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方市场径济体刺的变化趋向众启示

顾钰民

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体制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演变，有以下三个变化趋

向：

1. 由传统私有制向现代私有制转变。 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其市场经济体制的所有制基础。

但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具体形式，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到垄断，再到国家垄断的发展，也

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即逐步扬弃传统私有制的形式，向现代私有制演变。 与资本主义古典形态

的市场经济体制相联系的传统私有制，其基本特点是：企业财产由作为自然人的个人所有，企

业个人所有是私有制的基本的和主要的形式。并且，资本的所有者和资本的生产者通常是泾渭

分明的不同主体。 而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私有制也以它的明显特征具有了现代形式，其表

现是：其一，以国家为所有者主体的国有经济成为私有制的一种重要形式；其二，股份公司已成

为私有企业的基本形式；其三，私有在形式上更多地表现为私有法人和
“

混合所有
＂

的私有；其

四，资本的所有者和资本的生产者往往是可以合二为一的。

2. 由单一调节机制向综合调节机制转变。 古典市场经济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自由市

场对经济的自发调节，几乎是经济运行的唯 一机制。而现代资本主义各国，尤其是在战后，随着

凯恩斯主义的兴起，都毫无例外地摒弃了这种单一自由市场自发调节的机制，转向实行自由市

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经济活动相结合的运行机制。由此，有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成了资

本主义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最重要的特征之 一。 从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所采取的手段来

看，已不再局限千采用纯粹意义上的经济手段，如税收、利率、汇率等，而且不同程度地采用了

原来认为只有社会主义经济才采用的计划手段。

3. 由单一经济目标向经济和社会目标兼顾转变。 在收入分配方面，古典的市场经济理论

认为各生产要素所有者得到的收入，是由他们提供的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决定的，市场机制的调

节，能够使各要素的价格恰好等千其边际生产力，从而达到效率最优的经济目标。因此，在古典

的市场经济体制中，社会收入分配，唯一地由市场法则决定和调节。 但是，在30年代大危机以

后，随着政府直接介入经济生活的观点被普遍接受，在收入分配领域，国家通过各种社会政策

对收入进行调节和再分配巳成为一个普遍现象。 政府对收入进行调节和再分配是通过政策机

制和社会保璋制度来实现的。从目前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的整体构成内容来看，

它体现的巳不再是单纯地追求经济目标，而是转向了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的兼顾，从而形成了

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区别千古典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特点。

西方市场经济体制出现的上述变化趋向，有其内在的深刻原因。 从根本上说，是因为现代

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条件与传统经济发展相比，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以

及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对经济整体结构提出的高要求，经济

关系的复杂化以及对经济运行机制提出的新问题，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以及对政府作用赋予的

新功能，所有这一切，都是资本主义古典市场经济体制不能适应的。

当前，在深化改革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应当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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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制的模式。但是，应当吸收和借鉴的是西方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模式所表现出来的具有共

同性的东西，而不应仿效已经过时的古典市场经济体制的模式。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以

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同时又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联系的。因而建立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体现这两方面的要求。

对原务玄＠家径济矜轨的反思

唐朱昌

从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开始，原苏东国家开始经济转轨。虽然目前这些国家仍处千转轨的

过渡时期，但已逐渐显露出转轨轮廓和特点，即转轨方向和中心环节大体相同，但转轨方式、进

程和现状差异不一。

第一，转轨基本方向类同。 这些国家转轨的基本方向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运行模式

向市场经济模式过渡，从以国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形式向多种所有制过渡。 因此，这些国家的

转轨不存在模式差异。

第二，各国都把非国有化和私有化作为转轨的中心环节。原苏东国家的私有化是一个广义

的概念，既包括国有经济的非国有化，也包括非国有制经济的私有化，因此不能把原苏东国家

的私有化简单地理解为资产或服务功能由国营部门转入私人手中，搞全盘私有化。

这些国家认为，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私有化基础上的，没有私有化，市场经济就无法建立。而

且都从
“

小私有化
”

入手，逐步推行
“

大私有化
”

。 所谓的
“

小私有化
”

是指通过公开拍卖、退赔等

方式，对国营零售企业、服务业、饮食业及一些小工业、小建筑企业实行私有化。所谓的
“

大私有

化
”是指把国营大中型企业努力改造成为股份公司或集团，改变其所有权的性质，期望通过私

有化，培育广泛的私有者阶层，提高效益，振兴经济。

目前，这些国家的私有化均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其中小私有化进展顺利，并已基本完成，大

私有化正在进行之中，但步履维艰。 即使是巳私有化了的大中型企业，也没有能产生很好的经

济效益。因此这些国家都在进一步探索改造大中型企业的新路子，如俄罗斯正在进行无偿私有

化到有偿私有化的转轨，其目的在于补充国家预算，增加企业资财，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捷克

正在进行所谓的
“

第三次财产转移
“

浪潮，即企业中的大股份所有者通过购买股票方式，兼并企

业中的小股份所有者的资产，以改变前一阶段因
“

投资券
”

方式私有化造成的股权过千分散，不

能使企业形成有效运转机制的局面。而波兰正在对一部分大中型企业进行商业化，即改变其法

律形式，使之成为资本公司或国家独股公司，其性质虽仍为国有，但企业活动必须依商业法原

则进行。

第三，转轨方式各有特点。 这些国家在经济转轨中所用的方式大体有四种，即
“

全面激进

型
”

的，＂渐进温和型
”

的，“先激进后放弃型
”

的，“犹豫观望型
”

的。

第四，转轨进展不平衡。依据目前的进展和效果看．可把原苏东国家的转轨分为三类：第一

类转轨进度较快，经济已出现较大幅度回升的国家。 主要包括波、匈、捷等国。第二类是转轨有
一定进展，整个国民经济略有回升或基本遏制下降的国家。 这主要指保、罗、俄等国。第三类国

家的经济处于明显危机状态，产业结构十分畸形，经济持续大幅度下滑，物价大幅度上涨。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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