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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内容概要

《比较(第61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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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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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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地、审慎地探索和创造
欲速则不达：如何应对潜在增长率的降低
转轨经济
寻租、层级制和集权：苏联迅速崩溃的原因及其对市场经济的启示
前沿
美国的昨天，欧洲的今天
比较制度分析
用系统方法解析文明的经济轨迹
海外特稿
印度经济的崛起：财政、货币和其他政策挑战
生育率的历史性转变：给经济学家的指导
法和经济学
彼时今日：伯利教授与不可预测的股东
金融论坛
影子银行与金融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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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18世纪80年代《邦联条例》下的政府，即一个不大可能按照承诺偿付其债权人的羸弱的财政联
盟而言，18世纪80年代高折扣的大陆债券的定价是客观公平的。汉密尔顿和华盛顿打算改造政府“类
型”，为此，他们重新调整各方利益，以促使美国兑现早先的偿债承诺和以后的偿债承诺。汉密尔顿
希望市场能据此对美国债券定价[折扣因子仍通过等式（7）求解]。汉密尔顿开始巧妙地引导公共债权
人对政府是否会偿还债务的当前预期和未来预期，在他看来，唯一可行的方式就是，建立一个财政联
盟，并使这个联盟的制度安排和利益分配能够提高联邦政府的实际偿债可能性。制宪者创建该财政联
盟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推动货币联盟的建立，后者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计划，对于这个计划，制宪
者们其实并没有什么清晰的思路，对于究竟是特许设立一家国家银行来发行货币，还是鼓励州特许银
行竞争性地发行私人货币，他们一直举棋不定。　　说到财政制度安排，今天欧盟所表现出来的某些
特征很容易使人想起当年《邦联条例》下的美国。征税权为各成员国所有，欧盟范围内的许多重要财
政行动需各成员国的一致同意。眼下，欧盟改革者正在设法对其制度的这些特点重新设计，但就目前
来看，欧盟设法推进制度变革的时间顺序与美国以前的经验有一些关键差别。美国首先实现了全国统
一的财政政策，对美国制宪者来说，货币政策并不是管理共同的法定货币，因为共同的法定货币是否
存在仍是个问题。欧盟最先努力的重点是把管理共同法定货币的制度集中统一起来，目前为止，各成
员国似乎还不想谋求一个财政同盟。而为了启动财政同盟，美国则实施了一项针对联邦债务和各州债
务的全面救助。至少在目前，欧盟没有形成一个财政联盟，只有极少数政治家公开呼吁由欧盟对成员
国政府的债务实施全面救助。　　当前纷乱的政治局面影响了美国自身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但美国人
显然没资格建议欧洲公民从美国创建财政联盟的历史中吸取教训，假如其中有教训可吸取的话。为了
找出这其中的有益教训，确认欧洲当前面临的哪些境况和美国当年一致，哪些境况和美国当年不一致
，显得十分重要。在美国创建财政联盟的时代，绝大多数人在农场里生活、工作，还有不少奴隶。普
通民众比现在贫穷得多。预期寿命要比现在短得多，没有多少劳动者能活得足够久或挣足够多的钱，
以致在死去前的较长时间都不用辛勤工作。医生和药品常常有害无益，因此多数民众负担不起反倒是
件好事。延期支付的补偿金，多数情况用于支付给军人（养老金），也有用于对美洲土著居民的强制
征地，是政府用转移支付融资的唯一合法的权力型福利。多数人无权投票。联邦政府很弱小，它只对
很小一部分GDP进行再分配。在美国头20年的和平时期，联邦支出平均只占GDP的1%-2%，18世纪90
年代初，联邦政府将40%的税收收入用于偿债。国会和总统于1790年决定由联邦政府接手的政府债务
，是为了给广泛认同的国家事业融资而发行的。50年后，国会拒绝再次为州债务提供数额庞大的联邦
救助，表明州债务的用途确实至关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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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个系列好，很多发展方面的论文其它地方见不到，值得拥有
2、好，不错。。。。
3、喜欢经济学的要看看
4、比较值得一看
5、好看！值得一读！
6、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可以多看看
7、这一期好文章比较多，有新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巴苏讨论印度经济政策与发展的文章，有分
析苏联迅速崩溃的文章，还有一篇讨论影子银行，都是有深度的
8、本期文章依旧高水准。学术性不强的当属郭树清的讲话稿《中国金融市场的探索和创造》，看看
官话也不难明白，中国股市为什么长期萎靡不振。领导之谈创新，忘了创新还需要必要的环境，没有
投资者的支持和认可，创新出来的东西卖给谁。
9、写论文，看看找个灵感。对蔡昉那篇感兴趣。发现读蔡昉的东西，非常需要耐心，难以吸引我啊
。
10、帮朋友买的，她喜欢，所以此系列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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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比较》的笔记-第5页

            很喜欢这样的卷首语，凝练地总结了书中观点。这让这本期刊一下子可读性增强了很多。    生育
率的历史性转变在现代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耶鲁大学经济史教授蒂莫西·吉内恩的
文章简要描述了法国、英国、德国、美国与意大利在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生育率转变模式。以此为
基础，归纳分析了现有文献对生育率转变的6个主要经济解释：婴幼儿死亡率下降、避孕技术的创新
和普及、养育孩子的直接成本上升、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变化、孩子质量提高带来的收益增加以及社
会安全网和私人保险与储蓄工具的出现。    人口、资源和环境，将来的经济学研究，一定会越来越回
归到这个话题上来。

2、《比较》的笔记-第4页

        杜克大学经济学教授铁木尔·库兰是当前最受关注的致力于比较历史制度分析的经济学家之一。
这篇题为“用系统方法解析文明的经济轨迹”的文章，试图用系统方法来阐释一个困扰已久的历史难
题：西欧作为经济强权的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包括伊斯兰世界、印度和中国在内的其他文明的衰落。
    系统方法如此重要，我过去也一直这么想，但是可能由于自己不努力的缘故，居然从来没有从哪位
老师处得到鼓励，直到遇到现在的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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