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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我国的市场化进程浏度研究始于90年代初期，此后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

进入断世纪以来，更多的学者从更为宽泛的角度和领城对市场化进程的浏度进行了更为深入

细致的研究。从市场化的含义、指标体系和浏算方法，研究的角度两个大方面入手，将九十年

代以来的研究成果进行分类总结，并在此基拙上提出有待于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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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马上就要走到第30个

年头了。在近3。年的时间里，市场化逐渐成为了

改革开放的核心、主旋律和代名词。基于此，我国

的学术界从90年代初期就开始对市场化的含义和

进程测度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一

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进人新世纪以来，关于市场

化进程测度研究的热潮仍然方兴未艾，研究的方法

和角度也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态势。本文拟对90

年代以来市场化测度方面的一些代表性研究成果

进行总结，并试图寻找出该研究方向有待于进一步

研究的问题。

    一、市场化内涵的界定

    张曙光111(2000)认为，把经济看做是资源配

置，把市场经济看做是用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进

而来定义市场化，一方面会忽视市场化过程中很多

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特别是制度和政策上的变化，

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市场化的有效途径;另一方

面，也易于使市场化程度的测度陷人各种资源的具

体配置及其经济运行结果的直接计量之中，割断了

市场化过程的内在联系.经济市场化的过程，首先

是个人经济自由权利的逐步确立、有效实施和切实

保障的过程。经济自由是市场和市场制度的精髓

和灵魂，自由交易也就成为市场经济的基本行为规

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市场化的实质就是经济自

由化。市场是天生的平等派，买者和卖者、生产者

和消费者在地位上和人格上是平等的，因此，市场

化的过程就是消除一切特权和歧视，确立平等契

约、平等参与、平等竞争的市场规则的过程，是交易

规模日益扩大、合作范围不断拓展的过程。

    姜霖111(1999)从制度的视角考察了市场化，提

出中国的市场化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具有较清晰的

目标框架和较明确的时间界限的，以强制性变迁为

主要形式的制度创新过程。姜霖认为，市场作为一

种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经济、政治与文

化体制，蕴含着极丰富的内涵，绝不仅仅是一种资

源配置方式，更要考虑如何建构与之相适应的非正

式约束，包括经济伦理关系，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

即形成一种新的文明形态— 市场文化，为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生成提供文化支持。姜霖还引用林毅

夫的观点，点明了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实质，即中国选

择了不从对资产存量的再配置人手，而着眼于在资

产增量的配置上引人市场机制的增量改革。

    陈宗胜[[31 (2001)将市场化看做是一个各种制

度从无到有，市场体制从逐步产生、发展到成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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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市场机制在经济中对资源配置发挥作用持续增

大，经济对市场机制的依赖不断加深和增强的演

变过程。因此对于市场化程度需要从两个层次上

去理解:一是市场制度的建立与完善程度，这是市

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基础;二是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

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范围与程度。基于此，陈宗胜提

出，测度市场化程度的指标应该反映经济体制在这

两个层次上的变化。

    卢现祥[4] 1['] (2001, 2006)则从制度经济学的

角度对市场化进程进行了分析和思考，认为不仅要

重视对我国市场化“量”的分析，也要重视对我国

市场化“质”的研究.卢现祥认为，理论研究中要假

定市场是同质的，在同质的市场上，市场调节的比

重越大，市场化的程度就越高，而实际的问题是我

国的市场并不是同质的，在不同质的市场上是无法

精确地比较市场化程度的。卢现祥还借鉴法国历

史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关于市场分层的

观点，对我国的市场分层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我

国在下层组织方面确实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但

在上层组织上还是刚刚起步。从下层组织到上层

组织的转变有一“体制的跨越性障碍”，上层组织的

构造是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一个“坎”。我国目前

市场化进程更多地要考虑上层组织的建立问题。

卢现祥还从下面三个方面叙述了我国市场化进程

中存在的问题:从市场交易的性质来看，我国的市

场交易主要是建立在关系经济基础上的，这与发达

市场经济国家建立在契约经济基础上的市场经济

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从制度约束的层面来看，我

国在建立正式约束(规则)方面已经取得了较大的

进展，但是建立在传统、文化及价值观基础上的非

正式约束与市场经济还存在诸多的矛盾，制度中的

实施机制“软化”是我国制度创新中一个突出的问

题，从市场体系来看，我国市场发育还很不平衡，要

素市场的成长远远滞后于产品市场的成长。卢现

祥最后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市场化的程度并不简单

是量化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质的变化(即制度创新

问题)。我国的市场并不是一个同质的市场，而是

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市场。

    杨晓猛[s] (2005)侧重从横向比较的角度对转

型国家之间市场化程度进行分析，将经济市场化限

制为经济相对市场化。通过比较新古典自由主义
学派、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结构功能学派、新制度经

济学派以及演化学派关于市场化的主要观点，杨晓
猛认为，研究转型国家的市场化，要考虑到市场化

进程的特殊性，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并将改革政

府的过程定义为转型国家经济市场化的核心问题。

    赵彦云和李静萍['] (2000)认为，市场化就是指

经济制度由政府管制型经济(计划经济是其极端的

表现形式)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在政府管制型

经济制度下，政府广泛干预经济活动，甚至完全取

代市场和企业;价格管制使价格偏离其真实水平，

不能发挥传递信息、提供刺激和收入分配的作用，

从而导致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企业失去独立产权主

体的地位，市场竞争和利益机制的激励作用被减弱，

导致企业经营效率低下，各种市场的发展受到限制

甚至被取缔，供求机制被破坏，整个社会观念变得消

极，不思进取。再加上国际各个经济实体的竞争日

趋激烈，实现经济的市场化变得越来越迫切。

    二、市场化测度的研究角度

    目前对于我国市场化进程水平测度的研究角

度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1、从国家整体的角度

来研究我国近30年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水平，即

整体的角度;2、按照不同的区域划分方法，从区域

的角度来进行市场化进程的研究。实际上，按照不

同的标准所划分的区域就是国家在地方的一个缩

影，’因此研究方法上和前者并无太大的差异;3、对

外贸易的角度;4、从产业的角度来看，目前只有顾

海兵和陈宗胜对农业市场化进行了分析，测度方面

也只有陈宗胜建立了具体的指标并进行了测度.

    (一》整体的角度

    从该角度研究的学者都是以中国近30年的改

革开放为背景，将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不同方面进行

分类，并选取指标进行测度分析.张宗益18](2006)

等人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以四个方面、十九个具体

指标为基础构造了刻画中国改革以来经济体制市

场化相对进程的市场化指数。在具体的技术处理

上，张宗益等人也采用了与前人不一样的方法:为

了防止测度过程中出现的随意性，首先将采用“相

对比较法”将各个“指标数据”转化为“指数值”，即

对各指标数据进行评分(该评分反映在样本区间中

的位置)，得到该指标数据对应的指数值;计算出的

数值不再是用百分数来表示，而是能够作为制度变

量应用于宏观经济建模的指数值。根据计算出的

指数值，张宗益等人提出了一系列加速市场化进程

的基本对策思路，包括加速产权制度的改革，加快

政府体制的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加快企业特别

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减少行政束缚，

                                                          27

万方数据



f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李忠民，周 弘:我国市场化进程侧度的研究评迷 2007第5期

完善产品市场的改革以及减少政治千预和政治动 顾海兵[['11 (2001)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中

荡，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国经济发展的进程结合起来，提出用市场化水平来

    王萍1'] (2006)着重从市场化指标测度的角度 描述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度，用非农化水平测度中国

方面进行了分析和阐述。王萍首先回顾了中国经 经济发展的进程。顾海兵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了

济市场化的发展阶段，她认为在经历了体制外市场 判断中国市场化程度的三个标准:宜粗不宜细，宜

化阶段、体制内局部市场化阶段及全面展开与纵深 低不宜高，宜宽不宜窄。在总结以前学者对于市场

推进这三个阶段后，目前改革的重点已经转移到了 化程度测度评价的基础上，顾海兵从纵向和横向两

市场经济基本制度的构成、运作以及市场主体相互 个维度给出了自己的评判标准并作了分析，认为在

间的博弈行为与过程上。在以上理论分析的基础 201。年中国的市场化程度将达到“%— 70%,

上，王萍认为，研究中国市场化进程必须研究中国 成为准市场化国家。顾海兵接下来又论述了用非

经济各个领域的市场化进程，通过把握五个方面 农化来测度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原因，也从横向和

(见表1)来大体测算出国民经济的几个重要领域 纵向两个维度进行分析，认为中国的非农化水平远

的市场化程度，再进行评估，得出中国经济市场化 远滞后于市场化水平，我国八亿农民的非农化之路

程度的基本判断即可。王萍还列举了国际上的一 仍然要继续走下去。

些测度市场化程度指标的设置方式，提出通过借鉴， .孙景宇['Z1 (2004)认为，经济转型是一个联系

国外的研究方法和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实际进行调 的、动态化的过程，不能孤立地、静止地分析和看

查分析，就能够对我国总体的和单方面(例如产业、待，需要将经济转型(市场化)与现代化进程结合起

区域)的市场化程度作出科学全面的测度，最终为 来，同时还要明确经济转型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只

推动我国的市场化进程起到理论上的支持。 ‘ 有这样才能将经济转型进程“量”的测度和“质”的

    杨晓猛1103(2006)以转型国家为研究对象，通 飞跃结合起来.在详细介绍了国内外相关的研究

过比较转型国家之间市场化进程的异同来分析经 成果之后，孙景宇着重强调市场化并不等于自由

济绩效与市场化、结构转型之间的关系，认为不同 化，放松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并不意味着市场化程度

国家的经济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国家或 的必然提高;市场化本身的动态性决定了其具有的

地区产业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而它们内在地统一 含义也是动态的，它随着现代化的不同含义而变

于市场化进程中，杨晓猛还认为转型国家的结构转 化。伴随着第一次现代化(工业化的出现)，市场化

型都涉及了一国产业和贸易发展战略的选择问题.主要表现为工业化;伴随着第二次现代化(知识社

在具体指标的设置上，杨晓猛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研 会、风险社会的到来)，市场化又表现为信息化，其

究的基础上构建了由目标层、领域层和指标层在内 所具有的虚拟化趋势是人类社会迈向信息社会的

的48个指标组成的转型国家市场化指标评价体 一个重耍特征和表现。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孙

系。杨晓猛的研究并非以单纯的测度为目的，而是 景宇提出，现阶段的转型国家要认清在市场化过程

将测度作为过程，着重通过结果来分析比较，进而 中所处的位置，同时在研究过程中要着重研究转型

提出适合中国的建议措施，其方法仍然是采用的是 国家进一步推进转型进程的因素(产业结构和金融

前人采用的传统方法，并没有过多的阐述。在计算 架构)和发展条件(政府职能)，为制定下一步的发

出部分转型国家经济市场化综合评价指标的得分 展方向和战略选择提供指导.

并排序后，杨晓猛一一进行了分析和比较，认为中 赵彦云和李静萍(7](2000)设计了包括3个层
国的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了投人的推动，忽视了技术 次，9个方面，共53个指标(见表1)的市场化进程

的创新和进步，创造附加价值的能力较低。通过与 水平测度的统计指标体系，对世界主要46个国家

俄罗斯的比较分析，杨晓猛认为中国必须解决好过 和地区的市场化水平进行测度。通过国际比较定

度竞争问题，这样能够提升传统产业的竞争力;要 位中国市场化的总体水平，揭示出中国市场化进程

认清我国转型过程中的初始条件和转型方式，将新 中存在的优势和劣势，认为中国在转型国家中市场

的商品和劳务市场以及获取新知识、资本、组织能 化绩效较好，中国市场化改革仍应坚持渐进式推
力以及企业家精神与制度安排— 结构转型有机 进.在下一个五年内(2001- 2006，笔者注)，中

结合，制定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为最终实现经济 国市场化进程应追求稳中求进，带动中国市场化总

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二 体水平达到世界中等水平.赵彦云和李静萍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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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认为，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依然面临着整体推进的

艰巨任务，只要全面转变政府职能，逐步减少政府

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大力培育各种市场经济基本要

素，放手发展各种市场，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必将取

得巨大成就。

    《二)贸易的角度

    王玉茹等人[[la] (1999)从“质”和“量”两个方面

考察了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中对外贸易的市场化，

认为考察一国对外贸易的市场化既要考察一国的

对外贸易制度的变迁，又要设立测度对外贸易市场

化的指标体系来将市场化程度进行量化。王玉茹

等人首先回顾了1979年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变

迁的历史，认为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地提高是对外贸

易制度变迁的外在表现;接下来选择了四项指标作

为测度我国对外贸易市场化进程的参数(见表1),

并详细列举了相关的指标来进行分析说明。通过

列举对外贸易市场化的一系列绩效，王玉茹等人充

分肯定了对外贸易市场化对中国经济特别是国际

贸易方面带来的巨大推动作用。最后，根据目前对

外贸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王玉茹等人还提出了包

括加快实施大经贸战略在内的一系列建议，以期加

速对外贸易的市场化进程，推动中国经济的进一步

发展。

    (三)区域的角度

    樊纲等人[["](2001)从区域的角度对不同省份

的市场化进程进行了测度和分析比较，发表了《中

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报告》，认为各地区之间在体

制改革和经济政策方面存在的差距是造成地区经

济发展水平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能够对这

种差距作一种科学地基本判断，樊纲等人利用经济

学的科学方法，建立了由5项一级指标、19项二级

指标组成的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指标体系。通

过运用相对比较法和主成分分析法，樊纲等人测算

出了“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对于该

指数，樊纲等人给出了它的内涵和特点，即多维性、

主观性和近似性。测算指数的目的不是要表明各

个地区本身距离市场经济还有多远，而只是在比较

各地区在朝市场经济过渡的进程中谁的市场化改

革程度相对高一些;因此是一种相对指数。樊纲等

人最后还列举了市场化指数所应用的范围，包括宏

观、区域、微观、因素分析等方面，以期利用该指数

对各地区的市场进程进行持续的跟踪分析，进而为

继续推动市场化改革做出一点贡献。

    王小鲁[1s] (2001)在上述测度结果的基础上，

对各省区1997-1999三个年度市场化进程的排序

剖析了其原因。王小鲁发现，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省

份都是东部沿海省份，而排序较低的省份绝大部分

位于西部，中部省份的市场化总指数排列居中。王

小鲁分析认为，排名靠前的部分省份存在的主要问

题是金融部门改革、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改善市

场的法律制度环境方面的进展不够理想;排名中低

的省份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分项指标的排序差异

较大，市场化进程还有待于系统性地推进。从市场

化指数计算的结果来看，王小鲁发现大部分省份的

得分都有所提高，但是个别省份依然出现了下降，

王小鲁分析认为，政府对企业减少干预，价格控制

进一步下降，金融部门市场化程度和对非国有企业

贷款比例的上升，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市场秩序和

知识产权保护的改善是市场化程度提高的原因;而

政府控制的财力上升，农民负担的加重，非国有经

济发展明显趋缓，外资投人下降则是市场化程度下

降的原因。此外，王小鲁还就排序和得分变化比较

明显的省份进行了个案分析。

    郝娟[161 , 111)(2006)认为区域市场化的差异是

形成区域经济差异的重要因素，她通过设计包含四

个方面21项指标的测算体系(见表1)，计算了中

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市场化指数。郝娟认为，

我国长期以来的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了“行政区经

济”的发展态势，即行政区划对经济具有强大的约

束力，因此在具体指标的处理上，首先利用闭值法

进行无量纲处理，接着在指数合成过程中选择简单

算术平均法，得出各行政区划的市场化指数，最后

以简单的算术平均形成各区域市场化指数。根据

计算结果，郝娟从指标体系的四个方面对东、中、西

三大区域的市场化差异性进行了细致深人地分析，

并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内陆地区的自然

资源优势、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充分发挥将成为缩小

区域间市场化差距的重要因素。

    徐明华[11] (1999)从所有制结构(非公有制发

展)、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效率、投资市场化、商品

市场的发育、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对外开放程度以

及经济活动的频度七个方面出发，侧重于相对比

较，选择了东部地区经济水平和市场化程度都相对

处于前列的八个省市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在测

算方法上，徐明华综合分析和评价了前人所采用的

各种方法，得出结论认为，目前所采用的方法造成

了迥异的测算结果;计算一个经济市场化程度的绝

对值并不是一个科学的办法，并不能从绝对值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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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上来理解一个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徐明华在研

究中采用了简单积分法来对各个地区的市场化进

程进行比较，即通过将各个地区在不同领域的市场

化程度的排序值进行相加，最后得出各地区的相对

位次。排序值小，位次越靠前。

    【四)农业的角度

    陈宗胜、陈胜[11](1999)专门就农业市场化的

进程进行了测度，认为农业市场化就是指在市场能

充分发挥效用的领域内，实现从计划配置农业资

源、分配农业剩余向市场配置和分配的转变过程，

测度农业市场化就是测度农业在多大程度上实现

了这一转变。陈宗胜、陈胜发现，农村中存在着农

村集市交易和现代农业市场交易两种交易方式;据

此他认为农业市场化有两种:微观层次上的农户市

场化和宏观层次上的农业市场化，这也成为陈宗

胜、陈胜设计测度指标体系的基础框架(具体指标

见表)。在数据选取的方法上，陈宗胜、陈胜采用了

问卷调查法取得了三个农业区的三组数据，依据自

己设计的模型分析测算出了1995年三个地区以及

全国范围内农户市场化的指数，并对数值进行了分

析解释;宏观层次的农业市场化则是通过查阅统计

年鉴，套用自己设计的模型，测算出了部分省份

1994年的农业整体市场化程度，以及全国1978-

1994年度的总体和分项指标，陈宗胜、陈胜同时进

行了总结分析，认为农业市场化的区域差距确实存

在(尤其表现在单项水平上)，农业劳动力的市场化

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但是农

业投资市场化水平表现出与经济发展水平负相关

的特性;从农业总体市场化进程来看，中国农业市

场化的阶段性很明显(1984和1993年是两个分界

点)，农村劳动力市场化进程缓慢，农业投资市场化

波动较大，另外价格市场化与农产品流通市场化进

程的阶段性更为明显。

    三、市场化测度的指标体系与研究方法

    市场化体系的建立方面，不同学者由于不同的

研究角度和研究范式，建立指标体系的理论基础和

具体指标都有所不同(具体指标见表1),

表 1:市场化浏度指标体系比校

学 者 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陈宗胜

  1999

农户市场化进程

  (徽现层面)

农户生产投入市场化的测度

农户产出市场化的侧度

农户生产经管市场化的浏度

农业总体市场化进程浏度

      (宏跪层面)

农业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侧度

农业投资市场化的测度

农产品交易市场化的侧度

农产品价格市场化的洲度

顾海兵

  2001

认为市场化程度的关健是看劳动力、资

金、土地、产品与劳务的市场化，不存在

所谓的工商企业市场化和政府行为市

场化

赵彦云、李静萍

      2000

市场经济基本要素

价格市场化

企业市场化

社会市场化

市场发展

商品市场

劳动力市场

资本市场

技术市场

欢府职能市场化
维护市场坏境

参与经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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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者 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徐明华

  1999

所有制结构(非公有制发展)

工业总产位中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

独立核算工业企业资产中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

独立核算奋路、水路和港。企业资产中非公有制经济

的比重

批发零售贫易业网点中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

非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的比重

                  扩

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效率

国内生产总值与政府消费之比

政府消费占全部最终消费的比重

国家机关、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从业人员占全郊从业

人员的比重

国家机关、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服务产出位与从业人

员之比

(税收一国有企业上级利润一国有企业政策性亏报补

贴一罚没收入和行政性收费及其他收入)/对政收入

对政收入支出中基本建设、企业挖潜改连资金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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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农村居民的枕贾负担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

政府对企业控制与干预的减少

非国有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

非国有经济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中的比重

产品市场6F劣三燕 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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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

信货资金分配的市场化

引进外资的程度

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

对生产者合法权益的保护

知识产权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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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者 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王萍

2002

产品市场化 农产品、工业品、服务产品的市场化

要素市场化 资本、土地、劳动力的市场化

企业市场化 国有企业、集体企业、非国有企业的市场化

政府对市场的迫应程度
政府从徽观领城的退出租度和宏砚调撞方式由立接

转向问接

经济的国际化程度 贾易依存度和资本依存度

北师大指数

    2003

政府作用问题

企业权利与行为问题

投入要素的成本与价格问越
贫易问题和金融参数问题

张宗益等

  2006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市场分配经济资源的比I

政府职能旁份转换

政府退出橄观经济指标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

非国有经济在工业产位中的比重

非国有经济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中的比重

非国有经济扰业人数占城镇总鱿业人数的比例

非国有经济在社会消费品零悠总烦中的比t

对外开放的程度 ，

对外贫易开放度

对外金触开放度

对外投资开放度

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

社会零售商品中价格由市场决定的部分所占的比t

生产资抖中价格由市场决定的部分所占的比t

农产品收均中价格由市场决定的部分所占的)tit

杨晓猛

  2005

产业结构的调整

三次产业变动状况

劳动力分布结构

贡故效率

所有制结构的调整 非国有经济发展状况政府

职能的转变
政府支出情况

管理效率

市场竞争与发育

产品及要素市场的发育

货币与金触体系的发育

对外开放程度

经济与社会发展

蛛合评价(方向、

力度)

经济总体运行状

况(方向)

经济增长

经济景气程度

社会保津及福利

(力度)

健康安全状况

受教育程度

扰业状况

人 口压力

收入支出状况

娜娜

2006

玫府行为规范化
政府挽模

政府对经济的于预

要紊市场的发育

劳动力流动自由度

技术成果市场化

资本市场化

收入市场化

金融业市场化

企业的市场化
非国有企业市场化的程度

国有企业的企业运管

贫易自由度
价格由市场决定的程度

法律时套平贾易的保护

32

万方数据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李忠民，周 弘:我国市场化进程侧度的研究评述 2007第5期

表2:市场化测度方法的比较

学 者 数据处理方法 指标测算方法

樊纲、王小香 相对比较法 主成分分析法

都去两 相片比较法 简单算术平均法

张宗益等 相对比较法 加权平均法(权重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来确定)

杨晓猛 一} 相对比较法 加权平均法(权重由构造主观比较拒阵来确定)

陈宗胜 问卷调查法 加权平均法(权重由主观确定和利用农业生产函数浏算共同确定)

北师大指数 简单算术平均法

赵彦云、李静萍 简单平均方法

    在指标的处理和测算上，不同的学者才用的

方法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具体方法及其介绍见表

2)。通过表2可以看出，不同学者在数据处理上都

采用了相对比较法来消除量纲的影响，相对比较法

也称作阂值法，它是一种简单的、带有近似的直线

型公式，用来进行指标的无量纲处理，具体的计算

方法如下:

进程的先后顺序、在分析总得分的基础上，还要进

一步分析比较不同层次指标的得分情况，找到影响

最终得分差异的指标层，细致分析产生差异的原

因，进而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和政策。」另外，市场

化进程的测度结果可以作为衡量制度演进的变量

进行相应的数量分析。

第i个指标得分
V;一Vm}

V.二一V};o
X10(或者100)

    但是在具体测算时所采用的方法却可谓大相

径庭，主要有主成分分析法、简单算术平均法以及

加权平均法;在加权平均法中，权重的确定方法仍

然不同。因此得出的结果也有相对数值和绝对数

值之分，都期望通过数值来对市场化进行绝对的评

价，但是不同的测算结果之间由于方法的不同和测

算口径的差异造成结果不具有可比性。陈宗胜认

为，“测算的数值一般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因为人们

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和不同的指标进行测算。因此，

重要的不是数值本身，而是这些数值序列所反映出

来的变动趋势。”

    四、结论

    从截至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市场化进程测度

的研究范围已经涉及多个方面，包括整体测度、区

域测度、产业(农业)测度、贸易测度等等，但是分行

业的测度目前来看仍是空白.去年是我国加人

WTo五周年，这意味着我国的部分行业将失去原

有的保护政策，直面来自国际市场和厂商的竞争和

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选择有代表性的行

业，对其市场化程度进行测度，对实现要素资源的

优化配置，做大做强企业，提高行业竞争力，从而推

动国民经济健康、有序地向前发展，起到重要的理

论铺垫作用。

    从测算的结果来看，不同的数据之间差别较

大，一个数据并不能够完全地说明一个国家、地区

和行业的市场化水平。因此，更多的测算结果应着

重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通过比较来反映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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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optimization of control right allocation in venture investment

WANG Lan

(School of Finance.Chongging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In the field of venture investment, the research on how enterprise control right realizes dy-

namic optimized allocation between an entrepreneur and a venture capitalist is in its initial stage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uses Tirole Model as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research, further softens its
supposed prerequisite, meanwhile; introduces different financial tool contracts, continuous control

right variables and effort cost functions, analyzes how entrepreneurs control right allocates between

the entrepreneurs and venture capitalists under the contract condition of different financing tools and
analyzes main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allocation and transfer of the control right and their change. The
conclusion is non一consistent between participation restriction term of entrepreneurs and capitalists

and is that incentive restriction term indicates that, whether the entrepreneurs make efforts or not,

the entrepreneurs' credit mechanism and private benefit are the main factors to influence dynamic

change of the control right and is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convertible stock terms and contingent con-

trol right arrangement can realize optimal allocation of control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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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researches on measurement of marketability process of China

LI Zhong一min, ZHOU Ho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Shaanxi Man 710062, China)

Abstract:Chinas researches on the measurement of marketability process began in the early 1990s
and have made a series of achievement. After entering new century, more scholars make more inten-

sive researches on the measurement of marketability process from broader angle and field. Based on
the meaning, index system and measurement method.this paper makes classification and summariza-
tion of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 since the 1990s and gives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solving the problems
in this field.

Keywords:econom ic transition;marketability process; measu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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