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经济多极化趋势将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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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来 ,一些国际权威机构纷纷就世界经济走势

作出预测和分析 。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 10月发

表的《世界经济展望 》报告预测 , 2007年和 2008年

世界经济增长率将分别为 5.2%和 4.8%。此前的

8月 , OECD也发表报告综合估计 , 2007年和 2008

年世界经济增长率的预期维持在 5%不变。总的来

看 ,世界经济仍然保持着增长势头 ,但与 2006年的

5.4%相比增速有所减慢 。由于受到各国内部经济

结构调整 、贸易发展不平衡 、金融市场动荡 、国际油

价波动和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 ,世界经济发展仍

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不过 ,相关报告认为 ,世界经

济已有连续 10年增长的基础 ,特别是自 2003年以

来的 4年 ,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快速增

长期 ,主要经济体基本上都保持着强劲增长的势头;

那些对世界经济发展可能会造成负面影响的因素并

未对世界经济的全局产生实质性冲击 。究其原因 ,

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强劲增长

势头和良性发展使世界经济受益匪浅 。尽管存在若

干不确定性 ,但可以预期 2008年世界经济仍将继续

增长 ,仍会获得较快的发展 。世界经济的持续增长

自然会推动世界经济多方面的变化 ,对国际政治也

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首先 ,值得注意的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将

呈多元化局面。 2007年和 2008年 ,发达国家经济

增长率将分别为 2.5%和 2.2%,低于 2006年的

2.9%,美国两年经济增长率均为 1.9%,低于 2006

年的 2.9%。而与此同时 ,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将

分别增长 9.8%和 8.8%,虽分别接近或低于 2006

年的 9.8%,但仍是很高的增长率。其中 ,中国 2007

年和 2008 年经济增长率将分别为 11.5%和

10.0%;印度同期经济增长率将分别为 8.9%和

8.4%;拉美地区经济增长率将分别为 5.0%和

4.3%;独联体经济增长率将分别为 7.8%和 7.0%。

从以上数据来看 ,所有经济体几乎都在同步增长 ,西

方发达国家 、特别是美国虽然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只

有约 2%到 3%,却仍是保持世界经济增长的基本力

量。更值得注意的是 ,新兴市场经济国家 ,如中国 、

印度和俄罗斯多年保持 7%到 11%的持续快速增

长 ,已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发动机。因此 ,美

国 、日本和欧盟虽仍是对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主要贡

献的 “三个火车头 ”,但现在必须加上中俄印巴 “四

块金砖”。今后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 , “四块金

砖”会越来越大 。

其次是因经济快速发展导致较为急剧的经济实

力对比变化 ,世界经济多极化趋势更为明显 。现在 ,

“四块金砖 ”的 GDP基本上迈过万亿美元大关 ,大都

进入了世界经济十强行列。所谓 “基本上 ”和 “大

都”是因为中国 、俄罗斯和巴西的 GDP已超过万亿

美元 ,而印度临近 GDP万亿美元和世界经济十强的

门槛 。 2006年 ,中国 GDP总量就已达到 2.7万亿美

元;俄罗斯 GDP突破万亿美元 ,经济总量超过原苏

联的水平 ,从而跻身世界 10大经济体行列;按照世

界银行 2005年公布的排名 ,巴西已处于世界经济大

国的第 10位 , 2006年其 GDP超过万亿美元;2006

年印度 GDP尚为 9570亿美元 ,居世界第 12位 、亚

洲第 3位 ,但显然已接近 GDP万亿美元和世界经济

排名的前 10位 。如果再考虑其他指标 ,如各国的经

济增长率 、外汇储备 、科技和资源等指标 ,世界经济

实力对比和各主要经济体间相互关系的变化更加显

著。在经济增长率方面 ,中国一直保持着两位数 ,印

度仅次于中国并可望保持 9%的速度 ,俄罗斯经济

连续 8年保持年均 6.4%的增速 ,巴西 2006年增长

速度为 3.7%,今后在 4%-5%之间 ,但已进入新一

轮增长期 。在外汇储备方面 ,中国超过 1.3万亿美

元 ,居世界第一位;俄罗斯突破 4000亿美元 ,居世界

第三位 ,仅次于中国和日本;巴西 1600亿美元。在

其他因素方面 ,如俄罗斯资源总值 300万亿美元 ,是

世界唯一资源完全自给国;巴西虽然增长速度落后

于中俄印 ,但也是一个资源大国;而印度的科技力量

与中国不相上下。如果把这些因素加起来考虑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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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四国都进入世界经济十强的行列 ,那么世界经

济多极化确实是一个不能回避的趋势 。

第三 ,在中俄印巴快速发展的情况下 ,世界经济

在整体布局上将有结构性变化 ,世界经济增长重心

有向亚洲转移的明显趋势 ,由此会带动经济力量板

块逐渐东移 ,世界经济的地理分布将会均衡化 。从

地理属性上讲 ,中俄印都是亚太国家 ,甚至都在欧亚

大陆上 ,巴西则在南美大陆 ,处于与美加对应的西半

球南部;它们发展起来了 ,必然使世界经济的整体布

局有一种结构性 、而不是一般性的变化。这自然也

会促使世界经济结构的均衡化 ,相互依赖关系会不

断增强 ,因为 “四块金砖”对世界经济结构布局的影

响力越来越大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依

赖也在增加 。 2003年八国集团巴黎首脑会议首次

邀请中国 、巴西 、印度及墨西哥 、南非等发展中国家

进行对话 ,至今这种模式已经机制化。这在一定程

度上表明西方发达国家已经面对发展中国家崛起的

事实 ,也已经面对世界性相互依赖关系的存在 。

第四 ,世界经济多极化将与世界经济多圈化并

存互动 ,但世界经济多极化可能在一段时间内较为

显眼。前些年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 ,出现了经济多

圈化现象 ,即欧盟一体化 、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

济合作(尤其是东盟已有 “东盟宪章 ”)的形成和发

展 ,使世界经济发展中存在一种经济圈化的板块式

运动 ,很引人注目 。但现在 ,世界经济的多极化现象

将更加明显 ,因为中俄印巴 、甚至南非等均以国家个

体为单位首先推动自己的发展 ,由此发生了这些国

家在经济上首先崛起的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 ,这种

事态不仅具有经济性含义 ,也具有明显的文化性含

义。高盛公司所创造的 “四块金砖 ”(Brics)概念中 ,

值得注意的是 “Bric”后的 “s”,由于有这个 “s”, “四

块金砖”被认为代表了一个群体 ,而不是每个单个

的个体;进一步说 ,它代表了一个新的市场概念 ,因

而对经济发展模式的创新具有重大意义 。

第五 ,经济多极化可能会先于政治多极化发展

和成型 ,带来大国数量的增长和大国间在政治上的

均衡化。在国际性权力中 ,经济力量仍然处于基础

性地位 ,也一般会先行发生变化。现在 ,世界经济多

极化已经有了显著发展 ,大国首先应该是经济极 ,然

后才是政治极 。由于经济多极化先于政治多极化发

展和成型 ,所以会对政治多极化产生驱动性影响 ,对

大国关系尤其有影响。中俄在 “四块金砖 ”中更为

特殊 ,因为它们本来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国家 ,所以

中俄在经济上的崛起和发展 ,肯定会强化政治多极

化格局 ,会更多地牵制美国在世界上的作为。印度

和巴西则仅是带有区域性影响的国家 ,其影响主要

在于自己所在的地区。但随着自身发展 ,它们也会

有政治上的要求。例如 ,它们已经提出了成为联合

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要求 ,这可以说是经济多极

化进程中要求国际政治权力再分配的先期预兆。 ★

2008:在左与右的中间地段摆荡

乔　良　(空军指挥学院战略教研部教授 少将)

　　当 2007年的日历剩下薄薄的二十几页时 ,如果

对这一年来的国际大事进行盘点 ,会发现真正值得

我们关注并且可能对即将到来的 2008年产生重大

影响的事件 ,不是引人注目的伊朗核危机 ,不是初见

眉目的朝核问题的缓解 ,也不是美国泥足深陷伊拉

克难以自拔 ,更不是已经基本边缘化的台海问题 ,而

是国际右翼势力联盟的式微甚至瓦解 。

随着布什第二任期结束的日子临近 ,风云一时

的 “火神派 ”代表人物相继退出世界政治舞台的前

缘 ,他们所代表的石油利益集团的影响力也随之下

降 ,金融利益集团的影响力开始回升 。而在此前与

布什气味相投 、亦对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亦步亦趋

的布莱尔 、小泉 ,最近又加上霍华德 ,也陆续走出人

们的政治视野 ,从而构成了国际右翼势力联盟的整

体退潮。这一现象的耐人寻味之处 ,不是这些国家

领导人的任期几乎同时届满这一历史偶然或巧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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