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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转型与增长》

内容概要

《改革、转型与增长:观察与解释》内容简介：应该说，从1988年（这一年我在复旦大学取得硕士学位
）开始，到1994年年初我在英国萨塞克斯大学AFRAS学院结束博士后阶段的学习和研究工作，这段时
间我的兴趣还主要集中在产权经济学与制度变迁等一般理论方面。我不仅出版了《现代产权经济学》
（1991）一书，而且还翻译出版了《公共选择》（1990）和《法和经济学》（1991）等著作，在《经
济研究》等杂志上发表了不少属于这个领域的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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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军，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当代中国经济”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生于安
徽，是国际上十分活跃的中国经济学家。在中国的经济转型、增长和发展政策的研究方面享有盛誉。
曾参与世界银行、福特基金会、英国文化委员会以及欧盟、南非等研究项目，并担任中国多个地方政
府的政策咨询顾问。现为《世界经济文汇》主编，也是Journal of the.Asia Pacific Economy，East
14sian.Policy，Chinn Economic Journal，《经济学（季刊）》，《中国社会科学评论》，《经济学报》
等20多种中外学术期刊的编委或学术委员。他用中文和英文在国内外发表了大量研究论著。他最近出
版的著作包括《中国特色的经济转型》（英文版，2008），《中国企业的转型道路》（中文版和英文
版，2009）和《不为公众所知的改革》（2009）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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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变迁　信息费用、有限理性与计划约简：关于中国传统计划结构的一个理
论解说　　一、引言　　二、信息费用与有限理性　　三、计划的约简　　四、计划的区域约简和部
门约简　　五、部门约简的非稳定性　　六、计划权结构与财产权结构的互相作用　　七、结束语　
社会主义的政府与企业：从“退出”角度的分析　　一、引言　　二、理论的回顾　　三、理论的分
析　　四、一些理论的扩展　　五、结语　社会主义企业的货币激励与产权结构：中国经验　　一、
引言　　二、货币激励的理论模型　　三、剩余索取权与经理目标　　四、中国的经验检验　　五、
结论　计划维系的特权：一种产权分析方法　　一、概念问题　　二、关于产权和外部性的一般理论
　　三、计划特权与“科斯定理”　　四、中国的经验：“买入型”变迁　关系：一个初步的经济分
析　　一、关系的性质　　二、对关系的投资分配：一个简单的分析模型　　三、一个相关的应用　
　四、经济分析第二篇 转型经济学　转轨经济中的过度进人：理论框架及其含义——对“重复建设”
的经济学分析　　一、引言　　二、一个简单的进入模型　　三、福利分析　　四、结论及其含义　
转轨国家的初始条件、改革速度与经济增长：新的视角　　一、引言　　二、一个启发性的模型　　
三、经验模型的说明　　四、结论　改革以来中国工业产出的增长：双轨定价与边界竞争　　一、引
言　　二、一个修改的主导部门模型　　三、对模型的扩展：补贴和管制定价能力　　四、边界竞争
的效应　　五、边界进入的格式　　六、价格的完全自由化与国有部门的垄断：对工业产出的不同影
响　　七、结论第三篇 工业改革　中国国有部门的利润率变动模式：——　　一、导言　　二、一个
解释框架　　三、数据还原　　四、统计检验　　五、部门利润率变动模式的效率含义　　六、结论
性评注　附录 关于中国工业统计数据来源的一个注释　需求、规模经济与中国工业企业的亏损模式：
工业组织的视角　　一、引言　　二、国有工业的亏损模式：理论分析　　三、进入、集中与中国工
业的亏损模式　　四、结论　技术、规模分类与工业组织：为什么中国的“大型企业”的利润率较高
　　一、导言　　二、文献的简单回顾和评论　　三、一个启迪性的概念框架　　四、对改革以来工
业组织结构的一般回顾　　五、对不同规模企业的技术效率差别的解释　　六、“规模经济”假说的
再检讨　　七、“大型企业”更高利润率的一个可能的解释　　八、结论性评注　中国的金融改革是
否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　　一、前言　　二、文献的回顾与欧拉方程投资模型　　三、中国金融自
由化指数的构造　　四、金融自由化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了吗　　五、结论附录：金融改革重大事件
列表第四篇 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第五篇 新政治经济学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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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中国，我们发现部门追求自足自给的趋势也还是存在的。几乎中央每个工业部门都或多或少地
拥有本系统内的机械制造能力。资料表明，在1962年，中央约有25个部门分别管理全国的机械企业，
到1977年，管理机械企业的部门达41个。属于第一机械部系统的企业仅占1／10左右，产值也只占约1
／3。　　六、计划权结构与财产权结构的互相作用　我们在本文第四部分的分析表明，一旦计划的
区域约简按行政区划进行，计划的约简结构就和各级政府的权力结构相匹配并导致以下两个结果：①
按区域和部门进行的计划约简界定了各级政府在国有财产（这里主要是指国有企业）上的产权范围，
相应地形成了地方企业和直属企业；②按行政区划进行的区域约简不可避免地将计划分权演变成了行
政分权，结果中央计划的地区约简实际上给地方政府赋予了相当程度的&ldquo;自由处置权&rdquo;，
中央与地方之间单纯的行政关系内容也有了变异。虽然中央或高一级政府在行政关系上仍处于领导地
位并拥有领导的权力，但是他们现在在做出决策时不能不考虑地方或低一级政府可能做出的反应。所
以，计划的这一约简使得原有的行政等级从属关系变成了中央与地方和上级与下级的&ldquo;博
弈&rdquo;关系。　　在中央计划经济下，无论是中央政府，抑或地方政府，其目标都是最大限度地扩
大财政收入。而财政的收入又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来自产权的收入，主要是企业的利润；二是来自
政权的收入，主要是赋税。在上述计划权结构下，中央来自产权的收入主要依靠中央直属企业的利润
上缴，而后者又取决于中央直属企业的数量以及中央计划的执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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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改革、转型与增长》的笔记-第203页

        **《增长·转型·改革：未来10年的新兴经济体》**——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在经济学领域，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政府不必在产业部门的技术开发、扩散及商业化过程中扮演任
何角色，而只需要对大学和公共部门的基础科学研究进行支援（Arrow，1962）。相比之下，代表演化
经济学领域的新熊彼特学派则将技术视为一个有科学、技术和市场三者相互作用构成的复杂过程，技
术创新过程中的各个环节都需要政策支持（Freeman，1987）。与此同时，国家创新系统领域的学者们
页普遍认为影响技术创新绩效的障碍出市场失灵外，还存在由于国家创新体系结构缺陷导致的系统失
灵，政府的干预应基于“系统范式”建设功能完善的组织网络，提高知识、信息和资源扩散及配置效
率（Lundv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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