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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型经济研究中三个不容回避的理论问题

!&转型经济国家之间的$改革方向差异%问题不

容回避

在转型 经 济 国 家 之 间 的 改 革 方 面 究 竟 有 没 有

$方向%问题？这个本来不成问题的$问题%似乎被某

些表面热烈的争论掩盖了&这不仅使人想起了中国

’战国策(中所讲 的$南 辕 北 辙%的 寓 言"有 一 个 人 本

应朝南走才能到楚国"但这位老兄却一直往北走"当

有人告诉他方向错了时"他还理直气壮地讲了三 个

理由)一 是 我 的 马 好!$吾 马 良%#"二 是 我 的 路 费 多

!$吾用多%#"三 是 我 的 车 夫 赶 车 的 技 术 好!$吾 御 者

善%#&孰不知"正是由于方向反了"所以上述三个好

条件只能使他离目的地越来越远&运用这个古老的

中国寓言来分析当前在转型经济理论中的偏颇是十

分有益的&因 为 当 前 在 国 内 外 的 转 型 经 济 研 究 中"
众多学者一直热衷于运用所谓$激进%或$渐进%的方

法来进行分析"其实这种研究方法"不仅是极其片面

的"而且也是 极 其 有 害 的&因 为 这 种 方 法 告 诫 人 们

或者暗示给人们的是这样一种印象"似乎在不同 的

转型经济国家 之 间"所 谓 改 革 只 有$速 度%差 异 或 者

只有$程度%差 异"而 没 有 什 么$方 向%差 异&也 就 是

说"在众多的国内外经济学家眼中"在由计划经济转

向市场经济的国家之间"似乎不存在选择什么道 路

的方 向 问 题"好 像 大 家 都 在 同 样 走 资 本 主 义 道 路&
这符合事实吗？!AAW年在’经济学动态(创刊@W周

年时"本人指出过)$当前"国内外经济学家很热衷于

在*激进+与*渐进+方面来对中俄的经济改革进行比

较&但应指出"在 这 种 热 烈 争 论 的 表 面 下 却 掩 盖 着

一个事实"似乎 中 俄 两 国 的 经 济 改 革*方 向+是 一 致

的"成败与否只在于 措 施 的*激 进+与*渐 进+的 程 度

差异而已"但事实并非如此&%历史事实证明"!AA=年

苏共二十八大是埋葬苏共和社会主义的大会&至此

之后"原 苏 联,东 欧 国 家 的 改 革 为 了 彻 底$告 别 过

去%"它们 对 原 来 的 社 会 主 义 制 度 持 完 全 否 定 的 态

度"打着改革的 招 牌"全 盘 否 定 共 产 党 的 历 史,否 定

历史人物和攻击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一股脑地向 资

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过渡"急切建立资本主义的 政

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盖达尔公开宣称$我们这一代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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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达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苏联解体后新掌权的

政治精英们竭力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惜一切

代价 巩 固 自 己 的 政 权#力 求 达 到 所 谓 的$不 可 逆 转

点!"
对此#俄 罗 斯 著 名 经 济 学 家2%梁 赞 诺 夫 曾 沉

痛地总结道&$俄罗斯迅速地脱离旨在保持社会主义

方向的市场改革#其原因与其说是客观的#还不如说

是社会上尖 锐 的’破 坏 经 济 的 政 治 斗 争 的 结 果"在

这样的条件 下#经 济 变 成 了 这 场 斗 争 的 牺 牲 品"苏

联经济改革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一部分执政

精英的无能和另一部分精英不愿意保留社会中制约

和阻碍其野心的社会主义本质"执政阶层官僚主义

的再生#实际上封杀了经济体制转轨时克服危机 的

可能性"原有的所有完善社会主义模式的苏联经济

改革方案都没有得到执行"!而中国的改革则是为了

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 制

度的前提下#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过

渡"也就是说#社会主义这一$主词!#我们始终没有

放弃"例如邓小 平!ACW年@月"日 讲 道&$现 在 我

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

搞别的现代化"!!ACW年@月<W日他又讲&$我们经

常讲四个现代化#往往忽略了主词&社会主义"!

!AC"年<月!C日他还讲&$我们干四化#人们都

说好#但有些人脑子里的四化同我们脑子里的四 化

不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是社会主义的四化"他们

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
也就离 开 了 中 国 的 发 展 道 路"这 样#关 系 就 大 了"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

出#在小平同志的理论中#社会主义这一主词始终是

明确的#即使在!AA<年 的 南 巡 中#他 仍 然 要 求 上 海

浦东和深圳在<=世纪末要回答一个问题#即姓$社!
不姓$资!#要回答改革开放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

资本主义"所以#!AA<年中国明确提出的建立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模式#包含着两方面 的

重要思想&一是明确的制度约束性#即改革必须以完

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为前提(二是坚持市场经 济

的改革方向#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 作

用"<==E年@月!!日 刘 国 光)坚 持 正 确 的 改 革 方

向***读锦涛同志@月"日 讲 话 有 感+一 文 引 起 的

争论发人深思！究竟如何理解$坚持改革方向!这一

说法？究竟是 坚 持 改 革 还 是 反 对 改 革 的 分 歧#还 是

两种改革观的分歧？

<&转型经济国家之间的!指导思想差异"问题不

容回避

转型经济国家之间存在的$改革方向差异!的原

因之一是来源于$指导思想差异!"这种主要差异并

不体现在是实行$存 量 改 革!还 是 实 行$增 量 改 革!#
最主要的差异 特 征 在 于 是 否$全 盘 西 化!#是 否 全 盘

接受$休 克 疗 法!#搞 资 本 主 义"这 种 以$华 盛 顿 共

识!为理念基础的自我毁灭的$休克疗法!的战略#后

来被当时任俄罗斯对外经济贸易部长的格拉济耶夫

称为是$华盛 顿 共 识!的 最 野 蛮 的 形 式"采 用$休 克

疗法!战略后#其最重要的危害在于俄罗斯本国自主

制订经济发展政策的权利被国际组织剥夺了#格 拉

济耶夫披露 道&$从!AA@年 末 最 高 苏 维 埃 遭 炮 轰 和

发生政变#一直 到!AAC年 秋#俄 罗 斯 实 际 上 处 于 一

种由外人来管理国家经济政策的状态#基本参数 由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草拟#之后交由傀儡政 府

和傀儡中央银行以相关经济政策宣言的方式走一下

批准形式"!与 俄 罗 斯 转 型 经 济 的 指 导 思 想 相 反#我

们在转型经济中#一直强调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例如邓小平!ACE年!<月@=日讲&$走自己的路#建

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希望"!
邓小平!AC"年@月<"日接见外宾时强调&$中

国搞社会主义#强调要有中国特色"!!AC"年F月@=
日又讲道&$有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

拥护开放’改 革 的 旗 帜#想 把 中 国 引 导 到 资 本 主 义"
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是要改变我

们社会的性质"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

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AC"年"月F日他还说&
$右的干扰就 是 搞 资 产 阶 级 自 由 化#全 盘 西 化#包 括

照搬西方 民 主"!!AA<年 在 南 巡 讲 话 中#再 次 强 调&
$我们要在建 设 有 中 国 特 色 的 社 会 主 义 道 路 上 继 续

前进"!

@&转型经济国家之间的!政策效应差异"问题不

容回避

其中包括对以 下@个 方 面 的 研 究&不 应 忽 视 对

原苏联东欧转 型 国 家$转 型 衰 退!教 训 的 研 究(不 应

忽视对拉美国 家$改 革 衰 退!教 训 的 研 究(尤 其 是 改

革对增长的影 响,增 长 率’就 业 率-和 改 革 对 公 平 的

影响,收入分配’贫困-(不应忽视对$中国经验!的总

结"
第一#不应忽视对原苏联东欧转型国家$转型衰

退!教训的研究"自!AA!年苏联解体起至!AAC年C
月!"日的金融崩溃为止#是俄罗斯$转型衰退!的典

型时期"由于 实 施 了$休 克 疗 法!#造 成 了 经 济 和 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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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大倒退!
如果以!AA=年为基期"!AA"年时的国内生产总

值只 相 当 于!AA=年 的E!&AX"工业产值只 相 当 于

!AA=年的FC&CX"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行业的产值只

相当于!AA=年的@C&"X"固定资产投资只相当于!AA=
年的<@&FX"农业产值只相当于!AA=年的WA&<X"实
际工资水平只相当于!AA=年的FCX!工业 部 门 的

年平均利 润 由!AA<年 的@C&@X下 降 到!AA"年 的

W&<X"联邦预算中基础研究和支持科技进步费用占

国内生 产 总 值 的 比 重 由!AA!年 的=&AEX下 降 到

!AA"年的=&!=X"失业率也由!AA<年的F&"X上升

到!AA"年的A&!X!在这种衰退中"社会 收 入 差 距

急剧恶化"!=X最富有人口的收入与!=X最贫穷人

口收入的差距由!AA=年的F&F倍上升到!AA"年!@
倍!更为悲惨 的 是"俄 罗 斯 人 口 自 然 增 长 率 急 剧 下

降"由!AA=年自然增长@@&<A万人"到!AA"年时竟

然变成了人口自然减少"W&EW万人!面对俄罗斯的

#休克疗法$与 人 口 质 量 退 化 之 间 的 因 果 关 系"有 良

知的经济学家愤怒地称其为符合国际法中所使用的

#种族灭绝$一词 的 定 义!由 于 实 施#休 克 疗 法$"导

致俄 罗 斯 国 民 经 济 长 期 衰 退"综 合 国 力 显 著 下 降!

!AA!!!AAC年期间"俄罗斯遭受了现代历史上所有

大国中最严重和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衰退!尽管在

!AAC年至<==@年期间"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年

均E&"X的速度增长"但是<==@年的GYZ也只是达

到!AAE年的E"X!假设以这种速度发展"俄罗斯直

到<==A年 才 能 达 到!AA=年 GYZ的 水 平!如 果 近

年来的增长速度确实能持续到<==A年"俄罗斯需要

花费!A年的时间才能脱离因采纳新自由主义转 型

战略而掉入 的 黑 洞!对 此"俄 罗 斯 科 学 院 院 士 弗%
伊%多博列尼科夫总结道&#俄罗斯近年来所遭受的

精神和物质损 失"无 法 估 量"实 际 上"改 革 使 俄 罗 斯

倒退了<=!@=年!$由此可见"#休克疗法$给俄罗斯

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有多么严重"这一沉痛的#转型衰

退$的历史教训应该使我们永远记取!
第二"不应忽 视 对 拉 美 国 家#改 革 衰 退$教 训 的

研究!拉美国家 经 济 改 革 的 历 程 最 长 的 已 逾@=年

’如智利("最 短 的 也 在<=年 左 右!改 革 之 后"尽 管

有少数国家’如 智 利(或 某 些 局 部 改 革 成 效 较 好"但

从整体来看"改革的代价却是沉重的"其#改革衰退$
的教训是深刻的!这个教训表现在四个方面&

’!(国家丧失了经济发展的主导权!在经济发

展战略的制定 方 面"完 全 受 控 于#芝 加 哥 学 派$弟 子

的思路!所以拉美国家的政府似乎仅热衷于通过私

有化等手段退出生产领域"这无疑为市场机制发 挥

积极作用创 造 了 条 件!然 而"拉 美 国 家 似 乎 从 一 个

极端走向了 另 一 个 极 端!例 如"有 些 国 家 的 政 府 为

了实现财政 平 衡 而 减 少 了 对 文 教 卫 生 领 域 的 投 资"
从而使低收入阶层得不到必要的服务)有些国家 的

政府则将一些社会服务设施交给追求利润最大化的

私人部门去管理"失去了政府在社会发展领域中 的

主导地位!
’<(不成熟的金融自由化和过早开放的资本项

目增加了金 融 风 险!在 推 动 金 融 自 由 化 的 过 程 中"
政府未能有效地对金融部门加以监管"从而使部 分

银行为应付政府有关部门的检查而弄虚作假"有 些

银行则将大 量 贷 款 发 放 给 少 数#关 系 户$!不 容 否

认"政府放松对金融业的监管"是近年来许多拉美国

家爆发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AAF年*!AAA年

和<==!年"墨 西 哥*巴 西*阿 根 廷 先 后 发 生 金 融 危

机"引起经济衰退*失业增加*政局动荡和社会动乱"
墨西哥仅拯救 银 行 系 统 就 耗 费WW!亿 美 元 巨 资"占

GYZ的!F&FX)阿根廷整个金融系统陷于瘫痪!其

他拉美国家受金融危机的冲击"也纷纷进行紧缩 性

调整!以上述@场 金 融 危 机 为 标 志"拉 美 地 区 经 济

于!AAW年*!AAA年*<==!!<==<年 出 现 了@次 衰

退"一次比一次严重!
’@(#华盛顿共识$的改革方略使经济长期处于

低增长状态!!AC!年以来的<=多年间"拉美地区的

经济形势发生 了 大 逆 转"C=年 代 持 续 衰 退"A=年 代

继续低迷!!AC=!!AA=年"拉美地区’根据<@国的

统计(GYZ年均增长率仅为!&<X"其 中 阿 根 廷*萨

尔瓦多*海地*尼 加 拉 瓜*秘 鲁*圭 亚 那*特 立 尼 达 和

多巴哥"国是负增长)地区人均GYZ年均增长率为

I=&AX"其中只 有 智 利*哥 伦 比 亚*多 米 尼 加*巴 巴

多斯和牙买加W个中小国家是正增长!!AA!!<===
年"拉美地区’根据@!国的统计(GYZ年均增长率为

@&@X"其中海地是负增长)地区人均GYZ年均增长

率为!&WX"其中厄瓜多尔*海地*巴拉圭*委内瑞拉

和牙买加W国为负增长!
’F(#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改革使收入分配不公

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新自由主义理论推崇效率优

先"漠视公平 的 重 要 性 和 必 要 性!少 数 人 从 私 有 化

和市场开放等改革措施中大发横财"而社会中的 弱

势群体则没有或很少从改革中得到好处"其结果 是

两极分 化 和 贫 困 化 更 加 严 重!以 阿 根 廷 和 巴 西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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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中!关于转型经济理论研究的若干问题

例!!AC=年!阿根 廷 最 穷 的F=X家 庭 的 收 入 占 总 收

入的比为!"&FX!最富有的<=X家庭的收入占总收

入的FW&@X"到!AA=年!前者占总收入比重下降到

!F&AX!而 后 者 则 上 升 至W=X"同 期 的 基 尼 系 数 由

=&@"W上 升 到=&F<@#!A"A!!AA=年!巴西F=X最穷

的家庭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由!!&CX下降到A&"X!
而<=X最富的 家 庭 收 入 所 占 比 重 则 由WEX上 升 到

WA&"X!基尼 系 数 由=&FA@提 高 到=&W@W#在 人 均

GYZ不断提高的同时!拉美贫困化的绝对人数和在

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也都出现了增加的趋势#!AC=!
!AA=年!拉美贫困人口总数由!&@亿增加到<亿!其中

城市贫困人口几乎翻了一番!由E<A=万增加到!&<亿!
农村贫困人口由"@==万 增 加 到"EF=万#<==F年!
拉美贫困人口高达<&<F亿!占总人口的F@X!其中

赤贫人口为A===万!占总人口的!AX#
贫困化程度的加剧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严重的消

极影响!直接制约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甚至已危及

到整个社会的稳定!这就是不公平增长所造成的 恶

果#不管$拉 美 化%的 用 语 是 否 科 学!但 是 对 于 拉 美

国家这种$改 革 衰 退%的 教 训!不 能 不 引 起 我 们 的 高

度重视#在 学 术 界$拉 美 化%一 词 是 含 义 很 广 的 用

语!但当回顾拉丁美洲在二十世纪C=年 代 和A=年

代重新陷入贫困的陷阱这一教训时!没有人能否 认

$拉美化%几乎就是贫困化的同义语!因此!从这个意

义上可以说!尽管$拉美化%概念有争议!但在中国对

$拉美化 之 忧%提 高 警 惕 是 必 要 的#甚 至 早 在<==F
年两位美国人就曾这样提醒过我们!$城乡分裂危机

在未来有可 能 加 剧#如 果 不 采 取 有 效 改 革 措 施!中

国有可能染上&拉美病’!城市社会两极分化!城市冲

突加剧!经济承诺落空!并将产生类似拉美国家的许

多社会和政治灾难#%
二&关于政府参与经济的问题

从实证的角 度 来 研 究 政 府 参 与 经 济 问 题 时!可

以从三个方面来进行(
一个是政府 人 员 在 就 业 人 员 中 所 占 的 比 重)国

家就业率*!反 映 的 是 政 府 参 与 经 济 的 深 度"一 个 是

政府支出占一国GYZ的比重)国家支出率*!反映的

是政府参与经济的强度"一个是政府支出的结构!反

映的是政府参与经济的力度#

!&关于政府人员在就业人员中所占的比重!
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瑞士+瑞典+比利时+

法国+意 大 利+奥 地 利+荷 兰+德 国+挪 威+西 班 牙+英

国+爱尔兰+日本+美国等!"个国家政府人员的平均就

业率(!C"=年<&FX!!A@"年W&<X!!AC=年!"&WX!

!AAF年!C&FX#

<&关于一国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可以用国家支

出率或国家 率"2$[>0:,0:#!AAC$这 样 一 个 指 标#即

政府支出占一国GYZ的比重!
主要发达国家政府支出占本国GYZ的比重表!单位%X

国家

年份
!C"=!A!@!A<=!A@"!AE=!AC=!AA=!AAE

法国 !<&E!"&=<"&E<A&=@F&EFE&!FA&CWW&=
德国 !=&=!F&C<W&=@F&!@<&FF"&AFW&!FA&!

意大利 !@&"!"&!@=&!@!&!@=&!F<&!W@&FW<&"
日本 C&C C&@ !F&C<W&F!"&W@<&=@!&@@W&A
英国 A&F !<&"<E&<@=&=@<&<F@&=@A&AF@&=
美国 "&@ "&W !<&!!A&"<"&=@!&F@<&C@<&F
平均 !=&C!@&!!A&E<@&C<C&=F!&AF@&=FW&=

!!这 就 是 说!如 果 按 照 西 方 学 者)#.8$/L+J.L+Q
\3Q,0:]1*3̂+01*8*对政府规模的划分标准!可分为(
大政 府)2.,,$60:+;0+84*(政 府 支 出,GYZ比 重$
W=X"中政府)_0Q.3;I4.J0Q,$60:+;0+84*(政府支

出,GYZ比重在F=X!W=X"小政府)];L%%,$60:+D
;0+84*(政府支出,GYZ比重%F=X#那么!!AA"年

时!属于 大 政 府 范 围 的 国 家 有 瑞 典)E<&EX*+丹 麦

)WA&AX*+芬 兰)WW&=X*+比 利 时)W@&CX*+法 国

)W@&=X*+意大利)W!&"X*+奥地利)W!&FX*#属于

中政府规模的国家有荷兰)FA&!X*+德国)FA&=X*+
希腊)FF&@X*+挪威)FF&!X*+葡萄牙)F<&EX*+西
班牙)F!&EX*+英国)F=&EX*#属于小政府范围的国

家有 爱 尔 兰)@A&!X*+日 本)@E&=X*)另 一 说 法 为

FC&=X*+美国)@@&@X*#

@&关于政府 支 出 的 结 构#反 映 的 是 政 府 参 与 经

济的力度!

如果要从历 史 发 展 的 动 态 角 度 进 一 步 分 析!我

们至少还会看出两个现象!一个现象是某些发达 国

家的国家支出率一直处于稳步上升的状态#例如英

国!国家支出率从!CA=年的C&AX上 升 到!AWW年

的@E&EX )_34,:L60!!AEA*!进而又上升到!AA"年

的F=&EX" !下转第A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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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永刚!何爱平"农村合作组织#集体行动和公共水资源的供给

L1L40483QNM:$;ZL̂.48L+!("&7L80:Z$%.1N#@$%!=AD!<@&
(0MMYLN8$+I($*+4$+&<===&)*$$4.+,:3%048$,$60:+8*0
1$;;$+4%L;$Q0%T.8*06.Q0+10M:$; _0[.1$!("&($3:+L%$M
c1$+$;.120*L6.$:ha:,L+.JL8.$+&F<%!ADF!&
_b0:1L+&9Y$:4L+&_B5%&<==F&)$;SL:L8.60L+L%N4.4$M
S0:M$:;L+101:.80:.L.+.::.,L8.$+41*0;04%L1L40483QN$MG0D
Q.J:.60:>L4.+.+/3:̂0N!("&B,:.13%83:L%7L80:_L+L,0D
;0+8&EE%<WAD<EE&
)’格鲁特尔特&/’范’贝斯特纳尔&<==F&社会资本在发

展中的作用!_"&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埃莉诺’奥斯特 罗 姆&<===&公 共 事 物 的 治 理 之 道!_"&上

海%上海三联书店&
冯尚友&<===&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管理 导 论!_"&北 京%科

学出版社&
冯雨&<==W&创新机制求发展 组建协会显成效(((关于陕西

省农民用水协 会 的 调 查 与 思 考!c2)a\"&*88S%))TTT&1*.D
+L+S$&,$6&1+)T0>)4*$T23%%808.+&Q$？8NS0iS:0h.Qi
<=<"AhQ.18.$+.Qi!C@Wh1L8.Qi%&<==W&E&
贺雪峰&罗兴佐&<==E&论 农 村 公 共 物 品 供 给 中 的 均 衡!("&
经济学家#!$&
雷玉桃&<==W&产权理论与流域水权配置模式研究!)"&<==W
中国经济年会&

林洪孝&<==@&水资源管理理论与实践!_"&北 京%中 国 水 利

水电出版社&
仝志辉&<==W&农民用水户协会与农村发展!("&经济社会体

制比较#F$&
吴季松&<==<&现代水资源管理概论!_"&北京%中国水利水

电出版社&
张陆彪&刘静&胡定寰&<==@&农民用水户协会的绩效与问题

分析!("(&农业经济期刊#<$&
赵保璋&!AAF&水资源管理!_"&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
周玉玺&胡继连&周霞&<==<&基于长期合作博弈的农村小流

域灌溉组织制度研究!("&水利发展研究#W$&

注释!
"所谓农村合作 组 织&是 指 建 立 在 自 发 性*自 由 性 和 自 愿 性

基础之上的农民私人社团组织形式&它 的 基 本 原 则 是 农 民

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受益+
#同质性%表示成 员 收 入*文 化 水 平*教 育 程 度*宗 教 习 俗 等

没有明显差别&个人偏好差异不大+
$参见周玉玺*胡 继 连*周 霞%,基 于 长 期 合 作 博 弈 的 农 村 小

流域灌溉组织制度研究-&,水利发展研究-&<==<年+

"责任编辑!弘!流#责任校对!段文娟$

"上接第F页$
另一个现象是某些发达国家的国家支出率一直处于

基本稳定的状态!例如美国!!AC=年时国家支出率是

@EX!"_34,:L60!!ACF#!到!AA"年时!如前所述!
美国的国家支出率是@@&@X$这就使我们对政府参

与经济问题产生了新的思考!美国和英国不是信 奉

和推行新自由主义和私有化吗!那为什么他们的 国

家支出率并 没 有 相 应 地 减 少 呢？ 法 国%外 交 世 界&
!AAE年第<期曾刊载过这样一句话’(德国和英国都

属于相信自由贸易的国家!就像儿童相信圣诞老 人

一样$)果 真 如 此 吗？ 曼 昆"_L+̂.T#在%经 济 学 原

理&"Z:.+1.S%04$Mc1$+$;.14#一 书 中 引 用 了 亚 当*
斯密!"WW年的一段评论’(除了和平+简易的税收和

可容许的司法管理之外!把一个最原始的国家变 为

一个最富裕的国家并不在需要什么$)实际上这种片

面摘引亚当*斯密话的做法!并没有全面反映亚 当

*斯密的 思 想!因 为 在 这<!年 之 后!即!""E年 的

%国富论&的经济思想才更加全面$朱绍文教授通过

与格拉斯哥大学的斯金纳教授的交流!两人都坚 定

地排除了传统的看法!提出(斯密的经济理论不仅仅

是经济自由主义!同时斯密还是一位政府干预论者!
在%国富论&中随处可见"朱绍文!<===#)$这种对斯

密经济理论的新的研究成果!无疑对我们今天不 求

甚解的学界来讲是一个有力的刺激$正是在这些前

辈的指点下!我 们 重 读%国 富 论&会 避 免 新 自 由 主 义

对斯密经济理论所造成的扭曲$例如斯密在论述君

主或国家的第三种义务就是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机

关和公共工程时!强调指出’(这种事业!不能期望个

人或少数人 出 来 创 办 或 维 持$并 且!随 着 社 会 发 达

时期的不同!执行这种义务所需的费用的大小也 非

常不同$)再例 如!斯 密 在 研 究 了 从 希 腊 罗 马 各 共 和

国到欧洲公共学校及大学的教育问题后!提出了 青

年教育设 施 的 费 用 问 题!他 认 为(在 文 明 的 商 业 社

会!普 通 人 民 的 教 育!恐 怕 比 有 身 份 有 财 产 者 的 教

育!更需要国 家 的 注 意$)因 此 他 建 议 国 家 在 各 地 所

设立的教育儿童的小学校(取费之廉!务使一个普通

劳动者也能负担得起!这样人民就容易获得基本 的

教育了$)还例 如!在 退 税 问 题 上!斯 密 强 调(只 有 输

出品真正输出到外国去!而不再秘密输入我国的 时

候!退税制度才会带来益处$)又例如!在对待制造业

问题上!斯密强调(如果某一种制造业确是国防所必

需!那么靠邻国提供这种制造品!未必就是聪明的办

法$如果这一 种 制 造 业 非 奖 励 即 不 能 在 国 内 维 持!
那么对其他一切产业部门课税!来维持这一制造业!
亦未必就是不 合 理 的$)因 此!面 对 市 场 的 失 灵 和 资

本的垄断!是 需 要 政 府 干 预 的$特 别 是 像 中 国 这 样

一个发展中的转型国家!要有力地纠正市场扭曲 或

市场缺陷!就要充分发挥政府纠正市场失灵的四 大

优势’征税权+禁止权+处罚权和交易成本"斯蒂格利

茨!!AAC#$在(市场神话)方面!我们不能过于天真$
曼昆的说法值 得 注 意’_L:̂08M$:10!S:$S0:%N:0Q.D
:0180Q!L:0$M80+8*0>048:0;0QNM$:;L:̂08ML.%D
3:0&"’&G:0,$:N_L+̂.T !1*LS80:!=#"只 要 适 当

地重新调整方向!市场的力量往往是解决市场失 灵

的最好办法$#

"责任编辑!弘!流#责任校对!段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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