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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为了加强对西方比较经济学的研究，迁步创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

的比较经济学体系，包括体制比较、政菜比较、发展比较、理论比较等，上诲外国经济

学说史研究会西方比较经济学研究分会与本刊3月中旬联合举行
“

加强研究西方比

较经济学
“

学术研讨会。参加研讨会的有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同济大学社科系、上海社

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上诲财经大学经济学系等单位的部分学者。现将提交会议

的部分论文摘登出来。

西方比较学派的
“

市场社会主义
“

理论简析

程思富

市场与社会主义的内在关联，一 直是西方比较经济理论的研究重点。 分析这一学说的演

变有助千汲取西方的科学思想，丰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西方
“

市场社会主义
”

的思想是在实践和争鸣中不断深化的。 早在社会主义国家尚未出现

的1908年，意大利巴罗内就针对荷兰皮尔逊的观点，论证只要对资源、偏好和生产函数有足够

的知识及求解方程的能力，中央机构模拟市场职能，便可以实现
“

帕累托最优
“

，从而为社会主

义经济计算奠定了数学和逻辑的方法论基础。 接着，1929年美国泰勒推进了遭奥地利米瑟斯

批评的巴罗内观点，指出国家在决定公民的货币收入和依据成本定价的前提下，可用
“

试错法
”

即根据商品供求状况来校正价格，达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值得称赞的是，波兰兰格发表《社会主

义经济理论》(1938年），在批驳米瑟斯的论点中进一步发展了泰勒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没有

狭义价格即市场价格，只有广义价格即均衡价格，才是经济计算的工具，而确定均衡价格可以

运用
“

试错法
”

来解决，并不需要去求解千百万个方程组。 兰格把社会主义定义为：为了使社会

福利最大化而以自觉的方式进行决策的社会，提出最理想的资源配置方法，是在物品分配中以

市场价格为基础，对不同地区劳动力分配中以自由劳动力市场为基础，根据消费品市场和劳动

力市场原则，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决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引人注目的是，1934年勒纳在反

驳道布对狄根森的批评时说：由千对经济计算的要求，价格和市场不再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概

念，而被认为能够至少象资本主义交换经济中一样地利用这些手段，而且能够利用得更好。 他

强调，自由的价恪制度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按需分配精神是符合的．社会主义需要市场和自由价

格制度，并在《统制经济学》(1944年） 一 书中再次阐发了这些原理。可见，在本世纪30年代，以

泰勒为代表，已经较明确地提出
“

市场社会主义
”

的内沥（参见荣敬本、刘吉瑞：《比较经济学》，

辽宁人民出版社］990年版）。

战后，随着南斯拉夫市场化改革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体制调整的兴起，许多西方比较经济

学家正式提出和论证
“

市场社会主义
”

的概念。其一 ．在µ社会主义经济：组织选择的研究》(1967

年）的专著中，美国沃德巳经常使用
“

市场社会主义
”

的词汇。 其二，美国格鲁奇在《比较经济制

度》Cl 977年） 一 书中清晰地指出，尽管南斯拉夫的市场社会主义是公有制占统治地位，美国的

私人资本主义是私有制占统治地位．但它们仍有可能按大体相同的方式运行．并称南斯拉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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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为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 其三，1980年美国格雷戈里和斯图尔特在《比较经济制度学》的

著作里写道：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以生产要素公有制为特征的经济制度；决策权是分散的，由

市场机制加以协调；采用物质刺激和精神鼓励的手段促使参与者去实现目标。 他们认为、兰格

模型是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其现实变体是合作的或自治的经济。其四，在《可行的社会主

义经济学》(198 3年）一书中，英国诺夫提出的
”

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
“

模式，实质上是一种没有

大私有制和有较强宏观调控的
“

市场社会主义
”

模式。其五，1985年美国博恩斯坦在《比较经济

体制》的教科书中作了这样的概述：市场社会主义试图把下述社会主义原则中的前两项和第三

项结合起来：（1 ）集体所有制，（2 ）收入分配中有限的不平等，（3 ）利用市场和价格分配资源和产

品。 其六，在80年代形成了英国的市场社会主义流派，其代表人物埃斯特林和格兰德声称
“

要

将市场与社会主义
｀

联姻 ＇ 在一 起。我们希望证明市场是能够用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的
＂

。其

七，美国《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1987年）的定义如下：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经济体制

的理论概念（或模式），在这种经济体制中，生产资料公有或集体所有，而资源配置则遵循市场

（包括产品市场、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规律。

进入90年代以来，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不因原苏东国家解体而消亡｀反而出现了新的

发展势头。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院罗默和伯克利分院巴德汉分别在《社会主义的未来》(1994

年）和《市场社会主义》(199 3年）的著作中阐述了市场社会主义的新构想。他们认为，市场社会

主义就是把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创造一种既有经济效益，又使全体公民享有

更多社会平等的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投资构成纳入计划，而产出构成、价格和劳动力均不

纳入计划；国家运用5 — 20 种利率来指导投资；借鉴日本经验，实行公司互相控股以促使贯彻

利润最大化原则；公司利润在纳税后以
“

社会红利
”

的形式在所有成年公民中平等分配。

这里，可对西方
“

市场社会主义
“

理论作几点简评：首先，这一理论形成的合理轨迹是：计划

模拟市场的纯粹社会主义（巴罗内等)-计划部分模拟市场的半市场社会主义（兰格等)-有较

强国家调控的市场社会主义（诺夫和罗默等）。其次，计划社会主义在理论模型和经济计算方面

确实是可行的，但由千现存生产力所决定的人的管理素质不适应计划社会主义，因而现阶段只

能实行国家主导型市场社会主义。再次，在 30-90年代赞同社会主义的西方学者中，不少人主

张在生产要素公有制的基础上实现 有较强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或者将
“

市场社会主义
”

作为一种可行的经济模式而部分地加以肯定，这是人类科学思维的进步。 最后，包含发展大私

有制经济在内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市场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需要在实践中不断

改进和完善。 中国推行的市场社会主义，实质上应是一种
“

法人社会主义
”

和
“

劳动社会主义
”

。

这是综合某些西方学者思想精华的科学结论。

略论各国经济发展的比较方法

钱连源

经济发展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一个现实间题，由此必然会产生 一国经济自身的纵向比

较和各国经济的横向比较。 然而，无论是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都必须首先解决这样三个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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