人资金市 

场未能提供所需的资金，则可供它们选择的余地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

9. 总而言之，对主要的各类国家来说，最近的经济趋势持续发展的状况是非 

常令人不能满意的.对低收入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来说，这种结果是无法加以容 

忍

B.长期犮展的可能性

10. 世界经济在什么时候和能够多快脱离最近的衰退.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 

把握加以预测。从世界经济长期成长的前景来看，短期和中期的前景是无法确定 

和难以稳定下来的。然而也有一些有希望的迹象显示，主要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 

通货膨胀率终于有可能开始下降。如果它们接着实行更扩张性的经济政策，世界 

经济的成长前景就有可能获得改善。

11. 为供分析到本世纪末为止世界经济的各种发展可能性所涉及的问题，本报 

告提出了三种长期的前景构想，这些可能性包括：⑻世界经济最近遭遇的低度 

成长经验继续发展下去；⑼回复过去二十年所出现的一般水平的中等成长历史趋 

势；及⑹达成《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所制订的标准指标和目标。 

不过本报告对各种结果的说明主要是局限在两种前景构想上•即“低度成长”构想 

和“国际发展战略”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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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低度世界成长前景构想

1Z就低度成长的情况来说，本报告配合世界经济的最近趋势持续发展下去的 

可能结果对世界经济的可能成长提出了一#预测。这套预测的根据是参照1970 

年代后期世界经济成果的说明数据计算出来的试验参数。

13. 在国冢一级，前景构想假定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表现了限制性财政与货币政 

策持续存在、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居高不下的特征。在国际一级，前景构想假定了 

世界贸易增长楸缓、国际收支不平衡日益加剧及主要贸易经济国家间的宏观经济政 

策减少广泛的协调等现象的出现。前景也假定，只要长期的政策单纯地着眼于应 

付近年来的严重通货膨胀和衰退所造成的混乱情况，则1983年以后即使经济有任 

何复原，也可能要很慢才能达到合理的产出和就业增长率。此外，预料长期的复 

原政策是具有选择性的，因此不可能使世界经济的增长达到1 9 fi 0年代和1970 

年代初期的步伐。

14. 根据低度成长的前景构想，预测所有各类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或发展 

中国家——总的长期经济展望比起前十年来，将相当不利。就发达市场经济国家 

而言，生产力的低度增长、低投资率和低度劳动力增长率三者加在一起，将使

1 9 8 0年代和1 9 9 0年代每年总生产的预测增长率只达2. 6 %，而1 9 7 0 

年代的这项增长率为3 %以上，1 9 6 0年代则几达5 %。 由于发达市场经济国 

家的进出口总额占世界总额的70%,因此它们的增长率下降后，预期一定会导致 

世界贸易的减缓，从而使许多发展中国冢的出口前景恶化。

15. 实际上，按照低度成长的前景构想，在本十年内并没有哪个发展中fil冢可 

以找到强有力的市场吸收它们的出口品。戮料犮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缓悛经济复原 

将使它们对初级生产发展中国冢出口的石油和其他矿产继续压缩需求。工业化国 

家对阑它们的本国农产品直接茺争的进口农产品所施加的限制，也是预料出口增长 

会减低的另一个原因，特别是对主要输出竟争性农产品的犮展中国家而言。最后 

由于犮达市场经济国家逬口 一大半以上新兴工业化发展中国家出口的锎成品，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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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较先逬的国家成长减慢以后——加上它们对克争性进口制成品给本国工业所造成 

影响的关切——预料一定也会造成压缩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的效果。

16. 石油输入发展中经济国家从I 9 7 0年代中期起本来就已困难重重，其中 

许多国冢并没有必要的经济回复能力或掌握财政资源的能力以应付日益恶化的出口 

环境，因此，在低度成长的前景构想下，预测石油输入发展中国冢的投资率和资 

本生产力都会降低。

17. 总之3发展中世界的前景并不明朗。1 9 8 0年代和1 9 9 0年代发展 

中经济国家全体的全面增长率预测为每年4 .8%比1 9 6 0年代和1 9 7 0年代每 

年平均5. 5%的增长率为低。更令人困扰的是低收入和最不发达经济国家的前景 

预测它们的增长率为3. 5%或3. 5%以下，这意味着这些国冢的每人平均生产值每 

年增长不到1 %。 另外考虑到工业化世界的不景气，不仅疲软的世界贸易前景和 

保护主义倾向会限制住国际经济对出口和对私人资本流通的支持，也会使发达市场 

经济国家和中央计划经济国家提供给低收入经济国家的减让性资本缩减到最近的低 

水平以下。

18. 因此，在低度世界成长前景构想之下，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普遍扩 

充的世界经济将结束这种扩充。很可能这种经济的下降趋势也会连带在各国内部 

和不同类的国家之间造成政治环境与社会情况的恶化。

2.《国际发展战略》前景构想

19. 同低度世界成长前景构想对比，《国际发展战略》前景构想明确假定每一 

个发展中国冢的增长率显著高于最近的经验或较长期的趋势所显示的增长率。本 

报告所审查的中心问题并不在于《战略》的目标增长率是否可以达成，而是在于发 

展中国冢方面——甚至是发达世界——如何能够以持绥的高度经济增长率取代近年 

来行不前的增长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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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就发达经济国家而言，要实现《战略》所载的增长率，只须回复过去的增 

长成效标准即可。这就意味着必须回复这些国家在1 9 6 0年代和1 9 7 0年代 

初期所展现的平均投资生产力标准。同时还须制订一个广泛的方案和增加研究与 

发展方面的投资——方案的目的不仅是为了促进实质的资本形成8也是为了保证资 

本的结构和处理能够配合这些国家转变中的相对1 尤势。

21. 就发展中经济国家而言，估计只要石油输出国和鬲收入与中等收入（石油 

输入）国家中增长较缓的国冢能达成其同类国家中增长较快国家所达到的增长标准 

这两类国家都可实现大幅度的增长。对两类石油输入国——即高收入国家和中等 

收入国家——来说，这意味着以I 9 7 0年代末期每年5 %至5. 5%的增长率为起 

点，使年平均增长率到1 9 8 0年代终结时加逐增加到7. 2%至7. 4%左右。

对石油输出国来说，增长率的加速甚至还要更大一些，即从I970年代末期

4 3%左右的增长率增加到1 9 8 0年代终结时的7. 5%左右。就这两类国家而 

言，它们过去的经验显示这种加逑增长速度还是很容易掌握得到的，只要随着时间 

的迁移缩颍两类国家内各国之间的增长率差距即可。然而，就低收入和最不发达 

经济国冢而言，要实现《国际发展战唂》的加速增长速度（到2000年时每人平均 

收入加倍），就必须显著增加过去的增长，尤其是最不发达经济国家方面，因此要 

紧的是依赖国际的支援来庇功执行各项政策。

22. 茧然这样的增长率是算咼的，但过去并不是没有先例，目前也不猷少这样 

的例子。因此，《战峪》所订的目标并非实现不了，虽然这些目标的达成要视 

《战略》的所有重要方面是否获得成功执行而定。在这方面特别重要的是必须： 

⑻增加储蓄比例和资本生产力，使达到各类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发展中ÏÏ家的最佳 

地区所达到的水平（储蓄比率约为国内生严总值的26%;以及⑽调动资源以维持 

继续扩充生产能力所需的必要进口供应。）

23. 《国际发展战唂》彳段设的风长预测估计I 9 8 0年代和1 9 9 0年代的增 

长程度可能受到国内储蓄额不足（即储蓄差距）或外汇收入不足（即外汇差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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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估计到1990和2000年时，日益占主导地位的对外逆差将成为限制 

发展中经济国冢成长的主要因素。所有石油输入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对外差距，在 

1 9 9 0年时将达国内总产值的6. 3%，2 0 0 0年时达5. 3% (低收入和最不发 

达经济国家的这项比例还要更大：1 9 9 0年为13. 2%，2 0 0 0年为17. 2% )。

24. 所预测的这些对外差距显然很大：由于在作出估计时，并未计及世界经济 

达到《战略》的增长率时初级商品出口贸易条件的改善，因此仅管在过去景气时期 

这种出口也随之增加，但至少在这方面的预测可能还是过于悲观。不过，即使考 

虑到了这项因素5发展中国冢仍迫切需要采取各种措施以大量减少围外的限制因素 

包括增加资本生产力、促进更多的资本流入，以本国产品替代进口品和促进出口等。

25. 若干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显示，在《国际发展战略》下日益扩充的世界经济 

的范畴内，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极为重要的一个《战略》组成因素应当是更多地和更 

主动进取地加入世界市场，虽然过渡期间必_须仅就选择性部门谨慎从事。这就意 

味着除其他事项外，必须调整生产，摆脱目前对出口初级商品——往往是难以掌握 

的单一作物——的依赖，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更须如此，转而依赖有更高附加价值 

的加工和制造业。但是，除非发展中国冢的国内政策得到发达经济国家的合适政 

策和国际社会的支持，否则单靠它们的国内政策是不能预期达成《战略》的目标机 

对发达经济国家来说，这就意味着必须消除贸易壁垒、提供方便以就经常变动的世 

界相对优势型态作出调整以及增加提供给低收入和最不发达经济国家的穢让性援助 

的流通，同时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来说，还包括增加提供给中等收入和阇收入发展 

中国家的私人资本在内。鉴于低收入和最不发达经济国家所具有的特殊冋题以及 

《战略》显示的巨大资源差距，由发达经济国家就已经订足很久但至今仍未买现的 

0. 7%国民生产总值指标增加提供官方发展援助，再辅之以石油输出国组织现有比 

例的援助和私人资本市场的流通，对弥补所饿测的差距来说，将大有助益a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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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发展的社会方面 

1 .收入分配

26. 即使《战略》的目标得以在1 9 8 0年代，实现而I 9 9 0年代也保持了 

这种发展速度，在本世纪结束时仍然会面临若干没有解决的大的发展问题，其中不 

算最小的一个问题就是数以亿计的人居住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令人无法满意。

27. 估计1 9 8 0年发展中国家几乎有8亿人每年的人均收入不到$ 15G 

(按1 9 7 5年美元计算）；他们大部分都处于赤贫状态，缺乏安全的饮用水， 

卫生条件和住所不足，菅养不良，文盲率高和大童外移，赤贫家庭试图在已经过度 

扩充的都市地区改善生活条件。

28. 对2 0 0 0年的预测显示，如果收入分配同每人平均收入之间的过去关系 

继续下去的话（指各国政府方面缺乏审慎的政策提高最低层6 0 %人口的收入比 

例），同时如果世界经济走上低度成长的道路，那么到本世纪结束时收入不平等的 

现象将会加剧，到2 0 0 0年时赤贫者的绝对人数将上升约30%，达到I 0亿人 

之多。

29. 分析显示，即便按《国际发展战略》的设想扩大生产和收入，如果收入 

分配型态不加以改变，或即使改变的话也是按照过去的社会一经济关系改变，那 

么到2 0 0 0年时犹不足以舒觯数以百万计的人的贫穷状态。不过，如果收入 

分配型态有很大的改善，同时各国政府也制订有旨在减轻最需要者的困境的明确 

社会一经济政策，则有可能显著减少贫民的人权。毋庸置疑的是消灭贫努的做 

法将取决于有关国家本身。这种做法可能是采取增加政府的穷人服务的直接捷 

助方式；开发人力资源的方式；也可能是增加敬育、保健等基本需要消费的公共 

开支的方式。同过去的型态如果得以持续下去时提高穷人生活水平所需的时间 

相比，这方面所花的时间将会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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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初等教育

30. 在若千较为贫穷的国家，教育仅限于有余钱让小孩上学的人家，与家庭收 

入仅够温饱的人无缘。因此，通常只有收入较好一点的人才可享受中学和大学教 

育。为了照顾穷人的需要，必须以某种方式提供一定的公共教育，以减少许多家 

庭送小孩上学所承受的经济损失。某些较穷的发展中国家特别六心的一件事是文 

盲‘人权日益增加。这与这些国家最穷的人接受教育困难有关。因此必须优先注 

意初等教育。研究报告的主要结论显示，尽管国内总产值预测将急剧增长，如果

目前政府的教育支出在政府消费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保持不变，识罕率就不会有显著 

的改善，尤其是对低收入国家而言。但是，如果政府的教育支出比例增加，对中 

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冢的识字率就会有很大的影响《 不过即使是在这一乐观的前景 

构想下，到2 0 0 0年时低收入国冢仍然会有很大比例的文盲。

3. 初级保健

31. 贫穷所造成的最直接可见的后果之一就是人民得不到足够的保健。在低 

收入国家这个问题特别严重，这些国家的政府保健支出不足以满足大众的需要。

32»对于发展中国家没有能力超越过去的趋势而增加政府支出的后果，已加以 

评价。如果保健支出在政府消费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保持不变，高收入和中等收入 

国家从1975—1977年到2 0 0 0年的每人平均保健支出将会增加一倍以上。

只有低收入国家才无法达成任何显著的改逬。即使是按照《战略》所假设的鬲度 

经济成长，低收入国家人民的基本保健也似乎无法有太大的改善，除非过去的政策 

型态有所改变B

33.研究显示，即使是按照《国际发展战略》的前素构想，许多发展中国家也 

还是会发现很难着手进行规模大到足以照顾大部分穷人的各种方茱，除非它们可以 

从发达国家和国际社会获得适当的技术和财政援助。就初级保健方案而言，情形 

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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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国际政策性行动的重要领域

34.在各个重要方面，全面增长目标的达成将取决于备个特定部门的进展和在 

这些部门中推行的政策。本报告审查诸如人口、土地和农业、人类住区、工业化 

和贸易、货币和金融、能源以及裁军等若干重要部门的近来发展和前景。

35. À三。人口增长前景从数量和决定性因素来看都在迅速变化。里然在

1 9 5 0年以后的3 0年之中世界人口已从2 5亿增加到4 4亿，但是各种迹象显 

示，世界人口增长率现已到达最高点。看来，增长的趋势已转变为降低的趋势。

36. 全面人口增长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发达国家的生育率不断下降。在 

1 9 7 0年代就整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大多数人口众多的国家（例如中国），人口 

都在下降，不过，下降的人数以及在有的情形下是否有变化仍然不很明确。

37. 还有，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发展中世界的多数地区，死亡率 

显著降低，但是对照发达国家的死亡率，发展中世界看来还不可能很快就能克服这 

一差距。

38. 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变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关系到人口的成龄组成以及 

人口增长率，因此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但是，变化中的年龄结构 

所引起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因区域而异。发展中国家受养人比率下降有助于减轻提 

供营养、保健和教育等方面的一些困难。相反地，发展经济国家老年人口按绝对 

和相对数字增加的结果却在向老年人提供医疗服务，觯决住房和经济问题等方面引 

起许多社会上的关心。

39. 城乡地区的人口分布和再分布也对决策人员带来社会和经济问题，因这些 

问题与人口数量有关的问题一样紧要，虽然经济活动日益向城市地区集中一般地 

说是达成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必需的长期条件，但是对这种情形引起的困难越来越让 

人关心，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为了配舍城市人口迅速增长，必须适当扩大就 

业机会和住房及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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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粮食和农业。当前的稂食状况十分不一致.，虽然世界上大多数人口不愁 

稂食，但是有相当少数人口严重缺少粮食，而人数日益增多。许多发展中国家以 

及某些发达国家旳国内粮食消费越来越依靠粮食逬口，它们的稂食储存不足以抵制 

广泛欠收的影响；这种情形使它们——特别是其中实际购买力十分有限的最贫穷国 

家——极易受到世界世市场上粮食价格和供应波动的打击》

41. 在1 9 8 0年代和1 9 9 0年代世界粮食生产虽然会继续超过世界人口增 

长，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有可能面临大规模缺稂。即使根据乐观的假定，它们的 

国内生产也无法满足所予测的随人口而来的大量所需。根据予测，它们的谷物进 

口总额今后20年中会大量增加，这对世界市场稂食供应的依赖会显著增加。因 

此，发展中国家将有必要采取特别措施，减少它们对外国市场的依赖改善其粮食供 

应安全。

42. 要改善发展中国家的长期粮食安全和消除严重营养不足情形，有必要采取 

若干措施，其中包括：

⑻通过生产技术现代化办法使粮食生产过程现代化，使产量到本世纪末 

增和50-100 %;这意味必须在农业方面大量增加投资；

⑼为粮食生产改进基本资源分配和收益分配：必须大力奖励农民扩大生 

产；

(c)建立国家储粮系统，通过国际稂食安排办法加以协调；但在这一系统 

切实可行之前，有必要采取其他办法改善粮食安全，例如改逬贫穷国家储粮能力， 

扩大国际紧急粮食储备，提供大量粮食援助；

W扩大国家间农产品贸易领域的合作。

43. 要执行这些政策组成部分发达国家必须准备作出改革和承担短期费用以使 

长期改善世界粮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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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人类住区。在促进有广大基础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住区发展可发挥 

重要作用，办法是把资源直接导入对社会上贫穷人群有眼前利益的领域和支持城乡 

地区的多样化就业结构。

45. 至少有五个重要的住区发展领域必须在以后几十年中予以特别注意。这 

五个住区发展领域是s

⑻向居住在简陋棚屋、常常缺少基本条件的发展中国家广大人民提供起 

码的住所、饮水和卫生设施。这方面的改善不会是自然发生的，而是需要国家和 

国际社会对低收入人群的廉价住房作出较大投资。

⑼扩大发展中国家在本国生产建筑材料和舍成材料的能力。这不但能 

减少它们对逬口材料的依赖，还能带来其他利益，例如在当地增逬就业和训练机会。 

某些发展中国家还可能在生产建筑材料以供出口方面具有相当有利的地位。这是 

特别有助于发展中国家间贸易的一个领域。

⑹促进新投资的空间规划以扩大整个经济的收益和就业机会。如果城 

乡地区的相互依赖关系能良好地接舍国家规划，就更容易断定在何处投资能产生较 

高的利润和促逬就业以及有哪些住区类型和公共设施对整个国家最为有利；

均）为综合住区规划、住区筹资和管理成立机构以改善住区管理。国际 

社会可协助设立新机构和改进现有的机构，提供专长和经费以设计和执行围家、区 

域（分区域）和当地的住区计划；

⑹促进公众参与决策过程。公众参与在各种自助办法中现已被证实切 

实有效，有助于在社区一级使需要和资源分配密切联系。

46.国际贸易和工业化。总的来i兑，近几十年看到世界生产和和贸易方面出 

现重大改革，自从1 9 6 0年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增长1. 5倍^同发达市 

场经济国家的增长率一样。它们的制成品出口增长1 . 2倍，也同发达市场国家 

一样。新工业化国家得益较多，它们在某个阶段从依赖进口转向以出口为重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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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这些国家现已对工业国家构成实际和可能的竞争，不但在劳力密集产品方 

面是这样，在各种先逬技术项目方面亦然。

47. 面向出口的模式对其他发展中国是否适用要看个别国家的条件和世界经济 

的全面发展形势。但世界经济发展形势有一部分是要看发展中国家就国家和国际 

贸易政策所作的选择。

48. 在国际发展战略所设想的扩大全球经济方面，大多数发展中经济国家旳最 

有前途的政策立场似乎是采取更加面向出口的方针，扩大非传统的（制成）出口产 

品：支持在多边关系上减少贸易障碍和探测同非传统市场国家扩大贸易的可能性 

(即在发展中国家间以及中央计划经济国冢逬行贸易）9

49. 一般地说，发展中国家今后工业发展的重大困难可能来自需求不足，而且 

非来自供应方面的因素。这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到目前为止，在许多这些 

国冢，工业化造成的供应增加已能取代来自发达国家旳有些制成品进口。 在有些 

国家，这一过程可能已到达限度，在有些其他国家，如果继续按同样速度保持工业 

发展.。或许不久也会到达限度。

50. 、第二，工业贸易制度方面的新近发展并不特别对扩大发展中国家的制成品 

出口有利-,尽管根据多边贸易谈判关税壁垒大为减少s但是对与发展中国家出口 

特别有关的产品而言s仍然存在比较高的关税壁垒，（并且常常包话更重大的非关税 

壁垒）。对付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劳力密集产品的非关税壁垒似乎在增加，例如 

近来重新延期的多纤维协定，继续限制发展中国家的纤维进入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 

纺织品和成衣市场。这种发展形势使人对“新保护主义”感到关切。国际经济 

社会应当抵制这种保护主义趋势，特别是因为这种趋势不但常常难以扭转，并常常 

用来增加各种生产限制，因此导致了调整需要。

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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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各科预测（见统计附件，表4.1和表4.3)表示，根据战喂构想，以发展 

中国冢到2 0 0 0年时占世界制成品产出2 5 %为目标的利马指标虽然实际上不能 

达到，但会接近。祆照“低增长”构想，发展中园冢到2000年时会占世界制 

迨业增值总额的13。7 %，其制造业生产否1 9 8 0 — 2 0 0 0年期间按5。8 % 

平均年率增长，而按照战略构想，世界制造业增值中发展中国家所占份额预期到 

2000年将达到19。6%，在今后二十年中，制造业严出每年将按9%比率增长。 

但是仍然低于利马指标数5 %以上。

52。 国际货币和金融制度.缩小战略所设想外来资源差距的关键是：㈠在 

世界经济中是否有地方能取得足够的剩余资源，㈡是否有经费所需资源转移的 

囿际结构。预计在1 9 9 0年和2 0 0 0年发达市场经济国冢和有些石油输出发 

展甲国家的剩余资源足够弥补石油进口国冢的资源差距总额。除了所预测的这两 

组经济国家的当前剩余外，还有国外货币（或称欧洲货币）市场上以往节余的大量 

储备• 为了向发展中II」家引进这些剩余资源，国际货币和金融机构采取一些新的 

办法并加强现有的一些办法，对1970年代中向它们提出的许多要求作出适当响 

应-

53。 伹是为了在两个十年中实行更大数额的资源转移，视有的国际体制结构能 

力可能显得不够》因此需要逬一步加以扩大。1 9 7 0年代试图推行资金回流的 

发迖国家商业银行也不可能应付这神情形。此外，世界经济中的新近发展和世界 

各地出现的大景支付逆差更加显示，现有制度无法适应，此有必要对现有制度的 

主旲组成部分进行彻底检查。

54。 加以改革的BJ际货币制度最终必须具备下列主要特点：首先，它必须能开展 

和维持一个公平均匀的调整过程a 调整带来的负担不H芫全落在逆差Hi冢身上。 

第二，它必须能叉持一个既灵活又有瑚于稳定的汇率制。第三，国际流通办法的 

设立应由集体来管理，而不是主要根据任何国冢或国家组的囿际收支能力所起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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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第四，特剧提款权应成为货市制度的主要储备资产。第五，应设立一个新 

的发展中国家配额基础，板据这一基础对一国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援助的可能 

需要予以更多宣视。第六，援助的条■件应更密切联系收支逆差的原因。最后， 

发展中is家应有更大的表决实力，以便更无分地参与决策过程。

55. 除了改革国际货币制度外，还必须制订一个更加紧凑的国际金融合作制度 

广义地说，促进发展的国际金融流动不是多边就是双边的，不是官方的就是私人的, 

不是揮让的厭是作减让的。为了这成战略目标，有必要大力增加这些资源。同 

时，要改进金融制度的效率，必须结合下列一些特点：不断改善梭助流动的条件和 

性质（例如提高赠予部分，不附带其他条件等）；逐步增加捩助流动总额中多边援. 

助份额；大量增加多边机构的方案贷款；改进分配，主要是指向最不犮达国家或 

最贫穷国家尽量在优惠基础上作出分配，尽量减少援助的限制条件。

56. 最后，要解决全球资源回流问题，必须有良好办法，以处理巨大的国外货 

币（欧洲货币）市场所涉问题，这个问题既是汇率制不稳定的一大原因，也是资金 

供应的一大来源.

57. 裁军和发展.战后期间，军备竟赛耗费了大景世界资源和国际贸易上的大 

量货物和劳务。如果裁军问题能从辨论落实为行动，就得腾出大#.资源，即使腾 

出一部，也能对友展筝业发挥建议性作用。

58. 鉴于世界各国在1 9 8 0年的军事花费这5, 000亿美元以上，就不难了 

解军备竞赛所耗费资源的庞大程度。相对地说，这笔花费相当该年世界产出6%，

约为经合发组织国冢提供的官方友展援助总额1 9倍之多，略超过所有发展中国家 

固定资本总额的总值。楛估计，如果不改变这一历史趋势，今后2 0年中专门用 

于军事用途的额外资源总值（即民用铞门的损失）将相当1 9 8 0年世界产出1 .2 

至1 .5倍。

59. 这些庞大的军事支出还掩饰另一现象的簠要经济方法，此即为军事目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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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实际资源的利用：在1 9 8 0年，约有5000万人民直接或间接地从事军事 

活动；14种特选矿物中约有3 — 11 %用于军畢目的，并有大量石油和工业产出 

用于车事方面；1 9 8 0年全球军事研究和友.展支出约占全球研究和发展全部支出 

四分之一，全世界约有2 0 %合格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从事军筝工作；过去五年中国 

际军火芡易增加了几乎四倍半。

60. 军备克赛的巨大费用还反映出生产力和增长潜力减损、通货膨胝和劳力转 

向，这些劳力本来可受雇于生产部门^ 额外的军事经费对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 

家已造成巨大负担，因此不利于较不发达的经济国家a

61. 在另一方面，根据初步估计，逐渐麟少全球军事花费的结果是，到2000 

年世界的国民生产总值可增加3。7 %，发达国冢和犮展中国家的股本利益将有增 

加.换言之，这大致是第三个发展十年期间继续坚持当前政治优先注意事项的机 

会成本。

62。 裁军显然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把资源从某一批货物和配件的生产大量 

转移到或改用于另一批货物和配件的生产。因此，要实现裁军，首先必须克制强 

大的既得剂益，为善用腾出的生产资源提供机会。

63。 WM.石油进口发展中国冢对世界能源前途的影响将相当有限，继续控制 

世界能源未来的将是工业国家和石油输出国的政策和行动。因此，发展中国家必 

须作出调节，以适应世界状况，只有这样做，它们才能大大改进它们的个别表现. 

在能源领域，主要•的调整措施包括：

⑻执行有力K方案，发展包括水力发电、煤、本国石油和煤气、其他矿物燃 

料和可再生能源等当地能源以取代进口的石油（石油逬口发展中国家的本国能源生 

产从1 9 8 0年到1 9 9 0年预期能增加一倍）；

⑼作出重大养护努力，采取价格和非价格政策；

⑹调动本国和外来资源执行这一庞大方案以扩大本国能源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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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石油进口犮展中国家能源郡门的投资所需资金，包括便本国生产增加一倍 

所需的投资资金，将十分巨大。按估计，在I 9 8 0年代中为了达到能源指标， 

(按I 9 8 0年的荚元计算）每年将需500亿美元以上。而1 9 8 0年花费的数

额计为2 5 0亿癸元。如对高M本供应棒加依赖，则单位平均成本可1設£一步上升。

65. 只有少数国冢能增加能源投资而同时不至于严重地影响其他方面的经济增 

长。能源投资要比别种投资更密切依赖逬口，需要较长的酝酿期间和更多外来的 

长期资金提供.&此，要想增加能源投资而不引起重大的内外资金失调，在1980 

和1 9 9 0年代必须有大量的资金流入和技术援助，并须大大增加国内储蓄。

66. 外国公司（多国公司）一向是能源勘探和开发领域风险资金的主要来源。 

但是由于它们的兴趣主要是寻找大油田，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冢最可能指•望的是发现 

小油田——也就是说其目的是以此代替进口询不是为了满足多国公司出口剩余石油 

和稳定供应的需要——因此外来的私人资金来源不月能提供充分的所需资金。因 

此，势必依靠多国的官方资金提供安排。在这方面虽然已作出一些进展，侣是还 

必须逬行许多工作，有一种多国资金提供安排是通过与世界银行賓联系的“能源 

分机构”。第二种办法是通过联合国自然资源勘探循环基金。第三种办法是设 

立勘探保险基金，其目的不是为了提供勘探和发展经费而是为了承包风险，在这 

方面犮展中国家本身之间也似乎有扩大财政和技术合作K可能。

67. 此外，发展中国家在作出能源投资决定之后但在投入扩大生产之前，必须 

具备充分资金才能应付它们目前的收支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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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界经济发展的可能性

A. ft

68. 大会于1980年通过的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是1980年 

代发展的基本行动纲领。这个新战略是大会改革和重组国际经济制度的各种努力 

的延续，其主要目标之一是要在世界经济逐步向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演进的范 

围内加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加速发展是为了减少不同国家组之间在 

国民收入方面日益扩大的差距；同时以加速发展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一部分努力， 

按照战略的发展目标达成国际劳力分工和增加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产出和工业活动中 

的比额。战略的政策性建议重点是要减轻和最终克服发展中世界生活在赤贫中数百 

万人民的贫困状况。

69. 大会* 2已在好几次会议上认识到，要扭转当前的经济恶化和日益增多的困 

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世界生产和生产力增长方面与长期下降相互作用的还包 

括一系列结构上的危机，这些危机促使经济活动和社会改革的速度剧烈下降：布雷 

顿森林会议1971年确定的汇率制的瓦解；继世界各地广大歉收和某些地区的局部 

饥荒以来1970年代早期发生世界粮食危机；1960年代和1970年代初级商品价 

格普遍不稳定引起商品生产国出口收益的波动——主要是对发展中经济国家商品出 

口收益带来波动；对发展中进口国家特别重要的制成品，价格持续上升；1973年 

能源供应和能源价格处于不稳定状态，1979 — 1980年又发生一次，结果造成能 

源费用显著增加；世界经济增长率长期趋向普遍收缩；当前收支平衡型式上出现重 

大转变，引起大量剩余和逆差，并在国际调整过程中遭遇到持续的困难；世界各区 

域大多数国家的经济都受到日益上升的通货膨胀压力和汇率波动。

'大会1980年12月5日第35/56号决议附件。

2 参看大会1974年5月1日第3201(S-VI)和3202(S-vi)号决议，1974 

年12月12日第3281 (XXIX)号决议和1975年9月16日第3362(&-Vü)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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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随着这些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同时出现，日益明显的是，为了所有国家组实 

现稳定持续的社会经济进展，有必要在各国经济中作出结构上的重要调整。

71. 大会在处理有关改革国际经济关系的基础的需要时•，已清楚地表示，在建 

立比较有效的和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只有扩大国际经济发展合作才能找出办法 

解决世界经济表现上长期恶化和结构上失衡的现状。5但是，在联合国第三个发展 

十年的头几年中，虽然已呼吁采取国家和集体行动，但并没有达成具体成果。因此， 

有人严重关切联合国战略所定目标可能不相容。一般认为本十年的经济增长会比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任何时候都缓慢，并且会更加混乱。不过，这种观点必须加 

以分析。在过去几年中，结构上的调整不但影响到工业世界，并涉及不久的未来的 

前景，这个问题不应当使国际社会忽视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中长期追求的目标。

发展目标

72。 新的国际发展战略的最终目标是帮助建造一个比当今美好的世界，一个安 

全、公平和稳定的世界，使人口中最贫穷人群的生活水准不断迅速提高。为此目的， 

战略4建议(a)纠正富国和贫国关系上不公平的现象；㈦建立有生气的、稳定的和 

不易受打击的世界经济，以便所有国家都有机会在比较充分和平等的基础上参与活 

动；⑹促进世界上穷国的经济快速增长；⑹减轻和最后克服贫穷造成的最严重问题， 

改善生活在赤贫和绝望中亿万人民的命运。

73。 实现这些目标将是一个长期过程：即使战略取得成功，也只是朝着这个方 

向迈逬了一步。最主要的积极行动——以及取决最后成就的持久勞力——必须来 

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本身。国际战略的作用是要对一致的国际行动提供一贯纲 

领，目的是支持国家行动和同样重要的是，减少常常不利于国家发展的外来限制和 

消极影响。

、参看注2。_

4参看《发动第三个发展十年》（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79-ii-a»7) B 

节《新战略的挑战》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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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〇收入水平、生产力相结构改变的历史趋势

74.任何试图评估今后的经济湘社会进展有无达成《囿际发展战略》目标的可 

能性，都必须首先考虑以往的发展相目前的发展。国际社会已经实施了两个国际 

发展战略。然而，尽管有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太平洋和地中海盆地以及西亚 

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取得了若干显著的增长经验，5但朝向达成头两个战 

略目标的进展，一直不大。大部分发展中囿家在它们既是供方又是买方的主要市 

场中，基本上仍然处于不利地位„ 此外，迟迟对世界经济进行两个战略所要求的 

结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使国与国间的差距日益悬殊，并使世界经济活动普 

遍减慢。

75. 对以往经济活动历史趋势的分析，将侧重下列三个方面：（a)富国同贫国 

之间的悬殊收入；（b)生产力增长；和(c)世界经济的结构改变9

1.收入水平的趋势

76. 《战略》的中心问题之一是必须拉近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在收入、财富 

和对世界资源的控制方面所存在着的巨大差距。1 9 8 0年，工业市场经济国家 

虽然仅占世界人口的1 7%,但却占世界总产出的6 7%(在共同基础上使用普通 

汇率计算各国总产出而得）。另一个极端是，2 6 %的世界人口 6生活在其总产 

出低于世界总产出3%的经济制度中；如果将中国包话在内，估计几近半数的世界 

人口约获得世界收入的6 %。7

5 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参看 the World Economic Survey (纽约联合国）相the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华盛顿世界银行）过去几期的选辑。

6 低收入的石油进口发展中国家^

7众所周知，使用法定汇率而非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汇率将按本国货币计算的 

国内生产总值（国内总产值）换算成按共同货币如美元计算的国内总产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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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I 9 6 0 — 1 9 7 5年期间，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中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

内生产总值，每年增长率仅略高于3 %, 1 9 7 0年代后半期，大幅下降，每年约 

增加2 就绝对数值而言，这些国家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内总产值从1 9 6 0

年的邾2。98亿增至1 9 7 5年的筇4。84亿，再增至I 9 8 0年的邾5.35亿(均 

按1 9 7 5年的时价和现值汇率计算）。

78. 这些数字虽然明显显示向上增加，但同时有力地说明了发展中国家目前按 

人口平均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的绝对水平仍然很低，特别是当同发达国家目前的国 

内总产值对照时更是如此。兹列表说明如下：

年平均增加数
1960 1965 1970 1975 1980 1960-1980

发展中国家 298 348 412 484 535 3.0%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 3435 4180 5000 5635 6300 3.1%

79。1 9 6 0 — 1 9 8 0年期间，这两个国家集团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平均产值， 

几乎一直维持12: 1左右的比率，其间，I 9 6 0 ~ 1 9 7 0年，比率稍有增加， 

显示这两个国家集团的差距日益扩大；1 9 7 0 — 1 9 7 5年，比率稍稍下降；然后 7

7 (续）某种程度上可能会使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犮达国冢同发展中国冢国内总产值的 

-差数偏高从而使这种差数不能反映实际情况a 然而，如果在计算时使用

估计的购买力平价比率，则两者的基本差异仍然存在。参看联合国和世界 

银行合编的出版物，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ject - Phase II,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real product and purchasing power (巴尔的

摩和伦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 9 7 8年）和Phase III, World 
porduct and income: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of real GDP (巴尔的摩和

伦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 9 8 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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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五年期间，比率又向上增加。8发展中国家集团内也出现显著的国际不平 

等现象，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极为显著的现象是，发展中国家中最贫穷的国家，其增 

长速度赶不上较贫穷的国家。

2.生产力增长趋势

80.在1 9 6 0年以来的2 0年期间，按劳工人口平均计算的实际世界产出每 

年平均增长2.6%,这种生产力的增长，使世界各地的生活水平普遍不断提高。然 

而，总的平均比率掩盖了各个不同国家在生产力经验方面的显著差异。例如，低 

收入的最不发达经济国家的增长水平一直很低，并且由于这些国家的人口增长较劳 

动力增长为快，以致国民平均收入甚至较劳动生产力的增长更慢》 因为这些较贫 

穷的国家占发展中世界的人口半数以上，所以这种趋势已经对减缓，世界贫穷现象 

和满足世界全体公民的人类需求方面，产生不良影响。

没有编制发展中国家的产出水平同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国冢的产出水平 

之间的直接比较数字；然而，经互会国家国民平均产出的趋势表示，在上述期 

间内s这两个国家集团之间的相对差距多少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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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I 9 6 0 —I 9 8 0世界生产力增长状况a

国家集团b 1960-1965 1965-1970 1970-1975 1975-1980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 3.9 3。5 2.1 2.0

发达计划经济国家 3。8 5。2 4.9 2.7

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 3.9 4.0 3。6 2.4

石油进口经济国家 3.2 3.5 3。4 2.6

低收入经济国家 1 .7 2。1 1 • 1 1.6

最不发达经济国家 1。4 0.0 0。6 1 .7

资料来源：联合国秘书处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数据。

a按劳工人口平均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或物质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是按1975 

年的价格和汇率计算的9

b关于本报告使用的国家集团的定义，见统计附件所附“解释性说明”，英文本， 

第4页#

81。1 9 8 0年代是世界经济比较安定湘增长较高的十年，但在这十年快结束 

时，世界生产的增长率开始下降。1 9 7 0年代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基本投入价格 

的大幅度相对（和绝对）变动以及通货膨胀压力使增长率减缓，并使国际金融流动 

呈现不平衡现象。1 9 6 0至1 9 6 5年，按劳工人口平均计算的世界总产出增 

长率（按1 9 7 5年价格和汇率计算），每年增加百分之三点五以上，但于1975 

至1 9 8 0年，则减少至百分之一点五以下。全世界没有一个地区不受这种趋势 

的影响。所有经济国家集团不论市场经济或计划经济，不论按地域分类或按 

国民收入分类，其在第一个和第二个发展十年的生产力和生产量都有所下降《 此 

外，自1 9 6 0年代中期以来，几乎所有经济国家集团，其生产力和生产量都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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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在1 9 7 0年代后半期，有些经济集团特别是有些发达经济国家，其生产 

力和生产量大幅下降s 就发展中经济国家而言，其生产增长率也在下降，虽然专 

门用于资本形成的资源大量增加以及劳动力的增长也较快速》9

表2。1 9 6 0 — 1 9 8 1世界生产增长状况

1960-1965 1965-1973 1973-1979 1980 1981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 5。3 4。5 2。9 1.5 1.3

发达计划经济国家 4.6 2.7 1.9

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 5。8 6.3 4.9 2-9 0.5

石油输入经济国家 5。0 5。8 5.0 4.1 2.3

低收入经济国家 3-4 3.5 3。5 5.2 4-2

最不发达经济国家 3。6 2 .0 4.2 2.7 2=9

资料来源:同表1。

a按1 9 7 5年价格和汇率计算的国产总值和物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8 

P 初步数字。

82.生产量和生产力方面的这种世界范HJ的衰退，同世界经济的其他困难如通 

货膨胀、失业冋题、商品价格波动和极端的对外不平衡等，交相作用。适值生产 

力相国民平均收入增长不大时，这些问题更为棘手。同样，当产出增长缓慢时，

9由于1 9 7 0年代期间各个不同经济集团国冢贸易条件发生重大改变，所以为本 

历史时期计算的生产力增长率随为计算所选择的特定基准年而定8 这些差异 

可能很大，但它们不致改变过去二十年来世界生产力下降趋势所反映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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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紧张状态较难解决；而且如果缓慢增长場練取p方卫性措施，就会妨碍调整过程， 

因为这种措施，基本上同逐步形成的长期世界分工背道而驰。由于过去所采的措 

施不足以阻止衰退，所以新的战略要求优先采取措施，阻止世界生产力继续下降。

3.世界经济的结构改革

83. 战后发展过程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增长一方面同生产多样化之间的关系非

常密切，另一方面同国际交易 包括资金流动------的增加和多样化之间的关系也

密不可分。其中特别显著的有下列几点：（a)在大部分国家内，不论其发展水平 

和体制结构，都在生产结构方面产生了重大改变；㈤相对利益型式发生世界范围 

的改变，从而刺激市场经济国家同计划经济国家之间以及这两个国家集团同发展中国 

家之间的贸易迅速增加，特别是刺激制成品的贸易迅速增加；（c)近年来/发展中 

国家间的贸易有日渐增加的趋势，并且一般而言，它们之间有加强经济合作的趋势; 

⑻主要国家之间和国家集团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收支不平衡现象，并且在若干情 

况下还具有爆炸性；（e)资金流动（长期相短期）的规模日益扩大，其方式也更加 

多样化，同时多国公司在生产、贸易、付款湘传播技术变革等方面，起着越来越大 

的作用。

84. 对这些问题进行彻底的分析是一个很沉重的工作，由于本报告的目的，不 

宜进行这种分析。'°然而，最近的经验，在经济增长湘国际交易之间的关系方面, 

明确地提出了若干重要问题，例如：贸易相发展的交互作用是否会成为本世纪所余•期 

间内增长的一个主要原因？ 通过加强专门化和允许实施规模经济走向扩大自由贸 

易的发展，会在多大程度上促逬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机会湘它们制造业部门的增长？

w 关于若干这些问题的详细讨论，见贸发会议，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81 .工工.19)。 关于发达市场经济

国家的讨论，见经合发组织^ The Growth of Output I96Q-I98O (巴黎经合发 

组织，1 9 8 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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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工业产出的迅速增长和发展中国家出口制成品对目前相对利益型式的可能 

变动会产生何种影哬进行分析，也许也很重要。

85. 工业产出在一种经济中占有多大比重，是结构改变的一个重要指标：在晨. 

展中国家、I 9 6 0年以来持续的高平均工业增长率，提高了工业（包括矿业、制 

造业、公共事业和建筑业等）在囿产总值中的比重，也即从I 9 6 0年所占的309 

增至1 9 8 0年的4 1 %。 然而，由表3可见，低收入国家工业产出增长的速度 

多少比较缓慢。

86. 战后的事实似乎显示，由于社会和经济原因，农业相工业部门之间不容互 

相冲突•事实上，在若干发展中国家，成功的工业化一直莸得持续的、基础广阔的农 

业增长的支持.就整个发展中国家集团而言，它们的农业在世界市场经济国家的 

总生产量中所占的比重，从1 9 6 0年的4 6 %增至1 9 8 0年的二分之一左右。 

工业生产量在世界市场经济国家的工业总生产量中，也增至五分之一.

表3.世界市场经济国家的生产结构

I960 1970 1980

农业 工业a 农业 工业 农业 工业

(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 7 38 5 40 4 39

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 31 30 23 38 17 41

低收入国家 51 18 44 21 40 23

(在世界市场经济国家总值中所占百分比）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 54 88 52 84 50 80

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 46 12 48 16 50 20

低收入国家 17 2 17 2 18 2

"%~料来源：联合国秘书处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a “工业，，包括矿业、制造业、公用事业和建筑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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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因此，农业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经济活动，.1 9 8 0年雇用劳动力占 

总劳动力一半以上.然而，作为收入来源，农业的重要性已显著降低。I960 

年，农业在国产总值中约占3 I %,但是因为过去二十年来农业增长很低——每年 

为2。8%,所以1 9 8 0年在其国内总产值中的比重降至1 7 % (见表3 ) „ 农 

业虽然在全部就业人口中所占比例很大，但农业部门在全部增值中所占比例不大， 

农业的低生产力反映了这种比例失调的现象。造成低生产力的因素很多，在亚洲 

主要是人口过多，加上可耕地面积有限，在非洲主要是有一个很大的自给经济部门, 

在拉丁美洲的几个国家主要是地权制度不起作用。据估计，发展中国冢命发达国 

家在农业方面的生产力差距（按劳工人口平均计算的产出比率），目前已达12%, 

较1 9 6 0年已有显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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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关于制造业产出的增长情况，表4开列1 9 6 0年代、1 9 7 0年代和 

1 9 8 0年代这三个十年开始时，每一个主要经济集团在世界制造业增值中所占的 

比例。按照这些基准分类的两个1〇年期间显示，发展中国家以及中央计划经济 

国家的增长绩效大致相当于或甚至超过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增长绩效。因此，它 

们在世界制造业增值中所占比率自1 9 7 0年以来稳步增加。发展中国家所占比 

率从1 9 6 0年的7 %增至1 9 8 0年的10.2 %;中央计划经济国家所占的比率 

从1 9 6 0年的1 8 %增至1 9 8 0年的2 9%。 另一方面，发达市场经济国家 

在世界制造业增值中所占比率则持续下降。然而，应指出的是，在过去二十年来, 

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制造业增值中所占比率有所增加的现象，主要只是少数几个国家， 

即大约1 2个国家，而其余国家所占比率仍旧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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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61.8 58.6 56.8
71.2 68.4 70.3 71.3
17.5 23.8 17.3 14.9
25.4 35.1 42.6 48,3

发达计划经济国家 

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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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各经济集团在世界制造业增值中所占比率

I960 197〇 1980

发展中国家 6.9 7.3 10.2

中央计划经济国家 18.1 22.6 29.1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 75.0 70.0 6〇.7

资料来源:联合国秘书处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根据联合国统计处提供的数据计算 

而得。

89.世界制成品贸易的最近趋势反映一种模式，它也表明贸易苘品组成方面发 

生了某种长期的结构改变。如下表所示，1960年代期间，制成品在全部贸易 

中所占比率有所增加。然而，1 9 7 2 — 1 9 7 3年以后，这个比率似乎多少下 

降，主要原因是当时和本十年末期的非制成品（如矿物燃料和有关原料等）的价格 

迅速上涨。

表5 . 1960—1 980各经济集团的制成品在全部

出口品中所占比率 

(百分比）

基准 1960 1965 1970 1975 1980 P/

世界 A 54.9 59.1 64.8 59.6 57.2
B 61.1 65.4 71.4 74 .. 0 76.6

发达市场经济囿家 A
B

67.5
70.3

70.2
72.7

75-4
78*1

75.2
79.2

74.9
79,3

资料来源:联合国秘书处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根据贸发会议的数据及其本身的计 

算数字计算而得。

A ==制成品在全部出口品中所占百分比；

B =制成品在不包括矿物燃料和有关原料的全部出品中所占的百分比。

P初步数据。

8
 
7

 
4
 
9 

5
 
6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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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计算世界贸易组成时如果不包括矿物燃料和有关原料，则1 9 7 0年代期 

间制成品所占比率实际上有所增加，约占本十年末期出口收益的四分之三。1960 

年以来，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组成已产出显著变化，其出口制成品在其全部出口品 

(燃料除外）中所占比率，从1 9 6 0年的2 0 %左右几增至1 9 8 0年的5 0 %。 

这种增加率在这20年内自始至终都比较稳定。然而，由于比较不利的贸易条件, 

发展中国家出口制成品的这种增加现象，并未相应地引起收益的增加。例如，发 

展中国家出口制成品的价格指数在1 9 8 0为240(1 70= 100)，低于非出口制 

成品的任一相应指数。这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况完全不同，在这些国家，出 

口制成品的价格同非出口制成品的价格大约以同一速率增加。^

91. 我们另外还可从比较出口制成品的增长同制造业增值的增长中看出出口制 

成品对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所起的重大作用。1 9 6 6至1 9 8 0年间，发展中国 

家出口制成品的数量以I 5%以上的速率增加，这比按定值价格计算的制造业增值 

的增长率快了一倍以上。另一方面，应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按人口计算的制造 

业出口水平仍然很低很低。

92. 贸易随着其商品组成，逐步形成了一定的地域形态。这方面，过去1 0 

年的事态发展一直具有促进作用。1 9 7 0年代期间，发展中国家间贸易的增长 

速度较它们同发达（中央计划和市场）经济国家间的贸易为快，这同1 9 6 0年代 

的趋势完全相反。1 9 7 0年代，发展中国家间贸易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区域间 

贸易增长的速度，较发展中区域中每一个主要地区集团内的贸易为快，这也同1960 

年代的趋势相反。下表开列发展中国家的内部贸易情况。所列数据显示过去10 

年来s被算作其他发展中国家出口品的发展中国家进口品比率大幅上升（如果不包 

括燃料在内，从1 .9 7 0年的2 0 %以下增至1 9 8 0年的3 0 %左右），这同

1 9 6 0年代的情况相反，那时这种进口比率保持不变#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 

作为一个集团，已经能够使有力的增长势头持续不衰，彼此之间提供活跃的出口机

会。同时，南方各国之间日益形成互补有无的关系：石油输出国同贸易有关的收益大 

量增加，这有助于提高它们的吸收能力，从而增加它们对进口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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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1970和1979世界出口品的地域分配情况

(以美元计算的现值价格以及汇率和票据）

1970 1979
DME CPE DOM DOX 共计 DME CPE DOM DOX 共计

输自/ 输至

DME 176,9 8.7 31.2 7.4 224.2 778.9 52.5 157.9 77.6 1066.9
79.0 3.8 13.9 3.3 100. 0 73.0 4.9 14.8 7.3 100.0

CPE 8.1 21.2 3.2 0.8 33.3 46.0 76.9 20.9 5.8 149.6
24.3 63.7 5.6 2.4 100.0 30.7 51.4 14.0 4.9 100.0

DOM 27.2 3.1 6.3 0.9 37.1 131.7 11.9 41.5 12.7 197.8
72.5 8.3 16.8 2.4 100.0 . 66.6 6,0 21.0 6.4 100. 0

DOX 14.5 0.3 3.1 0,1 18.0 163.3 3,8 46.2 2.8 216.1
80. 5 1.7 17.2 0.6 100.0 75.5 1.8 21.4 1.3 100.0

资料来源:联合国秘书处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根据联合国统计处提供的数据计算 

而得。

兰：DME=发达市场经济国家；CPE=欧洲和亚洲中央计划经济国家；D〇M = 

发展中石油输入市场经济国家;DOX =发展中石油输出市场经济国家。 * 1

C.当前情况和短期经济展望

93.长期发展远景，在很大程度上视解决短期冋题的万式而定，特别是觯决有 

关当前世界经济衰退问题的方式而定。由于世界经济当前和短期的前景，对达成 

《国际发展战略》的目标极为不利，所以需要评估1 9 8 0年代初期的主要社会经 

济趋势。

1. 1 9 8 0年代初期的趋势

94。尽管少数现象令人鼓舞，但1 9 8 0年代初期的世界经济景象，在各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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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都令人极感关切。全球的生产和交换制度的特征是，社会经济普遍动荡 

不安、衰退日益严重和国际收支不平衡。一般形势似乎既非单一的可辨认的原因 

造成的，也不完全是一种循环现象，而是多年来一再失调积累而造成的。在各个 

不同的国家s对什么因素发生作用有相互抵触的看法，这种看法仍然妨碍政策的协 

调。国家决策不去促进制定克服社会经济困难的政策，反而被引入歧途，采取往 

往要借防卫性贸易、汇率和国内货币政策输出这些困难的行动途径。

95. 1 9 8 0 — 1 9 8 1年期间，世界贸易量的增长率一直停留在每年6. 3% 

上面，而1 9 6 0年代的平均增长率则为7. 8%, 1 9 7 0年代则为5.6%。 世 

界贸易对生产的弹性已减少至同1 9 6 0年代的历史趋势毫无相似之处的地步；退 

一步而言，即使考虑到经济周期的后期问题，也不大符合1970年代的历史趋势。 

国际汇兑衰退，这已经影响到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 

国家，因为它们的工业政策体制一直支持出口取向的增长战略。据估计，整个石 

油进口发展中国家一直无力通过出口品来支付往来帐户，致使它们的国际收支逆差 

仅在一年之内约增加至® 1 0亿，也即几乎从1 9 8 0年的$ 70〇f乙增至1 9 8 1 

年的莊8001乙左右

96. 继石油进口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制成品价格上增以及1979 — 1980年 

石油价格大幅上涨之后，它们出口品的购买力日益削弱，同时受贸易方面日益抬头 

的保护主义所保护的工业化国家的总需求一般减少，致使石油进口发展中国家的输 

出增长率下降，这些原因更加重了这些国家对对外不均衡的负祖。过去两年来， 

石油进口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增加三分之一以上，1 9 8 1年底高达$ 3, 900亿， 

同时，外债由于高利率和缩短的到期日期，变得吏难偿还，这些国家平均多达四分 

之一的出口品3用于偿还外债。

97. 此外，1 9 8 0 — 1 9 8 1两年期石油进口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普遍收缩， 

同时非能源（初级货物）商品价格（按美元计算）也急剧下降。贸易条件目益不

n World Economic Survey，1981-1982，纽约联合国a

丨2 贸发会议，Trade and Developmeirfc Report，1^1，同上3 英文本第 1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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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每年平均下降3%—4%左右，就热带饮料、油、脂肪、黄麻和有色金属的出 

口商而言，贸易条件较一般下降得更大。这些价格变动反映许多初级商品的基本 

市场均衡，进一步受到破坏，这种市场均衡早已受到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低需求、利 

率有关的高盘存费用和汇率不利变动的影响。

98. 尽管若干迹象令人鼓舞，但通货膨胀仍然是全世界的一个大问题。1980 

历年期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作为一个集团，其私人消费的平减指数上升11%。 

在石油进口发展中国家，一般水平的消费价格的增长率，自1 9 7 9年以来一直在 

3 0%—4 0%之间伊照历史标准，重大的价格压力，目前在发达的中央计划 

经济国家也显而可见a 在几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经由收入再分配 

造成严重的社会混乱，以及经由资源再分配而使效率日益降低目前一般对通货 

膨胀的期待非常强烈：以致政府难以控制价格，甚至实施日益严厉的通货紧缩政策 

也难奏效。

99. 这种呆滞的经济环境使能力未充分利用，以致在工业市场经济国家造成很 

高的失业率，这些国家的失业人数预期在1 9 8 2年前半期会达到2, 850万，也 

即约占它们全部平民劳动力的8%。 在发展中国家，目前出口市场的紧缩，以及 

一般而言，国产总值增长率的收缩造成的最显而易见的影响，就是失业人数增加， 

就业人数日益不足。

100.失业率在大部分发达市场经济国冢都急剧上升，主要原因是实新限制性货 

币政策，这种政策使实际利率升到并维持在特别高的水平。在若干这些国冢中， 

利率除了达到历史水平之外，还变得更不稳定，使汇率经常和普遍地重新调整。这 

种汇率的重新调整对在其他国家推行货币政策构成重大的外在限制；并且还同国内 

环境交互作用，制造有利于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和紧缩通货的压力。因此，在上一 

个两年期期间，当市场经济国家一-发达的和发展中的——试图同时遵照货币指标

•，不包括阿根廷、巴西和智利。如果包括这些国家在内，则整个石油进口发展 

中国家集团的价格通货膨胀水平还要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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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避免发生被视为不利于国内产出和通货膨胀的汇率变动，就面临了重大的政策困

境。 •

101. 在发展中世界，很多石油进口国家都属于比较受到高利率和普遍不景气清 

偿条件严重影响的国家。这些国家一方面受到自1 9 7 3年以来它们往来帐户赤 

字急剧增加的压力，另一方面又面临多边借贷机构减少提供资源的情况，处此两难 

困境，它们只有越来越依靠私人长期流动资金。然而，只有较少数的几个发展中 

国家才能够加强利用私人资本市场3因为私人金融机构在它们的僧^贷业务中一般都 

采用非常严格的信贷一价值标准。因此，1 9 8 0年，1 0个主要的发展中国家 

借方，其所借贷款占国际商业银行全部贷款的70 %。a Ç够以债券形式筹措资金 

的国家，甚至更少。然而，如果双边和多边流动资金一时没有着落，以致无法应 

付它们长期的筹资需求，则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可能被迫筹措私人资本。这可 

能使它们越来越易于接受支配1 9 7 0年代大部分时间的不断波动的国际高利率。

102. 如上所述，1 9 8 0 — 1 9 8 1年的世界经济景况虽然普遍暗淡，但在若 

干择定部门也有一些迹象令人鼓舞。例如，在能源部门，工业化国家已经能够很 

有效地适应1 9 7 9 — 1 9 8 0年这次油价大涨价后的影哬，这是它们在适应

1 9 7 3 —1 9 7 4年第一次油价大涨价后的影响时无法办到的。能源的价格弹

性不断增加，能源收入的弹性不断紧缩，以及日渐把匀支较高油价的负担从宏观一 

级移至微观一级，这些似乎有助于上述国家减少石油在国内消费中的比重。然而, 

我们不能说发展中国家也能照样办到（关于这点的详细讨论，见第四章）。

i〇a此外，石油.出口国愿意生产超过它们眼前需求的石油，并将它们剩余资金 

借给进口者，这种做法在缓和这种适应较咼能源费用的困难方囬，起了关键作用。 

诚然，石油输出国组织资金剩余国家按照它们同其他发展中经济国冢进行经济合作 

的计划提供资金，特别是对比较受到工业国冢和多边机构流动资金减少（以实值计 

算）影哬的能源不足国家而言，变得日益重要。

14贸发会议，Trade and Developmeni: Report 1981，《同上》，英文本，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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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82-1983两年期前景15

104. 1 9 8 2 - 1 9 8 3两年期世界经济增长的前景是不乐观的，但也不是没 

有希望的。这大部分将取决于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能否控制通货膨胀、能否推行使 

经济回复到“正常”增长的路线的政策和能否抵制保护主义者对贸易所施加的压力。 

由于目前西方工业国家经济的衰退和减缩，而失业率则预期会一直增加；因此，后 

者这种保护主义的压力可能也会加剧。

105. 在1 9 8 2 - 1 9 8 3两年期间要使经济从目前的衰退景况恢复过来预计 

大体上也是无能为力的。假设目前各项政府的政策会继续推行下去，而油价也会继 

续保持不变，1 9 8 2年世界总产量的实际增长率预计不会超过2 %。假定经济情 

况在1 9 8 2年下半年开始稍微好转，而工业国家的增长率从1 9 8 2年开始也恢 

复到差不多正常的状态，那么1 9 8 3年的增长率预计将为3. 6 %左右。在这两 

年期间，进口石油的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预计每年为4 - 5%，这种前景确实是暗 

淡的。这两年期的平均通货膨胀率基本上仍将很高，发达币场经济国家每年约为9 

%，中央计划经济国家每年为9 %的一半以上，发展中国家每年则超过9 %的三倍。 

失业率仍将很高，即超过大多数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目前8 - 9 %的失业率，这估计 

将使这些国家的失业总人数增加到3000万人。虽然有关发展中国家的类似估计数 

尚未发表，但是，这些国家的失业和就业不足的问题是会更严璽的，而且也是具有 

社会爆炸性的。

106. 尽管设备已陈旧了，同时也认识到生产力的衰退可能是造成发达经济国家 

经济成绩低劣和通货膨胀高涨的主要因素；但是，通货膨胀率的不断上升和利率的 

上涨将不会加速这些国家的基本投资。对于中央计划经济国家，今后两年所将作出 

的和预测将作出的基本建设开支会持续不断地下降，这在某种情况下反映出这是政

关于短期内促进世界经济的各种影响力的详细的讨论，参看《世界经济概况， 

1981-1982年》，同前，和贸发会议，《贸易和发展报告》，1981年，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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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故意采取的政策，其目的是要调整部门的比例关系（编重于消费）和国际收支（ 

编重于出口）。对于发展中国家，由于国外支付的不平衡将继续限制生产能力的扩 

展，因此今后两年期的投资率是不可能加速的。

表7 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前景 

(百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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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集团'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世界 1 .5 1 8 3 6 3 8 3 7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 1 3 1 1 3 2 3 5 3. 2

发达计划经济国家 1 9 2 8 3 6 3 6 3 5

发展中计划经济国家 5 0 5 5 6 0 6 0 6 0

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 0 5 3 8 5 0 5 1 5 6

石油出口经济国家2 3 5 3 0 5 1 5 2 6 0

石油进口经济国家2 2. 3 4 1 5 0 5 0 5 4

低收入经济国家 4. 2 4 1 3 7 4 5 4 5

最不发达经济国家 2 9 3t 〇 3. 7 3. 5 4 1

•来源:联合国秘书处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根据国家和国际来源（包括进出口连锁 

制项目的预测）提出的。1981年的数字是估计数，1982-1985 

年的数字则为预测的数字。

'关于本表和以下各表内所使用国家集团的定义和范围，参看统计数字附件的 

“解释性说明”，第4页。

2本报告所用的“石油出口”和“石油逬口 ”的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的名词与 

《世界经济概况》中所用的“净能源输出国”和“净能源输入国”的名词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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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9 8 4 - 1 9 8 5年的经济前景

107. 1 9 8 4 - 1 9 8 5两年期的增长前景和1 9 8 2 - 1 9 8 3两年期的增 

长前景是分开来讨论的，这是因为如果我们更往前看，我们就得考虑到更多不能掌 

握的经济及其他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存在于现实世界中的，而且在最近的将来也 

可能大大地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

108. 在这些不能掌握的问题中，比较突出的可能就是：工业国家在反通货膨胀 

和经济衰退方面所采取的政策态度，即财政和货市的政策态度；发达国家以及发展 

中经济国家对进行中期和长期的结构调整，以适应高昂的能源费用和按照相对利益 

的方式进行分工所采取的政策态度；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军事开支的数量' 

因为这种开发是浪费资源的这些钱可以好好地用于进行投资，以使生产能力或生活 

水平得以提高；主要工业经济国家对利率问题所采取的政策态度和今后所将进行的 

活动，因为这种利率对债务偿付负担和发展中国家的借款能力有特别的影响；其他 

不能掌握的问题就是今后能源的供应和价格的前景。

109. 应当强调的是1 9 8 2 - 1 9 8 5年期间，世界经济的成绩对实现发展十 

年的新的国际发展战略所规定的目标是有决定性作用的。各国管理当局和国际社会

表7注2 (f):

同的。“石油出口经济国家”所包括的国家范围比较狭窄，它包括各石油输出 

国组织的国家，加上巴林、文莱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但不包括下列净能源输 

出国：安哥拉、坡利维亚、刚果、埃及、墨西哥、秘鲁、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和突尼斯。但是“净能源输出国”一词则包括后者这些国家和石油输出口国组 

织的各个国家。

k联合国行政协调会工作队第九届会议关于长期发展目标的报告草稿，日内瓦，

1 982年 2 月 24-26 日’’（ACC/198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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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大体上将决定世界经济是否一定会继续过去几年来的停滞性 

通货膨胀——其特征是增长缓慢、通货膨胀率高涨和失业率增加或恢复“正常 

的发展过程，使产量和贸易的增长达到令人满意的水平，从而提供有利的气候和环 

境，使发展中经济国家能在这十年的下半期加速发展。

no.尽管上面所提的各种不能掌握情况，全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中期前 

景可以说是有点乐观的。从现在开始到十年的中期经济是会恢复增长的，这应当是 

一个比较合理的期望。 '

111. 1983-198 4两年期间被视为是一个合理的转折点，因为在这期间 

各项中期计划可能把目标转向促进有弹性的发展前景。在这段期间，大部分发达国 

家将逐渐减缩它们目前所采取的紧缩通货膨胀的政策。这些变化是经济气候的不断 

改进的结果，这种变化将有助于促使世界经济恢复起来。因此，所作出的若干假设 

是要用来计划这五年期间不断发展中的生产和贸易活动：这将有助于确定其中一些 

比较重要的计划。

112.首先是1 9 8 2年和1 9 8 3年的实际油价预期仍会保持不变，但以后就 

会不间断地上涨。应当指出的是，由于世界市场上出现暂时性的“剩余”，因此这 

种现象可能减少今后进行调整的迫切性。但是，这种萧条的市场情况应视为是世界 

经济增长衰退所造成的主要结果，而不代表一种持续性的解决办法。对世界能源前 

景所作出的一般性评价在这方面似乎是非常一致的4只有在油价能促进能源的节 

约和促使其他能源逐渐取代石油为能源增长的主要来源的情况下才能使能源有一个 

持久性的使用方式。.石油市场预期将于最近稳定下去，希望这种的稳定不会使各国 

推迟执行完成能源过渡所需采取的措施；目前的各项预测是根据这种能源过渡而作

出的。 * 1

联合国行政协调会长期发展目标工作队“技术工作组的报告”，油印本，纽约，

1 9 8 1年。同时参看下面第四章，G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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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有效的能源政策可能是十年中期以前促使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能源 

市场的不平衡在十年初期对经济产生了第一次的影响，与此同时经济活动也恰好缓 

慢下来：高的价格使需求作出有弹性的反应、能源的节约增加了、而经济增长则降 

低了。1 9 8 4 - 1 9 8 5年预期将开始对经济产生第二次的影响，在这期间，能 

源供应国将作出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调整。

1 14. 1 9 8 0年代中期以前促进发展势头的一个重要的和有关的来源将是资本 

的形成日益增加，这种现象将使本十年与前十年有所不同；在前十年期间，大多数 

发达经济国家的总消费量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原动力。预期生产能力也将稍微增加。

1 9 8 3 - 1 9 8 5年，投资活动的恢复预期将着重于改进现有的生产工具，使其 

适应新产品的生产、提高这些生产工具的质量并加以自动化，所有这些策划的目的 

都是要提高生产力和增加能源的节约。

115。 在这期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商业投资增长预期将恢复到每年平均超过 

3.4%。这项预测的根据是：在各项促逬研究和发展的财政政策的协助下，一些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将缓慢地但又明显地转向使业务剩余有较大的增值。至于发达中 

央计划经济国冢，根据它们最近公布的五年计划，本五年期间经互会区域的投资开 

支将以递减的速率增长，每年平均为2.4 %。这项政策的目的是要重新分配资源, 

便其着重于消费和改善贸易的平衡。同时，制定这项政策的部分原因也是由于19 

7 0年代后期若干东欧国家每年所作的投资都有变动，和抑制这种变化所作出的各 

项有关的努力。

116. 在战后的大部分期间，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净能源进口国的储蓄和投资努 

力已稳步地增加。但是，按照前面所指出的，逬口石油的反展中国家的资本形成 

的前景将因国外支付的不平衡而受到限制。在1 9 8 5年以前，它们的经常帐户 

逆差（不包括官方转帐）预计将超过1，〇〇〇亿美元，这是考虑到它们的6 %的国 

内生产总值和它们出口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的数字。它们向商业资本市场借款的 

能力将取决于它们的借贷信用和它们的进入这些资本市场，然后这将决定它们应进 

口多少资本设备来进行投资。另一个必须考虑的3素就是目前各发达国家的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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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致使逆差的发展中国家受到特别严重的打击。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发展中国 

家在其本国内所采取的政策态度，因为它们的外汇储备已用尽、经常帐户赤字与日 

俱增、国内通货膨胀高涨和国际利率增高时，它们通常要在其水国内采取綮缩财政 

和货币的政策、■裁凝政府的预算、提高国内利率以防止咨本外流箬等的作法；如此， 

国内的投资活动就更无法扩展了。 这些不健康和有害的挡势可以而且也应当由发 

展中国家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来把它扭转过来，而特别是为改善这种情况，发达国 

家在采取这种措施方面负有重要的任务。

117. 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当通货膨胀已不再是ft受严守的政策时，预期它 

们将采取各种有助于增加经济活动的借施。到十年中期，大多数工业国家目前劳 

动力未受利用的情况预期将逐渐改#，这五要是由于经济已有好转而人力的供应也 

有所减少。在一些发达中央计划经济国家中，除非一些生产力能按照所拟订的计 

划获得改善，不然一小撮人的加入劳动队伍可能抑制经济的增长。

118. 随着十年的过去，目前国际支付不平衡的情况大体上假定是会改善的。货 

币增长率的稳定、工资的适当解决，以及在国内采取各项旨在控制生活费指数和其 

他固有的逋货膨张率的计算办法的政策将在1 9 8 5年以前帮助减少价格的增长，

即可能比1 9 8 2 — 1 9 8 3年期间预测的逋货膨胀率低2 %。 发达市场经济国 

家的这些预测的发展通过国际市场的传导作用对发展中节场经济国家的通货膨胀情 

况将产生有利的影哬。

119. 世界贸易预计将会恢复，但不会达到战后那几年繁荣时期产量具有高度伸 

缩性的情形。发展中国家本身之间的出口和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出口预期将 

使贸易势头大大增加。这种出口战略的先决条件就是加强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和发 

达国家逐渐缩减保护主义的政策。工业国家的预期努力提高生产力和普週有效地 

分配资源，将使国际贸易体制发展起釆，发展中国家就会有更好的机会。尽管若 

干犮展中国家的出口成功地带动了经济的增长；但是，石油输入国的整个国外收支 

不平衡预期在1 9 8 5年以前还会达到更高的水平。为了解决这种债务负担和为 

了维持所需要的讶口来支持经济的增长，它们必须大量增加外来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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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长期发展的可能性

120. 上面所述的短期和中期前景指出世界经济长期是不明确和不稳定的。但 

是，本节所确定的促进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的估计数则指出为达到战略的指标所需 

作出的努力是有历史先例的，而克服当前各种困难所涉及的问题指出必须以新的努 

-力来重新安排国际经济秩序，为稳定经济增长和加速经济发展提供有利的环境。

121. 即使战略的各项指标能在1 9 8 0年代实现，而这个发展率又能维持到 

1 9 9 0年代；但是，到本世纪末仍然会存在各种主要的发展问题，其中的主要问 

题就是生活在令人不满意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的亿万人民的问题。如果是接受较低 

的目标而过去的趋势也能持续下去，到2 0 0 0年时，亿万多人的情况也仍是难以 

忍受的。因此，战峪的重要性不仅是它将在第三个发展十年便全世界发展起来； 

同祥重要的是它将推动正在进行中的努力以消除全世界各地的贫穷和困苦的最恶劣 

的方面。

122. 为能正确了解直到本世纪末发展世界经济的其他可能性所涉及的各种冋题， 

本报告编制了三种长期的前景构想。18这些可能性为：（a)持续最近世界经济的低 

增长的经验；（b)回复过去二十年期间所呈现的平均中等增长的历史趋势；和(c)实现 

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的标准指标。最后这个前景构想是在新的国 

际经济秩序的范围内和以符合《利马行动计划》的方式，根据各发展中国冢——特 

别是低收入经济国家和最不发达经济国冢——集团的逐渐实现加速增长和发展而作 

出的。该前景构想对国际发展战略作了详尽的说明，以期促进它的执行，并在假 

定已实现该战略的指标的情况下详细说明1 9 9 0年和2 〇 0 0年世界经济的全球、

18为了对世界经济今后在这三个前景构想下的成绩作出评价，本报告便使用一个 

全球计量经济的结构来编制谷项符合前景构想内各种不同假设的经济活动的预 

测。这个结构强调下列各项重要因素在经济方面的相互关系：生产力增长及 

所造成产量增长的长期决定因素、投资的需要和储蓄能力、出口前景和逬口的 

需要，和国际援助和其他资本流动及其对增长可能产生的影哬。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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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和区域的情况。这样它便确定了经济活动的基准估计数，然后以这些估计数 

来监测和评价该战略在第三个发展十年期间的执行情况。

i.低世界增长的前景构想

123. 在1 9 6 0年代这个十年中，世界经济的增长比较稳定，而且又高；但是 

到了该十年终了时，全世界的生产便从1 9 6 0年代初期的最高峰降下来。与此 

形成对照的是1 9 7 0年代，这一年代的特征是世界生产的增长，，特别是发达市场 

经济国家生产的增长是无比地不稳定，与此同时又发生致命的通货膨胀，并一直持 

錄到现在。1 9 7 0年代的商业循环起伏很激烈，它是1 9 3 0年代以来经济衰 

退最厉害和最严重的年代，当1 9 7 0年代转入1 9 8 0年代时，世界产量的增长 

显然就会更加恶化。

124. 由于世界经济最近的经济、生产力增长走向不利的历史趋势和假定当前的 

情况和政策会持续下去，预计1 9 8 0年代和1 9 9 0年代世界经济的特征将是各 

主要经济国家集团的产量会缓慢地增长。此外，生产可能也将在下列情况下缓慢 

地增长：通货膨胀持续存在、高的失业率和就业不足、世界贸易缓慢增长和国际收 

支逆差日益增加。上一节所作的预测指出，随着本十年的过去，世界经济的全盘 

成鲭可能会稍微改善;但是，这个可能性是取决于旨在使价格更趋稳定和消除内外 

需求的不平衡的各种短期政策能否取得成功。必须指出的是，这些预测并不触及 

造成世界生产力增长长期下降的根源的问题。

.125.因此，由于各项长期政策只不过是试图解决最近几年严厉通货膨胀和经济 

衰退所造成的混乱情况，1 9 8 3年以后的任何经济复苏预期将使产量和就业的增 

长逐渐达到合理的速率。此外，长期的经济复苏政策可能将是有选择性的，这些 

政策将着重于适应世界经济活动，特别是工业活动的不断从北方那些旧的制造中心 

转移到南方新近工业化的发展中经济国家，而不是要剌激所有经济部门的活动。因 

此，如杲目前和今后的各项政策得以继续推行下去，有广大基础的扩展就不可能使 

世界经济增长率达到1 9 6 0年代和1 9 7 0年代初期的那种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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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低世界增长的前景构想.如果最近的经济趋势能持续下去，为能多了解一 

点今后世界经济的趋势，本报告便对世界经济的可能增长作出一套的预测，使其符 

合这些情况的持续下去可能产生的结果。19这个低世界增长的前景构想是根据实 

验所得出的参数编制的，而这些参数是从说明1 9 7 0年代后期世界经济增长成绩 

的数据计算出来的；这个前景构想也试图考虑到对不同经济国冢集团的经济增长有 

影哬的备种基本情况最近所起的显然有持久性的各种变化。由于这个前景构想是 

根据当前的世界经济情况作出的，因此它提出的就是敎近几年经济不断混乱和资源 

分配继续不码对世界经济所产生的长期后果。而随着经济成绩的恶化，各种严重 

的社会经济问题也不断地产生，其中包括各国之间和各国本身的收入继续不平衡， 

和无法减少世界的极端贫穷状况。

”上面所提的三种前景构想是用脚注w中的定量结构，按国家变成明确的数字， 

说明经济增长的各种主要决定因素以及对最后支付方式和各主要部门产出的发 

展的关系作出的某种假设。在确定今后不同前景构想的生产过程时，已为131 

个经济国家的每一个国家指定1 9 9 0年和2 0 0 0年生产总额的指标投资分 

额和指标投资效率标准，并用这些指标得出与假设的增长决定因素一致的劳动 

生产力的增长率。当某一国按每个劳工计算的国内生产总额的增长随着前 

景构想的变换而增加时，投资努力就必须加强，而投资效率的标准也必须提 

高，该增长率才能继续加速提高。用类似法说明就是，当增长率随着前景 

构想的变换而增加时，资源的使用方式、国际贸易关系和生产邵门变革的各 

种相应的变化也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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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在国家一级上，前景构想假设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环境的特征是各种 

限制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继续这些政策所产生的长期渗响是：对分配效率、资本 

形成和技术发展都有不利的影响；所造成的失业、增长缓慢和经济的普遍不稳定有 

助于造成宏观经济的情况，以致使这些国家无法也不大愿意进行结构调整来维持和 

扩大一个开放的世界贸易制度；缓慢的生产力增长和技术发展使市场经济国家和计 

划经济国家之间不能进行更大的合作，并便这方面不能得到充分支持以促进经济的 

增长；和最后是发达国家的缓慢的增长率使它们无法同时通过扩大出口市场和提供 

发展援助这两种办法来支持发展中经济国家的增长。

128. 在国际一级上，前景构想所假设的国际经济环境比过去三十年促进国际贸 

易增长的那种经济环境更为不利；各种保护主义措施试图减轻调整和适应各种结构 

改革趋势所产生的问题，这种趋势是当前世界经济的特征；各主要贸易国家对各种 

宏观经济政策没有作出很广泛的协调，以致日益相互依赖所造成的紧张局势更趋恶 

化；和发达经济国家一不大愿意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大量的制成品和对这些国家提 

供更多的减让性援助。同时，该前景构想也假设过去发展中国家试图增加它们的资 

本形成率，这在某种情况下是取决于它们向国际资本市场借款的能力；但是，由于 

它们的借款能力已开始受到限制，因此在长期间内它们就无法再提高它们的资本形 

成率。

129. 目前对1 9 8 0年代和1 9 9 0年代的展望.对所有经济国家集团而言， * 1

目前所了觯的全盘长期经济前景预计将比前卞年的更差（见表8 )。对于发达市场 

经济国家，低的生产力增长、低的投资比率和低的劳动力增长这三种因素一起使

1 9 8 0年代和1 9 9 0年代的预测的生产总额增长率降到每年平均2. 6%，1970 

年代为3%，1 9 6 0年代则为5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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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在低增长的前景构想下生产和按 

人口计算的产量的增长a

经济集团
国内生产总值 按人口计算的国内总产值

1980—1990 1990-2000 1980-1990 1990-2000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 2.6 2.6 2.0 2.0

发达计划经济国家 3.5 3.6 2.7 2.9
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 4.8 4.8 2.2 2.5

石油进口经济国家 4.6 、了 2.1 2.4

低收入经济国家 5汍 3.3 0.9 1.1

最不发达经济国家 3.5 3.5 0.6 0.8

来源：联合国秘书处，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预测。

a 国内生产总值和按人口计算的国内总产值的每年平均增长率是按照1 9 7 5年 

的价格和汇率计算的》

130.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生产缓慢增长在保护主义倾向日益增加、通货膨胀日益 

加剧和汇率日益不稳定的互相影响的情况下使国际经济环境呈现了紧张的局面•发 

达市场经济国家在世界的进出口中所占分额为7 〇%左右.如果它们的增长率下降， 

世界贸易的增长一定也会缓慢下来a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全盘经济成绩与它们的 

出口成绩是有密切关系的；因此，如果它们的出口前景恶化了，它们的国际收支情 

况而最后就是它们的增长前景也会进一步地恶化•.

131•根据低增长前景构想的各种假设，任何发展中国家集团的出口商在本十年 

内似乎不会有坚挺的市场（见表9 )。发达国家经济活动的缓慢恢复预期将减少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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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生产初级产品的发展中国家所出口石油和其他矿物的需要。预期出口增长会降 

低的另一个理由就是工业国家的限制农业进口，因为这些进口将与它们自己的农产 

品直接竞争，在这个情况下受到影响的就是那些发展中国家，因为它们主要是出口 

有竞争性的农产品。最后，由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从新近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输入 

它们所出口的一半以上的制成品；因此，经济先进国家经济增长的缓慢，加上进口 

有竞争性的制造品对国内工业的影哬所引起的关心，预期对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出口 

一定会有抑制性的钐响。

表9.在低增长的前景构想下发展中 

经济国家出口和进口的增长a

1 9 8 0 — 19 9 0 19 9 0 -2 0 0 0
经济国家集团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 4.0 5.3 ^•1 5.0

石油输出经济国家 3.4 5.3 3.9 5.2

石油输入经济国家 4.6 5.3 4.2 5.8

新近工业国家 5.3 6.0 4.6 5.4

低收入国家 4.8 4.7 3.9 3.9

中等收入国家 4.8 5.6 ^.7 4.8

高收入国家 U.4 5.3 4.3 5.0

来源：与表8同。

a 货物进出口和

计算的。

服务的每年平均增长率是按1 9 7 5年的价格和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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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由于从19 7 0年代中期开始进口石油的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就十分困难了， 

许多函家便失去了它们应付日益恶化的出口环境所应具有的经济弹力，也失去了它 

们控制财政资源的能力。这个日益相互依赖的世界的特征就是目前所采取的各种政 

策和目前的趋势；发达经济国家增长的继续缓慢预期会直接使发展中国家，特别是 

进口石油的发展中经济国家的增长下降，因为这些国家非常需要出口收入来资助它 

们的主要进口。因此，在低增长的前景构想下，进口石油的发展中经济国家的投资 

率和投资生产率预期都会下降。

133. 最后就是发展中世界的前景是暗淡的。根据低世界增长的前景构想，1980 

年代和1 9 9 0年代发展中经济国家的全盘增长率每年为4. 8 %，即低于1 9 6 0 

年代和1970年代的5. 5%的每年平均增长率。低收入经济国家和最不发达国 

家的前景是更令人悲痛的。它们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预计将低于3. 5%，这表 

示它们每人平均产量的增长每年还不到1 %。虽然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些高 

收入的发展中国家集团可能会继续它们过去那种迅遝的增长率；但是发达经济国家 

与发展中经济国家之间的相对差距和发展中经济国家间的相对差距将进一步扩大。 

对最贫穷国家而言，低增长的趋势表示根食的自给目足能力会降低、生产力结构的 

变革会缓慢而失业和普遍贫穷的情况如果能改善的话也是不大的。同时，由于工业 

世界的不景气，上面所指的暗淡的世界贸易前景和保护主义倾向不但会限制出口和 

限制从国际经济流入的私人资本.而且从发达可场经济国家和发达中央计划经济国 

家转移到低收入经济国家的减让性资本也将削减到比它们最近低的水平还要低。

13成现在也不必要再对十分明显的事物作不必要的反复说明。在低增长的情况 

下，世界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的那种普遍发展的情形不会再出现了。甚至 

是使世界上发达经济地区和发展中经济地区的生活水平的差距开始缩小的任何希望 

也是会破灭的。随着经济的衰退，各个国家内部和不同国家集团之间的政治环境和 

社会情况很可能也会恶化起来。即使这里指出经济活动在这些情况下将逐渐增加， 

但是这不能视为是有助于促进经济福利的，因为军事开支的增加将使创造社会福利 

所需要的资源受到限制或甚至缩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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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际发展战略前景构想

135. 本节讨论各国如果认真执行《战略》可能获得的真正益处，并且讨论如果 

要达成《战略》的目标，国家和国际一级必须采取的政策。国际发展战略前景构 

想的目的是探讨为了达成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能取得重大的经济增长3国家和国际 

行动政策所涉及的各项问题，和国际经济情况的重大改变可能产生的加速经济增长 

潜力，以及国内影响深远的长期投资努力可能带来的经济增长前景。该战略前景 

构想除其他事项外，还特别着重于生产发展水平和生产结构，资源部署和外贸的形 

态，以及下一章讨论的全世界及其主要区域的社会状况。

136. 对比于低世界增长前景构想，《战略》前景构想明确要求改变目前利用资 

源的方式，进行结构改革，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改变国际贸易关系，从而根本 

改革国际经济关系。这些改革是根据过去不同经济集团经济成长较快的经验3和 

发展战略中描绘的国际经济环境稳定、有利的条件提出的。这些改革可能导致符 

合1 9 8 0年代国际发展战略的标准假定预期的加速经济成长和发展。对于最贫 

穷或低收入国家集团而言，《战略》的前景构想的目的是检查各项政策，以期使这 

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能够提高到足以保证这些国家的国民平均收入（按人口平均计 

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在1 9 8 0年和2 0 0 0年之间，能够增加一借。

⑻国际发展战略下的经济成长

137.国际发展战略所提出的增长率比最近的经验或长期的趋势显示的增长率要 

高得多。这个增长率虽然高，但却不是史无前例的，也不是没有当代的前例。在 

1 9 6 0年代晚期和1 9 7 0年代初期，整个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合每 

年的增长率高于7 %，甚至在最近几年还有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维持超过这个数 

字的增长率。中心的问题不是发展《战略》的增长率指标能否实现，而是如何才 

能改变近年来停滞的增长率y使发展中国家及发达国家取得持续的、平衡的高经济 

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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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战略》前景构想利用相同的经济制度的国家集团的历史经验，作为计算 

该国家集团的个别国家预测经济增长率的依据。达成较平衡的世界增长率的实际 

方式是加快经济增长率缓慢的国家的增长率，使它超过生产增长率中等的那些国家; 

同时经济增长缓慢的国家所达成的增长率标准，绝不超过这些国家中至少有50 % 

已经取得的增长率。为了达成这项结果，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除了低收 

入的国家以外，都根据过去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所取得的生产率标准加 

以提高。* 2°并且将不同经济体制的国家分成四类，根据其中的四分之一的投资数额 

和投资效率，确定其生产增长率，作为经济增长率的标准，推算出1 9 9 0年的指 

标价值。a因此，即使是假定1 9 9 0年可以达成的最高指标价值，也是过去至少 

有四分之一的发展中国家已经达成的增长率指标。这些估计除了可以作为根据历 

史经验确定不同经济体制的国家的正常指标的参考之外，还可以作为既定目标，来 

评价1 9 8 0年代的实际经验。

139. 《战略》所要求的增长水平。在预测加速经济增长方面，假定投资款额和 

/或投资效率水平低于它们那一类国家的中值的同类经济体制的所有国家——通常

2°为了按照不同的前景构想预测经济增长的情况，将国家经济分成下列五大类：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石油出口国家，高收入石油进口国家（1975年按人口 

平均计算国内生产总值超过$ 700的那些国家），中收入石油进口国家（1975 

年按人口平均计算国内生产总值介于$ 300和$ 70〇t间的那些国家）和低收 

入石油进口国家（1 9 7 5年按人口平均计算国内生产总值低于莊300的那些 

国家）。

2,四分法的算法是将上注提到的不同经济体制的所有国家，根据它们的投资款额 

和累进资本——产出率，分门别类加以计算。这种算法是将各种不同经济体 

制的国家，按照它们过去投资款额和累进资本——产出率.的数据分成几个分类， 

作为评价如果要达成《战略》中确定的7 %增长率指标/它们过去的投资款额 

和累进资本——产出率水平应如何提高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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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经济成长较缓慢的国家——在1 9 8 0年代逐步达成这个中值水平，又假定经济 

成长率介于中值和较高四分点的那些国家，在1 9 8 9年达到较高四分点的国家的 

水平。最后，假定历史上增长值高于较高四分点的那些国家——通常是经济增长 

最快的那些国家——的投资款额和投资效率逐渐降低到较高的四分点的那些国家的 

水平。根据这种四分法制订的投资款额和投资效率水平指标推算出的生产增长率， 

与1 9 8 0年代国际发展战略中确定的生产增长率是相类似的。22

140.不同区域的经济增长.如果国际经济环境获得改善如果世界上每一个国 

家采取步骤将生产增长率提高到上述指标衡量的水平——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获得 

中等的提高，而经济增长较慢的国家提高到平均水平——世界经济增长的长期展望 

将产生重大的变化。发达国家生产增长率长期以来的增长趋势只有每年〇. 5到 

0. 75%,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增长率要高得多，并且与长期以来的增长趋势比较， 

在一定的期间内还可能提高（见表1 0 )。 如果计算总产值增长率，发达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的差别就更大。估计发达国家预测的劳动力增长率将稍微 

降低，而发展中国家则将稍微增加，因此相对的差距将更进一步扩大。因此发达市 

场经济国家预测可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1 9 8 0年代和1 9 9 0年代，每年将上涨 

4%;而发展中国家1 9 8 0年代和1 9 9 0年代的相应增长率将达7 %。 目前

估计世界人口增长率显示，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率将会更明显下降，因此这两大 

类国家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的预测相对增长率之间的差距，在一定的期 

间内将更显著（见统计附件表2，B组h

因为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参数受外部影响，所以以上计算程序推算出的增长率 

并不一定总是与国际发展战略审慎制订的增长率一致。在种种情况下，这些 

外部参数是根据历史经验，或以低于最高四分点的参数的水平制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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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前景构想

19 8 cPi 涵—I?ôb-200 0

中等增长前景构想

1^8 0^1990~一~1990-2000

-『ÿ——国―— 国―ÿ—国’

内 内内内
总动总 总动总
产产产 jêc.
值力值 值力值

国家经济类别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 3°2 4°0 3。3 4。1 2。5 3 °3 2。7 3 -5

发达计划经济国家 4-0 5。0 4 ° 2 5 °2 3。2 4。2 3。4 4。4

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4» 5 7。0 4 «4 7°0 3。1 5 °5 3。0 5 »6

石油进口国家 4 ° 6 7。0 4。4 7。0 3-0 5»4 2。9 5»5

低收入国家 4 ° 6 7»0 4 °6 7。1 1。5 3°8 1*4 3 »8

最不发达国家 3。8 6。4 4 ° 4 7。2 1。5 4。1 1。5 4»3

资料来沅：联合国秘书处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预测8

a以1 9 7 5年的物价和兑换率计算的按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人平均计算的国内生 

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年增长率

141.数字显示，石油出口国和高收入及中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将大大提高•只 

要这几类国家中经济增长较缓慢的国家达到它们同类国家中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已 

经达成的经济增长水平，对于这两类石油进口国而言• 1 9 7 0年代后期，年平 

均增长率将达5 %到5。5 到1 9 8 0年代年平均增长率将提高到7 » 2 %到 

7 • 4 石油出国口经济增长率提高的幅度更大，1970年代后期的增长率约

为4。3 %,到1 9 80年代末期将上升到约7。5%，整个期间每个从事经济活

表10.国际发展战略和中等增长前景构想的生产力和生产

国
内
总
产
值

劳动
力

国
内
总
产
值

国
内
产
值

劳动
力

国
内
总
产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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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劳动力的产出增长率将比中等和低增长率前景构想预测快1 。5倍到2倍。如 

下所述，对于这类国家而言，要达成这样的加速增长，国$必须采取广泛的措施， 

以期调动资沅，提高生产力，并促使国际采取一致努力支持这些国家措施^旦是《战 

略》中制订的这些国家所要达成的增长率指标仍然没有超出这类国家过去的经验， 

而只是要求这类国家中的各个国家，在这段期间逐渐缩小增长率的差距^

142.低收入和最不发达国家必须更进一步提高经济增长率，才能够达成国际社 

会为这些国家设立的目标9 根据《战略》的预测，假定最贫穷或低收入国家自 

1 9 8 0年代以后将稳定加速增长，平均国民收入到2 0 0 0年将增加一倍a 这 

些国家如果要达成这个目标，它们目前的劳动生产力增长率就必须在1 9 8 0年代 

和1 9 9 0年代将增长率从过去每年增长1 %到2 %提高到4。5 %。 就提高从 

事经济活动的每个人的产出增长率而言，这些国家过去的投资效率水平并不足以达 

成这个目标。 因此为了确定1 9 9 0年经济增长的指标值，所采取的办法是以四 

分法划分的中收入国家而非低收入国冢为标准，因此《战略》中设想的这些国家, 

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将比过去显著提高8 为了园满地执行这些政策， 

改变目前使用资沅的方式，和提高投资效率*亟需国际社会给予支持。

ua《战略》中假定发达国家预测的投资款额和投资效率增长率将稍微高于 

1 9 7 0年代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人预测平均产出增长率，但是仍远低于1 9 6 0年 

代的增长率e这些国家如果要达成《战略》中设想的增长率就必须恢复过去的增 

长水平^ 恢复过去的增长率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假定这些国家的平均投资生产力水 

平恢复到1 9 6 0年代和1 9 7 0年代初期的水平。要达成这项目标必须执行一 

次广泛的方案，这项方案不仅要能刺激有形的资本形成，而且还要保证方案的组成 

部分及其部署，宜于使这些国家发展出比较有利的条件，提供适当的教育和训练计 

划，鼓励研究和发展投资.并且使一般的经济环境有利于增长<»

144以目前的标准来判断《战略》的生产总值增长率展望似乎很高，但是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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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是根据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互相支持的范围内，并以符合经 

济增长较快的国家目前已经取得的增长率水平的方式，逐步加速经济增长的情况来 

制订的^ 既然每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增长率已经按照决定其经济增长率的估计 

参数加以提高，并且是根据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达成的水平来确定这些决定增长率 

的因素的改变，因此每一个国家的估计生产增长率，与假定各国政府采取的各项政 

策和国际社会的支持，预期可能达成的增长率是一致的^

14巴世界相对收入和生产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些增长率看来似乎是雄心勃 

勃的，但是发展中国家每个工人的生产力的绝对水平，和国民平均收入水平，在 

2 0 0 0年仍然远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今日已经取得的水平（见表1 1 r。尽管 

过去3 0年来，发展中国家的增长超过发达国家，但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 

间，相对国民平均收入的差距——更不用说以美元来计算的绝对差距——更加扩大。 

虽然经济增长较快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相对差距已经缩小，但是最令人感到 

不安的是较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国家之间的相对差距•在过去二十年来更加扩 

大了。

25注1已经提到3本报告根据兑换率将标准的国民核算统计数字换算成共同货币, 

来衡量经济活动，但是兑换率并不一定反映货币的实际购买力，因为兑换率排除了 

没有进入国际贸易的一部分生产，并且也没有参照国际经济交流的各种壁垒可能产 

生的影响加以调整^获得联合国统计处部分支助的国际比较项目已经制订一项比 

较令人满意的办法，作为进行国际比较的依据，这个办法是通过各种特定的物品和 

服务，直接进行价格比较* 一般而言，国际比较项目的估计显示a发达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间实际国民平均收入的差距，并不象根据按兑换率换算成共同货币所显示 

的差距那么大如1 9 8 〇年发展中国家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实际国产总值按兑换 

率换算成共同货币只等于工业化国家的1 2。5%,但是用国际比'较项目的办法换 

算则等于20%,尽管用国际比较项目的办法换算出来的估计数字有所提高，但是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国民平均收入的差距仍然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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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发展中国家按劳动力和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

国家经济类别和年度

按劳动力平均计算的 按人口平均计算的
国内生产总值— 国内生产总值

19 未'平1i国家197#的水平占发达国家

(以美元计）_的百分比9"(曝元计） 的百分比

进口石油的发展中国家 

过去的估计

19 6 0 683

19 7 0 942

19 8 0 1269

国际发展战略的前景构想

19 9 0 1979

2 0 0 0 3048

中等增长的前景构想

19 9 0 1703

2 0 0 0 2274

低收入发展中国家

过去的估计

19 6 0 296

19 7 0 358

19 8 0 409

国际发展战略的前景构想

19 9 0 636

2 0 0 0 999

中等增长的前景构想

19 9 0 476

2 0 0 0 547

8»4

8。1

274

356

8〇0

7-Î

8。9 462 7〇3

10。2 708 8。2

U。3 1117 9«1

9 °4

9。6

609

834

7»5

7。7

3〇9 126 3»7

3。1

2°9

142

155

2-8

2。5

3。3

3。7

235

377

2。 7

3。 1

2 »6

2。3

176

206

2〇2

1。9

资料来沅：联合国秘书处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预测^ 

a相当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应的平均估计数的百分比a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A/37/211
Chinese
Page 59

14Q即使按照目前审查的《战略》的前景构想，缩小世界上发达地区和发展中 

地区之间的差距，预期在本世纪结束前也只能取得有限的进展。对于低收入国家而 

言，20 〇〇年的相对差距仍将比1 9 6 0年的更大8 因此为了使发展中国家人 

民达成相当于目前发达国家人民已经达成的生活水平，必须在比目前的研究所包括 

的二十年更长的一段期间内，维持《战略》的前景构想制订增长率，才能实现这个 

目标•

㈦加速增长所需的投资

147. 投资和扩大生产之间的联系是非常明显的ï.能够分配较多的资沅作为资本 

积累的国家，一般经济增长较快，能够有效利用投资的国家，通常都能从所调动的 

资沅中获得最大的利益.不言自明，这种情况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总值在1980 

年代的十年内要达成《战略》设想的平均每年7 %的增长率指标，也是同样适用的a 

过去2 0年来，发展中国家在努力扩展它们国家的经济和使它们国家的经济更多样 

化的过程中，已经大大地提高了它们的投资水平《 如果要加快增长的速度，还需 

进一步增加投资。同样重要，事实上甚至更重要的是提高新的和现有的资本的生 

产力•

148。 本节对于发展中国家如果要达成7 %增长率指标，过去投资率和生产力水 

平，应如何提高作出估计，在进行估计时，研究了执行《战略》所鼓吹的政策所需 

的投资，并且指出如果要实现《战略》制定的增长指标和其他目标•必须如何在互 

相消长的各种不同最终用途中，重新部署国内的资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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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国际发展战略规定的投资努力。表1 2收集国际发展战略和中级成 

长前景构想下不同经济集团的过去资本形成总额增长率和预测投资份额。从表中 

可以看到，过去二十年间，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努力稳步增加，而七十年代中期的增 

加尤其显著。输出石油的发展中国家有最高的资本形成对总产出比率的增加，但 

从附件各表中可以看到，高收入和中收入发展中国冢的比率也相当高。

表1 2。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努力

前景构想和发展中市场 石油输出 石油输入 低收入国家 最不发达

年份 经济国家 国家 国家 国家

A0 过去的估

计数

1960 17。2 ia 9 ia 2 16。1 U 4
1970 la 9 13。1 21。1 ia 6 15。2
1975 24 4 24 4 24 5 19。4 15。3
1980 26。7 30。9 25。3 20。0 16。8

B 战略的前

景构想

1990 28。8 30。9 28。0 29u 2 26。9
2000 27。6 2a 8 27„ 2 27。7 26。8

G. 中级成长的

前景构想

1990 25。4 29。1 24 〇 18u 9 16。2
2000 25。4 28。5 24 1 18。8 16„ 3

资料来源：与表1 1相同。

a ÿMÏ所国内总产值份额的百分率是按1 9 7 5年价格和兑换率计算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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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发展中国家投资努力的继续增加是战略的国内总产值增长预测所根据 

的最重要历史趋势之一。虽然必须使新的和现有的资本生产力改进工作有最高的 

优先，但资本形成的持续和增加中的高增长率能够对加速成长作出主要的贡献，根

据战略，投资开支在一切国家集团里都继续比国内总产值增长得较快（虽然在一些 

增长得最快的国家里，这个比率可能下降），直到在1 9 9 0年达到相当于国内总 

产值的28%为止。

151。 由于过去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所占国内总产值份额有随时间增加的趋势， 

除低收入国家外，达到战略规定的资本形成增长率指标所需的投资努力增加程度似 

乎都远远在一切发展中国家集团所能达到的范围以内。根据编制战略预测所用的 

假设，每一个高收入和中收入集团国家的投资份额仅需要增加到同一集团增长较快 

的国家在7 0年代中所达到的较高四分位量度。由于在这期间这些发展中国家的 

投资份额普遍有所增加，仅仅继续这种增长趋势便大概可以达到这些四分位平均数。

152。 可是，低收入国家过去投资勞力的四分位量度则无法提供使其增长达 

达到国际发展战略标准的足够基础。为了让这些较穷国家达到战略设想的7%增 

长率，它们必须达到中收入发展中国冢目前的投资努力标准。由于低收入和中收 

入国家集团过去的投资四分位量度之间有很大的差距，无可否认，要求低收入发展 

中国家达到的1 9 9 0年份额指标是一个非常有雄心的目标，这个指标需要国内储 

蓄有可观的增加和取得国际社会的集体支助。

Isa 战略规定的投资效率。同每个经济的未来投资努力假设相应的是关于 

未来资本生产力标准的假设。表13列出资本——增产比率的过去估计数，中级 

成长和战略的前景构想值。由于生产能力利用的周期性运动，气候引起的农产波 

动，投资开支在某些时期的集中和不同投资项目有不同的酝酿期，这项投资生产率 

往往随时间而变化。虽然，上述因素可能是在同一时间内造成各国投资生产率差 

异的原因，在一切经济集团里，投资生产率有随时间而恶化的明显趋势（即资本一 

增产比率上升），并且在任何时间内低收入和最不发达国家有比较高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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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国际发展战略假定的一项发展政策是，采取一些改进资本生产力的步 

骤，以便再达到过去的投资效率标准。24从表1 3可以看到，战略前景构想假设 

的8 0年代和9 0年代的资本——增长比率一般停留在过去已达到的水平，因此应 

被当作为预测期间在有利的经济环境下可能达到的标准效率。只有低收入国家和 

最不发达国家的假设资本——增产比率是优于过去的水平。

Isa不过，在量度达到战略的7%增长率指标所需的投资勞力和投资效率标 

准的改变程度时，也应该注意到在发展中国家里，资本形成所占的国内总产值分额 

过去曾有随时间而增加的趋势，而在同一期间内，代表投资生产力的系数却有恶化 

的趋势。因此，发展中国家能够采取的最重要走向迅速经济进展的步骤是，对国 

内政策作重大改变，目的是要改进调动资源促进各生产部门的成长的效率。在低 

收入发展中国家里，战略国成长指标的达到也需要投资比率的大幅度增加，这些改 

进投资效率的措施需要辅有相当大的减让援助的持续流入，以弥补这些国家的经济 

成长步伐迅速增加所形成的国内资源短缺。

156。促进投资努力和效率的各项政策。国家政策对增长可能有重大影响， 

各项政策可设法提高资本形成水平，促进技术的适当使用，鼓励更大的生产能力利 

用，推进在诸如保健和技能等辅助投入方面的社会投资，和刺激使用各项生产投入 

的最优配搭和产品的选择。

24 虽然目前不能明确地说明世界生产力增长长期缓慢下降的理由，似乎这种下 

降是同生产的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的素质有关，而不是较少资本形成资源的原 

故。一个有力的理由是，这种下降主要是实际投资生产力下降所造成，因 

为劳动力投入素质的改变只有经过很长的时间后才显露出来。没有世界生 

产力增长下降来得那样突然和大幅度。同目前各经济体内和经济体之间发 

生的结构变化相联系的资本过时情况可能是跟这种下降有关的一个因素，而 

同能源价格相对增加有关的调整问题可能是另一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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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过去估计数

1960-1965

1965-1970

1970-1975

1975.-1980

B. 国际发展战略的 

前景构想

1980-1990

1990-2000

C。 中级成长的前景 

构想

1980-1990

1990-2000

a 9 1。4 3。 7

a 9 1。5 3。 5

3。 5 a 5 a 9

5。 5 6。7 5。 1

4 0 

4 0

4 7 

4 5

4 4 

4 1

3。9 

3。9

5。0 4 6

4 9 4 4

资料来源：联合国秘书处国际经济和社会畢务部。1980-1990和1990-2000 

的投资需要为’估计数。

a 按照1 9 7 5年价格和兑换率计算的资本——增产比率表明国内总产值的单 

位增加所需要的额外资本投入。

表1 3。发展中国家单位产出的投资需要

前景构想和发展Ü场石油输出 石油输入^ «X最不发达

期间 经济国家 国家 国家 国家 国家

9
 
5
 
4
 
9
 

3
。

7
。

5
。

3
。

8
 
7

3

0 

8 

4
 
3
0

0
 
6
 
2
 
3

5
。

4
6
0

 
5

。

8
 
0 

3
0

 
4

2 

0 

5
-

 
5
0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A/37/211
Chinese
Page 6b

157。过去二十年的经验说明，那些在膨胀性和难对付的国际经济情况下发展 

得最好的经济体是一些发达国家和若干对外开放和更广泛地进入世界市场旳高收入 

和中收入发展中国家。同其他国家的同时期或长期经济相比较，这些国家在若干 

方面是相当成功的。它们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显然是扩张性政策取向，这种政策促 

进为世界市场而进行生产投资。这种投资政策也改进了投资效率，因为它增加工 

业的专业化，利用规模经济，鼓励使用适当的生产投入配搭和增加利用国际金融资 

本的机会。此外，也许更为重要的是2这种政策也导致改善迅速适应国内和世界 

经济情况变化的能力。

i5a 不用说，不是所有其他国家都处于能够重复这种经验的地位。但在适 

当的条件下很多国家是能够做到的。这些条件包括，但不只限于，个别国家政策强 

调鼓励选择适当的生产投入配搭，发展适当的技术，生产适当的产品和更快地进行调 

整。仅仅就本国的整个经济前景而论，与其在壁垒保护下继续维持损害本国消费者 

的不适当生产结构，大多数国家都会因采用这种政策而获益9 对那些力图继续某些 

过时的农业和工业生产活动（例如制衣和纺织工作）的工业国家来说，情况也是如此。 

最后，这种政策也适用于许多发展中国冢，包括一些人口众多的低收入地区（例如，

拥有世界最庞大利用不足人力资源的.南亚地区》从这些国家较长期的狭窄利益观 

点看来，宜选择适应国际结构改革的国家政策。

159。如果这种国家政策选择获得支助性国际政策和扩张中世界经济的支持， 

前景将会光明得多。支助性国际政策也许包括通过协调来减少经济活动的短期波动， 

.扩大应付这种波动和结构调整的设施，所有国家更平等地参与有关国际经济组织， 

扩大所有发达国家的减让性援助，以资助发展中国家进行必要的结构改革。就这 

些政策达成协议是符合各国的长远利益的，因为它们将会从世界结构调整和世界经 

济的稳定和更为迅速的扩大中获得较长期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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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国际发展战略下的消费和国民储蓄

160. 上面已经指出，每个国家必须经常决定它的现时资源有多少为现时消费所 

耗去和有多少变成储蓄来充作针对将来消费进一步增加的投资。当然，一个国家的 

现有国内资源在输入超过输出（或输出超过输入）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国际资源而有 

所补充（或减少）。为了支付入超而筹措资金使得外汇储蓄减少和/或使得对外债 

务增加，另一方面则吸取国外储蓄；正相反，出超使得外汇储蓄增加并对世界上其 

余国家提供国内储蓄。

161. 本节将审查发展中国家因经济增长加速之故可能达成的消费方式和水平。 

还将估计国民储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消费支出总值的溢额——的供应数额并将 

在较后的一节中将这一数额同达到国际发展战略经济增长指标所需投资支出的先前 

估计数额作成比较。

162. 估计的消费和储蓄在计算每种经济下与各种前景构想相一致的公私消费 

支出数额时，假定消费比率和根据推理而来的预期储蓄比率可作为每个国家居民所 

得真实收入数额的一个函数。从这一关系产生的不变边际消费倾向的采用是假定过 

去和现在消费者态度及政府财政政策不变，并且未计及预测的消费支出总额趋势的 

任何重大改变》不过，它确实计及公私消费支出方式的改变；例如在国际发展战略 

的前景构想中曾作出假定认为各国政府在国内财政政策方面将重新塑造它们的支出 

方式即将国防支出改为其他各种支出，其结果是政府所用的实际资源的长期变化还 

将包括一种组成的变化。在适当情况下，这种组成的改变可能通过提供支助性政府 

服务而非生产性国防支出来促进资本生产力的增长。

163. 预测的消费趋势关于石油输出国家，私人消费份额预料将从1970年代 

早期的极低水平不断升高。关于其他所有国家集团，私人消费份额预料将不断地长 

期减落。25例如，关于石油输入的发展中国家，平均私人消费支出份额预测将自

25在1970年代早期贸易条件愈来愈不利的一段时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消费 

份额方面曾有短时期的略微增加。这种现象被认为是暂时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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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的65. 9 %减至1990年的62. 3 %和2000年的59. 2%。石油输入的 

发展中经济中私人消费份额的这种普遍减少情况在低收入经济中更加显著；在某种 

程度上，这种减少是由于旨在促进这些经济中储蓄的政策的假想影响而造成（关于 

各种前景构想下消费和储蓄的预测，见统计附件，表2，C辑）。

164. 所有发展中国象必须提出特别措施来保证消费份额方面的预期减少不会造 

成最贫穷人民集团的较低消费水平。因为许多最贫穷人民都住在农村地区和直接或 

间接依靠农业为生，一个可能的措施是消除政策导致的农产品枢对价格的低落。除 

了有这种积极的分配效果以外，这一政策将鼓励较佳利用国内生产投入和减少对国 

际收支的压力，其方法为鼓励国内生产更多的基本粮食和工业原料。（见表1 4 . 

发展中经济每人平均消费支出的历史和预测水平估计数）。

165. 政府最后消费支岀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预料到2 0 0 0年的这一时 

期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均将减少。这并不一定表示公共部门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 

步方面的作用较小。公共投资是国内投资总额的一部分，所以将在助长资本形式的 

愈來愈大的产出中反映出来，社会安全和福利费用支出是可供私人消费支出的私人 

随意处理收入的一部分而不是政府货物和劳务支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在发展中 

经济中，政府消费份额预料将继1 9 7 0年代末期猛增之后有所增加。

166. 国际发展战略下的预期储蓄因此产生的可充所需投资支出的储蓄数额能 

够从预测的消费总额推算出来。将现有储蓄数额同所需投资数额作成比较亦可估计 

出可供对外投资的储蓄盈余（或必须由外资弥补的储蓄亏绌）。发展中经济国家的 

国民储蓄供应量在国际发展战略前景构想下被认为将大量增加，尤其在低收入经济 

国家中（见表1 5 )。尽管这样，还是不足以资助所有资本形成而这种资本形成为 

达到国内生产总额年增长率7 %所必需。

167. 因此，将需外国资源来弥补预测的资源差额，约为石油输入发展中经济国 

家1 9 9 〇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 % (见下表1 7 )。不过，这一平均数字使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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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在其他假定下发展中经济中 

每人平均消费的历史和预测水平！/

f人消费 政府消#

1980^ 199〇~~âôôô 1980^/^199〇 2000经济集团和前景构想

A. 国际发展战略前景构想

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 323

石油输入经济国家 3〇5

低收入经济国家 II4

最不发达经济国家 124

B. 平均增长前景构想

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 323

石油输入经济国家 3〇5

低收入经济国家 U4

最不发达经济国家 124

478 735 71 117 192

441 671 56 91 147

157 234 17 28 46

161 225 17 25 38

430 585 71 101 145

39 3 526 56 77 106

129 147 17 20 24

143 161 17 20 24

资料来源：联合国秘书处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a 按19 75年美元ii#的每人平均消费数额。 

b历史性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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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在其他假定下发展中经济国家的 

Ü储蓄比率。

前景构想和年份
发展中市场

经济国家

石油输出

经济国家

石油输入

经济国家

低收入经济最不发达 

国家经济国家

A.过去的估计

1960 17.2 37.9 18.2 16,1 11.4

1970 18.9 50.3 21.1 18,6 15.2

1975 24.4 42.5 24.5 19.4 15.3

1980 26.7 37.2 25.3 20.0 16.8

B •国际发展战略前景构想

1990 28.8 32.5 28.0 29.2 26.9

2000 27.6 30.6 27.2 27.7 26.8

C•平均增长前景构想

1990 25.4 31.8 24.0 18.9 16.2

2000 25.4 28.7 24.1 18.8 16.3

资料来源：联合国秘书处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a国民储蓄占按1 9 7 5年价格和汇率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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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中经济集团之间发生重大差异。例如，低收入石油输入经济国家的预期差额 

是它们1 9 9 0年国内生产总值的8%强，而最不发达经济国家的预期差额是它们 

1 9 9 0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 6%。在探讨国际发展战略的国际贸易影响以后将讨 

论这些资源差额的政策问题。

⑷国际发展战略的国际贸易影响

168.世界贸易型态和数量的演变与世界生产型态的转变以及发展中经济国家中 

加速增长造成的资源分配有关。在国际发展战略下发展中经济国家展开快速工业化 

的时候，这些经济国家中将建立更加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生产战线，其结果是以 

初级生产的发展中经济国家与中级生产的发达经济国家之间的互补性为基础的现有 

国际分工将有所改变。以所有经济中改变的产出组成和生产结构所造成的世界原料 

生产广大多样化为基础的一种新的国际分工能够为恢复1 9 6 0年代特色的世界贸 

易快速扩展奠定基石。

16a本节将审查国际发展战略下的进口需要估计数和出口前景以及平均增长情 

况。这样，可以阐明国际发展战略下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机会，并将这些机会同根据 

世界低增长前景构想在上面提到的那些机会作成比较。估计将在国际发展战略下展 

开的快速贸易扩展是与预期在世界经济中和国际发展战略构想的一种国际经济环境 

中所将出现的生产增长并驾齐驱的。

170.国际发展战略下的贸易趋势估计每种经济的预期进口需要一直是根据它 

的预期国内生产总值和预测时期不变贸易条件的这一假定估计出来的。26世界出口

所使用的关系是根据19 6 5 — 19 7 7年时期的数据估计出東这个回归方程式 

包括能表示估计时期因贸易条件改变引起的损益的一种关系。不过，在各个前 

景构想中假定贸易条件保持基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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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等于世界进口需要总额。世界出口总额旋即根据集团和国家在更加综合性的出 

口总额中所占的假定改变份额分配给国家集团和个别国家，这些份额部分反映出为 

了国际发展战略增长指标需要的外汇和其他外汇来源所需的出口数额。

171.国际发展战略的进口需要由于国际贸易增长与国内生产增长之间的密切 

关连以及由于各种经济之间愈来愈多的相互关系，国际发展战略前景构想表示比较 

高的进口增长这一点是不足为奇的（见表16)。因此，输入今国内生产总值的比 

率在所有国家集团中均快速增加，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此种比率自1960年的 

11. 7%增至1980年的20. 5%，以及将增至2000年的29. 6%;在发展中市 

场经济国家中，此种比率自1960年的1 8 %增至1980年的24. 9 %以及将增至 

2000年的27. 8%。在附件各表B辑中可以看出，输入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的 

相对增加在低收入和最不发达经济国家中最为显著。

i7a国际发展战略下的出口前景关于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获得国际发展战略 

下估计的1 8 9 0年代和其后的出口扩展的机会，其中心问题是现正在所有经济集 

团中进行的快速结构变革的管理。世界生产，尤其是制造和初级加工活动的分配 

方面已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加速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这一事实以及促成这种转移的 

广泛相互依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时期的最重要经济发展之一。除了必须作出 

世界工业重新部署引起的调整以外还需作出较高能源价格的调整和适应随着更加昂 

贵的燃料而来的传统模式的改变，

173>只因为这些改变极其普遍而有力，所以它们也引起一些问题即现在的国际 

经济安排是否足以应付它们，尤其是满足发展中国家更加公平和有效参加国际经济 

领域决策的需要。国际发展战略下的快速增长将扩大这些改变，国际经济环境必 

须助长这些改变。关于发展中经济，这种增长和转变起因于工业，特别是制造工 

业，在经济活动中的份量逐渐增加以及输出型态从初级产品相应地转向制造货物。 

关于发达经济，它们的工业和制造贸易组成在改变——包括改变为技术、研究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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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在其他假定下发展中市场经济囿家 

出口和进口的预期增长a

前景构想和经济集团
1980-1990 1990-2000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A.国际发展战略前景构想 

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 

石油输出国家 

石油输入经济国家 

低收入经济国家 

最不发达经济国家

B.平均增长前景构想 

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 

石油输出国家 

石油输入经济国家 

低收入经济国家 

最不发达经济国家

6.
5.；

8.

8.3

?.* 8.7 8•丨

4.

6.
6.1 6•彳

6.4

6.3

5.!

资料来源：联合国秘书处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a 按1975年价格和汇率计算的货物和非因素劳务的出口和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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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愈来愈密集的货物并将这些货物换取具有一种更加密集劳动含量的产品——旋即 

显示和实现它们在国际发展战略下的增长。与各种经济集团生产和贸易方面这些对比 

性改变有关的是这些集团之间资本流动的改变。

174为了应付发展中经济中与加速工业化有关的大规模结构改革和发达经济中 

的稳定结构调整，国际经济政策方面必须有所改变。在出口促进和增加国际购买 

力方面，发展中经济的前途将取决于许多不同领域的政策，这些领域是：意图加强 

发展中经济和发达经济增长和生产效率的国家措施；意图增加发展中国家外汇收入 

的国际措施作为国际货币和贸易体制全面改革的一部分；利便结构调整和减少易起 

的产品和金融市场波动的国际措施；发展中国家本身的出口促进活动；改善发展中 

国家出口市场的参加s在可行和适当情况下扩大特别和优惠待遇。

175。这些政策的影响是即时而深远的。通过国际发展战略促进的国际合作达 

成的世界经济快速增长将为所有经济集团之间相互贸易的快速扩展建立活动范围，

创造购买力和一种环境，在其中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促进努力不需与旨在减缓发达经济 

结构调整比率的保护主义压力相抗衡。经济先进国家执行的宽大商业政策的一种 

环境二十年来推广扩大它不会引起过份巨大的调整费用ï无论如何经济先进囯家对 

发展中国家出口数量的快速增加将使工业化经济将资源从低生产力进口竞争国家转 

移到高生产力侧重出口工业。这样，扩大贸易许可的生产结构更快速调整将提高 

生产力增加比率，从而促进增长，减少通货膨胀和增加就业。

17a这些政策引起的改变只要仔细检查一下统计附件表2，b辑中列出的国际 

发展战略前景构想的结果便可发现。国际发展战略前景构想是建立在一种假定上, 

那便是假定发达国家的贸易政策显然愿意从发展中国家输入更多的制造品并对后者 

提供更多的减让性援助。因此，在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期间就发展中经济的绩 

效来说它们的出口数量增加十分快速，即从1 9 7 0年代的平均年增长率43 %增 

加到1 9 8 0年代的平均年增长率Z3%和1 9 7 0年代的平均年增长率大约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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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的出口亦将再度扩展以配合发达经济的较高增长率并为对发展中国家出口 

大量增加的一种结果。

(e)国内外资源差额 * 7

177。在评价国际发展战略下增长可能性时发生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是发展中国家

7 %增长率指标的可行性问题。这个建议的增长率如果达成的话将是大多数发展 

中国家过去绩效的重大改善并将取决于国际发展战略在它的所有重要领域的成功执 

行情况。这方面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必须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生产力和调动它们 

的资源以便得到真正的资本形成，其次为供应维持它们扩大的生产程序所需的必要 

进口货物。如不作出重大努力来增加国内储蓄和扩展出口，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 

增长将受到抑制，第一，它将因供投资用的国内所生储蓄水平太低而受到限制，第 

二，它将因外汇拮据和从而没有能力偿付所需进口货物价款而受到限制。在上述 

两种情况的任一情况下，加速增长将因缺乏增加生产力和生产所需的一个紧要因素 

而受到阻碍。

17&根据国际发展战略各项假定拟制增长预测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要衡量1980 

年代和1 9 9 0年代的增长因国内所生储蓄数额不足和外汇收入不够而可能受到限制 

的程度。缺乏投资和进口所需的资金可从对增长过程所得这些主要投入的预期需 

求与筹措这些资源的预期来源之间愈来愈大的不平衡现象看得出来。所以，关于 

被认为可以达到的国际发展战略指标增长率，同加速增长有关的投资数额和进口支 

出数额之间的差额以及用作进口支出的国内资金数额必须与国内生产总值保持不大 

的比值所以能执行过去和现在的政策或者必须通过发展援助的提供或其他资本流动 

确实得到承担。

179。对于此处讨论的各种前景构想所作的预测是根据储蓄一投资差额所代表的 

预期国内差额与出口一进口差额所代表的预期对外差额之间可能存在的差数27来拟

27这一差数从来没有被实际釆用过，因为经济积效所受的限制是以两种差额中较 

大的一种差额来衡量。例如，如果没有外汇资源来购买必要的机器和设备， 

则投资指标即使在国内储蓄可供利用的情况下仍不能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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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这两种差额之间的预期差数意指必须在可供抉择的政策中作出选择，因为 

差额的细微有赖于对在国内差额巨大情况下鼓励储蓄的政策的取舍或对在对外差额 

巨大情况下减少进口和z或增加出口的政策的取舍。

180。表1 7中列出的国内外真实资源差额估计数表示在加速增长的情况下石油 

输入经济愈来愈大的绝对资源赤字。虽然储蓄亏绌是1 9 8 0年代早先几年中的 

较大差额（和直到1 9 9 〇年代早期将为低收入经济和最不发达经济中的较大差额), 

但是现有的愈来愈巨大的对外赤字实为发展中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1 9 9 0年巨 

大的对外差额是所有石油输入发展中国家产值的6» 3 %而2000时这种差额将为所 

有石油输入发展中国家产值的5。3 %(而低收入经济和最不发达经济的此种百分数 

更大）。

表17。在国际发展战略前景构想中石油输入发展中经济 

1990年和2000年时的国两外预期资源差额

经济集团和年份
国内差额& 对外差额a

储蓄投资差数 出口b—进口差数

石油输入发展中经济

1990 23。 8 2a 0 4 2 18. 5 24 8 6。 3

2000 25。 5 27。 2 1。 7 21 9 27。 2 3

低收入石油输入发展中经济

1990 21 1 29„ 2 8。 1 10。 3 16。 5 6。 7

2000 24 5 27。 7 3。 2 10。 6 ia 4 Z 8

最不发达经济

1990 10。 8 26。 9 16。 1 13。 2 2a 4 13。 2

2000 16。 7 26。 8 10。 1 13。 7 30。 9 17。 2

资料来源：联合国秘书处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预测。 

a占预测的相应经济集团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数。 

b包括世界上其余部分的因素收入净额。

I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A/37/211 
Chinese 
P^ge 75

18L这些差额很大。一个有关的问题是这些估计数的可靠性如何？ 当然， 

预测一个未知的将来常常很不可靠。不过，在上面已扼要讨论过，28就大部分来 

说几个关键性的参数是以更加成功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为有力依据。照此，它们 

显然基于有关的现实，虽然对于重复吸取更加成功的经验多少有点乐观的偏差。

isa尽管这样，至少在一个方面它们是极其悲观的。说明碉一点，贸易条件 

的假定表示在世界经济接近国际发展战略增长率时非石油初级商品输出国的贸易条 

件没有增进，尽管在过去这些贸易条件曾大有增进，以及石油真实价格仍维原状> 

尽管由于1970年代真实价突然上升以至有摆脱石油增加长期代用品的迹象。这 

假定对于某些低收入初级商品输出国来说可能特别悲观，因为它们在过去十年因能 

源进口价格的突然上升和可供它们出口的商品市场的衰退而备受压迫因为预测 

这些有关价格的变动颇不可靠，所以国际发展战略的前景构想只吸取这些变动的荦 

荦大者。

Isa不过，即使国际发展战略前景构想因贸易条件假定之故对对外差额有点悲 

观，但其他假定倒是乐观的和所含的赤字是巨大的。如果这些假定中有一些假定 

设明为太过乐观的话，则要进入国际发展战略轨道将需许多另外的国家和国际政策。

184可能的国家政策不外乎通过下列政策减少对外差额对增长的阻碍（或准少 

一般在1 9 8 0年代早期的以及低收入和最不发达经济为时更久的国内储蓄对增长 

的阻碍h进一步增加资本生产力、进一步促进出口，以更多的国内产品取代进口 

产品以及促进较国际发展战略前景构想中假定为多的资本流动。在国际发展战略 

基本前景构想中曾假定这些方面大多取得重大进展，不过关于平均数的各项假定没 

有尽量吸取历史经验，不无改进余地。

1851然而，单靠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政策不会消除这些差额。如果没有互补性 

的发达经济国家政策和国际政策，这些资源差额将使得发展中经济不能进入国际发

ZZ 见注脚2 0和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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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战略轨道。这些政策包括维持发达经济的顺当高增长率，消除对贸易和国际经 

济交替的障碍，促进对改变中的世界生产和贸易最理想结构的适应，通过新的体制 

安排对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发展中国家曾加提供私人资本（例如，由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和世界银行提供扩大的资金提供、保证和技术援助）以及对低收入和最不发达经 

济增加减让性援助流动。25

186。 关于最后一种体制安排，发达经济对久经订定的（但是总的讲从来没有达 

到的）指标，即发达经济国民生产总值的0。7%,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增加数额外 

加石油输出国家组织援助的现有部分和私人资本市场流动只要其他假定有效便能应 

付预期的差额，不过，如果其他假定证明太过乐观，则将需要另外的资本流动来 

达到国际发展战略指标。当然，以这种方式提供资源可能直接和立即增加发达经 

济当前的出口需求并使它们得到可能的微观经济利益

187。 进入国际发展战略轨道是可能的。不过需要一致和协调的国家和国际政 

策。发展中国家增加它们自己资本生产力和促进出口的国家政策除非有有利的一 

般性世界经济环境是不可能很有效果的.另一方面减让性援助和其他资本流动的 

增加以及国际机构的改革如无发展中国家的重大努力是不可能很有实效的。不过, 

全世界将因国际发展战略指标的达到而大得益惠 那些益惠是极其值得作出重大 

的国家和国际努力的。

其中有些将在本报告第四章E节中加以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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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区域发展前景

188. 第二节讨论了按国民平均收入的水平、资源分配的型式以及贸易组成而分 

的主要几个经济集团发展的前景。但是，位于同一地理区域的国家，往往具有某些 

共同的经济问题和可选途径，共同的或相似的社会、文化相历史背景，而且一般说 

来，较易于在经济上相政治上相互影响。因此，我们可以把前文中的分析推展到本 

世纪结束时为止，并审查这个期间内全世界各主要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可选途径。

189. 本节关于区域前景的讨论集中于每一国家集团经济经验中抑制了该区域经 

济发展，而不能充分实现其增长潜力的各项因素9希望这些讨论能有助于指出那些 

为了觯除各项压制因素所必要的国家耜国际措施，并协助各国实行与国际发展战略 

相一致的政策。此外，某些国家集团所制订的区域战略中指出了区域内行动及其对 

外关系上的优先领域；这种政策上的决定也会在下文中略加讨论。

A.发达市场经济国家

190.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集团虽然仅占世界人口的百分之18,而在全世界产 

量中占了三分之二，且占国际贸易总额的近7 0%。由于其经济影响巨大，这一集 

团在国际经济上起了中心作用：它对世界其他各地的经济情况有很大的影响，特别 

是对那些以输出产品作为经济活动中主要项目的国家。

191. 由于各工业国家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相互关系，周期性的发展在这些国家间 

几乎是一个接一个地发生。战后的经验显示，除了 1 9 7 4 — 1 9 7 5年普遍的经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包括北美、西欧各国以及日本相大洋洲国家。这些国家的集 

合不能称为一个区域。因此本节使用“集团” 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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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衰退之外，各国商业周期的时间并不完全相同，其幅度也不一样。这就反映了区 

域内部在经济结构、体制表现加政策措施上有相当大的差异。因此，过去几年来许 

多方面日益显示出一种共同的趋势，就是生产加生产力的增长减缓，但个别国家的 

经济情况仍有显著的不同。1 9 7 5 — 1 9 7 9年间，日本和美国的国内总产值实 

际增长率分别为：平均年增长率5. 3%耜4. 5%•而西欧的增长则慢得多：德意志 

联邦共和国为3. 4%;联合王国为2. 4%,

192. 发达经济国家1 9 7 0年代生产力增长方面的下降趋势已在第二节加以说 

明。平均收入增加的量普遍缩减，但这方面，集团内各国情况也大不相同。在1 9

7 0 — 1 9 8 0年期间，生产力的年增长率日本为3. 9%，德意志联邦共加国为a 3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1. 5%,美国只有1. 1%。最难的发展使生产力 

的问题更为严重：在1 9 7 9 — 1 9 8 1年增长缓慢，工商业衰退，期间，美国估 

计的增长微乎其微，或根本没有增长；欧洲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耜曰本的生产力增加 

量也不高（分别为2. 6%和3. 3% )。

193. 通货膨胀率方面也是极不相同。在上述三年期间，整个发达市场经济国家 

集团消费支出平减指数平均上升了 9. 8%;其中，美国为9. 7%，曰本为6. 0%， 

德意志联邦共湘国3. 7%,而西欧其他各国则为12—15 %或更高。

194从八〇年代以来，北美洲耜西欧仍普遍存在经济衰退相通货膨胀的情况，

而日本却保持着相当的增长率，虽然比过去低。重要的问题是，日本如何能够相对 

而言较平耜地应付1 9 7 9 — 1 9 8 0年油价的大幅度上涨，使其实际增长率相失 

业率尽量不受影响，其通货膨胀现象与其他工业经济国家相比也没有那么严重。日 

本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应付，可以若干因素来解释。其中包括有计划地实现现代化， 

进行国内经济重组，向较有利的方向转变，缓耜工资压力，从而抑制了费用助长的 

通货膨胀，以出口为先导的增长战略，目的是保持稳定的国内币值，减低进口价格 

压力，以及突出的高生产力等。因此，曰本才可能以相对而言较平缓的通货紧缩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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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经济政策向前推进。相反地，英国为了减少通货膨胀而实行严厉的金融管制和公 

共支出管制，近来美国也是如此。由此造成的高利率（特别是在美国）在国际上蔓 

延开来。借款所付的高额代价阻碍了工业投资，对当前勒未来的经济情况以及现代 

化、工业重组耜提高竞争能力等方面的努力都造成严重的影响。高利率阻碍了资本 

的形成，并使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由于生产力的低增长率造成的各种问题更形恶化。

195. 目前，这个集团内经济情况的特点就是不确定性曰益增加。预计在1 9 8 

2 — 1 9 8 3两年期耜以后时期实际产出将恢复一些，但是，比起1 9 7 4 — 1 9 

7 5衰退期之后的1 9 7 0年代后半期更为迟缓。这种缓慢的恢复过程可能会由西 

欧各国承担其主要压力，日本，或许加上北美的情况较好。

196. 由于经济衰退的结果，这个集团内多数国家的失业人数在1 9 8 0年代初 

期上升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未曾有过的高度，总数接近3 ,000万。由f恢复 

缓慢，除非政策上的优先事项从通货膨胀转向失业问题，否则，失业问题在19 8 

〇年代前半期将一直是个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197. 另一方面，基于若干原因，通货膨胀现象似乎逐渐缓初。与多数预测不同 

的是，油价有所下降，特别是同制成品的价格相比。所有工业国家的实际工资增长 

都减少了；若干国家数十年来第一次对实际工资作大量向下的调整；预计还会有进 

一步的调整。某些情况下，甚至名义上的工资也下降了。但是在这些通货膨胀好转 

现象是通过限制性政策得来的程度上，社会的困境相预先决定的产品方面的代价也 

很高。因此，这些政策不知道是否还能维持长久，增长恢复现象也不知道是否会重 

新引起相当大的价格压力。但是，如果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经济恢复的同时能使生 

产力提高，那么，为减轻通货膨胀所受到的一些压制因素可能会在1 9 8 0年代有 

所缓相。

198.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贸易平衡主要仍然决定于进口石油价格；整个集团1 

9 8 1年的数额为3 ,650亿美元，贸易赤字为8901乙美元，往来帐户赤字为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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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这些敬字中也反映了相当大的差别。198 1年间美国的贸易平衡为320 

亿美元逆差，西欧为4 0亿美元迎差，而日本则为170|乙美元的顺差。美国贸易平 

衡的不利情况，以及欧洲程度较轻的这种情况与日本对照之下，引起了国际一级大 

量的政策性争论，产生保护主义上升的威胁，不仅针对日本，而且还针对发展中世 

界一些成功的制成品输出国。

199. 与历史经验相反，当今贸易平衡并不能支配往来帐户的赤字，更令人意外 

的是，也不能支配汇率的变动。部分原因是由于美国的高利率，使得美元在1 9 8 

0年代头两年显得特别有价值，尽管其国际收支赤字很大。

200. 长期展望方面，按照第二节所讨论的两种情况提出两种前景构想。在第一 

种情况下，假设各国近来经济滞胀的条件将长期存在下去。这些政策基本上可说是 

通货紧缩，没有什么希望来鼓励进行生产结构的调整以适应改变中的国际比较性利 

益。相反地，若干政治力量强大而受到发展中国家竞争的影响的工业国家会对外来 

竞争采取更多保护措施。此外，国家战略转而向内，没有什么力量来改革国际体制, 

或增加资本流入发展中国家的流量。

201. 这种前景构想的结果在社会、政治和经济上都是令人不能接受的。若干国 

家的收入增长率在十年期间内一直很低，而最主要的是没有足够能力来吸收大量失 

业人口，而在目前，这一点使增长率维持在高于一般所谓的自然增率的水平。劳力 

市场条俾同价格稳定之间的取舍一直是刻板不变，未来数年内政策优先领域会转向 

价格稳定方面。因此，当今大量失业现象在未来各年中能够缓和主要是由于196 

0年代人口统计行为产生的供应量压缩缘故。

202. 对多数国家而言，这种前景构想中的增长率与1 9 7 0年代的增长率相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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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8

主要各项宏观经济变数增长率预测：低增长的前景构想 

(平均年增长率百分比）

北美 .西欧 曰本

1980-90 1990-2000 1980-90 1990-2000 1980-90 1990-2000

人口 0.9 0.7 0.2 0.5 0.5 0.5

劳动力 1.0 1.0 0.4 0.3 0.8 0.7

劳动生产力
1.1 1.2 2.0 2.1 3.8 5.6

国内总产值 2.1 2.2 2.4 2.4 k.6 4.2

消费 1.9 2.0 2.3 2.3 4.6 4.3

投资 1.6 2.4 3.0 2.4 5.2 3.9

输出 4.1 5.7 4.1 3.7 3.9 4.4

输入 3.6 3.6 3.6 3.2 5.9 5.0

政府消费 1.6 1.5 2.2 2.3 4.4 4.2

私人消费 2.0 2.1 2.3 2.3 4.6 4.2

资料来源：联合国秘书处国际经济耜社会事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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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持久的低增长时期勒预料中的再度停滞将会使投资的恢复受到阻挠，并引起更 

强的保护主义行动。贸易政策则会继续抵制就业，而非吸收失业人口。这种全面丧 

失经济活力的现象将使过去二十五年来劳动生产力减缓的趋势一直延长下去。私人 

部门通货紧缩的缺额将造成资本短缺，而不利于能源转换和技术革新。这样，为了 

应付不平衡情况而实行的具有很强结构内涵的反周期性政策就会带来长期性的负作 

用：即使通货紧缩政策最终可以成功地把通货膨胀减低到所订的指标，但将来当需 

求量自主地或由政策引起而恢复时，要使这种稳定性巩固下来是极端困难的。

203. 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内部，这种前景构想造成不可接受的社会代价：即损 

失的产量和持久的失业；此外它也不能刺激国外的生产。过去在全球范围内由于个 

别国家经济的相互作用而提高的效率也会因而动摇；影响最大的还是发展中国家。 

生产效率不高，缺乏结构上的适应，以及生产湘消费的僵硬现象可以使得发达市场 

经济国家，以及全世界的经济陷入一种低增长率/高失业率的盘旋上升状态：决定 

于那个处在高位，政治上的迟钝耜内在的种种困难——或二者兼有——是其根源。

204. 这种前景构想的一项假设是，主要的政策重点是对付通货膨胀，而适度地 

忽略就业问風 其结杲就会扩大倾轧性失业（反映正常的职业替换和寻找），周 

期性失业（由于停滞的宏观需求情况而造成）和结构性就业（反映了劳动力特性的 

供需在技术和区域上不能配合）。此外，被掩饰了的结构性失业也会增加。这种现 

象发生于生产活动——在世界其他地方能够较廉价地进行。维持这种就业的防卫性 

战略，以前述直接的调整费用而言，会在短期内获益，但却要付出长远的代价。这 

种代价随着时间增加，因为存在一个螺旋上升的运动，其中，所执行的直接或间接 

(通过保护主义措施）的政策增加了消费者的费用，而减少了鼓励调整和增加生产 

力的因素。这一过程又由于受影响的生产部门给予强大的保护主义压力——这种压 

力往往超过代表较分散的一般消费者利益的政治影响力——而致永久化。螺旋上升 

的运动拖得越久就越难加以扭转，因为既得的政治利益会以制订它那方面的政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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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加强。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之中已存在这样的实例；在这种前景构想下，它们还 

会扩张。

205 •在讨论国际发展战略前景之前，有必要简略地审查一下为了发达市场经济 

国家探测较积极的调整政策以及较为发展性的需求管理所生影响而作出的调整后的 

趋势前景构想的结果> 这种改变仅仅是扭转趋势和恢复1 9 6 0 — 1 9 8 0年平均 

增长率的第一步。在这种前景构想下，尽管最初几年通货膨胀的压力会比低增长的 

情况来得大，但长远下来，由于投资和生产力增加得较快，压力不会一直加大而 

在其他多数方面显然会造成较为正面的效果，不仅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本身如此， 

对世界其他各地产生的需求也是如此。

206 •国际发展战略的前景构想预测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多数方面都会产生较有 

利的结果按照这第三种前景——约略相当于区域的承载能力我们假设国家政 

府会制订越来越带发展性的政策，以便摆脱目前的停滞状态，并随着时间的前进，

日益有效地发掘它们的经济增长潜力。这种状态不仅能培养最大的内部发展和资源 

效率；并且符合国际发展战略中关于创造全球增长条件，以利于特别是石油输入的 

发展中国家的各项建说这种前景在某一程度下，从1973年以前区域的经济情 

况记录取得历史的支持；技术关系和行为型式都是借用那个时期的。相应的资本储 

存和产出方面的增长会很快地使失业人数减少到与1 9 6 0年代相当的水平。但是 

通货膨胀不会有多少缓和，至少以历史标准而言。

207.因此，国际发展战略的前景构想在收入和就业增长方面特别具有吸引力。 

这种构想是假设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内以有力的、比较上占优势的方式使结构性的 

生产和投资多样化的程度提高。在其过程中还会使出口经济恢复，特别是对较开放 

的发展中国家。它会对国际商品市场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从而使那些国家的贸易 

条件得到改善。但是，这种前景所需的投资增长率是要同较早以前周期性经验相 

符的，而不是象1 9 7 0年代那样长期地压缩资本形成和迟迟不实行技术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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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9

主要各项宏观经济变数增长率预领I: 

国际发展战略的前景构想 

(平均年增长率百分比）

北 美， 西 欧 H 本

1980-1990 1990-2000 1980-1990 1990-2000 1980-1990 199〇- 2000

人口 0.9 0.7 0.2 0,3 0,5 0.5

劳动力 1,0 1.0 0.4 0.3 0.8 0.7

劳动生产力 2.4 2.4 3.3 3.7 5.1 4.9

国内总产值 3,5 3.5 3.7 4.0 5.9 5.5

消费 3.1 3.1 3.4 3.8 5.7 5.4

投资 5.3 2.9 4.8 4.0 5.6 4,2

输出 6.2 5.8 6.4 5.6 6.5 6.5

输入 6.6 5.9 5.6 5.5 7.9 6.8

资料来源： 联合国秘书处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208.较低程度的资本形成不一定会破坏这种前景构想在分析上的效力。事实上, 

如果目前所讨论有关生产力和技术提升的政策能够成功地扭转资本/产出比率上升 

的趋势，那么即使资本形成的需要较少，也仍然足以保证这种前景构想下的收入增 

长在这种前景下最复杂的政策难题或许是通货膨胀的问题了。 一方面，假设国际 

经济同时进行强有力的向上推进，就会带来成本引起的价格上涨。另一方面，原 

料需求量的增长率同能源和其他初级商品充裕且价格低廉时期的增长率相当；这样 

就可能在物质限制下影响到经济活动，或者因强大的通货膨胀冲力而扰乱内部的平

Àkg-

Wo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A/37/211
Chinese
Page 85

B.发达中央计划经济国家

209•发达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占世界人口的百分之8点多，而在全世界收入中约 

占上述百分率的两倍。平均说来，这些国家参与国际贸易的程度不及世界其他各地， 

但目前也占了全世界出口量的近百分之8。这些贸易许多是在经互会区域内进行的， 

但同发达和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间的贸易比例日益增加。

210 • i960年代和1 9 7 0年代初期，政策重点在于把经济活动从紧接战后的 

一段时期内采取的广泛增长战略转向较密集地利用资源；东欧和苏联某些国家的经 

济在国民平均收入和工业生产型式上达到了与一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不相上下的地 

步。全区的生活水平大大改善。识字率和平均寿命都很高，且这种制度保证了全体 

就业。

211。 在1 9 7 0年代，曾致力于把向内的方针转为向外的发展战略，以使比较 

上有利的刺激因素能够更有效地用于生产力和总的资源效率上 但是，自1970 

年代中期以来世界经济的不稳定同发达计划经济国家的经济在某些方面互相产生不 

利的影齊。首先，东欧的一些经济较倾向于贸易的国家遭遇严重的国外支付的困难， 

其原因是它们的出口竞争力有限，同时，在经互会区域内部和同世界其他各地的贸 

易条件恶化。其次，货品和服务的交易量增大，使得来自国外的价格压力逐渐增加； 

其结杲是使这个地区长期以来所不存在的公开通货膨胀的情况开始岀现第三，这 

些国家在经互会范围内有计划的相互作用意味着其中一国机会增多就会对其他国家 

产生有利的影响。但是，当一国未能完成计划指标而造成不平衡现象时，也会妨碍 

这个集团内其他各国计划的顺利逬行，

212. 由于这些国家内鄧的变化，管理上逬行调整的需要也更加迫切。例如，资 

本储存已相当久，而更换很慢。此外，人口统计上的变化使经济上活动人口的增长 

率降低《并且，一些非生产性的支出项目转移了原可用作经常消费或扩大能力的资 

源。最后，紧接战后一段时期所设立的集中作决定的机器，很缓慢地去适应各项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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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了的政策目标，已改变了且继续改变中的国际环境、以及同世界其他各地之间较 

大程度的相互影响。最近，这种机器经过了修订，结果如何还不知道C

213。因此，发达计划经济国家近来的经济成果由于产出和生产力二者的增长率 

下降而情况不佳。1 9 7 9至1 9 8 1年间农产品严重短缺，特别是苏联；其他初 

级商品的供应也不确定，对于与能源有关的国家特别是如此苏联的国民生产1980 

年增加了百分之3 • 5，1 98 I年增加百分之3 • 2。发达计划经济国家总体的 

国民生产自1 9 7 0至1 9 7 5年增长率为百分之6。2; 1975至1980年 

则为百分之4。2。

表2 0

发达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增长率预测 

(平均年增长率百分比）

低增长的前景构想 国际发展战略的前景构想

1980-90 1990-2000 1980-90 1990-2000

人口 0.8 0.6 0.8 0.6

劳动力 1.0 1.1 1.0 1.1

劳动生产力 2.5 2.4 4.0 4.2

国内总产值 3.5 3.6 5.0 5.4

消费 3.4 3.5 4.9 5.4

投资 3.1 3.6 5.7 5,4

输出 4.9 4.0 6.5 5.9

输入 4.7 4.0 5.0 5.4

资料来源：联合国秘书处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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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发达计划经济国家如今已逬入另一个中期计划周期。在这个新的五年计划 

中，东欧的净物质生产（■NMP)增长率在1 9 8 1 — I 9 8 5年期间大约为每年百 

分之3。1 —3。5。但是，为解决上述各种问题所作的进展可能会使这些国家增 

长较快。

215•苏联是个自然资源富饶的国家，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严重的外汇压力，它的 

发展前景除其他因素外决定于农业的收成，在1 9 8 0年代前半期的五年计划中， 

农业是个优先考虑的邵门。净物质生产计划每年增长百分之3。4 — 3 • 7。为提 

高生活水平起见，消费品的产量计划要比投资物品增长得快：为减少流动资金和家 

庭的购买力延伸量也必须采取这种政策性措施„由于贸易条件改善而莸得的利益， 

加上其他因素，使国外帳户预计有所改善。

216 .是否能够成功地完成指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是否能解决若干国内的问题。 

首先，劳动力是个限制增长的因素，因为国内的劳动力的增长已接近于零。过去五 

年来，人力资源扩大了 1，120万。当前的五年期内，预计只会增加3 3 0万。人 

口统计者预测在1 9 8 6至1 9 9 0年期间，劳动人口可能不会有净增加量。抑制

增长的另一重大因素是有些年代久远的矿物资源来源已经退化，采矿费用日益增加。 

由于这一点，苏联面临着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就是当投资增长率预计将会进一步 

减慢时，如何合理化地改革其资本投资政策。同时，还要设法加速完成新的生产能 

力。另一方面，在住房和总的社会基本建设方面的投资量不会改变；在研究、发展 

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支出将会增加。农业方面，由于它对提高生活水平的关键作用， 

将成为政策上的优先项目；该部门同经济上其他各方面的联系也是如此3

217 •发达计划经济国家在1 9 8 0至2 0 0 0年期间总产量的平均年增长率预 

测按低增长的前景构想为百分之3.2,按国际发展战略的前景构想则为百分之5.0。 

这个差距部分原因是由于在后一情况下，投资比额增高，管理改善，而且由政策导 

致的补充投入的效率，在国际发展战略的假设下要比低增长的前景构想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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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在国际发展战略的前景构想中，投资占总产量的比额虽然较高，而国内储 

蓄量却不会有相应的增加：因为所有的前景构想都假设最近所订提高消费标准的跤 

策会继续下去。这样一来，尽管在低增长的前景构想中国内资源平衡会有小量顺差， 

而在国际发展战略的前景构想中，国内资源平衡将会有平均每年占物质产量百分之 

二的逆差。国外的平衡型式正好相瓦在低增长的前景构想之中会有小量逆差，而 

在国际发展战略的前景构想中则由于输出的关系以及这些国家在财政上援助发展中 

国家的承诺而会产生顺差。

219. 总地说来，关于资源平衡的上述估计数字表示，按两种低增长的前景构想， 

发达计划经济国家很可能成为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净借款者；按国际发展战略的前景 

构想，则会有顺差。因此，在区域内部和全世界的有利条件下，这些国家将同工业 

市场和资本剩余的石油输出国共同制造出收支顺差的情况，使这些经费更易于向石 

油输入的发展中国家供应。

G .亚洲和大洋洲

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

220.亚洲的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况各不相同。各国的收入数额及其所拥 

有的资源差别很大。鉴于亚洲各国经济结构的这种极大的差异，将分下列三个部 

分来讨论亚洲的前景：（1)南亚，（2)东南亚和东亚，和⑶西亚。

(1) M

221 .南亚有一些发展中世界较为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南亚分区的各国属 

于亚洲最贫穷的国家，它们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以上。1 9 7 9年，这 

些国家的国民平均收入从孟加拉国的$ 1 0 0到巴基斯坦的$ 2 7 0不等。南亚 

分区除了人口众多和贫穷以外，最近的人口增长率又很高。南亚收入的分配虽然 

不象世界一些其他地区那样不公平，但是显然也很不平均，这种情况使得它的贫穷 

问题更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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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过去经过很长的时期才慢慢采取各种国家相国际措施来减轻或消除这些问 

题。南亚是亚洲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平均收入增长率最低的地区之一。1 9 

7 0年代，孟加拉国的国民平均收入增长率为0.3 %，尼泊尔为0.5 %,印度 

的增长率也高不了多少，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则略高于这个比率。贫穷相实际收入增 

长缓慢的状况同广泛而持续的失业和就业不足的问题有关。据估计，南亚分区赤 

贫的人数达到令人震惊的35, 〇〇〇万以上之数。

223. 但是，这种一般说来令人沮丧的情况最近有了一些积极的发展。首先， 

过去十年来，农业生产已见加速。虽然营养问题仍旧极为严重，已经防止发生粮 

食极度短缺的现象，大力减少对进口粮食的倚赖，并已积有储备粮，以减少未来粮 

食不稳定所可能产生的影响。第二，从固定资本总额和全国储蓄额最近的趋势看 

来，动员国内资源的能力日惭提高。第三，1 9 7 0年代后半期，由于收到大笔

移民汇款，而出口情况又见改善，尽管世界贸易额增长得很少，石油价格第二次大 

幅度上涨，南亚各国的国外帐户收支情况仍旧有一些改善。第四，一些指示数显 

示，教育和保健方面的投资增加了很多。

224. 1 9 8 0年代前半期，该地区各国计划的生产增长率从5 %到8 %不等，

比过去达到的增长率高得多。总的来说，计划的增长率都有计划提高的投资率作 

为后盾：印度的投资率额19 80年占生产总值的2 1.5 %, 1 9 8 4— 1985 

年期间增加到2 5%，孟加拉的投资率从1 5%左右增加到2 9 %左右，尼泊尔从 

13.1 %增加到2 2. 5 %。 斯里兰卡的投资额1 9 8 1年占生产总值的36%，

它预计1 9 8 5年的投资率将会降到2 7%。 巴基斯坦计划1 9 8 2 — 1 9 8 3

年的投资额将占生产总值的1 9. 9 %。 南亚一些国家，特别是印度、巴基斯坦

和斯里兰卡，计划调度本国资金来资助更多的投资^ 其他国家预期将会得到更多 

的外来资源而据以计划它们的投资。（1981年9月1日至14日）关于最不 

发达国家问题的巴黎会议引起了一些这方面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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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低增长率构想假定最近这种世界贸易的增长、资金供应情况相供应条件以 

及茶、黄麻和其他出口品的贸易条件恶化等方面不利的国际情况将会持续下去。这 

种前景构想假定投资额在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率介于1 5 %和2 0%之间（尼泊尔 

除外，它的预定投资率低于10%),因此（除了尼泊尔以外）预定的投资率保持 

或低于1 9 6 0 — 1 9 8 0年的水平。预计资本生产力大约将停留在1 9 7 0年 

代的水平，而1 9 7 0年代南亚的资本生产力比多数其他地区低得多。根据这种 

前景构想，1 9 8 0 — 1 9 9 〇年期间全南亚地区产品长期的年度增长率将略高于 

3.0 %。 由于预计人口将会增长，国民平均生产总值的年度增长率将只达1.. 4 

%。 农产品的年度增长率约为2.0 %，制造业的年度增长率则将低于4.0%。

226. 但是，鉴于南亚分区各国最近采取主动，制订了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而 

巴黎会议通过《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又带来了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更多的减让 

性援助相有效的技术援助的可能性，这种前景构想可能略嫌悲观。由于这些变化， 

也由于为了达成《国际发展战略》的目标而在国家和国际一级作出的进一步的努力， 

《战略》的前景构想作出了比低增长率前景构想乐观得多的预测。

227. 根据《战略》前景构想，预计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南亚分区的平均年度增 

长率将为7.0%左右。尤其是如果目前人口增长率下降的趋势继续下去，只要大 

致达到《战略》中所订的指标，南亚的国民平均收入就能在世纪末以前增加一倍以 

上。假定这种发展情况所得的利益能够得到平均分配，即使南亚无法在2 0 0 0 

年以前消除赤贫，生活在赤贫状态的人数将会比低增长率前景构想所设想的人数少 

得多。

228. 要想维持这样高的增长率，固定资本总额就必须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27% 

左右，这个比率虽然比过去高得多，却符合多数国家目前所作的预测。资本生产 

力也将必须大大地提高。鉴于南亚有大批技术人力，并且积累了有关专门知识， 

只要在国家和国际一级作出一致的努力，这种改变似乎是可能办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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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 但是要想完成这项任务，还必须在许多方面作出很大的努力。必须使国 

家政策得到尽可能严格的执行，并且在目前正在进行的全球性结构改革的范围内对 

于投入的力量作出最有效的利用，对于产品组成进行最有利的选择。在这方面，

可能需要采取一种比近几十年来南亚多数国家所采取的更为开放的方针，但是南亚 

有很大的潜力为许多世界市场（包括迅速发展的东亚市场和南亚本身的区域间贸易） 

生产劳力密集货品。当然，要想拓展这种可能性，就必须扩大世界贸易，发达市 

场经济国家、计划经济国家和其他发展中经济国家也必须放宽对国际经济活动的限 

制。但是即使作出这种改革，预计南亚还是会有很大的赤字。因此，为了达到 

《战略》中所订的指标，《战略》前景构想中所假设的提供更多的减让性和非减让 

性资金的办法本身虽然不足以应付需要，但还是必不可少的。

230. 目前，南亚在粮食生产方面还远远没有发挥它充分的潜力。例如，据估 

计，南亚的稻米产量约为每公顷2 0 0 0公斤，还不到东亚一些地区产量的三分之 

一， 如果能够采用较好的耕作方法，改良稻种，进行灌溉和适当地使用月和其 

他科学方法，并且进行土地改革一类的体制改革，预期应当可以达到《战略》中所 

订的农业增长指标，有些国家甚至可能达到比指标更高的增长率。

231. 因此，只要在国家和国际一级作出必要的努力，《战略》前景构想对南亚 

来说是绝对可行的。结果与低增长率前景构想所预测的灾难性后果大相径庭，在 

2 0 0 0年以前，南亚这个最贫穷的人数众多的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将会有很大 

的改善。但是即使如此，南亚是否能够在2 0 0 0年以前完全达到《战略》中有 

关婴儿死亡率、平均寿命、全民识字、消除营养不良和充分就业等方面的社会指标， 

还是很值得怀疑的。

2.东南亚和东亚

232.东南亚和东亚包括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的五个成员国以及缅甸、大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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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和香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口、生产总值和面积差别很大，小至新加坡和 

香港，大至人口将近15, 000万的印度尼西亚。

233. 除了緬甸以外，这个分区的国家一个共同点就是经济开放。这些国家面 

向国外的发展战略和生产结构造成了对于对外贸易和外国资金的高度倚赖。它们 

的经济增长在不同程度上受出口的制约，1970年代的实际出口增长率很高。在 

这些国家中，大韩民国的出口取得了最大的发展，19 60年代的年度实际增长率 

为3 4%, 1 9 7 0年代为2 6%。 从全球的标准看来，它们的出口或进口额对 

生产值的比率较高。从过去十年的情况看来，它们应付国际市场波动的能力比那 

些国际贸易额同国内生产值的比率低得多的国家高得多。但是这些国家由于外债 

很多，较易受到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日惭抬头的保护主义威胁的影响，有时也会受到 

国际金融市场难以预测的变化的影响。它们还得不断地调整结构，迎接相对优势

不断变化的挑战，以防坠入消极地保护相对优势已经转移或是可能转移到亚洲其他 

低工资国家的过时工业的陷阱。

234. 这些国家的储蓄比率提高了很多，它们也以外国直接投资和国际贷款的方 

式输入更多的资本，来资助高投资率。除了较贫穷的国家以外，其他国家将官方 

发展援助作为外国资助来源的情况迅速减少。例如，在石油危机发生后，许多国 

家大举外债来支付日益增加的石油进口费用和应付更多的发展需要。日惭增加的 

外债和近年来的高利率对于这些国家中一些国家的财政管理和国际收支造成了严重 

的负担。

235. 东南亚相东亚分区的多数国家的投资率和生产力达到较高的水平.即使 

从全球的观点看来，它们适应过去十年石油危机的重大打击和其他变故的情况还是 

相当顺利。它们还进一步广泛培养人力资源和改进技术。因此，在低增长率前 

景构想所假定的最近这种不利的世界经济条件持续下去的情况下，这些国家的经济 

状况虽然达不到它们自己过去二十年的水平，自然还是比世界多数其他国家来得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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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它们预计的年度增长率约为5.4 %，比长期以来许多国家在较为有利的世 

界经济情况下的增长率还要高得多。

236. 但是，由于这些国家所采取的方向及其对世界贸易和金融市场的积极参与， 

如果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目前多半仍在潜伏着的保护主义抬头的威胁成为事实，如果 

国际经济环境进一步严重恶化，它们可能会比别的国家受到更多（至少比较多）的 

打击。当然，由于这些国家过去二十年来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使它们总比只达 

到多数其他石油进口国的增长率更有能力处理这类意外的变故。

237. 《战略》中还提到有关这些国家的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这些国家如果不 

断地根据它们随时变化的相对优势迅速调整它们的生产结构，就会成为相互之间和 

低工资的发展中国家劳力密集货品的一个迅速发展的重要市场。事实上，即使从 

《战略》的观点看来，由于较成熟的发达国家的增长可能要缓慢得多，发展中国家 

是否能够达成《战略》的指标，与是否能够大力发展这种南一南贸易有着密切的联 

系。

3.西亚

238. 西亚同其他发展中地区有许多不同之点。第一，西亚分区比其他分区要 

小。就人口和生产总值而论，它只相当于一个中型的发展中国家。第二，由于 

最近石油出口国的贸易条件变得较为有利，西亚分区（或者更具体地说，石油出口 

国）积累了大笔资金，总的来说是一个资本剩余分区。第三，西亚与许多其他发 

展中地区——特别是亚洲人口较多的地区——不同的是，它迫切需要技术劳工和无 

需技能的劳工。由于这些因素，西亚在迅速发展的前景方面，处于比世界多数其 

他发展中地区有利得多的地位。

239. 西亚是世界上能源最丰富的地区，石油储量占全世界经证实的石油资源的 

一半以上。此外，据悉该分区藏有大量的磷酸盐、硫黄、钾碱和其他矿物，但是 

它的矿物的确实储量仍旧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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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因此，西亚尽管面积很小，却对世界经济起着两种重要的作用。第一，它 

是世界石油主要的出口来源。第二，由于1973年以来石油的贸易条件很有利， 

而使该分区成为剩余资本的主要来源。

241 . 1 9 7 0年代的十年间，西亚分区的经济情况在一些方面比世界其他地区 

好得多。在整个十年间，该分区生产总值的年度增长率为7 %以上，超过了为第二 

个发展十年所订的指振促成1 9 7 0年代的这种增长的主要因素是能源部门和由 

于出p能源而造成的资本盈余■到目前为止，这种增长对非能(源部门和经济结构所 

产生的影响很不平衡。它对贸易，主要是进口，产生的影响最大。另一个迅速发展 

的部门是建筑，但是在这方面，多半只对住房发生影响。相形之下，农业的发展情 

况很令人失望。

242. 1 9 7 0年代，尽管西亚的经济全面迅速发展，该分区多数国家的工业 

化型式并没有很大的改变。制造业仍旧多半限于轻制造业和消费品的生产，许多国 

家的工业政策都着重制造进口替代品的问题。尽管消费品的需求量增加，据估计本 

国工业的闲置率约达6 0 — 7 0 %。西亚分区尚未成功地利用它在天然气、石油和 

其他自然资源方面的优势来制订工业政策，但是它正在设法发展石油化工业和炼油 

1
243。 过去十年期间，石油出口国也在基本设施，特别是运输和通讯系统的发展 

方面取得了进展。大部分建筑工程都包给外国公司，由外国劳工进行，很少本国 

人以分包或其他形式参与这类活动。

244。 过去十年间，在区域间合作和协调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西亚区域内的合 

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资本和劳工的流动。由于石油出口国对技术和无需技能的劳 

工的需求迅速增加，该分区内的非石油出口国和其他国家有大批工人移往石油出口 

国。这些工人的汇款对于他们国家的国际收支情况有所助益。 此外还通过开发银 

行和基金系统以条件较好的贷款、援助和对合办项目的投资流通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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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I 9 7 0年代西亚尽管有一定的增长，它的增长潜力受到了一些因素的限 

制。一项这类因素就是，它没有足够的能力将剩余资本转化成生产性的有形资产。 

由于没有足够和适当的技术、体制、基本设施和技术人员，承担能力也受到了限制。

246. 至于未来的前景，西亚分区由于石油出口所产生和可能产生的盈余，比多 

数发展中地区占一定的优势。外来资源似乎往往决定了最高增长率，西亚由于它的 

盈余而不必受到这种限制。另一方面，西亚同许多类国家相比也有一些确定的相对 

弱点。它没有足够的适应能力，因为它过于倚赖一种产品，由于缺乏生产过程中所 

需的除了资本以外的其他投入而没有承担能力，政治情况也可能不稳定。但是西亚 

达到《战略》中所订的增长率的前景总的说来似乎还算是比较好的。

247 •石油国家既定的长期战略是根据限制石油供应总量的考虑订出的。这项战 

略旨在⑻延长这种不再生资源的期限，使它得到最长期的有效利用和(b)在石油收入 

耗尽以前将这些国家的经济从石油时期推动到自给增长的非石油时期。

248。西亚的非石油国家包括一些最不发达国家和一些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 

这些最不发达国家有着资源贫乏、国际收支困难、农业落后、劳动力技术水平很低 

和基本设施缺乏等特点。必须作出很大的努力，才能达到《战略》中为这类国家所 

订的指标。但是西亚的非石油国家同其他地区的国家相比又有一项重要的有利条件, 

那就是它们邻近有剩余资本的石油出口国，并同这些国家有着种族和文化上的联系。 

这些最不发达国家如果同该分区的石油出口国加紧逬行更有效的合作，将会对它们 

进行达到《战略》指标所需的艰巨改革有所助益。

■D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249 .战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大力进行结构上的改革，经济增长得很快。

1 9 7 0年代的整个十年间，该地区的年度平均增长率达到5.4%左右。但是，这 

十年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⑻1 9 7 0年代早期的迅速发展时期：1 9 7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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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7 4年的平均增长率为7 %以上，这段期间事实上是1 9 6 0年代开始的一个 

阶段的延续；和(W从那时以来的一段发展较缓慢的时期：1 9 7 5 — 1 9 8 1年的 

平均增长率为4.7%。

250. 1 9 7 5年，后一段期间开始时，由于石油价格第一次大幅度上升，一些 

石油进口国的经济活动急剧减少，使得增长率突然下降到3。8%。后来，该地区的 

经济逐渐恢复，1 9 7 9年的增长率达到6.5%的高峰，1 9 8 0年达到5.8%, 

但是估计1 9 8 1年又突然下降到1.2%。由于石油价格上涨，区域通货膨胀率急 

剧上升，从1 9 7 3年的36。3 %上升到1 9 7 6年的最高点一61.5%，又从 

1 9 7 8年的38.7%上升到1 9 8 1年的59.8%。此外，外债增加了很多，从 

1 9 7 5年到1 9 8 1年之间，增加了几乎3。5倍。这些债务多数都是石油逬口 

国引起的，仅仅巴西一个国家的债务就占了区域总额的四分之一以上。但是有些石 

油出口国也大举外债，目前墨西哥的外债额仅仅略低于巴西。当然，目前的高利率 

在这些债务的偿付方面造成很大的负担，巴西为此而限制货币，并且陷入经济衰退， 

墨西哥的货币也因此而大幅度贬值。

251. 从以上最近发展情况的简要介绍看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经济情况 

受到国际经济环境很大的制约。在过去十年间，国际石油市场的变化一直是影响该 

地区的一个重要外来因素，最近的将来也仍将如此。因此，表1 2对该地区的石 

油进口国和石油出口国加以区分> 过去十年多半的期间，石油出口国的贸易条件大 

为改善，使它们受到惠益，也为石油进口国带来很大的问题（自1973年至1979 

年间，石油进口总量增加到三倍，以后还将继续增加）。此外，对那些进口石油而 

又出口一些其他重要的初级商品的国家来说，由于它们的初级出口商品（例如铜） 

的价格不是持续偏低，就是最近大幅度下跌，使得贸易条件恶化的情况比单单是石 

油价格变动所显示的情况还要严重。

252. 最近该地区两种结构上的变化使得出口更为多样化。第一，该地区的制成 

品增加，现在拉丁美洲的出口贸易中，制成品占20%左右。从绝对数量看来，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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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的变化最大，但是一些其他国家的制成品在其出口中所占的比 

额也增加了很多。第二，出口的初级商品的组成也更多样化。新的农产品和矿产 

品在该地区的出口中也占了很重要的地位。

253。 在贸易政策方面也作出了一些改革。从1 9 7 0年代早期开始，1 9 7 0 

年代的整个十年间，石油出口国从过去的制造进口替代品的政策转向较为开明的贸 

易政策的倾向变得较为明显。但是.由于国际收支方面的困难，石油进口国在 

1 9 7 0年代中期制止或是扭转了这种倾向。

254。 石油进口国经常帐户的国际收支赤字增加了很多，从1 9 6 0年代平均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1。9%上升到19 7 0年代的2.9%。过去十年间，外资的来源也 

有了改变。早先流入拉丁美洲的资本多为官方长期资本和直接投资。相反地，从 

1 9 7 0年代开始，外资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以市面的利率从私营和商业银行取得的 

短期和中期贷款。由于最近利率急剧上升，外债的偿付相对于出口收入和国内生产 

总值的负担加重。未偿还的外债总额从I 9 6 5年的$ 1 0 0亿增加到1 9 8 1年 

的$ 2, 400亿左右。

255 •对石油出口国来说，《战略》前景构想所设想的主要改革是提高资本生产 

力以达到1 9 6 0年代的水平（也就是高于1 9 7 0年代的低水平）。对石油逬口 

国来说，较重要的是，将提高投资率的长期趋势继续下去。该地区所有国家，如果 

对投入生产的物资的利用和产品组成予以调整，以便充分利用包括无需技能的劳力 

在内的现有资源，就能大大地提高增长率，可能更重要的是，能够大力促进各种社 

会目标。要做到这一点，可能必须进行重大的政策改革，包括更广泛地消除长期以 

来对许多一直受到保护的资本密集生产活动开放国际竞争设置的壁查。

256.因此，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要想达成《战略》中所订的经济和社会指标， 

就必须对国家政策进行一些重要的调整。但是仅仅调整国家政策还是不够的。还必 

须扩大国际市场，减少进入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和计划经济’国家以及其他中等收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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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壁垒。各国必须为此减少货品和劳务贸易的壁鱼。此外， 

还必须扩大区域内的贸易和拉丁美洲同其他发展中地区之间的贸易，尤其因为即使 

根据《战略》所构想的前景发达国家的增长都较缓慢而更需如此如果国际经济能 

够这样发展，拉丁美洲非石油初级商品出口的贸易条件就会改善。如此，拉丁美洲 

的非传统出口也就有机会得到发展。但是唯有采取适当的国家政策，使产品具有在 

世界市场上同东亚、东南亚和其他地区的产品竞争的能力，才能得到这种发展。

257. 另一个决定拉丁美洲是否能够达到《战略》指标的重要国际因素就是国际 

资本市场的发展情况=虽然拉丁美洲一些较小和较贫穷的国家有资格得到一些减让 

性的援助，如果拉丁美洲的增长很快的话，该地区那种迅速发展的高度倚赖国际私 

有资本市场的情况将会越来越甚。根据《战略》所构想的前景，预计该地区石油进 

口国的对外贸易差额将会在1 9 8 0年代增加到平均占其产值的3 . 6%，然后又 

会在1 9 9 0年代下降到2 • 8%。

258。 要想由国际私有资本市场以合理的费用资助这种贸易差额，就必须扩大这 

种市场，或者至少增加拉丁美洲进入这种市场的机会，还可能必须逬行一些体制上 

的改革。例如，可以更广泛地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同私营银行共同提供 

贷款或是对私营银行贷款提出保证，来取得较长期的贷款和更多的贷款机会，但是 

为此可能必须进行进一步的体制上的改革，例如将世界银行的贷款额增加到同它的 

资本额成一定的比率（即使不直接提供贷款，也在提供保证时做到这一点）。如果 

在债务的管理和长期债券的发行方面提供技术援助，或是提供技术援助，使目前发 

达市场经济国家中少数几个主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的国家有更多的银行提供这 

种贷款，也可能使拉丁美洲有更多的机会得到长期私有资本。最后，如果采取任 

何政策，减少国际资本市场的波动，也可能使拉丁美洲国家较易取得资金，并使发 

达国家较乐于提供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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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发展中非洲国家

259. 过去二十年来，尽管在国家相国际两级所作的诸般努力，非洲仍然是世

界发展中区域里最不发达的区域• 除产油国家外，该区I 9 7 8年的年平均收入 

不到$ 1 7 0 ,总产值中制造业的份额低于1 2 区域结构的落后情形表现

在社会方面的是识字率继续偏低和疾病、营养不良与饥饿的继续存在。区域中31 

国有2 0国被大会指定为最不发达国家，需要国际社会对它们的发展提出特别援助. 

此外，2 0个最不发达国家中有I 3个是内陆M家，没有足够的运输设施，也没有 

直接通往世界主要海运航线的通道。

260. 1 9 7 0年代中，整个区域总产值的增长率是每年4. 6%,是发展中 

区域里最低的。同一期间中，区域的石油出口国的增长率比较好，为6. 1 %, 

但是石油进口画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增长率分别为3. 7 %和3. 2%。 由于区域 

的人口增长率非常高，所以后两类国家每人平均收入在这段期间的增长率就很有限 

了，它们分别是〇• 9%和0. 3%。

261. 由于每人平均收入是这么低，可以想见，非洲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收入 

都用于消费.储蓄的水平非常低。1 9 7 0年代中平均消费水平是7 4%，在最 

不发达国家可高达9 0%。 因此，在非产油国家•由于固定总资本形成额占总产 

值的2 2%.造成了储蓄短缺7. 8 %的巨大差额。

262*包括石油出口国在内，1 9 7 0年代区域中几乎所有国家的农业都表现 

的很差。整个区域农产的毎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 3%。 即使与表现并不好的 

整个经济来比较，农业的相对增长率还是低的。以每人平均计，农业部门在这一期 

间有显著的降低。许多国家的粮食消耗量已低于起码的营养标准。这种低落情 

况导致了其他经济困难。此外，这些国家被迫增加粮食进口.使原来已经不利的 

对外贸易收支情况更形恶化。农产品生产和粮食产出的低落在最贫穷的最不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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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造成了最不利的后果。

263. 制造业在I 9 7 0年代中的成长比农业有较多的变化a —般而言，石 

油出口国和高賊入国的制造业成长力较壮，穷国的增长率低。就整个区域而言， 

制造业的增长率为6. 3%,其中石油出口国为9. 3%,石油进口国为4.
264. 对石油出口国的成长影响最大的是建筑业和运输业.这些国家的这两 

个部门在这段期间的增长率超过了 2 0 %。

265. 在检讨这个区域在1 9 6 0年代和1 9 7 0年代中表现不佳的因素，以 

便确定需要实行何种政策才能达到国际社会与非洲囤家本身所订定的目标时，应当 

认识到这个区域在能源、矿产、可耕地、森林和水力发电方面的丰富潜力.这个 

区域拥有全世界8 7 %的铬，8 5洛的铂，6 4 %的锰和2 5 %的铀；此外，铜、 

铝和其他矿物也有重要的藏量.从非洲占世界7 0%的可可产品、3 3%的咖啡 

和5 0 %的棕榈产品的事实也可见其农地的富庶情形#

266. 农业的表现不佳无疑是造成过去十年中区域经济及社会的不利情况的一 

个主要因素。为了改善这一部门而实行的政策应当会在这区域发生重大的作用， 

尤其是因为有些国家8 0%的人口都仰赖着农业。

267.在19 7 0年代后期•区域中进口石油的国家都发生国际收支的严重逆 

差.不利的贸易条件和由此减弱的进口能力无疑压抑了这些国家的成长.不利 

的贸易条件是由几个因素造成的• 1 9 7 3至1 9 7 4年和1 9 7 9至1 9 8 0 

年间石油价格的上升和农业减产使得这个期间进口额的增加.区域中许多国家还 

遭遇到严重的外债问题，这是两个原因累积起来的后果s —是目前的帐户继续出现 

赤字.一是大规模发展项目对外的贷款• 因此•许多国家外债的情况严重•债付 

债务的开支在出口收入中所占的比例高得惊人 最后，逆转的情况和一些国家出 

口商品价格的不断下跌（如铜）也造成很大的问题。

268.缺乏足够的基础建设一直是发展上的一个主要瓶颈.这不但阻碍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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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国家发展潜力的提高，并且也是非洲本身加强区域间合作的阻力》 对于非洲的 

内陆国家，这种实质障碍尤其成为发展的重大阻力。

269. 除了这些实质、经济和政策上对成长造成的阻力外，近年来区域中许多 

国家还受到一连串外来的或内部的冲击的影响，这些冲击在萨赫勒地区是以旱灾的 

形式出现，在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和乌干达是以内乱的形式出现。这些国家经济 

结构的脆弱、储蓄额低、农产量低和运输设施不足等因素使得这些冲击的后果特别 

严重.也使复原的过程缓慢而痛苦.由于生产和消费水平本来就偏低，这些冲击 

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大规模的迁移以及随之而来的饥饿、疾病和营养不良。

270. 1 9 8 0年4月2 8日和2 9日在拉各斯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和政 

府首脑会议通过了《执行蒙罗维亚非洲经济发展战略的拉各斯行动计划》B 这个 

战略强调了三个基本目标：㈣努力提高自给自足的程度；Cb)加速发自内部的和 

比较自动的成长和多样化过程；⑹逐步消除失业和普遍贫穷的现象。为了达到 

这些目标，会议确定了一系列应采取行动的优先颂域：⑴取得粮食生产相供应的 

自给自足；（ii)建立健全的工业基础；（iii)发展基础建设，特别是运输和通 

讯的建设，以促进区域的实质一体化；相（iv)扩大国家充分控制自然资源的能力。

271. 在这个战略中，扩大农业部门和增加粮食供应是核心。这一部门的发 

展不应视为孤立事件.而应纳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农村地区发展的范围中， 

因为有些国家8 0%的人口都生活在农村。农村人口的生计主要依赖土地上的产 

出，鉴于近几年观察到的人口增加的迅速，这一部门的急速发展是特别重要的。 

此外，1 9 8 0年代间劳动力的相应高速增加也是预料中事。要达到《第三个发 

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为本区域农业部门所订的4 %的增长率目标，必须采取适当 

的措施和政策。最重要的是•对压抑农产和农业投资的普遍存在的外汇政策和以 

进口工业产品代替本地生产的政策必须加以修改。应当同时努力增加土地和劳动 

力的产量以及通过灌溉来扩大可耕地面积。土地改革可使劳力更加密集，或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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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投入因素的配合发挥更大的效用a 在区域中易受旱灾侵害的萨赫勒地区国家和 

其他最不发达H家，扩大粮食洪应和加强薄弱的农业结构更是特别重要^

27a在把区域总产量增长率订为7 %的总目标下，制造业的目标为9. 5乳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必须努力增加资金运用的效用和减少历来所见的资金/产出的 

比率偏高的现象。应当采取措施，以减少工业部门中设备未能尽量利用的现象a 

如果这个部门要能有效地同进口货竞争，技术与管理技巧必须改善。由于大部分 

国家的面积小，最好能加强区域间合作和协调次区域内制造业的规划活动，以此拓 

宽市场》

273.在运输和通讯方面，强调充实地方上修建公路支线的能力是很重要的， 

这不但是为了建立有效的通讯系统，也是为了达到农业、制造业和整个经济的指标 

和目标所必需的。对于内陆国家，加快基础建设的发展更是特别重要，这样才能 

克服它们在发展上的环境阻力.大会了解运输和通讯对非洲发展的特殊重要性. 

也知道目前系统的不敷应用，所以宣布1 978至1988年为《非洲运输和通讯 

十年》，其订定的目标是促进运输和通讯基础建设的一体化和打开非洲的内陆与孤 

立地区。

274.要达到《战略》所订的经济和社会目标，各国的和区域的政策需要作实 

质的转变。但是这些转变若要成功，国际上对非洲的发展也势必提出重大的承诺, 

这种援助的必要性可以从《战略》所预测的前景构想中存在的巨大差距上看出：

1 9 8 0年代的总产值的差额在1 0%以上，1 9 9 0年代几乎达到1 3%(石油 

进口.国比这个数目更高）。在目前的收入水平和前景下，大部分非洲国家不能从 

囿际非官方的资金市场中得到这笔资金《» 因此，能否得到大幅度增加的减让性贷 

款对这种努力会发生关键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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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发展中中央计划经济国家

275•把中国也算在内，发展中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中国 

除外，则其他使用计划经济的战略来达到成长目标的发展中国家就比较小，并且散 

置各处，包括在东南亚、非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西半球的古巴。因为中国在这一类 

国家中占了主要地位，此处的讨论就针对这个主要国家。

276•最近发表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是变化多而又复杂的。中国的生产结 

构因工业产出所占的份额大（40%)和服务业小（2 5%)而显得突出。以国际 

穷国的标准而言，中国区域间收入分配相当平等，但在西南、东北和北中国平原地 

带还有一些情况严重的贫穷区。在强调工农业全面发展的情况下，各地区欢业成果 

所表现的重大自然差别和商业与工业的专门化的区域经济形态，虽然更具潜在意义， 

但却被忽略。在某些区域，农业的自然灾害对经济活力造成严重的威胁。地域的辽 

阔，地理气候的差别、不同的企业活动的传统，以及极端贫乏的运输服务，都指出， 

有必要注意中国的区域，把它们当作几乎是单独的经济体系来对待。

277.中国经济近年的增长率平均每年为5 %至6%，但比起1976—1978年 

恢复期间的猛进，这只算是一段中速度增长的时期。农业的走向因受到严峻的气候 

的影响而不易辨明，减少重工业活动的政策转变得到轻工业急速成长的调和。1980 

年整年的官方数据显示，工业总产出的增长率为8%，但是其中重工业几乎处于停 

滞状态（1 . 4 % )，而轻工业和纺织工业的增长情况却非常好（增加了 1 8. 4%)。 

1981年的初步数据也显示经济结构的加速转变和增长总和的少许增加，其他制造 

业产量的增加填补了重工业的减产。

278•由于扬子江流域的水灾和北中国平原的旱灾，1 9 8 0年谷物的产量降低 

了4%，但是其他粮食、工业作物和牲畜的产量大量增加使得农业总产量增加了 

2. 7%。农业的活力反映出改革和货币刺激的效果，因为土地的利用已从种植谷 

类改为种植价格较高的作物和产物。一些有关1 9 8 1年收成的报导显示，谷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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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只比19 8 0年的低产水平增加了少许。但即使复原是有限的，若配合预斯的 

其他作物和牲畜的继续增产，1 9 8 1年的农业产出可能会提高5. 5%。

279•中国的外贸在]970年代结尾时增加的非常快，到1980年代初，总交易 

额每年平均增加2 0%以上。贸易额的增加来自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 

的贸易，与发展中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的贸易却减少了。贸易的组成是朝着出口轻工 

业制成品和进口谷物、原料和一些机器的方向转变。最近的贸易组成反映出贸易战 

略正朝着另一个方向调整，即进口供本地加工的原料和出口增值高的手工艺品、较 

工业制成品以及其产品。大韩民国和其他太平洋盆地国家曾经成功地应用了这种方 

式，它与比较传统的出口来加工原料的战略是不一样的。

280. 除了 1 9 8 0年间短期的收支不平衡外，慎审的作法和出口的成功使中国 

对外的财务处于稳健的地位。谨慎的贷款战略着重的是短期的商业贷款，长期的官 

方信贷承诺、联合国和日本的优惠发展贷款和国际货币基金的提款权。由于这种作 

法，中国在今后几年的外债即使增加，也仍然可以维持财务上的弹性。

281. 改革与调整为中国的中期经济前景带来了希望，但其中也含了未知数。减 

少重工业活动的调整战略使得政府对重工业投资作出大量的裁减，并且取消了与外 

国公司——特别是日本的公司——签订的合同。另一方面，强调轻工业、发电和运 

输业的新方向似乎相当成功。农业组织上的一项重大改革就是“包产制”，始用于 

四川，现已传到其他地区。这个制度准许私自贩卖超过限额以上的产出。其他还有 

一些重大的改革也对贸易和资金流动发生了影响，如企业本身有了更大的自主杈， 

新制定了银行法、建立了与外国企业间的新关系、制定了新的外汇管理办法和推广 

外国资金的进口等。这些改革预期会帮助1980年代的成长。即使对中国农业的 

成果和对它的政治与经济的稳定状况作比较保守的胺定，从现在到1985年的这段 

期间，总产量的增长率会达到5 %与6 %之间应是合理的估计。

282. 中国经济的远景看起来是很光明的。中国的发展有几个客观的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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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括识字的并且有积极性的庞大劳动力，有希望开发的能源和原料，以及稳健 

的国际财务关系。即使只维持它在1 9 7 0年代的历史增长趋向，中国的增长率至 

少也会达到只比《战略》中所订的增长目标稍低的水平。

283•长期的展望显然要看中国的改革政策的成绩了。重要的不只是减少重工业 

活动的新方向，并且也在于组织方面的发展，给予组织和管理更大的弹性和积极性。 

其他的重要改革还包括：增加了与外界的关系；强调对外贸易和与外国投资者合作 

发展中国的资源，特别是海岸外石油；在中国境内与外商进行合资企业，如与发达 

市场经济国家的公司进行的合作以及在经济特区中进行小规模项目，后者有许多是 

由来自香港的中国企业家和资本所建立的。

284.中国过去的经验显示，在它未来的发展中也不能排除自然灾害和社会动乱 

的可能性。但是，达到《战略》中所订的指标的潜力是存在的，并且，假定没有意 

外的情况发生，这个潜力不但要看内部改革的成功与否，也需看外在世界的发展。

在这方面，市场经济国家的资金继续流入，并且增加流量，是非常重要玫这些资 

金主要来自发达国家，但是一部分也来自东南亚的发展中国家。世界与中国之间的 

贸易额的增加，特别是中国的轻工业制品能继续被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所接受，也非 

常重要。如果煤与石油等商品能够充分开发和向世界市场出口，则可成为换取外汇 

的潜在来源，可以换取外国的资本货物和技术。在对世界经济和对贸易与资金流动 

的前景作比较乐观的假定的情况下，中国的增长率可望等于或高于《战略》中所订 

的增长目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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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展的一些社会现象 

A •导言

285. 上面所讨论的是经济成长的决定因素以及要达到每一构想下的目标所必须 

作出的努力。这些努力涉及大量的国际合作，只有如此才能达k《战略》中前景构 

想的目标。没有这种合作，世界经济很可能将继续在低成长的层面前进。总之，合 

理的假设是，这两个前景构想概括了从现在到本世纪结尾的可能成长情况，到公元 

2000年时，世界经济将介于两者之间。

286. 为了评价达到《战略》中成长前景构想的重要性，审查一下这三个构想中 

对每人平均收入的预测的含义应是很有用的。基本问题是，在这三个构想下，每人 

平均收入对个人、家庭和社区可能造成什么差别。《战略》中要求国际社会作出的 

额外努力，对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城乡人口的生活而言，到底会产生什么差别？既 

然《战略》所预测的每人平均收入与低成长构想中的每人平均收入的差别代表了各 

种可能性的上限和下限，那么分析这两个构想应可显示达到《战略》中所订的目标 

对生活水平可以作出多大的改善。

287.若要了解《战略》中加速成长的构想对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人会发生那些 

变化，第一步势必审查国内总产值的分配状况。特别重要的是衡量各贫穷阶层收益 

的绝对值；同时，•也值得注意那些比较富有的阶层从成长中得到的好处，并审查贫 

穷阶层与富有阶层各自从国家收入或国内总产值中得到的份额。虽然作为生活水平 

的指标，这种份额比较抽象，可是它们的确可以对不同人口群在发展中得到的利益 

的分配情况的提供深一层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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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值得做的进一步工作就是确定在这三个构想下，不同的人口群对物品和服 

务的消费情形会有什么不同。可是对这一类问题的详细研究，目前在大部分发展中 

国家所收集到的数据还不容许，因为它需要全国性家庭预算的调查结果。当更多的 

国家开始在联合国各国家庭调查能力方案下有系统地执行了家庭调查方案后，则数 

据的情况可望大为改善。不过至少已有一些关于住所、饮水和卫生设备等重要社会 

物品和服务的资料；此外，还有一些关于政府在保健和教育方面的开支的资料。下 

面就要讨论这些题目，并且接着要审查在三个构想下的收入分配情形。

收入分配

289.比较国内或国家间收入分配的一个有效分析办法即将人口划分成标准节段 

(例如四分位数或十分位数），按每一节段总收入份额来划分等级。为配合本报 

告的需要，今选定每十分位数人口的收入份额来研究增长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由 

于并非每个国家都具备这些数据，即便在具备这些数据的国家内，通常也不是定期 

地收集这种数据，因此，仅能根据58个发展中国家的样品来进行分析（关于国家 

名单，参看统计附件表7.1 )，这些国家约占发展中市场经济人口的90 %。 为 

了估计1 9 8 0至2 0 0 0年间各年度的十分位数分配情况，采取跨国分析办法. 

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收入同每十分位数的收入份额间取得一种函数关系。所得出 

的公式具有许多值得发展规划人员特别注意的特点。例如，这是根据对各国的不 

同发展阶段的历史性观察的结果.因此，它反映出各国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的历 

史模式。在六个低收入的十分位数范围内呈现抛物线的形式。换言之，该团体 

的收入份额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收入的低水平方面（即每人收入低于莊300的水平 

偏于减少，直到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平均收入达到中等级别（在® 400到$ 600 ) 

为止。此后，当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平均收入增加时，属于六个较低十分位数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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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份额也有逐渐增加的倾向。其他实验性研究对这种现象也提出报告' 并且提 

出若干理论加以解释* 52 *。

290 .个别国冢收入分配预测所根据的两种备择假定如下：

㈨预’测的收入分配将根据不同收入团体的份额与按人口平均计算收入之间

的长期性历史关系所暗示的途径进行。这意味着当各国从低收入（按人口平均计 

算的收入）水平升至中等收入水平时，人口中六个较低十分位数所获收入份额将减 

至某种程度，然后再开始增加，这是一种“较不公平”的情况•可解释为缺乏旨 

在改善人口中最贫穷的60 %所处情况的审慎政策。

⑽根据第二种假定，当按人口平均计算的收入增加时，最低的六个十分位数 

的份额也增加i 这显然是比较乐观的办法，是假定个别国家采取审慎步骤以便 

更公平地分配国冢收入.从而作出预测。因此，这也表示决心实施一种可改变历 

史模式的政策。

291.根据国内总产值增长的三个前景来看，这两种收入分配的预测在其预测期 

间内可能导致的后果有大幅度的差异。将最有利和最不利的后果加以比较，可看 

出可能差异的范围。如果实现了战略所订的增长率，并且发展中国家采取“比较 

公平的”分配政策，则低收入国家人口中最贫穷的60 %的收入份额可望在往后二 

十年内有显著改善。54 55相反地，最不利的后果（低增长和“较不公平的”分配） 

显示人口中最贫穷的60 %所获份额将少于2000年收入的28 %。

”实例参看世界银行工作报告第3〇9^。

52 实例参看 G. R Frank fpR. C. Webb,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Growth in the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普林斯顿，普林

斯顿大学出版社，1 9 7 7年）

55增至一种标准差可信范围的上限。

34参看表21和统计附件，表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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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 图二显示，根据战略，采行较公平的分配及根据低增长，采行较不公平的

分配这两种情况下，低收入国家在2000年时10个十分位数人口划分每一单位按 

人口平均计算的绝对收人 根据低增长的情况，若实行“较不公平的”收入分配，

则最低的十分位数的按人口平均计算收入仅$ 61。 相反地，根据战略及采取 

“较公平的”分配，这最低的十分位数按人口平均计算收入则为$ 172■—几乎增 

加了三倍。然而，即使在这种比较有利的结果下，最低的四个十分位数，约包栝 

791，000, 000人，在2000年按人口平均计算的收入仍然低于$ 300,在1980 

年人数为968, 000, 000人 在低增长和“较不公平的”分配情况下，最低的

8个十分位数，约包括1,403, 000, 000人，在2000年按人口平均计算的收入 

仍低于$ 300。 更值得注意的是，最低的五个十分位数，约包括I, 017, 000, 

000人同1 9 8 0年的742, 000, 000人相比，他们在2000年按人口平均计算 

的收入将低于$150。（参看统计附件，表7.3 )

293. 在可估计收入分配的5 8个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冢中，在1 9 8 0年约有 

I，161, 000, 000人的收入低于$ 300(表2 1 )。 在收入水平同收入分配的 

历史关系持续的第一神假定在低增长和中等增长前景构想下，收入低于$ 300的人 

数将大量增加。即使在战略下，到2000年时，仍然有1，128, 000, 000人的 

收入低于S 300 ^

294. 在第二个假定下，改善赤贫现象的前景要乐观得多。根据战略预期的迅 

速增长，可望在2000年时将收入低于$ 300的人数减至809, 000,000 •比起 

1 9 8 0年的I, 161, 000, 000大为减少。更为显著的是收入低于S 150的人 

数减少：从1 9 8 0年的825, 000, 000人减至2000年的94, 000, 000人 

根据中等增长和低增长的前景来看，这种收入分配办法无法防止低收入人数的大量 

增加。但是，同根据历史模式的收入分配办法相应的低收入人数比较，到2000 

年时，收入低于游300或$ 150的人数约减少200, 000, ,000人（参看表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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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在1 980和200 0年按人口平均计算 

收入低于$300和$ 150的人数根据

58个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样品估计a 

【以1 9 7 5年美元计）

收入分配的办法

年度，

增长

前景

国产总值 

增长率b

⑻

假定继续

历史模式

㈦

假定增加人口最贫穷的

60 %所占份额

低于筇300低于邾150 低于$ 300低于筇150

19 8 0 — 1161 825

2 0 0 0

低增长 4.6 1646 1079 1466 838

中等 5.5 1582 975 1382 782

国际发展战略 7.0 1128 491 809 94

来源：联合国秘书处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⑻以百万计的人数

0>) I' 9 8 0 —2 0 0 0年复合比例 * 1

295.简言之，战略下的加速经济增长加上在5 8个国家中每一国内人口较贫穷 

的60 %的收入的重新调整将可大减生活在赤贫状况下的人数，即便整个人口仍然 

迅速增加。相反地.如果收入分配和收入水平间的历史关系仍然继续下去，并且 

世界经济沿着低增长的途径发展，则到2000年时生活在赤贫状况下的人数将比

1 9 8 0年增加约50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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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因此，除非改变国家和国际政策.以便将世界资源的较大份额重新分配给 

非常贫穷的人，并且加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长3否则到2000年时，仍然将有超 

过十亿人处于饥饿边缘，几乎没有生存必需的饮水和房屋，并且严重缺乏保健和教 

育——远低于让他们过富足充实的生活的最低需求量。

C。房屋

1。目前情况

297。 具备1 9 7 0年左右的住房资料的国家的人口约占全世界人口半数：

他们占有463, 000, 000所住房，每一住房平均人数为3。9。 大部分的住房 

都在发达国家内，每一住房平均人数为3。2。 至于发展中国家方面，仅具备其 

总人口的3 1 %的住房资料，共占有146, 000, 000个住房单位，每一住房平均 

人数为3。5。5 5

298。 至于现有住房是否充足，可根据超过每间特定人数的住房所占百分比 

来衡量是否住得过份拥挤。除欧洲和北美之外，每间住房平均人数过多的现象在 

所有区域的国家内普遍存在，其中许多国家报告说，该国4 0 %的住房都是一间住 

有三个人以上。农村地区通常比城市地区住得更拥挤。在发达国家和比较犮达 

的发展中国家内，住房拥挤的现象已趋于改善，但在较不发达国家内，这种现象却 

有增无减。h

299。 现有资料仅涉及住在所谓“传统住房”5 7内的人r不包括棚户和边际住 55 56

55根据“全球人类住区概览”（a，coio\70/a/i )，第197—198段，第 

138页（英文本）。

56同上，第204—205段，第140、143页（英文本）。

〃联合国住房统计有关“传统住房”的定义为：“建筑结构可望维持十年以上的 

一间或多间供家庭居住的房屋”。（《住房统计概要》，1975—1977年，联 

合国，纽约，1980年，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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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单位在内，这些地方的住户人口密度可能高得多。有关非传统住房的有限现有 

资料显示，每间的平均人数为3。2; 6 0%的房间住有二人以上，3 5%的房间 

住有三人以上。传统住房在这方面的相应数字分别为3 5%和2 0%。5 8

300。 六个发展中国家内八个城市的若干数据显示贫民窟和棚户住区的人口 

众多而且增加迅速。1 9 7 0车，这些城市的贫民窟和棚户住区的人口占这些城 

市人口的25—67%，而且在多数城市内，贫民窟和謂户人口增加的速率远超过整个 

人口增加速率（参看统计附件表8。3 )。

301。 在资料完全的3 3个发展中国家中，1 9 7 0 — 1 9 7 4五年期间， 

所建的传统住房数目仅为1 9 7 0年中期至1 9 7 5年中期所组成家庭（净）数的 

3 7%。（参看统计附件教8。4 )因此，其余6 3 %的家庭必须挤在现有住房 

内，或者建造他们自己的非传统住房，通常是棚户住区内临时凑合的小屋，没有保 

持卫生的污水处理设备、没有铺路和电力，甚至通常缺乏饮水供应，也没有下水道 

来排出雨水。

302。 相反地，在3 1个发达国家内，1 9 7 0 — 1 9 7 4年期间所建的传 

统住房数目超过了 1 9 7 0年中期至1 9 7 5年中期新组成家庭（净）数的两倍以 

上。由于建筑比例高，增长缓慢的人口得以分散到更多的居住单位中，使每一住 

户的人数日减，并且新住房也可大量取代破旧住房以及容纳农村迁往城市的移民和 

从经济不景气城市迁往就业机会迅速增加的城市的移民。

303。 发展中国家内住房过分拥挤及传统住房建筑比例偏低的主要原因自然 

是每一任户收入水平低的缘故。发展中国家的贫穷家庭将其大部分收入都花费在 

食物上也仅能胡口，没有什么余钱可用于住房、设备、交通、衣服、教育、保健服 5

5 8 “全球人类住区概览”（A/C01^ • 7〇/AZl )，第2〇7段第143页（英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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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和娱乐方面。根据在八个发展中国家城市地区的抽样调查，国际劳工局（劳工 

局）发现，收入在5 0 0美元以下的家庭通常将其收入的6 0 %花在食物上，只有 

10%—25%用于住房方面。〃即使以最高花费收入的25%于住房的例子来 

看，收入S 5 0 0的家庭每年愿意或能够花在住房上的费用也只有$ 1 2 5，即每 

月® 1 0左右。但根据世界银行于1 9 7 0年代初期进行研究的五个发展中国家 

中四个国家的大城市的情况* 4 °来看，上述费用甚至不足以支付最廉价类型的备有 

厕所和包括各种服务的“完备”住房。这些研究发现，根据1 〇 %的利率、不付 

定银、分25年付还以及花费家庭收入的15%于住房等条件，有35%至68% 

的家庭无法购置其城市内最廉价类型的完备住房。利率增至1 5 %后，则有57% 

至7 9 %的家庭无法购置其城市内最廉价的完备住房。4 1

304.各项研究发现，（未经开犮利用的）原土的费用在土地、公用设备和 

基木建筑的整个费用中占了相当部分。即使在所研究各城市的边缘地带，这项费 

用也占总共费用的1 4 %至4 6 %。42对于连低费用住房也无法负担的多数居民 

来说，仅仅土地本身的价格也高得无法问津，因此，许多人只好非法占用空地 

(“擅自占地”）或者购买或租用那些缺乏大部分服务或全部服务的较廉价的土地。 

许多城市的棚户住区引起的问题相当严重，包括有关土地所有杈和使用杈的法律纠 

纷、费用增高，以及向密集住房区提供服务的管理不易，这些住房没有充分的街道 

使用杈，缺乏公用设备供H线》

”人/^〇卿。70/^，1，图2。7工，第9 8页（英文本）；根据国际劳工局，

《住户收入和支出统计》5第2号，1 9 6 0 — 1 9 7 2年。

4 °世界银行，《住房部门政策报告》，1 9 7 5年5月。 

m参看统计附件表8。5的增编数据。

4 2 Orrille F. Grimes, Jr.，Housing for Low-Income Urban Fajnilies (世界寺艮行

研究出版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马利兰，巴尔的摩，1976 

年），第1 3 2页，表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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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往后二十年内的房屋需求

305. 根据居民不同年龄一性别团体组成住户比例的趋向，表2 2的“中间变数 

预测显示，到2000年时，发展中国家将增加537, 000, 000住户，即比1980 

年增加80%。发达国家在2 0 0 0年时，将增加117, 000, 000住户，即比 

1 9 8 0年估计总数369, 000, 000户增多三分之一。

306. 除了需要房屋来容纳增加的居民之外，有些现有的住房也应重建，因其破 

旧损毁、或为拓宽公路而被拆除以及遭到火灾、地震或其他灾祸的破坏。在全球和 

区域基础上估计这一组成部分相当困难，因为资料欠缺，而且各国决定一个住房单 

位是否适用于居住的标准也大不相同。从1 9 8 0年起至2 0 0 0年止，若每年仅 

重建百分之一的现有住房，则在发达国家内新增约85, 000, 000个单位，在发展 

中国家增加约180, 000, 000个单位（根据表2 2的1 9 9 0年住户预计的20% 

来计算），即在发达国家每一新住户同新建住房的比例约为1:0. 73,在发展中国 

家约为1:0*34加上将组成新住户所需住房，发达国家的情况为每增一新住户，

即需增建1. 73新住房，在发展中国家则增建1. 34新住房。

307. 1 9 7 0年代前五年的经验显示，许多发展中国家将很难达到类似上述的 

建筑比例，即使建造最廉价类型的传统住房亦属不易。因此，这些国家的大部分增 

加居民必须挤在现有住房中，通常是在现有贫民窟和猶户住区内已过分拥挤的住房 

中生活，或另建非传统住房，通常是在棚户住区和农村地区的质料极差的房屋。

3.08...为几个市场经济国家集团计算这部分的人口的方法是，按照在三个宏观经 

济前景构想中预测的新住户数目、预测的收入和投资水平预测今后建筑传统住房， 

然而算出这部分的人口数，参看表23。发达国家在三个前景构想中的新建筑与新 

住户之比将仍然偏高，反映出其中许多国家预期的人口和住户增长率颇低以及按人 

口平均计算的收入水平颇高。据估计，在必要数据完备的26个发展中市场经济国 

家中，1 9 8 0年内干均为每增一住户新建0*86幢传统住房。43在低增长的前 45

45这一比例是为个别国家所估计比例的不加权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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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构想下，这一比例在1 9 9 0年降至0.85,在2 0 0 0年仅达到0.99。然而 

在国际发展战略下，在2 0 0 0年将达到1_ 55。不过，这些平均数没有代表性， 

因为这2.6个国家不包括任何低收入的石油进口国在内。至于所包括的2 〇个中等 

收入石油进口国方面，估计比例在1 9 8 0年仅有0.48,并且即使在战略范围内， 

到2 0 0 0年也仅增至0.76。在低增长的前景构想下，在2 0 0 0年仍然是0.48, 

先在1 9 9 0年降至0_4Sl在数据完备的国家内，根据这一比例水平同按人口平 

均计算的收入之间的密切关系来看，低收入国家的这一比例水平要比中等收入国家 

的低得多。

表2之住户数目，1975—200俾以百万计 

(括号内为每户平均人数）

1975 1980 1990 2000

世界总数 9 09 

(4.44)
1030

(4.29)
1326

(3.98)
1684

(3.68)

发达国家 377
(3.25)

369
(3.06)

433
(2.78)

486
(2.62)

发展中国家 572
(5.14)

661

(4.97)
893

(4.56>
1198

(4.11)

来源:‘‘按国家估计和预测的住户数目，1975—200脾”，ESA/T/WP.73, j 

1 9 8 1年5月1 5日，附件表1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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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1970—200牌新住户的新建住房百分数

地区 1970 1980

国际发展战略

1990 2000

低增长

1990 2000

发达国家

2 6国，共计 251 247 358 447 304 342

发展中国家

26国，共计 52 86 113 155 85 99

石油出口和高收

入的石油逬口

国家（16国）2 68 110 147 205 111 131

中等收入的石油 

进口国家(10国）5 27 48 59 76 43 48

来源：联合国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及联合国人类住区中心（生境）。

这些百分数是每一地区个别国家百分数的不加权平均数。每个国家每年的百分 

数是根据该百分数、按人口平均计算的收入（国内总产值）以及1 9 7 0年代 

早期在这5 2个国家作为收入份额（国内总产值）的投资之间的跨部门关系计 

算的。

巴巴多斯、哥斯达黎加、塞浦路斯、厄瓜多尔、类济、炉拉克、以色列牙买加、科威特、 

巴拿马、留尼汪、新加坡、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 

委内瑞拉。

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共和国、埃及、萨尔瓦多、圭亚那、约旦、毛里求斯、摩 

洛哥、莫桑比克、大韩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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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 表2 3的预测虽属试验性质，但明确显示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要为其大 

部分增加居民建造传统住房以及改善或重建现有的大量质量低劣的住房均极困难。 

其中大多数国家城市地区的贫民窟和棚户住区以及农村地区的低质量住房将不断地 

迅速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必须设法利用棚户和贫民窟居民的自助力量， 

例如地点和服务方案，至少保障土地使用权以及提供基本的供水和卫生设施，从而 

鼓励居民在收入许可的情况下自行建造质量较佳的住房。同样地，农村住区也同时 

需要技术援助及取得价格低廉的实用材料。

310. 同时，必须强调的是，即使新住房单位对新住户的比例估测上略为增加， 

也就显示将建造的绝对住房数会大量增加。这种现象不会自然发生。事实上，除了 

收入最高的发展中石油出口国家之外，所有国家都需要政府作出重大承诺来发展本 

地的建筑工业，以减少目前对于进口的建筑材料及外来的技术熟练劳工的依赖。44

311. 近年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在创设或扩充住房财政机构和方案方面（例 

如储蓄和贷款机构及半公营国家住房银行等）有了重大进展。然而，在多数国家内， 

这种机构和方案仍处于发展阶段的初期，充其量仅能满足一小部分居民的需求。大 

多数人即使在中等收入房屋贷款方面，也受到自有资本和经费不足的限制。同时，

政府在住房方面的多数经费都花在政府工作人员身上，这些人大多属于中等收入和 

高收入等级，因此，最贫穷的家庭反而得不到住房津贴。

312. 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应促使各国国内（本地）财政机构向低收入家庭提供 

条件合理的小额贷款，以便将更多投资导入低收入团体的住房方面。应利用这种贷 

款在至少目前或日后可提供基本使用权、供水和卫生设备的地区购置或建筑廉价住 

房，甚至可购置空地备用。45

44参看“建筑工业在人类住区方案和国家经济及社会发展方面的作用和贡献概述”， 

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生境）执行主任向人类住区委员会提出的报告，1980 

年 1 2 月 1 5 日（HS/C/4/3)。 '

45关于这方面和涉及发展中国家住房经费的其他问题，参看《低收入住户的非传 

统住房经费筹供问题》（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78.工V.12)及《1974 

年世界住房调查》（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75. IV.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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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饮水供应初环境卫生

1.目前的服务情况和十年趋势

313 .关于发展中国家供水相卫生服务的当前情况的最佳现有资料是1 9 7 5年 

卫生组织关于拥有适当社区供水初卫生服务的发展中国家人口比率的调查估计，昶 

以迅速的评价相其他国家来源提供的数据为根据的1 9 8 0年最新估计数。截至 

1 9 8 0年为止，在这些国家内，每五人中大约有三人没法取得安全的饮用水.

314.卫生方面的情况更加恶劣，在这些国家内，每四个人中大概只有一人拥有 

任何卫生设备，包括便坑在内。将上述数字按市区相农村人口分列开来，显示出 

发展中国家合计的城市人口中约有7 5 %的人可借住房的联接或水塔取得某些形式 

的安全饮用水，但农村地区只有2 9 %的人得安全饮用水（见表2 4 )• 在卫生 

方面合计的城市人口中约有5 3 %获得“适当的”卫生服务，农村地区中只有1 3 

%的人口获得“适当”的卫生服务（见表25 )。 这些数字应视作粗略的估计， 

只代表大约幅度而已。

315 .表2 1显示，过去十年来，饮水供应的情况事实上稍有改进。农村供水 

方面取得的成就似乎特别显著，在农村地区获得供水服务的人口增加了一倍以上》 

在城市方面取得的成就不及农村的显著.现有数据显示，按绝对数字相1 9 7 0 

至1 9 8 0年间获得供水服务的人口比例来说，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这些数据也 

显示出，1 9 7 5年和1 9 8 0年间似乎缓慢下来，虽然按绝对数字来说获得供水 

的人数继续增加，但获得服务的人口比例从7 7 %减至7 5%.

316 .在卫生方面，由于解释现有数据的困难，因此情况不甚清楚。但是城市 

地区获得服务的人口百分比显然大为减少，农村地区获得服务的人口百分比稍有增 

加（表2 5 ),可以部分反映出1 9 8 0年比较严格地使用适当服务的概念相更加 

精确的报导。就绝对数字而言，城市内获得卫生服务的人口有所增加，但按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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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计则未有进展。正如供水情况一样，由于人口大量涌入许多城市地区，因此用 

户比例可能稍微下降了一点。

317 .尽管在1 9 7 0年至1 9 8 0年之间城市地区相农村地区获得适当的供水 

粕卫生设备服务的人口比例普遍增加，但应该指出的是世界上许多地方的服务质素 

不佳，而且有些国家在这段期间内的服务反而恶化。1 9 7 5年调查所包括的人 

中几乎有三分之一的人所使用的系统需加以重建相扩充。世界卫生组织在1 9 7 

0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发展中国家城市地区的自来水供应几乎有5 0 %断续不 

继。

表 2 4

1 9 7 0 — 1 9 8 0年发展中国家饮水供应服务范围的估计a

19 7 0 19 7 5 19 8 0

获得供应在人口总 获得供应 在人口总 获得供应 在人口总
服务的人数中所占 服务的人 数中所占 服务的人 数中所占

口数 的百分比 口数 的百分比 口数 的百分比
(以百万计） (以百万计） (以百万计）

城市 316 67 450 77 526 75

农村 182 14 313 22 469 29

共计 498 29 763 38 995 43

a数字不包括中华人民共初国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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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5

1 9 7 0— 1 9 8 0年发展中国家卫生服务范围的估计a

1 9 7 0 19 7 5 19 8 0

获得供应在人口总 
服务的人数中所é 

口数 的百分比
(以百万计）

获得供应在人口总 
服务的人数中所占 

口数 的百分比
(以百万计）

莸得供应 
服务的人 

口数
(以百万计）

在人口总 
数中所占 
的百分比

城市 337 71 437 75 372 53

农村 134 11 209 15 213 13

共计 471 27 646 33 585 25

et数字不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

资料来源：“国际饮水供应和卫生十年：现况相前景” U/35Z367 ) »

318 •联合国水源会议建议制订《国际饮水供应和卫生十年》，使最近的投资有 

所增加，但由于从开始到完成各项的时间拖延过久，投资的增加似乎不可能使获得 

服务的人数大量增加。表2 4湘表2 5所列数字可作为衡量今后进展的指标。

2•饮水供应相环境卫生方面的现有投资水平

319•除了上述的显著进展之外饮水供应和环境卫生方面的投资额也有增加，其 

中包括国内外资金。1 9 7 1至1 9 7 5年间，这种投资每年平均数为$ 30亿 

(按1 9 7 3年美元计算），1 9 7 9年增加至$ 70亿（按1 9 7 9年美元计 

算），因此考虑到通货膨胀按实值计算增加了 20至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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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际饮水供应相卫生十年》（1981—1990 )相1991 — 

2 0 〇 〇年的前景

(a)实现人人都有饮用水相环境卫生所需的投资 320 * 322 *

320 •如果要达到《国际饮水供应和卫生十年》制定的在1 9 9 0年以前人人都 

有清洁饮用水相卫生的目标，则所涉及的人数必须包括所有在1 9 7 5年尚未获得 

服务的人口，加上1 9 7 5年至1 9 9 0年间增加的人口。 在1 9 8 1 — 1 9 9 

〇十年内，大概有25亿必须获得供水相/或卫生服务，其中还包括要改善对2 5 

亿人口服务。

321.世界银行利用最近执行的项目的基本费用数字作出估计，除非目前在排水 

系统相单独房屋自来水联接方面的重点有所改变，否则为实现人人有饮用水和卫生 

的目标所需的费用总额可能高达$ 6, 000亿，'(按1 9 7 8年美元计算）•不过, 

如果为城市初农村次级部门选择适当的技术，以及提供更多各种不同的服务水平，

这笔费用可以降低到莊3, 000亿‘以下，例如，在城市卫生次级部门中存在着各 

种技术，其费用、方便程度和精细程度各不相同• 关于以水为媒介的传染病目性 

质和流行病学的研究显示，一种费用低廉的厕所如能配合卫生教育就能够大量减少 

疾病.供应用水的费用也可以利用社区水塔相手力唧筒以及单独房屋联接而大量 

减少•

322 .这些数字显示出，若要实现在1 9 9 0年以前人人都有饮用水相卫生服务

的目标，则先决条件是，这方面的投资率要比1 9 7 9年所估计的投资数额高出5 

至1 〇倍.因此，实现这个目标方面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发展中国家 

能够提高其吸收这种迅速增加的投资并从中得利的能力的速率。如果发展中国家 

的经济迅速增长，例如，按《国际发展十年》假定的速率增长，又如外部援助能够 

大量增加，则动员经济资源用于饮水供应相卫生服务的方案能毕竟不会成为最重要 

的限制因素。但是，目前全世界的经济局势未可乐观，外部援助的数量仍然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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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规定的发达捐助国国民生产总值〇• 7%的官方发展援助指标低得多。

323 .此外，即使对外部援助的数额作出最乐观的假设，大部分投资主要还是必 

须出自发展中国家本身.对某些国家来说，要能得到实现《国际饮水供应和卫生十 

年》目标所需的资源数量而不影响本国经济的其他重要部门的增长前景，实在很难 

做到。要实现《十年》的目标，这个比率还需大为增加》 最少对一些国家来说， 

全力以赴地实现这个目标可É在国家优先项目方面造成困难。按照《战略》建议 

的高投资总额比率来实现这个目标当然比按照中增长速度前景枱想或低增长速度前 

景构想较为可行。

⑼国际饮水供应相卫生十年的指标相战略 324 325

324 .前面的讨论清楚地表明，对所有国家来说，在1 9 9 0年以前实现人人有 

饮用水和卫生服务的概念可能不是一个切合实际的目标，尽管人人都有饮用水和卫 

生服务必然是每一个发展中国家相整个国际社会在这个重要的社会部门内应该努力 

尽快实现的最终目标.

325 .不过，在此期间，为了使《十年》能够在十年期间取得实际而有意义的成 

果，实际制订出来的目标必须合乎现实并须加以调整，以拟订那些反映各个国家的 

全盘需要相可能性的服务标准相服务范围。各国政府在制订供应用水相卫生的目 

标时，也必须铭记着1 9 8 0年代国家经济其他部门的社会相发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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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若干国家已经顾及所达到的服务范围，制订了本国的《十年》服务范围的 

指标和目的。有些国家正在强调提高现有系统的质素的重要性，但另一些国家则计 

划增加尚未获得服务的人口起码能得到最低限度的服务的机会。

3 27.因此，国际社会为《十年》制订的目标和目的愈来愈照顾到各国的特殊情 

况，因而也更切合实际•表26是已经制订指标的各国所订的城市和农村供水和卫 

生的指标。

328.尽管向卫生组织提交国家报告的国家之中几乎有一半已经为饮用水和，或 

卫生次级部门制订了指标，但制订方案的国家为数尚少•故无法确切地作出任何全 

球性的估计或分析国内外的财政需要。此外，还有很多国家尚未制订《十年》期间 

的指标。这也许并不足怪，因为大多数国家政府都是制订五年期的中期规划。甚少 

国家采取长达十年的长期指示性规划办法。46 * 1

关于实现《国际饮水供应和卫生十年》目标的前景，包括捐助国和捐助组织的 

活动，详见“国际饮水供应和卫生十年：当前情况和前景：秘书长的报告”，

1 980 年9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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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6

饮水供应和环境卫生： 

有关政府报告的要在1 9 9 0年

以丽达到的面家指标

区域/国家

指标（1 9 9 0年以前获得服务的人口百分比）

供 水 环境卫生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非洲经委会

阿尔及利亚 85 25

乍得 8〇 75 _

埃塞俄比亚 100 5〇 - -

加纳 77 6l -

象牙海岸 100 100 —

马拉维 100 100 100 100

塞内加尔 98 70

斯威士兰 100 100 100 100

拉美经委会

阿根廷 8〇 8〇 7〇 70

巴西 80 » 65 —

智利 100 100 80

哥伦比亚
9〇 85a 80 35a b

哥斯达黎加 100 100a 100 100

古巴 100 100d 100 10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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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6(续）

区域Z国家

指标（1 9 9 0年以前获得服务的人口百分比）

供 水 环境卫生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厄瓜多尔 100 100 100 100

萨尔瓦多 100 100 100 100

危地马拉 100 5〇 80 8〇

海地 8〇c 5〇 - -

洪都拉斯 100 9〇 100 75

墨西哥 90 9〇 75 75

尼加拉瓜 75 5〇 5〇

巴拿马 100 100a 100

巴拉圭 100 100 100 100

圣卢西亚 10〇 100

鸟拉圭 100 100 •

西亚经委会

伊拉克 100 100 5〇

约旦 100 - 7〇

阿曼 100 100 - —

亚太经社会

孟加拉国 6〇 100 6〇 12
麵甸 56 50 53 52

印度 100 100 9〇 25
印度尼西亚

75 4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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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6 (续）

区域，国家

指标（ 1 9 9 0年以前获得服务的人口百分比）

供 水 环境卫生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马尔代夫 100 100 100 100

尼泊尔 94 62 两 13

巴基斯坦 81 36 - -

菲律宾 85 80 55 55

斯里兰卡 100 100 100 100

a 将获得供水和卫生服务的稠密的农村人口。 

b另外3 5 %的稀疏的农村人口也将获得供水和卫生服务。 

c 4 7 %有自来水联接。 

d 在公元2000年以前达到。

资料来源：与表2 4相同。

E.保健

329•尽管有一些显著的例外情况，但一般来说，贫穷的一个最直接和明显的后 

果是保健服务不足，穷国如此，穷人亦然。

3 30.因此，低收入国家在保健服务的政府支出尚能满足群众的需要。对于发达 

国家来说，政府对保健的支出并不是关键性的。在这些国家内，政府对全面保健不 

负全部或大部分责任，因为其一般收入水平足以使大多数人能够自行支付私人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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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费用，政府可能只需要补助少数穷人的保健费甩但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内，

大部分人可能都是穷人，因此，如果政府的保健支出太少，不能提供足够的保健服 

务，大多数人的保健需要就得不到满足。

331.虽然收入分配有一点不平均也许在所难免，但是，平均分配保健资源，使 

保健服务的获得和提供更接近买际的需要，是减轻收入分配不均的一个办法。这项 

分析所根据的前提是人人都有权享受一定程度的保健服务。良妤的健康（正如教育 

程度一样）可能同高度的经济发展是相互关连的。大家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本 

报告也毋庸加以核实。健全的保健不仅是每一个人的基本杈利，也是物有所值的， 

因为政府为本国人民的保健付出的任何支出都是对本国前途的一种投资。

332. 保健支出也有比较直接的经济收益。例如，由于世界卫生组织的协调努力， 

天花现已消失。这些方案现已停办，因此，撙贫了相当可观的资源（这些资源或者可 

以转调作他用）。

333. 初级保健是使人人都可以达到比较良妤的健康状况的唯一办法。因此，本 

报告以此作为中心点。一个全面彻底的保健制度不仅需要初级保健，而且需要许多 

支助活动（包括培训和研究）。发展中国家必须优先注意迅速发展和扩大初级保健》

334. 目前的估计是根据下列假定提出的，即：从地方一级开始推行初级保健， 

利用当地所有的人力和资源，由社区参与保健工作。建筑物应尽可能使用当地物资 

和传统的建筑技术。这样可以将基本费用保持得很低，并且不超出一般的固定资本 

形成增长率。因此，初级保健的费用将主要由经常帐目支付。本分析探讨增加经常 

帐目内保健开支，直至达到某一固定数额（平均指标）所涉的费用问题。

1.最近的保健支出形式

335. 1 9 7 5 — 1 9 7 7年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保健开支，按人口计

算平均为莊204. 5 (按1975年定值美元的保健购买力平价调整）——见表2 7。该 

组最低的四分之一的保健开支为每人卸109. 0,最高的四分之一的保健开支为每人 

莊358. 6,保健开支最少的国家为每人$38. 0最高为每人游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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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6。这个开支差距并不反映发达市场经济国冢内的保健质量和质素的差别， 

但却可以反映出如何支付所提供的保健服务。在一些国家内，保健费用由税收负 

担，人人都可以得到政府提供的保健服务。有些国家一般由私人收入支付保健费 

用，只有少数穷人获得政府补助医疗费用。此外还有其他的混合办法，例如，有 

些国家的劳工或雇主组织通过保健计划支付这些费用，确些国家的医约保险由政府 

补助，这样可以保持较低的保健费率，便所笮人都能够待到保健服务。

337 . —般来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无论如何都能够为大多数人挺供最起码的 

保健。另一方面，从表2 7可见，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纽47的政府在向一时期 

内用于侏健的费用平均为每人莊6。1。这个数字已按购买力平价予以调整，那就 

是说，低收入国家组每人平均所得的保健服务，还不到发达帀场经济国家每人所得 

的3 %。 关于发达中国家内私人购买的保健服务如何补充政府保健服务（与发展 

市场经济国家比较），所知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假定，这些人大都没有收入可 

用以购买私人保健服务，因此，他们没有侏健，尽管他们的需要可能比较大。当 

然，这就是贫穷造成的悲剧之一。

47 各组所包括的国家一览表见统计附件表7。1。 关于保健和教育的资料，抽 

样调查的发展中国家颊至3 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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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7

保健支出 

(经常帐目） 

1975 - 1977

1975年美元 百分比

H/P H/VP* * H/Cg H/GDP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 141 204 5 13. 9 a 4

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

高收入组 7。1 21. 2 5. 5 0. 6

中收入组 Z 4 15。8 3. 9 0. 6

低收入组 0. 8 6。1 4. 9 〇. 5

H/P =平均人口政府侏健支出

hzpp =按购买力平价对一揽子保健项目作出调整后的平均人口政府保健支出 

H/Cg =政府保健支出在政府消费总额中所占比额 

H/GÜP =政府保健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额

* 1975年的价值

资料来源：联合国秘书处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根据联合国统计处和各国出版 

物提供的数据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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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健支出的预测

338. 从表2 8可见关于政府保健支出的预测。这些预测根据的假定是：发 

展中国家将维持所调查的年份内保健支出对政府消费总额的比顿，那就是说，这个 

构想预计政府保健支出不会超出历史趋势按比例增加。表28显示，按照这两个 

前景构想，高收入和中收入国家组的平均人口保健支出将增加一倍。即使在低增 

长速度前景构想下，中收入国家组的平均人口保健支出将达$ 2 8 (按平均人口购 

买力调整）。

339. 但是，低收入国家组没有任何显著改善。根据低增长速度前景构想，

低收入国家的平均人口保健支出将从$ 6增至$ 1 0。 即使它们能按战略前景构 

想假定的速度增长，它们的平均人口保健支出也不会超过莊19的数额。但是， 

这个数字同世界其他国家的数字相比仍然偏低，事实上，根据这个前景构想，这一 

组国象N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将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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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8

保健支出预测 

(经常帐目） 

2 〇 〇 0年

1 9 7 5年美元

H/P H/PP
百分比

HZCg H/GDP
发展市场经济国家前景构想：

国际发展战略

高收入 23. 5 72, 1 a 〇 0。8
中收入 6. 6 46. 6 3. 8 a 6

低收入 4 5 19. 1 4 8 a 6

前景构想：低增长

高收入 17. 6 54 0 6. 0 0. 7

中收入 4 7 28。1 3. 7 0. 6

低收入 1. 3 9。5 4 8 0. 5

H/P =平均人口政府保健支出

H/PP =按购买力平价对一揽子保健项目作出调整后的平均人口政府保健支出

H/C g =政府保健支出在政府消费总额中所占比额 

H/GDP =政府保健支出在政府消费总额中所占比额。

资料来源：联合国秘书处国际经济和社会筝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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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 fe此，即使根据最乐观的经济增长假定，要改善低收入组国家人民的生 

活质素也是前途暗淡，除非既定的政策形式有所改变造成不同的优先次序和分配形 

式。

3.增加政府消费的份额

341. 初级保健将对整个社区的健康造成实际的差别，特别是对那些以前从来 

没項获得保健服务的人来说，而且按平均人口计算，初级保健相当低廉。但是，

如果要大模型推广实行，将需增加相当可观的保健支出，这将对一些比较穷的发展 

中国家造成很重的负担。

342. 为便于估计分析，姑且定每人》2 0为足以便初级保健切实可行的经常 

保健支出数额。这个数字的板据是1 9 7 5年咼收入组的平均人口保健支出数字 

(实际数字为$21. 2,见表27 )，而不是初级侏健费用的估计数。此外，也应 

指出这个数字并不包括初级侏健一些主要组成部分，例如安全饮用水供应和基本卫 

生设备（粪便处理）的预计基本费用。

343. 根据这些预测，保健开支在政府消费总额甲所占比额每年增加1 % (目 

前的比额为4 — 5。5 % )直至到达每人》2 0为止。此后即保持不变。这个增 

加额是假定政府保健开支的增加不彭啊其他政府支出，此代表政府开支总额中一 

个实际的增加净额，相当于实现侏健目标所需的额外数额。结果见表29，由此 

可见，例如，低收入组国家的平均人口保健支出将超过游2 5 (按2000年购买力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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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如使用法定汇率，则这个数颗相当于每人低于$4。 另一方面，平均 

来说，就低收入组国家而言，这个政府保健开支增加额约相当于将保健所占国内生 

产总值的比额增加1 %(比目前比额增加三倍）。

表2 9

保健支出预测 

(经常帐目） 

2 0 0 0年

1 9 7 5年美元 :白：色比

H/P H/PP H/C g H，GDP
发达国家组

前景构想：国际发展战略

鬲收入 28. 5 sa 6 a 5 0。9

中收入 9. 4 63。8 4 7 a 9
低收入 ai 43。1 10。3 1. 4

前景构想：低增长

高收入 2a 2 59. 7 6。4 a 9
中收入 5 7 39。0 4 6 〇. 9
低收入 3. 7 25。2 11. 9 1. 6

H/P =平均人口政府侏健支出

Ü/ÏP =按购买力平价对一揽子保健项目作出调奪的平均人口政府保健支出。 

H/Cg =政府保健支出在政府消费总额中所占比额。

H/G ü P =政府保健支出在政府消费总额中所占比额。

资料来源：联合国秘书处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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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育

3 45总的说来，发达国家都有普及小学教育。就许多发达国家来说，普及小学 

教育的体制结构在十九世纪已经建立起来。其他国家——如社会主义国家——的经 

验则证明，如果全心全意致力于发展教育的话，一个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公共教育 

制度是能够在相对短促的时间内建立起来的。因此，发达国家的文盲比率非常低，

而且可以把它视为人类能力的正常分布的统计差异，而不是缺乏受教育机会的结果

3 46.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仍有文盲，因为不是人人都容易获得受教育的机会。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因国而异，但农村地区的文盲问题往往比较严重。在某些情况 

下，根本没有足够的学校来应付所有偏僻农村的需要》在其他情况下，学校是足够 

的，但由于贫穷家庭要靠每名成员对家庭收入所作的低微贡献来糊口，因此它们的 

退学率非常高。就这些家庭来说，由于缺乏识字后的学文化方案，所学到的知识往 

往因无法加以巩固而被遗忘。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的文盲问题还有其他方面的，例 

如某些家庭对其女儿接受教育的看法，以及将识字方案推广至成人（特别是小学生 

的父母）的问题，从而打破家庭一级的文盲循环。尽管造成任何一国的文盲问题的 

原因都可能很复杂.但除少数几个以外，总的来说贫穷国家的文盲率比较高，而这 

些国家的最穷的人则受影咽最大。表30说明了这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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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作为一个组别来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1 5至1 9岁这一年龄组在1975 

年和1 9 8 0年实际上并无文盲。48在高收入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中，这一年龄组 

在I 97 5年的文盲率估计是1 0 %左右，而1 9 8 0年则降至大约6 %。中收入 

国家的文盲率比较高，而妇女的文盲率更高达3 5%左右。低收入国家（包括发展 

中市场经济国家的大多数人口）的男子文盲率大约是3 0 %，而妇女文盲率则大约 

是5 0 %。除了识字率以外，表3 0还列举了入学率以及经常帐户的教育经费在国 

内总产值和政府消费总额所占的百分比《这些比率往往随着收入的减少而下降。可 

予指出的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大约拨出国内总产值的4. 6%作为教育经费，但 

相对之下，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仅为同一目的拨出国内总产值的1. 2%左右。这是 

国家间相对贫穷的一个重要方面。富裕的国家能够在政府服务方面开销较多：举例 

来说，1 9 7 5 — 1 9 7 7年期间，发达帀场经济国家的政府消费平均约占国内总 

产值的17. 2%,而低收入国家的政府消费则仅占U.

3 48.由于文盲与贫穷的联系，它往往被用作为需要发展的一个主要指标•但应 

予强调的是，识字应视为一项人人有受教育的权利，而每一国家都应按照其社会一 

经济条件将实现全民识字这一目标纳入其短期、中期或长期计划内。这当然也是为 

了各国的利益，因为识字的公民比不识字的公民更为有用，而且能对国家发挥更大 

的作

349.除了一项实现全民识字的战略以外，还应有一项使年龄在6岁至I 1岁的 

儿童全部进入小学就读的战略来加以补充。这两项战略是分不开的；还没有实现全 

民识字的国家应把发展小学教育列为优先事项。

3 5Q在发展一个普及6岁至1 1岁这一年龄组儿童的小学教育制度时，必须克 

服先前提到的如退学和农村地区学校不方便等一些问题。如果建立教育制度时考虑

48有关选择1 5岁至1 9岁这一年龄组作为分析文盲的各种理由，详见教科文组 

织的《文盲的估计数和预测数》（csr—n一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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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地方和民族风俗，则成本可以保持低廉。举例来说.如果需要增建课室，农村应 

利用当地的建筑材料和建筑物或现有的弃置的房舍，而不是使用不符合现有气候、 

社会、文化和经济条件，并且需要大量进口材料和设备的校舍。这样做既可以在经 

常帐户下支付小学制度的大部分经费，同时又往往鼓励当地的社区参与教育过程。

351.表3 1就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三种萷景列举了入学率和识字率的预测数， 

其中的中期增长变式假定了小学教育的每名学生的费用增长率不能比政府消费增长 

率升得快•这些数字显示，在所有三种前景构想下，高收入国家的文盲人数将减至 

极小的比率。中收入国家则没有那么好，因为即使在《战略》所构想的前景下，年 

龄在1 5岁至1 9岁这一组内的大部分妇女仍然是文盲。但是，可能会有真正危机 

的是低收入国家，因为虽然文盲率有所下降，文盲人数却会增加。在2 0 0 0年， 

低收入国家中年龄在1 5岁和19岁之间的男子预期有9, 930万人，而同一年龄 

组的妇女则有9, 380万人。这意味着，在《战略》构想的前景下，如果继续执行 

过去的教育政策，则这些国家将有4, 140万名年龄在1 5岁和1 9岁之间的文盲 

(仅比I 9 7 5年的估计的4, 390万名略少），而作出这项预测时，已经假定了 

极为有利的经济增长条件，所推行的教育经费政策也是力求使每名小学学生的费用 

尽可能低廉的。49中增长和低增长的前景估计，在2 0 0 0年，低收入国家中年 

龄在1 5岁和1 9岁之间的文盲分别为6, 110万人和6, 200万人但应予指出的 

是，这些预测数是推断出来的，而且它们本身假定了资源仍然是按照传统的方式来 

分配•《战略》的较全面的看法是，个别国家应有政治意志来扫除文盲，并采取坚 

决行动来对付促便文盲情况继续下去的种种问氣对某些国家来说，如果它们以:战

49联合国国际经社事务部，发展研究和政策分析厅关于各国对每名小学学生开销 

的经费的研究结果显示，实际经费随国家的发展程度而迅速上升。较达发的国 

家往往为小学增添如体育、说话治疗、艺术、音乐和外语方面的专科教员的趋 

势，可以部分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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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所定的增长率增长，这些政策在经济上是可行的；但对其他国家来说，如果要 

成功地推行这些政策，则它们必须重新分配资源和（或）外来援助。但是，即使这 

些国家的经济以《战略》的增长率扩张，如果没有推行这些政策的话，它们的文盲 

人数也会日益增加。

3 5之除了要对文盲日益增加所造成的威胁外，发展中国家在今后二十年间还要 

应付教育方面的其他需要•其中一项需要就是便教育同生产性工作相结合。把教育 

方面的人的因素与发展适合社会需要的技能的努力结合起来，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在这方面，科技教育在全盘发展计划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353. 正式教育制度的一个重要附属部分是沪充成人的非全时和非正式教育..这 

种教育可以是着重实.效方®的，如传授新的技能，或可以是纯粹文化方面的，使个 

人的潜力得以充分发挥。在这方面，通讯夜术的作用是令人鼓舞的。有若干发展中 

国家已经采用教学电台。印度利用直接广播卫星电视向偏僻的农村传播有关如农业、 

营养和保健等方面最新消息的收效甚大，如果不是这样做，这些农村便可能没有机 

会获悉这些方面的发展。

354. 各国也需促进文化方面的发展。许多前身是殖民地的国家将要改革它们的 

教育课程，使其反映出本国语言、风俗和宗教的丰富内答。世界各地的发展规划人 

员都日益了解到下列概念：课程与一个社会的社会经济需要和环境需要有重大的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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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际政策性行动的重要领域

355•大会曾着重指出，“《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是国际社会 

不断致力加速发展中国家发展和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组成部分，并旨在争 

取实现新秩序的各项目标”（大会1980年1 2月5曰第35X56号决议，第6段）。 

国际社会目前面临的基本问题，就是恢复世界经济的增长动力，并在发展中国家实 

现《国际发展战略》所制定的增未指标。但是，除非对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关键问 

题加以紧急迫切的注意，否则这些目标是无法实现的。本章将探讨各国和国际社会 

必须加紫努力的各个重要领域，以便尽早消除抑制增长的重大障碍。

356.我们认识到各专门机构以及其他联合国组织（如各区域委员会）在这些重 

要领域方面的能力和知识，因此在编写这些研究报告时，我们尽可能同有关的联合 

国组织进行了协商和合作。不用说，本报告所列的重要领域并不是详尽无遗的，本 

报告的基本目的是为了说明发展中国家以及国际社会所面对的问题的性质，并探讨 

在国家一级和国际一级必须作出的政策反应的性质。本报告将审查人口、粮食和农 

业、人类住区、工业化和贸易、货币和金融、裁军以及能源等重要领域的最新发展 

和今后的前景。

A.人口 

1 .增长预测

357.就数量和因果决定因素两方面来说，人口增长率的前景正在迅速变化。19 

50年后的3 0年间，尽管世界人口已从2 5亿增至4 4亿，但目前的迹象却表明， 

世界增长率已到达顶点。加速增长看来已为减速增长所代替。到了 2000年，预测 

目前1. 72 %的年增长率将减至1. 5%。然而，人口增长将是影响人类将来的重 

要因素之一，到T本世纪末期，预期世界总人口将达到6 1亿。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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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根据联合国的预测5°的中变式，在2000年，居住在目前较不发达国家 

的人口预计将达到世界总人口的70%,到2025年，则达到§3 %。这是因为目前 

较发达区域的平均年增长率预计将从1980—1 985年的0. 67 %降至20 00-2025 

年的0• 4 0%，但较不发达区域则预计在2000—2005年间将继续以1. 64 %的 

年率增长，在2020—2025年间则以1.10%的年率增长。至少在2025年以前， 

非洲是增长最快的区域。在这段期间，拉丁美洲将会是增长第二快的区域。南亚洲 

的人口将会从1980年的1 4亿人倍增至2025年的2 8亿人，它在世界人口中的 

比例将会从31. 7%增至34. 4%。相反地，东亚洲人口在世界人口中的比例预期 

从1980年的26. 5 %降至2025年的20. 9%，这主要是中国的生育率有所下降 

的结果。较发达区域在世界人口中的比例预期将从1980年的25. 5 %减至2025 

年的16. 8%。

359. 根据中变式的预测，人口的绝对增长量预期在1995 —2000年期间将达 

到顶点，那时的年增量是8, 84 0万人但根据高变式的预测，平均年增量将一直 

增加至2020-2025年期间，那时的年增量将达到11, 640万人另一方面，根 

据低变式的预测，在1975年和1995年之间，年增量将会在7 1 0万人这个数目 

稳定下来，随后即逐步下降。因此，应付日益增长人口的需要的社会——经济条件， 

显然会深受人口增长的实际轨线的影响。

2.生育率

360. 1970年代后期，较发达区域的平均总生育率是2 .05名。根据目前的出 

生率，而且如果没有死亡的话，则这一数值表示了每名妇女一生所生育的子女的平 

均数，但根据目前的死亡率，最后更替一代所需的子女人数是2. 1名，因此生育 

率比更替率略低。在较不发达区域中，每名妇女的生育率是4. 7名子女，这足以 

使后继各代的人口增加8 0 %。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目前的出生率已有所下降。在 

1955-1960年和1975-1980年之间，发展中国家总生育率和发达国家总生育

50联合国，T在1980年对世界人口前景作出的评价》,(联合国出版物，销售品 

编号E. 81.顶.8)。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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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之间的差距已从3. 3名减至2. 6名。

361. 发达国家目前人口情况的一个主要特点是生育率的不断下降。就若千国家 

来说，下降趋势已于1976年左右中断；但许多国家的总生育率还有所上升，而且 

持续到1980年。到1978年，2 4个西方发达国家之中只有9个的生育率比替 

代率高。最引人注目的是，这些国家的生育率在过去20年间的下降幅度非常大， 

而且非常普遍。在此期间，生育率同经济、社会和宗教因素的联系已经没有以前的 

密切。此外，以前注意到各社会一经济阶层之间在生育率方面的巨大差别已经缩减

362. 就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大多数人口较多的国家的生育率在1970 

年代期间都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下降的真实性仍待商榷。中国 

的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4分之1，在这10年间，它的生育率有显著的下降。发展 

中国家的生育型式的牧敛程度比不上发达国家。 —些生育率高的地区的生育率最近 

正在急剧下降，一些则几乎没有变动，一些却可能暂时有所上升。这些不同的趋势 

反映：一些地区要求变革的激进势力十分强大，但一些地区的传统势力却占上风

363. 东亚洲出生率的下降对世界人口趋势的影响最为重大。据估计，拉丁美洲 

和南亚洲——特别是南亚洲东部也有显著下降。但非洲南撒哈拉地区的生育率 

却没有下降的迹象

364. —些发展中国家的婚姻生育率之所以大大下降，可能是采用了避孕、人工 

流产和绝育办法的结果。由于婴儿和儿童死亡率下降，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增加了 

养育子女的费用，而且减少了子女对父母的经济价值，因此节育的愿望也比较强。

社会和经济方面的一个最重要的发展，就是教育水平的日益提高以及农业在经济中 

所占的份量日益缩减。各国政府的态度也是新的社会环境的一部分，这种态度促使 

它们执行积极的方案，为人民提供直接的节育服务，并且通过间接的社会和经济措 

施，减少他们生育子女的需要。在某些地区，特别是在亚洲，社会一经济环境的另 

一项重大改变是初婚年龄的提高；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一改变同曰益提高的教育水 

平有很大关系。因此，发展中国家生育率的下降似乎是几个相互联系的因素的综合 

结果：理想的子女人数有所减少；政府对人口增长的态度改变；避孕方法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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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 联合国用来预测生育率的各种假定是以总生殖率来表示的。到1 9 7 5 - 

1 9 8 0年为止的世界各大区域的估计总生殖率，以及到2020-202牌为止的中 

变式预测的假定总生殖率显示，区域性生育率预期将于1980年和2025年之 

间逐步收敛。预期生育率低的地区不会有什么变化，但生育率高的地区则会大大 

下降。

3.死亡率

366. 第二欢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死亡率都有划时代的下降。 

因此，全世界的总死亡率已从1 9 5 0 - 1 9 5 5年的千分之十九降至1 9 7 5 -

1980年的千分之十一。较不发达区域的总死亡率从23降至12。 在同一 

期间，全世界男女的平均寿命增加了1 1年。就发展中区域来说，平均寿命增加 

了几乎1 3年。较发达区域的增加虽不及发展中区域，但也相当大。发达区域 

和发展中区域之间的差距仍然很大。人们近来日益认识到，这些差距证明先前的 

人口和发展战略是失败的。

367. 死亡率最高的发展中区域的人口数据极为缺乏，而且极不可靠，但高死亡 

率应当是它们最为关切的问题。根据所得数据，死亡率最低的发展中国家一般都 

在东亚洲和拉丁美洲，死亡率最高的则在南亚洲和非洲。

368. 发展中区域死亡率大幅度下降的最初迹象是出人意料和急剧的。

369. 然而估计数却显示，战后时代上半期的下降比后半期来得急促。发展中 

国家现在的死亡率下降速度比1 9 5 0年代和1 9 6 0年代的速度慢得多。

370. 相反地，，发达国家死亡率的下降速度在1 9 6 0年代后半期已经缓慢下来， 

但在1 9 7 0年代却再度加快。（几乎每一发达国家的婴儿死亡率都下降至1950 

年水平的一半）。由于现在年龄在5 0岁以下的人的死亡率非常低，除非5 0岁 

以上的死亡率有大褐度的下降，否则今后的平均寿命不会有很大的增加。因此， 

各种退化性的疾病必须予以消除，但迄今这方面的进展仍然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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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 然而，发展中国家看来不会很快便能够消除它们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目前似乎可以肯定的是，1 9 7 4年世界人口会议所提出的指标是难以实现的。根 

据《世界人口行动计划》，全世界的平均寿命在1 9 8 5年将达到6 2岁，在2000 

年则达到7 4岁，这就是说，拉丁美洲的平均寿命在1 9 7 4年至2 0 0 0年间将 

增加11年，亚洲将增加17年，非洲将增加28年。根据联合国的死亡率预测， 

世界上任何一个主要的发展中区域的平均寿命在2 0 0 0年以前都不会达到7 4岁。 

预期这项预测与《行动计划》指标之间的差别是：拉丁美洲，5. 5年；亚洲9. 3年； 

非洲，15. 1年。总的说来，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寿命可能达到6 3岁或6 4岁，

比《行动计划》为1 9 8 5年所订的指标一62.岁一仅多一两年。

372. 过去，人们都普遍认为社会一经济进步并不是促使发展中国家死亡率下降 

的必要条件，但死亡率的下降却同医学进步，以及医学知识通过特别是公共保健措 

施的传播有关。现在，人们却普遍认识到上述两个因素都是持续进展的必要条件。 

同样地，生活水平以及公共保健措施和医疗设施的具备程度，对城市和农村地区之 

间以及这些地区不同阶级之间的死亡率的差别，看来也有一定的影嘀。在营养、

教育和照顾到农村地区的医疗/社会制度方面采取了行动的国家证明，面向群众的 

发展型式对人类幸福的这一重要方面是非常有利的。

4.年龄结构

373. 生育率和死亡率对一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都有影响，它们不仅改变人口的年 

龄组成，而且也改变人口的增长率。因此，目前在人口方面的一个最重要的趋势 

就是人口的老化，即年青人口相对减少，年老人口相对增加。长期以来，这种趋 

势一直是发达国家的一个现象，但这种现象已开始遍及全世界。最近的人口趋势 

显示，发达国家人口的中线年龄不断上升，从1 9 5 0年2 8岁升至现在的3 1岁， 

到了2000年，则估计升至36岁。发展中国家的中线年龄在1950年和

1 9 7 0年之间从2 1岁降至1 9岁，随后则倒转方向，上升至现在的2 0岁。因 

此，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中线年龄差距正在日益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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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 由于中线年龄不断上升，因此全世界的扶养比率已开始下降。但是，改 

变中的年龄结构所造成的经济社会问题却因区域而异。就发展中国家来说，扶养 

比率的下降往往减轻了它们在提供适当营养、保健服务和教育方面的一些困难。发 

达国家的职业年龄人口的增长率预计将从1 9 7 0年代的1. 2%降至1 9 8 0年代 

的0. 7%以及1 9 9 0年代的0. 4%。 另一方面，预计发展中国家的职业年龄增 

长率在同期内将保持大约2. 6%，意味着严重的失业问题很可能会持续下去。

375. 发达区域人口的老化将会带来重大的社会-经济调整。年龄在1 5岁以 

下的人口的下降或急剧下跌使教育方面的需要大大减少。当这一年龄组的人进入 

成年时代时，对家庭组成、劳动力和将来出生率的类似影响肯定会出现。相反地， 

年长人口的绝对和相对增加显然预示，发达国家的社会对老年人的医药、住房和经 

济问题将会更为关切。

5.城市和农村人口的增长

376. 城市（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的迅速增长是最近的人口趋势的一个主

要特点。据估计，世界城市人口在1 9 5 0年和1 9 7 5年之间增加了两倍多， 

从72, 370万人增至157, 400万人；较不发达区域的人口则几乎增加了三倍，从 

28, 300万人增至82, 700万人。这些趋势的结果是，到了 2 0 0 0年，农村人 

口一直占多数的世界人口将会变为城市人口占多数。那时，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 

将约占80 %，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预计将达到44%。 1 9 7 5年已到达另

一里程碑：当时住在发展中国家的世界城市人口比例已经比住在发达国家的略高。到 

了1980年，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已经超过发达国家四分之一。由于较不发 

达区域的人口增长得较快，它们在世界城市人口中日，益占多数。

377. 1 9 6 0年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每年都差不多增长4 %，因此它 

们现在的城市人口已超过1 〇亿，即占其总人口的30 %以上。预测显示，到了 

2 0 0 0年，它们的城市人口将再增加一倍。1 9 6 Ô年代期间，发展中区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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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人口增长约有6 0 %归因于自然增长，约有4 0 %归因于迁移。 尽管有大

批农村人口迁移至城市地区，但预计较不发达区域的农村人口在1 9 7 5年和2000 

年之间将会增加60, 000万人，使农村经济社会制度以及生态系统的压力逐渐增加。

378. 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的高增长率往往反映出某大城市人口的高度集中而不 

是中小城镇的增长。这些国家在1 9 5 0年仅有3个人口 400万或4 0 0万以上 

的城市，但1 9 7 0年却有1 2个，现在有2 3个，到2 0 0 0年则预计有6 0个。 

据预测，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比例将从现在的1 8 %增至2 0 0 0年的2 5%。

379. 1 9 8 0年，世界最大的2 0个都市结集（它们全部都超过7 0 0万人） 

中有1 2个位于发展中国家。到2 0 0 0年，世界十大城市有八个以及最大的35 

个中有2 5个将会位于发展中区域，其中最大的两个是墨西哥城（3, 000多万人）

和圣保罗（2, 500多万人）。

380. 因此，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的人口分布和再分布将会为决策者带来种种社 

会经济问题。这些问题和有关人口增长的问题同样迫切。尽管人们普遍认识到 

经济活动的集中在城市，是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期必要条件，但大家所关心的 

是，适当扩充就业机会、住房和公共服务，以便配合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是困难 

重重的。

6.国际迁移

381..导致人口从农村移往城市的社会经济因素也是导致国际人口迁移流动的因 

素。这些流动的总趋势是，工人（主要是男子）从贫穷国家移往富有国家，以便 

在经济不断增长和对劳动力需求日益增加'的地区找寻工作。此外，国际迁移流动 

的趋势显示，高技术人员所占的比例也日益增加。

382. 1 9 7 0年代期间，大多数发达国家往往对它们的移民政策都加以进一步

限制，以减少别国人民移往它们的领土。相反地，一些拥有大量石油的发展中国 

家却鼓励别囯工人临时移往它们的领土》以便补充它们在劳动力方面的短缺。预 

期进一步限制移民入境的趋势将会继续下去。因此在今后几十年间，对这些流动 

(移民出境和入境）的管制可能会成为有关国家的一个重要政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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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粮食和农业

38&世界经济目前面临的粮食和农业问题以及到1 9 0 0年和2 0 0 0年时的 

可能前景在一份由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制备的全面研究中作了深入的审查。51 

研究结果和随后对政策的影响在本节内会加以讨论# 第一节提出对世界粮食状况 

总的看法，随后讨论如何结束营养不足现象的主要政策问题。由于谷类在发展中 

国家的全部粮食消耗量中占有重要地位s所以在第二节审议发展中国家在谷类生产、 

需求和进口条件的主要趋势，并对到了 1 9 0 0年这些因素对粮食援助的影响作出 

评估#

'粮食：总观

384目前粮食前景构想的特征如下：世界人口大多数均获足够的消耗量，但有 

可观的少数遭受严重的营养不足，而且他们的数目可能日渐增加，很多发展中国 

家以及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对粮食进口日益依赖，但其储备粮却不足以应付任何大规 

模失败造成的后果。因此，实际购买力S2有限的国家及其国内集团不但受到粮食 

供应水平不足的影响，同时更容易在短缺时期受到那些经济上处于优势的国家对市 

场供应预先占有的可能性的影响.

” 粮农组织：《农业：迈向2 0 0 0年》（1 9 8 1年1 1月，罗马）（工S 

B B 9 2 - 5 - 101080-3).

52关于“保障制度，’，即决定粮食管制能力的一系列因素*参看Amartya

Sen, M Poverty and ïamineSj An Essay on Entitlement 

and Deprivation( The Clarendon Press, 1 9 8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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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这种情况反映出一些根深蒂固的趋势9 假如继续如此，这些趋势会导致 

世界粮食生产和消耗状况的恶化，并把营养不良的成年人和儿童的数目增至不可接 

受的水平。不过，有关生产潜力的详尽评估显示s.虽然人口将会大量增长，但是 

如果国家和国际政策能够对农业较为重视，并在可行地增加生产的同时改善分配， 

世界还是可以消灭营养不良现象的。尽管大家对粮食问题的态度似乎日趋重视s 

但这种有利的改变仍不够迅速广泛。现在仍没有几个政府及其机构组织是在采取 

一些足以消除大规模饥饿现象和让农业部门对国家及全球经济增长作出更大贡献的 

必要步骤。

(a)趋势的延续

386. 据推测粮食总产量将继续稍高于世界人口的增长。由于现在全球的粮产 

已能满足平均的需求，可以认为这种趋势继续下去的话，1 9 8 0年代和1 9 9 0 

年代是不应该发生长期的全球性粮食短缺现象的。但是问题不在于稂产的全盘增 

长，而是出现在粮食分配的身上。很多穷国的稂产赶不上人口的增长，它们便会 

处于不利的地位.据粮农组织的研究，到了 2 0 0 0年，这些国家的严重营养不 

足人口的数目将会增加三分之一左右，共达6 0 0百万人；而粮食进口的需求则增 

至史无前例的水平。光是谷类的进口便接近2亿5千万（毛）吨（1981年约为 

1 0 0百万吨）。除非谷类进口能够提高至这个水平，否则严重的营养不足现象 

会比上述的情况更坏，把这方面的人口数目增至接近7 0 0百万人 1 9 7 5至 

1 9 7 9年间，发展中国家的谷类自供自给率，除中国外，为百分之九十二，但到 

了 2 0 0 0年，将降至百分之八十三，而非洲则只达百分之五十六.虽然穷国的 

饥饿现象将会更为普遍，但世界的农业贸易却可能面临某些商品，包括谷类在内出 

现大量过剩，而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好些农业出口品却找不到足够市场的情况。

387. 虽然这些趋势不能被解释为精确的预测，但除非出现政策上的改变或其它 

情况有了变动，否则对已经迫在眉睫的2 0 0 0年而言，这些趋势显示出到时可能 

遇到的概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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⑼逐渐接近国际发展战略

388. 由于发展中国家是世界粮食问题的核心所在，它们在应付这个问题上面必须 

负有主要责任。但是发达国家可以采取各种支援性措施协助较穷的国家，使它们能 

够加快稂食生产、增进它们的经济能力，并在必要时提高其粮食进口。

389. 如何应付发展中国家粮食问题的主要数量问题方面，已详载于稂农组织题为 

《农业：迈向2 0 0 0年》”的最近研究中。

390. 在本世纪最后的二十年内，发展中国家的粮食需求将会培增。到了 2 0 

〇〇年，人口膨胀使它们增加7亿5千万人，共达4 0亿人，这是粮食需求培增的主 

要原因，但战略内假设的个人收入的增加也将扩大粮食的需求量。

3 91.看来粮食生产没有任何内在理由不能提高以满足发展中国家的更大需求。 

对其中一些发展中国家而言这只是趋势的延续，但在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a这意味着 

其生产成绩出现巨大和持续的改进》 要达到目标，其生产增长率必须自6 0年代长 

期以来_低于百分之三增至未来二十年的每年百分之三点七，即接近《战略》为 

1 9 9 0年代制定的每年百分之四增长率的指标a 虽然这样的成就不会解决发展中

国家的一切稂食问题，但却可以大大改善它们的情况。把1 9 8 0年或最近情况同 

预测中的2 0 0 0年趋势加以比较时，一共有9 0个发展中国家在农业上能够取得下 

列的进展成绩，它们都是粮农组织的研究所包括的国家，除中国外，它们占所有发展 

中国家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八。

粮农组织，《农业：迈向2 0 0 0年》，《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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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2 : 1 9 8 0 — 2 0 0 0年全面稂食生产、

ür个人消耗量的预期趋势以及患-

^有严重营养不足的人数*

2000 年

19 8 0 趋势 改进后的成绩

生产（指数） 100 175 208

需求（指数） 100 178 208

个人粮食消耗量（卡） 21801 2370 2635

严重营养不足人数（百万） ^35 1 590-685 260

谷类自给率（百分比） 92 * 2 3
83 93

谷类进口（百万毛吨）5 4
100

226 ^ 146 4

'1 9 7 4 — 1 9 7 6年平均数

2 1 9 7 5 — 1 9 7 9年平均数

5关于谷类贸易的详尽讨论载在第二⑹节#

4所有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

资料来源:粮业组织《农业：迈向2000年》（1981.罗马）《同上》，

39之'假如奉行适当政策的话，严重营养不足的人口数目是一定可以减至最低点的 

应该注意的是，表中列举的概算并不包括可以导至更妥善的收入和粮食分配的改革办 

法可能作出的贡献，这些改革加上加快生产乃是消灭营养不足现象的基本先决条件。

⑹结束营养不足现象的政策

3 93.改进世界粮食安全以及结束发展中国家严重营养不足现象的政策应该以下列

因素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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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î)发展中国家粮食生产过程现代化

394.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可耕地日益短缺一一虽然非洲和技丁美洲将仍拥有可供 

大量扩展的可耕地一一增产的主要途径就是不断的提高亩产量》 唯一的可行办法 

就是增加肥料和改善灌溉和机械化的管理经营。单靠传统的方法是不能在本世纪 

结束前把亩产提高到必要的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一百的• 对这9 0个发展中国家 

而言，肥料用量应该增加五倍；商业能源应该自1 9 8 0年的3 6百万吨左右增至 

1 8 0百万吨的石油等量；现有的1 0 0百万公顷灌溉面积必须扩展至1 5 0百万 

公顷。

3 95.这意味着要以现代化生产技术来加快发展中国家的粮食生产必须付出很高 

的代价，但这是无可避免的工作。以1 9 7 5年价格算，在农业上面的每年投资 

不算运输和加工，到了 1 9 0 0年也必须增至$ 6 3 0亿，到2 0 0 0年更要增至

雜1 0 0 0亿。

⑵改善分酉己，平等和鼓励办法

396. 改善粮食生产所需的基本资源的分配和产品的分配乃是当务之急，这已得 

到普遍接受，在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部门内，应该确保农民得到土地、水利和各种 

服务，并应改进农村部门的运输、教育和住房等。必须运用有力和创新的种种计 

划，其中一些将需要政府津贴及外来援助，以增加“最贫穷者”以及社会中其它易 

受损害社团的购买粮食的能力。在为了给予农民更多鼓，励而必须提高粮食价格的 

时候，这些计划尤为必要。

(3)为更妥善的粮食安全设备足够的储备粮

397. 必须减低对每年收成结果的过份倚赖9 通过一项国际谷物协定，对储备

和价格均具约束力的协定来协调一个国家粮食储备系统是最适当的基本政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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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办法成为事实以前，必需倚靠其它的办法来改善粮食安全，尤其是在协调 

国家粮食安全政策、增强穷国容纳更充分的储备粮的能力、扩大国际紧急粮食緒备 

和及早提供更大量的粮食援助等方面的自愿性安排。

(4)国际贸易、合作与援助

398. 减少在农业和加工方面的保沪主义做法，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做法以及维持

有利可图的农产品价格都是必要之举。发达国家在应付自己的需求改变方面必须 

具备灵活变通的农业增长政策，向粮食不足的国家输出粮食，并打开国内市场让来 

自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得以进入竞争。发展中国家必须探讨如何增进贸易，包括农 

产品贸易和彼此合作的其它途径的一切可能性》 它们的农业也需要更多的援助，

这样就可以使它们在其粮食需求迅速增加的时期以前取得代价不菲的高产突破。 

在研究和技术转让等领域它们应该得到必须的援助。

(5)保护环境

399. 加速粮食生产不应对自然环境造成广泛的、不能挽回的损害。因此必须进行 

国际合作，以保全陆上土地相海洋，帮助发展中国家迅速发展在热带和干旱情况下 

从事能支持的高产农业技术。

400. 要实施上述的政策组成部分，必须发达国家初发展中国家都进行改革，承 

担短期费用，使界粮食系统能有长期的改进。这样的一 政策将来收益很大。

2.谷物：发展中国家的生产、需求和进口需要趋势

401. 在较大的粮食问题来说，谷物特别重要，因为谷物在发展中国家内是最重 

要的一种粮食。这里试图对从现在到2000年发展中国家未来的谷物生产、需求和 

贸易趋势做一次评价。

402.对谷物生产、需求和贸易的预测，根据三种情况做三种不同的预测：趋势 

情况、B情况耜A情况^在八情况和B情况下，对人口勒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基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A/37/211
Chinese
Page 15^

本假定，在表33有摘要。人口在a情况初B情况下的增长率、假定是相同。但国 

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则假定在A情况下的增长率高于在B情况下的增长率。对于 

趋势情况，则没有做明白的经济增长假定。对于趋势情况下的各种预测，基本上是 

根据9 0个发展中国家内过去的谷物生产加需求趋势推断。

(a)需求预测

403.国内对人口食用的谷物需求量的增长，取决于几个因素：按人口计算的收 

入水平；按人口计算的收入的增长率；收入的伸缩性与对谷物的需求；人口的增长 

率与都市化。谷物在日常食物上的相对重要性一般视经济发展水平而异。按人口计 

算的收入增加时，谷物消费的情况会有变更。在按人口计算的收入非常低的国家， 

收入增加时，消费通常从粗糙的和“劣等的”谷转变为小麦或米。在更高的按人口

计算的收入水平，收入水平再提高时，会导致一种改变，就是曰常食物原本以谷物 

为主，现在则曰益多用动物蛋白质。牲畜生产增加，动物饲料谷物、特别是粗谷间 

接消费量也跟着增加。

404在1 9 8 0年代相1 9 9 0年代，影响发展中国家内对谷物需求童的各种 

因素，其作用和重要性很可能视国家而不同》此外，各种不同变数对需求量的影响， 

也视这三种情况而大有差异。例如，在趋势情况下，人口增长率将是决定谷物总需 

求量的增长率的主要因素。在A情况加B情况下，按人口计算的收入的增加，对谷 

物消费量的影响将较显著。

405.这些不同变数的不同作用，明显反映于这三种不同情况下对需求量的预测（ 

(见表3 3 ).在趋势情况下，1 9 8 0年代谷物的需求量预测每年增长百分之2. 8 

这主要反映人口的增长率。在B情况初A情况下，增长率则分别为3. 4%初3. 2%， 

显示收入增加对谷物消费量的影响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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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人p相国内生产总值：1980 — 2000年A情况相B情况增长率

9 0个发展中国家

A情况 B情况

人口

1980-19 9 0 2. 5 Z 5

1990-20 0 0 2. 3 2. 3

1980-20 0 0 2. 4 2. 4

国内生产总值

1980—19 9 0 6. 8 5. 6

1990—20 0 0 7. 2 5. 8

1980-20 0 0 7. 0 5. 7

资料来源：与表2 2同,

(切生产预测

406.与需求预测的情况不同，在许多国家内，许多商品的生产预测引起较复杂 

的问题，发生许多困难，农业加谷物生产的长期增长，取决于几种因素：价格政策 

技术革新的快慢，政府政策、自然资源的发展，体制结构相农业部门的投资。根据 

在国家一级对所有这些因素的分析以及根据我们对人口耜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基 

本假定，对于90个发展中国家1 9 9 0年和2 0 0 0年的谷物生产，做了三个不 

同的预测。在趋势情况下，预测生产每年增长2. 4%，到1 9 9 0年达到5亿吨。 

谷物生产的这一增长率，比假定的人口增长率（Z 5% )稍低，显示出按人口计算 

的谷物生产量下降。

407•但是，在B情况（2. 7% )加A情况（3. 1% )下，生产量的增长预测会 

加快。但尽管9 0个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增长预测都会加快，按人口i十算的产量增长 

仍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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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贸易预测

408. 比较国家一级的生产预测和需求预测2可显示是否有剩余可供出口和进口 

所需。谷物剩余国家是指根据预测生产超过需求的那些国家》想来这些国家的结 

余可供出口。 谷物短缺国冢生产供不应求，由此引起的差距想来需要依霏粮食进 

口弥补。总结这一情形S可得出谷物剩余国家的谷物剩余总童和谷物短缺国家的 

缺粮总量。结余净额，54即出口减去逬口，系表示谷物剩余国家的剩余和谷物 

短缺国家的短缺之间的差数。如表34表示，90个发展中国家的短缺淨额根据 

趋势构想预测在1 9 9 0年会增加到7, 200万吨，按照前景构想A和]3会分别增 

加到5, 700万吨和6„ 700万吨。

409. 注意一下作为一个国家组的这9 0个发展中国家的总计数字，似乎可不考 

虑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冢输出谷物的可能性。不过，谷物剩余发展中国家的谷 

物出口在19Ü2-1964年有8 0 %输入发达国家，在1972—1974有H0%输入犮

达国家，这反映发展中国家十分依赖发达国家市场，并反映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 

机会相当有限。除了这些因素以外，想挣得稀有的外汇这一因素似乎是这种定向 

贸易流动的主要基本原因。因此，就全球需求和供应形势看来，估计发展中国家 

Î： 9 8 0年代和1 9 9 0年代所需谷物的最重要数据将是谷物短缺发展中国家的进 

口预测，而非结余净额。根据预测，从1978—1979年到1990年，发展中国家 

的进口所需按照趋势构想将从5, 800万吨增加到1〇, 100万吨，按照前素构想A 

.和B将分别增加到8, 400万吨和9, 3QD万吨。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发展中国家 

而言，谷物短缺国家的进口预测按照趋势构想从1978—1979年到1990年估计 

会从8, 000万吨增加到1. 35亿吨，到2000年将增加到2* 26亿吨。即便如前 

素构想A和B所坡想这些国冢的生产会有所增加，进口需要仍然会大重增加。

410.假定在1990年和2000年时全球不缺谷物并假定会有谷物剩余，发展中 

国家在进口汇票方面的增加将仍然会很可观并将对其发展方案构成严直限制。 

w结衆净额=生产减去需求=出口减去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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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粮食援助所涉问题

411。对谷物短缺国家作出的进口所需预测还显示稂食援助政策在I 9 8 0年代 

所涉问题相当严重。假定粮食援助在谷物进口总额中所占份额仍然保持在这些时 

候的水平，则粮食援助所需总额按禎测到1 9 9 0年将达2, 600万吨。如果象 

过去一样这一援助的大部分都流入最易受打击的国家，则到1 9 9 0年粮食援助 

将大约占这些国冢谷物进口总额的45%。 虽然如此，到1990年最易受打击 

的国家中仍将有许多人民面临严重的粮食不足情形。根据粮农组织的估计数3即 

使想稍为解除或减轻这些国冢的粮食不足情形，也必须在1 9 9 0年增加额外粮食 

援助I，40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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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人类住区

412. 多数经济和社会活动都是在人类住区范围内进行，国家发展计划也是通过 

对人类活动空间的安排，并把这种安排作为城市乡镇的一个体系的途径来实现的。 

在整个《联合国第一个和第二个发展十年》期间，国家和国际发展政策多数都假设 

由于经济的发展，社会状况自动会改善。不过，这项假设尚未得到证实，因为上 

百万人民的生活状况并未随着全面经济发展而改善，特别是对低收入类别人口来说, 

他们的情况常常愈来愈恶化。

413. 大会1979年1月29日第33/19 3号决议强调发展的目标应该是在人 

民充分参与发展的基础上提高所有人民的社会和经济福利，从而意味着经济成长并 

不是判断发展的唯一标准，也应明确注意查出社会中受益类别人口，针对他们进行 

发展》 从这段文字看来，可以把提供适当生活条件特别是对低收入类别人口提 

供，识是发展的一项重要次级目标。应该充分注意的是，必须将社会、经济和 

空间发展方案结合起来，使所有社会经济类别的人口在一切生活、工作和环境条件 

方面平衡发展。国家和国以下各级的城市和农村住区规划应该是国家发展过程的 

一个组成部分》

414. 以支助多样化就业结构和直接动员人民进行发展工作方式，适当地制訂住区方 

案，在促进国家发展的经济和社会目标方面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多种货品和服 

务的产生必须先已设置至少是起码的水电和运输服务基础结构并提供一些住所。

415. 下面各节讨论在人类住区发展方面需要最急切采取行动以解决其问题的各 

部分：住所、饮水和卫生设备；推展当地的建筑业；能源、运输和环境；国家发展 

的全面物质环境规划；机构；培训和普遍参与。

1 住所、饮水和卫生设备 

⑻住所：筹供低价住房资金

416. 大部分目前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只有起码的住所，往往没有饮水和卫生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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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基本享受。正如前一章开列的1 9 8 0 — 2 0 0 0年的预测中指出的，几年来 

情况似乎愈来愈恶劣。预计新的现代化住屋的建筑率仍将远低于中等收入国家和 

低收入国家新家庭的组成率，因此多数这类国家不太可能看到任何变化，趋势仍将 

朝向在城市地区内继续增加贫民窟和棚户住区，以及在农村地区继续增加简陋住房。

417.如果考虑到即使可以把新住屋对新家庭的比率略为提高，兴建的住房的绝 

对数字仍要大大增加，也许便能更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正如前面指出的， 

住房的增加不会自动发生，需要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方面大力承诺，优先考虑低收 

入类别人口的住房需要。这项承诺可以采取数种形式。首先，采取直接增加当 

地建筑材料产量的方式，可以引导更多投资，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应付增加新住所要 

求方面的能力（详细的讨论，参看B节）。但是，即使在住区投资的典型限制内 

(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6%)，提高建筑业的效率和改良现有筒陋住区比建筑新房 

舍花费少得多，效果还更高。第三，可以设法使现有的政府相私人投资流量，包 

括经常帐户的政府住房支出，重新针对每个国家低收入类别人口的住房。事实上，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设立或扩充某种形式的住房筹资机构和方案方面（诸如储蓄和 

贷款协会及半公营全国性住房筹资银行）已经作出重大进展。

418•在发展中国家间，拉丁美洲目前有最发达的住房筹资系统。私营机构为 

多数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类别人口住房提供资金，低收入冢庭（如果获得支助）则由 

政府援助的和半私营机构合力提供，或由纯粹的政府组织提供。一些低收入家庭 

通过政府机构直接兴建、资助和（或）补助住房方式获得援助。许多拉丁美洲国 

家已经达到展开第二抵押市场和保险计划的阶段„ 美洲开发银行已制订提供或担 

保贷的办法，并推展命蓄和贷款协会及第二抵押市场。现已愈来愈注意各区域 

系统，诸如中美洲经济一体化银行和加勒比开发银行开展的第二抵押市场。主要 

加勒比国家当前的趋势是朝向与数个中美洲国家系统类似的双层住房筹资系统。各 

国有一个或数个政府机构负责对低收入和在某些情况中对中级收入家庭住房筹供资 

金或便利这类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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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 在亚洲，国与国间差别极大，有最进步的住房筹资系统，还有仍在初步阶 

段的系统。在那些住房筹资系统已相当完备的国家，主持者面对的任务是把已设 

立的机构结合起来，扩大它们的方案和资源，加强它们同中间金融机构的联系，并 

克服受训练人员缺乏的困难。

420, 在非洲，1 9 6 0年代初期那里的许多国家根本没有任何住房筹资机构， 

近几年已看到设立了数个公营和私营金融组织。多数非洲国家的现代部门现已有 

相当大量的各种私营机构，包括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合作社、存款互助会、建筑 

贷款会、住房筹资公司、私人自资计划、少数抵押银行、以及雇主为其工作者住房 

筹资的基金会。但是只有很少这类私营金融机构大量涉及住房筹资。因此，许 

多非溯国家政府已设立某种型式的公共机构，为低价和中等价格住房筹供资金。此 

外，数个国家已设立一些住房筹资银行，以较商业银行宽易的条件专门对中等收入 

家庭提供抵押贷款。

421•不过，应该注意的是，尽管有这些发展，多数国家的机构和方案仍在发展 

的初期，至多只符合小部分人口的需要。它们多数都遭到自有资本和筹措资金不 

足的困难，甚至不能应付中等收入房屋贷款的要求。与此间时，政府的住房支出 

大部分是用来补贴政府工作人员，他们多数属于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类别，而最需要 

的家庭却不能得到住房补贴。

422-为了将更多投资引进较低收入类别人口的住房，谷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应使 

国内金融机构能以合理的条件向低收入家庭提供无分数额的贷款。这类贷款可用 

来在一些至少提供或将提供基本公用道路、饮水供应和卫生设备的地区购买低价住 

房建筑物，甚或购买空地。

⑽供水和排水系统设施：1 9 9 0年的指标

423.缺乏安全饮水和卫生污水处埕是另一个需要采取行动的领域„ 又正如前 

节讨论过的，发展中国家只苕约三分之一的农村人口可以享用安全饮水供应，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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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多一点的人口享有适当卫生设施。虽然城市供水情况好得多，据悉只項约二 

分之一的城市人口享有适当的卫生设施，另一半人口丢弃的废物在当地饮水来源产 

生的污染，以及经由昆虫、其他传病媒介和直接接触传染的疾病，对健康造成严重 

的危害。事实上，国际社会在《国际饮水供应和卫生十年》期间已大力承诺改进 

这种情况。虽然《十年》热望的指标——1 9 9 0年以前全蚩界人口都有清洁饮 

水和卫生设备——不太可能达到，若干国家和国际组织对这一领域已作出重大承诺。 

但是，迄今为止预算中的投资经费水平仍然远低于S300, 000,000,000的粗略倍计， 

这是在即使使用简单低成本技术的情形下发展中国家所需的费用。许多国家已支 

出超过百分之三的国家发展预算，用在饮水和卫生设备部门.为达到《十年》指 

标，这项比率必须大量增加。对这个指标全力承诺，至少就某些国家来说，可能 

会产生困难的国家优先事项问题。55

2.发展当地建筑业

424.住区方案动员资源建筑新的或改善的住处耜物质基础结构，这样就会对一 

般经济发生若干同时的附带作用。这些方案大量依赖建筑和有关工业的产出，可以 

直接刺激发展中国家建筑业的成长，从而帮助它们减少当前对进口建筑材料耜技术 

劳力的依赖。同时，如果仔细选择建筑技术，强调工业的相互联系，并大量使用当 

地原料相劳力，在建筑业方面的投资也可在经济的其他部门——特别是对建筑部门 

提供中间投入或使用其产出以生产最后货品和设施的那些部门的就业和产量产生大 

量的收益增殖率效果。现有的（虽然是暂时的）证据，似乎证实建筑的收益增殖率 

在发展中国家经济上的重要性。例如，一项关于哥伦比亚的研究，发现在住房建筑 

方面投资的收益增殖率为2。同一研究也发现，按美元计算的投资所制造的就业机

A/37/211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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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的讨论，参看“国际饮水供应和卫生十年：目前情况和前景：秘书长的报 

告”，1980年 9 月 18 日（A/35/3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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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比制造业多。56同样的，一项关于在3 1个不同经济部门的投资对秘鲁利马低 

收入邻里住民收入的影响的研究发现，整个建筑部门在按美元计算的投资中列于第 

十位• 57如果把低收入住房建筑的自助加其他方法分别分析，可能会列于更高位。

425. 建筑业在雇佣相训练非技术工人方面的能力——尤其是在低收入住区建筑 

舶在公共工程项目——使它成为从农村迁至城市地区人口所从事生产工作中可能是 

最佳的一个来源。建筑工程可以对他们提供一个谋生的良好机会，同时使他们习惯 

固定的工作时程，取得“在职”技术。如果把实地训练与适当的场外指导结合起来， 

学习过程甚至可以更有效。建筑工程也可有助于发展管理和企业技术，这是较先进 

国家的一贯作法。同发展中国家非技术工人一般从事的其他种类工作（诸如流动贩 

卖、擦鞋和清洁）比较，从事建筑业可以产生具有高度社会效用的产品。

426. 不过，如果谬误地争辩——正如有时这样做的——说，因为发展中国家的 

劳力既廉价又充分，无论是在建筑或其他劳力密集部门提高劳动生产力，是不必重 

视的。继续浪费人力耜不改进工人的技术对发展将是一项重大的损失。如果把建筑 

活动增加到需要的水平，满足在住房相社区设施方面的大量要求，尽管引用先进技 

术，也可吸引比现在更多的工人。事实上，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一千个人中只有两 

个建筑工人（虽然这项估计可能不包括多数自助工人），而在较发达国家中一千个 

人中则有1 0个。这点表示，即使在较高的劳动力水平上，建筑业在农村和城市社 

区可以提供大量的就业可能。

427. 另外也值得注意的是，在多数发展中国家内，城市建筑仍是一些私营企业 

公司的专属领域，•一些建筑公司是国际公司的附属组织，许多采用发达国家的材料 

勒设备。即使在取得使用特定技术权利方面没有太大的法律阻碍，使用进口技术往

56/ National Department of Planning, Aspectos quantitativos del plan de 
desarrollo (Quantitative aspects of the development plan), Bogota# Colombia,

57/ B .A. Lewis, "Employment, Income and the Growth of the Barriadas in 
Lima, Peru," Cornell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Series 46,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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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相当昂贵。但是，凡有这种限制的地区，建筑费用便远非低收入甚至中等收入类 

别人口力所能及。此外，大部分人口，特别是低收入类别人口，>一般来讲都偏好与 

他们熟悉的传统式类似的式样相材料。这些传统式样湘材料往往也较适用于自助建 

筑项目，无疑地这类项目仍将是本世纪其后几年大部分世界上低收入家庭住处勒基 

础结构的一个重要办法。因此，必须明确认识当地建筑技术的经济勒社会价值，并 

必须提供国家耜国际援助，提高低收入家庭以合理的费用建筑住房的能力。应该通 

过特别为非正式建筑部门制订的训练方案和财务援助鼓励正式建筑部门参与这个过 

程。

428. 建筑业一旦设立，不一定限于对国内市场生产。鉴于建筑业的劳力密集性 

质，某些发展中国家在生$向发展中国家耜发达国家出口的建筑材料方面可能更较 

有利。这个领域特别有助于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在一个区域或分区域范围内，各 

类别发展中国家参加它们之间的互惠贸易安排，可以获得极大的利益。按照这种安 

排，每个t精某类建筑材料产品的成员国将这些产品与其他成员国'的产品互相交换。

429. 另外也可努力打开发达国家的出口市场。这样将需要削减保护关税，以及 

除去阻止进入这类市场的非关税壁鱼。按照现有的普遍优惠制，对建筑材料的出口 

给予优惠待遇，也证明是一个良好办法。

3 .能源、运输耜环境

(a)能源节省社区犁态

430.多数国家今天在住区方面的最紧急需要可能是兼有能源节省措施命替代日 

益稀少的不可再生能源的可再生能源。人类住区方案可以采用数种方式在这个领域 

有所帮助。各国政府可以推展旨在减少按人口计算的能源使用量的各种住区空间安 

排型态。节省用于运输耜家庭消费的能源是另外的领域，在这方面的节省极有可能 

减轻供应品耜价格上承受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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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在发展范围的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农村住区能源的供应愈来愈少，对厶 

类福利相生态上的生存已成为极端危急。低收入农村人口几乎完全依靠当地的木材， 

灌丛和（或）动物粪肥供应作为他们的主要家用燃材，收集这些供应品是极费时间 

的。许多国家的农村人口大童增‘，每年对燃材的“收取”大大超过其年生长量， 

导致急速的砍伐森林、土壤侵蚀和全盘沙漠化。因此，这些地区急需新的修改的能 

源技术，以减少对燃料的依赖，并发展其他可再生能源。农村地区已小规模地成功 

引进选择太阳能、风力水力相生物童的各种新方法，并且在不断的研究相实验将它 

们的费用降到低于传统能源时应更广泛地使用。

432. 同时，•针对农村使用的研究湘发展活动可能需要不同于过去所使用的办法， 

以避免农村社区的社会经济“抵制作用过程”。这些作用过程往往由企图在极短期 

间突然改变当地社区习惯新引进的技术引起。许多工业发达国家最近在引进定量使 

用能源和减少大量浪费方面遇到的问题，指出了社会习惯性在抵制执行有效能源政 

策方面的力量。经验显示，如果一个系统，以村民习惯的形式对农村社区提供能源 

需要，可能获得最高度的接受，并只引起经济或社会对改变的最少量抵制。58

C〇)运输系统

433. 能源的使用和人类住区的形式及功能之间的最重要关系之一经由运输系统 

发生.运输路线耜服务的能否获得及费用大部分决定了个别社区内各种土地使用活 

动的不同地点上的型态。它们在决定一国的全国性主要活动（农业《矿业和其他原 

料提炼工作）耜次要活动（原料耜半加工原料的制造业耜加工业）方面也有极大的 

影响。这些型态反过来又大部分决定各国住区的地点命相应规模。 * 1

58较详细的讨论能源和人类住区，参看“人类住区的能源需求湘节省：人类住区 

中心（生境中心）执行主任的报告”，1 9 8 0年3月4日（HS/C/3/6); 
加“人类住区可再生能源：人类住区中心（生境中心）执行主任的报告”，

1 9 8 1 年5月（HS/C/4/2/，dd 3/Rev.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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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在发达国家，运输系统使用的能源在整个能源消费上占了极大的部分。因 

为石油和内燃机是这些国家运输系统的主要能源来源，它们受到极大的压力，必须 

一方面提高石油和内燃机合并办法的效率，一方面找到代用品，或两者兼备。现在 

终于大力改进引擎的设计，可以使用电力，甲醇、酒精燃料或氢等其他能源。；许多 

发达国家还应努力改进现有的大众运输系统湘发展新系统，以减少私人车辆的需要。 

为此目的，住区政策相规划过程应采取适当地点命住区内部空间结构安排的方式， 

旨在减少个人旅行的需求„

435. 在最近的将来，虽然基本运输系统和住区型态仍将保持不变，可以采取措 

施，减少内燃机，特别是客车内燃机的体积初燃料需要。如果釆用各种鼓励、阻止 

和管制办法，促进在私人车辆行驶地方使用公共运输工具，则可节省更多燃料。

436. 就发展中国家而言，城市大众运输服务极不充分，深受其苦的是穷人，因

为他们往往被挤到往来最困难、最花钱费时的地点。事实上，大城市缺乏廉价迅

速客运工具是造成城中区贫民窟相棚户区增加的主要原因。在农村地区，许多社区 

甚至没有最低限度的铺平道路，让他们与其他社区联系。虽然市区和多数城镇有铁 

路耜公路连接，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农村人口仍然依靠人力湘动物力推动的运 

货车相自行车，以及步行，作为客运耜货运工具，

437. 人力相动物力在发展中国家住区的生活中继续担任重要的作用。由内燃机 

或其他能源发动的车辆看来仍将属于较高收入类别人口的特权。即使是过去十年来 

急速成长的使用较低价柴油公共汽车洳货车作为长距离运输工具的这种办法，不产 

油发展中国家似乎也将逐渐减少采用。为应付猛涨的柴油价格，铁路必将重新用故

438. 有些发展中国家没有主要矿物燃料来源，有些正在设置長短距离运输网， 

其中大多数将需仔细重新审查现有的运输技术，以便采用适当选择地点命住区空间 

型态安排的方式，使运输相土地使用两方面总共需要的能源保持在最低限度。

439. 除了利用现有的提高内燃机效能的办法（可能得自发达国家作的研究湘投 

资），发展中国家应制订一些住区政策，既可促进节省矿物燃料耜其他稀有能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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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系统，并可采用提供适当便利促进有效行动的方式更有效地使用现有的人力初 

动物力。它们也应大力增加现有公共客运系统的作业效率，并增加使用现有的低价 

水运线。

(〇住区环境

440.今日的环境问题很多是由于大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工业集中以及较大城市 

的交通不便等因素引起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住区似乎是污染的主要来源， 

也是污染物对人口产生最大影响的地方。

441. 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中，对环境恶化的主要关切仅限于采取补救（或矫正） 

措施，以处理较极端的空气和水污染和土地上的废物。但在，开展计划，建设一个 

从根本上避免长期污染或减少自然灾害可能性的环境方面，却很少作为。发展中国 

家对环境问题的反应也没有什么不同。为了防止环境的过分恶化，必须更加重视社 

会、经济和实体部门投资的事前规划工作。由于所有这些部门都同时对环境有所 

需求，因此必须综合整体的规划才能取得建设与自然环境间理想的和谐状态。对生 

活、工作与娱乐区域的地点设置、稠密程度作协调的规划后，应以大量减少住区发 

展的费用总额，也可减少因运输和能源系统效率不足造成的污染的程度。

4.国家发展的全面实体规划

442.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发展规划机构目前就新投资的空间调配问题，就 

个人和企业的投资选择对住区经济的影响问题，都作了仔细的考虑，其结果是，这 

些国家城市人口的大部分都要集中在一些主要的城市中。同时，这些城市也是进 

出口的辐辏点，特别是，当发展战略中以外贸为重点时，这种作用还可能更为加强。

443. 国家的主要增长点同其他部分间的关系应加以规划，从而防止出现收入和 

财富的无效率的空间集中现象，并有利于通过所谓的区域“增殖”达到整个经济上 

的就业扩散和收入扩散。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劳动和投资不断流入大城市必然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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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现象。这只是说，国家规划机构在进行投资决定以前，应比较一下大城市人口和 

投资日益集中所需充分成本和所获利益同空间发展采取分散化形态所需充分成本和 

.所获利益两者间的差距而已。

444. 如果国家发展规划能更清楚地认识到城市和乡村地区的相互依靠性质，那 

就较容易确定何处进行新投资可产生较高的总利益，何处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以及，因此，何种住区和公共设施型式对全国来说最为有利。有效的中央分散化需 

要为小型住区提供基础结构，技术工人和取得资本市场，提供财政刺激，以及有时 

要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地点进行直接的控制”。同时，为了促使住区发展的利益莸得 

较为公平的地理分配，必须针对低收入团体，而非一般低收入地区，作为利益的目 

标，这样可以防止这些利益落进低收入地区中的较高收入团体中去。

445. 此外，负责直接为各个项目筹资，或提供技术援助以吸引新投资的国家和 

国际机构，应对一个国家住区增长的预期影响及其后在实体和体制基础结构方面的 

需要作出评价。

5.机构、训练和人民的参与 

(a)新机构和训练计划的需要

446.发展中国家如欲对各住区进行有效的维持和运行，就必须相应地——甚至 

是在事前——发展出若干种类的机构，特别是全面住区规划和住区财政和管理方面 

的机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缺乏机构也缺乏具有适当技术的工作人员履行他们现有 

的职责，更不用说较广泛的职责。有关住区发展和管理的每一种专业和技术—— 55

55关于中央分散化有关问题的进一步讨论详情，请参看“乡村住区和增长中心的 

发展：人类住区中心（生境会议）执行主任的报告”，1980年2月29曰， 

(HS/C/3/7)，“人类住区财政和管理：人类住区中心（生境会议）执行主任 

的报告”，1980年2月 5 日（HS/C/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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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建筑、实体和社会规划、土木工程，公共管理，经济和财政，几乎都欠缺训练 

有素的工作人员。具有这些技术的工作人员的外流现象，通常是由于缺乏具有稳定 

而充分的资金的机构和与其职责相衬的权力造成的。

447. 因此，国际社会应推动创建新的机构并将现有机构升格，为这些机构配置 

足够的专业知识人才、基金和权力，使这些机构能设计和执行国家、区域（次国家） 

和当地的住区计划，从而对完成国家经济增长，和公平分配因增长所获利益的目标 

作出最大的贡献。这些机构的业务要求扩大实体规划和住区财政和管理的训练计 

划。执行这些计划时，可利用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计划提供的各种设施和发达国 

家提供的财政和技术援助。

⑴人民参与决策

448. 决策权力和发展利益经常只集中于经济的某些部门——为极少数人提供就 

业和有利的薪金，但对大多数人很少或完全没有利益。另一方面，各种自助和合作 

的住房计划经实施证明，人民参与是很有效率的作法，它可在需要和资源调拨间作 

较佳的配合；它也在空间规划，特别是在当地和邻里一级上提供有价值的投入。

449. 实行自助和集体参与的技术还有若干其他的好处。他们可以促进社区觉悟， 

参与当地发展并鼓励个人的积极性。来自社区的当地知识回馈可以使管理人员进 

行计划调整，以便能更有效地影响社区的需要。意见的交流也有助于政府官员和 

公民个人在计划的拟定和执行过程中求得公众和私人责任间更好的平衡。

6.继

450. 上述讨论的关键部分强调了，在人类住区发展方面需要以一种协调的方式 

进行，因为这种发展包括了范围广泛的，必须同时考虑的一系列相互关连的问题。 

人类住区委员会已核可了某些原则和优先事项y以引导发展中和发达国家在这一领 

域中的今后行动。发展中国家应该：（a)把人类住区的发展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一个组成部分;㈤建立必要的人类住区发展的体制结构和训练计划；⑹动员人力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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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执行这些计划；(d)调拨适当的国家投资用于人类住区发展；(e)参与发展中国家间 

技术和经济合作的人类住区计划。发达国家方面，应该“a)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 

提供建立体制和训练方面的技术錄助；㈦以适宜受援国财政状况的条件为各种住区 

项目提供必要的财政援助4c)取消对发展中国家建筑材料产品的进口限制，以便让 

它们通过生产和交换取得充分的经济利益。

国际贸易、工业化和发展6°

451. 《战略》目标不仅要求在二十世纪结束前的期间能持续高速率增长，而且 

同时要按逐渐形成的相对利益来重组世界生产。在这个过程中，正如利马宣言中所 

指出的，可以预期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份额将大为增加。

452. 近几十年来，世界增长、贸易扩大和全球分工的结构改变均得到空前的提 

高。一些发展中经济国家，当然不是全部，已充分参与了这些相互关连的大事。获 

利最多的是石油输出国，它们由于主要出口品的贸易条件大为改善而获得利益，同 

时新近工业化国家也以空前的幅度扩大它们的制成品输出。这其间出现了重大的 

世界生产改组，从I960年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制造工业的增长高达发达市场经济

6°这些问题在国际论坛中已得到广泛的考虑：贸发会议，“与贸易有关的结构调 

整：问题和政策”（td/V8〇5)，1980年7月24日；贸发会议，1981年《贸 

易和发展报告》；贸发会议，“保护主义和结构调整”(TD/B/æs);世界银行， 

《1981年世界发展报告》（华盛顿：世界银行，1981);关于学术界对这问 

题的讨论请参看：Jagdish N. Bhagwati和T.N. Srinlvasan著，“贸易政策和 

发展”，Rudiger Dornibusdi和Jacob A. Frenkel合编，《国际经济政策：理论

和证据》，巴尔的摩和伦敦出版：约翰》霍浦金斯大学评论，1978, 1_38; 

Carlos Diaz Alejandro著，“贸易政策和经济发展”，Peter Kenen编，《国际

贸易和金融：尖端研究》（剑桥大学评论，1975) 93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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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率的1。5倍，其制造品的输出也达后者的1*2倍，

453。 另一方面，一些石油输入国因能源输入费用高昂，粮食和制造品输入的费 

用膨胀而饱受压榨；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受打击最严重，它们的调整潜能也最薄弱。 

既使一些最成功的中等收入的石油输入发展中国家，由于石油输入的费用高昂，已 

形成外债债台高筑的情势，并影响到它们今后迅速进展的能力。过去五年间，发 

达市场经济国家——它仍占世界贸易的三分之二——的经济活动和国际贸易增长已 

大为降低，对来自其他国家集团的输出国产生消极影响。同时，对发达市场经济 

国家的日益增强的保护主义压力也令人深感忧虑，很多人担心，这种现象是发达经 

济国家集团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长期倾向于进一步自由贸易和经济相互依靠因而 

有利于所有国家集团的趋势开始逆转的信号。此外，发达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对 

发展中国家经由结构调整而进行的劳力密集制造品输出的充分容纳潜力尚未开掘。62

454. 因此，第三个联合国发展十年头几年的全球贸易的特色是，重大的中期成 

功和重大的短期问题混合掺拌。《战略》目标能达到何种成就要相当程度地取决于 

这些趋势中哪些趋势占主宰的地位。为了阐明这个观点，第一章讨论的前景构想 

中已考虑到《战略》对每个主要国家集团的影响。

有时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增长的重要性也受人怀疑，因为这种情况只集中在较少 

数国家。例如，1976年，全部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的制造业输出的百分之7 2 

仅来自十个国家。这十个国家的人口占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全部人口的百分之 

55，因此少数几个国家的情况可能带来引人误解的结论。

依照贸发会议“与贸易有关的结构调整…•。…”同上，第3页，1978年，发展 

中国家制造品输出前往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占64 %，输往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占 

33%，输往发达计划经济国家的只占2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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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展中经济的国家

455. 近年来，在各种发展经验中，大多数“成功的事例”均与大量扩大输出价 

值并与世界经济相结合有关。但在某些很重要的方面也有不同的经验。另一方面， 

石油输出国因贸易条件和石油发生了对他们极其有利的转变而获益。另一方面，相 

当多的发展中国家大量扩增其非传统的输出，减低它们以前对输出的偏见，使非传 

统的输出激增（大部分为制造品，但也有一些初级产品，如巴西、阿根廷和巴拉圭 

输出的大豆）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做法不仅止于弥补其逐渐不利的贸易条件。当然， 

这两种经验都有助于减少外汇和储蓄对有关发展中国家增长的压力。这类模式是否 

适合其他发展中国家仿效则要看各别国家的本身条件和世界经济的整体发展而定。 

但这类发展一部分也要取决于发展中国家选择何种国家和国际的贸易政策。

456. 在《战略》预期的那种扩大的全球经济中，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最 

有希望的政策态度似乎是采取进一步面向外看的取向，扩增非传统性的输出，鼓吹 

在所有国家均能参与的范围内减少贸易壁垒，并探索扩大非传统市场的贸易。这种 

方式有很多好处' 它正如第一章D节中所强调的，直接减少了储蓄和外汇对增 

长的限制。但除去直接有助于减少这些差距外，也许更重要的是，面向外看的取向 

因鼓励有效地利用投入和较好地组织产出，结果使有形资本和外汇生产增加而间接 

地减少了这种限制。这些趋势因开拓规模经济和从实•践中吸其经验的可能性而更 

形加强。因为较大规模的生产超越了狭隙的国内市场的局限。这种朝外看的取向还 

可以形成较大的调整能力以应付国家和全球一级的经济震荡和前景暗淡。同时，由 

于国际竞争消除了可能的无效率资助和过时的生产结构，因而加强了调整能力。

457. 無二个重要的方面是，要持续许多发展中国家最近降低其高度进口保护措 

施的趋势。这种趋势的潜在益处很大，理由有三。第一，对个别的发展中经济的国

请参看注6 0中对这些优点的讨论和经验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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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本身而言，这种动向有助于国内资源作更好地运用，带来资本和劳力的增加。第 

二，在发展中国家集团内，这一动向可以引起各国家间较大的结构变动，扩大发展 

中国家间的贸易——所谓的南南贸易——•这正是《战略》中加强“集体自力更生” 

的一个重要部分。第三，如果发展中经济的国家减少它们自己的贸易壁垒，它们在 

一个已修改的国际体制构架内就可能更有效地扭转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日益高涨的 

保护主义潮流，也可以在建立分工中得到发达计划经济国家的更积极的合作。由于 

目前外汇短缺，这类政策必须小心进行，可能要先减轻对出口的偏见后再推行这类 

政策。

458. 发展中国家的这种政策冲力还需要同时得到以下的配合：即它们在国际机 

构中日益发挥更大的作用，使这些机构能更加有效，使国际市场对初级商品和技术 

的功能得以改善，适当时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并在照顾到各别国家不同 

条件和爱好的情况下，为跨国公司的相互有利的活动提供更好的构架等。

459. 第一和第二章讨论的《战略》前景构想中设想，在逐渐扩大的世界经济范 

围内，发展中国家采取更朝外看的取向，并象利马宣言所预期的那样充分参与世界 

生产改组。这样，它们就可以大幅度地增加资本生产、出口增长和发展中经济的国 

家间的贸易——从而赚取必要的资源，弥补国内和国外的差距，也就是《战略》前 

景构想中假设的，与发达经济的资本流动和发展方面的差距。对非石油为主的发展 

中国家而言，如果它们的国际贸易条件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情况好转时得到 

巨大改善，也将对这一过程发生推进作用64。

对石油输出国而言，贸易条件的动向可能较难预测。直到最近，共同的看法认 

为，可以预期每年百分之3的真实增长，但这也许会是一种非连续性的跳跃增 

长，而非平稳地增长。但是本报告编写时，石油供应过多和石油价格略微下降 

使许多预测者怀疑这种假定。当然，这种预测常常似乎对当前的情况太过敏感， 

而且当发达经济增长加快，需求增加到足够程度时，情况又可能逆转回去。但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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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达布场经济国家

460.在后二次大战时期，发达市场经济依照《贸易和关税总协定（总协定）》， 

已大幅度削减它们在国际贸易的关税壁垒而达到相当低的平均水平。这段时期内，

它们的贸易大为扩增，1 9 6 0年代出口平均年增长率达百分之8。4，1 9 7 0年 

代达百分之5.9。

461 .大多数贸易是在这个国家集团的成员间来往（很多其实是公司内的贸易）

1 9 6 0年百分之6 7输出前往其他发达市场国家，1 9 7 9年有百分之6 9。其 

次是输出到发展中国家（略超过输出的四分之一。制造品的三分之一）。同时，发 

达市场国家进口了发展中经济国家输出的三分之二（制造品输出虽较少，但分额在 

增加）。

462.但是，过去十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国际贸易增长已显著减缓。同时， 

在这些国家的经济中，伴随滞胀而来的，还出现了对某些受进口威胁的部门施加保 

护的压力，特别是对那些传统和较为劳力密集的工业。虽然关税壁垒已经过大幅度 

削减，但对于特别是与发展中国家出口有关的产品，包括许多农业货品和纺织品和 

衣服，还是设有相对较高的关税壁垒（而且通常是更重要的非关税壁垒）。最近还 

出现了各种特别是针对使发展中国家获利的劳力密集产品设置各种非关税壁全。在 

这方面，大家都知道的是最近重新展期的《多纤维协定》限制发展中国家进入发达 

市场经济国家的纺织品和成衣市场。最后，关于限制国际贸易壁垒程序的协议，如

4(续）

过去十年高昂的真实油价已造成能源供应大量增加和每一单位产出的能源使用 

量下降，目前，这两种过程正在同时进行中。因此，较早前对真实石油价格的 

预测可能过高。进一步的讨论请参看“能源”第四章：一个新的时代，“世界 

发展报告”，1 9 8 1年（华盛顿）；世界银行，1 9 8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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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国际保障程序，已不会在短期内出现。

463.这些发展已使大家日益警觉到一种“新保护主义”的来临，它将非除发达 

市场经济国家按不断变动的相对优势来进行结构调整。这种新保护主义的莸利者应 

该是工人和从事经济活动的企业主，而这种经济活动中发达经济国家不再有全球的 

相对优势了。受损受者自然是全世界其他地方那些失去市场的生产者和发达市场经 

济国家中要付较原先更高价格的消费者。

464. 这种国家保护主义政策的一个方面是，政策压力通常并不能很好地反映真 

实的社会成本和利润。当然，外国生产者在这类政策方面对一个国家的政治过程并 

没有多少（或根本没有）政治投入，而且事实上他们还常被视为是造成国内失业问 

题的原因。正如贸发会议强调指出的65,情况倒更象是，外国生产者被视为不遵守 

关于自由贸易的“规则”。而国内消费者通常是一个松散的政治团体，包括数量众 

多的个人或个体，每个人都因具体的保护主义措施而略受损害。最终地说，实际的 

和潜在的输出国可能在外国经济中受到报复行动的损害，但这种损害关系又并不明 

确到可以归咎于某一特定的保护主义措施。

465. 结果，一批较小的生产者集团，它们具有受到保护而目标狭窄的利益，且 

通常在政治上取得优势，进行设置保护主义的壁垒用以应付增长迟缓或生产需求降 

低，而毫不理会这种需求情况是否与进口扩增有关。这类措施增强僵化、限制调整， 

而且经常还增强了某一受保护部门的政治势力。当然，在经济滞胀时，保护主义措 

施的压力似乎最大，因为在这种时候，对大多数产品的一般需求已形衰落，因而极 

难从一些部门中转移出劳力和其他投入，这些部门是不能以进口来补足的。

466. 《战略》的前景构想假设，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新保护主义”威胁是可 

以避免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应回复它们后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削减国际经济交换壁 

垒的长期趋势，其中包括农业壁垒和非关税壁垒。发达市场经济不应防卫性地采取

贸发会议，“保护主义和结构调整”，第三部分，A节，b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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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措施，延续过时的生产活动，而应采取积极政策以促进调整。发挥知识密集、 

高度技术和服务活动的相对优势。这种调整将会因恢复的加速增长而得到推进，原 

因一部分是由于目前正进行对较1973年以前更高的能源价格的调整，一部分是 

由于协调的宏观和财政政策。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这一政策姿态将会加强经济效率， 

促进生产，有助于使产出和世界贸易出现更高的增长率。

3.发达中央计划经济国家

467. 过去，发达计划经济国家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一向都远低于其在世界生产 

中所占的份额。但近二十年来，它们采取了更加朝外看的政策，因而使它们的输出 

和输入大为增加。这种炉增的一大部分都是以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为对象，从而增加 

了来自国际专门化的收益。但在扩大对发展中国家贸易以吸收他们的劳力密集产品 

方面，成绩并不显著。

468. 当然，计划经济国家似乎能较容易地调整，以适应发展中经济国家在劳力 

密集产品方面的日渐增加的相对优势，其方式是按照情况修改本身的生产结构。它 

们正是在规划和执行这种过渡过程时逬行较为平稳，显得较市场经济国家占了优势。 

因此，发达计划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扩增存在着极大的可能性。

469. 因此，在《战略》的前景构想中认为，发达计划经济国家将会实施有计划 

地改组其经济和国际贸易，以适应发展中经济国家在劳力密集产品中日渐增加的优 

势。结果，从发展中国家输出的观点来看，将会出现一个长久以来期望的广大市场。 

它们也有利于发达计划经济国家的许多目标，其中包括增加消费产品的多样化，并 

由于在产-品生产中更好地运用它们自己的生产投入而取得更高的生产增长，在这方 

面，发达计划经济国家较占优势。

»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A/37/211
Chinese
Page 177

E.货币和金融制度

470. 1 9 7 0年代，固定汇率制度崩溃、国际支付出现严重失调、减让性资金 

贫乏、国际金融市场利率大幅度上升都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受到不利的影响，大 

多数发展中国家积累了沉重的债务，帐目出现巨额赤字，以致在当前政策的体制构 

架下，这种情况已无法继续维持、愈来愈明显的是：国际清偿能力和资金在各国间 

分布相当不匀，资金再循环的办法已不敷需要，和发展中国家在调整过程中遭遇到 

巨大的困难，如果在货币和金融领域不能采取适当的国家和国际行动，则世界经济 

情况可能还会进一步恶化。

1.《战略》的必要条件 471 472 *

471. 在讨论同《战略》前景构想一致的国际货币和金融制度的几项主要必要条 

件之前，宜于先简略说明一下经过改革后的制度的数量范围，如同前面的讨论（第 

一章），根据《战略》的1景构想，发展中国冢实际需要弥补的资源差额是外来资 

源差额（见第一章），就不产油的发展中国家整体来说，其外来资源差额对国内总 

产组所占的百分比预测将在1 9 9 0年达到6. 3%，2 0 0 0年则为5.3 %。 

对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分别为6. 7%和7. 8%，而对最不发达国家而言， 

数值分别可高达13.2%和17.2%。 这而组国冢的国内差额在1 9 9 0年将分 

别为8. 1 %和16. 1 % (见表1 7 )。 按过去的标准看，1 9 9 0年和2000 

年的这些差额要比以往谷期都高得多：这些国家外来资源差额在1 9 6 0 - 1969 

年仅占其合并国内总产值的1. 6%，19 70 -197 8年占3. 0%。要弥补 

这些差额，就需要对逬口石油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大规模投资、大量转让资源和国际 

收支支助。

472. 鉴于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资金已十分拮据，大多数国家政府也面对沉重

的预算压力，这些需要看来或许数量过于庞大，然而，限制的因素与其说是全球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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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供应量，倒不如说更关乎当前的货币金金制度是否有能力把潜在的储蓄再以某 

一种方式循环库投资，便它能在中期内受急剧上升的大量债务。

473. 原则来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和某些出口石油发展中国家预期在1 9 90 

年和2 0 〇 0可以得到的盈余应当足以应付进口石油发展中国家合计的资源差额， 

就如何把这些盈余传送给发展中51家而言，国际货币和金融机构在促成所需的转让 

方面，早已在1 9 7 0年代后期承受了超额的负担，尽管货币基金组织的分摊金额 

和世界银行的资本资产都已炉充，还设立了新的设施（例如：货币基金组织的展期 

资金和补充资金供应设施）和加强了现有的设施（补偿资金供应设施等），然而， 

这些措施和设施仍不足以防止许多不产油发展中国家短期外债急速增加和所有不产 

油发展中国家外债的组成普遍逆转：从以较低利率和较长偿还期限向官方来源借款 

变成以高利率和短偿还期向私人镅行借款。

474. 对于在此后二十年里达成数额大得多的资源转让来说，当1的国际体制远 

远不能满足需要，必须进一步加以改革和扩大，而1 9 7 0年代出现的那种发展， 

即由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设法执行再循环的任务，预期也不足应付情势的所有需要。 

简言之，需要作出新的倡议，以便一方面提供与发展中国家1980和1990年 

代发展所需相称的财政资源，另一方面提供一个有助于世界经济复苏和通过成长和 

贸易进行结构调整的国际货币结构。

2.国际货币制度：需要改革 475

475. 早在19 7 0年代中期，国际论坛对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的几项基本要素就 

有了相当一致的看法，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逬一步的努力还不能制定出可以取 

代早期布雷顿森林制度的一种行得通的体制。同时，国际货币制度仍在继续衰退：

(a) 1 9 7 3年年初，可调整的挂勾制度崩溃大大加剧了主要货币的波动，对贸易

和投资造成不良的影响；（b)国际收支调整日益难以逬行；（c)世界清偿能力的扩 

充在数量和各国间的分配两方面都动荡不定，使许多发展中国家严重短缺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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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在世界非黄金储备当中，特别提款杈的相对重要性已逐渐减小；（e)货币基金 

组织资源在国际货币业务上所起的作用同商业市场日益增加的活动相比已见减小； 

和(f)总的来说，各国政府执行自主性货币政策的能力受到更大限制，使得所有各 

组国家在管制通货膨胀和安排经济复苏时面对了更多困难。

476. —个响应发展中国家需要，经过进一步改革的国际货币制度可以对世界经 

济成长过程提供大量支助，国际社会已广泛地研商过这个制度的各项原则，并日益 

确认这些原则。66 兹将经过改革后制度的某些基本要素说明如下。

477. 首先，国际货币制度应当提供一种既有弹性又有助于维持稳定汇率体制短 

期资金的大规模投止性流动和跨国公司进行的期货保值活动使得汇率的浮动情况大 

大加剧，对资金被提走的国家来说，这种交易也使得调整问题更加严重，各国中央 

银行更密切地合作，通过交换和类似安排来影响这些交易，就会有助于汇率制度的 

推行，和加强各国政府执行自主性货币政策的能力。

478. 第二，这种制度应当更公平和更有效率地分配资源。多年来，世界储备的 

总合价值虽不断增加，但储备的分配情况却相当集中。这种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不能 

配合各国的储备需要，由于黄金价格上涨，储备的黄金部分价值已大幅度增加，但 

主要的受益者都却不是发展中国家，因为它们的黄储备一向十分有限，特别提款权 

目前占非黄金储备的4 %不到，而甚至连它也都是按照反映谷国在世界经济结构所 

占地位的分摊额，而不是按谷国的储备需要来进行分配。此外，商业银行为短期国 

际收支需要提供的资金已大幅增长，但它的分配情况卑很集中。

479. 现在大家一致同意，国际货币制度将来不应以任何单一国家的货币或一组 

货币为基础，而应当按稳定和日益扩大的世界经济的需要来逬行国际管理，在这方 

面，国际社会已允诺用特别提款权作为国际货币制度的主要储备资产。1972年

例如，二十四国集团编制，后经七十七国集团核可的“国际货币改革行动纲领 

摘要 ”（A/C. 2/3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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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特别提款权在世界储备当中的分额一直在不断减少，67但可以通过下列办 

法来予以提高：（a)分配新的特别提款权，其速度应高于储备总额的增长速度；或 

㈦直接用特别提款权来替代现在以货币（包括黄金）形式持有的储备，赞成定期 

适当增加特别提款杈的主要理由有二：第一，仅仅收回世界储备中1 9 7 2年特别 

提款权的分额就需要大大扩充特别提款权；和第二，在利率最近意外上升和银行全 

面收紧贷款政策后，为了解除许多发展中国家所面临流动资金急剧缩减的困境，也 

需要分配特别提款权。事实上，就从公平和效率的观点看，也大有必要向最可能面 

临国际收支赤字和高昂调整费用，又最不可能从其他来源筹资应付的那些国家提供 

更多储备配额。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可以归入这一类。

480。 必须确保调整过程匀称地进行，目前，调整过程的负担几乎完全落在赤 

字国家的肩上，特别是当它又是发展中国家的时候.除非国际社会采取具体步骤，

确保更公平地分摊负担，不然各方均感满意的国际经济合作就不可能达成.

481. 最后，近年来进口石油发展中国家赤字的最重要一个特点是：这些赤字增 

大一般主要是由于世界经济上的外来干扰（举例来说，利率高涨，贸易结构的转变）， 

而不是由于赤字国本国内的各种因素，这种情况显示：由于赤字是外因导致的，就 

这个限度来说，所需的调整过程就不是旨在限制国内过量需求的传统办法.它同 

经济需要进行结构改革的关系更大，也就是应以面向供应的办法来进行调整.这

种调整过程预期比传统的调整办法需要更长的时间.所以应付进口石油发展中国 

家当前和预期赤字的通盘办法就需要更直截了当地侧重如何保证筹得足够数量的资 

金，以便进行较长期性的调整B 此外，它不仅是如何增加所筹资金数量的问题， 

还包括如何使其形式、期限和条件更加有利得多的问题，改善若干领域的政策对达 

到这个结果大有帮助。

特别提款权在世界非黄金储备当中所占的相对份量一直在逐渐下降，1981 

年年底已从1 9 7 2年底的7. 8%减为不到4%。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A/37/211
Chinese
Page l8l

482.多边金融和货币机构可用的资源必须增多，同时还要确保，这些机构制订 

的期限和条件能够配合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要。国际社会应当考虑，通过增加分 

摊金额和通过更积极地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款能力这两个办法来扩充货币基金 

组织的资源# 增加通过货币基金组织流通的资源还需要同时大幅度改革它的条件

限制，使它能配合发展中国家所面临赤字的性质和原因，货币基金组织最近表示， 

在审议赤字成员国的政策时，它打算更加重视供应方面的调整，注重从供应方面进 

行调整就意味着调整期限比较长，需要使货币基金组织资源有更大份额能供长期利 

用，在这方面，必须认真注意二十四国集团的下列建议：在货币基金组织内设立一 

个中期国际收支设施，和成立一个较长偿还期的设施，并额外提供大量资源。

4 8 3•世界银行最近制定了一项旨在援助面临国际收支问题国家的结构调整贷款 

计划.这项计划应当尽快达到相当大的交易量，通过这个计划流通的资金应补充世 

界银行所提供的资金。

3. 国际金融制度

484,在未来的十年里，私人资本市场预期将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对夕1#资的一 

个重要来源，因此必须采取措施，为发展中国家改善有关再循环这些资金的期限和 

条件。发达国家必须保证，它们最近所作的，关于更严密地检查欧洲货币市场交 

易的决定不致变成公然或暗中限制发展中国家，不让他们进入这些市场。此外， 

还需要重新审议旨在方便进入这些市场的政府政策。有人曾在联合国各机构、贸 

发会议和货币基金组织内提出若干旨在提高私人资本市场功效，使它们能在政府支 

助下提供较长期限资金的建议。

4 85.虽然把这些措施同时加以执行对发展中国家是否可以取得外来资金大有影 

响，不过充分执行这些措施也会使许多无法向私人资本市场贷款的较贫困发展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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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外来资源出现巨大差额。中等收入和收入较高的发展中国家也继续需要筹得 

大量长期资金，以便改善它们债务的结构和提高增长率，在部门需要方面，也显示 

出国家的筹资需要（诸如能源和农业部门的投资）。

486.对较贫困发展中国家而言，通过增加多边金融机构（例如，世界银行、国 

际开发协会和各区域开发银行）以及双边来源提供的减让性资金是减轻它们长期国 

外支付压力的唯一办法，有关提供减让性资金的问题是众所周知的，而下列现象也. 

反映出这个问题：虽然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所提供的全部官方发展援助，其实际 

数额已见增加，但仍仅及《第二个和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所设想指标的 

一半，在这方面，除了某些例外，就这些国家整体来说^•其表现确实令人失望。

487„除了增加可以供应的减让性资金外，如果金融制度也容纳了下列特点，它 

的功效还可以提高。

488.需要大量增加为计划筹措的资金以及增加多边机构筹供的本地费用，筹措 

的计划资金是用来对某一个国家的整套项目和活*共支助并帮助该国确保它们在财政收： 

入和国际收支波动不定的情况下也能加以执行，这种资金并没有限定用在具体顼目 

上，而是用来支援整个发展计划*换句话说，计划贷款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协助发 

展中.国家克服它们的支付困难，这种贷款支付迅速，偿还期也较长，使它们十分 

适于在结构调整期间用来筹措资金。由官方机构提供的这种资金，数量一向不足或 

条件仍不能令人满意，同时被认为债信高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依赖向私人银行贷 

款，其中大多数是短期和中期贷款，同时，发展中国家当中债信较差的国家就被迫 

几乎完全依赖多边或双边官方机构所筹供的国外项目资金。这些考虑使得下列做法 

法更大有必要\大幅度增加长期性计划贷款，其期限和条件应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发 

展目标和优先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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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9•此外，面临严重偿本付息困难的国家需要筹供重新安排债务的资金，由于 

债务和债务国的数目有增无减，这种困难很可能会不断增多，事实证明，过去以各 

别处理办法来处理债务至不能解决问题，它只能为近期债务再筹供一些资金，而其 

条件也经常使债务国的发展受到严重限制，难以进行长期投资和生产计划，对贷款 

条件补行调整是使向发展中国家转让的资源实际价值增加的最佳方式，至于债务管理 

问题，贸发会议的政府间审议对重新安排有关发展中国家官方双边债务的准则已取 

得了协商一致的意见，其范围还可以扩大，把私人债务也包容在内#

490. 还有几种机构性的可选用办法，虽然严格来说不属于当前国际金融制度的 

一部分，但如果加以运用，也可以大大加强和支助这个制度，近年来，经常有人提 

出，以“自动”办法筹集税收以促进发展的建议# 它们包括对下列项目征税：国 

际贸易、军火贸易、国际投资、碳氢化合物和可耗尽矿物、军事开支和使用“国际 

公共财产”-•海洋渔业、近岸石油和煤气、海床采矿，以及再次出售货币基金 

组织黄金所得的利润。由这些来源筹得的收入，数量可能相当大，它们另外还 

有一项优点：一旦通过国际协议制定了这个办法，它们就不再受到双边流通资金所 

将有的自由决定的影响，以致它的流通较易预测、持续性强，也较有保证。

4〇 南一南货币和金融合作 491

491. 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和支付问题当中，至少有一部分也可以通过加强发展中 

国家本身被此间的合作来寻求解决。

49a 1 9 7 0年代起•发展中国家在货币和金融领域采取了若干措施，来增进 

它们本身彼此间的经济合作，这些措施包括：以资料交换、支付联盟和储备中心 

(经常属于贸易一体化计划的范围）等形式组成的区域和次区域支付安排，和成立 

多边发展金融机构和国家外援开发基金，有人还建议，是杏可能把发展中III家间的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A/37/211 
Chinese 
Page l8!'.

区域和次区域资料交换安排扩大，构成一个整个发展中国家的计划，以此作为支助 

它们相互间贸易的一个重要倡议。

493. 在发展筹资领域，随着许多发展基金的设立，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打开了 

新的局面，这些基金是资本过剩发屎中国家，基本上就是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个 

别或集体设立的，目的是增加流入需要发展资金的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根据贸发会 

计1古计，从石油输出遍组织成员国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净额（也就是支付减去偿 

还的数额）.已增加了近1 3倍，从1 9 7 0年的& 5亿美元增加到1 9 7 9年约 

5 2亿美元《 ss这些资金当中约有6 0 %附有减让性条件。此外，197 9 

年从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流向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按其占合并国产总额的百分比 

计算也较^达市场经济国家相应流出的资金为高，占国产总额的1. 44%,与之相 

比，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所提供的官方发展湲助仅占其国产总顿的〇. 32%'

494. 由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让资源的有关政策还有一个重 

要特点：它把重点放在在资本输入国家执行对有关各方共同有利的工业和农业项目 

合办企业。这种办法打开了许多可以利用的途径，把资本过剩发展中国家的资本 

资源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力和物资资源结合起来，以便通力合作，满足它们个别 

和集体的需要，开发发展中国家矿物和原料资源的合办投资项目，特别是包括把这 

些资源加工的项目，也提供了重要机会，使资本过剩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 

的资源能互相取长补短。

495. 在所有这些领域进行彼此互利的合作，潜力无穷，需要在《工业发展战略》 

的范围内进一步加以推展.

68 '贸发会议，《贸易和发展报告，19 81年》，《同上》，附件表A. 8, 

英文本1 1 9页.

69《同上》，英文本第5 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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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裁军和发展

496.战后年代里，军备竞赛耗去了愈来愈多的世界资源，占用了国际贸易中比 

重愈来愈大的货物和劳务，使全球大量资源由生产性部门转移到非生产性的军事部 

门。如果裁军能由口头辩论进入实际行动领域，则可节省大量资源，其中细微一点 

就能充分满足建设性发展事业的需要，并可建立起更持久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 7°

4 97 .多年来大会屡次试图对持续增长的全球军事支出及其对国际安全和经济与 

社会发展的有害影响表示深切的忧虑。若干年来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出作为裁军重 

要因素的逐步削减军事予算的具体提案。而且，许多提案还对将裁军节约所得改拨 

调用于发展目的作了具体规定。

498.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对全球资源分配中的优先次序进行必要的调整。与此 

相反，第三个发展十年开始就予示世界社会有可能进入世界军事支出猛增的新阶段， 

互利经济合作的前景下降，经济增长普遍减缓。

499 .联合国若干篇关于裁军和发展问题的研究报告全面分析了军备竞赛对全球 

经济的经济和社会影响。”为了确定裁军和发展之间根据经验可用数量表示的关 

系，这些研究报告试图估计全世界军事支出占用的实际资源量，评估军备竞赛给处 

于不同发展阶段和具有不同经济社会制度的社会带来的机会成本，审查将与军备有 

关的努力转入发展渠道的技术可行性，按不同的前景构想予测到2000年时，裁 

军会带来的直接和间接的益处。最后审查了便利转移与裁军有关的财政资源造福了 

发展中国家的某些体制安排的可能办法本届会议审议了上述研究报告的主要结 

论和随之而来的政策问题。

500.解决军备竞赛问题主要靠政治协商一致，经济分析并不能解决裁军问题，

7°联合国大会，尤其是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曾多次强调这一事实。

7,最新的是“裁军和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秘书长的报告）”，1 98 1年10 

月 5 日（A/36/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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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助于说明从各别国家和总的世界经济角度看，作出另一种政策选择的费用和 

益处。

1、全球军事支出：总规模和新趋势

501 .有关军事支出的财政数据最易于说明用于全世界军事活动的资源的新趋势。

502.联合国汇编的最新估计揭示1 9 8 0年全世界有5 0 0 0余亿美元（按当 

前价格）用于军事目的。从相对数看这等于该年世界产出的6%，等于经合发组织 

国家提供的全部官方发展援助的1 9倍，并略略超过所有发展中国家总固定资本形 

成总值的和。此外，全球武器开支远远超过全球公共卫生开支，只有全球公共教育 

开支最近刚刚超过它。72

.503.全球军事支出的分布在过去二十年中虽已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但仍很不 

均衡（见表3 4 )。1 9 7 8年，发达国家占世界军事支出总数的约8 0%。其中 

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占43%,中央计划经济国家次之，占3 7%。1 9 7 8年，

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集团约占1 2%,而在1 9 7 0年只占7%。虽然发展中国家 

在总数中占的分额很低，但是由于它们的总的平均收入与发达国家集团相比差距更 

大，因而军事支出的实际负担更重。

72 同上，第1 6页，第3 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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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4. 估计还表明在1 9 6 0至1 9 8 0年间，全世界军备开支实际数字增加1.9 

倍，几乎翻了一翻。这等于平均每年以3.2%的速度增长。此外，这一趋势在过去 

五年中没有重大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似有若干因素不断加压，使军事开支 

上升。其中最重要的是迫使主要核武器国家不断改进武器质量的压力。以美国的经 

验为例，这种压力的结果是主要武器系统的实际费用平均年增长率为5.5 %。75 

其它结盟国家（包括北约组织和华约组织）的经验可能大同小异。军事开支增长的 

其它因素有军事人员数字缓慢然而持续的上升，费用（工资、物价和利率）上涨的 

影响，和扩大国防予算的国家增多。

505. 如再次重复过去2 0年的经验，则全球军备费用实际数字在今后2 0年中 

又要翻一翻。到1990年，以现有价格计算军事支出可达数万亿美元。表35列 

出了根据不同的增长假设可能产生的不同结果。虽然这些纯是说明性予测，但重要 

的是根据历史经验，没有一项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例如，假设年增长率为2%， 

从历史水平看显然是相当低的，这就意味着到2 0 〇 〇年时军备费用按当前价格计 

算将达7429.73亿美元，假设增长率为3% (与1 9 6 0至1 9 8 0车间的增长 

率相近）则到本世纪末军备费用将达9030.55亿美元。按上述增长率，今后2 0 

年中用于军事目的（或剥夺民用部门）的额外资源与假设年度支出停留在5, 000 

亿美元（以1 9 8 0年美元计）水平上不变所多消费的资源相比，累计值将达

1 9 8 0车世界产值的1 . 2至1 . 5倍。

506. 这些比率给我们一个大致概念，今后2 0年中如果不能成功地制止或减少 

军事支出的不断增长，全球累计损失（以予测产生计算）可能有多大（下面有一节 

比较详细地i寸论军事支出的机会成本）。考虑到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的谈判 

占用了1 0年时光，再考虑到谈判还要讨论大量削减战略武器系统的规 > 模和费用，

显而易见，2 0年时间并不很长。

同上，第4 3页1 0 3段。这一资料的最初来源是“世界军备和裁军“，.

《SIPRI Yearbook 》，1 981 年（伦敦 T ay 1 or and Francis Ltd,
1981 )。P.X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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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增长率

表35. 1990至2000年世界军事支出预测 

(以1980年价格百万美元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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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
1980

50〇7〇〇〇
500,000
500,000
500,000

预
1990

测 价 值
2000

552,310
609,497
671,958
685,500

610,094
742,973
903,055

940,000

1 . 1 9 6 0至1 9 8 0年间的平均增长率 

资料来源：联合国A/36/356，前引书。第1 7页表工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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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于军事目的的实际资源

507. 军事支出由于数字庞大掩盖了该现象中另一个重要经济方面：即全世界用 

于军事目的的实际资源，如劳动力、工业生产能力和重要矿产和原料。当代军事领 

域的这一方面应提到醒目的地位/ 该领域还有另两个重要因素，将分别谈到。一 

是军事研究与犮展，即军事部门影响世界技术变化的方向和势头的能力；其次，近 

年来日趋重要的国际武器贸易。

508. 人力的军事用途军事机构对人力的需求表现为多种形式，有直接的也有 

间接的，有：

(a)直接受雇于军事机构，提供纯军事性劳夯的劳动力（包括穿军装的军事人 

员）。

(D)受雇于国防分包企业或向分包企业供应中间货物的公司，从事武器相其它 

军事专用设备生产的劳动力。

(c)满足国防部门的货物和劳夯需求的制造工业和劳夯工业中的劳动力，这些 

货物和劳夯与供应民用市场的大同小异。

⑻透及整个经济的军事支出的收益增殖率产生的劳力需求。但是这种形式的 

就业与其他三类大不相同。

509. 将这四类合在一起，估计1 9 8 0年约有5 , 000万人或全世界工作人口 

4 %以上直接、间接从畢军用货物和劳夯的生产。其中，有3„ 950万之多从葶 

((a)类）纯军事活动（3 , 500万系世界谷国的武装部队和准武装部队），另有 

400万直接从亭军事专用设备生产（（b)类）。这样，近4. 350万人从事不具备民 

筝经济用途的活动，因而完全脱离社会有益生产而进行军用生产。下余的650万左 

右劳动队伍中，200万人生产的物品与労夯军民可以通用，此外全球还有300万至 

500^就业由军事支出的收益增殖效益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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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军事工业生产现代军事机构还向许多工业企业发出大量“采购”要求。 

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企业完全为满足军事需求而存在。在另一些情况下，工业以 

近似的产品（例如：运输工具和办公设备）既满足民用又满足军用主顾，尽管军事 

用途对产品的数和质往往要求更严格。此外，向军方供应工业制成品的企业自然 

会向部件供应企业直至原料供应企业要求供应。

511. 主要武器生产国军方“采掏”的工业品占军事支出的I 3%至2 2%是比 

较典型的。74但是，采购仅指购买“主要”设备，因此往往没有充分说明军事要求 

引起的制造业产出的买际产值，其形式有为满足出口定货而生产，部件、另件和为 

军事机构便用和消费但与民用产品又无法区分的多种工业产品。75将其它项目与预 

算“采购”类别汇总在一起，军用工业需求的份额在总军事支出中就上升为占2 8% 

至 32%。

512. 以绝对值讲，如果以较低的值计算，I 9 8 0年军用工业生产达I，275 

亿美元，如果以较高值计算，则达I，457亿美元。76这些值是以1979年价格和 

汇率计算的，如果以现有价格计算则将更高。

同上，第5 1页第125段<)

以美国为例，据悉1975年和19767军事领算中的采购量分别为I52f乙 

美元和I60f乙美元，而这两年中制造国防工业产品的运输费分别达291. I亿 

和3401乙美元。同上，第5 1页第I25t。

1977-1980年间全球军事工业产品需求的估计值（以百万美元为单位，以 

1978年价格和汇率计算）：

年 范围

1977 121, 400-138, 700

1978 123, 200-140, 800

1979 124, 800-142, 700
1980 127, 500 -145, 700

资料来源：同上，第53页录工工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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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将这一总和细分开来看一看军用工业需求在整个经济以及经济的具体部门 

中占多么大的分量是很有教益的。例如，在一组特定的市场经济国家中，1977 

年军用需求在总的制造业产出中的比重下降7. 5%至8. 7%。77而且，军用需求的 

一个特点是要求往往集中于特定的关键工业中，主要是能源密集技术密集的飞机制 

造、造船、电子和通讯专生产主要军用武器的工业。

514. 军用需求在这些工业中的杈数很高，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军事部门处于可 

以左右生产格局和价格的唯一主顾地位。例如在I 9 7 0年代中期，美国的军用需 

求占飞机工业总销售量的约4 5 %,占造船工业中全部新建量的7 5 %。78现有证 

据揭示，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军事生产也同 

样集中在特定工业中。例如在法国，航空空间工业年产出的46%系军用，在德 

意志联邦共和国，有7 0至8 0 %系军用。在联合王国，1 9 8 0年约有5 0%系 

军用。79 *审查一下主要的中央计划经济武器生产国的国防工业结构所揭示的集中现 

象大约与犮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不会去太远。

515. 特定矿物的消费1 9 8 0年，全世界1 4种特定的非能源矿物有3 %至 

1 1 %用于军事目的。8°为了便人们对其所涉规模有个印象，可以指出，以销、铜、 

镍、铂为例，估计全球的军事消费超过非洲、亚洲（包括中国）和拉丁美洲用于各

A/37/211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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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同上，第5 3页第1 3 1段。

78 Jacques S. Gansler, The Defense Industry (Cambridge, M.I.T. Press,
1980) pages 176 arid 185.

79 A，36,356 ,前引书s第5 4页第13缎。

8° 其中包括：铝（6. 3% ),铬（3。9% ),铜（H % ),氟（6. 0% ),铁 

矿石（5。1% ),铅（3。I % )，锰（2. 1% )，水银（4。5% ),镍 C 6. 3%), 

鉑类（5。7%),银（6。0%),锡（5. 1%),钨（3. 6%)，锌（6. 0%)。同上，第 

5 7页，表工工I.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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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目的的需求的总和。军用石油，包括国防工业直接消费的，估计占所有犮展中 

国家（不包括中国）消费的近半数。

516. 军事研究与犮展战后为了支撑所谓“技术”军备竞赛，将大量资源用于 

军事研究与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军事方面最显著的特点之一碉实是武器 

系统的技术改革以异乎寻常的速度进行。据信，各主要武器种类几乎平均每5至8 

年就制成一种完全新的型号，而且实行更新过程的武器范围也不断扩大，因为技术 

进展便产品有更细致的差异，并允许武器有更专门化的用途。

517. 这种军事研究与犮展进行的紧张程度也为其全球规模所证实。1 9 8 0年 

全球用于军事研究和发展的支出达350j乙美元，即占全部研究与犮展费用1, 500 

亿美元的约1^4。81在1 9 7 0年代，全世界约有5 0万或2 0 %的合格科学家和 

工程师从事军事研究与犮展活动。82 83 84据估计，一般军用产品比一般非军事产品的研 

究密集度要高出约2 0倍。8?!

518. 仅是统计数字还不足以充分反映出世界军事研究与发展所具有的某些特征 

首先，技术军备竞赛显然已便政治估计的过程和通过谈判控制竞赛所需的努力复杂 

化了。其次，军事研究与发展支出比总的研究与发展更加高度集中。一方面，六 

个国冢I 9 8 0年在总的研究与发展支出中约占8 5%,另一方面，仅仅美国与苏 

联两国同一年在军事研究与犮展支出中又占有大致相同的份额。34

81同上，第6 0页，第148段。

82同上，第6 I页，第149段。

83 World Armaments and I>isarmamentT SPIRI Yearbook, 1981 (op, çit.) 
page.

84 A，36/356,第 6 I 页第 14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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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 国际武器贸易自I 9 70年代初以来，国际武器贸易由于增长迅速，引 

人注目以及与区域军事均势有关，已成为各国和国际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这项贸 

易没有正式包括在国际贸易统计之中，因此没有全面的估计数可作为分析的依据。 

但是据保守的估计，武器贸易的规模扩大了200%多，由1 9 7 4年的1181乙美元 

增至1 9 8 0年的约260f乙美元。85

520. 在供应方面，这项贸易由四个工业化国家为代表一法国、苏联、美国和联 

合王国•四国在I 9 7 4至I 9 7 8年中共占武器出口累计值的8 0%。另四个欧 

洲国家一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意大利和波兰占10%强，因此这八 

个国家供应了国际武器贸易的9 0%以上。武器出口对这些国家的经济意义可以 

这样衡量，即在1 9 7 8年，这项出口占犮达经济国家贸易盈余总和的一半以上， 

在一定程度上抵偿了它们石油进口增长的费用。

85 同上。第6 4页第157段。应当看到这一贸易的实际价值可能更高，因为一 

方面一切武器交易都涉及某种形式的文付，但同时支付通常有谷种不同的方法， 

有以物易物的安排，原价或减价（优惠价），硬通货贷款和软性贷款、第三方 

文付和补偿安排以期尽少动用外汇储备。这些安排可以包括互相销售军事武 

器，由供应国向接受国订购民用货物和劳夯的合作生产协定。如国系发展中 

国家，有时规定用商品或原料支付费用来达到同样的目的。除军用武器转让外， 

武器交易还涉及大规模的训练方案，并在相当长的一个临时阶段内，技术人员 

是武器交易的一部分。据粗略的估计，这种“劳夯”约占当前武器交易价值的 

1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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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在购买方面，发展中国家早已占了一切武器进口的一半以上四整个19 

7 0年代，它们占的份额大致为7 5%。 从武器进口的经济影响角度看，值得注 

意的是在1978年，所有发展中国家（包括发展中石油出口国和纯石油进口国） 

的这项进口大致占其贸易赤字的四分之一。

522. 贸易赤字原则上可以是一件好事。如果一国进口量超过其生产量，就 

会有资源的净流动，如这些资源可以转化为投资和生产率的增长，则可以带来巨大 

的经济收益。但是武器进口往往耗竭原可以用于购买资本货物的外汇贷款，结果 

进口国从每一美元的现有投资取得的实际生产力的增长要少得多。近来一些计童 

经济学研究报告似有这样的看法，发展中国家在武器上每用去一美元，国内投资往 

往就要减少25美分。因此，一个外汇和储备处境窘困的发展中小国，将6 %至 

8 %的国内生产总值用于武器进口，对长期发展的影响确实是严重的。

3.军备竞赛和裁军的经济和社会后果

523. 这里存在着几个问题。首先，一个面对着经济积效普遍下降的世界 

是否可能继续按以上简述的比额将实际资源用于军事方面？其次，现有的社会经济 

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否是过去军事消费格辱的累积后果？第三，扭转当前军备竞赛 

趋势可能带来什么直接与间接的益处？

524. 除了直接影响到增长外，军备竞赛还是各国和全球通货膨胀的主要根 

源之一。在若干国家中，军用部门通货膨胀的速度常常超出整个经济的通货膨胀 

速度。86军事支出通过若干途径增进通货膨胀的压力：通过增加通货膨胀性货币 

供应，在特定制造业部门造成紧张和价格猛增，随之在制造业连锁造成成本和价格 

进一步上升，还有与军事有关的工业中工资增长对其它工业起示范作用。与军事

86 同上，第8 5页第2 0 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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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的工业是典型的工资带头单位，其中有些工业在工资谈判过程中跨出第一步。

5 2 5。全世界军事部门的就业影唧也中肯地说明了军备竞赛的机会成本。在 

评估裁军措施的效果时，对削减军事支出带来就业损失的忧虑往往发生作用。为 

解决这些忧虑，值得审议一下与军事支出同等规模的非军事支出是否不会造成同样 

的孰更多的就业机会。

526。对存在失业问题的国家，主要在美国进行的若干先行调查表明，从创造 

就业而言军事支出可能是最无效的支出。一分关于预测伴随加速军事支出而来的 

就业机会的研究报告指出，美国多至2 6个制造工业由于日益缺乏竞争力在1 9 6 

4至1 9 7 2年期间各丧失了 5, 000个或5, 000以上的工作机会，这恰险是美国 

卷入越南战争日深的时期。87另一项研究也产生了有趣的结果，该研究报告将军 

事预算增长的净产出和就业效果同卫生、教育、社会救济和环境保护等方茱的公共 

支出的相应增长的净产出和就业效果进行对比。88研究报告的结论是，在一个主 

要工业化国家里，花费10亿美元在军事部门提供的就业与花费10亿美元在公共 

服务工作上可提供的就业，相差约51, 000个。对面临严重失业问题的较不发 

达的国家而言，较高军事支出损失的就业机会从长远看影啷可能更为深远，因为军 

事部门不断强调先进技术，通常会提高对所需人员的资格要求，结果是对劳力需求 

的选择性日强，很大程度上会抛开普通工人。

87 Seymore Melman，《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和发展中国家中军用工业转

为民用工业的障碍》，联合国V36Z356号文件中引用，前引书，第89页。

88 参看 Roger H ' Be z d ek, u Th e 1 980 Economie Impact — Ré

gi onal and Occupational — of Compensated Shifts in 
Defense Spending^,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Yol
15, No. 2, 1975, PP. 183—198, A/36/356 号文件引用，前引书，缴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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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全球发展优先事项和裁军节省 

^原的改拨调用

527. 新的发展优先事项的资源需求估计要求所有国家，不论处于伺'种发展水 

平，尤其是准备保持高额军事支出或增加军事支出的国家，仔细审查今后的军事支 

出。在经济发达国家里，军事部门省下的人力资源可以缓和劳力不足，物质资源 

的改拨调用可以加速适应世界经济比较有利的变化的进程。在发展中国家里，来 

自军事部门的改拨调用可以加速工业化进程，除使它们能在国际贸易中更好地竞争 

外，还具有在国内实行最大限度社会消费的更好前景。

528。 为说明裁军措施可能作出的贡献，联合国世界经济投入一产出模式m 
对到2000年时的全球经济前景在三种前景构想下作出预测，即继续军备竞赛、加 

速军备竞赛、和有限的裁军措施包括节省某些资源改拨调配给发展中国家。s° 85

85参看Wassily Lecmtief“限制军事开支的世界经济影响（为联合国裁军与 

发展专家小组编写的报告）”。 

m作了下列假设：

⑻基本构想假设1 9 7 0至2 0 0 0年间国产总值中的军事支出份额和军事工 

业的地理布局大致相同。

(b) 加速军备竞赛构想，假设到2 0 0 0年时和基数相比国产总值中的军事支出 

分额翻一翻。

(c) 裁军构想中，美国和苏联的军事支出按基本构想的预测到1 9 9 0年时假设 

下降三分之一，这新数字到2 0 0 0年时又下降三分之一。预测假设其他所有 

区域军事支出在国民总产值中的分额到1 9 9 0年时降至1 9 7 0年基本数字的 

7 5 %，到2 0 0 0年时降至基本数字的6 0 %。 模式还假设世界上较富有区 

域将把裁军构想中假设的节约所得转让一小部分给最贫穷区域。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A/37/211
Chinese
Page 198

529. 预测表明加速军备竞赛将对世界各个区域的全球经济利益产生不利影 

响（石油生产国除外，它们是得失相当）。

530. 和基本构想对比，裁军构想会使全球得到重大收益，导致到2 0 0 0年 

时全世界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芑7%，全世界股本增长5%以上，这还只提到少数 

显而易见的经济收益。还会对世界最贫穷地区产生可观的经济利益。

531. 虽然，裁军将是一个复杂的逬程，涉及到将资源由一#货物和劳务的生 

产到另一娶货物和劳务生产的重大转换或重新布署。”在当前经济和社会布局下， 

单为满足军事需求的庞大利益集团（如军事工业综合体）的存在，必然变为强大的 

压力要求保持现状。因此，至为重要的是需预先弄清不同的转换速度将如何影响 

不同的国家、工业公司和社会集团，可以节约何种资源，转换进程采取何种模式。

532. 必须铭记，转换进程不可能是一种简单的技术进程。为实行转换，必 

须首先克服强大的既得利益，并为有益地使用节省下的生产性资源挺供机会。

G •能源

533.人们已经日益认识到，能源是经济发展的一项主要决定因素。这对于发 

达经济国家和发展中经济国家，同样如此，而过去二十年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能源的消耗和生产前景如何，也就是世界经济实际增长率的前景如何，有一部分将 

取决于各国政府是否大力利用其所有的政策工具来提高能源效率、实行节能、促进 

能源生产和发展其他能源来取代石油燃料。

但是，应当指出，转换和重新布署并非仅仅和裁军相联系的现象。任何形式 

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构成一个不断转换的过程。尤其在视代工业化经济里， 

生产因素必须不断适应新产品的出现和旧产品的淘汰。第二个必须铭记的重 

要之点是裁军的进程也必然是渐进的，因此转换问题的规模比有时设想的要小 

得多。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A/37/211
Chinese
Page 199

534.19 7 0年代是人类使用能源历史上的一个分水领。在这段期间，尽管 

大部分时间石油的实际价格趋向下降，但是1 9 7 8— 1 9 7 4年和1 9 7 9 —

1 9 8 0年石油价格实涨使人们广泛地得到一个印象，即能源部门将不复以往。

调整适应人们认为将永远高于以前的能源实际价格的过程始于1 9 7 0年代中期， 

于1 9 7 0年代加快，现在看来仍然在加强* 事实上i在对本世纪最后十几年的 

能源趋势逬行评估时，很难避免有这样的印象，即由于能源邵门的特点是因果相隔 

时间长，因此影响利益的各项主要因素即使在本世纪末仍将感受到1 9 7 0年代发 

生的自发的变动的影哬。

I •能源在波动政策中的地位

535.当然，已经造成的相对价格的转变以及已经采取的政策措施，即使各国政 

府没有进一步的政策倡议，也将导致世界能源局势在本世纪末前发生很大的变化s 
举例来说，I 9 8 0 — 2 0 0 0年全球初级能源消耗平均年增长率将为3 %,相对 

于1 9 6 0— 1 9 8 0年的4. 2%。°2总的能源生产的组成也将改变。常规 

原油（以及天然气液体）在1 9 7 9年占生产的全部商用初级能源的4 7%,但到 

2 0 0 0年时将降至大约3 5%,在完全一样的期间内，其他矿物燃料所占的比例 

将从4 5%升至大约49%，核能源所占比例将从2%开至大约8%，可再生能源 82

82本节所引的数据摘自《趋势和突出的问题，包括技术转让的问题：有关能源的 

趋势与突出的问题——秘书长的报告”（VC. 7X123 )和本报告统计数字附 

件表5.1至5. 7。 必须强调指出，同表所提到的两个生产设想应当看作 

是广泛地提出了未来几年的政策行动日后将产生的影响。它们分别显示了 

政府在能源领域采取行动或没有采取行动将会产生的不同趋势，但目的并不是要 

精确地和确实地描绘两种作法的后果。这些数字主要是用来说明问题；它们在 

逻辑上是前后一致的，在实际上是可能实现的> 而在所提出的设想的范围内是很 

可能实现的，但并不是作为最准确的数据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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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从6%升至大约8%(见统计数字附件，录5. 1 )。 能源贸易量在1979 

年占全球能源生产的29%,到2 0 0 0年时将降至大约I 3%。 尽管如此，人 

们仍然有理由怀疑这些完全根据1 9 8 I年以前的石油价格和政策变改所作的调整， 

是否真正足以使能源不致成为经济成长和发展的障碍。

2•应当采取进一步的政策 

措施的颌域

536. 不过，各国政府如能采取有力的政策行动，是能够减轻高能源费用对经济 

发展所造成的障碍的。从原则上来说，此种行动的正确目标很清楚，就是要提高 

能源的使用效率和在合乎经济效果的前提下尽可能扩大各形式的能源的生产。但 

是，从实际来说，政策的具体目标以及达成这些目标的手段办法是多种多样的。

3.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

537. 例如，尽管发达经济国家在合理使用能源方面已取得了逬展，但是，很明显 

的，能源使用效率仍然有改逬的余地，而这方面也需要政府采取政策行动。对于控 

制能源价格，使其抵于市场价格的国家来说，它们能够采取的一个最重要的步骤是加 

快解除价格管制。此外，可以加紧逬行税鼓励试点，对能源使用效率可能高的一些 

办法如共同发电和制造工业用热，对改造现有商用和民用房舍以节省能源（装置热泵、 

高效燃烧器，装置双屋破璃等），提供税鼓励。应当注意提高汽车油耗效率标准。

(从技术上来说，看来要在1 9 9 5年大量生产平均每加仑汽油走4 0英里的汽车是 

容易的^ )给公众更多的鼓励，使他们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使他们舍用汽车，也是有 

用的。特别重要的是，要继续向人民大众宣传节省能的原因和节能方法。

538. 在发展中经济国家和工业化经济国家逬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工作，既有相 

同之处。例如，两组国家实施节能政策可用的一般手段焉一样的。发展中国家同 

发达国家一样，也需要把重点放在价格政策上，确保在某一种用途上，能源的价格反 

映了其他可用办法的价值《 另一方面，两组国家中各个部门能源使用效率可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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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会有很大的差异。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南撒哈拉和亚洲的低入息经 

济国家，相当多的家庭使用的能源是非商业性的能源（如烧柴、炭、兽粪和植物残余）。 

这些国家商业性能源的使用比起工业化国家来说，在远远更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能源产 

量的。由于能源的使用效率部分取决于现有的和新的资本设备（即工业设备和运输 

设备）的特性，部分取决于此种设备的实际使用情况，而只要这些国家受到资本和管 

理技术、技术专门知识等的严重限制，那么他们能够节约的能源是较为有限的。对 

中等收入和高等收入和高收入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工业化不久的国家来说，它们需要 

更有效地使用.、更好地节约能源，其能源密集的工业的发展才能够保持竞争能力„

据估计，如果在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方面作进一步的投资，使农业、工业、运输、住家/ 

商业和电力等部门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则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消耗将可以在I 9 90 

年之前最多减少I 5% 93

539.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的规划人员必须把提高能源终端使用效率在高优先地位。 

在这类国家中，使用能源最多的那个国家有一些证据显示，I 9 7 0年代虽然该国 

每单位总产量消耗的能源（毛额）下降了，但同样的比例使用的净额（或称有用能 

源）实际上却上升了。（净额能源或称羽•用能源，是指消耗的商业性初级能源毛额 

减去能转换损失和传输损失，减去能源部门本身的消耗后所余的能源）。如果看 

到的这个趋势确实如此，而且这个趋势持续下去的话，那末唯一能够继续减少该国 

总的能源消耗的办法，是逬一步降低有用能源与总旳能源消耗旳比例。鉴于该国 

进一步电气化的前景，鉴于其能源生产工业的能源使用量相当高，而且可能在增加，

因此。要作到后一点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因此，必须十分注意提高能源的终 

端使用效率。从现有的零散不舍的资料来看，以上所述的大致也可适用于其他中 

央计划经济国家。 83

83联合国行政协调委员会发展的长期目标工作组，《技术性能源工作组的报告》，

第二届会议，纽约，1981年10月12日至14日，第2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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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促进能源生产

540•促进能源生产这个范围广泛的工作在实践中也分为许多具体的政策目标。

541. 若干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有大量已探明储量的沉积矿物燃料，任何阻碍开发 

的障碍都必需在实际可行范围内尽快予以排除。勘探和开发常规原油在中期有特 

殊的重要性，在这方面最具影响力的政府政策大概就是维持石油和石油产品价格的 

灵活性。同样地，发展重油和页岩油，进行可行的商业性生产，使其成为重要的 

发动机燃料，也是十分重要的。有若干政府行动是可以刺激煤炭生产的。也许 

最重要的行动就是使次级发电和工业锅炉燃料市场中煤的主要竞争者——残余燃料 

油和天然气维持市场价格。

542. 困扰着核能的各种困难不能就此不顾。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核能是能够 

大规模扩展的少数能源之一，不能遽尔放弃这个办法。如果国家决心发展核能， 

则政府的目标应当是建立管制规章，使核能能够以可预知的速度发展。

543•最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有一个选择.可以扩大使用一系列可再生能源。 

在这方面，政府最重要的功能大概是在建立一个可再生能源能够实际得到使用的体 

制环境。在这个问题上，极重要的一点是修改建筑物法规和地方法令，排除妨碍 

建造使用太阳能的建筑物和妨碍装置太阳能设备的各种障碍。

544. 在发展中国家促进能源生产，这项工作较诸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促进能源生 

产的工作更为特殊，而且要视乎具体国家的具体情况而定。能够对它们的情况作 

什么程度的归纳，看来要视这些国家各个区域能源资源情况的相似程度而定。

545。 应当突出的第一组国家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事实上是发展中国家的多 

数•它们就现在所知没有大董未开发的矿物燃料资源•也没有大量未开发的特定地 

方有的可再生能源潜力（水电、地热发电等）》 任何能源战略的一个主要目标， 

至少对于这一组国家中那些目标在于迅速工业化的国家来说，应当是迅速发展它们 

所有的天然矿物燃料或特定地方有的可再生能源，使其成为实际的商业能源之一。

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意味着它们必须特别重视勘探和开发石油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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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 对一些缺能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它们有足够大的电网，那么建造核电 

站也许能够解决商用能源不足的问题，尽管在核能发电方面存在着一系列人们严重 

关切的问题。

547. 这些国家的能源战略可以以此为第二个主要目标：加强它们大多数依赖的 

传统或“非商业性”能源的部门。极大部分这些国家的能源需要在很大程度上是 

依靠生物质的主要几种形式——烧柴、植物或动物废物——和挽畜。使用的生物 

质主要是烧柴。在发展中国家中，许多地区林木的砍伐速度远超过再植的速度， 

因此，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其能源生产战略似乎应当包括一项重新造林计划。 

对这些国家来说，其能源生产战略还可以包括一项，即强调供农村使用的、所需技 

术比较简单、分散和单位投资额低的能源。具有这些性质的能源的最佳例子是生 

物气；此外，太阳能有几种应用方法也有这些特点；小水电的优点在于技术简单、 

可靠，投资费用合理，以及电力来源分散》

548. 第二组发展中国家也可以予以突出，它们富于天然矿物燃料或可再生能源 

潜力。在此种条件下，要扩大能源生产供本国使用，常常有其独特的困难。最 

主要的困难是，最理想的生产规模同本国市场的大小不相称，和需要大量投资于输 

送系统基本设施（油、气管干线、地方分配网等）。

549. 中央计划经济国家虽然富于矿物燃料资源，但它们要在本世纪最后十几年 

扩展能源生产，也有它们特殊的困难-最严重的困难之一，是怎样迅速找到更多 

的油田，以便石油生产能够随着国内和外贸的需要而增加。隨着中央计划经济国 

家主要石油生产国日益强调石油生产过程中的勘探阶段，迅速引进最新的勘探技术， 

消除设备供应上的撙颈，给予勘探工作适当的鼓励•这些已经成为政策的焦点所在》 

同石油相比，这些国家天然气工业的问题主要是地理问题•.使用天然气的市场距离 

太远，生产环境艰险。政策将必须面向资本问题，即建造特别生产设备和基本设 

施，包括长达几百英里的大型输管（通常为4 8英寸和5 6英寸直径的输管）所需 

要的庞大资本。中央计划经济国家有蕴藏量极丰富的煤，但要开发这些资源也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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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大量的投资。在将来，核能在能源供应中所占的地位将日益重要；而可再生能 

源也将帮助扩大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的能源供应。有几个国家有相当大的水电潜力; 

太阳能直射供热、酒精作汽车动力燃料、地热发电等，也将扩大使用。

5.国际能够为进口石油的发展中国家釆取的行动

550. 1 9 7 9年和1 9 8 0年期间石油价格上涨，对进口石油的发展中国家造

成了极大的影响。1 9 7 8年，它们进口的石油总值3 5 0亿美元（以1 9 8 1 

年的美元计）• 1 9 8 0年增至6 4 0亿美元（以1 9 8 1年的美元计）•但在同 

一期间，这些国家进口的石油的数量却减少了 9%。 另一方面，石油进口占这

些国家全部石油进口额9 0%以上的中等收入进口石油发展中国家，其支付石油费 

用的能力已由于需要偿还迅速增加的外债而受到影响在一个三年期内，它们的 

偿债比例（偿还的本息与出口的货物和服务的比例）从低于2 0 %升至接近2 6 %。

551. 在这种情况下，进口石油发展中国家加快本国各种能源的生产，其重要性 

是其他发展活动鲜有的。能源生产增加，不仅会减轻国际收支方面的沉重负抠. 

而且——至少就石油来说，在本国生产能源的成本大大低于进口石油价格的情况下, 

这将是经济上十分吸引人的取代进口的另一种方式。

552•看来在可预见的将来，进口石油发展中国家扩大石油生产所需要的一大部 

分资本，将需向外筹措。这表示国际社会有需要再检讨进口石油发展中国家能源 

部门所得的外来资本是否足够，如果不足够的话，是不是以加强利用现有的机制的 

办法，还是以设立辅助机制的办法，来扩大流向这些国家的资本。下面尝试估计 

发展能源所需要的资本投资。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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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进口石油发展中国家发展能源 

所需的资本投资

553.应当强调指出，由于估算所涉的因素不确定，例如世界市场上能源未来的 

供求情况和价格如何，政府的有关政策如何等，不可能为进口石油发展中国家能源 

部门未来所需的资本投资作出一个单一的估计数字。

554•世界银行于1 9 8 0年8月提出了一个估计数字，94估计这些国家在1981 

—1 9 9 0年期间总的能源投资需要大约为4, 500亿美元（以1 9 8 0年的美元 

计）一一1 9 8 0年这些国家的能源投资估计达2 5 0亿美元。这两个估计数字是 

这些国家的估计数的总和；估计数字是根据有关这些国家的能源储藏量，关于其国 

家发展规划的实质性的但仍然不完全的资料作出的，反映了世界银行工作人员认为 

以这些国家的吸收能力和依霏已经证明有效的技术所能做到的，并假设具备了资木 

这些估计数字并不包括提高进口石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其工业部门能源终端使用效 

率所需的投资，估计所需资本中，电力部门占了大郤分——占整个十年期间估计全 

部需要的4, 500亿美元（以1 9 8 0年的美元计）的74. 6 % (即3, 360亿美 

元）。

555.有一个能源技术工作组根据对各种能源所作的较为详细分析，最近提出了 

类似的估计数字。95据估计，到1 9 9 0年，进口石油发展中国家的石油产量将介 

乎每天3. 3百万至5. 0百万桶之间，1 9 8 0年的估计石油产量为1. 5百万 

桶，这表示这段期间的平均年增长率为8. 2 %至12. 8%。假设要在这段期间 

达到每天生产1桶石油的能力需要投资12, 000—15, 000美元，那么就以每天生 

产3. 3百万桶来计算，进口石油发展中国家在这十年中将需要投资4 0 0至500Î乙

《发展中国家的能源》，世界银行，1 9 8 0年8月。

行政协调委员会长期发展目标工作组，《技术工作组的报告》，第二届会议, 

纽约，1 9 8 1年1 0月1 2 —1 4日，《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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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以1 9 8 0年的美元计）；如以目标的上限每天生产5. 0百万橘来计算，

则共需投资600至750亿美元。按照这些估计，在该十年间每年的石油投资需 

要4 0至7 5亿美元，这个数额远高于世界银行报告的所有进口石油发展中国家在 

1980年用于石油勘探和开发的26亿美元。同时，如果把有关的基本设施和吓 

游”设施投资算进去，则十年间所需的总的石油投资将加倍，达每年80至1 50 

亿美元（以1 9 8 0年的美元计），即全部共8 0 0至1, 500亿美元，这只是石 

油勘探和发展所需的投资。

556. 至于天然气，世界银行估计，进口石油发展中国家要在1 9 8 0年代把天 

然气生产从1 9 8 0年日产相当于1 . 5百万桶石油增至1 9 9 0年日产相当于2.5 

百万桶石油，共需要投资2 2 01乙美元（以1 9 8 0年的美元计）.另有一项对象 

.为4 6个发展中国家（包括几个现在没有资本盈余的石油出口国）的研究％估计，

要进行这些国家的天然气项目，1. 9 8 0年代将需要9 0 0至1，400亿美元，其 

中6 0 0至1，000亿美元将用在发展本国市场所需的天然气。这些项目将会使这 

些国家能够在1 9 9 0年日产相当于3. 7百万桶石油的气体和天然气液体，并将 

会使进口石油发展中国家的进口石油支出减少4 5 0亿美元一一假设实际石油价格 

为每桶3 2美元（以1 9 8 0年的美元计）。

557. 上述的能源工作组并估计，按照目前的计划，发展中国家的煤年产量到1990 

年可达280百万吨一一1980年的产量为180百万吨如果加快煤生产计划， 

使其每年增长6%，在1 9 9 0年达到年产量3 5 0百万吨，则发展采煤业和基本 

设施在1 9 8 0年代最少需要2 5 0亿美元97 (以1 9 8 0年的美元计），其中大

约2 0亿美元为勘探和投资前工作的费用•

法国石油研究所工业研究和合作部1 9 8 1年的研究，见1 9 8 I年1 1月30 

日出皈的《Oil and Gas Journal》的报道（第3 4 - 35页）

世界银行的估计为1 1 〇亿美元（以1 9 8 0年的美元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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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8.关于1 9 8 0年代进口石油发展中国家在发电、输电和配电方面所需的 

投资，世界银行和能源技术工作组的估计看来相同，即在整个十年内共需要4,〇〇〇 

亿美元（以1 9 8 0年的美元计）平均每年需4 0 0亿美元这是根据进口石油发 

展中国家的装机容量在十年内增加一倍，即从2 4 1京瓦增加至1 9 9 0年的524 

京瓦，每年大约增长8 %的预测作出估计的。

559. 关于可再生能源（例如太阳能、超小型和小型水电站、甲醇、生物气、生 

物质、烧柴等）所需的投资，该工作组估计进口石油发展中国家在该十年内需要 

3 9 4亿美元投资（以1 9 8 0年的美元计），这包括发展乙醇和甲醇所需的180 

1乙美元，烧柴所需的1 2 0亿美元、太阳能（热能和电能）所需的5 8亿美元、小 

型和超小型水电站所需的3 0亿美元。

560. 总结上述各段提出的各种能源所需的投资，整个十年期需要的总投资额达 

5, 600至6, 600亿美元（以1 9 8 0年的美元计），平均每年需要5 6 0至660 

亿美元，而1980年的投资额只是250亿美元。这表示，1980年代进口石 

油发展中国家能源部门的投资任务加了一倍以上，这对有关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社 

会，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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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性说明

1. 本附件中所载的各项统计表是对背景数据和予测数字所作的一种选择，这 

些数据和予测数字可以作为整个社会——经济前景正文中所提出的经济和政策分析 

旳基础。

2. 附件中所载的予测数字，虽未具体指明来源，都是联舍国秘书处国际经济 

和社会事务部的予测数字。这些数字包括宏观经济予测数字，关于能源、贸易、 

收入分配、社会发展等等的予测数字。关于这些予测数字，我们曾经便用全球性 

的计量经济模式连同经社事务部的各种变量和附加部分。

3. 除了一些例外情况之外，所有的录都便用了经济发展前景的三种前景构想, 

即：”低速增长”、“中速增长”和《国际犮展战略》前景构想。三种前景构想 

的简单说明，参看英文本第12页对表2A、B、C和D组的说明。

4. 关于某国货币换算为美元已斟酌情况使用官方汇率。关于实行多元汇率 

的国家则从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包所公布的以某国货币和美元计算的贸易 

数据中得出一项实际汇率。在若干国家中曾使用自由市场汇率。若干发达计划 

经济国家所报导的汇率已予以调整，将被国内价格录示物质产品净额转化为与以美 

元表示的每人物质产品净额估计数和比率一致的数额。这些汇率应作为调整系数 

看待，而不能作为外贸汇率看待。

5. 如果使用官方汇率而非购买力平价汇率来将国内总产值数据转化为美元， 

则所产生的作为国际比较之用的每个国内总产值数字，似将跨大发达同发展中国家 

之间的差异。不过，无论换算时使用何种汇率（指官方汇率或购买力平价汇率）， 

基本差异大都仍无改变。

国家和区域集团：

6. 本报告中所用名称和所提供的资料，并不意味着联舍国秘书处方面就任何 

国家、领土、城市或地区的当局的法律地位，或就其边界或疆域的界限录示任何意 

见。

7.本报告中正文中所用的“国家”或“经济类别”等名词，在适当情况下也 

指的是领土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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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计划经济国家;中0..、东欧和苏维埃社会ü共矛pH联盟。

发达计划经济国家包括苏联和东欧。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北美、南欧和西欧（不包括塞浦路斯、马耳他和南斯 

拉夫），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和南非。

发展中国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非洲（除南非外）、亚洲和大洋洲 

(不包括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和塞浦路斯、马耳他祁南斯拉夫。

9. 为了作特别的分析，将发展中国家细分为以下各组：

石油输出发展中国家:这些包括阿尔及利亚、巴林、布隆迪、厄瓜多尔、 

加蓬、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科威特、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尼日 

利亚、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委内瑞拉和阿拉 

伯联合酋长国。

在石油输出发展中国家，把下列各国作为资本盈余国看待:

布隆迪、伊朗、伊拉克、科威特、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卡塔尔、沙特阿 

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石油输入发展中国家中又根据下面定义细分为 

“低收入” “中等收入”和“高收入”：

收每人国内总产值在1 9 7 5年美元游3 0 0以下旳国冢；

中等收入一每人国内总产值在1 9 7 5年美元S 3 0 0 — 6 9 9的国家； 

高收入一每人国内总产值在1 9 7 5年美元$ 7 0 0或以上的国家。

最不发达:这些包括一阿富汗、孟加拉国、贝宁、博茨瓦纳、布隆迪、佛 

iïTi非共和国、乍得、科摩罗、埃塞俄比亚、冈比亚、几内亚、海地、 

莱索托、马拉维、马里、尼泊尔、尼日尔、卢旺达、索马里、苏丹、鸟干 

达、坦桑尼亚联舍共和国、上沃尔特》

新的工业化国家（N I C s ):包括巴西、墨西哥、新加坡、大韩民国以 

及香港这个领土。

10. 正文中和表中的各组国家的名称，仅是为了统计或分析上的便利，并不一 

定录示对一个特定国家或地区在发展逬程中所达到的队段录示一种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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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表的说明：

11.表1 . I和1。2是关于人口和劳动力的过去（I960—1975)和 

予测的（1980—2000)数额和增长率。人口的予测按性别和按城市和农 

村分列的是联合国人口司根据中速增长变量旳假设所定的关于以5年为一期的数额 

和增长率，（参看《1，9 5 0— 2，0 0 0年按国家来分的世界人口趋势和展望: 

.1 9 7 8年评价的筒要报告》（St/ESa/SER r/33)。

I 2.关于以5年为一期劳动力总数所需劳动力参与率的估计数和予测数是国际 

劳工组织供应的，由经社事务部改订并用之于各组人口以便获得全部劳动力的估计 

数和予测数。1 9 5 0 — 1 9 7 0年各部门劳动力分配的估计数也是从劳工组织 

获得的并用以编制该一时期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方面劳动力的每年估计数。

13. 农业和非农业人口和劳动力的估计数和予测数已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以与全部人口和劳动力的估计数和予测数相一致的方式编制。这些估计数和予测 

数也曾经由经社事务部予以改订，并且用来扩大和编制农业和非农业人口和劳动力 

的估计数和予测数。

14. 录2。1至2 • 5列出宏观经济的各项合计的过去和予测数额、份额和增 

长率，例如消费、投资、储蓄、货物和劳务的出口和逬口以及国内总产值的各生产 

部门。关于所用的予测方法和三种前景构想，即“低速增长”、“中速增长”和 

“《战略》”（《国际发展战略》）前景构想所作的假设，参看英文本第1 2页对 

录2A、B、c、D各组的说明。

15. 表3 • 1至3 • 5所包括的是关于粮食和农业的过去和予测的数据。予 

测数字的来源是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稂农组织）。稂农组织前景构想B和A 
分别同经社事务部的“中速增长”和“《战唂》”前景构想虽略有差异，但大体上 

是相同的。

16. 表4 . 1至4 . 4关于工业和制造业的予测( 1981 — 2, 000)数 

额和增长率是根据经社事务部使用与宏观经济各项舍计予测数相同的数量体系所作 

的扩大予测而定。表4. 3提供关于各经济集团和区域的估计份额的数据，特别 

是发展中国冢的那些在全球的制造业增加值方面的数据（以百分比计算）的过去

(1 9 6 0 — I 9 8 0 )和予测数据（为了 1 990至2, 〇〇〇年）两者。这 

里各项予测数是根据“低速增长和“《战略》”的前景构想而列出的予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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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表5. 1至5. 7提供初级商用能源，包括石油的（过去和予测的）数额 

和增长率的估计数，涉及的各方面例如发展中国家的消费、生产石油逬口等等。

初级商用能源生产的予测数是根据两种前景构想即A和B作出的。前景构想A假 

定继续现有趋势和政府政策，但前景构想B则采取更有力的政策和条件以激励在能 

源研究、发展和生产方面的投资。能源的需水（或消耗）的予测数是为三种前景 

构想而作出的，那就是“低速增长”，“中速增长”和“《战略》”，主要是根据 

国内生产值增长率和估计的收入弹性。所造成的能源差距（即予测的消费超过生 

产）就全球或其所在地面而言，是不会比第一次的估计近似值为多的。

18. 表6. 1至6. 5列出在苘品贸易，特别是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商品贸易的 

过去和予测数额和增长率。录6. 6和6. 7提供了广泛的予测的可能贸易条件 

的发展。关于逬一步旳说明，参看英文本第5 9页对表6. 2至6. 7关于逬一 

步说明这一点的注释。

19. 表7。1至7。3提供在该项作业中所涉及的5 8个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 

配的逬一步资料和予测旳数额。收入分配的予测数首先在个别国家一级上分为人 

口组次。然后将这些国家的予测数含计在一起得出关于予以百分的每一收入组即 

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国家按人口组次计算的收入分配数额。

20. 表8. 1至8. 7提供关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关《社会发展》的一 

些特质的过去和予测数字的资料。所涉的题目包括城市化和住所。包括的国家 

虽不完全，但因与所显示的资料则对所需要的发展努力的大小提出了显明的指标。

21. 与本统计资料附件中所有各项表格有关的事项如下：

(a) “”意思是零或微不足道的数额。

(切除非另有说明，增长或变动的年率均指年复计率。

(c)由于四舍五入，表中数字和百分数加起来不一定等于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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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1.1以的人ÇI和劳动力过去增长率额和和中速增长丰類；及这些人口和劳动力所占份额的百分比

经济类别和时期二

________m
‘人

农村

p
城市

全球市场经济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0 1940.3 971.9 968.U 1221.1 719.2
1970 2389.5 1197.7 1191.8 1427.1 962.4

预測数

Î98Ô 2941 .3 1«77.5 1463.8 1662.7 1278.6
1990 3620.1 1622.1 1798.0 1906.0 1714.1
2000 4372.2 2203.7 2168.5 2089.5 2282.7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 

鸪去估计数

1960 633 .2 309.6 323.4 216.1 415.1
1970 704.3 344.3 360.0 206.0 498.3

預測数

1960 761.1 372.5 388.7 191.2 570.0
1990 811.8 398.2 413.6 175.2 636.7
2000 860 .7

I—-份類―—1 
男性女性农村城市 

(百分比）

50.1 49.9 62.y 37.1 
50.1 49.9 59.7 40.3

50.2 49.8 56.5 43.5
50.3 49.7 52.7 47.4
50.4 49.6 47.8 52.2

48.9 51.1 34.U 65.6 
48.9 51.1 29.2 70.8

48.9 51.1 25.1 74.9 
«9.0 51.0 21.6 76.« 
49.1 50.9 18.4 81.6

主要工业菌家 

过去佶计数

T960 496 .6 242.8 2&3.8 158.U 338.1 48.9 51.1 31.9 68.1
1970 551 .0 269.0 282.0 147.9 403.1 48.8 51.2 2&.8 73.2

预测数

1980 589 .8 288.2 301.6 133,9 455.8 48 .9 51.1 22.7 77.3
1990 622.6 30U.8 317.8 119.5 503.1 49.0 51.0 19.2 8U.B
2000 652.8

中央计划经济国家 

过去倍计数

1960 1022.0 509.0 513.0 734.9 287.1 49.8 5Ü.2 71.9 28.1
1970 1207.3 601.9 605.3 821.6 385.7 49.9 50.1 6B.1 31.9

预測数

1980 1373 .8 685.6 688.2 872.6 501.2 49 .9 50.1 '63.5 36.b
1990 1531.2 764.8 766.4 885.7 645.4 49.9 50.1 57.8 42.2
2000 1676.2

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 1307.2 662. 1 645.0 1003.0 304. 1 b0.7 «9.3 76.7 23.3
1970 1685 .2

预测数

1980 2180.2 1105.0 1075.1 1471.5 708.7 50.7 49.3 67.5 32.5
1990 2806 .3 1423.9 1384.3 1730.8 1U77.4 50.7 49.3 61.6 36.4
2000 3511.5

石油输出发展中国家

1780.7 1730.7 1930.7 1580.7 50.7 49.3 55.0 45.0

过去估计数

1960 194 .0 96.0 98.1 152.7 41.4 49.U 50.6 78.7 21.3
1970 253.9

预測数

1980 336 .1 167.5 168*6 225.2 110.9 49.8 5Ü.2 67.0 33.0
1990 «42.3 221.1 221.2 266.5 175.9 50.0 &Ü.0 6U.2 39.8
2000 563.1 282.0 281.1 299.6 263.5 50.1 49.9 53.2 4fo.B

石油输入发展中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 1113.1 &6b.2 5«6.9 850.3 262.8 50.9 49.1 76.4 23.6
1970 1431.2 727.4 703.8 1035.0 396.2 50.8 49.2 72.3 27.7

预測数
1980 1BU4.1 937.6 906.5 1246.M 597.7 50.8 49.2 67.6 32.4

1990 2365.9 1202.8 1163.1 1464.4 yüi.6 50.8 49.2 61.9 3Ü.1
2000 2948 .3 1498.7 1449.6 1631.1 1317.2 so.e 49.2 55.3 ^ .7
高收入石油输入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 206.2 103.9 102.3 106.4 99.7 50.4 49.& 51.6 48.4
1970 269.1 135.1 134.0 118.2 150.9 50.2 49.8 43.9 56.1

预澍数D

1980 350 .2 175.7 174.4 12B.1 222.1 50.2 49.8 36.6 63.4
1990 452.9 227.2 225.7 137.7 315.2 50.2 49.8 30.4 69 .6
2000 570.0

中等收入石油输入国家

过去佳计数

I960 207.4 103.6 103.7 153.7 53.6 50.0 50.0 74.1 25.9
1970 272.2 136.3 136.Ü 186.5 85.7 50.1 49.9 68.5 31.5

预測数

1960 356 .6 178.9 177.7 222.7 Î33.9 50.2 49.6 62.4 37.6
1990 462.6 232.3 230.3 259.0 203.6 50.2 49.8 56.0 44 .0
2000 579.9 291.4 288.6 286.5 293.4 50.2 49.8 49.4 &0.6

低收入石油输入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 699.6 358.6 3«o.y 590.2 109.4 51.3 48.7 64.4 15.6
1970 889.9 456.0 433.9 730.3 159.5 51.2 48.8 82.1 17.9

«测数

1980 1137.3 &82.9 554.4 895 .6 241.0 51.3 46.7 76.7 21.3
1990 HI50.5 743.3 707. 1 1067.6 382.9 &1.2 48.8 73.6 26.4
2000 1798 .« 921.4 877.0 1199.0 599.4 51.2 48.8 66.7 33.J

1-----------------------------------------.劳动力
I-------------------------数後-------------------------- 1 I---------份類----------- 1

男性 女怪农村非农业男性f性农村非农业 
总彌力劳动力劳动力劳动力劳动力 ^分^

784.3 550.〇 234.3 417.4 366.9 7U.1 29.9 53.2 <46.8
930 .0 638.3 291.7 445.9 464. 1 68.6 31.4 47.9 52.1

1119.1 767.4
1362.2 928.8 
1656.7 1134.3

351.7 4B5.1
423.4 527.3
b22.4 b73.4

633.9 68.6
B24.9 68.7

1083.3 68.5

31.4 43.3 56.7 
31.3 39.0 61.0
31.5 3«.6 65.4

268.9 183.3 85.b 50.9 218.0 &a.2 31.8 18.9 81.1
302.6 197.5 105.1 35.6 267.0 65.3 34.7 11.8 88.2

337.4 215.4 122.ü 25.5 311.9 b3.8 36.2 7.6 92.4
363.9 228.e 135.1 78.2 3^5.? 62.9 37.î 5.0 95.0
391.5

214.7 142.6 71.9 3î>.b 179.1 6b* b 33.5 16.6 83.4
242.5 90.2

269.9 168.8 101.1 15.3 2^U.b 62.5 37.5 S.7 9«.3

k«9.6 178.2 111.4 9.5 280.2 61.5 3d.5 3.3 96.7
30B.9 1B6.2 122.7 5.9 30J.0 60.3 39.7 1.9 98.1

459.8 289.6 170.2 34.0 42.4 63.0 37.0 9.2
535.3 337.3 198.0 24.2 61.b 63.0 37.ü 4.5 11.5

608.7 383.0 225.7 1B.1 79.3 b2.9 37.1 3.0 13.0
bôb.ü 428.9 2&7.1 ^à.2 9S.6 62.5 37.5 1.9 13.9
774.8 1.3 15.0

515.4 366.6 148.7 3b6.5 146.9 71. 1 28.9 71.1 28.9
627.4

781.6 551.9 22^.7 459.6 322. 1 7Ü.6 29.4 S8.6 41.2
988.3 7U0 .0 288.3 509.1 479.2 70.8 29.2 51.5
I2&&.2 892.9 372.3 bb9,B 705.4 70.6 29.4 44.2 55.8

69.4 5Ü.7 18.8 47.7 21.7 73.0 27.0 68.7 31.3

i〇y.9 79.0 31.0 57.1 &2.8 71.8 28.2 51.9 48.1
141.8 1Ü2.6 39 .À 62.1 79.7 72.3 27.7 43.8 56.2
1B4.4 64.«

445.9 316.0 130.ü 318.8 127. 1 70.9 29.1 71.5 2B.b
540 .8 379.1 161.7 358.1 182.6 70.1 29.9 66.2 33.8

671.7 473.0 19B.7 402.5 269.2 70.4 29.6 59.9 40.1
84b.& 597.4 249.1 447.0 399.5 70.6 29.4 52.8 47.2

IU8Ü.8 759.3 321.5 49«.1 i>86.7 70.3 29.7 *5.7 54.3

72.S 55.7 16.6 37.3 35.0 77. t 22.9 51.6 «8.4
89.8 44.1 55.9

11b.4 86.1 29.3 41.9 73.5 7d.6 25.4 36.3 63.7

149.7 109.3 U0.4 43.1 106.6 73.0 27.0 28.8 71.2
78.0

77.1 56.1 22.0 54.1 23.0 71.5 28.5 70.2 29.6
96.9 36.8

124. & 80.0 36. & 70.3 54.3 70.6 29-4 56.4 «3*6
160.4 113.4 47.ü 79.6 80.8 70.7 29.3 49.6 50.4

S6.9205.6 144.7 60.9 88.7 116.9 7U.4 29.6 43.1

296.6
354.1

205.2
242.7

91.4
111.5

227.4
257.3

69.2
96.9

69.2 
68.S

30.8
31.5

76.7
72.6

23.3
27.*

«31.7
536.4
678.8

298.9 
374.B 
475.3

132.9
161.7
203.6

290.4
324.3
362.2

141.4
212.1
316.6

69.2
69.9
70.0

30.8
30.1
3U.0

67.3 
60.&
S3.«

32.7
39.5
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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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 1以百万人计的人口和劳动力过去增长率额和和中速增长率额；及这些人口和劳动力所占份额的百分比

经济类别和时期I--------------------------  ^ ----------------1 I--------- 份额------ 1 1-，-----------------------^—~I I----------份額 ---------- 1
共计 男性女性 农村 城市 男性女性农村域市 男性 女性农村非农业男性女性农村非农北

(百分比） 总劳动力劳动力劳刼力佘^力#^力 （百分比）

最不发达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 161 .0 K1. 1 79.9 15ü.t 10. S bü.4 93.b 6.b 67.7 iy.y t>y.7 B.O 7ü.b 29.K 00.2 11.8
1970 207.6 8U.Ü

预測数

1900 269 .h 133.9 133.7 23U.9 38.7 bü.4 4y.6 8b.b 14.4 1üi>.2 74.b 3U.7 »5.» 19.3 70.8 29.2 81.b 18.U
1990 3î?fi .2 180.9 177.3 2A4.7 73.5 5Ü.5 uy.b 79.5 2u.b U6.1 y&.s> 3y.2 103.3 31 .ü 71.ü 29.0 7b.S 23.b
2000 «bb.b r/6.4

非洲发展中国家

过去估计数

I960 2*>V .1 127.ü 130.1 214 .b 42.3 Ü9.4 5U.6 83.•> 16.4 lUb.1 70.2 34 .y «3.1 22.0 33.2 79.1 20.9
1970 3J1 .2 IbJ.y 167.2 261.3 b9.8 49.& SU.5 la.9 21.1 129.7

预測数

1980 Ui9 .7 21 ». 3 221.3 319.4 ^20,2 49.7 5U.3 72.7 27.3 163.6 11Ü.5 5J.1 111.U 52.6 b7.5 32.4 67.9 J2.1
1990 e>91.7 2y4.ï> 2y?.2 J8b .b 2U3.2 49.b b0.2 bb.7 21U.t l4i.l 67.0 127.8 82.3 68.1 31-9 6U.a 39.2
20UÛ 779.6 271.7

非洲石油输入国家

过去估计数

I960 202.1 yy.? 1Ü2.3 lb9.1 33.0 49.4 5U.b 8J.7 Ife .
1970

预痴数

1980 340 169.1 171.3 249.0 91.4 49.7 bO. j 7J.1 k6.
mo «52 .4 227.2 2yy .3 153.1 «9 .0 bu.2 bb.2 3J.：
21)00 5dy.2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过去估计数

I960 ?Ü4 .h 102.5 \〇2. ü 1U3.5 1U1.Ü bü.1 .4 5ü.b 4'J.
1970 ?b9 .6

预測效

19B0 352 .9 176.6 17h.4 124 .6 22H .*4 bÜ.U Jb. J 64 .
1990 «60 .7 230.S. 230.2 135.2 62b.b bÜ.U 29.3 7U.
2000

bJ.b 5b.2 27.2 Ib.b 67.4 3i.b 81.4 IB.6
1UJ.1

a».2 *n.2 y3.2 6b.2 DU. 1 31.9 7^.0 ^8.0
lb4.^ 11 J./ 51.8 iüe.5 56.5 68.b 31.4 65.» 34.2
21U.9

b7.2 b>i.J 12.y 32.4 34.7 bu.Ô 19.^1 48.3 51-7
Bh>.1 b6.9 1b.2 J5.4 4y.7 78.b 21.4 <4 l.b bti.4

111.4 65.b 2b.U J».7 12.1 76.8 23.2 34.6 t>5.2
147.5 1ÎU.J il.2 41.7 10b.B ?4.b 25.2 2H.3 71.7
iyb.9 14^.7 ««. 1 lb^.7 7Ü.5 21.b 22.4 77.6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石油输入国家 

过去估计教

1960 1^1.6 Sh.O 9b.b 97.4 94 .3 bü.l <4y.i 12.1 3U.7 32.3 üo.â 19.2 46.7 51.J
1970 k51 .y

预测数

198Ü 32H .9 164.b 16U.4 116.7 212.1 bO.O 35.b 64.b 7y.s 24.ü 3b.7 67. 1 7b.9 23.1 àb.i 64.7
1990 4^8 .3 2V*.2 214.0 12b.3 3ui.y 50.U ^9.5 7u.b 1 Jb .8 1U2.*4 J4 .b jy.5 y7.4 ?4.d 25.2 2ü.O 71.2
2000 btXb.l 16Ü.3

亚洲和大洋洲发展中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 B«^.h HJ2.7 «12.9 hHU . H 1bü.» bl.2 UH . R 81.U I^.U HU <. 1 Ü42.2 1U1 .U 2t)U.y 92.2 70.6 29.4 73.1 26.9
1970 .4 «12.b kB7.1 Ub.b z7tt.7 !3J.y 69.0 30.4 67.6 32.4

预測数

1«80 13«7 .6 710.2 677.4 1U27.b ^6ü.U bl .2 74.1 Üt).4 iijy.y 70. '£ 29.& bl.2 SB.â
1990 17bb .B eys.y H56.9 12Ü7.1 !>48.H 51.2 «U.B t»B.7 •il .J 446 .7 1B4.0 j j y. 6 291.1 vu.a 29.2 â3.6 46.2
2000 21«3.S 1ü97,b 104t>.9 ^32b,J b!8.1 M.2 4b.8 61.B 3B.2

亚洲和大洋洲石油输入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 719.4 370. 349.0 bdJ.9 135.5 *»8.b «U 1H.8 2ys .H 2Ua .b yu.b 220.1 79.3 b9.7 3U.J 73.5 26.f>
1970 y^o.j

顸測数

1«>80
1990

1174 .8
14e t>.3

604 .0 &7U.8 
721.8

BBU .6 
103M .7

Ihü, .2 
44b.5

!>1 .« 
i>1.4

75.U 
b9.9

2b.U
3u. 1

=1
162 .y

272.0
^yy.i

lob. B 
245.7

b9.b 3U.4 
70.1 29.9

b2..i
b4.9

37.8
45.1

2000 1«13.4 931.8 H81.6 11«b.l 668.i bl .4 MB.b bJ.1 3b.y 6b7.fe 4H 1.9 2Ut>.d J28.b Jb9.Ü 70.1 29.9 47.8 52.2

资料来源：联合国秘书处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 

所用符号：

男性，女性，农村，城市，农业，非欢业——指男性、女性、农村、城市、农业、非农业方面在总人口或总劳动力中所占份额的百分比。 

^ —总劳动力；

LFM —男性劳动力；

一女性劳动力；

LÎ，A 一农业劳动力；

LFNA —非农业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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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世界各主要区域划分的人口和劳动力估计数：

1960-1975年的过去估计数及1980-2000年根据不同的人口假设的预測数

表1.2 人口和劳动力变数的每年平均增长率。

Statistical Aw

经济类别和年度J :

I-
中速

全球市场经济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1970 2.1
1970-1980 2.1

预測数

人

1980-1990
1990-2000

2.1
1.9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1970 1.1
1970-1980 U.8

预測数 

1980-1990 
1990-2000

主要工业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1970 
1970-1980

预澜数

1900-1990 
1990-2000

0.6
0.6

U.5
0.5

发展中央计划经济国家 

过去估计数

1.7 

1.3
1960-1970
1970-lSJJfi

预測数
1990-1990
1990-2000

1.1
0.9

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1970 2.b
1970-1980 2.6

预測数 

1980-1990 
1990-2000

2.6
2.3

石油输出发展中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1970 2.7
1970-1980 2.8

预滴数
1980-1990
1990-2000

2.8
2.4

吴速总

2.1
2.2

2.3
2.2

1.1
0.8

0.8
0.8

1.0
0.7

0.7
0.7

1.7
7.3

1 .2
1.0

2.6
2.7

2.8 
2.6

2.7
2.9

3.0
2.7

-------------------------X
数 （A)---- 1

低速常速

石油输入发展中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1970 2.5
1970-1980 2.6

2.1
2.U

1.9 
1 .5

1.1
0.7

0.5
0.4

1.0
0.6

Ü.4
Ü.2

1.7
1.3

0.9
0.7

2.6
2.6

2.3 
1.9

2.7
2.8

2.5
2.0

2.5
2.b

2.1
2.1

2.4
2.7

1.1
0.8

0.6
0.5

1.0
0.7

0.5
0.3

1.7 
U3

1 .6
1.5

üh》二i n: ( %重速¥

2.1 2.1 1.6 3.0 Î.7
2.1 2.1 1 .5 2.9 1.9

2.1 2.1 1.4 3.0 1.9
1.9 1.9 Ü.9 2.9 2.1

I
非农业

2.8
2.7

2.7
2.8

1.1 1.1
O.B U.ti

1980-1990
1990-2000

2.5
2.2

高收入石油输入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1970 2.7
1970-1980 2.7

预測数

1900-1990 2.6
1990-2Ü0U 2.3

中等收入石油输入国家 

过去估计数

2.8
2.7

1960-1970
1970-1980

预測数 

1980-1990 
1990-2〇Uü

2.82.8
2.6
2.3

2.4
1.9

低收入石油输入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1970 2.4
1970-1980 2.5

预測数

1980-19y〇 2.b
1990-2ÛÜ0 2.2

2.7
2.9

3.2
3.4

2.5
2.6

3.0
3.2

2.7
2.7

3.0
3.1

2.8 
2.8

3.1
3.3

2.4
2.5

0 .6
0.5

1.7
1.3

1 .1
0.9

2.62.6

2.8
2.9

2,8
2 .5

2.5
2.6

2.7
2.7

2.b
2.3

2.8 
2.8

2.6
2.3

1.7
1.3

1.8
1.3

1. 1
1.0

1.8
1.2

1.0
o.e

3.Ü
2.1

2.6
2.4

1.2
1.1

1.2
1.1

1.5
1.3

1.0
1.1

2.0
1.5

1.2 1.1 1.3
1.2 1.1 1,5

2.3 1.1
2.1 1.1

2.7
2.B

2.7
2.4

l.b
1.1

t.7
1.2

5.1
5.Ü

U.7
4.1

2.Û
2.5

2.4
2.6

2.6 2.0 4.2
2.6 1.9 4.2

2.5 1.6 4.2
2.2 1.1 3.9

1.2
1.2

1.1
1.0

1.1 4.2 2.2
U.8 3.9 2.5

0.7 3.5 2.6
0.6 3.0 2.8

2.7
3,t

4.B 
4.6

2.6 1.b
2.3 1 .〇

2.4
2.5

1.7
2.1

2.7
2.5

1.8 4.7
1.2 4.6

2.7 1.3
2.5 1.4

2.5 1.3
2.6 1.1

2.0 1.2
1.8 1.2

2.0 1.1
2.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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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stical Annex%ge U按世界各主要区域划分的人口和劳动力估计数：

I960- 1975年的过去估计数及1980-2000年根据不同的人口假设的预測教 

表1.2 人口和劳动力交数的每年平均增长串.

经济类别和年度 ï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_又—— 口_二：二二二 r二苎—1-二二二i 一―7 二二二二二二二 s—inr 二二:二：:

人s速总*低m n潑增长率I村阶二L (根料速增长砷)1-
中速

最不发达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1970 2.6
1970-1980 2.7

预测数

1980^1990 2.9
1990-2000 2.7

共计 男性 女性

非谢发展中国家 

过去估计教

1960-1970 2.6
1970-1980 2.9

預滴数

1980*1990 3.0
1990-2000 2.8

非洲石油输入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1970 2.5
1970-1980 2.8

À测数

1980-1990 2.9
1990-2000 2.7

拉丁美拥和加勒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1970 2.6
1970-1980 2.7

预测数
1930-1990 2.7
1990-2000 2,5

拉丁美拥和加勒比石油输入a家 

过去估计数 

1960-1970 
1970-1980

预潲数.

1980-1990 
1990-2000

3.1
3.0

3.2 2.7
3.1 2.2

2.B 2.B
2.7 2.8

亚拥和大洋洲发展中围家

过去话计数

1960-1970 2.5
1970-1960 2.5

预测数

1980-1990 2.4
1990-20ÜO 2.0

2.6
2.3

亚洲和大洋洲石油输入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1970
1970-1980

濮測数

1960>1990
1990-2000

2.4
2.0

2.5 
2.4

2.1
1.7

3.1
3.4

2.5 2.5
2.7 2.8

2.6 3.1
2.1 3.4

2.8 2.9
2.7 2.8

2.4 3.1
2.0 3.2

2.8
2.8

3.1
3.2

2.5
2.6

2.9
3-1

2.6 2.6
2.7 2.6

2.9
2.7

2.6
2.7

2.5 2.5 2.5
2.4 2.5 2.5

2.1 2.9 2.«
1.7 3.1 2.0

2.5
2.8

2.9
2.6

2,b
2.5

2.4
2.0

2.1
1.Ô

1.9
1.6

1.1Ü.8

2.8 1.0
2.7 u.e

1.6
0.9

2.1
2.Ü

5.Ü
&.S

3.6
3.1

4.3U.ü

3. fa
3.1

4.1 
U.2

4.3
4.1

3.9
4. Ü

2.a
2.7

1.7
2.2

汝业

2.5
2.7

2.1 l.b2.2 1.4

2.1 1.6
2.1 1.6

--1
I

非农业

%.3
«•7

5.1
5.2

4.«

0.7 3.8
0.6 3.7

1.1
1.1

资料来源：联合国秘书处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A) 关于不同增长率頻的人口预测总数系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预測总数。

(B) 中速增长率«指根据所现察的过去人口增长趋势和预期的社会经济发展似乎比较可能出现的未来 

人口増长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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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解释性说明

St&tlstleal Anne: 
ftige 12

A、B、C和D各组的表的一般说明

关于总产值、资本形成和劳动力的过去數据是从发展研究和政策分析厅的世界发展统计数据库取得的。i 9 6 0和1 9 7 0年代的增长决定因素和增长率 

都是根据这些数据。该数据库的每年国民收支枨户数据已尽可能增订到1 9 8 0年，并折算成三年的流动平均数以便消除下面所列数据中的不规则变动情况。

这项数据基础的编制己在“关于发展研究和政策分析厅的世界发展统计数据库的文件，1 9 8 0年”，PPS/QII^1/1980U981年9月）的报告中说明。

1981-2000年期间的总产值和有关的资本投资支出预滴数是根据全球性计量经济模式并按照下面摘要列出以及在主文中详细说明的各项假设编制的 。

在决定经济增长的预计方向时，此项模式集中注意力于生产力增长的若干关键性的决定因素——总产值中投资所占份額和每一参加活动者从事投资的效串—— 

这些因素被认为是将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这些决定因素的窠一时期平均数和由此产生的每一参与活动者国内总产值增长率以及国内总产值总额载 

于各综合性的经济集团和个别国家的各种附表内，模式的详细说明载于“联合国秘书处全球性计量经济模式”的报告，pps/qir/12 ( 1 9 8 1年6月）.

附表摘要列出的分析性变量是根据I 9 7 5年的定值美元以百万元为单位计算出来的，关于个别国家的预測数和用作预測指标变数的恰当变量参看全球性 

计董经济模式系统各种方案所产生的数董。各区域的总数和相应的分析性变量载于发展研究和政策分析厅的内部报告“关于社会-经济前景所需要的世界经济 

活动和贸易预測数字的一般说明”，PÏS/QIR/16 (即将出版）。个别国家的预测数字向研究发展和政策分析厅索取即可得到。

世界经济的其他发展可能性：

1. 《国际发展战略》前景构想-〜《国际发展战略》的预測数字是指将来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一项高速串增长的标准前景构想。此项前景构想旨在探 

讨所有各集团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低收入和最不发达国家的高速增长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与下面讨论的其他前景构想相对照，这项前榮构想明白地假定当采取 

政策性措施时，现有的资源利用方式和结构转换均有改变，而且这些改变产生了符合1 98 0年代《国际发展战略》的标准假设的加速度增长和结构改变。

2.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调整后的趋势推断数字是根据下述的一般假设的中速世界经济增长前景构想，这项假设是决定世界经济增长和资源利用的过去 

因素将继续适用于将来，与它们的长期趋势大体上没有什么改变î根据此项前景构想所编制的预測数字是过去趋势的假设推断数字。这些数字已按现行投资率 

予以修打，并予以调整以消除那些极端趋势s

3.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低速增长前景构想的目的在于使它成为世界经济最近趋势和政策的一项指示性的预淌数字。它所根据的是由实验所得出的变量, 

这种变量是从说明1 9 7 0年代下半期的增长实绩的数据计算出来的，而且这种构想试图考虑到限制各不同集团国家经济增长的基本环境所发生的最近也显然 

是持夂的改变。

表中标题所用简称：

A组

I/Y 总产值中投资所占的乎均份額（迟列）

GL 以劳力计算的资本-产值增量比

RY/L全部人口中每一参与经济活动者的国内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 

RY 国内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

B组

EXP 货物和非生产要素劳务出口值 M/P 每人平均进口值

IMP 货物和非生产要素劳务进口值 Y/P 每人平均国内总产值

GDP 国内总产值. BX 对外收支差額（出口-进口 +生产要素收入净類）

X/L 全部人口中每一参与活动者的输出值 BX/L 全部人口中每一参与活动者的对外收支差額

C组

CGV 政府消费支出 I/L 每一参与活动者的投资

CPV 私人消费支出 GHP/P每人平均的国民总产值

T CHS 消费支出总额 G/GNI■政府消费在国民总产值中所占份额

SAV 全国储蓄 C/GSP私人消费在国民总产值中所占份額

IBV 投资总额 S/GBI■储蓄在国民总产值中所占份额

GNP 国民生产总值 Ï/GNP投资在国民总产值中所占份额

POP 人口 BI/GNP对内收支差額在国民总产值中所占份额

ICOR 资本-产值增量比 BI/1 每一参与活动者的对内收支差類

G/P 政府消费每人平均数额 C/P 私人消费每人平均数额

S/P 每人乎均储蓄

»组

AGR 来自农业的产值 LNA 非农业劳动力

IKD 来自工业的产值 LAB 总劳动力

SRV 来自劳务的产值 POP 总人口

MNP 制造业 YNA 来自非农业的产值

GDP 国内生产总值 Y/L 每一参与活动者的国内总产值

LAG 农业劳动力 Y/P 国内总产值每人平均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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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总产值中投资所占份额、以劳力计算的资本•■产值增量比'每一参与经济活动者的产值增长率及由此产生的国内总产值增长率 

的过去和预测数宇.

Statistical Annex
发展研究和政策分析厅 15

表示过去发展趦势和预测的发展趋势的主要经济指标

A组：在其他发展可能性之下，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过去和预測数宇

过去估计数 ----------------------------1 I-------------------------《国际发展战略》前景构想---------------------------- 1
I 1 II I 1

经济类别 I---------- 197U-------- —1970- 1980--------------x I---------- --iyao-iy^u-- -一1990-2Ü0Û------ --------1

I/V 6L RY/L RY I/ï GL RY/L KY I/V GL Kï/L Rï 1/T GL Rï/L Rï

全4 23.3 6.5 3.58 5 J 2U 4 12.a 1.90 J.7 26 .b SI.«4 2.«3 4.7 26.y y.u 2.97 5.0
全球市《a济s家 2i.H 6.8 3.30 5 1 23 3 14.5 1 .60 3.5 2b.7 9.7 k.b5 U.6 25.8 y.3 2.78 4.9
发达审场《济rat 23.3 3.t»8 4 9 23 1 11.b 2.ÜÜ i.1 Î5.Ü /.y 3.17 4.U 2b.1 7.6 3.35 4.1
主簦工^«京 22.8 b.U J.57 H 22 B 11.3 2.Ü2 3.1 24.ü 7.6 4.0 za.7 7.4 3.33 4.Ü
*达中*计划《济mt 34.1 b. 2 5.50 7 3b 2 9.Ü J.b8 n.^ J7.4 y.3 «•U1 5.Ü 37.9 9.0 4.19 b.«

X廣中市场a济b家 17.7 4.b J.91 ü 2J » 8.U 2.y? b.2 2b.3 d.3 4.bJ 7.Ü 27.y b. J 4.4〇 7.0
石油«出发羲中IS京 12.1 2,1 5.69 b iu 3 8.5 2.B4 J〇 .y tu 4.J1 7.U 29.3 6.B 4.31 7.1

石油捎入发展中K家 19.& b .9 3.30 5 i 23 7 ».0 2.9H b.2 27.4 b.U *».b7 7.0 27.4 b.2 4.40 7.0
高牧入石油铕入讲家 2V.2 5.4 3.73 2b 7.» i.ti b.ü 21. &.4 7 .Ü 27.5 b.6 4.0b 6.9
中等《入石油輪入wt 20.0 6.2 3.21 b H 24 H Ü.H 2.9b 5.b i7.u «U 4.3b 7.0 26. J 6.0 4.41 7.0

低牧入石油揄入raie 17.y 9 .3 1.91 3 B 19 4 14.3 1 .Jf> j.4 21U b .y ** • 64 7.0 2«.ü t>.1 4.b9 7.1
«不发达w家 11). j 12 .9 0.6? 2 8 Vj 6 13.2 i.iy i.b b.7 J.68 b 26.8 b.1 4.40 7.2
发展中巷家 16.6 4.3 3.64 6 1 2» 1 10.6 2.^7 •♦.7 2b b.5 4.3i 7.U 27.« e>.6 4.1J 6.6
石油搰入作涌S* 18.2 7.5 2.42 6 21 5 1 5.0 U3o 3.7 ^b.a 0.1 4." 6 .8 26 .b 5.9 4.47 7.1
技丁关内扣加w比 19 ,H fi.1 3.2« 5 » 2b 1 9.b 2 .6 1 5.4 21.'i b .y 4.Ub 7.0 27.6 7.U 3.93 7.0

石油格入拉丁錢《和加«比• 1 b.2 J.2b t> H 2U 8 8.4 2.94 î>.b 21.1 0.7 7.Ü 21.b 7.0 3.91 6.9
发展中大详测s家 16 .3 3.H 4.2b b 2 22 7 ?. 1 i.l\ Î>.J 28.ü b.1 4 ,7U 7.0 2B.2 6.1 4.6a 7.1
石油«入5S相大沭《丨3玄 1m b «U 6,2b b 1 2i 0 7.4 3.11 S.2 21 .b b.B 4.77 7.1 27.b 6 .U 4.55 7-Ü
东îf»东束 17.h 4.3 U.04 h a 2b B 5.Ü 5.1? 7.b 28.y 5.» 4.y5 7.3 27.3 b.7 i».78 7.1
SSW京 7.b 1 .« 5.16 8 U 21 *» 4.7 4.55 7.5 32.7 8.1 4.ÜJ 7.3 30.3 7.6 3.9? 7.5

申玉[5东 1H .b 7.Ü

I----------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x ——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

I---------- iy9u-------- _____ — —iyy〇 -2ÜÜ0------ -------- i 1---------- —iydu- i^yu»— —--199U-20UÜ-------- —r
I/Y GL R¥/L Bï 1/ï GL RY/L Rï I/ï (ÎL Kï/L KY I/ï GL Hï/L BY

全球 24.y 12 b 1,9y 3.Ü 2!> 1 u.y 2.12 a. 1 2M.1 IB .1 1 .JJ J.2 24.1 iy.2 1.25 3.2
全《市场炫济[«家 l.i J 1.80 3.8 24 1 12.5 1 .yj 2S.V • t 1. li) J.l 21.2 1.Ü9 3.2
发达市场纹济M家 23.3 y 3 2.“y 3.3 6 ti .b ¥•74 12 .3 1.35 2.t> 22,ti 12.U 1.6^ 2>b
主婺工àlBt 2.Î.1 <) 0 2.&b j.3 23 2 8.1 2.75 n .4 1.97 4L.1 2^.S 11.0 2.03 2.7
发达中央计切ft济Kt 3b. 2 11 2 3.24 4.2 3f» 4 10.y 3.Jb u.b 3^.1 ü .5 2.53 3.b 34 .U 14.4 2.3b J.6

发展中巿坍经济B家 2b.U B 4 3.〇y b.b 2*> 4 H.4 3.02 b.b 2i/.l 1U • b ^. 3b 4 .U ^4.j 11.U 2.21 4.8
石沬挣出犮展中田家 29.0 y 1 3.2? 5.9 2B 7 9.1 3. 1b b,^ 28.J n • 2 2.b2 5.1 27.3 n.b 2.3〇 5.1
石洼请入发展中œ家 24.5 i i.9H 5.4 24 U 8.^ 2.94 b.b iü .b 4.6 2J.1 io.y 2.12 4.6

2 5.1_ 3.〇a b.H 2 b 8.^ j.uy b.y ^5.4 iü .y 2.34 t*.U ^4.t> 10.7 2. J1 î>. 1
中等诀入石油输入rot ü5.« b 2 3.1Ü 5.7 24 1 ti.J 2.90 b.i> 2b.0 n .b “ Î7 4.8 23.3 1J.1 1.77 4.3

低钱入石油播入 iy.4 12 7 1.53 3.8 1H 9 13.»» i.jy J.b 1B.1 15 .y 1.14 J .3 16. 1ti.3 ü.92 3.3
R不《达a家 16.f) lü 7 1.54 4.1 U, 3 1U.0 1.bi «.3 1b.9 1t> .b ü.yb S.b 15.3 iy.6 0.7« 3.5
发展中*押15* 25.1 y b b. J 24 8 9.b 2.b J . J 24.2 12 • b uy3 U.b 23.b 1.73
石油》入#«IH* zi.l b 6 4.Ü 21 5 9.5 2.2b 4.8 ÎJ • 7 l.i>b 4.Ü 2Ü.3 1 .2b 3.Ü
技丁美 i*if«加 Wfcwt 26.« b 9 2.96 b.9 2b 7 8.b 6,02 i>.U 2b.rt 11 • u ?.3<* 5.i Ü5.1 lü.U 2.iZ b.3

石油幘入拉1■美比|î!t 2b _ U 7 2.^9 b.y 25 4 ».4 6 .02 b.O 2b.t> 1U .9 z. jb b 二 4.9 io.i> 2.il 5.3
发展中5«扣大ifsat 2^.7 H 3.OU 5.i 2b 8.y c.85 b. J 24.7 11 .2 2.20 4.b 23.7 12.2 1.9b Ü.4
石油入和大洋《rat 23.4 a ? i.68 4.y 22 y y.1 2.5U 22.b \2 1 .bt> U.1 ^1.3 m .3 1.49 3.y

26.9 7 J.63 b.U 2b « 7.a b.b 2b. 2 10 2.b2 4.y 24 .b 11.2 2.21 4.b
Sira京 3J. 1 tu 3 3.23 6. b iÜ b 10.5 2.yi 31.3 1*4 .0 2.24 b.4 ^8.9 15.J 1.89 5.3

1S.B

资料来源：联合国秘书处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本表说明：

1. 投资所占份额迟列了一年，

2. 以劳力计算的资本-产值负增量比均作为99.9d

3-每一参与经济活动者的产值增长率和相应的国内总产值增长率之间的差额是由于劳动力增长率之故。

4.发达计划经济国家的数据指的是物质总产值而非国内总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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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组：出口和进口、生产要素支付净额和对外收入羞额的估计数；1960-1980年过去估计数及 

1981-2000年根据其他发展可能性的预測数

表2.2 进口和贸易差频的数缠，按1975年美元价值以Ï 0亿为单位计算的总額以及按1975年美元价值以每一参与活动者或

每人平均来计算的每人数额；本国国内总产值及相应的全球总额中各秭变数所占份额

-每人数额——在本国国内总产值中所占份額

Statistical Annex

经济类别 

和年度

过Î话计数

1960
1970
1980

-------------- 贸易和产品数類--------------------

EXP IMP BX GDP
(3 975年美元以10亿为单位）

361
784

1404

333.2
72^.2

1295.7

《战略》前景构想

1990 262Ü
2000 «853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0 2335
2000 3788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0 2115
2000 3094

全球市场经济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 
1970 
1980

《战略》前景构想

1990 24 00
2000 4440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0 2139
2000 34b4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0 1938
2000 2B32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 
1970 
1980

《战略》前景构想

1990 1Bb5 .6
2000 3269.9

248.6
539.7 

1009.7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0 1fef)1.3
2000 2593.0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0 1&11.4
2000 2187.2

主要工业国家 

过去估计数

355.0 8.6 2924 3 401
762.7 24.1 «90Ü 6 741

139U.O 9.0 7088 7 1112

2608.8 9.9 11163 4 1735
484«.y 9.a 1817B 5 2b4&

2331.9 0.4 1Ü319 8 1L46
3824.5 -40.4 15452 U 20b5

2116.5 -4.6 9682 1400
3111.ü -21.4 13317 6 1687

325.5> 10.2 2564 3 424
1 24.5 «215 8 778

1274.4 16.5 5961 U 1157

2393.2 5.3 9325 b 1774
H460.3 -21.0 15043 b 2680

2132.4 5.2 6604 b 158Ü
349B.3 -36 .J 12762 b 2091

1931.2 5.3 8U75 fc> 1433
2b35.» -•* .0 11029 3 17ü9

255.2 2.7 2175 Ü 924
î>78.b -17.1 3521 î> 1783
9P3.1 37.3 4794 9 2992

Mbb.l 111.5 7U3« 7 5099
3120.2 195.2 1Ü527 6 d352

1593.7 77.1 bbü4 0 4537
^bJS.b «5 .y 9313 6 6fe23

1«39.« 92.1 b211 4 *» 1i>3
2037.3 lyo.y «usa 5bti?

发达计划经济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
1970
1980

27.9 
60.3 

108 .7

《战略》前景构想

1990 220
2000 412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0 19f>
2000 324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0 
20Ü0

177.0 
261 .8

21& 
36 4

199
32b

275

—1 .6
-0.4 582
-7.5> y51

309.0 
8

4.b 1537 
30.8 2b12

1435
2211

-10.0 1344
-17.4 19Ü6

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 

过去估计数

X/L n/P BX/L
(1975年美元）

157
278
«19

JLXP
(

647
1UÜ8

&7 8 
796

52ü

V>7
2y3
«3J

661
1020

b89
8UU

533
&4B

4U3
821

1291

2174
362b

196j
2949

1772
23ot>

I960 1b8 7 175 2.4 1821.2 7b5 353

1970 3b7 9 39 7 4 -6.4 2928.1 1Mb 721
1980 717 b 69b 0 37.U 3988.0 265B 118U

《战略》前景构想

1990 133Î 9 7 69.ü 5865.2 459a k06J
2000 2360 0 y 130.& 0694.1 7b39 3469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0 11&2 5 1151 9 51.2 bbOÛ.a 4U82 1850
2000 1Bb7 3 1«2y 2 65.y 7b91.b 6UU4 2ÜÜ1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0 1080 9 10H& 2 56.6 5199.6 3731 1678
2000 1579 ? 1502 4 109.1 6777.1 h^^3 230 1

2M3
471
75b

1393
2327

1238
1826

1119
1475

-J

^11
ziy

2bJ
4a 7

17b 
l IJ

ly&
Jb3

174
3Ud

528
887

K8B
752

453

IMP
百分比

1z.1
15.bly.b

22.6m.8

21.9
23.4

12.7 
1b.7 
21 .4

26.7
2y .6

24.b 
27. n

23.92b.7

11.7 
1b.4

25.1
29.6

^4.1
27.3

23.2

y.b
13.b 
17.b

21.y
26.1

20.y
i j.8

9.b 
1Ü.<4
12.^

14.Ü 
14.7

1960
1970
1980 2H6

《战略》前景构想

1990
2000 1170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0 4B7
2000 871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0 ^2b
2000 6«5

-在全球总顧中所占份額-

£XP

(

100
100

1UU
10U

10U
100

92.J 
92.3 
92.3

9Î.6
yi .b

91.6
91.b

68 .8 bB.8
vi.y

7Ü.8
67.4

?1.b
70.7

.6 7Ü.3 7.5 389.M 164 53 14
bt

21 .7 23.
.5 123.5» 41.b 694.3 2y3 2t> .b 17.ü z3.

20..U 291.3 -2ü.9 11b6.2 36 i> 24.5 25 .0 -î.a

.3 b27.5 -106.3 2290.8 126 „1u7 23 .U 27.4 20.
• H 1J4Ü .1 -2^b.2 4516.0 y2i> 3B1 -Vu A.y 2y.7 -4.8 24.

b38.7 -72.0 20Ü0.4 4^3 191 -72 24.4 ^6. y -J.b
.7 959.8 -122.i 3449.U &8» 27J -9b 2b .3 27.ü -3.b 23.

.8 491.B -86.7 1864.2 431 17b -B7 22.y 2〇.*4 -4 .1 2U.
798.5 -iy4 .y 2y&y .7 51Ü 221 -1b4 21.7 ^fa.9 ~b ,t> 2U.

IKP GDP bl
百分tb )

100.0 100.0 0.29
lüü.o WO.O 0.4V
1uü*ü 1UÛ.Ù 0.13

1UU .0 lüO.Û 0.09
1UU.Û loo.a Ü.Û5

1ÜÜ.U 1ÜU.Ü U.00
100.0 WO.O -0.2b

100.0 1Ü0.0 -0.05
1üÜ .0 1ÜO.0 -0.16

91.7 87.7 0.3b
92.0 86.0 O.bO
91.b 84.1 Ü.23

91.7 aj.b 0.05
92.1 Ü2.Ü -Ü.12

91.4 63.4 0.05
91.5 H2.b -U .23

91.i： 8J.4 0.06
91“ 8^*b -u.UJ

71.y 74 y o.oy
7î>.B 71:9 -0.35
7U.7 67.6 U.b3

t.7 .7 63.0 1.00
fa4*4 57.y 1.Ü7

bb-3 b4.0 ü.7b
OÙ.3 Ü.i>b

bB.U 64.^ U.95

65.5 6〇.î> Î.43

mu 62.3 0.08
bz.1 59.7 -0.1J
50.1 56.3 0.52

49.2 ài.b 0.62
M6.7 47.0 Ü.72

49.4 53. J 0.&Ü
47.b 0.43

49.4 b3.7 ü.b8
4B.3 5u.y U.82

0.3 lü.b -0 .06
8.Ü 11.9 -0 .01

U.4 -U.11

b.3 13.« U.U4
7.9 14.4 U.17

Ü.b 13.9 -Ü.05
8.5 14.5 -0 .03

8.ti 13.y -0.10
B.8 14. j -Ü.13

iy.8 13.3 0.2b
16.z lu .1 0.65
2Ü.9 -0.^9

24.1 ü：0.t> -0.95
27.7 24.» -1.19

2J.1 19.4
2b.1 22.3 -U.79

23.^ 19.3 -ü.SO
25.7 22.3 -1 .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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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2
-0.17
-0.17

4.2 5.2 3.2 -0.26
5.6 5.9 3.9 H).12

4.2 5.Ü 3.1 -0.23
5.5 5.3 3.6 -0.02

3.9 5.0 3.0 -0.31
4.2 â.4 3.4 -0.36

2.5 3.5 3 0 >0.14
1.6 2.2 2 6 -0.11
1.3 1.9 -0.11

1.4 2.2 3 -0.19
1.6 2.6 3 ? -0.29

1.4
1.5

1.9
1.6

2
2

5
4

-O.lt
-0.09

1.4 2.0 2 5 -0.14
i.a 2.0 2 6 -0.17

0.6
0.4

0.9
0.7

0.8
0.6

-0.04
>0.04

0.4 0.6 0.6 -0.05

0.4 0.6 0.7 -0.09
0.5 1.0 0.8 •>〇. W

0.4 0.7 0.6
0.6

>0.08
0.5 0.8 -0.08

0.«
0.4

0.7 0.6 -0.09
0.8 0.6 -0.11

Statistical Annex 
Page 15

参与活动者或

--在全球总額中所占份額-_

SXP in? GDP BX
(百分比）

1U.3 
13.0
9.2

4.0
3.4
7.6

2.9
3.B
H.4

0.65
1-27
0.24

8.2
e.<i

6.2
9.2

5.5
6.7

-o.ot
-0.22

8.5
8.1

8.2
8.9

5.4
6.4

0.05
-0.25

8.b 
8.6

B.4 
9.5

b.4
6.4

0.00
-0.27

13.1 
10.5
11.2

15.8
12.8 
13.4

10.4
10.4
12.0

-0.42
-0.$4

12.6
15.7

15.9
16.5

15.0
18.1

-Ü.94
-0.97

12.4
14.9

t4.9
16.2

14.0
15.9

-0.75
-0.5U

11.7
12.3

14.9
16.2

13.9
15.9

-0.90
-1.20

6.6
5.8
6.3

7.5
6.5 
1.2

5.3
5.6
6.9

-0.14
-0.15
-0.2b

6.9
8.5

8.6
10.1

0.7 
10.*>

-0.49
-0.55

b.e
7.9

e.i
9.1

e.a 
9.9

-0.40

7.9
8.8

8.3
10.Ü

-0.45
•>0.64

B组：出口和进口、生产要素支付净额和对外收入差额的姑计数；1960-1980年过去话计数及 

1981-2000年根据其他发展可能性的预測数

出口、进口和贸易差额的数顴，按1975年美元价值以1 0亿为单位计算的总额以及按1975年美元价值以每一 

每人平均来计算的每人数额；本国国内总产值及相应的全球总额中各种变数所占份额 

--贸易和产品数额-------------

EXP IMP BX GDP
(1975年美元以1 0亿为单位）

石油输出发展中国家

表2.2

经济类别

和年度

——每人份額-

X/L ft/P BX/L
(1975年美元）

在本国国内总产值中所占份頻

ËXP IftP BI
(百分比）

过去估计数

1960 37.3 14.0 19.1 84.8 536 72
101

275 44.0 16.5 22.6
1970 101.9 2S.8 62.1 184.8 1176 716 55 .2 14.0 33.6
1980 128.9 105.3 17.1 313.7 1172 313 155 41.1 33.6 5.5

《战略》前景构想

1990 215.0 212.7 -0.9 615.6 1516 460 —b 3U.9 34.6 -0.2
2000 408,9 443.7 -40.6 1221.7 2217 787 -220 33.5 36.3 -3.3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0 198,0 190.1 5.0 558.6 1396 429 35 35.4 34.0 0.9
2000 305.8 340.6 -39.3 990.9 1656 604 -213 3Ü.9 34.4 -4.Ü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0 180.3 177.1 0.1 519.7 1271 400 0 3«.7 3*t.1 0.0
2000 264,7 294.9 -35.3 652.6 1435 523 -191 31 .0 34.6 -4.1

石油输入发展中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 47.4 56.2 -11 .6 304.6 106 50 —26 1î>.5 18.â -3.8
1970 82.5 97.8 -20.5 509.5 152 68 -37 16.2 19.2 -4.0
1980 157.2 186.0 -38.0 852.5 233 100 -t>6 18.4 21.8 -4.5

《战略》前景构想

1990 329.3 414 .8 -105.3 1675.3 389 175 -124 19.7 24.» -6.3
2000 761.9 896.« -175.6 3294.3 70ü 304 -162 23.1 27.2 -5.3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0 289.9 348.6 -77.0 1441 .6 342 147 -90 2Ü.1 24.2 -5.3
2000 565.8 619.3 -82.9 2458.1 523 210 -76 23.0 25.2 -3.4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0 246-5 314.0 -86.8 1344.5 291 133 -102 18.3 23.4 -6.5
2000 380.6 503.6 -159.6 2116.9 352 17 Ü -147 18 .Ü 23.8 -7 .5

高收入石油输入国家 

过去佶计数

1960 23.9 26.8 -4.1 154.9 330 129 -56 15.4 17.3 -2.6
1970 45.1 49.7 -7.2 276.1 502 184 -79 lt>.3 18.Ü -2.6
1980 88.Ü 99.6 -18 .6 «91.7 762 284 -161 17.9 20.3 -3.8

《战略》前景构想

1990 180.9 223.9 -55.2 971.6 1208 494 -3fa8 18.6 23.0 -5.7
2000 411.1 487.6 ♦99.9 190i).2 2093 855 -508 21 .6 25.7 -5.3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0 159.4 189.4 -41.4 663.6 1064 416 -276 16.5 21.9 -«.8
2000 299.8 348.8 —67.4 1536.7 1526 611 -343 19.5 22.7 -4.4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0 135.8 167.9 -43.4 803.9 907 370 -2B9 16.9 20.9 -5.4
2000 208.3 273.5 -05.5 1325.5 1060 479 -435 15.7 20.6 -6.4

中等收入石油输入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 14.4 17.0 -3.5 61.B 186 82 -45 23.3 27.5 -5.7
1970 25.0 31.5 -8.2 106.8 257 115 -84 23.4 2y.s ♦7.6
1980 51.1 60.4 -11.7 184.3 410 169 -94 27.7 32.8 -6.4

《战略》前景构想

1990 111.4 134.7 -29.0 362.7 (>94 291 -180 3U.7 37.1 -8.0
2000 271.3 28«.〇 -22.4 716.2 1319 489 -109 37.9 39.6 -3.1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0 97.3 115.9 -24.1 322.6 606 250 -149 30.2 35.9 -7.5
2000 207.6 202.4 -2.3 550.4 1009 349 -11 37.7 36.8 ~0.«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0 81.6 105.6 -29.7
-51.1

294.9 508 22B -184 27.7 35.8 -1Ü.1
2000 129.9 169.2 450.7 631 291 -248 26.8 37.5 -11.3

低收入石油输入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 9.1 12-4 -«.0 B7.9 30 17 -13 10.3 14.2 -4.6
1970 12.« 16.6 -5.2 126.6 3b 18 -14 9.8 13.1 -4.1
1980 18.1 26.0 -7.6 176.5 41 22 -17 10.2 14.7 -4.3

《战略》前景构想

1990 37.1 56.2 -21.2 341.0 69 38 -39 10.9 16.5 -6.2
2000 79.5 124.8 -53.3 677.8 117 69 -78 11.7 18.4 -7.9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0 33.2 43.3 -11.5 255.4 61 29
37

-21 13.0 16.9 -4.5
2000 58.4 68.1 -13.2 371.0 66 -19 15.8 18.3 -3.6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0 29.1 41.3 -13.8 245.7 54 28 -25 11.8 16.8 —5.6
2000 >i2.5 60.9 -23.1 340.7 62 33 -33 12.5 17.9 -6.8

最不发达国家 

过去佳计数

1960 2.1 3.1 -1.1 22.2 31 19 —16 9.5 14.0 -4.9
1970 3.3 5.5 -2.2 29.6 39 26 -26 11.3 1â.5 -7.4
1980 5.3 8.8 -3.6 41.5 50 32 -33 12.7 21.3 •~8 »6

《战略》前景构想

1990 11.0 20.0 -10.0 75.7 81 55 -74 14.6 26.4 -13.2
2000 24.7 47.0 -26.2 152.2 139 100 -148 16.2 30.9 -17.2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0 9.8 16.9 -8.1 62.0 72 47
62

-59
-69

15.7 27.2 -13.0
2000 19.4 29.1 -12.3 94.3 110 20.6 30.8 -13.0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0 8

2000 12
15.7
25.0

-0.3
-15.3

sa.6
82.6

62 43
71 53

-61
-86

14.3
15.2

26.8 -14.2
30.2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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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经济类别

和年度

B组：出口和进口、生产要素支付净额和对外收入差额的估计数；1960-1980年过去估计数及 

198卜2000年根据其他发展可能性的预測数

出口、进口和贸易差额的数额，按1975年美元价值以1 〇亿为单位计算的总额以及按1975年美元价值以每一参与活动者或 

每人平均来计算的每人数额；本国国内总产值及相应的全球总额中各种变数所占份额 

——每人鉍發——在本国国内总产值中所占份额

X/L H/P BX/L EXP IBP BX
(1975年美元） （百分比>

Statistical Annex
Ra«e 16

——贸易和产品数额------------------------

FXP IHP BX GDP
(1975年美元以10亿为单位）

-在全球总頻中所占份額---

EIP IHP 60P BT~
(百分比）

非洲发展中国家 

i去估计数

1960 18
1970 H5
1980 69

《战略》前景构想

1990 10b
2000 223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0 96
2000 170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0 85
2000 128

非洲石油输入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 12
1970 19
1980 2B

《战略》前景构想

1990 58
2000 132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0 M
20Ü0 99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0 4U
2 000 b7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
1970
1980

《战略》前景构想

1990 128
2000 2HB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0 1 14
2000 209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0 100
2000 154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石油输入国家 

过去估计数

亚洲和大洋洲发展中国家 

过去话计数

1960
1970
1980

93
159

《战略》前景构想

1990 3U9
2000 . ' 6WÎ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0 2 77
2000 491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0 2H^
2000 362

.9

.7
19.0
31.0

2.1 70.4
126.0

180
352

74
93

2U
6B

2b.9 
36.3

27.1
24.6

3.0
9.2

5.2
b.S

5.4
4.1

2.4
2.6

0.0? 
0.2硌

• 2 59.6 -5.Ü 196.3 3b2 1J5 -30 29.9 30.1 -2.5 4.2 4.3 2.8 -0.07

.b 13b.8 -39.4 388.2 b07 234 -187 27.5 35.B -1Ü.1 4.1 â.3 3.5 -0.35

.8 302.7 -96.4 7S3.Ü 023 38B 29.7 40.2 -12.8 b.2 U.1 >0.&3

.1 115.3 332.9 457 194 -121 28.9 34.6 -7.6 4.1
4.5

4.9 3.2 -0,25
.1 208.3 -50 .0 558.0 625 267 -184 3ü.b 37.3 -9.Ü 5.4 3.6 -0.32

.2 104.7 -25.8 308.9 405 17 b -122 27.b 33.9 -8 .3 4.0 4.9 3.2 -0.27
174 .ü -58.0 47«.3 472 223 -213 27.1 36.7 -12.2 4.1 â.6 3.6 -0.44

14.2 -2.7 47.7 150 70 -32 2b 4 29.7 -5.7 3.5 4.0 1.6 -0.09
23.Ü -5.1 75.0 1â8 88 -4 9

25:9
30.6 -6.8 2.5 3.0 1.5 -0.10

• b 35.2 —8.6 107.6 221 103 —66 26.6 32.7 -8.0 2.0 2.5 1.5 -0.12

.5 82.2 -28.5 206.7 354 181 -172 26.3 39.B •13.8 2.2 3.2 1.9 -0.26

.1 1«2.0 ~61 • 5 409.b 62b 3Ü9 -291 32.3 44.5 -15.0 2.7 3.Ü 2-3 -0.34

.b b7.S *20.2 172.S 312 149 -122 2y.9 -11.7 2.2 2.9 1.7 -0.20

.1 -25.4 275.b 469 198 -120 3b.9 42.4 -9.2 2.6 3.1 1.8 -0.16

.7 61.6 -21 .2 160.4 270 136 -128 ^7.8 3B.4 -13.2 2.1 2.9 1.7 -0.22

.1 98.4 -4U. 3 232.5 318 167 -19Ü 28.9 42.3 -17.3 2.2 3.2 1.7 -Ü.30

22 7 1 2 155.5 395 111 17 17.1 14.6 0 8 7 4 6 4 5 3 0.04
3b 7 3 3 270.3 5i2 136 38 1b.8 13.6 2 b 8 4 8 b b 0.07

.6 66 2 -6 7 460.8 60b 187 -60 14.7 14.4 5 4 d 4 a b b -Ü.Ü9

.7 1«b 1 -26 7 907.9 872 317 -181 14.2 16.1 -2 9 4 9 S & 8 -0.24

.8 322 5 -48 0 1782.7 1466 548 -Z4 3 16.Z -Z 7 5 9 b 7 9 B -0.26

.8 126 6 -20 B 817.7 778 274 -140 14.0 15.5 -2 5 H 9 b 4 7 9 -0.20

.7 2J8 4 -41 j 1469.2 1065 405 -2〇y 14.3 1t>.2 -2 8 5 5 6 2 9 5 -0 .27

.5 m 3 -26 ü 768.9 6bl 254 -176 13.1 1b.3 -3 4 4 8 5 5 7 9 -0.27

.5 203 b -64 2 1290.i> 78 î> 346 -326 12.0 15.a ♦5 ü 5 Ù b 5 9 7 -0.48

1960 16 7 1B.6 -3 2 137.0 264 9b -bO
-78

12.2 13.5 -2.3 4.6 5.2 «♦.7 -0.11
-0.131970 2b 3 31.0 -6 2 237.7 354 123 11.9 13.1 —2 .b 3.6 4.1 4.8

1980 52 2 5.4.2 -8 7 416.3 bÛ2 164 -83 12.5 13.0 -2.1 3.7 3.9 5.9 -0.12

《战硌》前景构想

1990 100 121.b -29 3 821.6 737 2BJ -214 12.3 14.b -3.6 3.9 4.7 7.4 -0.26
2000 236 9 268.1 -45 1 1607.i 1299 t»90 -<{47 14.7 16.7 -2.8 4.9 5.5 a.(s -0.25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0 «y -23 7 736.b bâO 243 -173 12.1 14.2 -3.2 3.8 4.î> 7.1 -0.23
2000 170 -39 0 1321 .5 936 361 -21** 12.9 14.9 -3.0 4.5 5.2 6.6 -0.25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0 77 0 96.5 -28 0 692.1 562 22b -204 11.1 13.9 -4.0 3.6 4.6 7.1 -0.29
2000 120 8 169.3 —63 3 1164.7 662 309 -347 10.4 14.5 -S.4 3.9 5*4 6.7 -0.«»7

2b 5 163.5 113 33 12 23.9 17.4 2.6 10.8 8.0 5.6 0.14
55 9 26-8 298.Ü 226 bH 31.3 18.7 9.Ü 11.9 7.3 b.1 0.55

165 4 -9*2 b07.1 314 119 -18 31.4 32.6 -1.8 11.3 11.9 7.2 -0.13

3«2 6 -40,1 994.8 UÔ9 195 -fej 31.1 34.4 -4 .ü 11.8 13.1 8.9 -0.36
•m B -71 .Q 娜.3 82b 333 -9ü 33.2 36.1 — 13.6 14.B 10.9 -0.39

29 b 9 -25.0 849-9 4 39 169 -40 32.6 34.y -3.0 11.9 12.7 8.2 -0.25
513 1 -30.8 1421.8 617 239 -38 34.6 36.1 -2.2 13.0 13.4 9.2 -Ü.20

2b9 9 -34.9 786*4 382 153 -bî> 30.7 34.3 -4.4 11.4 12.8 8.1 -0.36
420 9 -72.7 1205.0 4î^ 196 -91 3Ü.1 34.9 -6 .0 11.7 13.5 9.0 -0.55

亚洲和大洋洲石油输入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 
1970 34
1980 76

《战略》前景构想

1990 169
2000 3 92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0 149
20U0 29î>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0 124
2000 192

23.b -5.7 119.9 6(J 32 -19 15.1 19.6 -«.0 5.0 6.6 -0.20
43,8 -9.2 196 ,8 97 47 -25 17.7 22.2 -4.7 4.4 S.7 4.0 -0.19
96.7 -20.7 328.5 174 82 -47 2S,2 29.4 -6.3 5-4 7.0 «.6 -0.29

.y 210.9 -47.b 647, t 311 142 -87 26.3 32.6 -7.3 6.5 8.1 b 8 -0.43
*9 446.J -69.1 1277,3 571 24 6 -1DÜ 3U.8 34.9 -5.4 B.1 9 .2 7 0 -0-38

176.B -33.1 532.6 274 119 -t.0 28.0 33.2 -6.2 b.4 7.b b 2 -Ü.32
,9 304.9 -18.5 860.9 430 168 -2b 34.4 35.4 1 7.8 8.0 5 6 -0.12

.8 156.7 -37.7 491.9 229 1UÎ> -〇9 2b.U SI.9 -7.7 5.9 7.4 5 -0.39
23b,9 -56.1 719.7 280 13Ü -«1 26.8 32.« -7.8 b.2 7.6 b U H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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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组：出口和进口、生产要素支付净额和对外收入差额的估计数；1960-〗980年过去姑计数及 

1981-2000年根据其饱发展可能性的预測数

表2.2 出口迸口和贸易差教的教供，按197S年美元价值以1 0亿为单位计算的总额以及按1975年美元价值以每一参与活动者或

每人平均来计算的每人数額；本囿国内总产值及相应的全球总額中各种变数所占份賴 

终济别沏车麼 ------------ 贸易和产品数额----------------- ---每人份類--- 在本国国内总产值中所占份額
vv t- IMP Rï «MP X/L n/P UX/L ÜXP IMP Bt

(1975年美元） （百分比）

Statistical 
Pace IT

---贸易和产品数額-----------------

XHP ex GüP
1975年美元以i 0亿为单位）

东亚和东南亚国家 
过去估计数

I960 11
1970 2*>1900 ba

《战略》前景构想

1990 Mb2000 j〇H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0
2000 234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0 99
2000 1ï>2

西亚国家 

过去话计数

1960 16
1970 37
1980 b4

《战略》前景构想

1990 9ft
2000 1b?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t-y
2000 13lJ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0 ⑼

2000 11H

南亚国家 

过去估计数

I960 S
1970 7
19«〇 U

《战略》前景构想

19^0 72
2〇ÜO «7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mü
2000 J2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0 17
2000 ?b

d227by

209.5#
432.4

19H.7ibi.O

17 b. 8 
297.4

70.?
1UÜ.8

277.*4 
5M6.1

207.U
2y〇.y

20U.6
279.6

2Ü

ysi /

1U4 3

4)
47

在全球总額中所占份《_

LP IHP GL>P
(百分比>

•09
.U2

-0.05
-Ü.Üb

资料来源：联合国秘书处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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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对外贸易和国内产品年平均增长率，总额和每人数额；边际出口和进口倾向；本国国内总产值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内总产值的 

出口和进口择性

B组：出口和进口、生产要素支付净輕和对外收入差類的估计数；1960-1980年过去估计数及

198卜2000年根据其他发展可能性的预测数

Statistical Annex
ftge i8

经济类别和时期 --增长务--
GDP J/t
(百分比）

全球

过去话计数

I960-1970 8
1970-1980 *

(战略》前景构想
1980-1990 É
1990-2000 6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5
1990-2000 «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g
1990-2000 3

全球市场经济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1970 £
1970-1980 !

《战略》前景构想

1980-1990 (
1990-2000 t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00-1990 £
1990-2000 u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U
1990-2000 Î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1970 I
1970-1980 I

《战略》前景构想

t9B0-1990 |
1990-2000 !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
1990-2000 I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M990 I
1990-2000

主要工业国家 

过去话计数

1960-1970 I
1970-1980 I

《战略》前景构想

1980-1990 !

1990-2000 !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
1990-2000 -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
1990-2000

发达计划经济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1970 B
1970-1980 i

《战略》前景构想

1980-1990 1
1990-2000 t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6
1990-2000 5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
1990-2000 M

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1970 8
1970-1980 4

《战略》前景构想

1980-1990 6
1990-2000 7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5
1990-2000 5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U
1990-2000 4

-----边际倾向-----⑷

BIP IMP X/L M/P EXP IHP X/L H/P SXP IHP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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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对外贸易和国内产品年平均增长率，总颧和每人数额；边际出口和进口傾向；本国国内总产值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内总产值的 

出口和进口弹性

B组：出口和进口、生产要素支付净额和对外收入差鏔的估计数；1960-1980年过去估计数及

198卜2000年根据其他发展可能性的预澍数

经济类別和时期

石油输出发展中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1970 1(
1970-tyfcO ；

《战略》前景构想

1980-1990 !
1990-2000 (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i
1990-ÜQU0 »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
1990-2000

石油输入发展中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1970 i
1970-1980 e

《战硌》前景构想

1900-1990 1
199U-2000 6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0O-199Ü (
1990-2000 6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b
1990-2000 u

高收入石油输入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1970 (
1970-1980 ：

《战略》前景构想

1980-1990 *
1990-20ÜU (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t
1990-2000 (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 0-1990 t
1990-2000 i

中等收入石油输入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1970 ^
1970-1980 •)

《战略》前景构想

1980-199Ü t
1990-200U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f
1990-2O0U 1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 199Ü i
1990-2000 4

低收入石油输入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1970 ：
1970-1980 ：

《战略》前景构想

1980-1990 1
1990-2ÛÜU '

中速增长前最构想

1980-19i*0 e
1990-200U i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
1990-2000 ：

最不发达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1970 t
1970-19B0 L

《战略》前景构想

1980-1990 
1990-20U0 I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Û-19VÜ i
1990-20Q0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J
州Û-200U 1

--增长串-----------------

GDP X/L W/V>
(百分比）

Ï/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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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对外贸易和B内产ft年平均增长丰，总類和每人数额；边际出口和进口傾向；本内总产值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内总产值的 
出口和进口掸性

B组：出口和进口、生产要素支付净獷和对外收入羞類的估计数；1960-1980年过去估计数及

198卜2000年根据其他发展可飽性的预灤数

经济类期和时期

非洲发展中面家 

过去估计数

1960-1970 <
1970-1980 ；

《战略》前景构想

1980-1990 (
1990-2000 "

中速增长首景构想

mo-1990 î
1990-2000 î

低速增长首景构想

1980*1990 •
1990-2000 *

非洲石油输入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1970 |
1970-1980 I

《战略>前景构想

1980-1990 
1990-2000 I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B0-1990 I
1990-2000 t

低速增长苗景构想

T980-1990 |
1990-2000 I

拉丁美洲和加勒出W家 

过去估计数

1960-1970 *
19*70-1980 I

{战略>前景构想

1980-1990 (
1990-2000 {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Ô0-1990 î
1990-2000 (

低速鬌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t
1990-2000 I

拉丁美洲和加勒石油输入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1970 !
1970-1980 (

《战硌>前景构想

1980-1990 (
1990-2000 I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B0-1990 !
1990-2000 <

低速壜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1
1990-2000 *

亚洲和大洋拥发展中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1970 <
1970-1980 !

《战略》前景构想

1980>1990 (
1990-2000 1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
1990«2〇〇〇 !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S0>1990 *
1990-2000 1

亚拥和大洋洲石油輸入H家 

过去佶计数

1960-1970 (
1970-1980 I

《战略》前景构想

1980-1990 I
1990-2000 I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1990-2000 '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
1990-2000 *

7.1
0.4

3.6
5.1

1.2
t. 6

2.3
1.7

5.1
6.0

3.7
u. 3

1.2
1.5

3.1
3.a

4.1
6.Ü

2.8
3.6

Statistical Annex
20

Wi£^7é

2
8

8

1.8 1.S
1.7 3.S

1.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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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stical Annex
Paee 21

表2.3对外贸易和国内产品年乎均增长率，总穎和每人数•边际出口和进口倾向；本国国内总产值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内总产值的 

出口和进口弹性

B组：出口和进口、生产要素支付净領和对外收入差额的估计数；1960-1980年过去铦计数及

198卜2000年根据其他发展可能性的预测数

经济类别和时期......................................增长率一

东亚和东南亚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1970 i
1970-19H0 «

《战略》前景构想

1900-1990 *；

199Û-20ÜÛ t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t
1990-2000 *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t
1990-2000 I

西亚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1970 i
1970-1980 l.

《战略》前景构想

t9fl0-1990 t
1990-2000 (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
1990-2000 I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
1990-2000 ；

南亚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1970 ；
1970-1960 ；

《战略》前景构想

1980-1990 ：
1990-2000 *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
1990-2000 Î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
1990-2000 ；

GDP X/L M/P
(百分比）

边际倾向 -(A) 
n/P

弟性--------------------- (g) —j
一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

H/P BIP ÏHP 6DP

1.3
1.3

1.1
1.2

1.0 0.2 1.0
1.0 0.9 1.0

-0.4 1.0
0.3 0.9

0.7 0
1.1 1

1.0
1.1

1.6
1.4

1.4 
1.1

资料来源：联合国秘书处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A) 边际倾向是以所列的分子在价值方面的增加量的变动对国内总产值在价值方面的增加量的变动的比率而计算出来的，以总額或 

每人数额表示。

(B) 弹性是以所列的分子的增长率对有关的国内总产值增长率的比率而计算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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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按每人计算的各神变数年平均增长率；各科变数在总产值中所占份额，以1975年美元价值按每人计算的各种变数在结束 

年度的数额

c组：消费支出、储蓄和投资及对内收支差额的估计数：1960-1980年过去估计数及 Statistical Annex
198卜2000年根据其他发展可能性的预阅数 &

经济类别和时期
每人增书i：率-

年度
-在国民总产值中所占份額- ——•结?束 年度 数.m -

G/P C/P S/P I/L GWP/P G/GNP BJ/GNP li/P C/P IA
(百分比） (百分比） (1975年美元）

全球

过去估计数 19bU 17.2 6U.B I t. .0 ^1.7 0. J 223
7yi

281> 707 9
1960-1970 2.5

1.5
3.0 4.5

1.7
H .7 3 .3 1V70 1b.Ü by.k 24.« V.b 286 1Ü60 4^5 H2y 22

1970-1980 1.6 2.0 1.7 1980 15.6 5y .7 24.7 24.b U.1 334 1274 527 1378 7

《战略》前景构想
1980-1S90 2.4 2.4 3.6 J.S

2.7
2 .7 1990 15.2 57. y 2t.9 27.4 -u. b «^2 16Ü3 745 2027 -38

1990-2000 3.0 2.9 3.7 3.2 2UOO 1b.0 b6 . b . J 2b.7 1.7 5b9 21«1 1U72 2b4« 1b6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1.6 1.7 2.i Z.i. 1.8

iq4〇
15.3 25.y 2ï>. 1 U.7 

l.b
J92 1&06 663 1717 51

1990-2000 2.2 2.2 2.6 2.1 2. J 2ÜUÜ 1S.1 58.1 2b.ü 25.2 4bb 1Ub9 8b0 212Ü 1J4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 90 1.0 1.1

1.4
1.6
1 .7

1.U
1.4

1.2 i9y〇 15.4 sy.ü ^.1 1 .a 36^ 1417 b 17 1b29 11b
1990-2U00 1.3 1 2000 15.1 bd. b 2t>.4 419 1620 732 1758 159

全球市场经济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 17.7 M .0 21.2 2u.b Ü.4 808 281 682 12
1960-197Ü 2.0

1.0
2.1 M .1 4.b

1 .7
2.9 1b . j by.7 ^J.5 U.b 2ü7 1054 424 1Üb4 Zb

1970-1980 1.5 1.3 1.4 iy«o 15.7 bU.*4 23.9 23.b V . 3 i18 483 1255 15

€战略》前景构想
1980-1990 2.0 2.1 3.5 j .b 2.ï>

2.y
15.1 2b • b -0.Z J88 1508 679 1033 -14

1990-2000 2.7 2.7 3.b 2.4 2ÜÜÜ 14.7 bl.2 2». 1 25.b 2.b &Ü7 1967 967 2319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0 1.3 2.2 2.0 1.6 15.2 b9 .7 1 2M . 1 1.1 361 14 IB 598 1bJ2 68
1990-2000 1.8 2.0 2.5 1.9 2.1 20ÜÜ 14.b by.Ü 2b.2 24.1 ^.1 4 3z 1722 7t>« IWbH 1b3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0 0.7

1.0
o.y 1.4

1.6
Ü.9
1 .3

1.0
1 .2

199U bb. V 1.y 34〇 1335» bb5 1371 115
1990-2000 1.2 20ÜÜ m.9 [>9.4 ^b.b Z. 4 J75 1498 6&0 1555 159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 ly.ü by. b 21.b 21.a 0-1 20bl 744 1741 10
-î>t»1960-1970 2.4 3.8 « .9 4 .9

1 ,S
3.8 197U 17. j by.o 23.7 ^4.2 -ü.b d7ü 23b7 1193 2834

1970-198Ü l.b 2.b 2 .2 2.3 19B0 1b.3 b0.2 23.b u.» Îü2t> 380J 1484 3237 111

《战略前景构想
1980-1990 2.6

；■<.0
j.(J 4.5 4.4 3.3 16. j U27 5071 229J 4^99 117

1990-20UU J. Jt 4. i 2.y 3.b 2000 14.6 5b.y 2b.b 2*4.7 J.b 1789 t>992 350 j 666 9 1033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 199U k.4 3.i 2.9 2 .h 15.4 5^. J 2b. J 1.7 Uby 48J8 i〇62 4295 305
1990-2000 2.5 2.b 3.4 2.7 '2.9 20ÜÜ 14.B bH .b 2b. b 2 J. b 3.1 〇3b« 2«9J t>b12 7bU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l.b l.b 2.6 1.b 2.0 199U Ib.b 25.U 22.6 2.4 1192 1921 3a7ï 4 1b
1990-2000 1.8 2.6 2.0 2.1 2Ü0Ü 14.9 5a. a 以.3 “•a j.b U99 2475 4715 727

主要工业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 by.j ^l.u U. 1 7/2 218J 7dü 171U -1:
196Ü-19TÜ 2.1 <*.Q 4 .b 3.»

2 .4
17 .b b« .y 2 J. h 2j.7 -0.2 3156 Î2bb 2879

1970-1980 1.4 ^ . b 2 .5 1 .6 19fa0 16.1 bu. 3 23.7 2‘.1 U.9 1Ü9U 16U7 JJ74 13?

《战略》前景构想
1980-1990 b J. 1 4.7

4. j
4.4 3.4

i.f>
199U . 7 1.1 14Û5 bbll 2522 5195 228

1990-20U0 2.9 J. 3 2 .8 2UUU 14.0 î>? .2 2b.9 4.0 7fa«4 3862 6 850 un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 1990 ?. 1 2.b J.5 U..1 2.7 1990 15.1 bv .y 25.0 2^.Z 5^64 <268 «418 458
1990-2000 2.4 2.b 2.1 2.9 2U0Ü 14.2 ba .7 ^7.1 2j.1 l〇B4 b93« 3203 57b3 tÜÜD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ly90 1.b

1.7
2.0 2.8 1.7 2.1 15.2 5y.^ 2b. J 22.1 127J 4y«y 21k2 39B J b7y

1990-20UU 2.1 2.8 2.2 2 :l 20UÜ 14.4 5o.y 2b.7 ".4 4.4 i4yy 6145 2786 4927 960

发达计划经济国家

过去估计数 iy6〇 3.1 w.y 仏U 32.b -ü.b 31 64î> J17 Ô7b -13
1960-1970 b.b 4.y 6.5 b. j b.b

4.0
J.5 J5.1 j5.1 -0.1 1031 5ay lbÜ3 -2

1970-1980 ^.9 4.0 3.8 j.b 4 .k bl.3 34,b 3b.3 107 1i>47 07k 2337 -51

《战略》前景构想
1980-1990 5.2 4.0 4.4 4.7 4.2

.B
4.t> 3t. J J7.9 . b 175 2261 13^0 36Q6 -249

1990-2ÜÜU L.4 4.7 4.a 4-i： 4 .y ipy.7 Jb.<4 J7.y -2.t 29B 3b0Ü 2134 bbdb -370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4.1
u.n

j.2 3.6
4.0

3.b 3.4 4.5 bU.l 36.4 -1.1 2112 1242 J3üt> -97
1990-2000 3.9 3 .4 3 .y 20UÜ 4 .n 54.6 Jb. 4 30.b -1. 1 ^46 3089 182y 4607 -135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Î980-199Ü 3.2 2.b 2.9 2.2 2.7 4.b 35.4 J4.U 1.4

1.4
1979 1164 2üB6 121

1990-2000 i.2 2.S» 3.Ü 2.4 2.9 20UÜ 4 .6 b4.y Jb.5 34.1 20U 2b29 15b9 365)7

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Ü 1ü.i> 70.Ü iy. j 17.5 U» 31 20b t>7 13 Ü 13
1960-1970 3. b h .T b.l 3.2 1V7Ü to.y 2b. b iy.b b.1 254 102 210 65
1970-1980 4.7 2. 4 ^ • b b .3 2.7 1980 13.4 61.2 25.u 27.2 -1.B 71 323 134 Ü00 -25

《战略》前景构想
1980-199Ü b. 1

5.1
4.8
5.0

b.2 4.4 iyyu 14.*4 5y .2 26.3 2y.i -2.0 IV? 47b 213 668 ~^2
1990-2000 « .0 4.7 2000 15.1 Ï>?.B 27.2 27.9 192 735 3*»b y86 -26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i . b 2.9 2.7 2.t> 2.9
3 .3

1990 14 .J 61 .0 24.7 25.7 -u.y 1U1 4 30 174 î>14 -18
-181990-2000 3.7 3.2 3.H 3.0 2000 14.9 bü.2 24.9 25.b -U.7 m 585 242 691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U 2.B V. i 1.8

2.4
1.2 2.2

2.4
iy9〇 14.2 61.3 24.5 24.2 U.3 yj 160 451 j

1990-2000 2.9 2.H 2.î> 2000 14.8 bU .9 24.9 -U. 7 12*» 508 20 Z 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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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按每人计算的各种变数年平均增长率；各种变数在总产值中所占份额，以1975年美元价值按每人计算的各种变数在结束 

年度的数規：

• C组：消费支出、储蓄和投资及对内收支差额的估计数：1960-1980年过去估计数及 Statistical Annex
198卜2000年根据其他发展可能性的预测数 25

经济类别和时期 ---------------每人增长率-7- ——
6/P C/P S/P I/L GNP/P

(百分比}

-----------------在国民总产值中所占份额-------------

年度 G/GNP C/GNP S/GRP I/GNP B1/GNP

(百分比）

结束年度数 

c/p s/P IA 
(1975年美元）

石油输出发展中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 9 7 52 0 37 T4.b 23.0 Uü

67
216 Ï56 170 267

1960-1970 5.6
7.2

2 1 7 8 5.7 & 0 1970 9 y J9 6 50 U 14.2 35.9 2bb 337 279 7Û7
1970-1980 4 7 0 1 10.3 3 0 1980 1b 4b U 37 2 31.6 5.6 150 H24 3<4〇 882 15U

《战略》前景构想

1980-1990 5.4
5.4

B 2 9 4.3 4 3 1990 18 4 4y 1 32 5 31.1 1.S> 254 bBO 4SU 1341 64
1990-2000 6 3 9 3.6 4 5 2000 19 9 49 b 3ü b 28.9 1.7 4 30 1066 661 1907 111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4.3
4-3

4 0 1 6 2.7
3.0

3 2 1990 18 3 49 9 31 8 29.2 2.5 230 627 399 100
1990-2000 3 7 2 3 3 *4 2000 20 0 51 3 28 7 28.b 0.1 350 898 503 1533 4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3.4
3.5

3 2 1 0 1.0 2 5 1990 18 1 49 7 32 1 2fa.7 b.b 2U 581 375 972 1S9
1990-2000 2 9 1 5 2.8 2 6 2Ü0Ü 19 B 51 4 28 8 27.y 0.9 298 773 43銬 1284 42

石油输入发展中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 10 8 74 8 14 5 18.3 -3.8 29 203 39

61
124 -2b

1960- 1970 3.1
3.5

2 2 4 5 4.9 2 7 1970 11 2 71 6 17 3 21.3 -4.0 39 252 199 -37
1970-1980 9 4 6 U.7 2 6 1980 12 3 66 7 21 1 25.6 -4.5 bb 305 96 321 -S6

《战略》前景构想

1980-1990 »».9
4.9

3 a 5 9 5.5
«.1

4 4 1990 13 0 63 0 2« 0 2Ô.4 -^.3 91 168 &55 -84
1990-2000 4 3 5 4 4 7 2000 13 3 bU B 25 9 27. b -1.7 147 671 265 829 -H9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3.1
3.3

2 6 3 3 2 .4 
3.0

2 8 1990 12 7 65 3 22 0 2«.3 -2.3 77 393 132 409 -38
1990-2000 3 0 3 8 3 2 2000 12 8 63 8 23 4 24.4 -1.U 1Ü6 526 192 b48 -22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2.4
2.4

9 2 3 1.2
2.3

2 0 1990 12 7 bb 8 21 5 23.2 -1.7 71 369 120 363 -26
1990-2000 2 2 2 8 2 3 2000 12 » 54 8 22 4 23.7 -1.4 90 457 156 «57 -25

高收入石油输入国家

过去估计数
I960 10 6 72 b 1b 9 19.6 -2.7 79 $40 126 417 -55

1960-1970 3.5
4.2

2 6 4 b 5.1
5.0

3 2 1970 10 8 69 8 iy 4 22.0 -2.b 110 709 197 672 -79
1970-1980 2 3 4 7 3 1 1980 12 3 b4 1 23 u 2b.8 -J.8 170 896 318 112t> -1t»0

《战略》前景构想

1980-1990 5.0 3 8 5 4.9
3.6

a 3 1990 13 1 61 U 2& 5 28.4 -2.9 277 1302 S40 1821 -186
1990-2000 Ü.8 U 3 4 9 4 5 2000 13 4 bü 2 2b 5 27.7 -1.3 441 1981 871 2650 -121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3-5 2 8 3 9 2.7 3 1 1990 12 ? b2 b 24 8 2i>.8 -1.0 239 1176 466 1469 -57
1990-2000 3.6 3 4 3 9 3.0 3 5 2000 12 8 61 » 25 7 25.6 Ü. 1 342 1b3t> 68b 1961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2.6 2 1 3 0 1.6 2 4 1990 12 6 62 9 24 5 25.U -0.5 221 1101 «28 1321 -25
1990-2000 2.7 2 6 3 0 2.5 2 7 2000 12 6 b2 2 25 2 25.3 -Ü.2 289 U2H 577 16t^

中等收入石油输入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 11 0 7b 7 12 4 18.0 -5.7 32 225 36 142

1960-1970 «•5 2 2 4 6 5.6 2 8 1970 12 9 72 3 15 Ü 22.6 -7.6 50 279 58 245 -81
1970-1980 3.2 8 6 3 5.1 2 8 1980 13 5 65 3 21 2 27.b -6.5 69 333 108 404 -93

《战略》前景构想

1980-1990 4.5
4.8

3 9 5 3 4.2
4.1

4 2 1990 13 9 22 9 27.3 -H. 5 107 4U8 17b 608 -98
1990-2000 4 3 5 ? 4 7 2000 14 0 t>U 7 2Ï> 3 26.b -1.^ 171 740 308 910 -<n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3.1
3.0

3 1 2 5 1 .8
2.9

3 0 1990 13 7 66 3 20 0 24.& -4.b 94 «55 137 484 -89
1990-2000 3 0 4 0 3 2 2000 13 5 64 9 21 6 24.5 -2.9 126 t>U8 2U2 t>46 -75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2.3 2 3 0 9
1.8

2 0 1990 13 9 67 1B 23.7 -4.d 87 420 118 428 -86
1990-2000 2.0 1 8 2 3 1 9 2000 14 0 bb 3 19 6 24.0 -U.J 106 502 m9 512 -92

低收入石油输入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U 11 0 77 4 11 b 16.3 -4.7 14 96 14

bb
-13

1960-1970 0.0
1.5

0 9 3 6 3.3
2.1

1 3 1970 10 6 74 9 la 5 18.7 15 106 20 -14

1970-1980 0 8 1 7 1 0 198U 11 1 73 •L 1b T 20. ü -4. J 17 114 24 82 -17

《战略》前景构想

1980-1990 5-0 3 3 7 6 7.9
4.1

3 1990 11 8 67 0 21 2 29.4 -a.2 2B 157 50
93

186 -51
1990-2000 5.1 4 1 6 4 4 8 2000 12 3 62 9 2« 8 20.1 -3.2 46 234 277 -31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1.6
1.8

2 1 0 1 .0 
1.4

1 2 1990 11 b 73 2 15 3 19.Ü -3.7 20 128 27 90
103

-17
1990-2000 4 2 1 1 6 2U00 11 8 72 0 16 1 iy.o -2.y 24 147 -1b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1.2
1.4

0 9 0 1 -0.7 0 8 1990 11 5 73 H 14 7 16.a -2.1 19 124 25
28

7b
85

-9
199 0-2000 1 0 1 3 1.1 1 1 2000 11 9 73 1 15 ü 17.2 -2.2 22 137 -10

最不发达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 7 3 tib 2 11.5 -5.2 10 118 9 37 -16

-261960-1970 U.4 -0 3 1 7 3.0
2.3

0 3 1970 11 0 81 2 7 b 15.J -7.7 16 115 11 53
1970-1980 1.1 0 7 1 6 0 6 1960 11 3 dü 5 a 2 ?6.a —8.6 17 12** 13 66 -33

《战略》前景构想

1980-1990 3.6
4.6

2 7 8 7 7.8
4.4

3 2 199Ü 11 8 77 3 10 y 27.3 -lfa.3 25 161 23 151 -89
1990-2000 3 4 8 8 4 3 2000 12 1 70 ti 17 t 27.6 -1Ü.与 38 225 232 -S7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1.4
1.6

1 4 -? 3 1.1
1.b

1 0 1990 11 7 83 9 4 3 16.4 -12.1 20 143 1 74
871990-2000 1 2 4 9 1 4 2ÜÜ0 12 0 82 0 6 0 1b.8 -1U.8 24 1b1 12 -55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60-1990 0.8
0.8

1 0 -13 3 -0.0 0 1990 11 8 85 5 2 e 15.5 -12.7 19
21

137 4 66
72

-S3
1990-2000 0 6 0 3 Ü.9 0 .6 2000 12 0 85 3 2 7 15.9 -13.3 146 5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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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按每人计算的各种变数年平均增长率；各神变数在总产值中所占份《，以1975年美元价值按每人计算的各种变数在结束 

年度的数

C组：消费支出、储蓄和投资友对内收支差额的估计数：1960-1980年过去估计数及

1981-2000年根据其他发展可能性的预测数

Statistical Annex
2k

经济类别和时期 g 

非洲发展中国家

—每人增长率-T-——

C/P S/P I/L GNP/P
(百分比）

j. ^ -----------------名国民总产值中所占份頻------------

年度 G/GNP C/GNP S/GHP I/GHP BI/6ÜF 
(百分比〉

一一结束年度数额

G/P C/P S/P 1/L BJ/L
(1975年美元）

过去估计数
1^60 10.0 70 .0 1b.3 .1b.2 2.1 28 200 52

99
112 II

1960-1970 b.4 1. 1 7.3 4.b 2.9 1970 12.7 5Ï.9 26.8 18.0 8.8 47 222 170
3231970-1980 4.7 1.4 1 .0 t>.1 1.8 1980 17.3 58.ü ^«.7 27.3 -2 .6 76 2bf> 109 -30

《战略》前景构想

1980-1990 4.6 3.8 3.5 5.0 3.9 1990 18.6 &6.0 23.*» 29.2 -5.0
-3.9

120 3in YSÜ 529 •105
1990-2000 4.4 3.6 a.3 3.B 3.9 2000 19.5 66.1 24.4 28 .'2 184 530 230 765 -10>l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3.0 2.7 0.4 2.1 2.3 1990 18.5 &1.U 20. S 25.b -5.2 102 337 113 398 -79
1990-2000 2.8 2.2 2.6 2.4 2.4 2000 19.3 60.U 20.7 25.2 -4.5 135 «20 145 506 -89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60-1990 2.2 2.1 -0.8 0.3 1.5 1990 1B.6 61.8 iy.6 23.1 -3.5 95 31b 100 333 -50
1990-2000 2.0 1.« 1.1 2.4 1.5 2000 19.5 61.6 18.9 24.9 -6.0 116 365 112 423 -101

非洲石油输入国家 

过去话计数
19&0 12.1 7b. 2 11.7 17.6 -b.9 28

45
1?b 27 98 -32

1960-1970 4.9
1970-1980 2.4

1.4 3.2 3.7
3.2

2.1
0.9

1970 15.8 71.4 13.0 19.7 -b.8 202 37 141
193

-47
0.1 2.7 1980 18.3 66.2 1b.5 23.7 -8.2 57 205 46 •66

《战略》前景构想

1980-1990 4.1 3.6 4.0 b.5 3.7 1990 19.0 66.2 m.6 27.2 -12.4 es 295 66 333 -151
1990-2000 a.5 3.7 6.3 4.5 4.3 2000 19.4 b2.b 18.0 27.3 -9.3 131 423 122 516 -175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2.3
1990-2000 2.1

2.6 -4.1
2.4

1 .8 
2.1

1990 19.2 71.7 9.1 21.9 -12.8 
—11 «b

71 267 34 223 -12»
1.8 3.B 2000 19.3 70.ü 10.7 22.3 88 319 49 283 -U6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1.6
1990-2000 1.2

2.0 -6.8 0.2
1.3

1.1
1.0

1990 19.3 73.0 7.7 20.7 -13.0 67 252 27
29

19b
224

M22
0.9 0.9 2000 19.7 72.7 7.6 21.2 -13.6 276 -1*3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b0 9.9 b9.3 2Ü.8 2D.0 0.8

1.2
74 518 155 455 18

1960-1970 2.5 2.5 3.B 4.3 2.8 1970 9.5 &7.b 23.0 21.8 94 663 226 678 38
1970-1980 3.B 2.0 4.0 4.^ 2.6 1980 10.8 63.0 26.1 27.6 -1.5 139 B09 335 1121 •59

《战略》前景构想

1980-1990 b.3 3.y 4.B 4.4 4.3 1990 12.0 60.6 27.a 2B.5 -1.1 234
377

1182 535 1735 -6«
1990-20Ü0 4.9 4.2 4.6 3.7 4.4 2000 12.S W.b 27.9 27 ,7 0.2 1791 838 2明5 20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4.Ü 2.9 3.Ü 2,5 3.2 1990 11.8 61.6 26.7 26.1 0.6 206 ioai «6B 1432 r9
1990-2000 3.9 3.4 3.6 2.9 3.5 2000 12.2 6〇 .9 26.9 25.9 1.1 302 1507 667 1914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3.3 2.3 2.7 1.5 2.5 1990 11.7 61.9 26.4 25.2 1.2 194 1<I20 «35 1299 61
481990-2000 3.1 2.7 2.8 2.5 2.8 2000 12.1 61.6 26.3 2b.6 Ü.7 263 1335 570 165?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石油输入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 9.9 72.7 17.« 19.8 -2.3 70 515 123 426

1960-1970 2.« 2.6 3.9 4.4 2.8 1970 9.5 71.2 iy.3 21.9 -2.7 88 662 179 M3 -77
1970-1980 i.8 i.y 5.5 4.9 2.9 19B0 10.5 bU.6 24.9 27. 1 -2.1 131 80« 311 1068 -S3

《战略》前景构想

1980-1990 5.0 3.6 5.2 4.6 4.3 1990 11.2 61 .5 27.3 2a.4 -1.1 213 1168 517 1686 -66
1990-2000 4.6 4.2 4.7 3.6 2000 11.5 &Ü.4 28.1 27.5 0.6 335 1762 818 2«06 49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W80-1990 3.5 2.8 3.8 2.6 3.2 1990 10.9 62.5 26.6 25.8 0.8 185 1063 452 1373 41
1990-2000 3.6 3.3 3.8 2.9 3.5 2000 11.0 27.tt 25.5 1.8 264 1475 656 1S35 132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2.9 2.2 3.0 1.6 2.5 1990 10.9 b2.^ 26.3 2S.0 1.2
1.3

174 1003 419 12S0 62
1990-200Ü 2.9 2.7 3.0 2.5 2.8 2000 11.0 62.3 26.7 25.4 232 1310 561 1602 81

亚洲和大洋洲发展中国家

过去估计数
I960 11.4 70.2 18.4 15.8 2.7 21 130 34 72 12

1960-1970 3.6 2.3 7.5 5.8 3.6 1970 11.3 tri.4 27.« 18.1 9.3 30 163 73 126 65
1970-1980 5.2 3. 1 2.0 7.4 3.1 1960 14.2 60.8 25.0 26.7 -1.8 52 221 91 266 -17

《战略》前景构想

1980-1990 5.1 4.1 5.2 b.b 4.b 1990 15.0 58.4 26.5 29.6 -3.1
-0.5

8& 329 149
1990-2000 b.b 5.4 4.1 5.0 2000 15.8 5t>.7 27.b 28.0 144 520 252 691 -11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3.4 2.7 2.7 2.4 2.8 1990 15.1 b0.3 24.6 25.3
25.5

-0.7
-1.1

73 290 118 339 -9
1990-2000 3.8 3. 1 3.2 2.9 3.2 200U 16.0 59.6 10à 392 161 «52 -18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2.5 2.U i.a 0.9 2.0 1990 14.9 60 «6 24.U 23.5 0.9 66 269 109 291
363

11
1990-2000 2.9 2.2 2.1 2.2 2.3 2000 15.9 60.0 24.1 24.3 -0.2 88 333 134

亚洲和大洋洲石油输入国家

过去估甘敎
1960 11.3 76.6 12.2 17.0 -4.0

-*».7
19 127 20 68 -18

1960-1970 2.7 2.0 &.6 5.5 2.6 1970 11.4 72.1 16.5 21.2 24 1W 35 116 -25
1970-19B0 3.7 2.3 3.4 4.5 2.7 1980 12.6 69.4 ie.o 24.3 -6 • j 35 19« 50 182 -46

《战略》前景构想

1980-1990 5.1 3.6 7.1 b.2 4.5 1990 13.â 63.S 22.9 28.7
27.6

•5.9 bÔ 275 99 338 -68
1990-2000 5.1 4.4 6.0 4.2 4.9 2000 13.6 bU.6 2b.b -2.1 95 423 170 506 -37

中速糟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2.9 2.1 3.<4 2.0 2.4 1990 13.2 b7.ü 19.8 23.0 -3»2 47 238 70 222 -30
1990-2000 3.1 2.6 3.5 2.6 2.9 2000 13.6 6b.3 21.2 23.2 -2.1 64 306 99 288 -25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2.0 1.3 2.2 0.5 1.6 1990 13.1 67.7 19.1 21.4 -2.3 43 222 63
78

191 -19
-181990-2000 2.0 2.2 1.6 1.8 2000 13.5 bb.5 20.U 21.6 -1.8 259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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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亚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1970
1970-1980

东亚和东南亚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1970 
1970-1980

《战略》甫景构想

1980-1990 •
1990-20⑻ «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00-1990 j
1990*2000 j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1
1990-2000 2

南亚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 1970 -Ü 
197〇*>m〇 1

《战略》前景构想

1980-1990 î
1990-20UO *.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1
1990-2000 •‘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1.U
1990*2000 U7

1990
20UU

19V0
2000

mo
20UU

196U
»V70
19BU

199U
20UU

1990

bb2 1b72 1097 !>〇58 ^062 
1355 2^H8 240b 7793 1690

7b2 1533 17«7
U29 2433 2052 1S95

6V6 1312 1720 <«306 
o 99 1ub3 1859 5197 2U9

1b?
237

10
21

II

196 
2d 5

8a
92

-i

资料来源：联合国秘书处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战略》前景构想

1980-19y〇 ï
1990-2000 5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 叫 U
1990-2000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00-1990 i
1990-2ÜU0 ；

1990
2000

1990
2000

mo
^ooo

1b7 b7ü -02 
357 6h3 B6

73 4U5 1S0
108 b63 237 622

i72 128
Hb? 176

表2.4按每人计算的各种变数年平均增长丰；各种变数在总产值中所占份《，以1975年美元价值按每人计算的各种变数在结束

年度的数额.：

C组：消费支出、储蓄和投资及对内收支差頓的话计数：1960-1980年过去估计数及

198卜2000年根据其他发展可能性的预測数>

Statistical Annex
Page 25 '

经济类别和时期 …每人增长# ---------------

C/P S/P I/L GNP/P
(百分比}

〇 ....................在国民总产值中所占份额....................
年度 C/üHP S/GNt I/GNP »l/GNf

(百分比）

--------结束年度数類一•

Ü/P C/V S/P IA M/L
(1975年美元）

?
- 

-%3
 

2
 

y

7
 

b
 

ü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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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国内支出和储曹交数年乎均增长率；边际消费倾向和边际储蓄傾向；全球市场经济国家中变数共计所占份额；及资本-产值 

________ JttHr

C组：消费支出、储蓄和投资及对内收支差额的估计数：1960-1980年过去估计数及

Î981-2000年根据其他发展可能性的预測数

经济乘别和时期 CGV

会球

越全估计数 —

1960-1970 4.5
1970-1980

f战略>前景构想

1980-1990 t
199 0- 2000 t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T9WJ-1990 •
1990-2000 t
低速增长侑景构想

1980-1990 
1990-2000

全球市场经济面家 

竺辦计数

1960-1970 I
1970-1980

0略> 前景构想

198Ô-1990 J
1990-2000 ‘

t速増长前最构想

1980-1990 3
1990-2000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
1990-2000 ；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1970 •
1970-1980 Î

《战略》首景构想

19Ô0-1990 
1990-2000
中速增长首最构想

1980-1990 ：
1990-2000 •

低速增长前最构想

W80-柄 0 ；

1990-2000 ；

主要工业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1970 
1970-1980 ：

<战略》前彔构想

1980-1990
1990-2000

中速靖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
1990-2000 ；

低速螬长前景构想

1980* 1990 
1990-2000

发达计划经济国家 

过去估计歎

1960-1970 •'
1970-1980 (

<战略>前景构想

1980-1990 <
1990-2000 (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
1990-2000 ；

低速增长甫景构想

1980-1990 t
1990-2000

发廣中市场经济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1970 (
1970-1980 :

<战略》前景构想 

1980-1990 
1990-2000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
1990-2000 (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
1990-2000 !

-增长率一
• "SXV Ilf
(百分比）

&.5 
3.7

----------- 全球市场经济国家中所占份孩

CGV CPT T CRS S&V 6BP
(百分比）

isticfil Annex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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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国内支出和倚蓄变数年平均增长丰；边际消费倾向和边际储蓄倾向；全球市场经济国家中变数共计所占份教；及资本—产值

增量比

c组：消费支出、储蓄和投资及;■内收支差額的估计数：1960-1980年过去估计数及

198卜2000年根据其他发展可能性的预澜数

Statistical Aj 
ft«e Zl

经济类别和时期

石油输出发展中茵家 

过考佶计数

1960-1970 8
1970-1980 9

《战略》前景构想

1980-1990 e
1990-2000 'I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1
1990-2000 6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f
1990-2000 6

石油输入发展中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1970 !
1970-1980 (

《战略》前景构想

1900-1990 
1990-2000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60-1990 !
1990-2000 !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
1990-2000 '

高收入石油输入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1970 (
1970-1980 «

《战略》前景构想 

1980-1990 
1990-2000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I
1990-2000 I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
1990-2000

中等收入石油输入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1970 
1970-1980 (

《战硌》前景构想

1980-1990 
1990-2000

中速增长前最构想

1900-1990 !
1990-2000 '

低速増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
1990-2000 1

低收入石油输入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1970 :
1970-1980 t

《战略》前景构想

1980-1990 ：
1990-2000 *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00-1990 t
1990-2000 i

低速增长前最构想

1980-1990 
1990-2000

*不发达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1970 1
1970-1980 ^

《战略》前景构想

1960*1990 (
1990-2000 1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H
1990-2000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
1990-2ÜÜÜ

...........增长率_•
CPV SAV IN

(百分比）

边际倾向
CP» T C

-(A)
SAV

5.0
6.4

«.5
4.8

3.8
3.9

全球市场经济国家中所占份輕
CI*T T CHS SA?

(百分比）

4.1
5.3

4.1
5.2

H.Ü
5.1

0.4
O.b

6.3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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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团内支出和你曹变数年平均增长率；边际消费傾向和边际储蓄傾向；全球市场经济®家中变数共计所占份教；及资本-产值

c组：消费支出、储蓄和投资及对内收支差類的话计数：1960-1980年过去估计数及

198卜2000年根据其他发展可能性的预测数

Statistical Annex
Rage 28

经济类别和时期g

非洲发展中圓家 

过去估计数

1960-1970 8
m〇-198〇 7

《战略》前景构想

1980-19y〇 7
1990-2000 7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6
1990-2000 *»

低速增长前录构想

1980-1990 5
1990-2000 4

非洲石油输入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1970 ：
1970-1V8Ü '

《战略》前景构想

1980-1990
1990-2000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
1990-2UÜÜ I

低速増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
1990-2000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 1970 
1970-1980

《战略》前景构想
1980-1990 
1990-200U

------- 增长率-〜•
CPV SA? IMV

(百分比）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
1990-20ÜU (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 199Ü t
1990-2000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石油输入国束 
过去估计数
1960-1970 !
1970-19BÜ I

《战略》前景构想
1980-1990 
1990-2ÜÜÜ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I
1990-2000 (

低速增长酋景构想
1980-199Ü 
1990-2000

亚洲和大洋洲发展中国家 
过去估计数
m〇-197〇 (
1970-1980 '

《战略》前景构想
1980-1990 
1990-20U0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
1990-2000 !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
1990-2000 !

亚洲和大洋洲石油输入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1970 S.3
1970-1980 b.2

《战略》前景构想
19800990 7.5
1990-2000 7.2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5.3
1990-2Ü00 b.2

低速增长首景构想
1980-1990 4.4
1990^2000 U.1

全球市场经济国家中所占份獷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C组：消费支出、储蓄和投资及对内收支差额的估计数：1960-1980年过去估计数及

198卜2000年根据其他发展可能性的预浦数

Statistical Anne>
F&ge 29

表2.5国内支出和储蓄变数年平均增长率；边际消费倾向和边际储蓄倾向；全球市场经济国家中变数共计所占份額；及资本-产值 

增量比

经济类别和时期
--------------- 增长丰----------------
C6V CPV SAV INV GRP

(百分比）

-------- 边际傾向---------- (A)
CG? CPV T CHS SAV

---------全球市场经济国家中所占份額
CGV CPV T C丨S SAV GSP

(百分比）
POP ICOB

东亚和东南亚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1970 5.2 5.4 15.0 12.1 6.7
1970-1980 8.5 6.9 8.2 10.3 7.4

《战略》前景构想
1980-1990 7.7 6.3 10.0 7.4 7•轉
1990-2000 7.3 6.5 8.5 6.4 7.1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 80-1990 6.3 5.4 7.5 4.9 6.0
1990-2000 5.8 5.2 6.6 5.6 S.6

低速增长前最构想
1980-1990 5.3 4.5 5.9 3.4 4.9
1990-2000 4.6 4.1 5.1 4.5 4.4

西亚国家 
过去话计数
1960-1970 9.6 5.4 9.1 6.3 8.2
1970-1980 13.9 11.3 7.2 23.B 9.2

《战略》前景构想
1980-1990 7.4 11.1 4.9 6.4 7.4
1990-2000 7.9 9.0 5.5 6.8 7.4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6.5 10. 1 4.3 5.5 6.6
1990-2000 6.9 7.9 4.5 5-7 6.3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5.2 B.4 3.8 3.4 5.6
1990-2000 5.7 6.7 3.9 5.4 5.3

南亚国家 
过去佶计数
1960-1970 2.3 3.3 6.1 4.6 3.6
1970-1980 4.3 3.5 4.4 4.4 3.7

《战略》前景构想
1980-1990 7.9 5.8 10.2 10.2 6.9
1990-2000 7.4 6.3 8.3 6.4 6 .9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4.1 3.4 4.2 3.3 3.7
1990-2000 4.1 3.5 M.3 3.7 3.7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3.8 3.2 3.7 1.7 3.3
1990-2000 3.7 3.2 3.8 3.5 3.3

6 1 60 9 &9 0 31 0 Ü 9 1 8 1 6 0.9 1 4 9 5 2 57
12 4 65 2 77 6 22 4 1 3 2 1 1 9 1.5 t 8 10 2 3 29

12 0 56 0 66 U 32 0 1 9 2 8 2 6 2.3 2 5 10 6 3 93
12 1 54 1 66 2 33 e 2 4 3 3 3 1 3.2 3 10 8 3 88

12 1 59 7 71 a 2» 2 1 B 2 7 2 5 2.2 2 4 10 6 4 57
12 2 S8 5 70 8 29 2 2 2 3 1 2 9 2.7 2 9 10 e 4 64

12 3 61 4 73 7 26 3 1 â 2 7 2 5 2.1
2.縳

2 « 10 6 5 43
12 9 60 3 73 2 2b 6 2 1 3 0 2 8 2 7 10 8 5 52

13 6 1? 2 30 7 69 3 0 6 0.3 0.4 2.1 0 8 Ü 9 0 93
24 1 27 B 51 9 46 1 1 2 0.5 0.6 2.9 1 2 1 0 2 30

19 3 49 3 00 6 31 4 2 2 1.0 1.3 3.1 1 7 1 1 % 51
21 1 49 b 70 S 29 2 2 9 1.6 1.9 3.0 2 2 1 3 4 OB

18 9 50 2 69 1 30 9 2 2 1.0 1.2 3.2 1 7 1 1 5 19
21 3 50 4 71 7 2b 3 2 B l.b 1.8 3.2 2 2 1 3 4 82

17 9 48 1 66 0 34 0 2 1 0.9 1.2 3.3
3.Ü

1 7 1 1 b 92
20 7 47 b 68 4 31 t> 2 6 1.4 1.6 2 1 1 3 5 «Y

6 4 69 0 75 4 24 6 1 3 2 7 2 4 t 3 2 2 25 8 5 07
11 0 67 9 7« 9 21 1 1 2 2 4 2 2 1 5 2 0 27 0 5 42

11 6 ââ 4 70 U 30 Ü 1 5 2 6 2 « 1 8 2 3 28 3 3 82
11 7 57 9 69 5 30 5 2 U 3 1 2 9 2 6 2 8 29 2 4 0磉

11 4 67 7 79 1 20 9 1 3 2 b 2 2 1 5 2 0 28 3 5 37
1t 6 66 4 77 9 22 1 1 4 2 4 2 1 1 4 2 0 29 2 5 19

11 5 68 6 60 1 19 y 1 3 2 5 2 3 1 5 2 1 26 3 6 âS
11 7 67 1 78 tt 21 2 1 4 2 5 2 3 1 5 2 1 29 2 5 10

资料来源：联合国秘书处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A)边际倾向是以所列的分子在价值方面的增加量的变动对国内总产值在价值方面的增加量的变动的比率而计算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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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其他发展可能性的预測数

Statistical Annex
Rage 3© 二

D组：主要生产部门中的产品和劳动力估计数：1960-1980年过去估计数，和198卜2000年 ’

表2.6 主要生产部门中产品数量和劳动力人数；总额、每人和按人口平均计算数额；总产值中各种变数所占份额

经济类别和年度

-以1

筌球市场经济国家 

过去估计数

I960 26 5
1970 331
1980 399

《战略》前景构想

1990 534
2000 726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0 49*1
2000 621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0 «89
2000 602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 144
1970 173
1980 198

《战略》前景构想

1990 236
2000 28 5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0 235
2000 ^«7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0 237
2000 277

主要工业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 105
1970 128
1980 146

《战略》前景构想

1990 168
2000 19 5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0 170
2000 203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0 168
2000 194

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 

过去钴计数

1960 120
1970 157
1980 20Ü

《战略》前景构想

1990 297
2000 441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0 2!>8
2000 333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0 252
2000 324

石油输出发展中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 
1970 
1980

《战略》.前最构想

1990 
2000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0 
2000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0 
2000

石油输入发展中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 97
1970 131
1980 16 9

《战略》前景构想

1990 251
2000 378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0 221
2000 289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0 m
2000 2B0

23
26
31

45
b2

36
44

36

各部门产品数量-----------------. -----------------人口数目---------------- ------------------------每人数額-------------------.国内总产y中所占

HHP LAG POP àGB I/L Ï/P
0亿为单位的1 9 7 5年美元- 以百万计 LAG LMG

1 9 7 5年美元）

( 百分电

937 1361 613 2564 4 17.6 366.7 784.3 1940.3 b34 6270 3269 1321 10 3 36.6 53.1
1bbï> 2210 1101 4215 446 .1 484.0 930.0 2389.5 743 802b 4532 1764 7 9 39.5 52 .6
2363 3197 1626 5961 485.2 633.9 1119.0 2941.3 824 8773 5326 2026 6 7 39.6 53.6

3867 4924 266Ü 9325 527.4 624.8 1J52.2 3620.1 1Ü13 1Ub5a b896 2S>76 5 7 41.5 52.e
6670 7646 4492 15043 573.4 1083.2 1656.6 U372.2 1267 1321b 9080 3440 4 e 44.3 50.6

3534 45.75 2514 9604 527 .4 824.8 13&2.2 3620.1 936 9833 6363 2376 5 7 41.1 53.2
5474 6667 3806 12762 573.4 1083.2 1b56•b 4372.2 1082 11208 7703 2919 螓 9 42.9 52.2

3294 4291 2338 8075 527.4 824.8 1352.2 3620.1 928 9197 5972 2230 6 1 40.8 53.1
46 37 5789 3265 11029 573.« 1Ü83.2 Ibbb.b 4372.2 1US»0 9626 6b57 2522 5 5 42.0 52.5

1209 555 2174 51.1 217.8 268 9 633.2 2B20 9324 8087 3435 6 6 37.8 55.6
1947 983 3521 35.8 266.9 302 b 704.3 14853 125«6 11636 4999 4 9 39.8 55.3

1883 2712 1399 4794 25.6 311.8 337 4 761.1 7774 1473V 14210 6299 4 1 39.3 56.6

2799 3998 2126 7034 18.2 345.6 3fa3 9 811.8 12962 1966d 19332 8665 3 4 39.8 56.8
4337 5904 3255 10527 13.7 377.8 391 860.7 20887 27110 26893 12231 2 7 41.2 56.1

2640 3728 2078 6604 18.2 345.6 363 y 811 .8 12929 18424 18148 8134 3 6 40.0 56.5
38 46 5180 3015 9313 13.7 377.8 391 i> 860.7 2Ü976 23893 23791 10B20 3 1 41.3

2476 3497 1940 6211 18.2 345.6 363 9 811 .8 13003 17284 17Ü69 7651 3 8 39.9 S6.3
3281 J4500 2b11 8059 13.7 377.» 391 5 8b0.7 20306 20598 20588 9363 3 轉 40.7 55.6

695 1019 473 1821 35 6 179.1 214.7 496.6 2953 9582 8482 3667 5 8 38.2 56.0
nt.9 1630 8 29 2928 23 7 218.8 242.5 551 .0 5408 12795 12Ü72 b313 4 4 39.9 55.7
1566 2275 1179 3988 1& 3 25«.t> 2b9.9 589.8 9561 15087 14774 6761 3 7 39.3 57.0

2328 3368 1790 5865 9 5 280.2 289.6 622.6 17813 20333 20250 9420 2 9 39.7 57.4
3567 4930 2711 8694 5 9 303.0 308.9 652.8 33038 28047 28143 13317 2 3 41.0 56.7

2198 3131 1757 5500 9 5 2ÜU.2 2B9.6 622.b 17998 19026 18992 8834 3 1 40.0 56.9
3171 4316 2b 15 7691 5 9 303.0 308-9 652 .8 34269 24715 24698 11782 2 6 41.2 56.1

2064 2966 1645 5199 9 5 280.2 2Ü9.6 622.6 17774 17958 17952 8351 3 2 39.7 57.1
2750 3831 2220 6777 5 9 303.0 308.9 6 52.« 32854 21724 21938 1Ü381 2 9 Q0.6 56.5

115 152 58 389 366.5 148.y 515 .4 1307.2 329 1803 75î> 297 31.0 29 .8 39.2
2b4 271 117 694 410.3 217.1 627 .4 1685.2 38<i 2470 1106 412 22.7 38.1 39.2
48U «85 2 26 1166 459 .6 322.Ü 781.6 2180.2 437 2997 1491 534 17.2 41.2 41.6

1067 925 534 2290 509.1 479.2 988.3 2806.2 585 4159 2317 815 13.0 46.6 40.4
2332 1742 1237 4515 559.8 705.4 1265.2 35.11.4 788 b776 3569 1286 9.8 51.7 38.6

894 847 436 2000 509.1 479.2 98b.3 2b08.2 5Ü7 3635 2024 712 12.9 44*7 蜷2-轉

1b 27 1487 790 3449 559.8 705.4 1265.2 3511.4 596 441S> 2726 982 9.7 47.2 43.1

8 18 793 398 1864 509.1 479.2 988.3 2808.2 495 3363 1886 663 13.5 43.9 42.6
1355 1289 b54 2969 559.8 705.4 1265.2 3511.4 579 3749 23*t? 845 10 .9 45.7 43.4

37 23 5 84 47.7 21.7 69.H 194 0 4 90 2B2S 1221 43b 27 6 44.7 27.7
112 45 13 184 &2.2 34.5 B6.6 253 9 513 4382 2132 727 14 5 61.1 24.4
194 87 24 313 57.1 52.8 109 .9 336 1 55b 6334 2853 933 10 1 62.1 27.8

418 150 62 615 62.1 79.7 141.8 442 3 740 7150 4341 1391 7 5 66.0 24.5
907 251 158 1221 6S.6 11B.7 184.4 563 1 958 9758 6626 2169 5 1 74.3 20.6

371 150 49 558 62.1 79.7 141.b 442 3 588 6556 3941 1263 6 5 66.5 26.9
689 2 56 90 990 65.6 118.7 1S4.4 563 1 679 7969 5374 1759 4 b 69.6 25.9

341 V\2 45 519 62.1 79.7 141.B 442 3 b82 6Ü70 3666 1175 7 0 65.7 27.3
580 228 76 852 65.6 118.7 184.4 563 1 670 6811 4625 1514 5 2 68.1 26.7

76 129 b2 304 3 18 .B 127.1 44b .9 1113.1 305 1629 683 273 32.Ü 25.6 42.0
151 226 104 509 358.1 182.b &40 .a 1431.2 366 2071 942 355 25.7 29 .7 44.5
28b 397 201 852 402.5 269.2 671.7 1844.1 4 20 2538 1269 462 19.e 33.5 «6.7

648 774 472 1675 447.0 399. i> 846.b 23b5.9 563 i562 1979 706 15.0 38.7 46.2
I4 2î> 1490 1078 3294 494.1 5 8b. 7 IGBO.ti 2948.3 76& 4970 j〇48 1117 11.5 43.3 45 .2

522 697 366 1441 447.0 399.5 846.5 2365.9 496 3053 1702 609 15.4 36.2 48.4
938 1230 700 2458 .494.1 586.7 10UU.8 2948 .3 585 3696 2274 833 11.8 38.2 50.1

476 651 352 1344 447.0 399.5 846.5 2365.9 483 28 24 1b88 568 16-1 35.5 48.5
774 1061 57? 2116 494.1 586.7 1080.8 2948.3 5t»7 313Ü 1958 718 13.2 36.6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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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组：主要生产部门中的产品和劳动力诂计数：1960-1980年过去佶计数，和1981_2〇00年

根据其他发展可能性的预测数

表2.6 主要生产部门中产品数量和劳动力人数；总额、每人和按人口平均计算数额；总产'值中各种变数所占份额

经济类别和年度 —
-各部门产品数量-- —人口数目-

hnf LAG
-以1 0亿为单位的1 9 7 5年美兀- 以百万计

高收入石油输入国家 

过去估计数

I960 29
1970 41

48
96

76 3« 15« 37.J 35 .0 72. J 206.2
137 6y 276 39.6 bü.2 B9 .U kb9.1

1980 53 18b 251 1J5 uyi 41.9 73.b 115.4 350.2

《战略》前景构想

1990 7y a83 J 10 971 43.1 lub.b 149.7 4b^ .9
2D0Ü 117 B 59 922 6yy 1900 4J.2 153.2 196-« 57Ü.U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Ü 69 3«2 450 258 863 43.1 106.6 452.9
2000 92 b 2b 8 18 47b 1&36 43.2 15J.2 b70 .U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0 b7
2000

314 421 23« 803 U3.1 106.b 14 y . 7 452.9
5 27 711 396 132b 43 .2 15J.2 19b -4 570 .0

中等收入石油输入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 23 13 25 a 61 ï>4.1 23.0 77.1 207.4
1970 33 27 17 10b 61.3 35.0 9b. 9 m./.
19BÜ 45 b7 81 jy 184 70.3 54.3 124.6

《战略》前景构想

1990 67
2000 101

14Z 153 vy 3b2 79.6 BU. K lb(j .4 4b2.b
330 284 229 71b 68.7 116.y 2U5*b b'/y .9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0 64 11b 142 eu 322 7y .b bü.b lDÜ.4
2000 91 21J 24!> 157 Sbi) 88 .7 11b.9 20b.fe 57y.^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0 61 102 1 JO 76 294 79 .6 aO.a 1bU.4 4o2.b
2000 «0 1bb 2U3 V^b 4 50 88.7 11b.y 2ü5.b 57y .y

低收入石油输入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f>0 27 y 67 227.4 byy .b
1970 56 2b 43 17 126 257.3 . 1
1980 7U MU 6b 26 176 290.>* 141.4 «31.7 11J7.j

《战略》前景构想

1990 105 97 137 62 341 324.3 21^. 1 b3b. 4
2000 158 ^36 283 149 bll 362 .2 J16.6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Ü 86 (S4
yy

1Ü3 255 32«.3 212.1
2000 1U5 16b 67 371 362 .2 .b b7«. b I7ya .h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Ü B7 b<l 98 40 245. 324.3 212.1 b3b .4
2000 113 ül 146 5b 340 362.2 J16.6 6?ü.ti ma

最不发达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 12 3 b 1 22 59.7 8.Ü 67.7
1970 15 4 9 2 2y 71.9 12.2 àn.2
1980 18 7 1b 4 m 65.8 iy.3 105.2 2b9.b

《战略》前景构想

1990 24 22 29 ib 103.3 31.d 13L>. 1 3bB .c
2000 30 bB bd 44 12J.B b2.b 17b.*4 4bb .b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0 23 12 25 9 t>2 103.3 31.8 \jb . 7 J56.2
2000 29 22 42 16 94 123.8 b2.6 4bb.b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0 22 11 24 a 58 103.3 Jl -8 J5>8 .2
2000 28 1b 3B 12 82 123.6 bi.b 176.4 4bb .6

非洲发展中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 30 14 25 e. 70 83.1 22. Ü lUb. 1 2b7.1
1970 3b Hb 43 iü 125 96.2 33.5 12y .7 331 .2
1980 m bl 19 19B 111.ü b2.b 163.6 *4^9.7

《战略〉/前景构想

1990 6U
2000 P3

194 132 51 388 127.8 82.3 210.1 byi.7
4 32 237 146 752 14U .6 127.1 ^71.7 779.6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0 50
2000 64

157 725 39
71

332 127.8 82.3 î 5y1.7
209 557 ma .6 127. 1 271.7 779.b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0 49 142 116 36 30B 127 .8 82. J 210.1 5>91.7
2000 61 2JJ 179 58 «74 144.6 127.1 271.7 779.b

非洲石油输入国家 

过去倍计数

1960 19 9 18 4 47
74

15.5 83.6 2U2.1
1970 26 17 30 9 7y .8 23.3 1U3.1 259 .0
1980 31 7.1 49 14 107 93.2 36.2 129.4 340.î>

《战略》前景构想

1990 au
2000 63

68 93 3b 206 108 .5 56.5 164.9 452.4
172 173 96 «09 123.9 87 .0 2 iü. y 588.2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0 41
2000 54

«b
78

84 27 172 108.5 î>6.5 164.9 452 .4
142 47 275 123.9 B7.U 210.y î>88.2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0 40 42 78 24 16Ü 108.5 56.5 164. y 452.4
2000 e>i 61 119 37 232 123.9 B7.0 588.^

-—每人数额 

〔1 5年美元

büJ
1051
128U

1835
^728

1b2ü
2132

15b8
199?

426
b42

84 j 
1149

77U
913

195 
^ 18 
24 1

h37

2b〇 

29 1

^68
312

206
216
215

2J4
243

226
2J7

218
22b

36 1 
382 
376

«71
574

jy5
«43

3B5
422

293
329
334

4Ü9
513

J70
417

j^7U
4675
b957

8J7S
llbJb

74 4 ü 
yn3i

Z064
2bb7

Jb57

2B91
3102

t>2«
7kb
7i>2

7SM
〇3«

747
?1«

1213
114Z
11bÜ

18 J? 
2bï>8 
2977

39b«
527U

JH31
J88î>

3155

I7H9
2U91
2113

2874
J974

2323

213U 
20 77

2143
J076
4Z60

b7b9
7B24

b370
6748

UUl
1101
1479

“b 1 
J«H3

11
2o77

18 J8 
2192

2y〇
Jb7

6 35 
998

4b8
bül

327
J51
394

5b0
H62

«<5y 
S 3*4

433

669
971

1211

1b47
2771

1504 
20 53

1470
l?i*5

571
727
«J1

1253
1941

11)45
13Ü7

972
1102

Statistical Annex
Page 31

国内总产值中所占份額

T/P
( 百分比

SbV

751 19.3 J1.4 49.2
10 25 15.1 3b.1 49.9
1404 10.9 JB.O 51.1

2145 a -1 42.1 49.7
b.z 45 .2 4b.6

1906 8.1 39.7 52.2
2b9î> 6.0 40.8 53.2

1775 8.4 3y.1 52.5
232b 39.8 5J.7

2y« J7. J 22.0 4Ü.7
392 31.1 2b.Ü
b16 2M.b .H 44.0

78J lu.5 39 .2 42. J
1235 14.2 M6 .1 jy.7

6 97 2Ü.1 35.7 44.2
9«9 % .6 J8.B 4«.5

6 j? 20-d 3«*.H 44.4
777 18. Ü J7.0 45.1

125 17.9 31.b
142 44.4 21.3 34-3
Ibb jy.7 23.1 37.2

26b 31.Ü 2a.7 4U.4
61b 34.9 4i.a

176 34.1 25 .2 hü.7
2UD Æ.4 Ü6.6 «5.0

169 j5.5 24.3 *40.3
189 ^3.B

137 bb . 2 29.Ü
142 S2.7 li.ü 3k：.3
15J *44.b 17.7 J7.7

211 J2-Ü 29 .2 3».»
ilb iy.B 45.2 Jb .0

173 37.7 20.1 4 l.b
2u2 J1.2 23.b 4b.ü

163 3d.t> 19.2 42. J
177 33 .9 19 .9 4b.2

273 42 .7
38Ü Jb.1 J4.b
4 5〇 21.1 40.9 38.0

fab〇 Ib.b i>Ü 34. J
965 11.U 57.4 31.5

bb2 1î>.2 H7.2 47.7
715 n .5 5Ü.9 37•毛

522 15.9 4b.^ 37.B
608 12 .9 37.B

236 41.» 9 38.3
289 ji>.0 23 7 41. J
316 28.9 2b 3 Hb.8

4 5b 21 .5 3 45.2
696 15.6 42 U H2.i>

3b1 Z3.9 27 4B.8
iy-7 28 6 bl.b

354 25. U 26 2 48.8
395 22.2 26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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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6

D组：主要生产部门中的产品和劳动力估计数：1960-1980年过去估计数，和198卜2000年 

根据其他发展可能性的预測数

主要生产部门中产品数量和劳动力人数；总類、每人和按人口平均计算数頻；总产值中各种变数所占份额

Statistical Annex
Rage 32

经济类别和年度 •-各部门产品数量
ÏND SB?

人口数目一 每人数類 国内总产值中所占份類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 25 56 73
1970 37 104 128
1980 48 182 229

战略》前景构想
1990 n 392 441
2000 115 835 831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0 65 335 416
2000 88 622 757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Ï990 62 312 393
2000 80 536 673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石油输入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
t970
1980 44

《战略》前景构想

1990 67
2000 103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0 60
2000 81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0 57
2000 73

352
736

299
553

279
480

亚洲和大洋洲发展中国家 

过去话计数
1960
1970
1980

64
84

110

«5
114
216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0
2000

140
182

362
585

亚洲和大洋洲石油输入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 52
1970 70
1980 93

战略》前景构想
1990 139
2000 211

过去估计数
1960 15
1970 22
1980 34

《战略》前景构想

1990 49
2000 71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0 46
2000 68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0 46
2〇〇〇 62

西亚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
1970
1980

《战略》前景构想
1990 4
2000 7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0 3
2000 4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0 3
2000 3

68
118
209

401
76?

376
686

355
611

《战略》前景构想
1990 163 480 351
2000 242 1065 672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0 142 401 306
2000 180 721 519

2U
49
96

227
517

283
437

42

139

279
548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0 120 175 236
2000 153 306 401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90 118 155 218
2000 155 233 330

东亚和东南亚国家

30
63

145
344

119
227

105
177

12
38
80

169
362

1&5
290

140
237

118
209

110
182

100
150

II
36
66

33
56

«HP 6DP
5年美元-

LAG LNà LAB
以百万计

POP AGB
LACS

(

ÏBA T/L
LM6

1975年美元

Ï/P A6B
(

TÏIf—
百分比

—SET
)

34
67

155 32.4 34.7 67.2 204.5 799 3733 2315 760 16.7 36.3 47.ü
270 35.4 49.7 85.1 269.6 1047 4690 3176 1002 13.7 36.6 47.7

127 460 38.7 72.7 111.4 352.9 1244 5678 4137 1305 10.à 39.6 49.9

291 907 41.7 105.8 147.5 460.7 1781 7661 6155 1970 8.2 43.2 46.6
657 1782 44.1 152.7 196.9 568.3 2621 10913 9056 3030 6.5 46.9 46.7

243 817 41.7 1ÜS.8 147.5 460.7 1567 7112 5544 1774 8.U 41. Y 50.9
450 1469 44 .1 152.7 19fa.9 588. J 2017 9036 2497 H2.4 Vl.b

226 768 41.7 10S.6 147.5 460.7 1501 bb77 5213 1b69 d.1 40.7 51.2
388 1290 44.1 152.7 196.9 bB8.3 1830 7920 bbbb 2193 6.3 41.6 &2.2

32 137 30.7 32.3 63.1 191.6 799 3476 2172 715 17.9 32.2 49.8
62 237 33.6 46.3 79.9 251 .9 1032 438i> 2976 943 H. 6 3b.6 49.8

119 416 36.7 b7.1 103.8 328 .9 1223 5531 4009 1265 10.Ü 39 .U b0.3

270 821 39.5 97.4 1J6.8 428.3 1713 7743 6004 1918 6.2 42.9 «8.6
607 1607 41.7 14Ü.6 182.3 546.7 2477 10698 U619 2940 6.4 45.b 47.8

226 736 39.5 97.4 136.8 428.3 1522 6947 53B2 1719 6.2 •10.7 51.1
420 1321 41.7 140.6 182.3 b46.7 19&2 8819 7250 2<é17 6.2 41.9 52.0

210 692 39.5 97.4 136.8 428.3 1451 652U 5Uî>8 161b 8.3 «U.4 SI.4
362 1164 41.7 140.6 182. 3 546.7 1752 7763 6389 2130 6.3 «1.2 52.5

18 163 250.9 92.2 343.1 845.b 258 1068 476 193 39.7 27.5 32.7
39 297 278.7 133.9 412.6 1064.4 301 1â9ti 722 274 Ü8.2 3B.& 33.3
79 507 309.9 196.8 506.7 1387.6 357 20 12 1000 365 21.9 42.7 3b.4

191 994 339 .6 291.1 630.7 1755.8 4ao 28&t> 1577 56b 1b.4 48.3 35.3
433 1980 371.1 425.6 796.6 2143.5 653 i«083 2485 923 12.2 53.8 34.Ü

152 B49 339.6 291.1 630.7 1155.8 2430 1347 K».8 47.2 36.0
267 1421 371.1 425.6 79b* 6 2143.t> H87 2915 1764 663 12.7 50.7 36.â

135 786 339.6 291.1 630.7 17b5.8 413 2218 124b 447 17.9 4t>.1 36.0
207 1204 371.1 42S.6 796.6 214à.b 492 2402 1512 562 15.2 t»«.6 36.3

15 119 220.1 79.3 299.4 719.4 240 S44 4U0 16b 44.2 20.3 35.5
32 196 244.7 113.1 357.8 920.3 286 1120 550 213 3S.6 2S.Ü 39.3
67 328 272.6 165.8 438.5 1174,8 341 mi» 749 279 20.3 29.2 42.4

165 647 299.1 245.7 544.» 1465.3 467 2U&4 ne? 4 3& 21.b 35. î 43.3
374 1277 328 .6 359.0 687.6 1813.4 643 2968 1857 7U4 1b.6 40.b 43.U

132 532 299.1 245.7 544.a 1485.3 <402 1677 977 3b8 22.b 32.9 44.b
231 860 32b.6 359.ü b87.b 1813.4 467 1969 1252 474 17.Ô 3b.5 46.6

117 K91 299.1 245.7 5i|4.8 1485.3 396 151ÿ 902 331 24.1 31.5 44.3
177 719 32Ü.6 359.0 6B7.& 1813.4 474 1570 1046 3S>6 21.6 32 .4 t»6.U

4 40
73

58.0 23.B 81.8 206.2 269 1037 492 195 38.6 22.0 39.2
11 63 .3 38.0 101.4 2bü.4 361 1340 728 275 31.0 28.2 40.9
34 155 69.9 57.4 127.3 344.7 492 2102 1216 <149 22.2 3b.a 41.0

93 314 76.1 83.4 159.4 <132.1 64» 3177 1971 727 15.7 «6.4 37.8
211 624 81.0 117.4 196.4 516.7 876 4718 3150 1209 11.4 55.1 33.&

79 278 76.1 63.4 159.4 432.1 640 2756 1747 644 17.5 42.8 39.7
148 478 81.U 117.4 198.4 516.7 645 3495 926 Kl.3 *»7.b 36.2

69 252 76.1 63.4 1î>9.4 432.1 613 2406 1&82 563 18.5 41.7 39.B
114 390 81.0 117.4 198.4 51b.7 773 2792 1968 7i>b 16 .U 4b.4 38.6

1 22
50

2.6 2.2 5.0 18.2 1492 8525 4560 1255 Vi.b 56.9 24.6
3 3.3 3.3 24.9 711 I4â2i 7615 2016 4.7 76.1 19.2
6 103 3.8 4.9 8.7 3«.7 775 2U762 11932 2997 2.9 77.9 19.2

14 209 4.9 6.9 11.b 48.2 663 29660 17711 *1351
66^2

2.0 80.9 17.1
33 432 5.5 11.0 16.5 bh.2 1299 3U69 1 26 142 1.7 83 .8 14.6

11 194 4.9 6.9 11.Ü 48.2 698 27580 164 2& 4036 1.8 79.7 1&.5
22 361 5.5 11.0 16.5 bb.2 774 32553 21808 bbb3 1.2 60.4 18.4

10 176 4.9 6.9 11.8 48.2 t>56 25032 14916 3665 1.8 79.3 la.»
17 297 5.5 11.0 16.5 65.2 668 26723 17979 4bb1 1.2 79.8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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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组：主要生产部门中的产品和劳动力估计数：1960-1980年过去估计数，和1981-2000年 

根据其他发展可能性的预測数

表2.6 主要生产部门中产品数量和劳动力人数；总《，每人和按人口平均计算数頦；总产值中各种变数所占份類

Statistical Annex
53

经济类别和年度 --------------- 各部门产品数量-----------------

AGR IND SRV flNp GDP
•■以1 0亿为单哲:的1 9 7 5年美元-

---------------人口数目-----------------

LAti tM A LAB COP
以百万计

每人数薷

XU Ï/L
LAC LMG

(1 9 7 5年美元

Ï/P

国内总产值中所占份#

A6X IMD SAV
(百分比）

南亚国宋 

过去估计数

1960 35 13 21 e 70 174,6 59.3 23J.9 567.1 205 S86 302 124 50.7 19.1 3Ü.2
1970 44 22 33

b2
14 100 196.4 SI.7 278.0 721.0 228 66b J62 139 22.2 33.3

19H0 36 34 22 143 220.3 117.b 337. S 916.4 256 139 «24 iiff, 24.1 36.6

《战略》前景构想

1990 B6 7y 111 50 277 243.1 17K.9 41B.Ü 1156.8 356 1090 663 239 31.2 28.5 40.3
2000 131 180 2i3 113 S46 269.5 2Sb.4 527.9 m in.? Ü89 lb02 10 Jl 366 24.2 33.1 12 .7

中速增长前最构想

1990 bB
81

54 63 37 206 243.1 174.9 •tm.o 1156.Ü 203 789 «9S 17b 33.3 26.2 «0.6
2000 H1 136 55 298 269,5 256.4 S27.9 W1H.7 3UU BH3 5bb 211 27.1 27.3 45.6

低速增长前最构想

1990 69 i>0
6a

BO J4 200 243.1
269.S

174.9 416.0 1156.» 287 747 479 173 3<l.8 25.2 40.0
2000 90 120 46 279 258*4 527. t4 m.? 336 S29 197 32.4 24.6 «3.0

资科来源：联合国秘书处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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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生产部门中产品和劳动力年平均增长率，及主要部门产品和有关劳动力在所有市场经济国家总額中所占份類

D组：主要生产部门中的产品和劳动力估计数：1960-1980年过去话计数，和198卜2000年

根据其他发展可能性的预测数

Statistical Annex

表2.7

经济类别和时期^ 增长 串 — -在全 球市 场 经济国5 所占份類**_
SR» RNK GDE* Lftl* LMA LAB

(百分比）
POP t/L ï/e mj SRV L&G

(百分比
LHk

)
LàB

全球市场经济囪家

过去估计数 19t>U 1U0.U 1U0 U 1U0.0 100 0 100.0 100.0
1960-1970 2 2 b î> 6 b 0 ? 2 8 1 7 2 1 1.6

1.0
2 5 J 3 2 9 iy7u 1UU.U 1UÜ.0 luu.o 1U0 0 10U.0 10U.0

1970-1980 1 9 3 S t >4 U 3 i 0 a i 7 \ 9 l 1 Ü s 1 6 1 4 ty»〇 1U0 .0 luo .0 1UU.0 Ki 100. u 1UÛ.U
《战略》前彔构想
1980-1990 2 9 b 1 «i 5 5 1 4 b H 7 1 y 1 2. 1 2 2 b 2 b lyyu luu.o luo .U 100.u 1(A) 10U.U 100 .0
1990-2000 3 1 5 b b 5 4 4 2 à i i 1 9 j Z 2 B 2 9 100.Ü 100 0 IOü.0 10U 1UÜ.U 1UU.U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2 1 1 3 7 S 3 'i. 7 \ 9 2 1 y.i

1.i>
\ ■i 1 ü 1 6 1UU .0 1u〇 .0 U luo.y 1UU.U

1990-2000 2 3 4 b 3 8 2 4 0 2 8 2 1 1 y 1 3 1 y 1 ^ÜUÜ 100.ü 100 .0 100.0 0 10U.0 100.0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1 9 3 0 3 b 3 2 7 1 9 1 1. 1 b 1 1 1 U 100.0 luu 0 10U.U 1UU.U
1990-2000 2 1 b 3 Ü J ** 3 0 U 2 B 2 1 1 y 1. 2 « t> 1 1 1 2 咖u 10。.Ü 1UU.U 100 ü 100 .0 1UU.0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

过去估计数 1.4 .4 0*/ b ÜÜ.Ü u J- J4.3
1960-1970 1 4 y ï> Ü 4 y -3 5 2 1 2 1 i t> j J ? 8 b^.4 糾 87-7 u Ü &&.1 32.b
1970-198Ü 1 U ü 3 i b -J i 1 b 1 1 0 b *♦ y 1 U i 79 7 04.8 5 •*^.2 JU.2
《战略》前景构想
1900-1990 1 1 1 0 à 0 -3 1 ü U Ü 3 .2 飞‘ 81.2 i s 2b.9
1990*2000 1 9 b 0 3 U •2 b 0 y 0 7 0 y J J J 5 39.3 db U 11.i ja.9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1 7 3 b 3 2 4 0 3 j -J J 1 u 0 B 0 h

b 2 ■i & 2 6 1y(J〇 47.7 7M 7 81.5 5 41.V 2b.V
1990-2000 2 0 3 b J 4 3 B 3 5 -2 8 U 9 Ü 7 Ü b 4 .i 6 2 7 2 V 2ÜUÜ 4b.2 7ü 3 77.7 i 4 34.9 Ài.b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V0 1 h 7 2 3 3 -3 3 1 〇 0 b î) ü 1 y 2 0 7 b e 1. b 3 41.9 ^6.9
199Ü-20UÜ 1 6 ? 9 ■‘ J 0 2 6 -2 & 0 0 7 u b 1 U 1 9 •么 0 •éÜOU H 70 8 77.7 2 •* 23.0

主要工业国家 
过去估计数 1v〇ü 39.7 74 74.9 H b 4d*B ▲7,H
1960-1970 2 0 b 7 » -3 *9 2 u Ü J iyio ?ü 2 b 3 Hb.2
1970-19BÜ 1 3 J 0 3 6 3 J 1 î> 1 1 0 7 1 2 4 iya〇 66 j 71.1 â l 40.2 24.1
《战略》前景构想
1980-1990 1 1 4 3 4 0 7 1 0 0 7 b J lyyo 6U 2 34.0 21.4
1990-2000 1 b 4 3 3 2 0 b 0 0 b b S b 26.y b3 5 U 2&.U 18.6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1 b J l 3 i 4 0 J 3 7 1 0 / 0 b b 7 8 21•峙
1990-20ÛU 1 B ? 3 3 3 7 3 b 0 6 ü b b 7 7 •i y 2Ü0Ü ii.l 5? » b4.7 u 1b. o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0 1 4 2 H 2 7 3 4 2 7 -« 7 1 0 7 ü b 4 1 0 2 1 62 ? &9. 1 J4.0 ^1.4
1990-2000 1 b 2 9 i 6 J 0 2 7 -4 6 0 B Ü 6 ü b 6 3 1 b * 2UUÜ 3 66.2 Ü 29.0 18.b

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

过去估计数 ly〇ü <4b»b 12 4 11.2 tt? b 4(l.b bb.7
1960-1970 2 7 b U 7 5 b 0 1 1 3 2 U 2 b J J 3 iy?o *♦7.6 15 12.3 y2 44.9 67.5
1970-1980 2 « b 7 6 ï> b 1 1 >4 0 2 2 2 3 1 U 2 O 1兆u 2U 1b.k 7 50.S 69.d
C战硌》前景构想
1980-1990 3 b 0 7 ü 1 0 0 2 H 2 y b K b5.8 21 ib.e •ib 5 73.1
1990-2000 4 ü b b b ? ? Ü 1 U 3 y 2 & l J 0 a j *• «* 7 2UUO OU.7 3S 22.8 y? b 6&.1 76.0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wfl〇-mü 2 i> b 7 f> M & b 1 0 4 0 2 H 2 6 1 i> 1 V 3 1 2 y iyy〇 !ï^ » 3 «cb i 1B.& ye 5 58.1 7i.1
1990-2000 2 b b 2 b a 6 5 6 1 ü 3 y 2 t> 3 1 6 .i ü j U 3 3 2UÜ0 b3.b 2» 7 22.3 97 6 6b. Y 76.4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00-1990 2 3 b 5 Ü 5 a 4 1 0 0 2 4 .1 b 1 j 1 2 2 l lyyy b1.(» 24 lu.b vt> St>. 1 7^.1
1990-20U0 2 5 b 2 S ü 5 *♦ B 1 0 3 9 2 5 2 3 1 b 1 1 2 b 2UUU 29 i 22.3 ^7 •» 65.1 ?b.4

石油输出发展中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bü 0.0 il 0 1.7 11 4 0.9
1960-1970 1 4 11 2 6 6 8 1 0 y 7 2 3 7 U b 4 5 7 2 iy?o 8.1 6 b 2.0 11 7 7.1 9.：
1970-1980 1 7 b b b ü 5 7 5 2 0 9 4 2 4 2 tt tt 1 b •i » 4 19bU 7.9 B •i 2.1 11 a 8.3
《战略》前景构想
1960-1990 3 1 B 1 S 7 9 9 7 0 0 8 2 2 2 â 3 3 1 J 1 a.6 10 8 3.1 11 â 9.7 1Ü.<>
1990-2000 3 2 6 0 5 2 9 & 7 1 0 & 1 2 7 4. 4 2 b i i 4 J <4 & 2UÜU tt.7 13 t> 3.3 11 4 11.U 11.1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 80-1990 1 b 7 5 6 7 5 9 0 8 2 2 6 2 6 0 i 1 3 3 3 mu 7.4 10 b 3.J 11 8 y.? 10.5
1990-2000 2 U 6 3 b & b 2 5 9 Ü 6 1 2 7 2 4 1 5 'i U j 1 J H 2U0U 1,2 12 O 3.9 11 4 11.u 11.1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1 3 5 ? b 0 6 3 5 1 0 6 2 2 2 U 5 1 J 5 i iy9ü 7.H lu 磉 3.3 11 a 9.7 10.à
1990-2000 2 ü b 4 ** 5 2 5 t 0 6 4 1 2 7 2 <« 1 4 1 2 2 a 2 6 2000 7. j 12 b 3.9 11 4 11.0 11.1

石油输入发展中国家
过去估计数 36.b 0 3 y.i 7* 3 3«.7 bb.9
1960-1970 3.0 7 S •y 7 3 5.3 1 .2 3 .7 2 0 •l b 1 b .b J .7 JS*.b 1U.2 bO 3 37.7 b&.1
1970-1980 2

《战略》前景构想
1980-1990 4 • 1 8 î) 6.9 8 9 7 • 0 1 • 1 4 .0 2 3 2 b 3.U

J. 1
J • b 4 « I5>yu 47.1 16 8 1b.7 W 0 41).4 62.6

1990-2000 4 • 1 8 6.7 6 5 7 • ü 1 .U 3 .9 2 5 2 •l J .*• 4 7 2UUU &2.U 21 4 19.5 86 6b.2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 80-1990 2.7 b 2 5 • 8 6 7 5 1 .1 » .0 2 3 2 5 1.7

1.7
1 • 9 3.U 2 B mu 44.9 14 8 1b.2 64 8 40«皤 62.6

1990-2000 2.7 6 ü 5 .8 6 b 1 .0 3 .9 2 b •i i 1 •分 2 •y 3.2 2U0U 4b.b 1? 1 m.s Üà 'i bb.i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2.5 fj 2 b • 0 5 7 4 • 6 1 .1 4 .0 2 j 2 b 1 1 .1 2 •J 2 • 1 mu <(4.2 14 b lb.2 tf磚 6 40.i» 62.6
1990-200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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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7 主要生产部门中产品和劳动力年平均增长率，及主要部门产品和有关劳动力在所有市场经济国家总额中所占份额

1>组：主要生产部门中的产品和劳动力估计数：196〇-198〇年过去估计数，和198卜2000.年

根据其他发展可能性的预測数

Statistical A
Paçe 35

经济类别和时期

高收入石油输入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1970 3
1970-1980 2

《战略》前景构想

1980-1990 4
1990-2000 4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2
1990-2000 2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2
1990-2000 2

中等收入石油输入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1970 3
1970-1980 3

《战略》前景构想

1980-1990 4
1990-2000 4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00-1990 3
1990-2000 3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y0 3
1990-2ÜÜÜ 2

低收入石油输入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1970 2
1970-1980 2

《战略》前景构想

1980-1990 4
1990-2UÜ0 4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2
1990-2000 1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2
1990-2000 2

最不发达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1970 2
t9?0-1V80 1

《战略》前景构想

1980-1990 2
1990-2000 2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Ü 
1990-2000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0 
1990-2000

非洲发展中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1970 
1970-1980

《战略》前景构想

1980-1990 3
1990-2000 3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1
1990-2000 2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y〇 1
1990-2000 2

非洲石油输入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1970 2
1970-1980 1

《战硌》前景构想

1980-1990 3
1990-2000 3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 80-1990 2
1990-2000 2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1990-2Û00

--------------------------增长率

(ÎDP LAG LNA L&JB
(百分比）

ÏHA Y/L Ï/P
在全球市场经济国家总額中所占份領一

A6B 1ND SBV LAG LNà L4B
(百分比）

1900
1970
1»tj0

lyyu
2000

2UUU

1^bO
iy7〇

I960

iy9〇
2UÜU

ly&u
iy7〇

1990
20UÜ

iy?ü
1980

!9y〇
2UU0

19bD
1970
190U

1990
2U0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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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组：主要生产部门中的产品和劳动力估计数：1960-1980年过去佶计数，和198卜2000年 

根据其他发展可能性的预测数

表2.7 钱生付n巾产s和料力年平柳辨，及钱部n产s和有綠动力在財料经韻家賴中所占份頻

Statistical Annex
îtege J6

经济类别和时期
------------------- ------ ----------- -----增长丰

AGR IND SHV KKP 6DP LAG L8A LAB
(百分比）

POP AGR 1HA 
LAG LNi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圓家 
过去估计数
1960-1970 3.6 b U 5.9 7.1 5 8 0.9 3.7 2.4 2.8 2.7 2.3
1970-1980 2.6 5 6 5.a 6.4 5 4 0.9 3.9 2.7 2.7 1.7 1.9
《战略》前景构想
1980-1990 40 7 9 6.8 8.6 7 ü 0.7 3.6 2.6 2.7 3.7 3.3
1990-2000 “O 7 8 6.6 8.4 7 0 0.6 3.7 2.9 2.^ 3.9 3.3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3.1 6 3 6.1 6.7 5 9 0.7 3.6 2.8 2.7 2.3 2.3
1990-2000 3.1 6 4 6.2 6.3 6 0 0.6 3.7 2.9 2.5 2.b 2.4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60-1990 2.7 5 5 5.5 5.9 5 2 0.7 3.â 2.8 2.7 1.9 1.6
1990-2000 2.6 5 b 5.5 5.6 5 3 0.6 3.7 2.9 2.â 2.U 1.7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石油输入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1970 3.4 7.0 5.6 7.1 5 8 0.9 3.7 2.4 2.8 2.b 2.4
1970-1980 2.5 6.5 5.7 6.5 5 6 Q.9 i.8 2.7 2.7 1.7 2.3
《战略》前景构想

1980-1990 J* 〇 8.0 6.8 8.5 7 0 0.7 3.8 2.Q 2.7 3.5 3.4
1990-2000 1^〇 7 6 6.7 8.H 6 9 0.5 3.7 2.9 2.5 3.8 à.3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3.0 b 3 t>.1 6.7 5 9 0.7 3.8 2.» 2.7 2.2 2.3
1990-2000 3 .1 6 3 6.2 6.4 b 0 0.5 3.7 2.9 2.5 2.5 2.4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2,b 5 .6 5.4 5.8 5 2 0.7 3.a 2.8 2.7 1.7 1.7
1990-2000 2.5 5 6 5.6 5.6 5 3 0.& 3.7 2.9 2.5 1.9 1.8

亚洲和大洋洲发展中国家 
过去话计教
1960-1970 2.6 9.6 6.4 8.1 6 2 1.1 3.a 1.9 2.5 1.6 4.1
1970-1980 2 .b b 3 5.8 6.9 5 J 1.1 3.9 2.1 2.5 1.7 2.2
《战略》前景构想

1980-1990 4.0 8 4 7.0 9.2 7 0 0.9 4.u 2.2 2.4 3.0 3.6
1990-2000 4.0 » 2 6.7 e.4 7 0.9 3.9 2.4 2.0 3. 1 3.6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2.b 6 3 5.5 6.7 5 S 0.9 4.0 2.2 2.4 1.b 1.9
1990-2000 2.4 6 0 5.4 5.8 5 3 0.9 3.9 2.4 2.0 1.5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2.4 b 2 U.6 5.4 4 b 0.9 4.0 2.2 ^.4 l.b 1.0
1990-2000 2.7 4 9 4.4 4.3 4 4 0.9 3.9 2.4 2.0 i.e u.a

亚洲和大洋洲石油输入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1970 2.9 7.3 b .2 ?.a 5 • 1 1.1 3.6 1.8 2.5 2.9
1970-1980 2.9 6 8 5.9 7.4 b ■ 2 1.1 3.9 2.1 2.5 1.8 2.4

《战略》前景构想
1980-1990 4.2 9 0 7.3 9.4 7 • 1 0.9 4.0 2.2 2.4 3.2 3.9
1990-2000 4.2 « b b.9 B.4 7 .U o.y 3.9 2.4 2.0 3.z 3.7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60- 1990 2.6 & 5.4 6.9 4 ■ 9 0.9 4.0

3.9
2.2 2.4 1.7 1.7

1990-2000 2.5 5 7 5.4 5.7 4.9 0.9 2.4 2.0 1.5 1.6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2.5 4 8 4.5 5.6 4 • 1 0.9 4.0 2.2 2.4 1.5 0.7
1990-2000 2.8 4 2 4.2 4.2 3.9 0.9 3.9 2.4 2.0 l.d 0.3

东亚和东南亚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1970 3.8 9 4 6.8 10.3 6 4 ü.ü 4.8 2.2 2.7 2.9 2.7
1970-198Q 4.1 10 4 7.5 u.o 7 5 1.0 4.2 2.3 2.S 3.1
《战略》前景构想
1960-1990 3.7 9 8 6.5 10.2 7 3 0.8 3.8 2.3 2.3 2.8 4.2
1990-2000 3.7 b B 5.8 8.4 7 O.b 3.5 2.2 1.8 3.1 4.0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 80*1990 3.5 7 5 5.6 8.4 6 0 0.8 3.6 2.3 2.3 2.7 2.7
1990-2000 3 .5 6 7 5-1 6.4 5 6 0.6 3.b 2.2 1.8 2.8 2.4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3.1 6 1 4.6 7.0 V 9 0.8 3.B 2.3 2.3 2.2 1.6
1990-2000 3.0 5 4 4.1 5.0 4 b 0.6 3.5 2.2 1.8 2.3 1.3

西亚国家 
过去话计数
1960-1970 -5.7 10 e 5.5 8.U 8 0 1.6 4.2 2.b 3.2 *7.0
1970-1980 2.5 7 8 7.4 7.5 7 5 1.6 H.O 2.B 3.4 0.9 3.t>
《战略》前景构想
1980-1990 5.6 7 7 6〇 8.3 7 3 2.5 3.b 3.1 3.4 1. 1 3.7
1990-2000 4,0 ? 9 5:9 9.0 7 5 1.2 4.6 3.<« 3.0 4.2 2.7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1.4 b 7 6.1 6.1 6 & 2.5 3.6 3.1 3.4 -1.0 2.9
1990-2000 2.3 6 5 6.3 6.8 6 4 1.2 4.6 3.4 3.0 1.0 1.7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0.8 5 b 5.3 5.0 S 4 2.S 3.6 3.1 3.4 -1.6 1.9
1990-2000 1.4 5 5.4 5.5 5 3 1.2 4.6 3.4 3.0 0.2 Ü.7

I/L

3.2
2.6

3.0
3.U

2.3
2.3

3.3
2.9

4.1
3.9

3.Ü
3.0

3.2

2.2
2.0

3.3
3.1

4.6
<«.6

2,7
2.5

1.V
l.â

4.0
5.2

4.9
4.6

3.6
3.3

2.6
2.2

b.2
4.6

4.0
4.0

3.2
2.9

2.2
1.9

-..................-在全球市场经济国家总類中所占份额一
Ï/P A6H 110 SRV Li6 UA LA9

(百分比）

1960 9 8 6.0 5.4 7 e 9 s S
2.Ü 1970 11 2 6.3 5.8 ? 9 10 3 9
2.6 19B0 12 7.7 7.2 8 0 11 5 K

4.2 199Ü 13 9 10.2 9.U ? 9 12 8 10
4.4 2Ü00 15 9 12.5 10.9 7 7 m 11

3.1 mo 13 2 9.b 9.1 7 9 12 8 10
3.5 2000 14 3 11.4 11.4 7 7 u 11

2.b 1990 12 e 9.2 7 9 12 a 10
2.B 200U 13 4 11.6 11.6 7 7 1 Y1

19bU 9 3 4.7 b.O 7 a a 8
1970 10 5 5.1 5.3 7 5 9 6 &

2.9 19bü tl •‘ fa.9 6.5 7 6 10 6

4.2 1990 12 7 9.1 B.1 7 5 11 8 V)
4.4 2UU0 1H 2 11.U 1U.0 7 3 13 U 11

3.1 19VO 12 2 8.â 8.2 7 5 11 8 10
3.5 2UU0 13 10.1 1U.3 7 3 13 0 11

2.5 1990 11 7 a.i> 6.3 7 S 11 a 10
2.8 2Û0Û 12 10.4 10.6 7 3 13 0 11

mü 2H & 3.9 60 1 2S 43
3.6 1970 2b i 6.9 4.5 62 & 27 7 44
2.b 19BO 27 7 9.2 b.6 6i 9 J1 «5

4.5 mo 30 6 12.i» 7.1 64 鴿 35 3 46
5.0 2ÜUU 33 3 1b.0 8.8 64 7 39 3 48

2.B 199U 28 8 11.4 6.7 64 4 35 3 «6
3.2 20U0 2分 1 13.2 7.8 7 39 3 *8

2.0 2ti 7 11.0 b.6 4 3b 3
2.3 2000 30 3 12.6 7:5 64 7 39 3

1960 20 0 2.0 3.1 52 7 21 b 38
2.b 
2.7

1970
1980

21
23

2
3

3.U
4.1

3.5
4.4

54.9
56.2

23
26

轉
2

38
39

4.b 1990 26 2 5.9 &.? 56 7 29.8
33.1

40
4.ÿ 2ÜOU 29 7.B 7.2 57 3 «Y

2.5 1990 24 4 â.Û !>.2 56 7 29 8 40
2.9 2ÜUO 2H 7 i>.6 b.U &7 3 33 <11

1.7 199Û 24 3 4.7 S.1 bà 7 29 8 «0
1.8 2000 25 9 &.0 5.7 57 3 33 Ül

19t»U 5 9 0.9 1.2 13 9 6 5 V»
3.5 1970 6 9 1.2 t.4 14 2 7 9 YO
4.9 W80 8 6 2,% 2.0 U 4 9 11

b.O 1««90 9 2 3.8 2.4 14 4 YO 11
â.2 2000 9 B 5.2 2.7 14 1U a 12

3.b 1990 9 9 3.4 2.4 U 4 10 11
3.7 2UÜU 11 U 4.2 2.7 H 1 10 a 12

2.6 9 5 3.2 2.3 14 H 10 1 11
2.6 2000 10 i> 3.8 2.6 14 10 a 12

mt» 1 6 1.4 U 7 0 6 0
4.7 1**70 0 7 2.9 0.« 0 7 0 7 0
4.0 198U 0 ? J.4 0.6 0 e 0 B 0

3.8 1990 0 e 4.4 0.7 0 » 0 8 0
4.3 2ÜÜU 1 0 &•<* o.e 1 0 1 0 1

3.0 1990 0 ? 0.8 0 9 0 8 0
3.2 2000 0 7 5.3 1.0 1 0 1 0 1

2.0 199ü 0 7 4.3 ti.d 0 9 0 8 0
2.2 2000 0 6 &.1 1.0 % 0 1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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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7 主要生产部门中产品和劳动力年平均增长串，及主要部门产品和有关劳动力在所有市场经济国家总额中所占份额

Statistical i\nnex
ftge 37

D组：主要生产部门中的产品和劳动力估计数：1960-1980年过去估计数，和1981-2000年

根据其他发展可能性的预测数

经济类别和时期A^-
IND SRV HMF 6DP LAG .七—■ POP

南亚国家 

过去估计数

1960-1970 2.3 5.1 4.6 î>.3 3.7 1.^

(百分比）

3.3 1.7 2.4
2.41970-1980 2.4 «1.5 4.5 4 .4 3.6 1.2 3.7 2.0,

《战略》前景构想

1980-1990 “•〇 B.9 «.4 6.b 7.0 1.0 4.0 2.2
2.4

2.4
1990-2000 ^.〇 8.î> 7.6 8.2 7.0 1.0 4.0 2.0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2.0 4.5 5.Ü 3.7 1.U 4.0 2.2 2.4
2.01990-2000 1.6 U.2 4.9 4.1 3.7 1.0 4.0 2.4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1980-1990 2.2 3.8 4.3 4.2 3.4 1.0 4.0 2.2
2.4

2.4
1990-2000 ?.6 3.1 4.1 3.0 3.4 1.0 4.Ü 2.0

资料来源：联合国秘书处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在全球市场经济团家总《中所占份額--

ASB
UkG

«Ma
LNA

VI. r/p &6S 110 SB? UAG
(百分比

1J4
)

L&B

1960 13.5 1.4 1.6 «1*8 16.2 29.8
1.1 1.5

0.8
1.9 1.2 1970 13.*> 1.3 1.5 鹌.0 16.9 29.9

1.2 1.6 1.1 1980 14.1 1.5 1.6 縳 18.6 30.2

3.4 4.1
3.9

H.7 4.5 1990 16.2 2.0 2.3 46.1 21.2 30.9
3.2 4.S 0.9 2000 18.t 2.7 3»1 «7.0 23.9 31.9

1.0 0.6 1.5 1.3
1.7

1990 13.9 1.5 Y.8 «6.1 21.2 30.9
O.b 0.7 1.4 2000 13.0 1.5 2.0 •7.0 23.9 31.9

1.2 0. 1 1.2 1.0 mu 14.3 1.5 1.9 «6.1 21.2 30.9
1.6 -Ü.2 1.0 l.i 2OU0 15.0 1.S 2.1 «7.0 23.9 3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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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3发展中国家严重营养不足的人佑计数

197^-46 1990 2000 199〇 

以百万人计

2000

8 6个国家1 3^5 260 kio 39〇

非洲， 72 63 k2 8k 80

远东， 3〇U 241 193 2jk 268

近东， 19 13 8 17 16

拉丁美洲> kl 29 17 53 26

低收入 279 21k 331 32k

中等收入 87 67 k6 77 66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农业一走向2 000年》（1981年罗马） 

表 3. 4。

1 9 0个发展中国家中有4个无数据„

2 A代表“《战略》”前景构想；B代表“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5表中所用稂农组织的各区域集团如下：“非洲”不包括南非、埃及、阿拉伯利 

比亚民众国和苏丹；“拉丁美淠”包括加勒比；“近东”包括阿富汗、巴林、 

塞浦路斯、民主也门、埃及、伊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黎巴嫩、阿拉伯 

利比亚民众国、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苏丹、阿t拉伯叙积亚共和国、土 

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也门；“远东”包括孟加拉国、不丹、布隆迪、額 

甸、民主柬埔寨、东帝汶、香港、印度、印度尼西亚、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澳门、新加坡、斯里兰卡和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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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4 9 0个发展中国家预测的可供农业出口产品增长率

. ÂT7 ST7
出口 进CT 净差 出口 进口 I 净差

1980-2000 1980-2000 2000 1980-2000 1980-2000 2000
每年百分比（以1〇1乙美元计1975) 每年;百分比1 (以1 0亿美元计1975)

9 0个国家 5.4 5.0 22.6 2.8 5•知 10

非洲， 3.9 3.7 -0.5 2.9 4.0 -2

远东5 3.6 3.1 8.6 3.1 3.8 k

近东J 3.2 3.2 -8.5 2.5 3.2 ■8

拉丁美洲， (5.1 1.8 22.6 2.5 2.6 17

低收入 5.9 2.6 5.0 3.2 3 A -1

中等收入 5.2 3.1 19.6 2.6 3.4 12

资料来源：联合国稂食及农业组织.《农业一走向2 000年》（1981年，罗 

马）。

'参看表3. 1脚注1关于稂农组织前景构想A和B „

2参看有关9 0个发展中国家的表3.划却注* 2。

J关于彳疫农组织各区域集团的定义，参看表3. 3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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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2 制造业 服务业

k

8
6
5
6 
8

1

8a

了 .5
6.6
6.1
6.T
9.0

6.2
9.0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

1960-1970 ... 

1970-1980 ... 

1980-1990 A 1/
Bî/
ci/

1990-2000 A 
B 
C

发展中国家

1960-1970 ...
1970-1980 ...
1980-1990 A 

B 
C

1990-2000 A 
B 
C

资料来玩：联合国秘书处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l 1980—1990年和1990—2000 

年估计数都是预测数a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C = “《战略》”前景构想。

2工业的定义包括矿业和采石业、制造业、电力、煤气和水以及建筑业

表4.1按经济集团分列的国内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 

和增加的制造业价值（实际和预测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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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沅2联合国秘书处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计算的数字。1980—1990和1990—2000 
的增长率是根据预测的数字#

1 A =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B=“中速增长”前景构想；c= “《战略》”构想.
2在这些“工业”包括制造业、矿业和采石业*电力、煤气和水以及建筑业8

表4 » 2各发展中地区国内总产值，工业和制造业增加值的年平均增长率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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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197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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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1.8 ^.5 7.7 22.6

-25.5 -25.0 -28.U -32.9 -28.5
26.7 22.7 22.h 18.5 15.7
29.8 27.1 29.0 27.5 25.2
-3.2 -6.5 -9.0 -11,5

1.6 U.1 U.0 6.7 8.8

2.8 1.8 -1.9 -7.7 -6.0

UT.5 140.2 163.8 1S5.5 2T6.1 3.2

发达市场经济UJ •求 

S廣中m冢 

石油掊出UJ 

石油播入UJ 

中央计划妗济ÜT衣 

共计：

u."《战略> ”葙策构埘 

友经济üT求

犮械中U)家 

石油褕(ûu 

石油掊入U1 
中央计y经济UI寒

共计：

差

、“中造增长”酋隶构想 

发达市场经济a家 

发梃中SJ家 

石油铕出B1 

石油櫝入㈤ 

中央计y经济ai冢 

共计：

n."《战略 > ”稱澉构想 

发达市坫经汧IÜ求 

发展中U)家 

石油秘出UJ 

石油输入㈤ 

中央计別经济lü家 

共itî

资料来源:联合国秘书处经社事务部，根据从各国和国际来源方面的数据及工作人 

员的估计数。1985—2000年的消费数据是该郡的预测数。

'前景构想B是“高速”生产增长前景构想，其中假定激励在初级能源中的投资 

和生产方面的有利情况（包括相当高的能源价格和政府政策）。

2包括作为石油化学产品塀料使用的仓產和初级能源的估计数。

1等于生产（前景构想B)超过消费的数额。

*根据“趋势”前景构想，1 990和2000年中央计划经济国家显然有相当

大数量的能源剩余，说明这些国家可能达到比假定3. 5%为大的国内总产值 

增长率。

Statistical Annex
Page 5〇

表 5. 2 1 9 7 5 和 1 9 8 0

消费预测数字

2 0 0 0年按经济集团分列的商用初级能源生产和

(mbdoe —以每日百万桶的石油当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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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1973-80 1980-85 1985-90 £000

1-
6-
7-
5

5
8
 

2
6 

2-
8-
10-
7

2
 

7
 

2
 

5
 

« 

2
 

8
 

 ̂

7
K

8-
3-
9-
u-̂

U(
T
5
 

5
-"

•5
-r
-5
-2
-°
l

8-
0-
9-
1-
8-
-

9
U
 
1
Z
6

6
 

7
 

0
 

6
 

5

此

26-
-

51-

5
6
 

U
 

2
^

78-
17-
7-
-

-
-

25

2
 

9
U
 

5

-s9-
£1*-
i0:
•-5

12

•7
-7
-9
2

石

-st

 

9
 

5 

^
2
2 
-

O
 

7
 

1
U 

1 

-

•
-
:

5
 

7
8
 

2 

6

5-
€-
9-
5
1-

-5
2,
s
l

9
-

0
5
2 

O

r
-
î
v
o

7-
5-

■

2

7-
8-
5-
5- 

0

 ̂

8
 

5

.̂ 

O

2
 

3
 

1
3 

9

1
4 

3
U
-
 

9 

5

ul
6
 

5
 

2 

7

•6
-5
-6
-7
-7

4
 

U
-
 

6
 

7
6

9
 

3
 

1
1 

5

9
U 

3 

85.
211.
11.
15.
Jia

5
6
 

U
 

2 
5_

T8.
1T.
7.
10.
U2.

2
 

6
 

6
 

1

 
8

72-
11-
1*-
7-

^

0
 

1
5
 

9
6
1

2
 

U
 

3
6
3

5
6
6
0
0

89
^

611-
25
99

4
2
0
2
7

5
9
 

7
2
8

6
 

5
U
-
 

L
 

6

•2
-1
-0
-1
-5
!

8-l

5
3
5
8
U

55
**0
^
!
^
40

6-
8-
u-
5-
^

-

3 

5
 

5 

KM

-

* *
«.

w

3

济

 3

 3

汧

：

!f

«
出
入
经
计

场

3
掊
诂

3
?

共

市
中
油
油
计

 
2

 

达
展
石
石
央

 
费 

犮发

 
中
消

想构簟0,k.增中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Statistical Annex
Page 51

、“中迷增长”前彔构想

发廣中ÜÜ家 

石油毺出lil 
右ài入ni 

中央计蝴经济id本

共计：

b. “ <战略;►”前澉构坩

57.^ 62.5 70.2 8J.ê 100.1 2.k 3.5 1.9

-26.il -23.6 我8 -25.^ -22.T
25.7 22.9 24.9 25.1 19>5
29.2 26.7 50.1 50.7 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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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1.0 1.5 2.0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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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25-6 -25.6 -27.0 -24.1

25.T 22.9 25.9 19.9 11.0
29.2 26.7 29.5 28.9 5〇.2

-5A -3.6 -5.6 9.0 -19.2
0.5 1.0 0.8 0.5 1.0

ü." <战硌> "1泶构想

A. “中速増长”前彔构想

资料来源:联合国秘书处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1 9 8 0 — 2 0 0 0年消费估

计数是该邵的预测数，生产估计数则是根据从各国和国际来源方面的数 

据，工作人员的估计数。

1包括传统原油和气体汽油及重油和页岩油。

…与表5. 2的1 2 5各项脚注相同。

5不包栝重油和页袅油生产的估计数。

表5. 3 1980、1985、1990和200 0年石油供求情况预测

(以每日百万桶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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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5 1973 - 200 0年石油输入发展中国家进口石油净额估计

Statistical Annex
Page 5^

进口净额5 
(每日百万桶）

进口成本
(按1980#•美元价值以1 〇 

亿为单位）

“中速增长”
前景构想

“《战略》” 
前景构想

“中速增长”
前景构想

“《战略》” 
前景构想

A ^ B ^
1973 ............................................. 5^ 8.#/ 8.8 8.8 8.8

1980 ............................................. ... 5.8 3.8 41.6 41.6 kl.6 4L6

1985 ............................................. 5.6 56.9 66.0 61.5 了 1* **1

1990 ............................................. 9.0 83.2 1U.8 98.6 152.^

2000 ................. ... ........................

年平均增长率（％)

19.2 1^5.6 265.1 210.2 38a c

1973-1980 ............................. 1.6 25.3 25.3 25.3 25.5

1930-1990 ............................. 9-0 了 .2 10.3 9.0 12.2

1990-2000 ............................. ... 5.8 1.9 5.8 9.0 了 .9 11.2

资料来源：联合国秘书处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1 9 7 3和1 9 8 0年的数字是估计数.1 9 8 5 

1990和2000年则是预测数。

1 “ A ”代表从1 9 8 0年到2 0 0 0年假设石油价格不会针对制成品价格增加的情况。

“ B ”代表1 9 8 0到2 0 0 0年之间假定实际石油价格每年增加3 %的情况。

2从1 9 3 7 — 2 〇 〇 〇年期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制成品出口价格的上升数额（即因数之16)

乘1973年石油输入发展中国家石油进口款额而得出的数字。

5经社事务部根据该部“中速增长”前景构想对石油输入发展中国家所需进口石油净额估计数 

与世界销行的估计数比较如下：

石油输入发展中国家的石油进口净额

进口净额 进口成本**
(每日百万桶） （按1980^美元价值以1 〇

_____________ 亿为单位）

经社事务部 世界银行* 经社事务部 世界钺行

1980 3.8 ^.5 kl.6 ^9.3
1985 5.2 6.0 66.0 76.6
199〇 7.6 7.6 111.0 111.0
2000 15.3 … 263.0 ♦ • •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发展中国家的能源”，1 9 8 0年8月。世界银行对发展中国家 

所下定义稍广，其中也包括一些欧洲国家在内。

**在两种情况下，成本的计算都假设每年石油价格按实际币值增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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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 1

各地区和国家集团2商品贸易差额'

贸易差额（以10亿美元计）占出口的百分比
.1965 1970 1975 1976 1965 1970 1575 1978 ■

发达市场经济 
国家 -0.401 4.195 2.618 >.à2 0.3 1.9 0,4 0.4

发展中市场经 
济国家 -1.317 -4.703 6.254 0.167 3.6 8.7 3.0 0.05

⑻非洲 -1.026 0.198 -7.182 -13.029 là.k 1.6 21.4 •2?. 5

东南亚 -3.429 -6.25 -10.197 -é.iill 35.9 à6.9 21.8 1 .h

拉丁美洲 D.99 -0.951 -9.^41 -9.962 7.8 5.4 19.2 15.5

西亚 2.146 2.3 33.07^ 29.57i 29. S 21.2 27.8

㈦石油输出国 5.203 6.013 53.00 kl.U2 46. 45.7 4£.2 32.8

NIC 0.2^7 -2.233 -9.406 -1.586 5.0 24.6 33.7 3.0

最不发达国家 0.307 0.09 -2.025 -2.731 26.0 6.0 -74.3 -é7.3

其他发展中国
é

-5.431 -S.850.-29.317 -26.471 26.2 34.2 43.2 25,6

中央计划经济 

国家
1. .72 C.506 -6.87 -3.587 6.6 1.6 X〇.g 2.0

资料来源：联合国秘书处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货物出口超过货物进口的数额。

2关于所包括的国家集团和地区，参看解释性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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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表6.2 - 6.5的说明

这些表中所列出的1 9 8 0 - 1 9 9 0年的预测数字是根据以下的假设:

前景构想A 前景构想B

(“低速增长”：>(《国际发展战略》）

实际国内总产值年增长率：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 2.6% 4. 0 96

-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 4.8% 7. 0%

-中央计划经济国家 3. 5% 5. 0%

经合发组织国内总产值消除物价

变动因素的指数 6. 0% 8. 0 %

石油价格对制成品出口价格弹性 〇. 9 1. 〇

前景构想A和B的各组价格是在一项附属模式中计算出来的并且用之于各项预 

测中。

表6.2显示，在比较两个前景构想的1 9 8 0 - 1 9 8 5年和1 9 8 5 -

1990年出口数量增长率时，显然可见在预测期间出口数量的增长对持续的高速 

经济增长具有一种扩增作用。即令根据高速增长前景构想，1 9 8 0 - 1 9 9 0年 

全球出口总额的增长仍远低于1 9 6 0 - 1 9 7 0年增长的数额。另一方面，关于 

发展中®家的出口在高速增长前景构想中的制成品出口增长率则远高于1 9 6 0 - 

1 9 7 0年或过去的任何时期。

表6.3显示，由于石油价格的迅速上涨将燃料出口带到一个反常的高水平， 

致使1980年（按现值美元计算的）出口商品构成数字有了偏差。一般的趋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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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和预测的时期内，出口总额中初级商品所占份额减少，制成品的份额则增加。 

高速增长率（前景构想B)同低速增长率（前景构想A)比较也导致初级商品（包 

括燃料）所占粉额的减少和制成品份额的显著增加，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商 

品构成方面。

表6.4中发展中国家在预测的全球出口中所占份额，初级商品方面（尤其是 

燃料方面）在减少，制成品方面则显著地在增加。在发展中国家的进口方面情形正 

好相反。

表6.5显示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出口在初级商品方面有相当的 

减少，而在制成品方面则分别有所增加。发展中国家向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的出口所 

占份额呈现一种长期下降的趋势。

关于表6.6和6.7的说明

表6.6和6.7所列是商品价格中关于制成品价格的预测数字，通常指的是 

分别在全球出口总额方面和发展中国家出口方面的“商品贸易条件”。

所提供的外在因素是实际的国内总产值和经合发组织国家的国内总产值消除价 

格变动因素的指数以及石油价格对经合发组织国家制成品出口价格的弹性。

合并外来的各项投入形成了关于商品价格和贸易条件另一种预测数字的六种前 

_景构想。

对国内总产值增长的三种假设的每一种来说，消除价格变动因素的指数和石油 

价格弹性这两种变量都已加添在内（参看两录中的最后三栏）。

前景构想A和B的主要差别似乎是在石油价格的假设方面，因此，在按内在因 

素计算出来的制成品价格方面也就使两者有了差别。

高的石油价格（前景构想B)虽然改善了所有初级商品（包括燃料）的贸易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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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却大大恶化了非石油商品的贸易条件，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方面。

应当注意到的是表6.2至6.5中的前景构想A和B分别等于表6.6和 

6.7中的前景构想工A和ill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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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出口共计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 
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 
中央计划经济国家 

不包括燃料的出口 
发达卡场经济国家 
发展+市场经济国家 

中央计划经济国家

粮食(SITC 0 + 1)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 
发展+市场经济国家 

中央计划经济国家 
原料(SITC 2 + 4)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 
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 
中央计划经济国家 

燃料(SI^ÇJ5)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 
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 
中央计划经济国家 

非铁金属（SITC 68)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 
发展+市场经济国家 

中央计划经济国家 
初级* 品(SITC 0-U+SITC 68)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 
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 
中央计划经济国家 

制成品（不包括SITC 6B)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 
发展+市场经济国家 

中央计划经济国家

资料来源联合国秘书处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1 . A指‘‘低速增长”前景构氟B指"高速增长”（或《国际发展战略》）前景构想.

表6.5 1960—1990年发展中国家按目的地所在地区、出口总额和商品组别分列的出口数额

(百分比分配）

商品组别和目的地所在地区
I960 197〇 1975 1980 1985 199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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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构想IIIA
1985

1990

2000

前景构想IIIB
1985 98 104 88

1990 99 108 86

2000 111 124 90

前景构想IIA
1985 92

1990 92

2000 90

前景构想@
1985 96

1990 97

2000 107

前景构想IB

1985

1990

2000

预测的 
前：!：构想IA

1985 90 93 89 62

1990 87 90 B4 78

2000 80 82 77 74

过去的
1970

1975

1980

资料来源：联合国秘书处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1985, 1990和2000年都是预测氣

'经合发组织出口中与制成品价格有关的商品价格。

2 1 9 6 5 — 1 9 7 0 平均数。

5 1 9 7 0— 1 9 7 5 平均数。

4 1 9 7 5 — 1 9 8 0平均氪

5关于所使用的预测方法参看英文本第5 1页表fcj . 6和6 . 7的说明。

表6 _ 6

(根据不同前景构想）* 2 * 4 5 1970—2000年全球出口中的商品贸易条件，

1 9 8 0年指数1 0 0

年度所有初燃料不包括粮食 
级商品^燃料的 = 

初级商品

原料非铁金属
SITC 2+4 SIÏC 68

所作假设
每年增长率石油价格对Ilf III :品价格
素的指数弹性

J:
1X9

1
1
1

ii

100
106
i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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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构想m b

1985 98

1990 100

2000 113

前景构想11 B
1985 97 103 80 73 88

X990 99 108 75 67 84

2000 110 123 75 65 87

前景构想111 A

前景构想11 A
1985 

199 0 

2000

前景构想I B

1985 95 102 77 70

199 0 97 106 70 64

2000 106 120 65 59

预测的 
前景构想1A

1985 90

1990 87

2000 80

过去的
1970

1975

1980

资料来源：联合国秘书处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1985，1990和2000年都是预测数„

'经合发组织出口中与制成品价格有关的价格。

2 1 9 6 5 — 1 9 7 0 平均数。

5 I 9 7 0 —I 9 7 5平均数。

4 1 9 7 5— 1 9 8 0平均I
5关于所使用的预测方法参看英文本第5 1页表ü . 6和6 . 7的说明。

表6 . 7

(根据不同前景构想）1970—* 2 * 4〇00年5在发展中国家出口中的商品贸易条件1

1 9 8 0年指数=1 〇 〇

年度前景构想所有初 燃料不包括粮食原料非铁金属 所作假设

级商品 SITC
3

燃料的 
初级商品

SITC
0+1

SITC 2+4 SITC 66

每年增长率_石油价格对
營念袭證制成品价格

素的指数 弹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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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2.9 53.A

C组高收入

Arçeüns 2212.1
B722Ü 1377.2
Crïiic 587.3
Colo.Toia 66^.9
Gu£t£：nala 662.2
Malaysia 1C24.9
Msxico 1^90.2
Psru 5>66.0

tongladssh 131.1
Burma 111』
Ethiopia 93.7
India ' 148.1
Incionesis 278.3
Pakistan 206.7
Sudan 367.7
Ugarda 222.8
U. Rep. of Tanzania 183.6
Zaire 9Q.U

共计 169.0

B组中等收入

Ecyp: 斗 55.8
Ghôn:； 400.3
Ivory .Coast 733.5
V.enyo 254.3
Morocco 5^7.7
ÎN'içcria 59Ô.6
Phil:opines 413.5
Senerai 360.5
Sri Lanka 276.2
Thaiian。. ^A5.1

共计 477.1

42.0
11.7
8.0
lé. A 
20.3'
77. i
51.0 
5.7
IA.?
47.7

294.6 33.J

表7.2

按收入组别分列的样本中所包括的国家

Statistical Annex
Page 68

A组低收入
.每人国内总产值

1980
(按1975年美元价值）

人口 
以百万人计 

1980

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中 
人口总数的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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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stical Annex
Page 69

表7.2 (雙)

C组髙收入（续〉

Rep. of Korea 776.3 38.0

Tunisia 919. B 6.4
Turkey 972.8 45.4
Venszuels 2281.9 1A.9
Zarâie A76.6 5.6

共计 1265.2 A10.A 】8.8

样本共计 450.2 1867.9 95.7

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共计

532.9 21Ô0J7 100.0

资料来源：联合国秘书处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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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3

Statistical Annex
Page 7〇

(按1 9 7 5年美元价值计算) 

1 9 8 0年

人口组次 A 2

人数低于

(以每年百万人计）紅5〇

171.0
215.0

97.6

129.9
88.4 

106.1
2Mv.O 156.0 122.3
286.5 195.9 1M.7
557.^ 2kl，h 172.5
402.0 31^.5 210.1
499.7 409.9 263.5
587.5 521.1 520 A
659.9 71^.3 577.5

909.1 1521.1 658.^

791 1015 1525
91 475 766

79.1
9^.2

108.7

129.0 

15^.3
188.4

256.5
290.1 
3^3.5
626.2

$3〇〇 1368 

$15〇 822

2 0 00 年

Ap 低速增长 《战略》 中速增长
组次 TTJ B 2/ Â B Â ： 5

根据《战略》、低速增长和中速增长前景按人口组次分列的 

1 980和2000年低收入国家中（按1 975年美元计算的）每人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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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3 (竺）

资料来源:同表7.1。2 0 0 0年的数字是预测数。 * 2

'如同正文中所述的。

2假设A表示“更平均的“收入分配，是从估计的变数加或减一个标准差而得出 

的，用以有利于人口最下层的6 0 %。

假设B表示“较不平均的收入分配，未作上述调整即可得出，估计的变数 

系作预测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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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1

按主要地理区域分列的I 950和I 975年 

拥有一百万或一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 

中城市人口所占的百分比

地区 1950 1975

全球共计 26 54

较发达地区 28 35

较不发达地区 23 32

北美洲 58 59

大洋洲 1+1 36

欧洲 28 31

苏联 11 16

拉丁美洲 26 39

东亚 5〇 36

非洲 11 22

南亚 18 28

资料来源:《城市和农村人口增长模式》（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79. XIII 
9 )。表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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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2

全球三十五个最大的人，口集聚地 

按大小分级，人口以百万计

mo

«Cl 12.3

195S

IC« to雇臟《4»

I960

■c« Totn-ii.e.i.j. 1b .« 
10.7

• EM fUKR-«.X.«*>l. M .Q
UIDOI 10.4 LOIDOI 10.& LOVPUM Tu«î〇-r〇K〇a*iu
IKI■—屢 OKI 6.9 TOKTO-TOKONAHi TORIO>IOKOHA8A 10.7 LOItOOl
TOK fO^TOKOKAIlâ «.7 ■HUR-BVH» 7.7 «HtlÜHlOBB $.?
SB&HCB&X b.% SlkftGttftl b *6 

é.J
SflàHGtt&l 7.7 SMA_Gt)矗 2

MB IS MUS PA1XS 7.2 LOS AfCeLCS-LUBG blk
C麄âl BOBVOS Al屢》 etii Boeios iitis 6.1 Los â»aeLes>L〇v6 bca 7.1 PA 親 IS
CBICâGO,■•雷>IIDIA_4 «.9 CIIC轟巍R毳 5.7 6IAI BUENOS A1BCS 6.9 tfIAM BOBKOS AlttS
M06COW
CIX.COTTA

NOSOOW &.S CBICACO«l*> «llDXâ羼A fr.5
6.3

CHICAGO.«•■•IIDIAHA
109 âlCXLXSH^O黼G BSA &•« MOSCOW BKZZCO C1TT

LOS AI6ELE5-L0I6 BBA «.0 CALCOTTi S.Y *)SâKâ_CUBB 5.7 MOSCOW
0SIK4HC0 丨 E j.a OSàKA^KOBX *.7 kLCOTtà 5.蠡 OSAKA^KOai
霧IIAIO 3.6 RIUKO «.0 .itZICO CITT 5.1 CALCOTTA
CtSAT丨> 0ODBA1 3.0 ntnco CITY J.9 PCX1IU «.? SAO PAUU»
BCZZCO CZTT 3.0 IZO OB JAVEIMO 3.6 fllLAMO «.S PEXlfS
»Rii>tfin>pan«霍 2.9 CBE氤TKt BOnBfcf 3.S KIO &E JàMEltO «.S HO 4àRKltO &!v
110 OB JAIBZPO 2.9 FBlllDeLPHIA-*.*!. i.« SàO PAOLO fllLàMO
9ir>OZf«BICB.
iuri£S

2.8 SiO PAOLO j.a GIKâTKI BOMBAI «.1 cBeirea bobbaî

2.0 PEKIIia 3.3 miLi OKLPaiA-fl.J. 轉•0 CAZtO CISA ZIllIftBA
2.6 01T101T«BICH. 3.3 DeT»l>Z?vBZCH.

CAlkO GlZâ InBABâ
3.9 PHILADeiPfVlA-N.J.

ai_CBCSftt 2.5 CAI霞0 GI1A IflSABA 3.0 J.7 0KTIUIT#IIICB.
BXBRZICBAn 2.S {•K^IRGIAD J.O TlIfTSZI 3.S TZEIÏSIH
SAO PAffLO 2.» TiriTSZf 3.0 Il雇IMCtAD 3.S LBIIttflâD

JAKARTA .ClItO 6ISA IIlBÂêA 2.S NAPI£S 3.0 KAFI£S
8à 雪G KOI«；

3.2
rzMTSia 2.* ■1181 艚 6U0 a.6 2*7 SSOOL
BOSTOf» IIASS, 2.2 HAKCBBSÏS* 2.& JAXAATA 2.7 1UPLE8
SIKfTASC 2.2 BOSTON• nâSS. 2.4 BlUllIGUâa 2.7 篇UIG KO霸S
«S5T 丨>BUV 2.2 SRKRTAIIG 2.4 SAN Pfi««CISC0-0矗iaâN 

HOSTOR, IUSS.
^.7 SAN fBA»ClSCO*«AKLftll

PSKI篇G 2.2 SiB rBAUClSCO-OARLAI 2.3 2.6 01SLHZ
si* mâ_cisco_o矗xml 2.0 .VO»«丨OtfG 2.2 SHklIANC 2.b Hà«ZLA
Lins-MàproiD 1.9 «1ST BEBtIM 2.2 n&«CHEstes 2.S BUSTOS, BASS,
6LASG0V 1.9 JAKARTA 2.1 KâTOVICZ 2.« SKBIMIC
B&BB0S6 1.0 CtTDVICS 2.1 SEUOL 2.« BIRflINCHAn
雪If_ 1.«. ■AMI» 2.0 0IL81 2.J 

2.3
BAOBID

aon ms 1.7 mncKisc 1.9 «QB&t KtTOtlCI

1970 1975 1980 1^05

«t曹 10.«
U.9

«Etf T0BX__*丨》 19.7
TOXfO-TOXOttnA foirro—ioKOBiiiA 17.7
5IUH6SAI 10.7

10.6
SIUIGBAI 12.•

tORPOl KIXICO CITY 11.9
U)S àl68LIS-tO«G BB梟 9.S U)S ANGEt丨S-LO露C KBâ 10.B
■KBiit-iima 9.3

9.0
SAO PAULO 10.7

■snco cm !•0 鬱 DOR 10.J
MIS a.s PBKIRS 9.3
Q*A* BOBROS II屢KS S.5 «fifzi-iimK V.J
sio PAtao s.o G1A_ BDSMOS UltS 9.J
CHICAGO, R.M.IKDZAM 7.6 pAtZS 9.2
OSftKk-KOBt 7.6 篇10 DB JklBllO a.4
MKX>6 7,5 OSAKA—KOBB 8.7
MOSOW 7.1

7.1
CBIC»GO»l•«■ZiDIâlA 8.1

B10 DI ■囂IBO CALCUTTA 7.8
7.«
7.0

CALCOTTA
CRB1T霣菌 MHI0AI

7.0
S.9

MOSCOW
«•UTf麄動OHBâT

■ XUBO S.< seooL 6.9
CAIIO*6ISA HIBUBA &••

b.3
CAIRO aiZA lABft»應 6. J

sro〇L ■IURO b.2
raiLADtLMI«>> .J. «.» JAKARTA S.7
»KTVOITvBlC8. r«U.&DBl.?«XftHI. J. • «8
JAKARTA «•4 DEtlOIT»l1ICB» «.tt
TIB*TSI> «.3 rinTsi» «.7
LtBT>6tAS «.0 (filtLA «•S
IUPUE8 3.6 DELHI «.<

3.6
J.6

TBHKlfcR %.2
DBUTI LBRII&RAO «.2
BOI6 R0*6 3.5 IUDIAS *.1
Sl« FIA^CISCO>OAKU« 3.« HID篇ID «.0
BADVID 3.3

3*3
IA8AC8Z «•0

tsrskii HONG RO醫G J.9
丨A囂GKOK-flfOHKOIII
gtaicix
.ums.

3.2
J.t

.^1.

JSTAHBOL
BAt«ROK*-T80ia〇IS

i.9
J.9

■E« TOfel-M.t.l.J. /ou TOKrO-TÛRUHA.Ii 21.7
TOKfO-TOROIIànâ 20 .0 NSV fO詹K•鼸•爾 ^U.B
NBZICO CITI 1S.0 nexico ciTr
SKA0GHAX 14.3 SM) P&OU)
S40 P義DLO 13.b SBAItfHAl
LOS ft«GELES〇t.OI6 BKA 11 .6 peicxsc
PCX2V6 11.« IXO 0• Jà«eiMU
D10 DK JàtCl負O w.f LOS »MBkl.eS-LUaC UkA
ttftAM 0OC_OS ilk丨S w.1 tik赢娜 bU8«OS âthCS
LORtlOI K.O CALCUTTA 10.1
PAKI5 9.7 PAHS
OSARA-KOi»e OSAKA-ftOBI 1U.1
繼 BC1IHUIRB 9.2 SBODL
CALCUTTA 0.9 CRCATB* W>n丨AT
StOOL LOIOO*
GIK1TE雇 B〇nB4f 虜■丨I霱-t US膽

Olic&eo*屬•雷•IROIâfA 8.2 JAJCAitTA
MOSCOW 7.7 cuao «ISA MB為9A
C4XIO cm IBB&BA 7 •秦 ciucà6〇va.«bi«iiuiift
JAKARTA 7.2 M06COV
讎 6.7 BXS.AIO
Rinn.k ^•3 (UDBAS
DELHI nk9li.k
fl&tflAS 5.» rtnttku
f 丨 HMA_ 5.» Z5T*ibUL>
ISTftRttOL &.2 OtLlfl
BIGRDàD &.t BAUHOiD
TJltMTSI 菌 S.1 XAR&CSX
XilACRI &.0 BUGOTi
BOOOTI «.9 BANGKOK-TBONBOfel
D 丨 T>〇IT,niCH. 4.9 Tzeirszi. 5I7
PfllLADELPHXA>N.J. • .9 LIliAHTALLO
BI_GKOR-tn〇_8tlflI *.7 flADKIP
LZSi-CiUO «.7 OI：TSO£T,Btai»

3-P PIIXLAp8LPtiU*>-J-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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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2 (续）

级别
1

199〇

tOtfO.TOKOnAli 23.0

1995

BKZICO C1TT 27.J
2 RtXICD CXTf 22.9 TOKTO-TOXORâni 23.0
3 雪m to費X■黌 21.S SAO PAUUi

PEU TOBX-I.K.K.J.
2S.2

« SAO P&01.0 19.9 22.2
S Sfti«G■裊 1 10.i SHAVUHAI 21.1
6 PrX2l*6 16.1 PSXZRG 1H.b
7 篇 XO «UISIIO 1*.T IIO I>£ JftffeiBO 17.0
0 LOS *IGELBS*LOfC BS» 13.1 GBBATeR BORBAT 19.1
9 6DEATBK BORBAT 11.8 C&LCOTT*

LOS BtA
13.S

10 CàlCUTt» 11.7 1i.7
11 SBOOL 11.5 JAKARTA 13.J 

12.912 6IA響 BtTKIOS 11詹ES 11.* SBOOL
13 11.0 6KIS 60ER0S AI簾ES 11.9
1« OSâKWOBB 10.5 CAIRO CItA IHBtBA 11.3
15 MRZS 10.4 OSAKA-KOBE 10.0
16 CAIBO CIZK IRB1BA 9.9 (UDBAS 10.e
17 U»DOI 9.5 PJIIIS 10.6
18 INCZM-kOtni • .9 SAMXLA 9.8

ë.8 BAGHDAD ，.7
20 fUD 置 AS • .7 9.7

2t MOSCOW S.« 2STARB0L 9.7
22 BAIXL1 6.2 oetm ÿ.b
23 ZSTkVBOL 8.2 KAXACHI 9.6
2轉 «.2 LORDOX H.3
25 tACRDAO 9.2 CBlC*S0t*.M.XII01ARA 9.1
26 DELHI S.O RMIIR-KUHS
27 KAlfcCRX

BOGOTA
7.« 8.7

26 7.5 *.7
29 RILAVO 7.S BiMSKOK^TBOfBOIl 0.6
30 BANGKOK■THORBOII 7.0 DACCA 

ni u ko
S.2

31 LlflA-CILLO 6.7 7.B
32 TlERTSIi 6.3 Ltn»-CiLl^> 7.7
33 DACCA 6.1 TIKKTSm l.i
3« XZ 眉 SIUSà

■io麄 It>
KISSHA^A »•分

3S

2000

IIKIICO CITt 
SkO P1UL0 
SHAVCHAI 
TOKTO-TOKOBâBA 
»ev IOBK-R.S.M.J. 
PSKIW

DB JkieiKO 
6B£ATtl B0B8&T 
CALCOTTi 
JAKAfTTA
LOS A»CEl.KS-U)liW B£A 
SCOOL
CAIfcO GIZA IHBktk

GR4R SOIIOS klUES 
KAhACUI

bAaaoAD

ISTANRUL
eJlItGROK -THONBOII

CHICAGO,!.

tBtllHIOKl 
LlRA-CA L.LU 
TIEWTSIH

资料来源:“ 1 9 7 8年估计的1 9 ô 0 - 2 0 0 〇年的城市、农林和都市人口” 

(ESA/p/wp.66)，联合国出版司（经社事务部，198〇年6月3 

曰，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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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3若干城市贫民区和违建区的增长

城市人 D
居住贫民区和 
违建区人口

贫民区和 
•醉A 口

国家和城市 年度 居民 年增长率 居民 年增长率的百分比

1 2 3 h 5 6 7

巴西 19^7 2 〇5〇 〇00 3.7 koo 000 5.0 20

里约热内卢 1957 2 9^ 〇〇〇 3.1

2.8
650 000 8.5 22

1561 3 526 〇〇〇 90c COC 4.0 27

1970 k 252 009 1 275 600 3〇

墨西哥 1952 2 372 000 2.3 330 000 12.0 14

墨西哥城 1956

1970

> 287 35^
7 314 5〇〇^

1 500 000 k6

秘鲁

利马

1957 1 26〇 729 8.0 000 55.0 9

1961 1 715 971 6.k 560 000 18.0 21

1969 2 800 000 2.7 1 000 000 14.8 36
1970 2 876 000 1 148 000 40

阿雷基帕 1957

1961

117 2〇8

135 358

3.5

4.0

10 000

54 000

5〇.〇 9

ko
1970 19^ 700

钦布提 1957 33 〇〇〇 2.5 6 600 20
1961 66 〇〇〇 5.0 45 poo 6〇.〇 67
1970 102 000

委内瑞拉 1961 1 330 000 6.0 280 000 25.0 21

加拉加斯 1964

1970

1 5S〇 000

2 175

556 300 
870 160

6.0 55

ko

巴基斯坦 1964 2 28〇 000 h.2 752 000 33

卡拉奇
1958

1971

2 700 000

5 5〇〇 〇00

5.5 600 000
600 000

10.0 27

23

土耳其 1955 979 〇00 5.0 U60 000 9-5 私7

安卡拉 1970 1 25〇 〇〇〇 750 000 6〇

资料来源：联合国文件（A/COÏÏF. 70/A/1)的统计附件，表1 8。

a城市人口集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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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总产值的百分比）

表8.5 1970-2000年市场经济国家住宅建造占国内总产值的百分比

地区

中速增长 《战略》 低速增长

1970 1980 1990 2000 1990 2000 1990 ?000

全球5 9个国家
5.1 5.2 5.5 5.7 5.7 5.9 5.1* 5.5

发达的2 2国， 5.3 5.1* 5•了 5.9 5.9 6.1 5.6 5.8

发展中的3 7国 3.0 h.O 1.2 1+.7 1；.2

石油输出的6个国家2 3.0 5.2 5.3 5.6 5.1* 5.6 5.1 5.3

石油输入的31个国家 2.9 3汕 3.5 3-8 k.o h.2 3.3 3.5

高收入的1 0个国家5
3.9 k.2 b.h 1*.6 ^.9 5.2 1*.3 k.h

中等收入的1 5个国家 43.〇 3.6 3.6 3.8 3.8 h.O 3.6

低改入的6个国家5 2.2 2*1； 2.5 2.6 3.1* 3.5 2.2 2.3

最不发达的4个国家6 2.T 2.3 2.9 3.0 3.6 3.9 2.8 2.9

资料来源:联合国秘书处国家经济和社会理事部和联合国人类住区中心。

'包括南非和波多黎各。

2厄瓜多尔、伊朗、伊拉克、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沙特阿拉伯、委内瑞拉。

3智利、塞浦路斯、香港、以色列、马来西亚、巴拿马、新加坡、阿拉伯叙利亚共和 

国、突尼斯、土耳其。 ,

4博茨瓦纳、哥伦比亚、萨尔瓦多、洪都拉森、约旦、大韩民国、毛里求斯、尼加拉 

瓜、菲律宾、苏丹、斯威士兰、泰国、喀麦隆联合共和国、赞比亚、津巴布韦。

，埃塞俄比亚、印度、肯尼亚、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扎伊尔。

6埃塞俄比亚、苏丹、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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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6 具有高和低的新建传统住所的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的

(就新的住户数目而言）

新建传统住所

(1970-1974年）对新成立家庭 

国家 （1970-1975年年中）的比率'

住宅建造占国内 

总产值的百分比* 2

1971 1976

每人平均收入 

1972-74年 
的平均数’

1970- 

75年

人口增长率

塞浦路斯 1.05 6.6 h.2 1500 0.17

以色列 107 9.8 8.5 3664 3.00

波多黎各 1.23 7.1 2.6 C.2T00 2.66

新加坡 1.79 5.8 5.8 2289 1.62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1.15 5.知 3.T 573 3.^5

厄瓜多尔 0.23 5.0 3.1 569 2.91

萨尔瓦多 0.09 2.7 2.1+ 416 2.91

约旦 0.22 5.5 373 3.23

巴拿马 0.11 6.1 2.2 1130 2.72

南非 0.21 U.1 3-3 1U32 2.65

委内瑞拉 0.23 5.2 6.8 2517 3.58

*资料来源：参看表8.4。

2资料来源：“ 1 9 7 5 - 1 9 7 7住房统计资料概要”表1 2。

5资料来源：经社事务部计算的。

*《1 9 8 0年估计的世界人口展望》（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81.XI工I. 8), 

表H - 2。

资料来源:联合国秘书处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根据本表附注1、次3和4中所说的来 

源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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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7住房支出 

(经常帐户）

政府对于住屋的支出

政府对住屋的每人平均支出 在政府全部在国内总产值中

(按1975年美元价值计算）消费中所占份额所占份额

时期：1975-1977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 25.5 2.5

高收入者 1.2 0.9 0.1

中等收入者 1.3 2.2 0.3

低收入者 0.3 2.0 0.2

时期：2000年（预测数）：

中速增长前景构想

高收入者 2•紅 0.7 0.1

中等收入者 3.2 2.3 0.4

低收入者 0.6 2.2 0.2

《战略》前景构想

高收入者 5.0 0.8 0.1

中等收入者 h.l 2.3 0.4

低收入者 2.1 0.2

低速增长前景构想

高收入者 2.1 0.T 0.1

中等收入者 2.9 2.5 0.^

低收入者 0.6 2.1 0.2

资料来源:联合国秘书处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1975-1977年数字是根据经社 

事务部数据库的数据计算出来的。2000年数字是预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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