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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发展变化与基本趋势 世界经济及其 世界经济的构成 主要

行为主体 世界经济的行为主体 原因：美国的超强实力 战后初

期到60年代末 控制西方国家 美国称霸世界经济领域 表现 遏

制苏联 控制第三世界 原因：国家实力的消长 战后世界经济

70年代后世界经济向 欧、日分立 格局的演变 多极化方向发展

表现 苏联强大 第三世界崛起 欧盟 80年代以来三大区域 北美

自由贸易区 经济集团化加快发展 亚太经合组织 当今世界经济

发展的 八大趋势与特点 一、 世界经济及其主要行为主体 世

界经济有两层含义，广义的含义是指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即

各国经济的简单相加。狭义的含义，是指生产力的发展突破

了在一个国家区域内的自给自足、画地为牢的状态而越来越

具有了社会化、国际化的属性，最终使得不同发展水平的国

家和国家集团的经济组成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共同运动的

有机整体。这个意义上的“世界经济”，实际上代表着社会

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阶段。这里所用的“世界经济”，是用其

狭义的含义。 世界经济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就历史进程而言，它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和发展紧密

相连。资本的不断扩张和对落后国家的持续征服，使资本主

义的市场体系从欧美扩展到整个世界。20世纪初世界殖民体

系的形成，是世界经济形成的标志。 世界经济主要由世界经

济的主体：世界经济的行为主体和客体：世界经济行为和经

济活动两部分内容构成。 （一）世界经济的构成 就客体而言



，世界经济主要包括了世界市场、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

际投资和国际经济协调等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 世界市场是

指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跨越国界地进行交换的场所、关系

和机制。世界市场是逐渐形成的。从广度看，它经历了国内

市场、区域性国际市场等阶段；就深度而言，它从主要进行

商品交换逐步扩大到进行各种生产要素的交换，诸如资本、

劳动力、信息、服务等。当前，世界市场已经成为联系各国

经济的重要纽带，成为世界经济的基础平台。 国际贸易是国

与国之间进行的商品和劳务交换，它是各国发生联系的最基

本的形式。作为一种经济活动，国际贸易由来已历史久远。

当今的国际贸易，交换的物品更加丰富，交易的方式更加灵

活，流通的渠道更加多样。 国际金融是各国之间由于政治、

经济、文化等联系而产生的货币周转和运动，它包括国际收

支、国际汇兑、国际结算、国际信用、国际投资、国际货币

制度和国际金融市场等内容。商品交换是国际金融产生的前

提和基础。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金融国际化的程度不断提

高，规模不断扩大，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国际

投资一般是指某国的企业、个人或政府机构以资本增殖或其

他经济利益为目的所进行的超出本国疆界的投资。它分为间

接投资和直接投资。间接投资又叫证券投资，即购买外国的

股票和证券；通常投资者对企业不拥有实际的控制力。直接

投资是对外国经济实体的购买和控制；它主要有直接创办新

企业和通过购买股票达到控制企业的效果等形式。在当今的

世界经济中，以跨国公司为主角的直接投资，对各国的经济

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国际经济协调是世界经济主体之

间相互协调经济政策、共同对世界经济的运行和国际经济关



系的发展进行干预和调节，以便解决其中存在的问题，促进

世界经济关系和世界经济正常发展的行为。当前，国际经济

协调主要是借助国际组织、国际会议和国际条约等形式进行

的。国际经济协调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对缓和和化解

矛盾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世界经济的行为主体 国际行为

主体是指能够独立地参与国际事务并发挥作用和影响的实体

。以其基本职能和活动领域为依据，国际行为主体可以分为

世界经济行为主体和世界政治行为主体。当代世界经济的主

要行为主体主要有三类：主权国家、国际经济组织和企业即

跨国公司。 国际经济组织按照其活动区域和影响力分为世界

经济组织和区域性经济组织。其中世界经济组织的地位较高

、作用较大。在当今具有较大影响的世界经济组织主要有世

界贸易组织(前身为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以及世界银行。 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作用 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是政府间国际金融组织。它成立于1945年12月，是布雷

顿森林协定的产物。1947年11月成为联合国专门机构，但在

经营上仍然维持独立运作。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拥有会

员150多个国家或地区，在国际货币体系中起着枢纽和核心的

作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本宗旨和首要任务是，保持汇

率的稳定和维持国际收支的平衡。该基金建立时共有资本88

亿美元，美国占27%的份额；现在的基金总数达到1800亿美元

，美国占20%，发达国家占的份额在60%以上。 2世界银行及

其作用 世界银行全称是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一样，它也是根据1944年布雷顿森林协议建立起来的。

开始基金为100亿美元，美国占23%；美国现在仍然拥有特别

提款权的25%，享有最大的表决权。世界银行的主要宗旨和



基本职能是：对用于生产目的的投资提供便利，支持成员国

的经济发展计划和经济开发。 3世界贸易组织 世界贸易组织

成立于1995年1月1日。它的前身是1948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关

税及贸易总协定，简称关贸总协定。 世界贸易组织的主要使

命，是制定的多边贸易规则已成为各缔约国普遍接受的共同

规则；主持多轮多边贸易谈判，使各国关税大幅度下降；为

各国在经济贸易方面提供了谈判和合作的场所，为调解各国

的贸易纠纷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截止到2002年底，世界贸易

组织有成员144个，其总部设于日内瓦。当今国际贸易的90%

是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内运行。 二、 战后世界经济格局的

演变 格局是指事物的结构。世界经济格局是指世界经济主体(

国家、国际经济组织和跨国公司等，主要是指国家)在世界经

济领域里所形成的结构态势。其主要内容是各经济主体在世

界经济领域所居的地位、所起的作用以及相互之间实力对比

和权力分配关系；核心是在世界经济的舞台上，谁在主导、

支配，谁被主导、支配；或者谁是主角、谁是配角。就外延

而论，世界经济格局可以划分为一元格局、二元格局或多元

格局等。 影响世界经济格局形成及其变动的因素很多，其中

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各经济主体的实力状况。第二次世界大战

以来，伴随各经济主体、主要是各国和国家集团的经济实力

的变动与消长，世界经济格局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

。其轨迹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战后初期到20世纪60年

代末美国称霸世界经济领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西方资本主义

国家造成巨大的影响，显著地改变了它们各自的经济实力和

相互之间的力量对比状况。美国凭借经济和综合国力方面的

超强实力和突出优势，夺取了世界经济领域里的霸权，构建



起了一套以它自己为核心、由它主导的世界经济的一元格局

。其基本步骤和具体表现包括： 其一，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

国际货币体系。 其二，推动成立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其三，

推行一系列“援助”计划，如马歇尔计划、“道奇路线”。 

其四，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经济和技术封锁。 其五，对发展

中国家推行以“第四点计划”为代表的新殖民主义。 此外，

为了建立和巩固自己的霸主地位，美国还建立了所谓的“军

事安全网”和“经济安全网”，对顺从、依附于它的国家进

行庇护，对敌对国家进行威胁与恐吓。 (二)20世纪70年代后

世界经济向多极化方向发展 二战结束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

展是不平衡的。其基本的态势是美国高开低走，而其他国家

则急起直追。作为这种运行的结果，各国的经济实力对比也

发展了变化，最终推动世界经济格局告别一元走向多元。主

要表现有： 其一，在资本主义世界里，美国的地位下降，西

欧日本的地位上升，形成了美、日、欧三足鼎立的态势

。1971年美国出现了第一次贸易逆差；继1971年12月第一次宣

布美元贬值之后，1973年美元第二次贬值，此举标志以美元

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而1985年美国甚至还成

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 1975年召开的第一次西方首脑会

议是资本主义世界中三足鼎立形成的标志。 其二，苏联的经

济实力有了很大的增强，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其三，发

展中国家的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新兴工业化

国家和地区，它们作为一支新兴的经济力量登上了世界经济

舞台。 (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三大区域经济集团化加快发展

80年代末以来，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区域经济集团化

也有了长足的发展。美日欧三大区域经济中心的较量越来越



激烈、复杂，直接推动了西欧、北美、亚太经济区域化的发

展，形成了三大区域组织密切联系、相互依赖、矛盾斗争的

新格局。 1、欧洲联盟。相比较而言，欧盟是经济一体化程

度最高的一个区域性集团，现有25个成员国，其一体化程度

仍在逐步提高。欧洲的一体化进程起步于1951年的《欧洲煤

钢共同体》；1957年根据《罗马条约》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

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1965年决定三个机构合并，合并条约

于1967年生效。欧共体成立以来，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西欧

经济一体化取得巨大成就。1991年12月，12个欧共体成员国

首脑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签署了《欧洲联盟条约》、又称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该条约包括《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

条约》和《欧洲政治联盟条约》。1993年11月，条约生效，

欧洲联盟诞生。1995年1月瑞典、芬兰、奥地利加入，使联盟

由12国扩大为15国。1999年1月1日欧元如期启动，此举是“布

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国际货币体系中最重大的变革

。2000年12月，欧盟尼斯会议签署了《欧洲基本权利宪章》

，为欧盟的扩大奠定了基础。截止到2003年，除了英国、丹

麦、瑞典外，欧共体的12个国家使用单一的货币欧元，实现

了经济货币联盟计划。同时，在欧共体的范围内，已经实现

了商品、资本、劳务、人员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其相互

关系越来越紧密。在2002年，欧盟的总人口3.76亿，面积323.5

万平方公里，占有全球贸易额的21%和外汇储备的32%。2004

年5月1日，中东欧和地中海10个国家加入了欧盟，使其成员

国达到25个。经过这次扩大，欧盟的领土面积增加了23%，人

口达到4.5亿，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10万亿欧元。预计到2007

年后，欧盟成员国可望进一步增加到28个。欧洲一体化步伐



的加快，大大刺激了其他地区一体化的发展。 2、北美自由

贸易区。1987年10月美国与加拿大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1994

年起在美、加两国的基础上吸收了墨西哥参加，形成了北美

自由贸易区。北美自由贸易区拥有3.63亿人口，2130万平方公

里土地，它是世界上第一个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组成的

经济集团，具有重大意义。 3、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亚洲经

济一体化的步伐显然落后于前两个地区。这是因为亚洲情况

比较复杂，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政治经济制度不同，民

族宗教传统不同等等，一时难以建成一体化集团。根据澳大

利亚的提议，首次亚太经济合作部长会议于1989年11月在堪

培拉举行；1991年中国政府正式参加；1993年增加了亚太经

合组织非正式首脑会晤，并正式采用亚太经济合作组

织(APEC)的名称。1994年11月的茂物会议确定了贸易投资自

由化的两个时间表，标志该组织向区域经济集团方向发展取

得了重要的成果。与其他两个组织相比，亚太经合组织有许

多特点。从发展阶段来看，它仍然属于一个政府间合作的经

济论坛；从组织原则看，它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组织方式，即

在承认多样化的前提下，实行互利、协商一致、自愿、灵活

的原则，多形式、多结构地推进本地区的经济合作。目前该

组织成员有21个。 除了上述这三大区域化组织外，还有众多

的经济集团遍布世界各地。战后最早出现的区域经济集团化

组织是1949年建立的经济互助委员会，目前世界上主要的区

域集团组织有30个左右，涉及将近三分之二的国家。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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