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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的中国有许多盛事，作为一向站在倡导经济改革开放一方的《比较》，目光聚焦在今年是中国
改革开放30周年：许多部门、研究机构和个人早已着手总结、研究或撰写有关改革的回忆录了。不过
，如何能做到不误读历史，从来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不久前，周小川在50人经济论坛上有一个非常
简短的发言，大意是指：如何更好地汲取历史事件的经验和教训，才能给我们以启示？第一个就是要
加强学术的讨论，尤其要防止一些主观上的知识引导对历史的错误解读。特别是，诊断具体问题并给
出处方时，要避免误读历史，要尽可能避免矫枉过正而导致当下政策的误用，避免给下一次危机埋下
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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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比较34》是为读者提供的一个有关比较制度分析的学术性平台。《比较34》站在理论前沿，根据中
国经济改革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有选择地介绍别国的经验和教训、转轨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以及比较
研究领域的发展，同时，有针对性地介绍国内外学术理论界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方案设计、政策建议和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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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两个观察我的发言还是以经济改革为主。关于经济改革，党的十七大报告
中被引用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我的理解是，中央在继续改革这个问题上决心极其明
确，改革开放不能停步，不能倒退，而且要前进，因为不进则退。不过，在我看来，具体如何进一步
推进改革开放，如何落实改革开放就不那么容易了。这是因为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新的时期，有一些新
的问题，所以我想今天利用这个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两个观察。第一个观察，目前或许是我们推
动经济改革的一个困难时期原因是空前的繁荣——GDP增长连续多年超过10％，今年超过11％，企业
的利润大幅度上升，仅国有企业今年可能就有近万亿元的利润，财政增收可能达到1.2万亿元，上市公
司市值更不用说。世界上十大市值公司在中国就有五个，中石油是世界上市值第一大的石油企业，中
国移动是世界上市值最大的电信公司，中国工商银行是世界上市值最大的银行，中国人寿是世界上市
值最大的保险公司。当然，这些都是好消息。不过，从改革的角度讲，也许也有另一层含义。有一种
流行的观点认为，只有危机才能催生改革。最好的例子是印度，1991年的金融危机导致了其后大幅度
的改革。事情可能不必这么极端。我认为，还有另外一种情况也可以催生改革，那就是“危机感”能
够催生改革。30年前，当邓小平推动中国经济改革的时候，就是那一代领导人的强烈危机感，他们有
一种不改革就要被开除球籍的危机感，才开启了中国全面的改革。最近的例子是三年前，银行业面临
着中国加入WTO之后的开放所带来的危机感，所以，促成了中国银行业的深刻的改革，才有了今天的
繁荣。今天的繁荣是好事，但如果我们盲目乐观，不知道自己的位置，没有危机感，就会对改革造成
一种由我们自己造成的阻力。我觉得“危机感”应该来自于我们对目前繁荣的正确认识和判断。从全
球范围来看，我们仍然处在一个比较低的发展水平，仍然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均收入按照市场
汇率计算大约为2 000美元，是一个成就，但是离全国小康还有很大距离。世界银行最新的有关购买力
评价的国际比较研究即将发布，有可能将中国的按购买力平价的人均GDP在原来估计的基础上缩减40
％，这仍然远高于按市场汇率计算的中国人均GDP。我们的后面有越南，特别是印度的追赶。我们的
市场经济体制仅仅初步建立，离一个基于法治的、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很大距离。经济体制改革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些都应该使我们有危机感。空前繁荣还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就是政府各部门之
间的利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变得更大。部门利益也是造成推动改革困难重重的一个原因。比如我们的
财政收入已达到空前的水平，我们有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好的财力。但是每项改革都需要各个部门之间
的利益协调，而这种协调的难度如今无疑是增大了。从卫生改革、金融改革、价格改革，到电信行业
重组中我们都可以看到部门利益的冲突。因此，我们非常需要下一届政府认真考虑是否能够设立一个
超越部门利益的机构，从事改革方案的设计和组织协调工作。过去的体改委、体改办在某种程度上曾
发挥了这样的作用，但是在上一届政府中，体改办并入了发改委。当然是否恢复体改委另当别论，这
里重要的想法是为了推进改革我们应该在政府层面做一些制度七的安排，以减少改革的成本。第二个
观察，改革遇到了对“发展与公平”认识上的诶区改革遇到了对“发展与公平”认识上的误区，这也
是由于新时期的新变化而产生的。在新时期、新阶段带来了新变化，我们不仅要注重效率和发展，还
要关注公平。这就产生了一种认识，以为改革是为了发展，而发展与公平是对立的。所以，在我们关
注公平的时候，减少改革的力度应该成为自然。我认为这是一个误区。改革的精髓是很简单的，在我
个人看来就是十一个字“把激励搞对，让市场起作用”。也就是要给个人、企业更多的活动空间，让
市场运作起来。世界各国的历史，包括中国自己改革开放前后的对比，都表明这是唯一使经济发展、
效率提高的道路。我们的计划经济的历史，就决定了改革的大方向一定是要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给
个人自由，为企业松绑。如果说50年前这还只是理论上的争论，因为那时不仅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在
效率上谁胜谁负还未定，即使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在经济中的制高点作用也还争论不休。高税收、严
管制、国有制也曾被认为是市场经济中提高效率的重要手段。但是1980年后的历史已经用事实给出了
结论，只有市场经济才有效率，才能发展。虽然人们现在大都接受市场的效率优势和对发展的作用，
但同时人们似乎也都在接受这样一个命题，就是效率和公平之间总是存在着“得失替代”（tradeoff）
。所以由此得出“关注公平就要牺牲效率”的结论是理所当然的。既然改革有利于推动效率和发展，
改革与公平就是对立的，发展与公平也是对立的。我认为这是一个误区，因为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不是
简单的互相替代的关系，不错，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之间有对立的替代关系的一面，但是在很多情况
下它们是互补的。实现公平的目标有各种各样的途径，其中直接的、显而易见的方法往往都是成本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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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方法，而且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但是，无论是理论还是各国的经验都表明，通过改革、通
过提高效率，往往会产生成本较低的方法达到公平的目的，而且有时甚至是可以达到既改善公平又提
高效率的结果。下面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第一个例子，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造成收入分配差距的
有很多原因，经济学家发现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教育程度的不同，因此，如果仅仅通过对收入的再
分配来缩小差距，那么它会导致效率的低下，因为人们就会没有激励投资自身的教育。相反，如果我
们创造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提高所有人的教育水平，这样就既可以达到机会的公平，又可以提高效
率，还可以改善收入分配结果的公平。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第二个例子，是对劳动者保护的问
题。最近英国经济学家贝斯利（Timoty Bes1ey）和伯格斯（Robin Burgess）研究了印度在1947年的《产
业争议法》出台后对经济的影响，这一法律对解雇做了严格的规定。这两位经济学家用印度“各邦”
的数据来进行比较研究，看这一法律对劳动力市场干预的结果，他们有两个主要的发现。一是对劳动
力市场干预较大的邦，制造业的发展在此后比较慢，而干预较小的邦发展则比较快。有趣的是，对劳
动力市场干预较大的邦恰好是过去制造业曾经较为发展的地区，因为那里的工会的势力比较大，所以
在联邦的法律上又加了一层，而几十年后他们制造业的发展反而滞后于过去落后的地区。他们的第二
个发现是关于劳动者自身利益的，毕竟立法的动机是为了提高劳动者的收益，如果牺牲一点发展换来
劳动者利益的提高，也许是值得的。但是他们发现，并不是这样。立法管制过严的邦，劳动者收入也
受损失，失业更为严重。这个研究说明了即使动机是好的——想提高劳动者收入，但是如果使用了不
恰当的方法，结果既牺牲了效率也没有带来公平。这就是为什么自1991年来印度的经济改革中放松了
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所以，改革开放不仅是发展之路，而且当我们关注公平的时候，我们也应
该用改革的思路来思考问题。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的挑战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的
挑战”，这个挑战不只是对中国的挑战，也是对世界的挑战。最近我从英国《金融时报》看到几条消
息，我这里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第一条消息说，从明年起，由于美国经济不景气，中国可能成为世界
经济最大的发动机。对这个消息我不太吃惊，因为从实体经济来看，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可能
从2004年或更早一些时候开始，中国在世界经济增长中发挥的带动作用就是最大的了。第二条消息，
是一个问卷调查，调查的问题是，从现在起到2020年哪个国家在经济上可能会占据主导地位。抽样的
国家包括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德国、美国6个国家。结果是，其中一半的国家，法国、意
大利、西班牙等，认为在未来的20年里，中国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另外一半认为，美国和中国共同
占据主导地位，两者的份额差别不大，美国略多一点。这让我稍微有一点吃惊。第三条消息，就更令
我惊讶了。这也是一个调查，问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应该被视为是本国的伙伴还是竞争对手？
同样是前述的6个国家，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和美国。参加抽样调查的人，居然有超
过一半的人认为中国是竞争对手，不是合作伙伴，平均只有25％的人认为是合作伙伴。这样的调查结
果非常出乎我的预料。不管怎么说，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紧密程度，可能已经大大超过了我们的想
象。我们大部分的同胞可能压根儿就没有想到，我们的经济生活会对外国有那么大的影响，而实际情
况表明这种联系确实非常紧密，甚至可以说，如此紧密的联系是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当然，如果仔
细阅读历史可以发现，至少曾经有两次全球化对中国经济产生过深刻影响。最早在汉唐时期，中国与
中东、欧洲通过丝绸之路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随后是在明清时期，在美洲大陆发现以后，中国与美
洲、欧洲也有紧密的往来。这个影响比过去的历史教课书所告诉我们的要大得令人难以置信。比如土
豆、马铃薯、玉米的引进，使中国的人口和经济规模都增加了很多倍，中国人爱吃的辣椒也是从国外
引进的，它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饮食习惯。诸如此类许多看似不起眼而实际上与我们现今生活密切相
关的东西，都是上一次全球化的产物，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更需要提到的是，上次全球化时，中国
已有过连续数百年的贸易顺差，持续的白银流入，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货币体系和经济规模，而且，
东南沿海，特别是“长三角”与“珠三角”那个时代已经是高度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但是尽管如此，
比较而言，可能还是当前我们面临的这次全球化带来的变化更大。近来大家所关注的物价、金融、房
地产很多领域的情况都说明了这个问题。物价上涨不仅是中国在涨，外国也在涨，而且粮食、石油、
矿石、运输费都在涨，流动性造成的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价格上涨，几乎也都是全球性的。中国
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看起来如同我们国内省与省的联系、县与县的联系。很难想象中国经济与世界
经济再能分开。一、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世界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我们分别举几个简单例子就可以
清晰地看出这个趋势难以逆转。从制造业产品来说，中国现在的制造业大约1/4需要出口，如果不出口
，生产出来的这些产品就找不到市场。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制造业对进口的依赖程度更大，进口的
绝对额不如出口额高，但是实际上进口的影响作用更大，因为我们生产的产品大部分需要使用进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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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以及机器和设备。在能源方面，从今年开始，中国石油消费量的一半需要进口，不进口根本无法
满足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要求。在原材料方面，铁矿石有一半是进口的。中国今年的钢铁产量要达
到5亿吨，无论是绝对额还是增速都史无前例。同样，除铁矿石之外，还有其他很多有色金属要依赖
进口。在食品方面，食用油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最大。目前，全球大豆的贸易量一年6 000多万吨，中
国进口3 000多万吨，占了一半。有人说我们生产的粮食不少，把土地拿出来一小部分种油料作物不就
可以解决了吗，问题是这部分土地种油料作物以后粮食又少了。在金融方面，今年中国的贸易顺差，
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合计预计超过4 000亿美元，外汇储备也就新增4 000亿美元。这在所有的国家中，
无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是最多的。中国是最大的直接投资目的地之一，与此同时，中国
持有外国的国债或者机构债等都是最多的，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联系毋庸赘言。在劳动力市场方面，中
国和其他国家的联系也比较紧密，在全球新增加的专业技术岗位最多的地区是中国，包括香港。而相
比世界其他地方更是这样，欧洲、美国许多部门总体上都在裁员。中国经济连续30年保持了平均9.7％
以上的高速增长，成就举世公认。1978年我们的外贸总额才是206.4亿美元，今年预计达两万多亿美元
，相当于过去的100倍。如果这不是世界奇迹，就不会再有其他的奇迹了。必须承认，这个世界奇迹的
取得是我们对外开放的结果，没有对外开放，中国经济的进步是无法想象的。现在社会上出现了一些
反对对外开放、否定对外开放的声音，这是完全无视历史事实的错误主张，如果这种意见占了优势，
势必将中国引领到歧路上去。当然，中国经济的发展根本上是中国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果，但是没有对
外开放，我们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这样的成就。改变对外开放的趋势不仅违反中国人民的根
本利益，也违反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在过去许多年里，为世界提供了大量物美价廉的商品
，又为世界提供了巨额的低成本资金，没有这个因素，世界经济不大会有这么一段美好时光。 二、我
们共同面临的难题在此我想再次强调，中国经济融人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也
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难题。这意味着，中国不可能单独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没有中国，世界也同样
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正视这些共同的问题，找到合作的方式与途径，实现互惠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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