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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发展中国家面临金融风险 

作者: 时间:2005527 9:54:22 阅读:161

 

世界银行本周三发出警告，美元持续走低将给发展中国家的美元资产带来重大

损失，并可能进而影响到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世界银行同时认为，在2004年

世界经济增长达到最高点后，今年和明年的经济增速将会呈现放缓的趋势。 

        达杜什：国际金融发展失衡  

    世界银行周三发表了《2005年全球发展金融》报告，警告那些拥有大量外

汇储备的发展中国家，美元的贬值将给它们带来严重的资本损失。  

    报告的撰稿人、世界银行发展预测局局长尤里·达杜什对媒体表示，发展中

国家面临的主要风险是国际金融发展严重不平衡。  

    达杜什说：“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风险是面对全球不平衡问题如何进行自

我调整，特别是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在2005年

很可能达到6％。这个水平是无法持续下去的。赤字将通过何种形式如何减

少，现在还无法预测，部分可能会通过调整汇率，部分可能通过提高利率。

无论如何，都会导致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更加动荡。”  

    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增加  

    去年，美国对全球的贸易和投资赤字达到创记录的6659亿美元，财政赤字

也高达4120亿美元。报告指出，去年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增加了3780亿美

元，超过了2003年的2920亿美元。增加部分主要集中在亚洲，特别是中国。

目前，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总额高达16000亿元。  

    在103个发展中国家中，去年有101个国家的外汇储备有所增加。而增加

的外汇储备中有相当部分投入到美国政府发行的债券。美国的决策者看到了

海外对美国资产的需求巨大，这也成为他们把长期利率控制在低水平的一个

重要原因。  

    呼吁亚洲国家有控制地提升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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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银行要求亚洲主要国家“有控制地提升本国货币的币值”，扩大内需，

促进全球经济的平衡增长。  

    但是，世界银行的报道也承认，如果美元继续走低，那些本国货币紧盯美

元和外汇储备巨大的国家将会在发展本国经济的时候遇到较大的问题。  

    达杜什表示，世界银行给美国政府的建议是，采取行动减少赤字，这一点

非常重要。  

    今年经济增长将减缓  

    世界银行的报告认为，2004年全球经济的增长是4年来最好的，增长幅度

为3．8％。报告撰稿人达杜什表示，其中发展中国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达杜什说：“就经济表现来看，2004年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非常好的一

年，是30年来最好的一年。这要归功于这些国家的内外环境。东亚经济增长

比过去更强劲，南亚和中亚的表现也超过平常，增长幅度超过6％。拉美地区

经过两年疲软之后也恢复了增长，中东和非洲由于油价上涨而获益不少。”  

    但是，世界银行认为，去年的有利因素已经发生变化，今年发展中国家的

经济增长将明显低于去年，从去年的6．6％减缓到5．7％，明年将进一步减

缓到5．2％。不过，达杜什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是一个健康

的现象，世界范围内经济强劲扩张之后，增长速度放缓将有利于经济的持续

增长。  

    世界银行的报告对发展中国家的前景依然抱乐观态度。报告说，许多发展

中国家减少了贸易壁垒，开始执行谨慎的预算政策，外债水平也比较稳定。

报告认为，发展中国家通过降低对出口的依赖和扩大国内需求，有效地提高

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印度、中国和巴西的公司正在走向跨国公司，开始在海

外投资。  

    世界银行的这个报告同时在北京和巴黎公布。这也是这家国际金融机构第

一次在中国举行报告发布会，显示出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在增加。（特

约记者 路虎） 

   2005年04月08日  来源：中华工商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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