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 i s t r . 

GENERAL 

AAU/631 

3 November 1989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四十四届会议 

议程项目8 2 

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 

当前国际货币问题 

秘书长的报告 

目 录 

段 次 貝次 

一、 导言和摘要 1 - 5 3 

二、 最近国际货币制庹的发屣情况 6 - 26 " 

A. 最近货变数和国际收支的趋势 6 - 2 1 U 

B . 汇率管理和国际政策协调 22 - 26 15 

三、 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问题 2T - "9 IT 

A. 汇率和通货膨胀 2了 - 52 17 

B. 金 融 I T 理 湘 货 管 理 33 - 18 

C. 某些政策彩响.，. \1 - U9 23 

四、 卢布的可兑换性及苏联对外支付的自由化 50 - 90 t\ 

A. 导言 50 - 55 21* 

B. 全面中央计划和卢布的作用 - 57 25 

C. 经济开放和卢布可X换性在其中的作用 58 - 66 26 

跃 甘 l â l 

大会 

89-27427 



A/44/631 
Chinese 
Page 2 

目录（续） 

段 次 页次 

D. 改革过程的一些问题及其将来的篁点 67 - 76 50 

E . 苏联对外支付安排自由化的具体步猓 7 7 - 90 30 

1 .各主要货审的汇率 6 

2. 1 9 8 6— i 989年，美囿、日本、德意志联邦 

共湘国和亚洲若干国家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收支 

状 况 贿 i i i P 

3. 1 9 8 7 — 1 9 8 9年，美国、日本和德意志联邦 

共和国发，易差额 a的变动 9 

4, 1 9 8 5 — 1 9 8 9年一些经合发组织 a家的短期 

名义利率a Ik 

5. 苏联的进出口 ：按1 9 7 5、 1 9 8 0, 1 9 8 6 

湘 1 9 87年主要目的地/来源分列的若干商品类 

眺 例 27 

附 件 

最近提出的召开一次关于国际货帀和金融问题国际会议的建议 "0 



À/44/631 

Chinese 

Page 3 

一，导言和斓要 

1. 本报告是接蓍为大会编制其他两份关于国际货币问题的很告（A/43/749 

和 C o r r . l和 A / 4 2 / 5 5 )后提出的。报告内有三章是讨论最近货币变数和国际 

收支的趋势*发展中国家的货帀问题和苏联卢布的兑换（最近在苏联和国际上极受 

注意的问题）。附件内则概述最近关于举行国际货币和财政问题国际会议的一些发展 

憒况. 

2. 自1 9 8 7年1 0月股杲市场崩溃以后各主要货币的汇率便日益不槺定； 

减少使用货帀政策来从事汇率管理；利率上升；和各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贸易不平 

衡来稳步减少。汇率不稳定的原因与其说似乎是贸易的不稳定发展和利率的差剁， 

倒不如说是美国货币政策的不稳定。各种经济指标一直不槺定而发出的信号也互 

相抵触，以致令人预期经济会在通货膨胀与衰退之间和在货币紧缩与放宽之间搂动. 

1 9 8 9年9月七国集团开会后，货f市场日益受到強烈干预退使美元降低到有利 

于进行贸易调整的水平。但是，如果西欧和日本的利率不上涨，美元也许不可能 

在短期内增值，同时，美元最后可能受到投机性的攻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将有 

需要使利率剧增.简言之，无论保护目前的汇率类型是否可抵掷美元的升降压力 

都有II要使其他国家的利率提高。贸易不平衡的幅厪可能便通货膊胀、增长和利 

率很难只以货币政策来管理，因此对政策必须更具有伸缩性. 

3. 1 9 8 0年代，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为适应出口价袼的降低、利率的,涨和 

货款的削减而将其货帀砭值.特别是在偾夯过多的憒况下，其效果吏是极不槺定. 

由于调整过程也便能力扩展方面的投资剧降，因此便有需要继续It值以使目前的产 

出从国内市场转栘至国外市场，这些败值开始使分S£方面发生了冲突，因为由于 

增长的衰退和外部资源转移的剧降而致现有总资源也有所减少.闳时，败值也使 

需求不稳定和便预算赤字增加，从而造成通货膨胀，并便偾务偿付和公共投资積入 

的本国货币成本提高；由于进口数量的削减和关税的减少，这些0响在某种程庹上 



A/44/631 

Chinese 

Page 4 

邇常趄过值造成收入增加的^响，此外，实际汇率将有所变动，而其所遣成的 

不可预测性对出口也没有帮助，因此，投资（特别是在贸易货物工业的投资）必 

须取消才能减少对聚值的依赖和使对外收支获得调整.因此，外部资源有胬要通 

过偾务减少的办法和其他的办法来大量增加. 

4 . 关于卢布的兑涣问题和苏联国外支甘安徘的放宽通常与苏联的经济改萆及 

其参与国际贸易和财政系统密切有关.这种兑换需要使卢布比在练合中央规划制 

度证明可行的情况下对本国生产的货物和服务吏有支配能力.这将箫要 l a ) 消 

除目前卢布过多的憒况和使总需求与供应的能力取*平衡； l b )对相对价格逬行根 

本的改萆和（C l使企业和价格在资源的分配方面有更大的作用，同时也将有需 

要制定各项旨在增加外汇的供应和改善其分配的适当的投资.贸易和汇率政策，所 

有这些领域必须先取得成就才能在外汇管制有限度放宽后使卢布能宪全兑抉.与 

制定大量的新政策文件一袢，使改革有正确的先后次序是极为重要的，各项外汇 

和收支安徘的过早放冤的危险就是它可能造成严重的困难，例如在本国经济内日益 

以兑涣货 f取代卢布。 

5 . 苏联对外收支安排的放宽必须符合经济改萆的全盘目标,椒'』是帮,进苏联 

及其各贸易伙伴的进出口的扩展。因此有需要采取各项措施以便不仅使各项有关 

兌抉货币安排得以放苋而且也使与各发展中国冢和其他经济互助姿员会（经互会） 

国家进行贾易便用的各项安排得以放宽， 

二、最迓国际货帀制度的发展情况 

A.最近货币变数和国际收支的趋势 

1 . j C ^ 

6. 从1 9 8 7年2月締结的卢佛尔宫协定至1 9 8 7年1 0月期间，备主要 

货币的汇率就比较稳定下来。这主要是由于七国集团的卢佛尔宫会议议定逬行的 

国际协调，即包括各中央银行和货帀政策的措 ;5®,对市场进行的干预.伹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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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7年10月股杲市场桊跌后，汇率再次呈现极大的不稳定.1 9 8 7年 2 

月至1987年10月，美元的每月名义有效汇率的搂动（即最商与最低价值的差 

别）约为汇率指数平均价值的3.6%, 1 9 8 7年1 0月至1 9 8 9年7月则为 

11. 8%。 

7 . 在过去两年以来，美元受到的下跌压力期间与上升压力期间是轮流交替的. 

在1 9 8 7年 9月至 1 9 8 8年4月下降约1 0%后，美元从1 9 8 8年中开始显 

著地加强约五个月之久然后到年底再跌回到将近较早的低点。1 9 8 9年它开始 

回 升 ， 1 9 8 9年6月底其名义有效汇率已回到其1 9 8 7年2月的水平（即高于 

1 9 8 8年4月最低点的1 2 % ) 。 在最近几个月来，美元对两个主要顺差国家 

的货币大幅增值了；即从1 9 8 8年底至1 9 8 9年 9月，对曰元上升了 1 8 % , 

对德国马克则上升了13%。 

8. 日元的名义有效汇率与美元对称地变动。但是，由于日本成本价格膨胀 

相当1fc，日元的实际帀值便大大地]^值——显然无助于对收支的不平衡进行矫正. 

同样地，尽管从1 9 8 8年至1 9 8 9年初英国经常帐户亏捐迅速扩大；伹是，从 

1 9 8 7年中至1 9 8 9年中，这种赤字的迅遝增加和通货膨胀莧便实际有效汇率 

增加了差不多15%. 由于经济成缋形式并没有发生"基本"的变化而致便汇率 

有这样的变动，看来是在过去1 0至1 5个月以来，贸易平衡对货币发展已失去 

其影,力，而货帀和财政因衆的影响则增加了. 

9 ‧在贸易的调整缓慢下来时，1988/ 1989年汇率摆动幅度和1 9 8 8年 

末以来的变动方向显示汇率的管理比紧接《卢佛尔宫协定》以后更为松懈。1987 

年10月证券市场暴跌后对外汇市场的干预较不显著，对利率釆取的任何行动几乎 

一开始都没有将汇率考虑在内。 

2.国际收支 

10.尽管全球性的需求已有比较有利的地理规律，但是，1 9 8 8年中以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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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各主要货币的汇率 

名义有效汇率 

美元 曰元 西德马克 英镑 

1987年2月 100.0 100.0 100.0 100.0 

1987年 5月 96.5 107. T 99." 106.2 

1987年9月 9T.0 106.3 99.0 105.9 

1987年1 2月 90.1 113.1» 102.2 109.8 

1988年4月 89.0 11T.1 100.3 113." 

1988年6月 91.0 117.1 98.6 110.6 

1988年9月 95.6 11". 0 9T.2 109. U 

1988年1 2月 89.8 120.2 98.2 112.9 

1989年3月 9".0 117.0 96.1* 110.5 

1989年6月 95.5 109.3 95.5 105.0 

双边汇率指数（美元对各货币单位） 

日元 
欧洲货币. 

单位 
英镑 瑞士法郎 加元 

1987年2月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987年5月 109.3 102.3 102.2 109.2 105.0 99.5 

1987年9月 10T.3 101.2 101.1 107.5 102. 了 101. U 

1987年1 2月 119." 111.9 112.3 119.6 116.0 102.0 

1988年4月 122.9 109.8 109.6 122.9 111.5 108.0 

1988年6月 120. U 101* .8 lOU.O 116.5 105.6 109.6 

1 9 8 8 年 9 月 1 1 " 3 98.3 9T.9 110.0 97.8 108.8 

1988年1 2月 12k.2 10U,8 119.6 IOU.3 111.5 

1989年3月 117.5 98.T 9T.9 112.1» 96.1 111.6 

1989年6月 106. T 92.7 92.U 101.5 90.6 111.3 

来源：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各期 

a根据货币基金组织多边汇率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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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986 — 1 9 8 9年，美国、日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和亚洲若干国家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 

收支状况和进出口 

(10亿美元，除非另有注明） 

1986 1987 1988 1989» 

差额 

变动（百分率) 

出口量 

进口量 

日本 

经常项目差额 

商品出口 

商品进口 

变动（百分率) 

出口量 

进口量 

-158.8 -155.9 -155.1 -125.0 
* 氣 5 -160.5 -126.5 -118.0 

22U.0 2^9.6 520.1 568.0 
-568.5 -U09.9 -UU6.U -U86.0 

5.9 1".5 22.1 11.0 

15.5 6.9 5.0 

85.8 87.0 7 9 0 80.0 

92.8 96.5 95.0 100.0 
205.6 2 2 " 6 259.8 292.0 
-112.8 -128.2 -16U.7 -192.0 

-0.6 0 . U U.3 10.0 
10.6 9.0 16.7 10.! 

国
 

目

额

口

口
 

项
差
出
进
 

常
易
品
品
 

经
贸
商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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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续） 

1986 1987 1988 1989» 

来源：国际货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 1 9 8 9年4月；经合发组织《经 

济展望》，第4 5期（1 9 8 9年6月）；和经合发组织，《主要经济指 

标》（1 9 8 9年9月）， 

a 预 测 。 

t香港、大韩民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省。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 差额 

变动（百分率) 

出口量 

进口量 

亚洲各主要制造品出口国b 

经常项目差额 

商品出口 

商品进口 

变动（百分率) 

出口量 

进口量 

39.9 U5,6 1*8.6 1*8.0 

55.7 69.9 78.6 78.0 

251.0 278.1 508.9 32U.0 

-175.3 -208.2 -250.2 -2U6.0 

1.5 2.5 5.8 7.0 

6.1 5.0 6.6 7.0 

25.1 30.5 26.0 22.0 

18.8 25.2 18.5 15.0 

150.2 175.3 218.6 252.0 

-111.5 -150.1 -200.1 ‧257.0 

20.6 22.5 15.7 11.0 

10.5 25.1 23.1 15.0 

目

额

口

口
 

项
差
出
进
 

常
易
品
品
 

经
贸
商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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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9 8 7 - 1 9 8 9 年 , 

美国、日本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灰边贸易差额a的变动 

( 1 0亿美元） 

对 去 年 同 一 期 间 的 变 动 

1 9 8 7 年 1 9 8 8 年 1 9 8 8 年 1 9 8 8 年 1 9 8 9 年 

笫 三 季 度 笫 四 季 度 第 一 季 度 

贸易 
差额 

1988年 

美国与下列国家的 

贸易： 

曰本 

加拿大 

西欧国家： 

德意志联邦 

共和国 

联合王国 

发展中国家： 

拉丁美洲国家 

亚洲主要制成 

品出口国b 

日本与下列国家的 

贸易： 

西欧国家 

发展中国家： 

亚洲主要制成 

品出口国b 

-1.5 1+.5 1.2 -0.7 -0.2 -52.1 
11.7 -0.il 0.2 0.9 0.7 -11.7 

2,6 13.2 5.6 2.5 -12.3 

-0.8 5.1 0.6 0.7 1.1 -12.2 

0.7 3.6 1.1 0.9 0.6 O.U 

12.8 5.U U.3 2.1 "9.9 

-1.2 U.O 1.1 1.9 1.5 -8.8 

-6.5 5.8 1.9 0.2 1.1 -28.U 

5.5 2.6 0,6 0.3 -1.1 25.6 

-U.l 2.1 l.U 0.6 

5.1 U.O 1.2 1.7 0.7 2k,Q 

http://-0.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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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续） 

对 去 年 同 一 期 间 的 变 动 

1 9 8 7 年 1 9 8 8 年 1 9 8 8 年 1 9 8 8 年 1 9 8 9 年 

第 三 季 度 第 四 季 度 第 一 季 度 

差额 

1988年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与下列国家的贸易： 

联合王国 

法国 

发屣中国家 

1U.9 12.7 2.9 2.0 U.0 66.2 

2.7 3.3 0.8 0.7 0.8 12.7 

2.0 l.k 0.5 -0.1 1.1 10.1* 

-1.5 •2.5 -0.0 -0.8 1,0 -1.0 

来源:经合发组织，《外贸月度统计》，各期。 

a数字为日本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进口 （成本、保险加运费价）和出口 （离岸 

价）和美国的进口（离岸价）和出口（船边交货价），负号为亏损或趋于亏 

损。 

b香港、大韩民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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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全球收支不平衡的过程大大地缓慢下来，在1 9 8 8年大量下降后，19 8 8 

年末至1 9 89年第一季，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实际上已停止下降，进口价格和进口 

量则再迅速增加；外国的利息付款的继续增加使还本付息的平衡转为负数，最近 

美国的贸易平衡似乎已再有所改善；但是1 9 8 9年的贸易赤字并不会比1988 

年 的 少 。 如 所 述 的 ， 1 9 8 8年和1 9 8 9年，联合王国的赤字越来越大；这反 

映出在英镑加强的同时，进口也迅速增加了， 

11. 日本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烦差再度增加；但是，它们的地理分配情况 

却有显著的差别（见表3 ) 。 1 9 8 8年和1 9 8 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对美 

国的双边顺差继续减少，但是，这项减少已由它对其他贸易伙伴（主要是欧洲共同 

体国家）的顺差的大增予以抵销而有余。对比之下，自1 9 8 8年第四季度以来， 

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则几乎全是由于强度的效应；'另一方面，1 9 8 9年笫 

一季度的数字显示它对西欧的顺差巳有缩减。虽然今年日本对美国的颠差可能达 

到S 5 3 0亿，这在名义上比1 9 8 6年的并不是少很多；诅是，美国与西欧的 

贸易在过去三年以来摆动差不多S 3 0 0亿以后将差不多平衡下来. 

12. 贸易调整的差异不容易以汇率的变动或国内需求增长型式的变动来解释， 

自1 9 8 5年9月以来，美元对西德马克和欧洲货币单位的砭值与对日元的跃值在 

幅度上几乎是一样的。日本国内需求的增长比西欧的较快，因为西欧需求增长的 

构成并不比日本更有益于美国的出口。 美国对日本的贸易不平衡的出人意外的不 

变使许多观察家将它归因于贸易的政策.即使如此，这种贸易不平衡便刺激了美 

国的保护主义情绪，这对1 9 8 8年综合贸易扩展和竟争法的通过可能发挥了重大 

的作用， 

13.从1 9 8 5年至1 9 8 7年，若干东亚经济国家的顺差（特别是对美国的 

顺差）正在日益迅速增加。但是，最近这些顺差却已有所减少。大韩民国的对 

外贸易差顇巳有显著的转变，大韩民国工资的日益增加和货币的升值（自1987 

年 2月以来巳达约 2 3 % )使该国的竟争优势已有下降，因此，在达到 1 9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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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超过$ 14 0亿的最高水平后，1 9 89年头4个月的经常项目差额降至将近去 

年的一半，这主要是由于出口的缩减。 

14. 由于贸易条件恶化和出口量停滞，非洲国家（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的 赤 字 也 随 之 增 加 。 1 9 8 8年，尽管拉丁美洲的出口收入已增加了$ 13 0亿； 

但是，其经常项目赤字却几乎不变。其中三分之一由较高的国际利率所吸收，但 

进口却增加了约:19 0亿，这全都反映出美国出口的增加。因此，虽然该区域对 

玖洲和日本的贸易顺差增加了 （约$7 5亿）；但是其对美国的顺差却缩减了 

(超过$40亿），因此，美国与拉丁美洲的名义贸易差额（墨西哥占其中的四 

分之三）的改善同对日本差额的改善在数量上是一样的。1 9 8 9年美国对拉丁 

美洲的贸易差额继续有所改善。 

15. 发展中国家进口能力的进一步加强（这是对其发展给予新的推动力所迫切 

需要的）可以促使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收支不平衡获得解决，即首先就是增加美国 

的出口。 国际收支不平衡往往会变成为双边的问题，特别是美国与亚洲国家之间 

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其他欧洲国家之间。如果全球贸易差额已普遍平衡下来， 

I边的不平衡将减少贸易和汇率的摩擦。如果美国与其他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双 

边贸易不平衡未减少，目前发展中国家进口能力的继续薄弱将使美国的对外收支赤 

字更难进一步减少.伹是，令人可疑的是，目前的汇率类型是否有助于进行这一 

种双边的矫正， 

3 . 利 ^ 金 融 市 场 

l a 自 1 9 8 8年中期以来短期利率急剧上升.1 9 8 7年1 0月证券市场崩 

溃后有一些松动，然后货市政策变得严格得多，特别是在美国、联合王国和德意志 

联邦共和国.美国的短期利率从1 9 87年的百分之六上升到1 9 89年的百分之 

九以上，通货膨胀率上升了一个百分点，实际利率也上升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 

日本的情形也大致如此，前者的短期利率在1 9 8 7和1 9 89年之间上升了 a» 7 



A/44/631 
Chinese 
Page 13 

个百分点，日本的上升了 1个百分点.缩紧货政策和提高利率反映出了各a中 

央银行，特别是美国和西欧的越来越关心通货膨胀.长期利率上升的幅度小得多， 

有的甚至下跌了. 1 9 8 8年后半年由于有逆差的国家的通货廖胀和名义短期利率 

上升了，利率差額朝对它们有利的方向加大了. 

17. 短期利率差額本身的变化看来不是资本流动及其造成的汇率变化的推动力 

*.在西欧美元比德国马克相对坚挺的时侯（即1 9 8 8年 4月一 8月和 1 9 8 8 

年1 1月至1 9 8 9年6月），对美元有利的短期利率差额都缩小了，而在两次美 

元转弱的时期里（1 9 8 8年初和1 9 8 8年 1 0月至 1 1月），对美元有利的利 

率差额都加大了. B 样 地 ， 1 9 8 8年最后一个季度正当对美元资产有利的利率差 

額加大的时候，美元相对于日元却砭值了. 

18. 这意味着，对于美元将来的价值的市场气氛是决定美元汇率方面更重要的 

一个因素.市场气氛相当不稳定，这从1 9 8 9年底以来美元的急剧起伏就可以4r 

出 t «对这种投机性的行为提出充分解释.自从证券市场期承以来，人们根3t 

确定美国将来的经济表现.生产能力利用率方面的变动很不稳定，有时候发出了 

彼此矛盾的信号，使得市场在惧怕通货膨胀和惧怕经济衰退之间摆动.因此人们 

很难确定将来的货 f政策及其对利率和汇率的响，而且国外支付的情况并不是美 

国货政策方面的一个明确目标.为什么贸易平衡的变动并没有对汇率产生根大的 

彩响的主要理由可能是人们没有预料到贸易逆差，人们预料现有的短期利率差颠将 

会继续下去或加大，而且认为只有很小的可能性美元会砭值，而流入美国的私人资 

本提高了，为经常项目的赤字提供了资金. 

19. 虽然资本从顺差经济流向有逆差的经济是经常项目差額形态一个必要的相 

对活动，但这个方面的私人资金流动是需要有预期可以得到良好利润来作为刺激的, 

而在购买金融资产的情形下，它取决于利率差额和预期的汇率.如果这项刺激不够 

强大，有逆差的国家的汇率必须降低或者是经常项目的赤字必须正式通过干預来加 

以了结，这意"^廉差S家的中央银行出售逆差国家的货审.19 87年就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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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9 8 5 - 1 9 8 9年一些经合发 

组织国家的短期名义利率a 

41国 日太 德意志联 法S L I B O R 
失 ® t i不 邦共和国 王国 

19 8 5 8L 1 6. 5 5. 4 12. 2 10. 1 8. 4 

19 8 6 6. 5 5. 0 4. 6 10. 9 7. 7 6. 9 

19 8 7 6. 9 a 9 4. 0 9. 7 8. 1 7. 2 

1 9 8 8 7. 7 4. 0 4. 3 10. 3 7. 8 8. 0 

1 9 8 8第1季度 6. 7 3. 8 3- 4 9. 0 7. 9 7. 0 

第2季度 7. 2 3. 8 3. 5 8. 3 7. 8 7. 5 

第3季度 8. 2 4. 0 5. 0 I L 3 7. 6 8. 4 

第4季度 a. 8 4 2 5. 1 12. 4 8, 1 9. 0 

1 9 8 9 1月 9. 2 4. 2 5. 6 13. 1 8. 6 9. 4 

2月 9. 5 4. 2 6. 4 
13. 0 9. 1 9. 7 

3月 10. 1 4. 2 6. 6 
13L 0 9. 1 10. 3 

4月 9. 9 4. 2 6. 4 13. 1 8. 6 10. 2 

5月 9. 6 4. 3 7. 0 13. 1 a 8 9. 8 

6月 9. 2 4. 5 7. 0 
14. 1 8. 9 9. 4 

mmt《联禅儲备公报》，各期；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各期； 

a 除美国的存单利率和日本的现先率之外，各国利率均指三个月的银行间贷款利 

率.LIBOR是指三个月的欧洲美充存款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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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当时顺差国家的中央银行累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以期稳定美元.相对 

之下，在 1 9 8 8 / 1 9 8 9年，私人对经常项目赤字有"融资过多"的趋势，因 

而削弱了德国马克和日元，加强了美元.这种"融资过多"很可能是由于赶浪头的 

作用产生的，如果市场把经常项目赤字可以由私人提供资金当作是可以维持这项赤 

字的证据的话，这种看法将会加强"信心"，导致新的资本流入，包括长期的资本 

流动（这项流动确实正在增加）. 

4 . 外汇储备 

20. 1 9 8 8年世界外汇储备相对与前一年的$ 1 7 3 0亿增加了 $ 3 1 0亿. 

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减少了很多，而当它们干预时，也往往是在防止美元升 

值.官方美元储备大幅减少，而且外汇储备的货币单位也有显著变化.德国马克 

的储备增长了几乎S 3 0 0亿，这部分反映出美国和欧洲金融系统成员a对买入提 

供了官方支持，也都分反映出了其他国家官方储备的多样化.* 

21. 日本累积大约S 1 6 0亿外汇储备，而七国集团中1 9 8 8年中期后唯一 

货币相对于美元升值的加拿大的非黄金储备增加了 》 8 0多亿 .德意志联邦共和 

国在干预外汇市场当中售出了S 2 0 0多亿，相当于1 987年累积額的百分之七 

十五.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储备总数连续第二年上升.而中东的石油输出口的储备 

减少了百分之四，其他发展中国家增加了百分之五.大韩民B的官方外汇储备* 

加了，接近$ 90亿.现在发展中S家外汇储备百分之4 0多是在亚洲的新兴工业 

化经济里‧而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其他发展中a家的偿债问题仍未解决• 

B.汇率督理和a际政策协调 

1.货审政策方向的改变 

22L关于外汇管理的《卢佛尔协定》同意采取金融措施以支持干预，但未罔意 



À/44/631 
Chinese 
Page 16 

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因此使货1^政策受到了严峻的考验，最终导致了利率的急剧 

上升，而利率的急剧上升又促成1 9 8 7年1 0月的证券市场崩溃.其后货币政策 

松动了，尤其是在美国.这抑制住了金融市场的波动，并避免了经济衰退，但它也 

意味着对外汇管理的放松，国内的目标变成了货币政策的方向。随着产出增长加 

剧，人们日益担心通货膨胀的危险，逆差国家中汇率同国内稳定之间的选择越来越 

偏向后者.例如，降低美国利率可能可以制止住最近美元的值，但这被认为是 

不利于国内价格稳定的.汇率管理因此变得只是彼此协调的干预. 

23. 不过许多发达工业化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仍远低于1 9 8 0年代初的水平. 

美国1 9 8 8年中期以来的通货膨胀加剧大都分是因为干旱使粮食价格急剧上升造 

成的*在日本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世界商品市场和货市砭值造成进口价格上升是 

1 9 8 8年和1989年消费品价格指数上升的重要因素，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 9 8 8年消费品价格的起伏几乎可以完全归因于进口价格的上升.此外，没有迹 

象显示会回到19 70年代成本一价格的上升螺旋.这意味著，通过全面的蘅求管 

理可以将通货膨胀控制在较低的永平上，而同时不会抑制成长.事实上，对于需求 

增长在多大的程度上必须由缩紧银根来加以限制存在着广泛的不确定因素‧， 

2.政策协调的前景 

24. 任何协调工作引起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在多大的程度上收支不平衡是可以 

维持的，以及它可以支持多久•这方面没有固定的规则，可维持的程度需要根据赤 

字对其他经济变数的影响来加以衡量•这些彩响可能会随若时间而有很大的变化， 

就 象 1 9 8 7 年 和 1 9 8 8 / 1 9 8 9年决策人员和金融市场的不同反应就显示出 

了这一点,对外收支赤字的一个影响是对利息负担的响；它将消耗掉越来越多的 

出口收入，如果后者的增长比偾务增长的慢的话，在这种情形下，迟早将必须向外 

筹措新的资金或减少国内的吸收量‧ 

25.最近&现的巨大收支差額如果持续存在，本身就有造成世界经济"恚剧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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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的危险，因为这种收支差颧会引起金融市场对经济逆差的国家失去信心，导致 

汇率的崩溃和（或）经济衰退.不论哪种情况，都会损害到世界经济。例如，美元 

的急剧值，不仅在贸易上，而且在金融上，都会变成日本的一个大问题，因为日 

本各个储蓄机构的一大都分资产都以美元为面值，但负偾则大多数以日圓计算.B 

此，这些机构有一种动机，要支持政府努力避免对美元施加太大的压力，但是，尽 

瞀它们充分合作，却不一定足够对付美元所受的全面攻击. 

2a由于市场的起伏不定，我们不能排除发生投机风潮的可能性.国际金融制 

度看来在目前的情况下没有多少余地可以保护美元，使它不会悤剧下跌.现在顺差 

国家需求扩张的余地看来比两三年前更为有限，而货币政策是倾向于紧缩的‧如果 

我们要避免美元下跌，证券市场再次动荡不安和经济衰退的危险，七E集团各51之 

间必须分担外汇昝理的贲任.而另一方面，美国经济活动周期性的下降可以是很危 

险的.如果财政政策仍旧缺乏弹性，为克服它而需要下降的利率可能会大得足以造 

成汇率的急剧下跌. 

三.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问题* 

A.汇率和通货膨胀 

27. 发展中国家1 9 8 0年代的普遍趋势是名符其实的实质货!值，对许多 

发展中国家而言，货f砭值是应付外汇严重缺乏的唯一重要反应.其有效性，除其 

他外，依靠可贸易产品利润的增加，并提高与工资和非可贸易产品价格相对的可贸 

易产品的价格. 

28, 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些相对价格上达成实质改变，但又往往不得不在通货 

膨胀以前实施好几次货 f眨值•在大多数情况下，对美元的实质汇率——可贸易和 

不可贸易产品相对价格的近似衡量尺度——在1 9 8 0至1 9 8 2年和1 9 8 5至 

1 9 8 7年期间下降很多，有些国家下降不止50%.以制成品的国内价格相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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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市场价格来衡量的实际有效汇率，在大多数国家也有相对的下降，特别是在高 

度负偾国和货审曾竟大幅度升值的国家. 

29. 然而，过去七年来，也有少数发展中国家在实际汇率方面达成稳定.（以 

实际有效汇率年度变化率的标准离差衡量的）汇率不稳定，在有过剧烈的实质通货 

砭值的国家和价格不稳定«著的国家较为显著，相对而言，在东亚和东南亚的一 

些国家，以及拥有稳定实质)&值政策的国家，则没有那么显著， 

30. 在包括最受偾务困扰的国家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1 9 8 0年代的通货 

膨胀率高于1 9 6 0年代(这个时期全世界的通货膨胀率都相对地低）和1 9 7 3 

至1 9 8 2年期间（这个时期全世界的物价每年上涨约1 2 % ) .就高度负债 a而 

官 ， ， 1 9 8 3至 1 9 8 8年期间的年平均通货膨胀率为9 0 % ,而 1 9 7 0年代 

则低于4 0 9fe, 1 9 60年代则为1 5%.有些国家在某些时期曾经历过极度的通 

货膨胀，无论过去或现在，通货膨胀成为主要问题的国家，都是被债务困扰的国家. 

31. 平均通货膨胀率的升高还伴随着通货膨胀率更大的波动，特别是在年平均 

通货膨胀率超过3 0<?fe的国家*有些国家相当成功地控制通货膨胀一阵子，但不久 

又面对新的，甚至更加历害的通货膨胀.主要理由之一是，想改变相对价格的尝试, 

特别是通过剧烈眨值的尝试，往往加重收入分配方面的冲突. 

32. 在存在着严重通货膨胀，因而竟争力波动的大多数国家，实际眨值并未能 

刺激出口，特别是在有工资指数存在的国家和在高度依靠出口的经济制度下，名义 

上的砭值有加剧通货膨胀的趋势，而国内价格的上升很快就使原先的汇率调整失去 

作用，因而引发又一次的通货E值、进一步的通货膨胀式的悉性循环. 

B.金融管理和货币管理 

33. 在许多国家，通货!^值，加上为了应付对外支付而釆取的其他措施，由于 

增加财政不平衡而增如需求的压力。这种I？象自从i 9 8 0年代初开始累积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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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导因于国外的震动：国际利率的上升提高了公营部门该付的利息；商品价格的 

下跌减少了出口收入和公营部门的直接出口收入.国外贷款的减少也影响了公营部 

门的金融.许多国家尚能应付净转移的减少；就贸易而言，则通过减少进口额和 

(或）增加出口额，结果发现只不过把对外转移的问题转变成预算转移的问题而已， 

通过私营部门#进口额或增加出口额创造所需的贸易顺差有多少，私营部门的这 

些收入就得转移到公营部门，以便应付公营部门应付对外债务所需的外汇需要.财 

玫上的贸易调整措施的不良影响，使所需的转移更加扩大，私营部门对这种转移的 

抗拒，形成上述不同收入集团间有关国内资源分配斗争方面的重要因素. 

1.贸易调整对财政平衡的影响 

34. 减少公营部门的投资和进口额，为公营部门提供其应付净对外支付忙大所 

需的部分外汇.伹是货币砭值和贸易政策自由化，再加上停滞膨胀，使财政平衡的 

问题更加悉化.私营部门的进口额减少和关税的减少，增加了预算赤字，特别是在 

关税和其他进口税占政府收入大宗的国家！^如此， 

35. 就典型取样的20国'而言，减少进口和改变不讲明的平均有效税率（以 

贸易收入对进口帐单和出口收入的百分比表示的）结合起来的彩响 1 9 8 0 

至 1 9 8 6年期间政府的进口收入减少达国内总生产值的1%;进口税原M高的 

国家所受损失越大，关于出口方面的不讲明的平均有效税率的降低更显著，平均超 

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3.5%.少数商品出口国提高了出口税，伹其他多数国家则 

取消或减少出口税。世界商品价格下跌，抵销了商品出口额增加带来的出口 JlfcA而 

有余.事实上,如果能维持1 9 8 0 - 1 9 8 2年的价格水平，那么1 9 8 5 -19 

8 6年许多国家的出口税收入可能增加的范围将在国内生产总值的0.5%至0.8 

% 之 间 . 

36. 各种迹象显示，1 9 80年代的贸易政策、减少进口和商品价格下跌导致 

的政府收入减少平均额，达国内生产总值的1.5 9b.长远地看，降低关税可能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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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刺激提高效率和竟争力而有利于产出和增长（从而增加政府税收），但只有扩大 

进口额才有这种可能，一般而言，由于缺乏外汇，大多数国家未能做到这一点. 

2 .货 砭 值 的 彩 响 

3 7。 实质货1^砭值一方面可能增进贸易，伹也可能破坏财政的平衡.在各种贸 

易税收构成政府主要税收的一些国家，货币贩值确实增加了政府从贸易方面的税收， 

但一般而言，尚不足以抵销减少进口额和商品价格下跌所导致的税收减少.货ï¦î砭 

值还增加了府财的经费，从而增加了政府开支。如果货败值率超过国内价格上升 

率，用以支付外偾利息的国内货币价值便实质上升，即使名义上的政府收入还能K 

合国内价格的上升，因为每支付一美元的利息要吸收大量的实际收入，如果各国政 

府想在不增加实值预算赤字下维持国内公营部门的开支，各国政府就不得不向私营 

部门加税， 

38。 货币眨值增;^了最高度负债国支付国外利息的实质负担超过国内生产总值 

的1%以上，在实施极端砭值的低收入国家则更甚。在许多上述两类国家，实际支 

付利息的国内货币體上升了 4 0%以上， 

3 9。 还有公营部门的净国外借款，也是决定汇率变动影响的因素之一.在公营 

部门的净国外借款额超过付息额的国家（即对公营部门的净国外转移为止的国家） 

—许多低收入国属此——货币)^值改善了其财政立场，允许各国政府或减少货币 

筹资和国内贷款，或增加开始.然而，因为有增进贸易顺着的需要，很少国家曾竟 

把正的净转移和货币升值相结合.在净转移为负的国家，就一般而言，货币眨值通 

常迫使这些国家额外动员国内总产值的0.59&,来为净转移筹资. 

40。 货币砭值的另一种影响是提高公营部门投资经费，而进口在其中占有«： 

的成分（在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通常约占三分之一，伹是在低收入国家则可能超过 

一半以上）.7尽管大幅度裁减政府投资，这方面的影响增加公营部长的资源需要 

平均达国内生产总值翁0 . 6 % ,在某些国家则高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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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 把上述各种 ^响凑在可以得出一些结论 .一国政府如果其收入的大 

宗依靠非贸易商品部门而又不节省在贸易产品和偿债方面的开支，实质货币瓞值会 

使其财政平衡愤况更加^化。除了下列三种例外情况外，一般的憒形就是这样.这 

三种例外情况为：政府所拥有的出口部门和贸易税收居重要地位的国家；国外净转 

移不大（或有从国外向国内的净转移存在）；以及政府投资额不大。事实上，在许 

多高度负债国，1 0 9&的实质货币Ji£值使预算赤字增加国内生产总值的0.5%; 

过去的统计数字表示，许多国家的货fj^值率超过3 0 9&以上. 

a货币值、贸易税收和公营部门 

出口额的综合髟响 

；42。货币《虽然增加了政府的贸易税收入，这个影响还不足以抵锗货币值 

对增加开支的影响，且不提减少进口额和出口价格下跌等在财政方面的影嘀，从 

许多国家的迹象可以得出下列结论： 

(a) 由于减少进口额、出口价格下跌和关税减少的综合影,导致的贸易税收入 

损失，平均来说，使这些国家最近几年实际体验的预算赤字增加约40^; 

(b) 在许多国家，货币败值对贸易税收的肯定影响，还不及货币砭值对政府实 

际开支的影响，特别是对那些存在着实质净负转移的国家和公共部门投资商水平的 

国冢而言； 

( C )几乎在所有的国家，货币砭值和贸易税收的变化综合起来对髙度负愤国的 

财政有不良影响，其数额约达1 9 8 5 - 1 9 8 6年期间出现的平均预算赤字的三 

分之二；在六个国家约达一半；在另外三个国家则超过了整个赤字的数值；• 

(d)应计出口收入的变化对公营都门的直接影响，则有相当大的差别.有些 

国家公营部门出口额的变动和货币]^值的综合影响是正的，但对几乎所有的石油输 

出国而言，出口收入方面的损失之大，远非货币聚值所能抵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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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为赤字、货币扩充和通货膨胀筹资 

43. 一般而言， 1 9 8 0年代的金融调整，涉及减少开支者多于增加收入者. 

就收入增加的少数国家而言，主要原因在公营部门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提高，以及出 

售公共财产.就大多数国家而言，税收不是减少便是停滞，并伴随着较缓慢的经 

济活动和更快的通货膨胀.由于征收的间隔和公私付息可免税,通货膨胀使实际 

税收减少.大多数国家紧缩了政府的主要开支（即不包括付息的开支），许多国 

家减少开支超过国内总生产值的5 ?6. 这个负抠主要落在资本开支上，有些国家 

甚至减少资本开支的一半以上。 

44. 然而，尽瞀极端地减少开支，由于国外付息的增加，导致减少公营部门的 

借款需要变成很困难.贷款的减少迫便各国政府将为赤字筹资的对象转向国内市 

场，而较髙的国内利率进一步增加了财政赤字，为了阻止资本外流，必须大幅度 

提高国内债务的实际利率，而通货膨胀的加速把名义利率抬高很多，大多数国家 

最近几年的国内实际利率远高于八十年代初期，有些国家的增高率超过了1 5 % . 

这些因素在某些国家造成空前快速的国内债务累积，最高度负债国公营部门 

1 9 8 6 - 1 9 8 7年的借款需要平均比1 9 7 8 - 1 9 7 9年增加约国内生产总 

值的 L m,而付息的增加为3%;其中约有三分之二，导因于国外付息增加. 

45. 大多数国冢公营部门赤字的演变和中央银行的贷款紧密相关.1 9 7 8 -

1 9 7 9年期间这种贷款额平均约达国内生产总值的1%，在1 9 8 0年代初期则 

增 加 到 3 % . 到 了 1 9 8 6 - 1 9 8 7年，中央银行贷款和公营部门赤字都回降 

到 1 9 7 0年代后期的水平，然而由于公营部门向国外借款的数额有相当的减 

少，靠国内债务或中央银行来为公营部门的赤字筹资的数额便相应增加• 在大多 

数国家，靠中央银行为公营部门的赤字筹资，多伴随了货币扩充， 

46. 虽说如果没有护充货币，通货膨胀便无法无限加速是毫无疑问的，1980 

年代的预算赤字和货币流通额，大致上还算相当含蓄而被动的：这些因素并没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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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的过程中起主动、单独而导领性的作用.和1 9 7 0年代发达市场经济 

国家的情况一样，通货膨胀的加速，很大部分反映在对收入要求的不相容性的提高, 

在各种收入集团间的冲突特别厉害，各种收入严密指数化的地方，通货膨胀成为自 

动继续进行的现象，一则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间的紧密栢关，一则收入的分配问 

题，合起来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依靠减少预算和紧缩财政的传统政；策，对通货膨 

胀只能治标，却严重增加了失业，其结果导致的，收入分配问题的恶化，m加 

剧社会紧张，也常导致更急速的通货膨胀‧， 

c。某些政策彩响 

47。 受偾务困扰的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稳定，这是毫无疑问的* 稳定，涉及 

相当程度地控制通货膨胀、缓和公营部门的赤字、降低国内公共偾务的累积速度、 

实质减缓货币扩充、降低并稳定实际利率、稳定实际汇率、以及缓和货币更替和资 

本外流的程度.伹是长久的稳定要求更大的增长，因为如果没有更大的增长，不 

稳定的主因之——对收入要求的不相容性一"•将继续存在， 

48。 促进增长要求大幅度削减外债负担，然而，就某些国家而言，想达成有 

秩序的宏观经济态势将需相当长的时间；这还是说，如果获得大i的偾务免除，而 

且这些负债国本身同时采取适当的国内政策，否则更不用说•这种危机已被允许 

存在太长，无法迅速排除其害，主要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显示，经过长期动 

乱之后，要想达成稳定实不容易；在国外环境改善之后，这些发达市场经济国笨还 

花了将近五年时间才恢复了其宏观经济秩序， 

49。 已达三位数而且还正在加速进行中的通货膨胀，需要经过谈判协议的价格 

和收入政策以及需求瞀理，同时还需要实际汇率的稳定，而实际汇率的稳定，只 

能通过，提高生产可贸易商品的能力，从而减少依靠货币跃值的需要，这个途径来 

达成.然后，国内的实际利率也可以降低，因为，理所当然地，不再预料货币砭 

值会重演.因此，关键在于增加投资额，亦即增加国外资源的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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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的可 j î ^ ^ t É S苏联对外支付的自由化 

A . 导 言 

50. 可兑换性的讨论通常都集中于国家货币兑换为其他货币。在货币可以自动 

換成物&和物S可以自动换成货币的市场经济国家,这种提法大致是说得通的。但 

是，在象苏联这种中央计划经济国家,数十年来实际根据金钱支付只具有大致钝态作 

用厚則制订的行政命令制度来分配资源，必然会出現"商品可兑换性"的问题。 

51. 这种中央计划制度企图在与世界经济其他部分隔离时取得迅速工业化。尽 

管它忽視机会成本，但是它通过从家庭和乡村大量迅速吸收资源并将其转用于重工 

业，所以能达成这项目标。在这过程中，它增加使用劳力和其他资源，力求自力更生 

并集中可用的稀少管理能力。这个制度也在战时行之有效，在国际局势紧张情况下 

进行战后重建期间也是可用的。但是，此后中央计划逐渐丧失其活力，因为增加劳动 

量和其他投入已不大可能提高产量。苏联经济成长遂渐需要（a)完成全面进步而 

非特定任务，（b)为努力工作的人提供物质刺激而非汲取储蓄，（C)加速生产力成 

长而非投资速度，（d)正璃计算相对成本而非单纯地增加资源使用率，（e)培养和 

使用管理和企鱼能力而非中央计划机构集中决策，（f)更充分参与国际分工。一旦 

新的一代领导人认识到现有制度不再是推动力而是阻力时，彻底改革制度和加重依 

敎市场在政治上就成为势在必行了。 

52. 市场机制需要金钱奖励和惩罚来对包括企业在内的经济因素活动施加强大 

的影响力。因此,国内货对货物和服务必须有广泛的支配力，同时也必定可以作为 

计帐单位以及支付手段和价值储存来使用。以"商品/金钱"关系为基础的对外支 

付制度就是国内居民必定有很大的自由可以"在资易政策所定的范围内"将卢布换 

烕外币以支付进口的货物和服务，而且非居民也必定可以将出口赚得的卢布换烕外 

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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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因此，改革的逻辑自然会引出卢布最后能否兑换的问题。但是,上述领域彻 

底改变的问题是很大的。改组必须范围广泛，才能有效便使经济产生更大的效率。 

但是多方面的行动立即会同时出現许多风险,特别是在宏观经济政策还没有完善工 

具的时侯。由于追求的新制度缺乏详细的蓝图，不稳定性就更加严重了。因此,转换 

过程不管是零散还是全面，都是充滴危险的。改革大型和发达的中央计划经济的国 

家是经济学里找不到指导原则的过程。 

B.全面中央计划和卢布的作用 

54. 按照诸如苏联那样的全面计划，家庭收入可以用来购买消费品,但是这些货 

品的供应是没有保障的，因为生产和物价不受需求压力的彩响。此外，企业面临严格 

限制，它们甚至不能利用現金结余来支付计划所规定的用途。国内货币的使用受到 

对外交易更大的限制。国内货币不能換成外汇以购买进口货，因为外汇象其他进口 

货一样是通过行政决定分配的。这种技术不仅有助于控制总进口 i ,而且也有助于 

完成特定计划配額。出口水平绝大部分也是由规划人员决定。 

55. 苏联及其贸易伙伴之间的国际支付长久以来常用若干不同的安排。它同经 

合发组织国家之间贸易方面的支付通常是邇过可兑换货币单位的银行户进行。苏 

联与保持严密外汇控制的若干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中的许多主要贸易伙伴之间 

的支付遭照双边协定进行。这种支付是记入两国中央银行特别帐户的借方和贷方。 

这些帐目是以商定货 f(通常是美元）为单位，而且因为借方和贷方很少在某一特 

定时间结算，两个银行同意向对方提供固定数額的"摆动信贷"。一般规定在商定 

期间结束时用可兑换货审清算不一致之处。苏联与其经互会伙伴之间的支付可以有 

各种安排。资易鱼务的支付可以通过国际经济合作银行（经合银行）所提供的清算 

机制使用可汇兑的卢布进行，或（如果是经互会国家市场所需要的商品，）邇过可兑 

换货币清算。非贸易业务（旅游业、公务旅行、外交事务、家庭汇款等）的一些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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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可以在规定限額内使用国家货If 。 

56. 目前卢布的官方汇率是根据1961年所规定的卢布/0.987412克黄金平价。 

但是，由于上一段所说的各种不同支付安排，这个汇率的实际意义很小。苏联的相对 

国内价格是相对国际价格脱节，"差額货币折算率"有助于平均企业的对外和对内 

价格。差額货币折算率因产品类而不同，有时在同类货物中也有不同。1"因为官方汇 

率不是国内和对内价格之间的联接点，它在资源分配方面不起作用。 

57. 苏联计划和分配外汇制度的这些特点不仅使计划本身（而非卢布的供应） 

成为企业取得可兑换货币能力的决定因素，而且也造成进口 f求和进口能力间的结 

构不平衡。例如,消费品生产的支出经常是订得很高，而计划执行的优先次则列得相 

当低。后来的匮乏造烕大i累积太多的库存現金5如果没有配给外1?和规划出口制 

度，就会导致进口增加和出口减少。此外,规划人员倾向于主张强大的国内需要生 

产，发展出口 «fe力只限于支付必要进口的需要。这种独立经济的偏见因出口资易的 

安搏是使大部分企业与实际和潜在外国顾客隔绝而加强，从而使外销品的种类和S 

质只限于国内流行的东西。对外国需求型态的反应不够灵活是苏联在制成ê出口业 

绩不良的重要原因，同非中央安排的国家进行外贸时光其凸出。 

C.经济开放和卢布可兑换性在其中的作用 

1.经济更大开放的理论根据 

58. 强调苏联放弃依賴全面中央计划的理论根据是期望宏观经济的功效会由于 

更大依赖市场而改进。预期这项改进将来自诸如实行竟争、更好的奖励和根裙与实 

际机会成本有更大关系的价值进行成本会计等措旌。改进将表现为更合理的供应型 

态，更离的物&质 i和更快的技术进步。 

59. 后来改革的主要部分是苏联邇过加强参加国际资易经济向更激烈的国际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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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苏联的进出口：按1975、 1980、 1 , 1 9 8 7 年 

主耍目的地/来源分列的若干商51类的比俩 

迸 

a/入 W75 19» 19M m? 1575 1910 1M« 1M7 

t * 

壤食（資易分«(Hl+22+4> 
农壹»料（賓蠢分类2»« <22+2T+S»» 

«料（賓易分类3) 
矿*和金厲（資身分类27+28+«r+«> 
«成《 (實易分爽5î8lt(e7i68) 

X 达 市 場 聿 
镇食（責易分类0+1+22+4) 
.农业單科（資易分典2« (22+27+28)〉 

爆*(資易分典3> 
矿砂和金屬,'(資易分类27+284«74«> 
翻Aft (資»分类5里MUffNtt) 

真单 f嬋享 
耧食（賓身分爽0+1+22+4〉 
农壹單粹<資»分类2« (22+27+28" 

駕料(資身分类3) 
矿砂和金爲（資蠢分类27+28+«r+«) 
«成《<資»分类《8«<OT+«) 

» ， 社 食 本 义 画 率 
镶食（寶驀分*0+1+22+4) 
农业厚料（資易分类2减(22+27+28)) 
駕料(資，分类3> 
矿砂！"金厲（賓鼻分类27+»+«7+«> 
侧成《(資屏分类5置Slt(074«> 

I L赒社食本义H率 
极食（資易分A0fl+22f4) 
农鱼厚料（賓易分类2« (22+27+28)) 

詹料 <賓蠢分类3> 
矿钞和金厲（賓易分类27+28+«7+«) 
«成》<實易分类5£8¦(<674«8) 

o
 3

 

I
 

o
 1

 -

o
 
I

 -
2
»
»
 

7
 1
1
 

•
 
•
 
•

 
•
 

t

 
o
 
«

J
 

P
'
J
 

o
 f
 

o
'
f
'
J
 

»
 

»
 

0
 

力
J
 
»

î
 

P
S
-

•
 
k
 
•
 
f
 

I

 o

 1

 2
 

•
 

M
 

o
 

力
力
r
"
 
2
 1
 

g
5
t
7
 

g
a
t
t
s
s
a
 

w
u
o
J
«
n

 

§
s
，
 

o
a
 

3
 7

 7

 1
 

o
 J
專
一
 

§
1
 

，
 

o
 I
 5

 o
 

0
2
 7
 

4
 I

 o

 o

 5
 

3
U
M
U
U
 

o
 

脈
 

3
 <
 
B

 7
 

a
7
n
 

•
 

o
 

J
a
̶
a
 g
i
s
a
i
s
 

7
»
 

W
0
7
n
5
« 

§
 

J
9
,

 

o
, 

J
'
I
. 
.
 o

 t

 

I
 

o
 

加
 

̶
：
％
 

o
 I
 

1
1
4

 
o
 
.
 

M
 7

 2

 7

 4
 

o
 

齋料来籌,賓发会tt»书处《栅， 



À/44/631 

Chinese 

Page 28 

争开故。这种开放需要更迅速扩大苏联的出口，并应根据符合苏联国际贸易现行结 

构实际推测的机会估计予以执行。这种估计对资金筹措的方式有重大彩响，而且支 

付也极可能有助于更迅速的出口成长，从而有助于現行安徘的自由化。 

60. 如表5所示，苏联的出口是受能源和原材料的支配，煤、矿砂和金厲三类和 

农业原料占特定年度总額55%以上。对比之下，制成品在1975年约占2594,降至1980年 

起约占20%。 11就苏联出口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况而言，燃料、农业原料和矿砂与 

金属居多是愈来愈显著的,1980年代期间这三类通常至少占总額的四分之三，而制成 

S占10%以下。但是，工业占苏联出口发展中国家的较大部分（不过正在减少）。 

61. 苏联出口总使的更迅速扩增将改变方向，使工业比例增大。但是,要促成这 

种改变预计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工业出口的初步增加可能只能到达发展中国家的 

市场。如上文B节所述，苏联与这种国家贸易的大部分是按照双边支付协议进行，这 

些协议可能限制使用可兑换货币。鉴于遵照双边协议同苏联资易的许多发展中国家 

目前都面临外来资金紫縮和这种货币的缺乏,未来数年内苏联出口的预期增加的一 

大部分肯定只能这种范围内达成，而这是与全部可兑换不符。 

62. 因此，虽然;51边支付协议在苏联同一些发展中国家间贸易方面可能还会继 

续起重要作用，但是外汇分配的更全面自由化（即通过提高卢布的可兑换性）是可 

以对改革过程作出重大贡献的。这种自由化是让苏联的企业在其同无灰边支付协议 

的国家进行国际贸易时有更大的自主杈的倡议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它也可以通 

过减少业务费和风险,增加奖励联合企业，因为取得汇回外国伙伴的利润部分所需要 

的可兑换货If是困难重重的。 

2.可見換性的概念和卢布的情况 

63. 一种货 f的可兑换程度取决于诸如有杈拥有这种货币和将其换成另一种货 

的经济因素特性和允许这种交换的业务类别等特征。从历史上看,一般同意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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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货币可兑捵性的一系列条件是因整个的贸易和支付制度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现 

行准则而异的。"从1945年起,这方面的主要标准是货币基金组织协定条文笫八条所 

载一系列义务。 

64. 在可兑换性的名称下应对往来帳户和资本怅户的业务加以大教区分。为歷 

行第八条所规定的义务起见，可兑换性只涉及"作出支付和国际间收支往来"。n这 

项限制也适用于本研究报告的卢布可兑换性的讨论。接受第A条的货币基金组织成 

员的义务不包括作出支付或转移国际收支往来，兑换这方面出現的货币余額（但是 

这些余額应为往来业务或支付这种业务所需的兑换的收益）和避免"歧視性货币安 

排或多种货措施"等强制性限制。货币基金组织的多数成员国都没有捿受笫八条 

的义务，反而使用第十六条的过渡安徘，该条规定"国家可以保持它加入日期生效的 

国际收支往来的支付和汇兑限制并改变这些限制使其适应情况变化。" 

65. 货$的可兑换性的不同目标虽然相关但却是分立的。各国为加强可兑换性 

所采取的步凍一般是拉长期间过程的一部分，而且没有通过承担即将出现的全部责 

任参与同时完威所有这些目标的努力。因此,可兑换性的最终有系统的目标是建立 

和维持一个国际收支往来支付的自由多边系统。但是,各国加强可兑换性的主要目 

标经常是由于其特殊的历史情况，而且苏联的情况是必然与改革过程有关。 

66. 改革过程最初将需要自由化的措施，卢布变烕全部可兑换是极不可能的。 

为此目的,必须对第八条所载不同义务之间，以及对适用于居民和非居民的这种可兑 

换性的范围之间加以区分。此外,这里也应对各种文件加以注意,通过这些文件实施 

外汇管制，倒如"交回规定"（据此居民应将其得到的外汇卖给当局〉和"定量保 

留"（据此出口商可以保留其外汇收入的特定部分〉。苏联在讨论下文E节自由化 

措拖时所要处理的新外汇制度的一个可能特色就是多种货币措施。这些措施如果取 

代全面中央计划下的外汇分配机制，实际上可能成为增加可兑换性方面的一个步 

豫。C.1节已经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促进苏联参与国际贸易的目标可能需要维持同 

一些国家的夏边支付协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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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改革过程的一些问题及其将来的重点 

1.企业自主和开放苏联经济的步麵 

6 7。 自1 9 8 6年以来，苏联的经济改革以增加企业的自主权为中心.在新 

的体制下，企业可以在选择投入、产tt^>和询业伙伴方面有较大的决定权.为此目 

的，上交国家的分额在其生产总童中&经减少.由于没有有效的资金市场，重大 

的投资和新的商业行动都继续由中央预算支付，其目的是引导政府和企业关系朝稳 

定明确的规范和方针迈进." 

68。 正如上文所说的，改善傚观经济的业缋是改革逬程的一部分，与开放苏联 

经济更多参与国际贸易密切相关* 这种关系已在最近有关这种贸易的一些措施中 

反映出来，例如 1 9 8 6年8月的一项法令，准许2 0个工业部和7 0个企业自 

行贸易，后来推广到所有的企业和组织，包括合作社，管理苏联与外国企业逬行 

联合投资的规则大幅度放宽（例如取消苏联参加投资一个企业时，苏方应拥有多数 

股权的规定），主管批核的行政机构也逬行改革. 

69。 1 9 8 6年执行预留外汇数额的制廋，以便鼓励企业增加出口， 从这项 

措施反映，外汇分配在改善苏联经济的奖励制廋方面发挥重大作用.这方面的另 

项步骤是，最近宣布，农民如有超额生产，将发给外币. 

2 , R合对外支付自由化安排的改革事项 

70。 上文C.1节所说的步靡是改革的一部分，预料将会逐步扩及苏联对外贺易 

的许多其他部分.因此，正在研拟新关税和非关税条例，并且将执行新的对外贸 

易 法 ， 此 外 ， 1 9 8 8年1 2月宣布的法令涉及贸易fe资和保险，还涉及发展自 

由贸易区，以求吸引外国资金‧ 同时，正在逬行简化上述差額货币折寞率制度， 

作为迈向新汇率的一步.现在不必分析这些计划，因为有关形式方面的细节 

还没有具备，但是，本节将说明E节中谈及与外汇分《«自由化有关的必须解决的 

一些问题，并且就一般的回应政策问题提出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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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一个与苏联对外支付自由化安排有关的重要问题是，它一方面可能推动宏 

观经济平衡，另一方面促进外汇管理.与这个问题有关的一个特别现象是大童未 

花用的货币，这是由于过去和现在货物短缺所造成，因而可能需要很多可绝换货币. 

即使这些累积未花用货币可经下又阐明的外汇分配自由化制度下的措施予以吸收， 

伹苏联经济的供求整体平衡和外汇需求间的关系将是决定财政政策方面的一个主要 

因素，并将对未来的政府专家数额产生,响. 

72. 为了更多参与国际贸易而开放苏联经济，必须按照国际市场状况调整国内 

的相对价格.这种调整可以大幅度促逬收入分配和企业的財政状况.从社会的 

立场来看，前者的一些作用是不利的.同时，如果因为有损自信而造#不安时， 

则会对改革产生反面影,.企业财政状况造J5^的政治难题有两方面.第一方面， 

企业被迫宣布破产，第二方面，在过度前期利润增加的企业反映旧制度的相对价袼 

合理和无效率，由于缺乏有关资料，无法知道这两方面到何种程度，列入第一 

类的企业可能在调整价格完成后逐渐对国家福社作出^极贡献.另一万面，笫二 

类企业也许是一些需要整顿的，或是在价格改萆最后完后需要关闭的企业， 

但是，在过渡的初期，由于较大利润能造成扩展业务的压力（和提il;生产能力， 

以便在拍卖市场购买可^换货币，参见E节）. 

73. 在价格改革过渡时期可能出现很多问题，这是由于本研究报告笫一节所述 

的"指令经济"制度的经济活动和市场进程的其他事项闳时共存所致‧ 在改革进 

程中，后者愈来愈重要，举例说，上又已经提到，预期国家订单占企业产出的分 

额将会减少• 这方面可从生产工具的批发买卖中反映出来；按照现在的计划，19 

9 0年将占全都买卖的60 %, 1 9 9 2年将占9 0 % 左 右 ， ， ‧ 不过，决策者 

必须注意在过渡时期尽量减少"指令经济"制度和市场进程之间的矛盾 ‧以"指 

令经济"制度方面而论，由于价格的直大变化和中间两品的出现，可能对几个都n 

的生产发生"连锁性"不利吶；因为按照计划，严格维持供求平不会有过分 

的生产能力.伹是，受市场机制控制的活动，可能因为依赖"指令经济"制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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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获得某种两品、乃致无法取得这种两品而受到障碍. 

7 4 . 当前存在大量未花用金钱问题，必须采取一次过的揞施予以吸收.为此 

目的而提出的一些建议似乎在政治上不会获得接受，因为可能有人认为不公平，会 

引致社会不安.上述建议包括： ( a )开放物价，让患剧上升的通货膨胀减少^积 

货币的价值；（tJ逬行货币改革，以新货币代换卢布，以减砭当前人们持有的卢布 

其实价值在政治上较易获得接受的错施有短期性增加消费品输入和采取出, 

资产办法，从而钩销、於积货币的购买力‧ 伹是，可供这方面之用的财务赘产很少. 

改萆本身日后一项副产品巧能是这类资产增加.举例说，发展'自主的资金市 

场，，，以满足企业的财务需要，这是巧以吸收各企业和家庭游资的一种具潜力的投 

资手段‧ 伹是，为了应付当前的货淤积现象，出售永久性不动资产可以发挥重 

大作用，发售政府公偾也会有帮助，但需要社会大众具有信心，认为所得的利息 

和本金可以用来购买屋宇、土地和设备等商品和劳务. 

7 5 . 已经指出，即使淤积现象已经消宏观经济政策还会在整体宏观经济平 

衡和外汇需求之间产生矛盾* 尽管无法在这里详细说明这种政漦的改革构架，但 

是，可以指出，较多依重直接和Iej接征税以及建立更广泛的借贷方法都会使政府较 

具灵活性，不但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就是在执行价格改革方面，都会较为灵活， 

7 6 . 如要成功地管理"指令"经济制定活动和市场运作经济活动同时共存的体 

制，除其他事项外，必须维持不同定价方法和使用征税和给予津貼等手段之间的平 

衡，使其逐渐从双重定价或多重定价制度迈向单一价格.预料依靠市场运作"以 

促逬真正的竟争，尤其明显的是具有标准规模的企业和没有障碍的行in* 此外， 

价格自由化需要有能够防止大企业利用其市场力量（包括价格控制)的技术来互相 

配合.同时，征税和津貼"可以作为应付收益分配不利趋势和企业盈亏的不正常 

形态的手段，这类趋势在价格改革的初期是常见的，此点已在前文指出.因此， 

间接征税（包括关税）可用来彩响相对价格，避免全盘中央计划的细致规定价格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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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企业利润过高的问题可以通过向企业直接征税的方法来解决.还可以提供 

直接收入补助，以便协助由于某些消费品价格大增而生活水平剧降的人民群体‧ 

E.苏联对外支付安排自由化的具体步囅'， 

77.虽然自由化之后的对外支付安排与苏联全面经济规划旧体制是不能相容的， 

但是上文D节所描述的种种改革要取得成功的结果，并不需要实施商品和劳务交易 

卢布充分可兑换。可是苏联政府的意愿显然是改革必须同时实施对外支付的逐步自 

由化。本节讨论这方面所需考虑的一些问题，以及种种拟议的推施对改革过程可能 

作出的贡献。 

1. tlÇ 

7a未来的卢布汇率制问题与对外支付安排的自由化密切有关。政府的意愿是， 

卢布的新汇率变动应分期完成（包括在1 9 9 0年初.眨值10(^ )。差額货币折寞 

率制将擻销，新汇率（不同于旧汇率）将同时适用于对外支付和资源分Eo这一过 

程将在19 91年初之前完成。这方面未来安排的许多有关细节显然还有待研拟。 

79. 这些安排涉及可兑换性的一个问题是，卢布汇率不只一种的可能^这方 

面的最终结果取决于仍受"指挥"制支配的活动如何共存和受市场过程支配的活动 

如何督理，也取决于新的对外支付安排的确切楔型。举例来说，有一种可能是多汇 

率制，即某些种类的交易采用一种官订汇率，同时又对下文所述货币实施由国内市 

场确定的另一种或多种汇率。该制度汇率种类的数目取决于不同种类交易和经济代 

理商为该目的如何决定分门别类的方式。 

80. 鉴于本研究报告前面的意见，有两点与这种多汇率制特别有关的事项1 以乎 

值得着重提出说明。笫一，虽然货审基金组织协定条款笫八条规定有"多货币作法"， 

但就苏联的憒况来说，以有限的几种汇率取代复杂的差額货币折翼率制，对实现作 

为可兑换性的基本原理的根本经济目标可能会有很大的贡献:。笫二 ，从取销差額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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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折靠率到实行一种比较统一的制度，初期可能会产生各项活动和部门之间分歧很 

大的结果，例如有些情况卢布砭值，但另有一些情况卢布升仏"正如上文D . 2 f 

的说明，只要这种结果被断定是不ê的，则改革价袼制度、税赋和津liîr均可擠供抵 

补的手段。此外，减少外汇的"过剩需要额"会有助于阻挡面临升值的企业出口积 

极 性 下 阵 。 

2 .可兑换货币的国内巿场 

81.这个部门的改革可以预见各种方便买卖和筹集可兑换货业务的可能办法。 

按照 1 9 8 8年12月的一项法令公布，政府将举行定期的外汇拍卖。显然春加这 

类拍卖的企业教目将受限制，选择的标准是当局对企业购买货币使用方法的评价。 

同时，苏维埃企业持有和兑换外币权利管理条例也有了自由化。 

sa可兑换货1?拍卖制度和随着而来各企业间可兑换货1^直捿交易的增加，对 

经济改革助益裉大，特别是有助于使企业获得更大自主权的目标（只要能釆取措施 

消除囡货币危險而引起的大量可能过分需求）。除其他外，这种发展有利于苏联资 

易增多利用市场过程和企业与企业关系，教育苏联主瞥外汇业务的官员和经理，并 

提供按外汇卄翼的卢布价值资料（这有益于导致订定一个上文E. 1节所述的固定官 

订汇率）。此外，一如下文所讨论的，就不可兑换货币所釆取的类似步囅也可作为 

苏联双边支付协定模型的自由化的有价值的工具。最后，定期官办拍卖可兑换货币 

制和企业与企业间可兑换货 f交易制能够如期演变成真正的外汇巿场，政府的干预 

釆取制定含有买卖业务在内的外汇政策的形式。 

83.如果可兑换货币的拍卖要发挥其潜力，那么参加者数目和次数需要提高到 

超出目前预先》水平。这种拍卖制的施行可釆渐进方式，但重要的是初期允许参加 

的供求双方经济代理商的数目必须大到足以构成真正的巿场，并且必须避免官方干 

预阻止可兑换货币归叫价最高者所得。这样仍未涉及初期拍卖市场应允许哪一类企 

业参加的问题。属于供应方面，可以允许所有保留一部分可兑换货币收益的企业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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巿场供应方的另一个接纳标准，可視一个企业是否从事于可能帮助苏联扩展能源 

和原料两^门以外的硬货币出口或进口取代而定。以后可扩大接纳其他种类的企 

± o 一旦扩大接纳，外汇业务积累经验，自然而然拍卖机制就要遂步由银行起主导 

作用的自主性外汇市场尸;r取一旦外汇交易权扩大到为家庭所享有，则居民的可 

兑换性即得以实HLo 

84. 在拍卖市场范围迷步扩大过程中，也会需要作出关于可能接纳上文扼要述 

及之外的特别种类的经济代理商的决定。这一类的经济代理商之一是，按照不久前 

公布的揞施，超过平均的生产获得外汇收益的农ÀO另一类是联合企业的外国伙 

当这类联合企业的销售額主要是硬货!^出口，则可釆用保留可兑换货币权的适当揞 

施达到提高积极性的目的。但就面向苏联本国或经互会国家市场的联合企业的外国 

伙伴来说,接纳其参加可兑换货市拍卖巿场可减少因汇回所赚利润的困难而产生的 

风 险 。 " 

85. 关于苏联经济代理商使用可兑换货币自由化应当提出一项警告。由于货物 

供应未能改善，可能会导致在国内本国货 f逐步被可兑换货 f所取代（"美元化"）， 

这就是最近在一些出现高水平通货膨胀和金融不稳定的国家（包括一些拉丁美湘国 

家和波兰）所发生的现t 

3 .针对经互会伙伴的支付安排 

sa苏联与其经互会伙伴之间贸易的支付有时釆取可兑换货币方式，但眷尝试 

在这项贸易上强迫使用可兑换货1 ^ ,则会造贸易缩氣但是，苏联与经互会之间 

不涉及可兑换货市的支付安排尚有自由化的余地。 

87 o过去，为促成经互会内部的支甘安排立足于比较理性和统一的基础上并加 

以多边化的种种努力，由于经互会内部的贸易须遵从关于实际数量的通盘中央规划 

决定和这类贸易使用的主要货审仅作为会计单位的决定，均无法解决问题（与上文 

讨论苏联国内经济的愤形相类似）.现行安排的一个后果是，以可转移卢布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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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格及其换算成本国货帀的汇率，在一定程度上与国际价格无关，与各国价格和 

生产成本亦少有联系.另有一个后果是，经互会内部贸易支付所得余額的持有者 

没有购买货物戒本国货币的自主权. 

8 8 . 苏联和东欧一些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正在进行的改革过程，有不同的方法可 

以协助攀决这些问题‧ 笫一，从事这种改革的国冢将国内相对价格跟随国际贸易 

价格动向相应调整，可作为经互会内部贸易比较理性的价格制度的基础.第二， 

与这项改革有关的这些国家本国货和可夂换货币之间的新汇率，可作为它们相互 

间货易使用的新的相对汇率的计算准则，笫三，这些国家国内货ïî>转换货物的改 

番（"商品转换性"），自然要随着给予可转移卢布余额的持有者以花费在货物上 

的权利，从长远的前景来说，这类变化的结果可方便经互会内部贸易支付所得余 

額在经互会内部作多边利用.但是，只要改革过程仅限于部分会员国家，则经互 

会内部的多边化只可能部分实现. 

4 .双边支付协定 

8 9 . 正如上文所述，短期内苏联增加出口最有希望的市场多数在发展中国家. 

苏联与这些国家的几个主要贸易伙伴的支付安排按照双边协定进行，并且同经互会 

国家的支付安排一样，如果尝试按照现有条件强迫使用可兑换货币，会造成该方面 

的苏联贸易缩减.但是，应当考虑改变这种安排的模型，以符合苏联经济改萆的 

动向‧ 

9 0 . 这种改革的主要目标应在鼓励企业与企业间的贸易.考虑新的程序有助 

于苏联和这类协定的伙伴向这种方向移动‧ 设立货币拍卖作为支付手段的来源可 

作为一种新程序.这种拍卖应包括卢布和苏联的每一伙伴的不可兑换货币，并向 

愿参加该项贸易的双方的企业公开.但是，大多数资本货物贸的资金安排都 

是复杂的,而不是简单的现金付款而已.即便企业一般在苏联的对外贸易业务方 

面起到了较大作用，官方的拓展和筹资在其资本货物的出口方面仍可能会继续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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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要作用（与经合发组织&家的这类出口相同），不过，苏维埃生产资本货物的 

企业由于经济改革而取得了较大的自主权之后，则灵活的筹资安排与根据衡要按照 

双边支付协定通融资金的规定，会有利于其所作的出口努力. 

'见野村研究所，《经济评论季刊》，笫 1 9卷，第 3期（ 1 9 8 9年 8月）笫 

1 3 — 1 4页。 

2详情参看国际清算银行《第 5 9次年度报告》（ 1 9 8 9年 6月，巴塞尔）， 

第 1 9 1页. 

， 例如树经合发组织《：Economic O u t l o o k ) 5 ( 1 9 8 9 年 6 月 ） 

第 1 3 — 1 8页；和国际清算银行《同前》第1 5 0 页. 

»本节讨论的问题，在（贸易和发展报告,1 9 8 9年》（联合国出版物，出售 

品编号11 8 9 . 1 1 . D . 1 4 ) , 第四章，第 7 3至 1 18页有更详细的讨论. 

，本节所用"高度负偾国"一词，指的是根据与这方面的分析有关的可供使用的 

数据选出的一群国家.这一群国家包括：阿根廷、坡利维亚、巴西、智利、哥 

伦比亚、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厄瓜多尔、牙买加、墨西哥、摩洛哥、尼日 

利亚、秘魯、菲律宾、乌拉圭和委内瑞拉. 

' 见《资易和发展报告， 1 9 8 9 年》，前引书笫 9 7 至 9 8 页. 

' 见 《 贸 易 和 发 展 ， 1 9 8 8年》（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8 8 . 1 1 . 1 ) , 

8 ) , 第 1 1 3和 1 1 8页. 

' 见《贸易和发展报告， 1 9 8 9年》，前引书第1 0 2 至 1 04 '页‧ 

，见14 Pastor在（世界发展》（ 1 9 8 7年2月）里的文章"货币基金组织 

在第三世界的各种方案的影响：来自拉丁美洲的辩论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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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額貸If折算率目前幅度是从0.2至6.6。地球学研究所以及美国和加拿大研究 

所"卢布变成可兑换分阶段计划"，油印本第24页。根据卢布/美元0.65假 

定汇率，企业对每一美元的出口可收到最少0.13卢布和最多4.29卢布。 

u出口和迸口还有残值无法在表5的商品组中分配。 

"关于可兑换性概念性质的演变，见Robert Triffin, Europe and the Money 

Muddle, FroB bilateralism to Near-Convertibility, 1947-1956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7),第234页至246页。 

"货币基金组织协定条文第三十(d)条规定国际收支往来如下： 

"国际收支往来的支付意指非出于转移资本目的的支付，并无条件包括： 

(1) 所有有关外资，包括服务在内的现行企业和一般短期银行和信贷设施的到 

期支付； 

(2) 贷款利患和其他投资收入净額的支付； 

(3) 摊付贷款和直接投资的少額支付； 

(4) 家庭生活开销的少額汇款。基金组织与有关成员协商之后可以决定一些 

具体业务应认定往来业务还是资本业务。" 

"关于苏联经济改革最近逬展的较详尽记载（包括这里所说的具体揞施.）参见 

( 1 9 8 8年世界经济概览》（联合国ft版物，销售品编号丑.88。11.0、.1)， 

第六章；《1 9 8 9年世界经济概览》（联合国出版物，销售品编号E.
8 9 。 

U . C . 1)，第18—25页；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研究第1号《欧洲中央计 

划经济国家的经济改革》第1、 7 章所载 i。 A b a l k i n撰"苏联大力改革经济 

机制的构架"一文〔联合国出版物，销售品编号GV.E.8
9

.03,(平装本） 

或GV.E.89 .04 (精装本）〕；资发会i义秘书处请顾问进行的研究报告"苏 

联：对外经济关系的新管理机制"（联合国出版物，销,品编号188. I I . 

D.5),第一和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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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8年世界经济概宽》，前引书，第II 5页，预料在朝较大市场力量 

的逬程中迈进时，各行业的变化速廋可能不同.关于这方面的不同看法参见 

范布拉宾特、哈俤利克合著《欧洲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的经济改革》（萷引书）， 

第3 . 9章（第2 2 2— 2 2 3页）‧ 

地理经济学研究所和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提tB 了有关货币改萆机制的较详细损 

告，前引书，第19一21页. 

在"指令"经济制度下，银行向企业和组织发放贷款.但是，这种贷款是在 

中央计划逬程下进行的，t在执行这一逬程中与生产和贸易有关的决定.贷 

款并非由借款人和金融机构决定的‧ 

任诃作为财政改革政策一部分的价格补貼都应当小心订定具体目标.改革的 

目标之一是，消除询品和劳务供应制度广泛使用的补貼办法，以免浪费政府的 

巨额预算. 

对外支付安排不仅指国际支付使用的货币，还指外汇交易所需的楔型和体制结 

构。 

有关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外汇管制自由化所实行的多汇率被货基金组织所认可 

的情况，参看上引特利芬著作笫125—126页。 

结杲取决于一个企业将其外汇收益折换成卢布所釆用的旧汇率（即以旧的官订 

汇率乘相关的差額货折輩率）与新汇率比数的大小。因此，举例来说，如果 

新汇率所涉的眨值率与旧汇率比较达100% ，则差額货币折翼率小于2的企业 

将面临眨值，而差額货币折算率大于2的企业将面临升A» 

这项提高对联合企业的奖励提案，与在苏联一些边境设立特硃经济区的主导方 

向是一致&^。自由货币制是对这类经济区内的企业有利的措施，它可釆取不 

同的可行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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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最近提出的召开一次关于国际货币 

和金敲问题国际会议的建议 

1 .正如一份为提交大会笫四十三届会议而编写的报告 a内所指出的，对于 

召开一次关于货币和金触问题圔际会议的兴趣，自1 9 8 2年以来又有所加强。提 

交大会笫四十二届会议的一份报告b内列出一项有关这个题目的建议调查.本 

附件增订该处所提供的赘料. 

2. 二十四国关于国际货币亊务的政府间小组部长会议第40次和第4 1次会 

i义上，部长们"亶申S际货币和金融体制的有效改革需要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他 

们又堇申他们要求设立一个由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国家的部长组成的具有代表性的委 

员会，审议如何改革国际货币体制，以作为准备召开这样一次会议的有效步骤‧根 

据建议，这个委员会可采取临时和发展委员会联合小组委员会的形式. 

3 . 1 9 89年9月4日至7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第九次不结盟国家运动国 

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上，国家和《首脑们促请发达国家： 

对不结盟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就改革国际货币体制所作的倡议，包括对 

2 4国小组关于设立一个由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部长组成的具有代表性会议 

共同审议改革国际货币体制的进""#，的建议，作出积极的反应."d 

a "当前的国际货币问题"，秘书长的报告（A/43/74,Corr. 1 ),附件三. 

to "当前的国际货f问题"，秘书长的报告（A/42/555),附件， 

c 二十四国关于国际货币事务的政府间小鉬，"第四十次部长会议的公报，，（1989 

年4月，华盛颏哥伦比亚特区），第73—74段，和"第四十一次部长会议的 

公报"（1989年9月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第90 — 91段. 

1第九次不结盟国家运动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最后文件，嘴务、发展、财政和 

货币问题",第9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