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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不发生宪政改革经济转型就一定不能成功*

按柯武刚) 史漫飞在 + 制度经济学# 社会秩序与

公共政策, 中的说法! 转型是- 从一种国家或政体被

转变为另一种国家和政体( 眼下! 该词指这样一种制

度变革! 即从以生产资源集体所有制和党政机关控制

生产资源的运用为主转变为以私人所有制以及按个人

和私人团体的分散决策运用生产资源为主(.[1]这种说法

代表了国外新制度经济学家和大部分主流学者对转型

的认识和看法! 如科勒德克在 + 从休克到治疗# 后社

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 中! 对转型的内涵做出了更

具 体 的 界 定! 他 把 后 社 会 主 义 国 家 的 变 革 分 为 两 类#
一类是有限的经济变化和严格限制的政治变革/ 另一

类是指经济) 政治发生根本性变化! 并逐步实现自由

化和宏观经济稳定地向市场转轨([2]由萨克斯) 胡永泰

和杨小凯三位教授共同撰写的 + 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
也是一篇有代表性的转型研究论文( 他们认为! 转轨

的核心是宪政规则的大规模改革( 只有完成了宪政转

轨! 才能说是一种真正的转型([3]科尔内在美国 + 经济

学展望, 杂志 2000年冬季号的长篇论文 + 从社会主义

到资本主义变化意味着什么, 中提出了- 体制的特殊

品性. !"概念! 认为只有社会制度 0 政治方面% 变革成

功 才 会 实 现 和 完 成 经 济 体 制 方 面 的 转 轨 ( 他 强 调 !
- 体制的特殊品性1 是判定经济社会制度的标准! 不同

的经济社会制度会有不同的- 体制的特殊品性.( 转型

必定是- 品性. 的改变([4]

当然! 在界定转型内涵时一些学者界定了- 转轨.
0 Transition% )- 改 革.0 Reform% 和- 转 型 .0 Transformation%
的 关 系! 当 然 也 有 人 把 Transition 理 解 为 - 过 渡 . 和

- 转型.([5]总的来看! 过渡) 转轨和转型所指的内涵基

本相近! 而改革和转型则有明显的区别( 按照西方学

者 如 科 勒 德 克 和 科 尔 内 的 观 点! 从 严 格 意 义 上 来 说!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能称之为转型而只能称之为改

革( 其实! 如果按这种逻辑来理解转型和改革! 那么

中国的改革和前苏) 东国家从 50) 60年代开始持续几

十年的改革就没有区别( 那么! 中国从完全的计划体

制到建立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又怎样解释* 其中引导

经济运行的经济体制的量变和质变如何界定* 这说明

上述对转型内涵的简单界定存在某种欠缺和模糊! 因

为它没有给出经济体制转型为什么必须以宪法制度的

变革为基础* 一个国家宪法制度不变的前提下是不是

一定不会发生经济体制的转型呢* 虽然一个国家的宪

法秩序和经济体制有紧密的相关关系! 但宪法秩序和

经济体制却不是同一个层次的问题( 从人类社会的发

展历史来看! 不同的经济体制可以和不同的国家和政

体! 即可以和不同的宪法秩序相结合! 如资本主义可以

和市场体制相结合! 也可以和某种程度的计划体制相结

合 0 如德国法西斯的中央计划体制和印度的中央计划体

制等% / 而社会主义也是既可以搞计划体制 0 如目前朝

鲜) 古巴的社会主义制度% ! 也可以搞市场体制 0 如中

国和越南目前所实施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 ( 而台湾)
韩国和新加坡等新兴市场国家 0 地区% 在经济起飞和经

济快速发展时! 其国家 0 地区% 和政体也是一个独裁的

政体! 它们也不是西方学者所倡导的典型的政治民主和

自由化市场体制相结合的理想范例! 但它们也取得了经

济发展的成功( 他们正是在经济起飞的基础上才逐步开

展和推行政治民主和自由化的改革! 他们和西方学者倡

导的转型思路和指导方式也是完全相反的(
可见! 虽然一个国家的政体和宪法制度对经济体

制和经济运行产生重要影响! 但这种影响并不是绝对

宪政改革与经济转型内在逻辑的再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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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那种认为只要宪法制度和政体没有变化! 就不能

达到经济体制的转型! 也不可能保持经济的长期可持

续发展的观点是一种僵化的和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上

的原教旨主义观点"
历史唯物论告诉我们! 在社会发展中是经济基础

决定上层建筑! 而不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 在马

克思之前! 人们始终认为一切历史 # 制度$ 变迁的最

终原因! 存在于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中! 历史学家和

哲学家从未深入地给出一个理想的回答! 而古典经济

学家更是不能对社会制度系统的发展演化给出一个系

统的理论和框架% 在马克思之前! 把制度作为研究对

象并融入经济分析之中是没有的"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

& 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置于它的真正基础上’ 一个明显

的 而 以 前 完 全 被 人 忽 视 的 事 实! 即 人 们 首 先 必 须 吃(
喝( 住( 穿! 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 然后才能争取统

治! 从事政治( 宗教和哲学等等! )**这一很明显的

事实在历史上的应有之义此时终于获得了承认%+[6]马克

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建立在这种思想之上! 第一次

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演化进行了系统和辨证的演绎%
另外! 把 改 革 与 转 型 分 成 两 个 截 然 不 同 的 阶 段!

它明显割裂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 如果把

& 市场改革+ 和& 向市场转型+ 合并起来观察! 那么!
这场波及地区广泛( 卷入人口众多的经济运行机制转

型的探索在时间上是一个连续和动态的过程! 是一个

非常值得研究的普遍现象% 遗憾的是! 迄今为止西方

学 者 所 从 事 的 研 究 都 忽 视 了 这 两 个 过 程 的 有 机 联 系!
这 种 简 单 的 两 分 法 也 无 法 对 转 型 中 的 经 济 运 行 规 律(
绩效( 目标有一个公认合理的评价%

二( 转型内涵的透视与解析

转型的研究是近年来国外学者和经济学家关注的

热点问题之一! 但从国外的研究来看! 研究内容和研

究框架还是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 这主要是因为各自

的研究主要缘于各自所代表的经济学流派的研究框架

和思路% 转型就一般意义来讲通常是指经济体制的转

型% 但 是! 严 格 来 说 转 型 不 仅 仅 涵 盖 经 济 体 制 本 身!
它涉及到社会方方面面% 现在人们谈到转型问题时争

议特别大! 这主要是因为人们相互之间没有界定清楚

转型的内涵和大家所谈论的转型不是同一个层次上的

问题% 所以! 研究转型必须首先界定清楚转型的内涵

和研究层次% 从目前来看! 结合经济学( 社会学( 政

治学( 人类学( 历史学等不同学科对转型问题的看法!

转型实际包含了三个层次的涵义! 第一层次转型是指

文明转型! 即从一种文明向另一种文明的转变! 如从

农业文明转型到工业文明! 从工业文明转型到后工业

文明等等% 这个层次上的转型持续时间长! 并且从转

型过程和形式来看大都是通过渐进方式达到的% 第二

层次的转型是指社会转型! 即从一种社会制度向另一

种社会制度的转型! 如从封建社会转向资本主义社会!
或者从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及从前社会主义转向资

本主义社会等都属于这个层次的转型% 在这个层次上

衡量转型的最主要标志是社会基本制度的转变% 这个

层次的转型相对于上一个层次时间要短! 转型方式可

以是激进的! 也可以是渐进的% 第二层次的转型结果

和 方 向 总 的 来 说 会 受 到 第 一 层 次 转 型 的 影 响 和 制 约!
因 为 制 度 包 含& 主 观 设 计 的 法 律 性 规 则 , 正 式 约 束!
如 宪 法 ( 法 令 ( 法 规 等$ 和 理 性 继 承 的 认 同 性 规 范

, 非正式约束! 如习惯( 道德( 行为准则等$ +![7]后者对

社会转型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而后者是与文明的发

展程度密切相关的% 第三个层次转型就是指经济体制

的转型! 即从一种经济体制转向另一种经济体制% 这

个层次上的转型研究主要是关注经济体制的变化而不

把社会政治的其它方面作为重点来考察% 第三个层次

的转型会受到前面两个层次的制约和影响! 一般来说!
在文明转型的过程中一定会伴随着社会的转型! 而社

会的转型又通常会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 但社会的

转型不一定会导致文明的转型! 同样! 经济体制的转

型也不一定必然导致社会的转型% 所以! 界定了转型

三个层次的关系! 对于转型研究非常重要%
另外! 就第三个层次的转型内涵来看! 转型的概

念又可以进一步引申为广义和狭义两种% 从广义来说!
转型就是从一种经济体制向另一种经济体制的过渡’ !"

而从狭义来说! 可以把转型简单理解为从原社会主义

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过渡过程% 通过上述对转型层

次和内涵的界定! 我们在谈到转型问题时! 就可以更

明确! 更清晰%

三( 宪政改革与经济转型内在关系

宪政改革属于转型的第二个层次! 而经济体制转

型则是转型的第三个层次% 宪政改革属于上层建筑变

革的范畴! 而经济体制转型的目标主要是为了达到经

济发展的目的! 在这个意义上它属于经济基础变化的

范畴! 在界定了上述关系和内涵后! 再看待宪政改革

与经济转型的内在关系就比较清楚了% 其实关于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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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马克思早已就有了清晰的认识!
在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制度演化的逻辑思维中贯

穿着两条主线" 一是关于人类社会生活的结构方面的

理论# 另一个是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理论! 关于

结构方面"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是马克思在分析社会结构方面最基本的范畴! 马克思

主义认为" 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 生产力决定生产

关系" 有什么样的生产力" 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或

经济制度与之相对应! 在马克思看来" 完整的社会制

度是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个相互联系的层次组

成的! 马克思对由生产力决定的唯物史观做过如下表

述% & 人 们 在 自 己 生 活 的 社 会 生 产 中 发 生 的 一 定 的$
必然的$ 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 即同他们的

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 这些

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 即有法律和政

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

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

社会生活$ 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不是人们的

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 相反" 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

人们的意志! 社会的物质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 便同

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

矛盾! 于是" 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

产力的桎梏" 那时" 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随着

经济基础的变更" 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发

生变革!’[8]马克思认为在人类社会制度演化的过程中"
人们为了生存而进行的物质生产劳动是人类生存的第

一个前提和首要基础" 这也是& 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

提’"[9]在此基础上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新的生产形式

的出现" 又会引起生产组织的变化" 而生产组织的变

化又会引致社会生产关系发生变化" 最终引起政治和

法律等上层建筑的变化! 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社

会发展理论中" 马克思清晰地表述和说明了在生产力

发展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 马克思也清晰表

述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秩序" 那就是随着生产力

的发展" 先改变与之不适应的生产关系" 然后才会逐

步变化到上层建筑方面! 许多国家发展和改革的历程

和实践也清晰表明了马克思的理论和学说是非常正确!
从目前转型的进程来看" 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所提

倡的以宪政改革来带动经济转型的& 休克疗法’ 试验

已遭受了巨大的失败" 这一后果也让人对西方主流经

济学家的转型观重新反思! 正如科勒德克认为% & 波

兰的成功主要来自于从只有( 休克) 而无疗法的所谓

( 休克 疗 法) 转 向 一 种 没 有( 休 克) 的 政 策! 换 句 话

说" 波 兰 的 成 功 来 自 于 抛 弃 了( 休 克 疗 法)" 而 非 相

反! 毫无疑问" ( 休克疗法) 这一政策失败了! 而且"
依据& 休克疗法’ 的方式进行思维与行动" 导致了生

产的大幅滑坡" ( 休克疗法) 应当对如此悲惨的后果

承 担 责 任!’[2]84 针 对 有 人 认 为 在 & 休 克 疗 法 ’ 的 过 程

中" 经济衰退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前提时" 科勒德克给

予了积极地回击% & 后社会主义国家的衰退并不意味

着对将来的某种( 投资)" 而只是浪费宝贵的时间和精

力!’ & 正如试 图用 俄 罗 斯 的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在 1994!
1996 年下降 20"来 假 设 其 在 2000#2003 年 的 增 长 约

30$显得荒诞一样" **经济增长史中没有在有时滞

的增长与衰退之间存在这类因果关系的例子" 特别是

在一组因素导致生产下降而另一组因素导致上升的情

形中!’[2]129 罗兰也认为" 向市场体制的转型是一个有机

的$ 互相联系的演进过程" 它的演进是受演化惯性和

路径依赖影响的" 任何超越自然规律& 拔苗助长’ 式

的激进过渡和主观构思的& 美好蓝图’ 式的理性设计

都是无法取得良好效果的 + 罗兰" 2002, ! 虽然西方一

些学者也承认了这种简单化$ 激进式的转型策略的失

败" 但他们并不认为像中国这样的只进行经济体制改

革而保持政治体制和宪法秩序相对稳定国家转型方式

的成功" 他们认为中国的成功是一个特例" 如萨克斯

认为" 中国是作为一个农业社会开始改革进程的" 而

苏$ 东地区则基本完成了城市化和工业化# 中国不仅存

在转型问题" 还同时存在发展问题和结构调整问题#[10]

另外" 马丁认为中国成功取决于国内的高储蓄$ 国内

稳定$ 较好的利用外资$ 工业结构$ 企业结构和所有

制结构的独特性#[11]而拉笛则认为" 中国的成功被夸大

了" 因为中国的改革远没有完成" 特别对中国一些重

要领域和方面的改革而言" 所以" 对中国的成功现在

预言还为时尚早 + 拉迪" 1999, !
其实" 西方学者之所以在转型问题上把经济体制

转型与宪政改革联系在一起" 主要是因为在他们潜意

识中市场体制是和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的社会模式相关

系的# 而社会主义则是和计划体制$ 专政体制相联系

的" 在这种带有有色眼睛的原教旨主义思维中" 认为

不放弃社会主义" 不放弃共产党的领导" 怎么能说成

功转向市场经济呢-
西方学者之所以把宪政改革作为判断转型的依据"

主要是因为在西方学者眼中看来" 社会主义是和计划

体制$ 公有制$ 专政体制天然结 合 在 + 下 转 第 95页)

宪政改革与经济转型内在逻辑的再审视

.!".



! 上接第 91页" 一起的# 而共产党则更是社会主义计

划体制的象征# 如果共产党不倒台# 社会主义还在继

续# 怎 么 能 说 前 社 会 主 义 国 家 成 功 转 向 市 场 经 济 呢$
他们把经济体制和宪法秩序等政治体制混为一谈# 这

是一种简单的形而上学观点%
在西方学者眼中# 他们往往认为宪政改革和私有

化是进行经济体制转型的基础# 一个国家只有在成功

进行了宪政改革的基础上# 才能顺利地进行经济体制

的转型# 这种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 上层建筑决定经

济基础的思想是唯心的%
’’’’’’’’’’’’’’’
注 释(
!") 体制的特殊品性* 具体表现是指( (1)政治力量特征+ (2)产

权的分配特征+ (3)协调机制特征+ (4)经济行为者的典型特征+ (5)经

济运行特征% 它们之间的顺序决定的关系(1)!(2)!(3)!(4)!(5)%

#$从广义上来说# 其实在一个经济体制内部发生的重大变化在

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称之为转型# 如从不发达的自由市场体制过渡到

发达的有调节的市场体制等% 当然# 对于转型的理解不同的学者会

有不同的看法和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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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情有独钟之外# 还与近五十口人的大家庭的生存

运命密切相关% 也就是说# 李渔的戏曲理论像他所从

事 的 戏 曲 活 动 一 样 自 始 至 终 具 有 明 显 的 实 用 功 利 性%
李渔撰著戏曲理论& 揭示曲文普遍存在的对立统一的

辩证规律# 最终都是为了有效实现他的实用功利目标#
即) 砚 田 糊 口*% 这 种 实 用 功 利 性 的 客 观 效 果 不 仅 娱

己# 而且娱人# 有利于在满足物质生活需要的基础上

进一步满足精神生活的需要% 而这恰恰是戏曲作为通

俗文学所不可缺少的本质规定性# 是符合广大市民百

姓 欣 赏 戏 曲 的 趣 味 和 心 理 的% 正 是 在 这 个 意 义 上 说#
李渔特殊的人生经历和文学道路造就了他的著名的戏

曲理论% 艺术的辩证法源自生活的辩证法% 李渔善于

发现社会生活当中普遍存在着互相矛盾对立的不同方

面# 善于发现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又互相转化进而处于

有机统一体之中的复杂现象% 这些现象为李渔生成关

于创作曲文的艺术辩证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矿藏和不竭

的源泉# 不啻说明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 存在决定意

识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学说亦是贯穿戏曲艺术

的普遍哲理%
综上所述# 李渔对中国古代戏曲理论的探讨是在

前人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与拓展% 李渔揭示了中国古

代戏曲理论与其它艺术理论融会贯通的本质# 从而使

李渔所建构的中国古代戏曲理论体系更加完善% 反之#
它又有力地增强了李渔戏曲理论体系的科学性# 大大

地提高了李渔戏曲理论内涵的美学品位# 使李渔戏曲

理论体系别具一格# 为促进中国古代戏曲艺术的发展

与繁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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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于浅处见才# 方是文章高手* ’’’简论李渔关于曲文的典雅与通俗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