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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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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问题，即：（1)经济发展的内涵如何把握；（2）衡量和比较经济发展的指标怎样选择；（3）比较

经济发展的方法怎样确定。

对千经济发展的基本内涵，从来就没有被严格界定过。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归纳起来

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一是
“

经济增长论
＂

，即经济发展意味着财富的不断增加。 二是
“

结构体制

论
“

，即经济发展应视为经济增长加经济结构和体制变革。 三是
“

最终效果论
”

，此观点认为，理

解经济发展应从它的最终效果出发。

虽然对经济发展基本内涵的把握有如上三种不同的解释，但人们现在一般都倾向千认为，

把经济发展仅视同为经济增长是不妥的，
“

有增长而无发展
”

也是常见的现象。 例如，经济增长

了，但效益却没有提高，甚至还出现了下降的状况；生产的增长是以环境污染加重、生态失衡加

剧为代价的；生产虽有增长，但分配却不甚合理，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等等。因此，经济发展的基

本内涵应包括三层含义：一是随着经济发展社会物质财富会不断丰富和增加，人们的经济福利

需求能不断得到满足；二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着结构体制的不断变化和演进，人们对生态

环境的需求也应得到相应的满足；三是随着经济发展，经济公平、经济民主不断得到改进，人类

自身也日益完善，从而人们的社会心理需求也不断得到满足。

衡扯和比较经济发展所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指标体系该如何选择和设计。 按照马克思

主义的社会发展观，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也是人的全面发展过程。 因而，在测批和比较经济发展

的时候，除反映经济和社会结构等指标外，还必须要有反映社会福利和人的自身发展等方面的

指标，这些指标包括：

l． 总量指标。 一国经济的发展，首先表现为该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和人均收入的提高。 目

前，人们普遍采用GNP或人均GNP来衡量和比较各国的经济发展。2. 结构指标。反映生产结

构变化方面的指标，通常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产值或劳动力占GNP或社会劳动力总董的

比重来衡量；反映经济联系、完整和发达程度的指标，通常用二元经济结构指标来衡量；反映一

国外向型程度的指标，通常用对外贸易结构指标，即进出口总额占GNP的比重来加以反映。

3. 人口素质指标。 4． 生活质童指标。

在对不同国家经济发展进行比较的时候，还需解决采用何种方法进行比较的问题。由千各

国产值或收入是按不同货币计算的，在比较时，需要采用同 一货币对各国产值或收入进行核

算。通常采用的方法有：1. 汇率法。即是将各国以不同货币表示的GNP按官方汇率或交易汇

率统一核算成以美元表示，以便加以比较。 此法的优点是计算简单易行，缺点是实际汇率可能

定值过高或过低，无论哪种情况，经过折算后用美元表示的GNP同真实GNP可能会不相符，

从而使比较的真实性大为降低。 2． 购买力平价法。 即用国际通用货币美元的价格分别计算每

一种产品和劳务。 此法认为，汇率取决千各国货币名义购买力的对比关系．各国货币名义购买

力取决千各国货币数量和物价水平。 货币实际购买力和这两者成反比。 即物价水平高和货币

数量多的国家，货币实际购买力往往低千其名义购买力，反之亦然。 又因为物价水平和货币数

量往往与收入水平成正比，所以，高收入国家的货币名义购买力容易被高估，低收入国家的货

币名义购买力则常常被低估。

由此可见，无论是汇率法还是购买力平价法，都存在着自身的某些缺陷，目前，世界银行、

联合国及 一些国际组织和专家、学者都在谋求用一 种通用的方法，来对各国经济发展进行比

较，在尚未实现之前，汇率法作为 一种大家普遍接受、联合国承认的方法，还是具有一定参考价

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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