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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4/2021_2022_2009_E8_80_

83_E7_A0_94_c73_534420.htm 人口、粮食、能源、水资源、

生态环境等全球性经济问题 全球性经济问题是指在世界范围

内普遍存在的影响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人口问题主

要表现为人口的持续膨胀。1927年世界人口只有20亿，到1987

年即突破了50亿，l999年达到60亿。如果按现在的出生率预测

，到21世纪末世界人口将达到l20亿～l40亿！人口膨胀已对世

界的经济、政治及社会造成极大的压力。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是困扰和阻碍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另一大难题，具体表现为

：全球温度升高的温室效应、臭氧层的破坏、酸雨蔓延、水

污染、空气污染、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森林破坏、未经

处理的生产和生活垃圾以及农药和工业化学品所造成的污染

等日趋严重。近年来，粮食问题日益突出。据联合国粮农组

织提供的数据，l990年以来，世界粮食产量只增加了2.3％，

而人口却增长了10％。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一再发生粮荒

，夺去了数千万人的生命。目前世界上处于饥饿状态和营养

不良的人数至少8亿。 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 发展不平衡是世

界经济的基本规律。"不平衡"既指发展速度上的差距，又指

发展水平、经济实力的差距。主要表现在： 1.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之间的经济不平衡西方世界由战后初期美国的一枝独秀

演变为现在的美国、欧盟、日本的三足鼎立。随着今年欧盟

东扩的成功，欧盟已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

2.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它主要反映在人

均国民生产总值差距和经济结构的现代化程度上，在科学技



术的发展和应用上的差距更大。发展中国家文化教育事业落

后，文盲充斥。若不解决这些问题，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

的差距只会愈来愈大。世界2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的172家属

于美、日、德、法、英五国。在世界30多万亿的国内生产总

值中，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占70％以上。世界上20％最穷

的人人均收入只有163美元，相当于世界上20％最富的人人均

收入的l／140. 3.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发展中国家的

社会历史和国情不同，奉行的经济发展政策差别很大，因此

，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取得经济成功的同时，许多低收入

国家的经济仍然停滞不前，发展中国家之间出现贫富差距拉

大的现象。百考试题祝大家牛年大吉！ 世界各国不断调整 经

济结构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和新科技革命的加速发展，为了

在当前和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世界各国尤其是

经济大国，都在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加强合

并，跨国兼并方兴未艾。这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突

出特点。 经济调节机制的调整与改革。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

调节的基本趋向，是由迷信市场的自发调节向主张一定程度

的政府干预演化，主张对经济进行政府干预和调节的凯恩斯

主义得到了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相

继进行了的经济体制改革，大胆地把市场与社会主义相结合

，积极培育市场体系，努力把市场调节和政府宏观调控有机

结合起来。积极发展商品货币关系和利用市场机制，是几乎

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共同方向。市场调节与政

府干预的越来越紧密的配合，是现代各国经济调节体系发展

的基本趋向。所有制实现形式的调整与改革。在资本主义国

家，资本的股份化成为资本主义经济中一个突出的趋向。20



世纪70年代以来，这种股份化的趋向又有了新的发展，法人

资本逐渐取代自然人资本占据了主导地位。在社会主义国家

，开始对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进行艰难而又积极的探索，努力

寻求新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以便既坚持公有制的本质，又能

适合现代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要求。 跨国公司的作用 跨国

公司是指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同时进行经营活动的公司企

业，它包括母公司及其在国外设立的分公司。是世界经济中

集投资、贸易、金融、服务等功能于一身的特殊主体。跨国

公司是高度国际化的垄断资本组织，经营目标是最大限度地

追逐国际高额垄断利润。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迎来

黄金时代。发展更加迅速，作用日益突出。据联合国贸易和

发展会议2001年9月公布的数据，全球跨国公司6.3万家，分布

在世界各地的分公司和子公司达80余万家，控制了世界生产

的40％，国际贸易的60％，国际技术的60％～70％和对外直

接投资的近90％。 跨国公司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它推动了国

际分工的深化，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客观上发挥了合理

的资源配置者的功能，有利于各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发展。

同时也应该看到，在现存国际经济秩序。跨国公司强化了发

达国家的资本优势和技术优势，加深了南北矛盾。一些跨国

公司甚至凭借强人的实力，操纵弱小国家的经济命脉，插手

他国内政。 中国、印度的和平崛起 以中国、印度、俄罗斯、

巴西"金砖四围"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持续快速发展。同时

在2004年油价高涨以来，以俄罗斯、伊朗、巴西、沙特阿拉

伯为代表的资源生产国快速崛起，世界经济秩序出现重人变

化。尤其是中国、印度的和平崛起，开始引起世界东西方。

文明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的结构性改变。 20世纪90年代以



来，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其在东亚乃至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

大为提高。除美国外，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为引擎。中

国市场潜力巨大。已成为世界第三大进口市场和亚洲第大进

口市场。2004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达到11548亿美元。成为节世

界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发动机。中国的发展目标是，到2020

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达到4万亿美元左右，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左右。这意味着中国市场的

规模和总需求将要翻两番。在这一进程中。世界各国都能够

从中国的发展中找到发展机遇和巨大商机。中国的发展不仅

造福中国人民，也给世界各国带来了发展机遇。随着中国经

济不断发展，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不断加大。 

自2001年加人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很好地遵守了世贸组

织的规则，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催化剂。在亚太地区，

中国积极参与与东盟的合作。中国加快了与本地区经济体的

融合，日本约一半的经济增长是由中国推动的。中国市场的

逐步开放和中国对世界贸易制度的积极参与为各国创造了更

多的就业机会，推动了全球经济的进一步增长。 在中国经济

持续增长、和平崛起的同时，在1991年以来的l0多年间，印度

年均经济增长率达6.1％，2004年达6.9％。印度国家统计局公

布了2006～2007财政年度（截至2007年3月31日）的经济增长

预期，认为印度国内生产总值全年增幅将达到9.2％。印度在

过去15年的GDP平均增长率高居世界第二，仅次于中国。一

些国际权威机构甚至预测今后若干年，印度经济将保持8％以

上的高增长率，在一代人时间内，印度将崛起为世界上仅次

于美国、中国的第三大经济体。自2003年以来，随着生产率

的高速增长，印度的潜在增长率出现了结构性的增长，这种



结构性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大。 印度的优势仍然是

其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层和法律、机构和金融市场等"软基

础设施".在高端市场上，印度有大量英语流利的技术人才。印

度经济发展的一个优势是软件业高度发达，印度的软件行业

在短短l0年间将日本和欧洲远远抛在后面，成为仅次于美国

的全球第二软件大国，印度软件业的增长率近几年都达到50

％以上。印度还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发展目标：2008年要实现

软件出口500亿美元，力争成为世界软件出口的龙头。当然，

印度的发展也有不利的因素，一方面是传统种姓社会所造成

的根深蒂固的社会不平等、巨大的贫富差距，另一方面是印

度国内的宗教矛盾及其民主、分权体制也使印度往往不能集

中全国的力量办大事，使其突破某些发展瓶颈的难度更大。 

在中国、印度和平崛起的巨大挑战面前，欧美日等西方国家

基本采取拉印、抬印、联印而抑制、遏制、打压中国的联合

战略。美国为此与印度签署民用技术核协议，实际上帮助印

度取得了世界核大国俱乐部成员国的合法地位，既是为了抢

占印度巨大的核电市场并且通过民用核技术合作牵制印度的

军用核技术发展，但更是为了以所谓共同的民主价值观为基

础，拉拢印度，围堵、打压和遏制中国。但是，美国单极霸

权的世界战略与印度独立自主的和平崛起及其多极化的国际

政治主张也存在着根本的矛盾与冲突，美国不会容忍印度把

印度洋变成"内海"的海军发展战略。印度的目标是成为一个

有声有色的世界大国，不可能完全倒向美国，也不会完全得

罪中国，把一个正在崛起的巨大邻国变成印度的敌人不符合

印度的根本利益。印度外交战略是在中美两国之间左右逢源

，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印度与中国同为世界发展中大国，



都拥有悠久的历史文明，在建立多极世界新秩序方面具有根

本的一致性。 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

抬头。开始对经济全球化持消极态度，起消极作用 经济全球

化是西方为主导和占优势的，但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基础是生

产国际化及其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合理配置，又有其不

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随着中国、印度等新兴

制造业、服务业大国的崛起，包括在俄罗斯、伊朗、委内瑞

拉等世界油气资源大国崛起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又面临后者"

后发比较优势"的挑战。因此，近年来，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出

现了一股"新贸易保护主义"思潮，运用传统的关税壁垒以外

的标准制定权、技术壁垒、环保以及劳工壁垒等新手段，在

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按照本国的经济社会特征，强化在世

界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不惜以其在"贸易自由

化"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和单边立场，维持其在国际经济竞争中

的支配地位及其超经济剥削收益，实质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

治，是维护世界经济旧秩序。，"新贸易保护主义"是当今全

球经济博弈的新形式，对中国的发展与崛起有较大的负面影

响。 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特征 （1）在多边贸易体制的空

间内打"合法"的传统贸易保护牌，如反倾销、反补贴等。 （2

）根据自己的经济社会的先发优势，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后发

劣势，创造种种新的贸易壁垒，如技术标准壁垒、绿色环保

壁垒、知识产权壁垒、劳工标准壁垒，等等。 （3）贸易保

护的范围在扩延，不仅包括货物贸易，还延伸至服务贸易、

金融、汇率、知识产权等领域。 （4）对核心技术实行垄断

性保护，歧视性地要价。 （5）直接挑战世贸规则，如美国

运用其国内"301"条款采取单边贸易制裁措施。 新贸易保护主



义，是经济全球化中的逆流和漩涡，它会使多边贸易体制脆

弱化，无益于全球经济要素更顺畅地流动、更合理地组合，

也无益于全球社会发展均衡。从长远看，则无益于全球环保

和经济可持续发展。这种手段玩过了头，也会伤及发达国家

自身的经济。对中国而言，应对"新贸易保护主义"，只有积

极参与博弈，才能维护自身利益。对外，在现今的体制和规

则下，采取必要措施维护本国利益。对内，要适应世界贸易

的形势和环境，及时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国家内需拉动的比

重，坚定执行扩大内需的方针。着力提高产业的技术档次，

包括环保要求，掌握更多的自主核心技术。 百考试题编辑祝

各位好运！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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