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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日本金融市场的现状

日前
,

日木的短期金融市场仍以银行 i司市场为中心
,

但随着金融 自由化和国际化的进展以

及金融管制放松
,

公开市场的规模正在扩大
,

金融资产交易也趋于多样化
。

在这种情况下
.

短期

金融市场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

1 9 9 1 年末
,

日本主要短期金融市场的规模 (银行同业拆借市

场
、

票据买卖市场
、

债券现先市场
、

c D 市场等 )达 80 万亿 日元
。

1 9 9 4 年末银行间市场的规模是
1 9 7 5 年末的 7

.

4 倍
,

从公开市场的规模来看
,

19 9 4年末是 1 9 7 5年末的 30
.

6 倍
。

并且
,

公开市

场占短期金融市场的比重也从 19 7 5 年末的 21
.

2%增加到 19 9 4 年末的 52
.

5 %
。

但同时也应该

看到
,

由于放松对大额定期存款和市场利率连动型存款的管制
,

事业公司的资金正开始从公开

市场流向存款市场
,

将使公开市场的增长率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

从
一

长期金融市场来看
,

证券市场的规模扩大了
。

尽管靠大量发行国债急剧扩大的债券市场

由于财政再建的进展和国债的净增长速度减慢
,

其扩大势头也大幅度降低
,

但可转换公司债券

}
一

场的发行量骤增
,

发行余额也急剧扩大
,

与此同时
,

股票市场也显示出旺盛的活力
。

从 1 9 8 2

年 8 月开始
,

日本证券市场的股票价格出现了 5年的持续上升
。

东京股票市场的时价总额也从

1 9 8 2 年的 9 8 0 9 0 2 亿日元
,

剧增到 1” 1年底的 3 7 7, 2 4 1亿日元
,

日不证券市场已成为
一

世界主

要证券市场之 一
。

马 来 西 亚 经 济发展 浅 析

赵 洪

主要成就

独立前
,

马来西亚经济带有典型的殖民地经济特征
,

经济发展主要集中在橡胶
、

油棕等热

带经济作物上
。

19 5 7 年独立以后
,

马来西亚政府逐渐改变原有的经济发展轨迹
,

在完成两个五

年规划后
,

于 19 6 6年开始实施第一个马来西亚五年计划
。

至 1 9 9 5 年已实施了六个五年计划
,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

综合实力大大增强
,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
.

国内经济增长率稳步上升
,

经济规模迅速扩大
。

1 9 6 0一 1 9 8 0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率是 6
.

6%
。

80 年代
,

由于受世界经济环境的影响
,

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降
,

但从 80 年代中后

、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讲师 (邮编
:
3 6 10 0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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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开始
,

又出现快速增长的势头
。

1 9 8 8一 1 9 9 4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 8
.

3%
,

在亚洲仅

次于中国
。

随着经济的发展
,
国内经济总量也不断扩大

。

1 9 9 4年国民生产总值 (按 1 9 7 8年不变价格

计算 )达 1 04 1亿马元
,

是 1 9 7 8 年的 2
.

88 倍 ; 1 9 9 3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按 1 9 7 8 年不变价格

计算 )为 5 0 2 2 马元
,

是 19 7 5 年的 1
.

5 2倍①
。

2
.

经济结构发生明显变化
。

从 60 年代开始
,

马来西亚的工业 (尤其是制造业 )的增长速度

就一直超过农业的增长速度
,

服务业的增长速度则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保持一致
。

到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
,

经济结构已发生显著的变化
,

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经从 1 9 6 0

年的 40
.

5%下降到 1 9 94年的 14
.

5%
,

制造业则从 8
.

6写上升到 30
.

1写
,

服务业大致保持原来

的比例 (详见下表 )
。

1 9 6 0一 1 9 9 4年马来西亚产业结构的变化 (% )

1 9 6 0a 19 6 5 19 7 0 1 9 7 5 1 9 8 0 1 9 8 5 1 9 8 8 1 9 9 3 1 9 94

农 业 4 0
.

5 3 1
.

5 30
.

8 2 7
.

7 2 2
.

2 2 0
.

7 2 1
.

2 1 6 1 4
.

5

制造业 8
.

6 1 0
.

4 1 3
.

4 1 6
.

4 2 0 1 9
.

6 23
.

9 3 0 3 1
.

6

服务业 4 4
.

6 4 5
.

1 4 1
.

9 4 5 3 9
.

9 4 4 4 2
.

2 4 4
·

4 4 4
.

5

a
.

仅指马来亚半岛
.

资料来源
: 《马来西亚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

,

马来亚大学
,
1 9 9。年版

。
19 9 3年以后数字引自马《南洋商报》1 9 9 5年 3 月

3 0 日
。

经济结构的变化还表现在就业结构上
。

60 年代以后
,

随着国内工业化的兴起和产业结构

的演进
,

就业结构发生了变革
,

表现为农业劳动力急速下降
,

就业于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劳动

力大幅增长
。

到 1 9 9 3 年
,

就业于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例从 19 7 6 年的 43
.

6 %

下降到 21
.

4%
,

就业于制造业部门的比例则从 14
.

2%上长到 24 %气
3

.

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

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过程
,

是一个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过程
。

外贸发展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
一是进出口贸易额急剧增加

。

19 9 4 年进出口总值达

29 3 5 亿马元
,

其中出口为 1 4 8 6亿马元
,

进口为 1 4 49亿马元
,

分别为 1 9 7 6 年 134
.

42 亿马元和

9 7
.

13 亿马元的 11 倍和 1 3
.

6 倍 ;二是外贸商品结构中
,

出口由以初级产品为主转为以制成品

为主
,

进口由以消费品 (包括食品
、

耐用消费品 )为主转为以中间产品 (包括制造业
、

建筑和农业

用的中间产品 )和资本品 (包括机械运输设备和金属制品 )为主
。

60 年代初
,

出口商品结构以棕

油
、

原木
、

橡胶
、

锡等初级产品为主
,

其中橡胶和锡就占全部出口商品的 63 %以上
。

到 1 9 9 4 年
,

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比重达到 78
.

2%
,

总值达 1 202 亿马元 ;其中又以电子电器产品为主
,

总值

达到 763 亿马元
,

占全部制成品出口总值的 63
.

5 %③
。

从 80 年代起
,

进口商品结构开始出现明

显变化
,

消费品的进口从 1 9 7 5年的 2 3
.

3%下降到 1 9 8 0年的 1 8
.

5%和 19 9 2 年的 1 6
.

1%
,

中间

① 亚洲开发银行
:

《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主要经济指标嵘 172 页
.
19 9 5年

.

② 〔马来西亚〕《南洋商报 》
,
19 9 5年 3 月 3 0 日

。

③ 〔马来西亚〕《南洋商报》
,
19 9 5年 3 月 3 0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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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和资本品的进口则从 19 6 5年的 0 5
.

9 %
_

上升到 1 1 9 8 0年的 9 7
.

9 %和 19 9 2年的 8 3
.

3%
。

经济发展的若干因素

马来西亚经济在三
一

f
一

几年间能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就
,

当然与整个国际经济环境分不开
,

但

许多内部因素更是促使其健康稳定成长的关键所在
。

这些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1
.

正确的经济发展政策
。

独立初期
,

马来西亚政府面对国内经济发展水平低
,

失业率高
,

橡

胶
、

锡等农矿初级产品出口价格不稳定等特征
,

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进口替代消费品工业
,

如

纺织工业和食品工业
。

70 年代初
,

政府又根据国际市场对劳动密集型产品需求扩大的情况
,

适

时地调整了经济发展策略
,

侧重发展以出口为主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
,

建立了电子电器
、

车

辆装配等产业
,

日的是促使经济结构朝着合理的构成演进
,

增强本国产品对世界市场变化的应

变能力
。

80 年代以后
,

随着国内经济基础
、

资金
、

技术的改善
,

开始侧重发展重化工业
,

进一步

提高工业化水平
,

以满足国内工业生产对中间产品
、

资本货物日益增多的需要
。

进入 90 年代以

后
.

针汉寸国内已经出现的劳动力供应短缺
、

地价上涨
、

社会基础设施不足等问题
,

马政府又调整

了级济发展战略和政策
,

鼓励外商和本国企业投资发展资本和知识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
。

2
.

制定优惠的投资政策
,

积极吸引外国资金和技术
。

马来西亚政府十分重视引进外资参与

国内经济建设
.

1 9 6 8年颁布《投资奖励法案》
.

后来又颁布了《自由贸易区法案 》
、

《 1 9 8 6一 1 9 9 5

年工业发展规划》
、

《投资促进法》
、

《 1 9 91 一 20 叨 年长远发展计划 》等吸引外商投资的优惠和保

护政策
,

致使外资大量涌入
。

19 7 0一 19 9 3 年共吸引外资 6 1 4 亿美元
。

其中 1 9 9 2 年获准的外资

高达 1 n
.

2亿美元
,

1 9 9 3 年有所回落
,

为 55 亿美元①
。

这些外资不仅基本解决了国内投资资金

不足的问题
,

而且改变了原有落后的产业结构
,

确立了一批新的产业部门
。

外商投资主要集中

在食品加工
、

电子产品
、

石油加工
、

纺织和非金属矿产品等领域
,

1 9 9 0 年以后有流向高科技产

业
、 _

咦础设施等部门的趋势
。

3
.

重视教育
,

大力提高劳动力素质
。

马来西亚政府在推行工业化战略初始
,

就把发展教育
、

提高人的素质作为优先发展的项目
。

教育开支始终在政府支出中占很大比重
。

1 9 5 7一 19 8 0 年

教育总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 2
.

8%
_

上升到 5
.

6%
; 1 9 9 2 年教育开支占政府总支出的

16
.

8%
,

为最大部分
,

高于国防开支 ( 14
.

8% )
。

在教育策略上
,

马来西亚政府在发展普通教育的

基础上
,

注重发展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
。

1 9 6 8一 19 8 0年
,

职业技术学校从 8所增加到 38 所
,

学

生人数从 4 6 6 5 人上升到 1 7 9 8 4 人
。

19 7 0一 1 9 8 0年
,

各类技术学校和管理部门共训练 5 2 5 2 0

人
。

到 19 8 0年
,

大学从独立初的 1所发展到 7所
。

1 9 8 5 年大学人学率达 6
.

6 %
。

重视职业教

育和高等介育的政策造就了大批熟练劳动者和各类专业人才
,

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

增强了

企业的竞争力
,

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

4
.

良好的投资环境
。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

一是国内政局稳定
。

马哈蒂尔自 1 9 8 1年任总

理以来
,

努力建立一个
“

廉洁
、

有效率与可信赖
”

的政府
,

肃查贪官污吏
,

遏制联邦与州之间的政

治内争
;

_

二是国内基础设施较好
,

金融环境优良
。

马来西亚政府历来重视基础设施建设
,

基础设

施的投资始终在国家投资计划中占很大比重
,

如今已经形成了较发达的海陆空运输和通讯网

① 广西社科院《东南亚纵横》
,

1 0 9 4年第 3 期
,

第 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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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
。

在金融环境方而
,

国内金融业发展程度较高
,

通胀率始终控制在较低水平
,

本国货币汇率稳

定
。

这些都是吸引外资
、

促进国内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
。

问题与前景

马来西亚经济虽然取得显著成就
,

但亦存在不少问题
,

主要表现在
:

1
.

工业结构发展不平衡
,

基础工业脆弱
。

马来西亚的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是在 70 年代以

后发展起来的
,

并且是以电子和电器工业为支柱
。

1 9 9 4年电子和电器业分别占制造业全部产

量和出口量的 0tl %和 63
.

5%
,

占国家全部出口的 49
.

6%
。

由于这种电子工业多为夕!有投资的

零部件加工工业
,

附加价值并不高
,

对制造业的内部联系以及与其它产业之间的联系极其脆

弱
,

对扩大工业基础
、

深化工业层次的作用极其有限
。

2
.

工业发展中对外资依赖过重
。

不可否认
,

外商投资在马来西亚经济发展过程中曾发挥过

很大的作用
,

但外资项目多集中在一些投资少
、

见效快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上
,

外

商不断汇出利润
、

股息和技术转让费等收入
,

增加了国际收支赤字
。

19 8 9 年以来
,

经常帐户连

年出现不同程度的赤字
,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夕}嘀企业不断汇出利润
,

导致服务项目赤字持

续扩大
。

1 9 9 4年经常帐户中服务项目的赤字高达 1 57 亿马元
。

3
.

劳动力短缺问题日益严重
。

马来西亚 自 70 年代开始就出现劳工短缺问题
,

进入 80 年代

后
,

这一问题日趋严重
。

由于城市发展带动了建筑业的发展
,

而且大量涌进的外资企业都偏重

于劳动密集型行业
,

使原来就紧缺的劳动力更加紧缺
。

另一方而
,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出生

率的下降
,

劳动力的供给呈现不断减少的趋势
。

1 9 6 5~ 1 095 年劳动力人口年均增长 3
.

8%
,

而

据世界银行预测
,

1 9 9 5~ 2 0 2 5年劳动人 口的年均增长率将降至 2
.

1%①
。

劳动力的短缺尤其是

技术人才的短缺将严重制约马来西亚未来经济的发展
。

4
.

贫富差距拉大
。

贫富不均主要表现在地区间经济差距和人口收入差距拉大
。

目前马来

西亚的大部分投资集中在西部沿海地区的几个州
,

如雪兰获
、

槟城等
。

在收入分配方面
,

1 9 8 9

年占总人 口 20 %的最低收入阶层在整个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仅为 4
.

6%
,

而占人 口 20 %的

最高收入阶层却占 53
.

7%②
。

90 年代马来西亚根据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变化
,

重新制定了经济发展战略
。

1 991 年 2 月

马哈蒂尔总理提出了
“

公元 2 0 2 0年宏愿
” ,

目标是马来西亚在公元 2 0 2 0年迈入世界先进国家

行列
,

每 10 年经济翻一番
,

经济年均增长率保持在 7%左右
,

到 2 020年
,

国内生产总值为 1 9 9 0

年的 8 倍
,

约 3 2 0 0亿美元
。

为此
,

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措施
:
1

.

加快制造业的发展
,

建立先进合理的产业结构 ; 2
.

努力改善投资环境
,

大量吸引外资 ; 3
.

加快企业私营化的步伐
,

刺

激经济快速发展 ; 4
.

遏制通货膨胀
,

确保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

马来西亚自然资源丰富
,

经济基础较好
,

对外经贸联系广泛
,

是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最具

活力的国家之一
。

许多经济界人士对马来西亚未来的经济前景一致看好
,

马政府也对此充满信

心
。

只要马来西亚坚持既定政策
,

保持国内政局稳定
,

其经济发展宏伟蓝图可望如期实现
。

① 转引自〔马来西亚〕《资料与研究 》
,
1 9 9 5年第 17 期

,

第 15 页
。

② 世界银行
:

《 1 9 9 3年世界发展报告》
,

第 29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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