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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上半年，联 合国经济社会

发展部与国家体改委在北京合作召

开 了经济机制转换国际研讨会，来

自 1 7 个国家的高级官员、专家和学

者聚居一堂，研讨经济改革，并对中

国的改革提出建议。现将一些主要

观点和建议简介如 下。
1.关于经济机制转换的道路与

模式选择问题。曾被称为“波兰改革

之父”的布鲁斯教授，在分析东欧国

家经济转轨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以

后，着重强调，中国是少数几个在经

济转轨过程中保持了经济增长和人

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国家之一。因此，

不能说渐进式的改革在社会主义国

家中都是失败的，也不能说只有改

变社会主义制度，才 可以打开改革

之门。基辛格博士在提交会议的论

文中指出，许多关于经济机制转换

的讨论都将“纯粹的市场经济”与

“纯粹的计划经济”进行对比，但在

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这种极端的模

式。即使在美国这种最开放的市场

经济中，政府计划仍在一些部门中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之相反，在最

僵硬的统制经济中也存在一些私人

经济活动。因此，经济本身就是“混

合”的。一些代表认为，经济体制改

革和经济机制转换实际上是在寻找

一个计划和市场的最佳结合点，以

发挥两者各自的优势，最有效地促

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美国教授巴

贝尼尔指出，一个处于变革时期的

国家，在制定改革方案时强调其固

有的文 化、社会、政治、经济和心理

特征，比照搬其它国家的经济模式

更胜一筹。无论将美国、德国或波

兰、匈牙利的模式加于哪个特性 与

之迥异的国家，都将酿成大错。

2.关于国营企业的经济机制转

换问题。匈牙利国会议员、财政预算

委员会主任苏斯先生指出，在分离

政府作为国营企业所有者的职能与

作为社会经济管理者的职能时，只

有两种办法：一种是东欧和原苏联

所采取的私有化；另一种是中国所

实行的，在坚持公有制的同时，转换

企业经营机制，把企业推向市场。许

多代表认为，进行私有化的国家正

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如实行规范性

的办法（国营企业通过市场机制来

完成股份化），则因民间资本不足，

以及市场体系不完善，整个过程会

拖得很 长，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也

会带来政治上的风险和社会不稳

定；如实行非规范性的办法（国营企

业的资产主要通过政府平均分配来

完成股份化），则社会整体效益很难

提高，同样有较大的风险。格罗尼斯

基先生指出，许多人把私有化看做

是迅速减少财政负担，提高社 会总

体效益的途径，波兰政府曾指望通

过出卖国营企业增加 5%的财政收

入，但由于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的

衰退，财政收入实际上是下降了，国

营企业的大笔债务仍是财政的沉重

负担和私有化的重大障碍。因此，在

私有化可以 导致财政收入增加方面

过于乐观是错误的。

3.关于 价格体制改革在经济机

制转换中的作用问题。巴贝尼尔教

授指出，通常，市场经济视价格为一

种信号机制、一种分配手段、一种激

励机制和一个重要的行为信息。价

格在特殊情况下 还是一种政策机

制，政府由此可以实现一个具体的

经济目标和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因

为价格总是在影响着人们的政治行

为、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所以完善

的价格机制对经济的影响是极其重

大的。许多代表认为，在价格改革方

式上，对目前所采取的激进方式（如

“休克”疗法）和渐进方式，不应简单

地下结论，评价孰优孰劣。价格改革

的力度必须由国内经济环境和外部

经济联系的性质来决定。在考虑价

格改革的目标和评价标准时，既不

应认为放开价格就是目的，也不应

将是否出现一定的通货膨胀看作价

格改革成败的标准。从根本上说，价

格改革主要是建立起以 市场供需为

导向的价格形成机制，并促进整 个

市场体系的发育和完善。价格改革

要与通货膨胀作斗争，但有时也需

要整个经济和社会付出一定的成本

和代价。

4.关于政府在经济机制转换中

的作用。前日本经济企划厅次官宫

崎勇指出，市场经济是一个自由竞

争的舞台，让企业和个人的意志和

积极性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但是，

这并不否认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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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特别是在经济转换过程中，政府

不能被排除，它的角色非常重要。正

确的政府行为，可以促进市场力量

的发展，创造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

并弥补市场的缺陷和弊病。斯洛伐

克财政部部长丹柯认为，在高度集

中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

要重新定义国家的功能。政府应尽

快摆脱对企业经营活动的直接指

挥，建立起新的宏观调控、法律监督

和社会服务职能。许多代表指出，国

家在对经济的直接管理转向间接调

控过程中，要 充分运用利率、税率、

汇率等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也不

排除必要的行政手段。在计划方面，

政府应从年度的指令性计划转为中

长期的指导性战略发展计划。在转

轨期间，政府的主要任务应是：控制

通货膨胀，保证经济稳定发展；提高

财政支出的使用效益，按市场经济

的要求重新确定享受财政支持的公

共产业；逐步放开对贸易的控制，建

立新的外汇管理体系；加强对政府

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的教育培

训，建立起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关键

作用的社会中坚。

5.关于在转换经济机制过程中

的社会政策问题。代表们大都认为，

不论选择何种经济机制转换进程，

都要考虑到各方面的承受能力，考

虑到社会的公平和稳定，特别要保

护那些在改革中最易受到损害的人

群的基本权益。中国的经验，乃至亚

洲和世界许多国家经济发展的情况

都证明，机制转换、经济体制的改革

应在政治稳定的情况下进行。正如

基辛格博士所指出的那样，改革的

成功取决于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与

政治稳定密不可分。一些国家中，循

序渐进的改革已经取得成功。通过

将改革引起的社会代价分布在一个

较长时期内，改革过程变得更加稳

定。

6.专家们对中国改革的建议：

在金融体制方面，转轨期间的一个

关键性工作是在发展多种商业性银

行的同时，保证中央银行具有相对

的独立性，并灵活运用货币政策，为

稳定货币而非经济的快速增长负

责；在财税方面，要扩大税基，公平

税负；在支持政府的产业政策的同

时，创造平等竞争的外部环境；在法

律体系方面，要尽快制定或引进一

些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律或法规，特

别是商法、公司法、证券法、银行法

等，来规范企 业和个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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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的经济计划管理体制中，可以说有两只胳膊

——法国计划署和财政经济部。计划署是务虚的，写出的

项目报告是非正式报告，政府只把它作为起草正式计划报

告的依据。对于计划执行情况，计划署只起个监测作用。而

财政经济部则依据议会通过的计划制定具体执行计划。由

于财政部的执行计划都配有资金，因此财政部有能力落实

其执行计划。财政部在拨给地方和各部门执行计划所需资

金的同时，与对方签订了计划合同，因此使计划的落实有

了法律保障。所以，财政经济部虽然不是法国经济 计划的

第一思路提供者，却是法国经济计划落实的真正体现者。

法国自称其经济是自由的混合经济，所谓混合经济即

国营与私营经济并存。财政经济部是这种自由的混合经济

体制的主要管理部门。法国财政的资金运用主要有四 个方

面：1.对国家各部门拨款；2.对地方政府拨款；3.对私人企

业进行补贴；4.对农业进行补贴。前两个是给公营经济的

拨款，后两个是对私营经济的补助。

对私营经济的补助主要包括对生产的补助、政府直接

投资、对农业补助、对住房的补助。当然，财政也对国营企

业进行补助。

法国财政对生产的补助主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1.国家鼓励发展的行业或企业，这些企业往往得到政

府长期的补助。比如补助高技术产业、电子产业等。补助的

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减税，一种是直接给钱。给钱的同时，

要求或引导企业为国家的目标服务。

2.对陷入困境的行业进行补助，比如对钢铁业、采矿

业。

3.对某些发生暂时困难的企业进行补助。这些企业应当是仍然有发展

前途的，只是碰到了临时性问题。比如遇到了债务问题，政府可以给追加些

资金。

对于企业在以上三种情况下的补助，一律只在投资环节进行补助，不

在销售环节进行补助。

4.对出口的补贴。法国的出口补助，其特点是只对买方给予担保。法国

的出口补贴数额巨大，因为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发生经济困难，往往不能

及时付给货款，法国政府则代付货款。这种与企业共担出口风险的体制，效

果还可以。

除以上四项外，法国财政还对一些次要项目进行补助，如对节能进行

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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