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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8A_A1_E5_B8_88_E8_c29_34304.htm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

际贸易发展速度经历了由迅速发展转向缓慢、停滞和回升的

不稳定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大体上可分 为以下两个阶段： 

一、第一个阶段 从第二次大战结束初期到1973年，是国际贸

易迅速发展阶 段。这一阶段国际贸易增长速度之快在历史上

是空前的。它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战后世界出口贸

易量的增长速度大大 超过战前。从1948年到1973年，世界出

口贸易量的年均增长率为7．8％，而战前，从1913年到1938年

世界出口贸易量的年均增长率仅为o．7％。(2)战后世界出口

贸易量的增长速度超过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战后，从1948

年到1973年，世界工业生产的年均增长率为6．1％，低于同

期世界出口贸易量的增长速度。(3)工业制成品在国际贸易中

所占的比重从1953年起一直超过初级产品所占的比重；燃料

在初级产品贸易中所占比重急剧上升；在制成品中，机械产

品在各大类商品中增长最快。 这个阶段国际贸易迅速发展的

主要原因： 1．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

展为国际贸易迅速增长打下了基础。 2．国际分工和生产国

际化的深入和扩大促进子战后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 3．跨

国公司的发展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增长。 4．战后国际金融贸

易组织的建立和经济一体化有利于国际贸易的扩大。 二、第

二个阶段 从1973年到90年代初，是国际贸易发展缓慢、停滞

与开始回升的不稳定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可分为两个时期： (

一)第一个时期 从1973年到1985年，是国际贸易缓慢发展，甚



至停滞的时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世界出口贸易量

的增长速度放慢，甚至停滞。从1973年到1985年，世界出口

贸易量的平均增长率为2．4％，较1948年到1973年世界出口贸

易量的年均增长率下降三分之二以上。其中，有的年份表现

更为突出。1981年世界出口贸易量增长停滞，1982年世界出

口贸易量不仅没有增长，据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估计，反而下

降2％。 (2)出口贸易量的增长速度低于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

。1973年到1985年世界工业生产的年均增长率为2．9％，高于

同期世界出口贸易量的增长率。 (3)出口贸易值增长起伏较大

。世界出口贸易值在1973年以后仍有较大的增长，并于1980

年达到最高点为20014亿美元。但在该年以后世界出口贸易值

便逐年下降，1983年降到最低点为18066亿美元。1983年以后

，随着工业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世界出口贸易值又开始回

升，但一直到1985年仍然没有恢复到1980年的水平。 本时期

国际贸易增长速度放慢，甚至停滞的主要原因： (1)经济危机

的爆发。1974年到1975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经济危机标志

着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迅速发展阶段已经结束，进入了“

滞胀”时期。其表现是：两高(高失业率、高通货膨胀率)一

低(低经济增长率)。在这次经济危机之后，许多国家的经济

一‘直回升无力。大量工人失业已成为经常的现象。与此同

时，严重的通货膨胀也直困扰着这些国家。80年代初，资本

主义世界又爆发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由于经济危机的

爆发，投资和生产长期不振，市场萎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转嫁危机，缓和国内的失业，都高筑

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限制外国商品的进口，这样，就直接影

响了对外贸易的发展。 (2)能源危机的爆发。所谓能源危机就



是1973年以来的石油供应短缺和价格猛涨，1973年开始的第

一次石油冲击使油价猛增三倍多，1979年油价又提高一倍。

能源危机使贸易条件和国际收支状况大大恶化。石油价格的

上涨促使了原料和其他产品成本的提高，因此使制成品价格

上涨，从而不利于产品在国外市场的竞争和销售，影响了贸

易的发展。与此同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加快了对能源的

开源节流和能源转化运动，大大节省了对传统能源的消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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