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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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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包括除俄罗斯之外的一些独联体国家。当然，原苏东国家经济状况最糟的当属那些战乱国

家，但由千这些国家情况特殊，目前还说不上把大部分精力用千经济转轨，因而没有可比性，在

此忽略不提。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若干结论：

第一，就目前的转轨看，原苏东国家还不存在转轨的模式差异，“激进
”

和
＂

渐进
“

只反映转

轨方法的差异，但这个差异并非是造成各国经济转轨不平衡的主要因素，简单地确认某种方式

在这些国家转轨中的孰优孰劣是不全面的。究竟采用何种转轨方法，应取决千各国的国情。保

证本国经济在稳定、改革、发展上的最佳结合，是选择经济转轨方法的基本立足点。

第二，为了克服传统经济体制的
“

产权虚位
“

现象，有助千经营者较快地适应市场经济的要

求，通过产权转换，形成结构合理的所有制形式，是一国经济转轨的一项必要措施。但是市场经

济的基础并不就是私有制。其实，私有化本身不是目的，重要的是通过私有化带来经济的发展。

生产力是评价所有制转换效果的标准。那种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变化，但经济结构的危机没有解

决，企业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机制的内核依然如故的转轨，只会使经济的无序状态更趋严重。

产权转换需要取决于国内资本市场的发育。 俄罗斯等国在没有真正形成国内资本市场的

基础上进行产权转换，使来自各种投资主体的资金严重不足，不能为企业的改造注入新的资

金，从而使大中型企业的所有权转换步履维艰。

第三，俄罗斯、东欧国家的一些领导人，把近几年来的经济倒退归结为转轨应付出的代价。

当然，转轨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作出一定的牺牲，但切忌高成本、高代价。 如果这些国家一开

始就较多地注意宏观调控，就能有效地减少市场运转不规范性对经济的冲击。

第四，转轨是一场对旧体制的变革，因此转轨需要有 一定的力度，但如果不顾国情一 味强

调尽快地刺掉旧体制的
“

狗尾巴
＂

，超出社会承受能力，必然影响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以致

一些国家不得不被迫放弃
“

休克疗法
”

。 但如果只顾眼前的稳定和发展，不敢在转轨中迈 一步，

甚至走 一步退二步（如乌克兰等国），就会影响经济的长远发展和社会的长远稳定。

第五，向市场经济过渡需要有 一 系列社会条件，如政局稳定，法制健全，政府积极进取等。

原苏联和东欧的许多国家多年来政局不稳，激烈的政治与社会对抗，严重地影响了经济政策的

合理化，以致政府的经济政策经常顾此失彼摇摆不定，难以找到均衡点。 法制的不健全和政府

职能的弱化，使经济转轨中出现了严重的犯罪化倾向，导致社会秩序涅乱，大怔的国有财产遭

到侵吞和流失。

经济政策比较研究的对象

张幼文

比较经济政策本质上属于比较应用经济学的范畴，但它又在很大程度上包含着比较经济

制度的研究内容。

经济政策比较研究的意义在于，任何 一国都应根据其国情而建立特殊的经济模式，在每种

模式下都有着特殊的管理方式。 这些模式与管理方式之间存在着某些规律性的联系。 发现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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