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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转型】

论中国经济转轨的特殊性
　　———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杨来科 　[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 　厦门 　361005 ]

[内容摘要 ]在 90 年代 ,中国、前苏联、东欧以及各国掀起了全球范围的经济转型浪潮 ,但由于经济、社会历史

方面的差异 ,中国的转型道路不同于其它转型经济国家 ,经济转型的特殊道路使中国取得了全面的经济成

就 ,但另一方面 ,也给中国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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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年代以来 ,以中国、前苏联及

东欧为代表 ,全球范围内掀起

了一股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

体制转轨的潮流。但是 ,由于各国

本身的社会历史及经济法律条件的

不同 ,决定了不同的国家在转轨道

路及转轨模式上有所不同。中国的

经济改革 ,遵循的是一种特殊的思

路 ,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

中国经济转轨方式的特殊性

中国的经济转轨方式的特殊

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转轨背景的特殊性

虽然 ,与所有其他转轨国家一

样 ,中国经济改革的逻辑起点是高

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但

是 ,同样的逻辑起点也存在具体条

件和经济背景的不同。中国经济

改革在起始条件及经济背景方面

与前苏联、东欧各国相比 ,有着相

当大的区别。仔细分析 ,存在于中

国改革与前苏联、东欧地区改革之

间的起始条件方面的基本差别主

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 ,改革之初中

国的工业化程度远远低于前苏联

和东欧各国。在改革开始时 ,中国

基本上是一个农业经济 ,而前苏联

和捷克等东欧国家则已经是高度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经济。改革前

中国总人口中在农业中就业的人

数几乎占就业人数的 3/ 4。1978

年 ,中国的全部就业人口中 ,第二

产业就业人数和第三产业就业人

数所占的比重分别只有 15 %和

11 %左右 ,而前苏联的上述比例则

为 39 % 和 41 %。从产值来看 ,

1978 年中国的第一、二、三产业产

值占 GDP 比重分别为 2811 % ,

4812 %和 2317 % ,而前苏联 1985

年的上述比例分别为 1119 %、

50 %、3812 %。

1978 年 ,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仅为 230 美元 ,而苏联则为

3700 美元。可见 ,中国的工业化水

平远远低于前苏联及东欧各国。

第二 ,改革之初中国的国有化程度

远低于前苏联及东欧各国。在改

革之初 ,前苏联、东欧地区的国有

部门几乎涵盖了全部人口 ,甚至包

括农业人口。而在中国 ,国有部门

的规模很小 ,有 80 %的劳动力处于

极度保守的国有部门之外。在中

国 ,1978 年 ,国有企业职工在就业

劳动力中的比重只占 18 % ,与国有

企业接近的城市集体部门职工比

重也仅5 % ,而农村人民公社却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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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我国政府改革目标的调整

时 　　间 目标模式

1978 年～1979 年 计划经济 ,利用商品交换价值规律

1979 年～1984 年 10 月 计划经济为主 ,市场调节为辅

1984 年 10 月 1987 年 10 月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987 年 10 月～1989 年 6 月 国家调节市场 ,市场引导企业

1989 年 6 月～1991 年 计划与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

1992 年至今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资料来源 :历年来的中共中央决议或公报

据劳动力比重的 70 %强。而在前

苏联 ,1985 年 ,93 %的劳动力在预

算软约束的国有和城市所属企业

中 (包括国有农场) 就业 ,在财政上

依靠国家而与国有部门没有什么

区别的集体农庄和消费者合作社

占有 6 %的劳动力 ,而个体和私营

企业 的 劳 动 力 比 重 只 有 1 %

( Sachs and Woo ,1994) 。第三 ,改

革之初中国经济的计划化程度远

比前苏联、东欧低。苏联是中央计

划经济体制的发源国 ,到改革前 ,

这种体制在该国已经运行了 70 多

年 ,历史悠久 ,根深蒂固 ,经济计划

已经覆盖了全社会和经济活动的

各个领域。而中国的中央计划体

制是 1953 年才从苏联学习过来

的 ,而且在使用过程中 ,当时的决

层还注意到了中国本身的国情 ,并

没有全盘照搬。中国的计划统计

人员的数量、质量 ,以及指令性计

划制定的严密程度和执行计划的

严格程度 ,都远不及苏联。地方政

府比在前苏联、东欧地区拥有更大

的自主权 ,可以在中央计划以外建

立小规模的企业乡镇。
(二)转轨思路的特殊性

对于经济改革 ,在传统经济学

内部存在两种倾向 ,一种是“理性

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前一

种倾向以主流经济学的现成理论

为基础 ,遵循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主

义传统 ,追求经济过渡方案的完美

性。它推崇先设计改革方案 ,后进

行实施的改革思路 ,具有完美的逻

辑一致性。这种改革理论和改革

思路构成了前苏联及东欧“休克疗

法”的哲学基础。后一种倾向则遵

循“边干边学”或“干中学”(“Lea2
rning by doing”) 的经验主义哲学

原则 ,在中国被邓小平通俗化为

“摸着石头过河”。

理性主义的改革观认为 ,经济

转轨是一项涉及制度、体制、机制

转变的全面改革 ,它们是相互联

系、相互制约的 ,局部的、零敲碎打

式的改革是不起作用的 ,甚至会起

反作用。他们认为 :由于旧体制是

缺乏效率的 ,如果由它出发 ,向新

体制过渡 ,采取“分步走”的方法 ,

每走一步时经济都仍然是处在“次

优的”无效率的状态之中 ,而且每

一步的结果很可能离效率最优状

态不是更近而是更远 ;每一次小的

调整 ,都不必然使下一步的改革更

容易 ,而是很可能更难 ;经济长期

处在无效率的状态之中 ,甚至可能

在最初的改革发生之后 ,经济“扭

曲”的程度变得更大而不是更小 ,

从而使经济在改革过程中所付的

成本更大。相反 ,若采取“一步走”

的剧变式方法 ,以尽可能快的速

度将旧体制打破 ,按照“目标模式”

的最优方式重新构建经济体制 ,在

最初阶段上改革成本可能要大些 ,

甚至引起一定的社会动荡 ,但由于

能使经济结构较快地“跃到”最优

状态 ,避免长期信号扭曲、资源配

置无效率所造成的损失 ,总的来说

成本要小些。这种改革的思路还

认为 ,转轨是规则的再造过程。

经验主义 (或保守主义) 的改

革观认为 ,历史就其实质而言 ,不

过是经验而已 ,在历史过程中经验

比抽象的思考和演绎思考更可依

赖 ,因而 ,只有通过机缘 ,通过重复

的试错而进行的选择 ,才能使生物

世界的辉煌成为可能。市场不是

一对抽象的供给和需求曲线 ,而是

一种制度。市场是通过一系列的

规则和惯例发挥作用 ,而这种规则

和惯例不仅要设计 ,更要发育和生

成。激进式的改革造成连续性的

中断 ,其计划在现实中根本无力落

实 ,因为你可以在一夜间破坏旧体

制 ,但却无法使在经济中占统治地

位的国有企业适应新的变化。

前苏联及东欧各国的经济转

轨是新古典主义的 ,是按新古典主

义的理性主义的传统设计并展开

实施的 ,是符合传统经济学的逻辑

的。中国的改革没有也不可能从

经济学的教科书中寻找理论支持。

邓小平只是凭着他的一种经验和

直觉 ,或者说是发展经济的一种冲

动 ,发动了中国的经济改革。也正

是由于没有一种逻辑严密的理论

作基础 ,也没有可资借鉴的历史经

验 ,才使得中国的改革走了一条在

谨慎摸索中前进的道路。“摸着石

头过河”正是当初改革者这种无奈

的心理反映。而这种无奈的改革

思路又恰恰与经验主义的改革观

不谋而合。所以说 ,中国的经济改

革不是西方的经验主义者所设计

的 ,但它却又是经验主义的。
(三)转轨目标的特殊性

在经济转轨过程中 ,东欧人心

中十分明确地提出要“回到欧洲

去”,而俄罗斯人则非常坚定地提

出要建立一个私有制的自由市场

经济。而在中国 ,改革的目标是随

着主客观情况的变化而不断修正、

调整的。从“计划经济为主 ,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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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中国 80 年代地区间市场封锁基本情况

年 　　份 1981 —1982 1986 1987 —1988 1990 —1991

封锁时间 6 个月左右 3 —6 个月 1 年左右 1 年半

封锁品种 中等 中等 多 多

蔓延地区 中等 中等 多 多

封锁手段 中等 中等 强 强

封锁强度 中等 中等 高 高

调节为辅”到“计划经济与市场调

节相结合”,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改革的目标随着改革的推进

而不断地被调整 (参见表 1)

不少人曾尝试设计出一种配

套改革的总体方案 ,最高决策层也

试图使改革更具总体性 ,但这样的

配套改革方案却从未得到实施。

从而 ,中国的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

具有“试 错”的 特 点 ( trail and

error) 。因此 ,虽然从十多年的改

革成果来看 ,我国已经初步从计划

经济体制转变成市场经济体制 ,但

实际上 ,在改革之初 ,几乎所有的

人心目中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这样的目标。存在于人们心

目中的只是一个改革的大致方向 ,

那就是不断地增加一些市场的因

素 ,使经济更有效率。人们只是认

为 ,原有的经济体制存在很多弊

端 ,已经不能解决经济中所面临的

许多问题 ,因此需要改变。但并没

有达到要将其推翻 ,建立新体制的

地步。因此 ,最初的改革就只是在

原有的体制中引入一定的市场调

节 ;在不触动计划经济体制的前提

下适当地利用市场机制和价值规

律。直到后来 ,在不断的改革过程

中 ,在改革不自觉地沿着市场化的

方向演进的过程中 ,人们才逐渐发

现市场机制在促进效率方面要比

计划机制有效得多 ,而市场机制又

很难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框架

内充分发挥作用 ,因此 ,要想加速

发展我国的经济 ,要想利用市场机

制的效率优势 ,就必须放弃计划经

济体制 ,把整个经济运行机制建立

在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之内 ,这才

有我国最后的经济转轨。
(四)转轨路径的特殊性

前苏联、东欧各国的经济改革

采取的是一种激进式的转轨路径。

这种转轨方式强调制度变迁过程

的整体性和不可分性 ,追求经济转

轨方案的完美性以及过程的迅速

性及彻底性。它强调一次性地跨

过眼泪之谷 ,认为必须尽快而彻底

的摧毁旧制度 ,才能更好地建立新

制度。这是一种不顾成本的收益

最大化方案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带

来了严重的经济及社会后果。

与追求收益最大化的激进式

改革方式相比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

追求转轨成本的最小化。这种转

轨道路强调转轨过程的可控性。

其最大优点是能在不发生大的社

会动荡、国民收入保持不断增长的

过程中 ,逐步实现改革的目标。也

正是由于它的渐进式和试探性 ,因

而不会造成过大的破坏性的冲击 ,

也不会引起过多人的反对和招致

过大的阻力 ,从而实施成本与政治

成本相对较小。

在具体操作过程中 ,前苏联、

东欧各国的改革表现为一种“创世

纪式的”、“一揽子的”、“大爆炸”方

案。这些国家在 1989 年以后 ,都

采取了迅速放开物价、放开利率、

放开外汇、大规模私有化等改革措

施 ,试图在一夜之间将原来的计划

经济体制全部废除。而在中国 ,渐

进式的转轨则表现为一种特殊的

边际演进的增量式改革 ,一种体制

外的改革 ,一种试验推广式的改

革。从转轨过程来看 ,与前苏联、

东欧各国的创世纪式的迅速而彻

底的转轨形式不同 ,中国渐进式的

转轨道路采取了“双轨制”(dual

track system) 转轨的特殊形式。

这种形式的优点在于 :在保留旧体

制的基础上增量部分运行新体制 ,

这一方面由于不会触动原有既得

利益集团的利益而不至于招致过

大的社会震荡 ;另一方面 ,由于新

体制的运行克服了旧体制的一些

弊端 ,提高了整个经济的运行效

率 ,会得到新的利益集团的拥护 ;

此外 ,两种体制同时运行 ,在比较

和竞争中 ,更能体现体制的优势 ,

也就为进一步的改革和“并轨”奠

定了基础。

转轨方式的特殊成就

中国经济转轨是按一种独特

的思路 ,沿着一条特殊的道路演进

的 ,这种独特的转轨方式也使中国

的改革取得了与众不同的成就。
(一)令人羡慕的经济高增长

中国经济转轨的渐进性 ,不仅

使中国的经济改革避免了前苏联

东欧各国灾难性的经济崩溃 ,而且

使中国在改革开放的 20 余年中 ,

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成就。

从 1978 年到 1997 年 ,中国的国内

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918 % , GDP 的

绝对数已经居世界第 7 位 ,人均

GDP 由 1978 年的 223 美元增加到

1997 年的 734 美元 , 年均增长

814 %。① 同时 ,与俄罗斯、东欧等

国相比 ,中国没有遭遇天文数字的

恶性通货膨胀。
(二)迅速的市场化

改革开放 20 年来 ,中国经济

的市场化进程稳步推进 ,市场化程

度不断提高。世界银行 1996 年发

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从国内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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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和市场、外贸和货币的可兑换

性、新企业准入的开放度三个方

面 ,采取加权平均法 (权重分别是

013、013、014) 约略测算一国实现

市场经济的程度。结果表明 ,以市

场化指数最高值为 10 来测算 ,

1989 年～1995 年世界上全部体制

转轨国家的市场化指数平均为

414 ,最高值为 619 ,而我国为 515 ,

远高于转轨经济国家的平均水平。
(三)市场迅速国际化

伴随着经济的市场化 ,我国经

济日益参与到全球分工体系当中 ,

经济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胡

鞍钢用中国与世界 GDP 年增长的

数据进行相关性检验 ,结果发现 :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与世界经

济相关系数大大提高 ,由 1960～

1979 年的 011318 上升到 1980～

1989 年的 014899 (胡鞍钢 ,1994) 。

常修泽、高明华从贸易依存度、资

本依存度和投资结构水平三个层

面对我国的经济国际化程度进行

了分析 ,得出的结论是 :改革开放

以来 ,我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不断

提高 ,到 1997 年经济国际化程度

已经从 1978 年的 313 %提升到

2113 % ,最高的 1994 年曾经达到

2416 %(常修泽、高明华 ,1998) 。

转轨方式的特殊问题

中国经济转轨的特殊方式 ,一

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成

就 ,同时也由于其过渡性和不彻底

性 ,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表

现如下 :
(一)市场的残缺性与封锁性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中央和地

方关系的调整 ,以实施“放权让利”

为中心内容的体制和政策调整 ,使

各级地方政府和企业日益成为我

国经济运行的主体。这两个层次

的主体力量的出现 ,使我国国民经

济组织结构由传统的单元主体结

构格局转变为多元主体结构格局。

这种变化一方面调动了地方和企

业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也使得地方

政府日益成为一个独立的利益集

团。而随着经济市场化的不断演

进 ,各地区之间的利益冲突日益显

性化。这种利益矛盾与利益冲突 ,

便构成了地方保护主义和地区间

市场封锁的体制背景 (陈甬军 ,

1994) 。

为了保护和发展本地区的税

源 ,地方政府千方百计阻止外省的

盈利性消费品的流入 ,同时 ,尽可

能自行加工由其补贴的本地原材

料。根据陈甬军对 80 年代中国地

区间市场封锁问题的研究显示 :从

80 年代我国所经历的 4 次市场封

锁的情况来看 ,我国地区间市场封

锁所涉及的商品品种越来越多 ,蔓

延的地区越来越广 ,封锁手段越来

越强 ,延续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参

见表 2) 。

从衡量地区间市场封锁的另

一项指标即区际贸易依存度来看 ,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地区间贸易障

碍及壁垒有不断加强的趋势。据

统计 , 1978 年全国各省之间相互

调入和调出的消费品 ,分别占各省

商品购进总额的 38 %和 47 %。全

国各省之间的消费品商品贸易额

为 500 亿元左右 ,大约占全社会商

品零售总额的 28 %。改革之后 ,

省际贸易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

化 ,转变为真正的商品流通。但省

际贸易的比重却有下降倾向。

1989 年全国各省之间相互调入和

调出的消费品 ,分别占各省市间商

品相互购进总额的 36 %和 25 % ,

全国各省之间的消费品商品贸易

额为 2000 亿元 ,占社会商品零售

总额的 24 %。90 年代以来 ,这种

情况有所改善 ,但尚未根除 (周振

华 ,1999) 。

由于地区间市场的封锁性 ,使

中国的市场呈现为一种地方割据

的诸侯关系。全国市场被割裂成

许多范围小、层次低的分散的地方

市场 ,难以形成统一、整合的大市

场 ,损害了国民经济的统一性和一

致性。分割必然产生阻滞 ,市场封

锁使各地间商品流通量减少、商品

流通速度下降。同时 ,地区市场封

锁也导致了各地区之间严重的产

业结构趋同化和重复建设 ,影响了

经济结构的优化和高级化 ,导致了

经济资源的大量浪费。
(二)市场机制作用的有限性

11 价格机制作用的有限性。

渐进式改革采取了体制外增量改

革的双轨过渡模式 ,从而形成了经

济运行中普遍的双轨制。价格机

制的作用主要是在旧体制之外 ,在

增量部分发挥作用的 ,而存量部分

则仍按计划体制运行。从而价格

机制的作用范围是有限的。同时 ,

由于价格的双轨并行 ,两条轨道自

然会可能产生串轨、摩擦、碰撞等

现象 ,使两条轨道的运行效率均受

影响。此外 ,据有关方面估计 ,经

过多年的价格调整与改革 ,目前仍

有 10 %左右的生产资料实行计划

价格。而在尚未放开的生产资料

价格中 ,主要是石油、煤炭、电力、

交通和一些基础原材料的价格。

这些物品属于每一生产部门都要

使用的投入品 ,它们未放开 ,整个

价格体系就仍处于十分严重的扭

曲之中 (樊纲 ,1996) 。这无疑影响

和削弱了价格机制的调节作用。

21 竞争机制作用的有限性。

所有制的双轨制 ,使得国有企业与

非国有企业竞争地位不平等 ,影响

了市场公平竞争机制的激励作用。

国有企业可以借助于国家的权力

对许多产业进行垄断经营 ,不允许

非国有企业进入。同时 ,价格的双

轨运行 ,使得经济当事人倾向于通

过寻租的方式获得收益 ,而不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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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市场竞争力。这种寻租的机会

越多 ,就越不利于形成竞争性的市

场和规范市场行为。
(三)市场发育的不平衡性

11 地区间市场发育不平衡。

改革由东到西的区域推进战略 ,使

区域经济发展呈现为一种地区经

济的双轨制和双元结构。东西部

市场发育极不平衡 ,东部地区由于

本身经济发展的历史积淀较好 ,发

展的基础条件比较优越 ,同时享受

国家多方面的政策优惠 ,因而 ,市

场发育迅速 ,较短时间内便形成了

比较完备的市场体系。西部地区

由于地处内陆 ,与世隔绝 ,历史上

从来商品经济意识就较弱 ,加之国

家在政策上偏向东部及沿海地区 ,

从而广大西部地区的市场发育程

度低 ,商品经济成长缓慢。根据陈

宗胜等人的研究测度结果 , 1996

年我国地区间市场化程度大致如

下 :东部最高 ,为 7013 % ;西部其

次 , 为 6419 % ; 中 部 最 低 , 为

6414 %。如果以南北 市场来区

分 ,则南方市场化程度为 6719 % ,

北方为 5419 %。区域间市场发育

程度的差异可见一斑。

21 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发育

不平衡。在我国的市场化过程中 ,

很明显 ,商品市场的发育要比要素

市场迅速得多。从近年来对我国

市场化程度评估的情况来看 ,虽然

各国评估结构的差距较大 ,但有一

点是取得基本共识的 ,那就是 :我

国的商品市场化程度已经相当高 ,

应当在 60 %～80 %之间 ,而我国

的要素市场化程度则比较低 ,估计

在 30 %～50 %之间。而且 ,在要

素市场中 ,劳动力的市场化程度又

相对较高 ,而资本、土地的市场化

程度则比较低。
(四)市场主体缺位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的市

场化虽然推进迅速 ,但市场化程度

仍然不高 ,市场经济仍处于不发达

层次。市场是需要培育的 ,发达市

场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中国

几十年的计划经济运行不仅使市

场的作用范围几乎荡然无存 ,而且

使市场经济的观念从人们的心中

完全抹去。要重新树立市场经济

观念 ,建立市场经济体制 ,是需要

一定的时间的。改革开放 20 年

来 ,我国的市场主体一直没有很好

地培育起来。国有企业改革不力 ,

非国有企业又不能“扶正”,导致市

场主体实质上的缺位。
(五)市场秩序混乱

市场经济背后应当有一种理

念基础作支撑的。在向市场经济

体制转轨过程中 ,由于对新体制的

规则和结构认识不足 ,也由于与市

场经济相适应的竞争意识、公平观

念及商业道德都尚未形成 ,还由于

市场经济的有关法律法规及道德

规范尚不健全 ,从而市场秩序比较

混乱。其表现主要是 :

11 权力市场化 ,导致腐败盛

行。双轨制过渡尤其是价格的双

轨运行 ,使权力大量介入市场 ,寻

租活动盛行 ,导致出现了一个“吃

双轨制饭”的特殊利益集团。1987

年 ,我国全部控制商品的差价在

1300 亿元以上 ,银行的利差总额

约为 200 亿元左右 ,进出口所用的

牌价外汇的汇差总额约为 500 亿

元左右。加总起来 ,全社会差价总

额约为 2000 亿元 ,约占整个国民

收入的 20 %。即使“寻租”者攫取

差价的 5 % ,其总非法牟利金额也

在 100 亿元以上。而 1988 年 ,我

国全部控制商品价差、国家银行贷

款利差、进出口牌价外汇汇差分别

为 1500 亿元、1138181 亿元和

930143 亿元 ,三项合计为 3569 亿

元 ,约占当年国民收入的 30 %。

倘若按“寻租”者 5 %的“寻租率”

来计算 ,其非法收入总额则在 175

亿元以上。

21 市场信用危机。由于市场

体系的不成熟 ,使得商业信用大受

影响。国有企业的负债率达到

70 %以上 ,银行的呆坏账率高达

20 %以上。国有企业欠银行的债

务已超过 3 万亿元 ,其中不良债务

达 6000～8000 亿元 ;另外 ,企业间

的相互拖欠 ,到 1995 年 超过 8000

亿元。由于信用关系紊乱 ,使企业

与企业之间以及银行与企业之间

的信用关系十分脆弱。

31 市场主体行为失范。市场

上非法经营现象十分严重 ,经济当

事人行为失范 ,许多人倾向于通过

不正当或非正当途径获得收益 ,而

不是通过市场竞争力。在不规范

的市场秩序下 ,市场外交易增加 ,

各种非货币媒介如权力、关系的经

营作用上升 ,从而导致市场退化、

规则失效 ,使本来就发育不良的市

场更加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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