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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研究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之间的关系
,

论证国家之间和国

家内部不同政治力量间的竞争是宪政转轨的推动力量
。

通过对俄罗斯和中国的

例证
,

本文分析了两种转轨模式下的特征和问题
。

结论是
,

在政治垄断下的经

济转轨将被国家机会主义所挟持
。

经济转轨双轨制产生了宪政转轨的非常高的

长期代价
,

大大超过它赎买既得利益平滑转型的短期好处
。

经济转轨是后社会

主义国家的制度与 W 〕钧 规则下的全球经济趋 同的过程
,

而不是创造一个本质

上不同的制度的创新过程
。

关键词 经济改革
,

宪政转轨
,

趋同和创新

一
、

理解经济转轨

研究 经 济 转轨 有 两种 主 要 方 式
,

其 中之 一 由 D e w at ir p on t a n d R ol an d

( 2 0 0 0 )
,

M eM i l la n ( 1 9 9 6 )
,

B l a n e h a r d ( 1 9 9 9 )
,

及 R o l a n d ( 2 0 0 0 ) 综述
。

该

方法使用内生交易费用的正式模型分析经济转轨
,

清 楚地说明假设和预测
J

具有正式模型的所有优 势
。

其缺点是大多数正式模型都是局部均衡模型
,

不

能描述内生交易费用和劳动分工的网络规模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
。

这种 正式

模型也太简单而无法反映制度变化的复杂性
。

转轨的核心是宪政规则的大规

模改变 ( s a e h s a n d P i s t o r ,

r 9 9 7 工 经济转轨 ( 即价格 自由化和私有化 ) 只是

转轨的一部分
。

在最近关于渐进式转轨和震荡疗法转轨的相 对优 点的论 战中
,

渐进 主义

的观点处于绝对优势 ( R o la n d
,

2 0 0 0 ; s a e h s a n d w i n g t h y e
w oo

,

r 9 9 9 工 部分

原因是经济学家们缺乏宪政思考
。

一些赞成渐进主义的经济学家只看到不同

转轨方式的短期经济效果就轻易下结论
。

要理解这种看法为什么不恰当可以

提 出这个问题 : 若 19 世纪法 国的宪政转轨是渐进 式的
,

是否转轨将更加成

功
,

人民的福利更加改进 ?

回答这一问题有三个 困难
。

首先
,

宪政规则改变对经济绩效的长期 效应

与短期影响并不总是一致的
。

例如
,

法国宪政秩序形成始于法国大革命
,

持续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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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约一个世纪
。

法国大革命对经济的短期 影响是灾难性的 ( Bei k
,

1 9 7 0 )
,

然而
,

从 旧制度到新宪政秩序漫长转轨过程 中出现的拿破仑法典和许多其他

制度及政策
,

对于法国的经济发展具有正面 的长期效 应
。

这次转轨连同英
、

法和其他欧洲大陆国家与美国之间的竞争
,

导致 了西欧大陆经济发展的跳跃
,

在 19 世纪 的后半叶超过英 国 ( C m ft
,

19 9 7 工 美国独立战争和美国南北 战争

的短期经济影响也是负面 的 }但绝大多数历史学家不会否认这两次宪政 转轨

显著的正面长期经济效应
。 2

至少出于两个原因
,

从旧体制到新宪政秩序的转轨对经济发展可 能具有

显著的短期负面影响
。

第一
,

转轨必须面对众所周知 的两难冲突 : 用来 保护

所有人的权利的强有力 的国家暴力和此暴力合法性之间的两难冲突 ( B a rz d
,

1 9 9 7 工 B cu h a n a n ( 1 9 8 9 ) 认为
,

产权从能够有效执行对盗窃的惩罚的警察部

「〕的强有力 ( 因而可信 ) 和合法的暴力 中产生
。

但这样强有力的国家暴力通

常倾向于侵犯而不是保护 个人权利
。

因为这个两难冲突
,

宪政规则的改变对

于经济发展的短期影响更可能是负面的
。

第二
,

建立起参与者 对游戏规则的

信任要花很长时间
。

在转轨期间游戏规则发生改变时
,

新规则的缺乏可信性

会造成社会的无序
,

对经济发展有负面影响
。

其次
,

第二个困难与 另一个两难冲突有关 : 渐进主义提供的平稳收买既

得利益者的权力与相伴随渐进主义的双轨制制度化 国家机会主义和腐败之间

的两难冲突 ( R ol an d
,

2 0 0 0 ; 张五常
,

1 9 9 6 兔 向一个公正
、

透 明
、

稳 定和确

定的宪政规则转轨与双轨制不兼容
。

双轨制以任意决定的政府权力和不公正
、

不稳定
、

不确定
、

不透明的游戏规则为特征
。

前者要求政府对游戏规则 的可

信承诺
,

而后者却 以政府对游戏规则 的承诺不可信为特征
。

双轨制也制度化

下列安排 : 政府官员同时是规则的制定者
、

执行者
、

仲裁者和参与者
。

这与

必须使它们分离的宪政原则不兼容 ( 见第四
、

第 五部分 )
,

确定这种两难冲突

的有效折衷并不容易
,

这有效折衷也许因国而异
。

如果经济发展是这样一个过程 : 为了找到促进经济发展 的制度
,

许多国

家在漫长的时间里进行 各种制度的社会试验
。

一些 国家碰巧实验了有效率的

制度
,

而另一些却相反
。

对于前者
,

经济转轨将与制度 的逐步演进相结合 ;

但对于后者
,

无效率的制度
,

旧的游 戏规则和相关的传统必须被废弃
,

新的

1 美 国独立战争的负面短期经济影响在 N u s s ba nm ( 19 25 )
,

T即 l二
e r ( 1 9 3 2 )

,

P h i lip S ( 19 2 9 :即
.

1 15一
1 19 )

,

D e a n e a n d o le ( 1 9 6 7 : p
.

4 8 ) 中有记载 ; 美国内战的负面短期经济影响在 w
o o

赫
a r d ( 1 9 5 1 : 即

.

12 0一 1 4 0 ) 有记载
。

这两个战争后
,

美国有十年都是负增长
。

2 0 1、 n ( 2 0 0 0 )认为由于治理国家的剩余收入要靠政治垄断来收集
,

所以政治垄断对提高治理效率有

类似专利权的正面效果
。

但正像专利权产生了与垄断有关的信息歪曲
,

所以最优专利权年限是有限的

一样
,

最优政治垄断期是非常有限的
。

经济学家对最优政治垄断期并无深入研究
。

有些宪政主义者认

为
,

如果用成本一效益分析来处理宪政问题
,

执政者对宪政游戏规则的承诺就不可信
。

宪政游戏规则

应以对自由的信仰而不是以成本一效益分析为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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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规则和新的传统必须被建立和巩 固
。

这种转轨需要通过 主要参与者对放

弃 旧的游戏规则建立可信的承诺
。

而这个过程很可能不是渐进的
。

再次
,

第三个困难涉及不同代人之间总贴现福利 的比较
。

法国大革命加

剧了法国大陆文化和英 国普通法传统 之间的竞争
。

这可能增加制度试验的多

样性
,

为人类社会的福利改善创造更多的机会
。

当然
,

如果这样的利益存在

它由许多国家的年轻几代人享受而 以牺牲法 国年老几代人 的利益为代价
。

相

似地
,

美国独立战争增加了盎格鲁一萨克森传统 内制度和文化发展的多样性

因而增加了年轻几代的福利而 以年老几代 的福利为代价
。

但经济学 家对如何

在不同代人之间进行福利权衡没有共识
。

最后
,

宪政规则的转轨通常涉及许多阶段
。

分析转轨的单一阶段 的全部

影响
,

并非不可能
,

但非常困难
。

例如前述的法 国大革命
。

又如 2 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早期的中国
,

在缺乏市场和私有产权下毛泽东的行政分权试验

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大震荡
,

但为邓 小平的市场取 向改革扫清 了道路
。

M ok yr

( 1 9 9 0 ) 认 为
,

英法之间的竞争是法国大革命期间及其后法国制度的激进转轨

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
。

杨 小凯 ( 19 9 4 ) 认为
,

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 党之间

的竞争是 2 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毛泽东对中央计划体制分权试验的一个重

要推动力量
。

因此
,

研究宪政转轨的推动机制 比研究宪政规则转轨的许多阶

段之一的短期经济影响更重要
。

此文并不讨论渐进改革和震荡疗法谁优谁 劣
,

因为二者无法严格定义
。

此文注重于实证问题 : 什么是推动俄国和东欧进行与宪政改革并行的经济改

革的动力机制
。

例如俄国用计划经济模仿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潜力已耗尽
,

所

以渐进改革没有效 ; 中国开始改革时这种模仿式的工业化潜力还很大
,

即使

不改革
,

也可能重复 20 世纪 50 年代苏联 10 % 以上的高增长
。

又如
,

东欧国

家
、

日本等国家和地 区规模小
,

是他们对外界压力敏感
、

虚心学习制度
、

改

革快而成功的原因
。

此文也注重不改宪制规则 的经济 改革 的两难冲突
。

这种改革 ( 在发 展市

场时 ) 保 留了歧视性的特权制度
,

游戏规则和价格双轨 制
,

因而可能导致制

凰七白勺
“

坏资本主义
”

( 即保 留精英对政治垄 断条件下的自由市场 工 其长处

是可能有效赎买特权阶级
,

减少上层 对改革的阻力
,

尽管它可能增加下层的

反弹 ( 俄国革命
、

辛亥革 命
、

伊 朗伊 斯兰革命都是这 类反弹 的代表 工 双轨

制
、

乡镇企业等都不是制度创新
,

改革并未创造 出什么优于好资本主义的新

制度
,

只是一个向好资本主义 ( 指在没有精英政治垄 断条件下的自由市场制

度 ) 过渡的过程
。

近来
,

许多承诺对策模型被用来解释为什 么在短期 内中国缺乏对宪政秩

序的可信承诺机制下双轨制能够运作 ( iQ an
,

19 9 9 兔 但使用承诺对策模型来

正式描述 N or ht a
dn w ie gn as t ( 1 9 8 9 ) 关于为什么对宪政秩序的可信承诺机制

是长期经济发展的根本条件的想法更为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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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需要含有信息问题 的演进对策模型来解释与制度变迁和宪政转轨相

结合的游戏规则的内生演进
。

但到 目前为止
,

还没有看 到这样 的模型
。

现有

的演进对策模型只能解释策略的演进
,

而不能解释游戏规则的演进
。

我们甚

至不能预测通过刑法
、

司法系统和警察部门来惩 罚盗窃的简单游戏规则的出

现
。

也许正式描述 由 B a rz d ( 1 9 9 7 ) 发展的国家经济学和由 B cu h an an ( 1 9 8 9 )

发展的宪政经济学的演进对策模型
,

能够最终提供一些转轨经济分析的工具
。

但此前经济转轨的正式模型可能在政策制定 中起着相 当有限的作用
。

它们太

简单和太特定
,

不能接近现实的复杂大规模制度 变迁
。

因此
,

另一种不涉及正式模型的转轨经济学迄今为止在政策制定中非常

具有影响
,

这类研究包括以 L ar d y ( 1 9 9 8 ) 为代表的对制度和政策变化及它们

的经济后 果 的非 常注 意 细 节 的文 件 记 录
,

和 以 N o r t h ( 1 9 9 7 )
,

N o r t h a n d

w
e i n g a s t ( r 9 8 9 )

,

钱颖 一和 w
e i n g a s t ( r 9 9 7 )

,

s a e h s ( r 9 9 3 )
,

s a e h s
和胡永

泰 ( 1 9 9 9 ) 为代表的对政策与历史的描述性分析
。

本文将结合两种方式研究转轨经济学
。

将用劳动分工网络的超边 际分析

研究经济转轨
,

当正式模型太简单而不能捕捉制度演进的复杂性时
,

将这种

超边际分析与来自宪政经济学
、

新经济史学派和 国家经济学的洞 见相结合来

分析经济转轨问题
。

第二
、

第三部分讨论怎样运用收集在杨 小凯 ( 2 0 0 3 ) 里 的斯密模型 来研

究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的特征和经济转轨 的推动机制
。

第四
、

第五部分考察

市场取向改革和宪政规则转轨间的关系
。

二
、

社会主义体制和劳动分工的演进

为了理解经济转轨必须关注 以下问题 : 为什么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最终被

曾经采纳过它的大多数国家所抛弃 ? 为什么这样一种体制在其最终被抛弃 以前

能够生存
、

传播
,

甚至取得短期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绩效 ? 与第二个问题相关

的是 : 苏联式经济体制的特征是什么 ? 本节将 回答这三个问题
,

首先分析苏联

式社会主义体制
、

中国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区别
,

然后用该区别解释中国
、

俄罗斯和东欧之间转轨模式的差别
。

L a n g e , v o n M i s e S ,

和 H a y e k 之间 的论 战与第 一个 问题相 关
。 v o n M i s e s

( 1 9 2 2 ) 和 H ay ek ( 194 4 a ) 相信
,

由于苏联式经济体制在缺乏市场时不能获得

必要信息
,

它将无法运转
。

他们声称制订内在一致的计划的成本高得不可行
。

aL gn
e
和 T ay lo r ( 1 964 ) 使用新古典全部均衡模型论证市场社会主义能够解决

经济计划的高不可及的计 算成本问题
。

市场社会主义允许有消费品市场
,

但

所有企业和生产要素归国家所有
。

中央计划者命令全部国有企 业的管理者最

大化给定价格下的利润并汇报利润最大化的产量
。

然后中央计划者根据过量

需求调节市场价格
,

直至消费品市场出清
。

他们相信市场社会主义能够 比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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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体制更有效地配置资源
。

H ay ek (1 8 8 9)和 r Fe id man (1 926 )不 同意
。

他们认为
,

中央计划者没有激励调 节价格来 出清市场
,

国有企业管理者在缺

乏企业私人所有权情况下
,

没有积极性将利润最大化
,

相 反
,

中央计划者有

全部理由保持正的过量需求
,

以便增加计划者 的权力并为他带来大量有形无

形的利益
。

K or an i ( 19 8 0 ) 认为
,

如果预算约束是软的
,

管理者有全部理由低

估生产能力高估投入需求
,

因此在缺乏企业和要素私人所有权的情况下
,

价

格不能传达真实信息
。

从而非均衡成了长期病
,

资源配置被扭 曲了
。

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在 2 0 世纪 80 年代发展 了苏联式经济体制的几种理

论
。

其中之一被称作所有权虚置理论
。

华生
、

张学军和 罗小朋 ( 19 8 8 )
,

易纲

( 1 9 8 8 )
,

平新乔 ( 19 8 8 ) 和孟庆国 ( 19 8 8 ) 的几篇论文几乎同时提 出所 有权

虚置理论
。

该理论认为国有制故意在不同的机构之间分配同一财产之不同所

有权部分
。

根据产权经济学 中所有权的定义
,

所有权由两部分构成 : 排 它的

财产处置权和排它的财产获益 ( 正或负 ) 权 ( F u r u b o t h a n d P e ijo v i e h
,

r 9 7 4 工

在社会主义经济 中
,

财产处置权分属于计委
、

物价局
、

劳动局
、

政府各工业

部和企业的管理者
。

所有权的另一部分
,

征集收入或承 担损失 的权利
,

在财

政部和各工业部之间划分
,

因此
,

没有单个人或机构对国有财产有完全的所

有权
。

中国人称之为
“

没有真正老板 的体制
”

或者
“

所有权虚置的体制
” 。

在

没有产权结构实质性改变的情况下
,

这种体制的任何分权和 自由化 的改革都

会造成 比它所解决的问题更多的问题
。

张维迎 ( 1 9 8 6
,

1 9 9 9 ) 提出了几个有名

的不可能定理 : 国有制条件下
,

真正的企业家不可能出现
,

政企分开不可能
,

预算约束不可能硬化
,

破产不可能有效地约束经理
,

以国有股 为主导的公司

化改革不可能解决经营者选择问题
。

孟庆国 ( 1 9 8 8 ) 指 出
,

如果没有适当的私人产权
,

所有权的不同组 成部

分在分割的机构之间的分配是一个必要的罪恶
。

这样一种 制度安排模仿现代

公司的控制系统
,

是一种制衡机制
,

与最高官员的重大特权一起提供 了有效

的控制系统
,

以及管理这个系统的激励
。

张五常 ( r 9 7 4 ) 与 s h l e i f e r
和 v i s h n y ( r 9 9 2

,

r 9 9 3 ) 发展了一种 与苏联式

经济体制有关的价格控制理论
。

据张五常的理论
,

价格控制被用于创造租值
,

这是官方价格和市场均衡价格之间的差别
。

竞争租值将造成可能的社会混乱
,

直至租值被耗散为止
。

出于对社会稳定威胁的考虑
,

需要一种等级制的社会

结构
,

按照人的级别来分配租值
。

这种等级制被特权阶层用来以社会利益为

代价牟取他们的利益
。

即短缺是 为了给等级制的社会秩序提供正 当理 由而故

意造成的
。

s hl ie fe r
和 vi hs ny 的社会主义下的普遍短缺理论

,

说明短缺是政府

官员抽取垄断租金的一种 方法
,

它能用来掩盖垄断利润
,

减少公众对垄断租

金的不满
,

是 比直接的垄 断价格更好 的一种方法
。

这两种理论都证明兰格的

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无效
。

根据张五常
、

s hl ie fe r
和 vi hs ny 的理论

,

在一个等级

制的社会结构下
,

如果政府 的目标是利用短缺 为它的垄断权提供正 当理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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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
,

怎能指望它根据过量需求来调节价格呢 ?

这场论战得出了市场社会主义不能运作 的结论
。 3
匈牙利 的市场社会主义

试验验证了这个结论 ( K or an i
,

1 9 8 6 工 但这个结论没有 回答第二个 问题
,

在

2 0 世纪 30 年代和 50 年代苏联并没采纳市场社会主义
,

但它的中央计划体制

不仅幸存下来
,

在二战后还传播到了许多国家
,

取得了 19 3 3一 1 9 4 0 年间年均

8 %
,

和 1 9 4 8一1 9 5 8 年间年均 9
.

4 % 的增长率
,

与改革时代中国的增长率同样

令人瞩 目
。 “
为什么 vo

n M i se S
和 H ay ek 不能预见苏式计划经济的短期成功

,

尽

管他们正确地预见了苏式体制长期的失败
。

vo
n M i se s 、 H ay ek

、

rF ide m an
、

张

五常及 S hl ie fe r
的社会主义的分析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这个问题上

。

该问题的答

案与仍在进行的关于震荡疗法和渐进主义的论战相关
。

S a e h S ( 1 9 9 6 )
,

S a e h S
和胡永泰 ( 19 9 9 ) 以及杨小凯 ( 1 9 9 4 ) 给这个问题

提供了答案 :

如 ix ao ak i Y an g ( 2 0 0 3 ) 里的斯密模型所示
,

经济发展是劳动分工演进的

一个过程
。

N g 和 x i a o k a i Y a n g ( r 9 9 7
,

见 s a e h 、 a n d x i a o k a i Y a
雌 : e

.

15 ) 指

出
,

在一个有限理性世界里
,

劳动分工的演进 由社会通过试 验各种劳动分工

模式所获得的组织信息和个人关于试验模式的动态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决定
。

由社会试验带来的信息收益与试验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
,

劳动分工的好处和

交易费用的增加之间的两难冲突
,

表 明试验和交易的效率越高
,

劳动分工的

模式试验得越多
,

通过市场获得的组织信息越多
。

既然社会只能逐步获得有

关劳动分工的有效模式的信息
,

当人们缺乏组织信息时
,

在试验复杂的劳动

分工模式之前先试验那些简单的劳动分工模式
,

表 明经济发展是从劳动分工

的简单模式到 日益复杂模式的逐步演进过程
。

然而
,

如 N g 和 ix
a
ok ia Y an g ( 1 9 9 7 ) 所示

,

发达国家通过逐步社会试验

已发现了劳动分工的有效模式
,

后来者能够越过劳动分工的中间层次进行模

仿
。

发达国家创造的免费组织信息为后来者的大推进工业化创造了机会
。

在

缺乏资本主义基础制度时
,

通过模仿由资本主义制度创造的工业模式来大推

进工业化这种可能性
,

是 20 世纪 30 年代和 50 年代苏联式社会主义国家能相

对成功地工业化的理论基础
。

由于忽略 了这种可能性
,

vo
n M i se S

和 H ay ek 没

有预见到 2 0 世纪中期苏联式经济体制的幸存
、

传播和令人瞩 目的增长绩效
。

这里简要勾勒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的特征 :

( 1 ) 通过保持农产品对工业品的相对低价
,

利用全部企业的国家所 有权

和中央计划来获得国有工业部门的高利润
。

3 近来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评和捍卫能从 玫
r d h a n 和 R o

eme
r ( 19 9 3 ) 中找到

。

4
俄罗斯在两个阶段按不变价计算的增长率见 M i t e h e ll ( 1 99 8

,

p
.

9 1 2
,

p
.

g l g 工 这对米塞斯和哈耶克来

说是不可思议的
。

正是 因为这 一令人瞩 目的增长绩效
,

萨缪尔森和许多其他经济学家甚至不能在苏联

解体在即时感觉到苏联经济体制将要发生的崩溃 ( S ko us en
,

19 97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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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企业的国家所有权和中央计划体制被用来组织综合性工业投资规划
,

在多种工业品市场不存在 时
,

同时创立 了许多非常专业化的工业企业
,

引发

了劳动分工网络规模大跳跃
,

这表明了高度专业化的工业行业种类的跳跃
。

( 3 ) 中央计划 当局系统地模仿工业标准化
,

大批量生产
,

生产线
,

资本

主义公司里经理人
、

司库和会计 之间的制衡机制
,

泰勒科学管理 ( 中国称 为

定额管理 ) 以及资本主义企业发展出来的其他组织模式和管理方法
。

中央计

划当局通过同一财产的处置和 收益权在各机构 之间的分配建立起机构之间的

制衡机制
,

对整个经济建立起一个有效 的控制机制
。

最高层政府对计划体制

运转的剩余有索取权
,

因此他们有激励运作这个体制来最大化剩余
。

( 4 ) 中央计划当局在缺乏 中间要素市场的情况 下
,

使用一套物资 平衡表

和一个试错调节程序来使商品的供需平衡
,

能较好的接近 L eo n it ef 的投入产

出法所得出的结果
。 5
然而

,

L eo n it ef 投入产出法不考虑不同投入 之间的替代
,

不能确定对消费品的最终需求
,

也不能提供使参与者显示其私人信息的有效

激励机制
。

R ol an d ( 2 0 0 0 : c
.

1 ) 指出
,

通过 中央计划的动态试错调 节过程得

到的均衡是无效率的
。 6

( 5 ) 模仿资本主义成功的工业化模式和企业内部模 式
,

是通过破坏产生

工业化和组织的成功模式的资本主义制度基础设施来实现的
。

这是第一次中

央集权化的经济制度的社会试验
,

其先决条件是在设计制度安排 的部门建立

垄断权
,

通过暴力革命
、

暴力侵犯私人产权和清洗运动来实现 的
。 7
在设计制

度安排的部门缺乏公平竞争意味着被选择的制度安排不可能有效
。

苏联式社

会主义经济体制是由政府有意设计的第 一种体制
,

而不是从自发 的演进和参

与者通过公平竞争与产权的 自愿交易的交互作用 中出现 的
。

H ay ek 认为
,

有

效的制度安排只能作为公平竞争和自愿交易的结果而 出现
。

S ac h S ( 1 9 9 6 ) 认为
,

模仿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工业化模式的策略
,

在缺

乏资本主义基本制度时能够产生短期令人瞩 目的增长绩效
。

然而 当模仿的潜

力耗尽
,

或者劳动分工的 网络变得 日益复杂时
,

这种策略的长期代价将超过

它的短期利益
,

因为这种体制没有自我制度创新能力及相关的制度基础设施
。

更一般的
,

当经济发展的后来者试 图赶上发达国家时
,

通常遵循逆向的

制度发展工程学
。

它首先试图模仿工业化模式 ; 接着是经济制度
,

如私人企

业的组织结构 ; 再来是法律体制
,

如公 司法 ; 然后是政治体制
,

如代议制 民

主 ; 也许最终采纳一些 宪政规则
,

如权力的制衡及来 自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

5 对于苏联式经济体制下物资平衡过程的运作
,

世界银行 ( 19 84 ) 提供了详细的记录
。

6 社会主义经济的早期文献集中于社会主义体制的特征 ( 4 ) 上
,

而几乎没有关注特征 ( 2 久 ( 3 ) 和

( 5 工 事实上
,

在社会主义体制下
,

综合性的政府投资规划比日常生产计划的平衡重要得多
。

科尔奈的

软预算约束理论集中在特征 ( 5 ) 上
。

7 R IkS i n ( 1 9 8 7 ) 和世界银行 ( 19 8 4 ) 记载了建立一种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的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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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行为规范
。

N o r t h ( r 9 9 4 )
,

N o r t h a n d w
e in g a s t ( r 9 8 9 ) 指 出

,

在英国
,

经

济发展的最初过程是倒过来 的
,

意识形态和道德准则决定宪政秩序
,

宪政秩

序决定政治体制和法律体制
,

然后政治体制和法律体制产生一定的经济绩效
。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没有 一个支配一切 的政治势力的地缘政治环境里
,

不同国

家间经济绩效的差异将产生改变意识形态和宪政规则的压力
。

N or ht 相信
,

意

识形态和道德准则的变化比经济结构的变化慢得多
。

应当注意到毛泽东时期 的中国传统社会主义体制本质上不 同于苏联式社

会主义经济体制
。

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竞争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创

造了一种制度设计层次上的制衡
。

毛泽东在 1 9 5 6 年
“

论十大关系
’ `

的讲话中

提出行政分权 ( 毛泽东
,

1 9 7 7 a )
,

是 中国和俄罗斯改革产生差别的大背景
。

毛泽东倡导行政分权
,

倡导每个企业
、

县
、

省的自给 自足
,

反对专业化和

劳动分工
,

倡导技术落后的小规模 自给 自足的社队企业
,

反对技术先进的大规

模国有企业 ( 毛泽东
,

1 9 7 7 b飞 这样
,

一方面中国劳动分工演进减慢
,

中国农

村仍停留在传统的自给 自足社会 ; 另一方面它造成 了协调机制的真空 : 既没有

中央计划也没有市场能够协调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发展起来的劳动分工
。 8

关于转轨经济的 1 9 9 6 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指 出
,

尽管有 2 0 世纪 50 年代

和 6 0 年代工业化的成 果
,

改革开始时中国非常贫穷
,

很大程度是农业经济

农业雇用 了 71 % 的劳动力
,

并被课 以重税支持工业
,

社会保障网只提供给国

有部门占大约 20 % 的人口
。

落后的基础设施和强调地方自给 自足导致很低的

区域专业化和众多的中小型企 业
。

和 苏联相 比
,

中央计 划和 管理少得多
。

地

方政府有更大的权力
,

并发展起相 当大的管理能力
,

这一切 为更加分权化的

经济做了准备
。

国有工业企业也得到补贴
,

但交 叉补贴与苏联 比并不普遍
。

因为农业部门被严厉地控制
,

控制一旦解除
,

立即有所报偿
。

这样
,

中国作

为一个农业经济
,

伴随着 比俄罗斯规模大得多的重新分配劳动力开始了大规

模的转轨
。

相 比中国 18 % 的劳动力在非农国有企业而言
,

前苏联 85 % 以上的

劳动力在非农国有企业 ( S a e h S a n d W i雌 t h y e
W

o 。 ,

1 9 9 9 : 表 6 工 从 1 9 8 5 年

起
,

前苏联劳动 力的 99 % ( 包括在国有和集体农场的 14 % 劳动 力 ) 被给予
“

铁饭碗
”

( oC ok
,

1 9 9 3 : 对苏联工人保障的文献记录 工 在东欧
,

极大部分工

人也享受相似的保障
。

据 x ia o k a i Y a n g
、

w
a n g 和 w i l ls ( r 9 9 2 ) 记载

,

直到 r 9 7 8 年中国农 村仍

是一个相 当自给自足的社会
。

尽管通过模仿苏联的工业化模式
,

第一个五年

计划在中国城市发展了很高 的劳动分工水平
。

19 7 8 年前中国农村商业化程度

8
钱颖 一 ( 即 出 ) 记载了毛泽东在 19 5 8一 1 9 6 0 年和 1 9 6 9一 1 9 7 5年的两次行政分权

。

从那时到改革时

代制度安排的演进特征
,

也能通过把以 T 信息源汇 集而确定 : B r u u n ( 1 9 9 3 )
,

G r a n i e k ( 1 9 9 0 )
,

L i u
,

Y i a li n g ( 19 9 2 )
,

N ee
,

V
.

a n d is 」i n ( 1 9 9 3 )
,

0 1 ( 1 9 8 6 )
,

P e rk i n s ( e d s
,

1 9 7 7 )
,

R isk i n ( 1 97 1
,

1 9 8 7 )
,

段 h u

rrna
n n ( 1 9 6 8 )

,

S o li n g e r ( 19 9 2 )
,

V o g e l ( 19 8 9 )
,

W
a ld e r ( 19 8 6

,

19 9 2 )
,

W
a n k ( 1 9 9 2 )

,

W
o n g

( 19 8 5
,

1 9 8 6 a
,

b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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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0
.

3意味着中国农村能够通过商业化或者通过 中央计划来发展高劳动分工

水平
。

以低劳动分工水平发展商品化 的市场体制容易些
,

所 以中国农村改革

容易
,

城市改革更加困难 ( B y r d
,

r 9 8 3
,

r 9 8 8
,

B y r d a n d T id r ie k
,

r 9 8 7 工 同

样
,

作为一个整体
,

中国改革比俄罗斯容易得多
。

如果一个经济通过中央集权的大推进工业化相 当成功地发展起高劳动分

工水平
,

那么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的中央计划体制就被包容进 有利于长期经

济增长的高劳动分工水平
。

既然劳动分工的庞大复杂的投入产出网络 由中央

计划体制协调
,

那么把中央计划逐步取消的过程 与劳动分工庞大 网络的协调

失灵往往如影相随
。

如果改革渐进发生
,

就会有一种使用中央计划来协调高

劳动分工水平的惰性
,

可能震荡疗法是必要的
。

在这个过程 中
,

由于一个庞

大的高度相互依赖的劳动 分工网络协调失败 的高风险
,

投入产出网络 的瘫痪

也许不可避免
。

换句话说
,

一个相 当发达的 中央计划体制只能通过震 荡疗法

取消
。

因为整个转轨期间
,

这种体制本身没有发现有效 的制度安排所必需 的

制度基础设施
。

1 9 5 8一1 9 6 1 年和 1 9 6 6一 19 7 0 年间中国经历了震荡过程
,

中央计划体制因

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而瘫痪 ; 1 971 一 1 9 7 6 年 间也经历 了行政分权政策的震荡

过程
。

相反
,

在苏联
,

全部国有企业有统一的所有权
。

中国改革 以来的区域

分权制度化了中央和省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
,

来 自税收和国有企业利润的政

府收入
,

依据一定的分配规则在中央和省级政府之间划分
。

一种 中国式财政

联邦主义为 2 0 世纪 90 年代中国改革提供 了推动力量
。

在世界银行的帮助下
,

这种财政联邦主义把地方政府 的税收种类和征 收机构与中央政府 的税收种类

和征收机构分离开 ( Y in g y i Q ia n a n d 凡 la n d
,

r 9 9 8
,

Y in g y i Q ia n a n d w
e i n g a s t

,

1 9 9 7 工 俄国中央集权型的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与此形成鲜明对比

( z h u r a v s k a y a ,

r 9 9 8
,

Y i n g y i Q ia n ,

r 9 9 9 )
,

这部分地解释 了中国和俄罗斯改革

绩效的差别
。

但不应过高估计区域 分权和财政联邦主 义对经济发展 的贡献
。

首先
,

它

割裂 了市场并 增进 了地 方国有 企业 的垄 断势力 ( 周 其仁
,

1 9 9 9 ; 何 清涟
,

1 9 9 7 : p
.

20 6 )
,

阻碍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
。

L ar d y ( 1 9 9 8 : p
.

2 04 ) 以汽车行

业为例说明了这一点
。

其次
,

中国的财政联邦主义与美国的财政联邦主义差

别极大
。

例如
,

从 1 9 5 4 年开始生效的户籍制度极大地 限制了劳动力和人力资

本的自由流动
。

尽管近来这一制度 有了改革
,

中国大城市中从农村来的移 民

还 比不上美国的绿卡移 民的地位
。

在北京和其他大城市
,

企业雇用没有当地

永久户 口的移 民会被政府重 罚
,

移 民必须比当地永久居 民支付高得多的子女

入学费和买房价格
。 9

9 中国户籍制度演变的一个非常详尽的记录 见程 ( 1 9 9 1 )
,

涵盖了这种制度的最近变化的该论文的最新

版本也能从程得到
。

根据他的信息
,

在中国
,

市 民比农民有更多的投票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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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改革时代
,

中国仍有采取大推进工业化和模仿策略的很大余地
。

但

中国令人瞩 目的发展绩效不仅是模仿老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的潜力
,

日本
、

香港地区
、

台湾地区
、

韩国和其他东亚 国家 ( 地 区 ) 丰富的社会试验也为新

模仿策略提供 了空间
。

新兴工业化经济提供了劳动密集型出 口工业化新模式

的免费信息
,

该模式利用发达经济和不发达经济 间人均真实收入的显著差异
J

出口劳动密集型制成品换取资本密集型设备
。

来 自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的华

商带来人力资本
、

企业家技能
、

制度知识和资本
,

这些对于 中国模仿新工业

化模式极其重要
。

中国政府也有意识地学 习台湾地区和香港地 区的经验
,

例

如
,

经济特区无疑是台湾地区和其他 国家加工出 口区和 自由贸易区的直接仿

效
。

特区显著地减少了因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造成的交易费用
,

外国直接投

资者的私人权利受到更好的保护
。

依照杨 小凯的资本和劳动分工理论 ( iX
-

ao ak i Y an g
,

1 9 99) 以及杨小凯和 N g
,

Y
一

K
.

的间接定价理 论 ( ix ao ak i Y an g

an d N g
,

1 9 9 5 )
,

表明外国企业家有强烈激励通过创办企业把他们的企业家技

能间接卖给东道国
。

在区域分权的改革时代具有苏联式社会主义和 中国传统 社会主义的两个

基本特点 : 政治权力垄断和国有企业的支配地位
。

据 L ar d y ( 1 9 9 8 ) 的文献记

录
,

当时按照产出和雇工水平
、

雇工 比重
、

收到金融资源的水平和 比重
,

国

有部门都在扩张
。

不同于苏联式制度 的是
,

中国的不同政府机构及地方政府

之间在经济上有相 当激烈 的竞争
。

中国市场导向改革最重要的特征是缺乏宪

政秩序和法治
,

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
,

统治阶层的假公济私和猖撅的腐败
。

第五部分将分析缺乏宪政秩序的情况下市场导向改革的特征
。

总之
,

中国 2 0 世纪 80 一90 年代令人瞩 目的增长绩效主要归功于它落后

的起始发展水平和模仿新的 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模式的新机会
。

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不同于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
,

不同于在中央计划和企业的统 一国家所有

权下模仿老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的苏联式社会主义
,

也不同于不仿效任何

资本主义经验的中国传统社会主义
。

对中国和俄罗斯改革的起始 条件和推动力量 的误解造成了关于中国和俄

罗斯改革之间比较的许多误导观点 :

首先
,

一 些 专家 对 中 国发 展 绩效 估 计过 高
,

s ac h s a n d w in g ht y e
w oo

( 1 9 9 9 ) 指 出
,

中国的增长绩效并不比其他东亚经济增长绩效好
。

事实上
,

在

过去 30 年
,

基于劳动密集型制成品迅速出口增长策略
,

东亚 每个市场经济都

增长迅速
,

1 9 8 6一 19 9 4 年间
,

按购买力平价调整后
,

中国年人均 ( ; l刀讨曾长率

在 5
.

6 %一6
.

8 % 之间
,

其他东亚 国家在 1 9 6 5一 19 9 0 年更长 的时 间也有相 同

的
,

甚至更高的按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年人均 ( ; l刀讨曾长率
,

包括 : 香港地区

5
.

8 % 韩国 7
.

4 % 新加坡 7
.

4 %
,

台湾地区 6
.

3 % 印度尼西亚 4
.

7 %
,

马来西亚

4
.

5 % 泰国 4
.

6 %
。

另外
,

在中国的新兴工业化经济
,

人均真实收入差距仍在

加大
。

中国的官方统计也高估真实增长率
。

L ar d y ( 1 9 9 8 ) 指 出
,

官方数据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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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高估增长率 1 %一2 %
。

一些中国学者
,

例如罗绍 ( 《经济学消息报 》 19 9 9

年 5 月 15 日
,

1 版 ) 认为
,

官方数据高估增长率 2 %一3 %
。

aL dr y ( 1 9 9 8 ) 提

供了中国政府故意隐瞒关于国有银行坏账和 国有企业财务状况信息的证据
。

美国之音记者杨明 2 0 0 2 年 10 月 2 0 日报导
,

国际著名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

估计
,

中国国有银行 的坏账大约 在 5 1 8 0 亿美元
,

占中国今年 国内生产总值

4 3 %
。

相 比之下
,

美国 10 多年前扶植储蓄和信贷行业困境的纤 困计划
,

总额

只有 1 6 0 0 亿美元
,

仅占当时美国 “ l刀怕勺3 %
。

只有 1 9 9 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

发时的印度尼西亚银行坏账程度跟中国目前的情况大体接近
。

L ar d y 在评价中

国国有银行大量坏账 的问题时指出
,

中国和金融危机之间缺少的只是
“

一根

导火线
” 。

w
o l f ( 1 9 9 8 : p

.

1 7 ) 证明
,

即便中国的增长率 比日本
、

台湾地区
、

韩国
、

美国和德国高得多
,

因为 19 79 年 中国相 当低 的人均收入绝对水平
,

2 01 5 年前

中国与这些国家人均收入 的差距仍在增大
。

因此
,

人均收入 的绝对差距与增

长率的差别相 比
,

必须给予前者更多的关注
。

一些经济学家论证
,

中国短期令人瞩目的增长绩效表明国有企业的私有化

对成功的转轨不是必要的
。

其他经济学家 ( iY gn y i iQ an
,

1 9 9 9 ) 把中国的财政联

邦主义看作是令人瞩 目的增长绩效的主要解释
,

这些都不是令人信服的
。

既然

后共产主义东欧作为一个整体比中国的中央集权政府体制更接近于财政联邦主

义
,

东欧制度试验的多样性一定比中国不同省区制度试验的多样性大得多
,

如

果财政联邦主义是转轨绩效差异的最重要决定因素
,

那么应该有更好转轨绩效

的是东欧而不是中国
。

据前面讨论的
,

不同的起始条件
,

不同的发展阶段
、

模

仿空间
,

以及不精确的中国官方数据解释了转轨绩效的差别
。

三
、

转轨的推动机制

许多历史学家同意这个观点 : 在西欧
,

试验各种制度
,

扩散
、

模仿
、

转

轨到成功的制度的一个重大推动力量是西欧的政治不统一 ( 杨小凯
,

2 0 0 3 : 第

1 章 )
,

这表明在西欧较多的国家大小相近
,

没有能左右其他国家的非常大 国
。

许多小国政府间的激烈竞争有利于更有能力政府的出现
。

这能够解释为什么

庞大的内陆国家
,

诸如俄罗斯和中国
,

接受竞争性的制 度比其他 国家慢
,

同

时解释了为什么小的岛国
,

如英国和 日本能够更迅速地接受竞争性的制度
。

西欧的文艺复兴在巩固西欧分权政治结构上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影响
。

在

意识形态层次上
,

人类和生活本身的价值被放到 了复兴了的哲学思索的中心

位置
。

在经济层次上
,

在文艺复兴 的意大利
,

竞争的城市国家的兴起
,

与随

之而来的银行业
、

合同法
、

运输法
、

担保交易 的市场制度 一起激发起国际贸

易的需要
。

由 M ac ih va ell i 的 《君主论 》 圆满完成的政治 思考
,

探讨 了君 主在

与其他国家竞争中使国家强大的方式
,

包括国家在促进经济繁荣中的角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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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欧洲史上
,

经济和政治 生活的创新在一个地 区发生
,

在它们被 觉察

或证明了有优势的基础上
,

或者通过征服
、

殖 民化
、

帝国统治
,

模仿而传播

到其他地区
。

在很大程度上
,

新的欧洲思想和制度传播进诸如中国
、

印度和

俄罗斯这样的大内陆地区
、

大 的封 闭社会
,

比起传播进那些依赖 国际贸易
、

国际联盟和及时地采纳来 自海外的最佳实践而生存的小 的开放社会
,

要不成

功得多
。

如果小的实体不是简单地被大 势力吞掉 的话
,

也许在经济改革 中
,

小就是美
。
10 无论如何

,

俄罗斯
、

中国和印度有过世界上所有传统社会接受来

自海外的新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最困难时刻
,

即使 当时那些制度具有非常显著

的成功记录
。

S a e h S
和胡永泰 ( 19 9 9 ) 以及 R o l a n d ( 2 0 0 0 ) 提供了小的转轨经济在管理

转轨方面有更大的国家能力的证据
,

它们比规模大的转轨国家更快地获得制

度知识
,

能更好的管理迅速的转轨 ( s a e h s a n d w in g t h y e
w

o o ,

r 9 9 9 : p
.

r 4 工

1 9 8 9 年在越南一个相 当成功的东欧式振荡疗法改革也部分 归功于这个国家规

模较小
。

东欧的后共产主义国家和亚洲当前的转轨经济
,

提供了转轨试 验中的国

家和文化的充分大的多样性
,

人类社会还从没有过如此丰富的此类转轨的制

度试验经验
。

在许多国家 同时进行选择各种转轨模式和速度的试验
,

可 以提

供迅速获取有关转轨的制度知识的机会
。

许多经济学家论证说
,

不同的发展 中国家特定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可能导

致不同的转轨路径
。

要求所有国家遵循同一转轨路径可能被指责 为过时的帝

国主义心态和一个以自我 为中心的西方传统观点
。

许多国家的发展经验看来

拒绝了这个指责
。

一些国家
,

如前苏联和 1 94 9一 1 9 7 9 年的中国
,

试 图模仿资

本主义工业化而不 要其法律 体系和 产权结 构
,

结 果失败 了
。

其他 国家 ( 地

区 )
,

如台湾地区和韩国
,

在 2 0 世纪 80 年代末以前试图模仿资本主义法律体

制和产权结构而不要民主政治体制
。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意识到这样行不通
,

最终开始实施 向宪政民主的转轨
。

日本从英 国和德国模仿了全部的资本主义

法律
、

政治和经济制度
,

但保留了天皇的特权和财阀制 度
。

在缺乏对天皇权

力制衡的情况下
,

它取得了非常成功的经济发展
。

接下来它参加 了二战
,

侵

略中国和其他国家
,

给 日本人
、

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带来灾难
。

即使在 美国

军队占领下振荡疗法转轨之后
,

日本仍然保留了某些关于政府和企业间关系

的坏资本主义行为准则
。

这在 2 0 世纪 90 年代 日本的金融危机里制造了麻烦
。

最 近 A e

em
o g l u

,

I o h n s o n
和 R o b i n so

n ( 2 0 02 )
,

以 及 N o r t h
,

s li

mme
r h i ll 和

w ie n
ga st ( 2 002 ) 用西欧与东欧

、

南欧的比较
,

南美北美的比较及经验证据支

1 () P ip e ( 19 9 9 : p
.

1 5 2 ) 认为中世纪议会制度在英 国的兴起和在西班牙和法 国的衰落的原因是英 国相对

于西班牙和法国规模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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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以上看法
。

按他们的经验证据
,

工业革命在英国和荷兰而不是在西班牙先

发生
,

正是因为前者先实现 了宪政共和
,

而后者尽管有更多的殖 民地和大西

洋贸易提供的机会
,

却 因专制制度而失去 了工业化的机会
。

南美也因为政治

精英的垄断而比自由共和制 的北美在经济上大大落后
。

有人认为印度是 民主

制度不足以产生成功经济发展的反例
,

我们不接受这一观点
。

即使经济起始

条件没有中国好
,

印度在二战后 由于民主制度而没有出现 19 5 9一 1 9 6 1 年发生

在中国的世界上最大的饥荒
。

按 eS
n ( 1 9 8 1 ) 的理论

,

这种大规模饥荒不是由

粮食短缺本身引起的
,

而是由专制的政治制度 导致
。

从 这点而言
,

印度 的经

济发展比 1 9 4 9 年以后的中国成功
。

若考虑到 eS
n
的观点

, “

自由有其本身的

经济发展价值
” ,

这一结论就会更加明显
。

另外
,

印度二战后经济发展绩效差

强人意
,

是因为二战后它学 习苏联 的计划经济制度和 国有制
,

搞 了很多国家

控制的经济发展和产业政策
,

而不是因为印度的民主制度
。

上述经验表明
,

制度核心是长期成功 的经济发展的根本
。

因此
,

转轨是

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与全球资本主义制度趋同的过程
,

而不是创造一个本

质上不 同 于资 本 主 义 的制 度创 新 过 程 ( s a ch s a n d w in g ht y e
w oo

,

1 9 9 9 工

R o la n d ( 2 0 0 0 : p p
.

r 2 5一 r 3 6
,

p p
.

3 r 5一3 2 4 ) 综述了东欧和俄罗斯极其丰富的

迅速私有化制度试验
,

下面简单概述这一综述
。

在波兰有人提出了一种让分散所有权的外部人
、

共同基金和银行参 与的

私有化模式
,

但被国有企业的内部人阻挠 了 4 年
。

相似的方案在捷克被接受
。

R ol a n d 用两国不同的起始条件来解释差别
。

捷克斯洛伐克没 有经济改革的以

往记录
,

因此没有工会
,

国家对企业的控制没有削弱
。

几乎平衡的初始 宏观

经济状况显示出软预算约束问题不像波兰那样极度盛行
。

俄罗斯大规模私有化方案的设计者从波兰的失败得 出了教训
,

选择 了无

偿给 内部人 ( 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和工人 ) 的私有化模式
。

这两种模式通过减

少在位管理者的抵制而增强 了事前的可接受性
。

当人们通过代金券方案成功

地接受了股份
,

捷克的私有化方案也获得 了事后的政治支持
。

台湾地区和前东德采取 了国有企业从上至下出售给外部人的作法 ( L au

an d so
n g

,

1 992 和 R ol an d
,

2 0 0 0 工 这种政策没有所有权转移和外部基金供应

的互相脱节的特征
。

台湾地 区采取了所有重要 的自由化改革 之后进行私有化

的程序
。

在那里
,

转轨更多地与新的私人企业的发展相 结合
,

而更少与现有

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相结合
。

一般来说
,

在这两个 国家 ( 地区 )
,

这种从上至下

出售的方式证明是非常缓慢和不方便
。

波兰和匈牙利采用了从下至上 出售给外部人的私有化模式
,

这并不 意味

着企业以逐步的方式出售
。

私有化最常见的形 式是从下至上方式由几个潜在

的买主之一
,

内部人或外部人
,

表示 出对买一个企业有兴趣
。

出售给国内买

者的方式多数采取 以非现金投标销售形式
,

如租赁
、

局部购买
、

分期付款
、

签订债务合同
,

分期付款的购买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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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试验表明
,

为 了获得企 业与管理者之间有效 的匹配
,

替换不称 职的

管理者
,

无偿给外部人的私有化方式原则上 比无偿给 内部人的私有化好
。

然

而
,

如果私有化导致分散的外部所有权
,

这一论断不一定正确
。

这归因于众

所周知的与分散的所有权相关的搭便车 问题
,

小股东没有足够的激励承担集

体行动的成本
,

但却从它 的结果中得利
,

因此分散 的所有权导致 了对在位管

理者的不充分监督
。

然而
,

这种 有效的私有化模式也许遭到来 自内部人的抵

制
,

这表明了很低的事前政治可接受性
。

四
、

与宪政规则的转轨相结合的改革

有两种转轨模式
,

一种是东欧和俄罗斯采用的
,

另一种在 中国和越 南采

用
。

前者市场取向改革只是宪政规则转轨的一小部分 ; 后者市场取 向的改革

是在政治垄断的游戏规则下实施的
。

本节首先考虑前一种转轨模式
。

一些经济学家
,

如钱颖 一 ( 19 9 9 ) 论证说
,

中国成功的渐进式和 双轨制

转轨
,

对于 向宪政秩序转轨 是经济 改革 的根本 这 一传统看 法提 出 了挑战
。

L a r d y ( r 9 9 8 )
,

s a e h s
和胡永泰 ( r 9 9 9 ) 不 同意

。

他们认为
,

许多国家已有的

制度试验的极大多样性足 以保持对传统看法的信念
,

中国的经验不足 以提供

改变这一信念的信息
。

在欧洲和美 国的自由企业制度下
,

制度试验的多样性

比在中国大得多
,

因此东欧和俄罗斯决定 向宪政秩序 的西方模式转轨
。

但宪

政秩序的转轨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
。

例 1 俄罗斯的宪政转轨

s a e h s a n d P is t o r ( r 9 9 7 : p p
.

3一5 井旨出 俄罗斯缺乏法治传统 在 r 9 9 2 年

1 月到 1 9 9 3 年 10 月的转轨第一阶段 里
,

改革是在旧的共产 党政权下实施的
。

在此期间
,

由三个重要支柱 :价格和贸易 自由化
、

稳定化
、

私有化构成的经济改

革开始进行
。

从一开始 所有措施依然不完备
,

其中一些在此期间失败 了
。

改

革受阻与缺乏宪政秩序相关联 :政府常常缺乏政治和宪政 的手段来实施改革

尤其面对着来自苏联时代最高苏维埃根深蒂固的反对
。

同等重要的是 政府缺

乏对其 自身行为的宪政约束
,

以至于许多改革的机会被官员滥用职权和腐败破

坏 了
。

例如 稳定化的失败可直接追溯到俄罗斯 中央银行的行 为 :它发行 了巨大

的通货膨胀信贷
。

信贷的激增主要在前苏联联邦银行的首脑 19 9 2 年 6 月被任

命为中央银行主席之后发生
。

1 992 年到 1 9 9 3 年间 俄罗斯中央银行 以强加在

全社会的通货膨胀税进行资金转移 的方式
,

把 国 民收入 的巨大 比重 ( 1 9 9 2 年

“ 日P 白勺约 4 0 % 和 1 9 9 3 年 ( ; l刀怕勺约 2 0 % 贻移到关键压力集团
、

政府和银行等

政治宠儿以及首脑官员的各个密友手 中
。

银行的账 目无法审计 无法追查的资

金大量流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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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所有这些扭曲的共同因素 是政府决策和行政缺乏法治
。

程序是因人

因事而异 不透明的 时常是腐败的
。

公民社会太软弱而不能给予重要的制衡

压力
,

因此大多数滥用权力的事件未受制止
。

制定决策不是被普遍适用 的一般

法律规范所指导 而是迎合特定的企业和压力集团的特别需要
。

第一阶段经历了把这个国家带到 内战边缘的政治权力斗争的爆发
。

第二

阶段 从 1 9 9 3 年 10 月直到 目前
,

经历了在第 一阶段获利最多的那些人的政治

和经济势力的巩固
。

这种巩 固伴随着正 式法律
,

或起码更有条理 的规则 的治

理
。

国家杜马在新规则下运作 选举按如期在 19 9 5 年 12 月进行 ;总统选举按

计划在叶利钦的 5 年任期后举行
。

与此 同时
,

许多深层次的宪政 问题仍然存

在 政府和总统机构的不 同部门之间争夺行政权的斗争 以一种新的
,

减少了戏

剧性伪装的方式继续进行
。

1992 年 以后 总统机构大部分处于宪政约束和公众

监督之外
。

在俄罗斯 法治是否已经取得权威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

尊重法治的国

家通常具有以下特征 政府权力在分离的部 门之间分配
,

牢固确立宪法屏障后

面的公民权禾皮特别是正当的法律程序和法律的平等保护 ) 通过公平选举提供

政治权力的有序转权 S ac h S a n d iP st o r ,

19 9 7 )
,

把主权置于预设 的法律约束之

下 这影响着国家公法和私法的发展
。

在这种约束下
,

任意的国家干预被最小

化 作为一个调节者
、

税收管理人和强制合同执行者的国家行 为
,

变得公正并可

预见
。

改革 司法制度 焙训和 ( 或 潜换它的职员
,

用新法律代替现有法律都需要

时间
。

更重要的是 是否对法治有明确的承诺
。

这样一个承诺的指标包括分权

制衡
、

公民自由
、

独立 司法和权力有序转移
。

法治不同于以法治 国
。

前者 以宪

法司乡友 i du iic al r ve ie w 伪特征 宪法司法过程 中政欣 国会 应的法可能被判违

宪而成为非法
。

一个没有宪政秩序 的专制国家也可 以搞 以法治国
。

世界上有

三个国家 英国 新西兰
,

以色列 抚成文宪法而有宪政 其中英 国是世界上最早

和最成熟的宪政国家
。

但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有成文宪法而无宪政
。

19 9 1年以前的俄罗斯几乎没有满足法治的特征
。

从 1 9% 年起许多重要的成

就业已取得 厂部新宪法开始实行 尽管有人对它被批准的程序质疑 但它显然建

立起广泛的合法性
。

两次议会选举据这部宪法按时进行 最重要的是 总统选举

已经进行 未成功的竞争者也认渝 选举失败者不认输是宪政在很多国家失败的

原因 飞 按宪政规则 通过公平竞争和平转移权力也已实现
。

这些成就是显著的和真正重要的
。

但俄罗斯仍然没有经历一个真正 的和

平政党轮氰 叶利钦和普京可 以说是属于同党 ) 所以新宪政秩序最艰难的检验

仍未见到
。

新宪法承认权力的分离
,

但最近的一个检测显示 出这些名 义承诺 的局限

性
。

特别是立法机关和行政部门之间的权力分割不清 最明显的是分配给总统

的立法权力
。

总统可以通过命令统治 他的命令和法律一样有约束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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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 新宪法的大多数规定都经不起宪法学家的严格推敲
。

宪法

缺乏确定性的程序化保障条款来确保包括法律平等保护在内的公 民自由的实

现
。

俄罗斯有很多为特定的个人 或团体设计的特殊法
,

为税 收豁免
、

个别私有

化计划
,

以及对那些最受惠于总统命令权的人给予权利上的分配提供 了法律根

据
。

其结果是
,

国家保 留了大范围的专制 不仅造成了不确定性
,

也提供 了腐败

滋生的土壤 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法律的非歧视性是不相容的
。

Gr ay 和 H en dl e
试1 9 9 7润述 了以法律为基础的私人交易的三个基本条件

:

正当的法律 健全的司法执法制度
,

以创造对法律和立法制度 需求的激励为基

础的市场
。

在与匈牙利商业法发展相 比较的描述 中
,

他们指 出
,

有效的 司法执

法制度的发展 在俄罗斯和其他转轨经济国家是最难完成的任务
。

俄罗斯仍不

能提供 以法律为基础交易的第一条件 :减少交易费用并能使私人参与者调动他

们 自己的合法权利 的正 当法律
。

iP st 。斑 1 9 9 7探讨 了在私有化 的开端
,

缺乏 一

部有助于产权的发展和后私 有化公 司治理的发展的综合性公司法可能产生的

影响
。

她不但从俄罗斯的立法传统 池从经济改革过程中改革者做出的政策选

择方面 探寻了后 社会主 义的俄罗斯颁 布的法律规则的性质和质量
。

她论证

说 综合性的立法改革被经济改革优先的主张所耽搁
。

经济改革 以任意行政决

策权为基础 这种行政命令对产权的发展和治理结构的发展往往有害
。

aS ch s
和 iP st 。还 19 9 7狱为 与欧洲其他国家相 比

,

俄罗斯法治的特殊国情

论和缺乏经济 自由的特殊国情论的根源很深
。

特殊国情论可追溯到 19 17 年的

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 实际上
,

在亚历山大二 世着手他的废除农奴制改革的尝

试的 19 世纪中期 特殊国情论 已经有很大影口可 O w en
,

19 9 7 工 特殊国情论能

追溯回几个世纪 追溯到莫斯科公国的开始
。

在莫斯科公国摆脱了两个多世纪的蒙古统治后 法律扮演 着一个与西欧相

比显然不重要的角色
。

西欧法律的形成阶段在 中世纪欧洲罗马法的应用 君主

们和教皇对政治权威和立法权的争夺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
,

只间接地与俄罗

斯接触
。

同样重要的是 ,l 6世纪后俄罗斯的东正教被 归入国家权力 沙皇同时

是国家元首和俄罗斯东正教的首脑
。

政教分离是西欧抵制权力集 中在单个统

治者手中的关键堡垒 之一
。

中世纪 的欧洲
,

教会与国家对于统治的权威
、

习惯

法
、

政治合法性漫长的争夺
,

在法律限定国家权力和增强政治道德 的标准中扮

演着基本角色
。

在俄罗斯则相反 斗争以教会从属于国家统治而告终
。

宪政主义的好处与对灵活
、

巨大的行政权力的需求之间的两难冲突 ( H ell
-

m an
,

1 9 9 7 ) 是俄罗斯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论战 的焦 点
。

S hl ief
e斑 19 9 4

,

1 9 9 8提出一个论据来支持俄罗斯的震荡疗法 与改革 的渐进方式相伴的腐败
,

是赎买特权阶层的垄断权力的一种方式
。

然而 池接下来又说
,

因为两个原 因
,

腐败不是改革的有效方式 第一 基于腐败的不成文合同不容易执行
,

因为对于

出卖政府官员控制权的收益权没有合法的界定
。

第二
,

对腐败的容忍将产生创

造政府官员更多控制权的激励
。

因此
,

开始实施改革最 有效 的方式 是通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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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和俄罗斯见到的那种私有化改革去掉政府官员的控制权
。

但正如 S ach S
和

P it s。还 9 9 1 7斯表明 启由化和私有化改革的成功依赖于宪政秩序的转轨
。

He llm
a成 9 9 1 7 :p

.

8 5 )提供 了在东欧和中欧增长绩效与宪法的通过之间相

关的经验证据
。

这个结果不令人信服
,

因为宪政规则的转轨是 一个非常复杂

而漫长的过程
。

与美国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中宪政规则的转轨 对于经济增长

的短期负面效应相 比
,

当前俄罗斯转轨 困难并非偶然
,

也不能归咎于震荡疗

法
。

但是由于俄罗斯缺乏任何法治传统
,

俄罗斯 的转轨也许要 比 17 世纪的美

国转轨和 19 世纪的法国转轨更加困难
。

法国从旧王朝到新宪政秩序的转轨花

了一个世纪
。

俄罗斯是一个庞大的内陆国家
,

且有着不利于转轨的历史
。

许多学 者把俄罗斯不佳 的转 轨绩 效 归咎于法 律执 行不 力
。

然而 iP st or

( 1 9 9 7 ) 指 出
,

执 行 不 力起 因 于 不可 接 受 的 法 律和 国家机会 主 义
。

N or ht

( r 9 8 r : p
.

r 4 7
,

p p
.

r 5 8一 r 7 o ) 作的 r s 世纪英法之间的一个 比较也表明
,

在英

国
,

出色的国家税收和法律执行能力归因于公正 的宪政秩序 ; 在法 国
,

旧王

朝极差的税收和执法能力归咎于国家机会主义和缺乏公正的宪政规则
。

五
、

缺乏宪政秩序条件下的市场取向改革

中国的双轨制是缺乏宪政秩序的市场导向改革 的代 表
。

西方消极 宪政主

义者
,

如 iP lo n ( 19 9 8 ) 特别注意中国宪法的特征
,

称 中国的宪法为
“

追求无

限政府的一个纲领
” 。

11

规则制定者
、

仲裁者
、

执行者和参与者都是 同一的
,

这可由政府 对私人

企业进入重要行业的控制 为例说明
。

中国有一个不允许私人企业从事的行业

表
,

包括银行业
、

邮政和 电信 业
、

铁路
、

航空
、

保 险
、

航天工业
、

石化
、

钢

铁
、

出版
、

批发业
、

新闻及其他行业
。

在这 30 个行业之外
,

私人企业被限制

从事 20 个行 业
,

包括 汽 车制 造
,

电 子设 备
、

旅 游代 理 等 ( H au gn
,

19 9 3 :

p
.

88 工 另外
,

国际贸易
、

批发和零售流通网络
、

出版及许多其他行业的许可

证制度
,

消除了私人企业的许多有利可图的机会
,

并产生了与美国和其他发

达国家的贸易冲突
。

特别是有权发放许可证的政府机构 在许可证 申请者运作

的行业中有既得利益
。

当然
,

发放许可证的原则是追求政府机构的垄断利益
,

如限制私人企业上市和经营证券业务
,

使股市成 为国有控股公 司圈钱的工具
。

2 0 0 2 年中国 9 5 % 以上的上市公司系国有控股公司 ( 见
“

我国上市公司结构呈

极不合理状态
” ,

北京世纪经济研究信息 中心 : 《每 日财经快讯 》
,

第 253 期
,

20 02 年 7 月 31 日工

M ue lle
r ( 1 9 9 8 ) 记载了电信部门的国家垄断对经济发展 的负面影响

,

这

1 1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历史及近来的修改
,

见 P i lo n
,

杨小凯 ( 1 9 9 4 ) 和钱颖一 ( 1 99 9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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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垄断表明这个行业的规则制定者
、

主要参与者
、

执行规则 的仲裁者都 是同

一国有组织
,

因而经济发展受到阻碍
。

中国还有 一个非常僵化 的成立企业的

政府批准制度
,

除了海南省 以外
,

既没有公 司的 自由合伙
,

也没有公 司的自

动登记 ( 茅予轼
,

19 9 9
,

1 9 9 8 兔 还有武断的且经常极高的成立企业的注册资

本要求
。

B ia ( 19 9 9 ) 认为
,

在政府内部的权力斗争和意识形态 的论战中
,

存在对

私人企业意识形态上的歧视
。

文件证 明
,

不 同层次的政府倾 向于强加给私营

企业各种税和费
,

以从他们的企业管辖权里攫取尽可能多的收入
。

一项 19 8 8

年辽宁省私营企业的研究发现
,

税和附加费加在一起将取走可观察企业利润

的 6 3 %
。

当 2 0 种不同的收费被算进去后
,

税务负担甚至更高
。

这样的税务负

担使得私营企 业除了通过隐瞒交易 和收入来逃 避税 费的办法外
,

难 以生存

( 《中国经济年鉴 》
,

19 8 9 : p
.

1 0 7 工 十年 以后
,

一项 1 9 9 8 年安徽省私营企业的

研究报告说
,

许多产品的总利润大约是总收入 的 10 %
,

同时总的税费加起来

超过 10 %
。

强加给一家私营企业的收费有 50 多种
,

这些收费的一些种类是政

府 自己发布的条例和规则所禁止的
。

这项研究得出结论 : 不想关闭其企业的

所有者
,

除了通过隐瞒收入逃税外别无选择
。

农 民也是过多税 费的主要受害

者
,

整个改革期间
,

政府对农民作 了减少随意征税的无数许诺
,

然而随意征

税仍旧很普遍
。

在一些地方
,

向农民索取 61 种不 同类型的收费 ( 丁国香
,

严

庆珍
,

杨勋主编
,

19 9 5 兔

中国 2 0 世纪 90 年代 开始模仿西方式的法律
,

但是在现行 宪政规则下
,

那些法律
,

如 1 994 年通过 的 《合 同法 》
,

1 9 9 3 年通过的 《反不正 当竞争法 》
,

在许多方面不能贯彻执行
。

杨 小凯 ( 19 9 8 ) 提到了 《公 司法 》 和现行 宪政规

则的不相容性
,

M ue lle r ( 1 9 9 8 : p
.

2 00 ) 提到 电信行业的国家垄断与 《反不正

当竞争法 》 之间的不相容性
。

可 以下结论说
,

许多对西方式法律的模仿在现

行的宪政规则下不能运作
。

宪政的约束表明中国的改革只能沿着双轨制前进
,

这种方式产生的长期代价很 可能超过 它赎 买特权阶层既得利益的短期好处
,

下面的例子可 以阐明这一点
。 1 2

例 2 中国的乡镇企业

中国的乡镇企业 ( T v E ) 被一些经济学 家看作是融合了市场激励与公共

所有权的一个重要且高度成功的制度创新
。

另一些经济学家则把 乡镇企业看

作是通往真正私人所有权的道路上的一个半截子改革 方案
。

前者强调 乡镇企

业是中国不发达经济条件下 的特定产物 ; 后者强调如果中国现在不推动乡镇

1 2 关于双轨制的代价见 oR la n d ( 2 0 0 0 : p
.

15
,

p
.

19 8 )
,

及北京世纪经济研究信息中心 ( 2 0 0 2 ) : “ 邱晓

华
,

价格
`

双轨制
’

给了中国富人 6 0 00 亿财富
’ l

和 电信加接入费被认为是计划经济行为
’l

( 载每 日

财经快讯
,

第 3 18 期
,

2 0 0 2 年 1 1 月 4 日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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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真正私有化
,

中国农村经济将面 临着严重 的制度束 缚和问题 ( S ac hs

a n d W i鳍 t h y e
W

o o ,

1 9 9 9 工

集体所有农村工业企业的根基在文革期间被奠定
,

当时官方对自力更生

的强调和国家分配制度的崩溃造成农村公社扩大他们 的非农活动
。

1 9 7 9 年公

社制度开始瓦解时
,

这些社队企业被列为乡镇企业
。

出于对农村低就业和地

方发展的担忧
,

导致了对建立乡镇企业规则的不断放宽
。

从 1 984 年起
,

批准

成立和监督乡镇企业的条件在各地存在很大差别
。

乡镇企业有三种主要类型
,

第 一种类型被称作苏南模式
,

主要集中在苏

南的三个城市 : 无锡
、

苏州和常州
。

江苏省地方政府对 乡镇企业实施牢固的

控制 ( 例如
,

参与投资决定
,

控制工资及不同乡镇企业之间的劳力流动 )
,

并

通过限制能创办的合伙企业和私人企业的数量来保护乡镇企业
。

乡镇企业的第二种类型被称作浙江模式
。

浙江省 的地方政府
,

虽然是许

多乡镇企业的重要股东
,

但 以乡镇企业向村庄基金进行 年度捐款为条件
,

平

常限制对乡镇企业的生产
、

分红
、

人事任免 的干预
。

浙江 乡镇企业类似于租

赁的企业
,

不同之处在于它们的管理者可能被地方官员免职
。

第三种乡镇企业形式是伪装 成乡镇企业的真正私人企业
。

这种情况 下
,

企业的整个资本来自一个人或一个小团体
。

为了被允许登记 为乡镇企业
,

企

业向地方政府付费
,

是一种被称作
“

戴红帽子
’ `

的不加掩饰的伪装
。

掩盖真

实所有权愿望的主要原因是更低的税率
,

更 容易的批准程序
,

对企 业规模和

经营的更少限制
,

以及在改革者的政治命运可能反转下找到政治保护
。
13

直到 2 0 世纪 90 年代
,

苏南模式被认为是最佳的乡镇企业形式
,

因为其

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思维方式最接近
。 1“
然而

,

就像传统的国有企业一样
,

苏南

模式的乡镇企业遇到了财务困难
。

结果是 1 9 9 2 年第 4 季度
,

无锡
、

苏州和常

州通过固定租金或竞价销售的方式
,

把一些 为赤字所困的小型 国家所有或集

体所有企业的经营权转移到私人实业家手里
。
15

在改革时代
,

乡镇企业制度沿袭 了社队企业的许多优势和劣势
。

它歪曲

了企业的地理分布
,

阻碍了有效的城市化
,

把资源从技术先进 的大型国有企

业重新分配到技术落后的地方企业
,

创造 了中国式的双轨制 : 技术落后的灵

活的乡镇企业和技术先进 的僵化的国有企业共存
。

这种双轨制表 明在技术效

13 通常认为红帽子私人企业的数量比已登记的私人企业数量多
。

一份 1 9 9 3 年调查发现在河北省一个县

有至少 10 0 0 家私人企业
,

而官方数字是 8 家 (
“

企业动摇保护盖
’l ,

《中国 日报》 19 95 年 3 月 31 日 玉
1“ 周其仁 ,’’ 反思农村金融—

农 民收入是一连串事件 ( 之十 少 ; 董辅扔
,

温州模式的继承与提高
,

;

吴敬琏 论当前中国经济改革及走势
,l 。

见新华社 2 0 01 年 6 月 3 0 日电讯
。

沙 与社会主义市场理论成功结合
’ l ,

《中国 日报》 19 9 3 年 12 月 15 日
。

江苏省经贸委文件 不断深化

乡镇企业改革加快发 展私营个体经济
’ ` ,

h t t p : / / 6 1
.

15 5
.

10 7
.

2 37 A/
r t ie leD

e t a i ls e a rc h
.

a s p x ? rA
t i

-

: le
_
I D 二 1 3 5

。 “

江苏省乡镇企业
`

十五
’

发展计划
’ ` ,

h t t p : / / 6 1
.

15 5
.

10 7
.

2 3 7 / rA
t i e le l 〕e t a i l岌

a r e h
.

a s p x ? A r t i e le
_
ID 二 12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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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和地理位置效率的利用与 X效率的利用之间的两难
。

因此
,

乡镇企业令人

瞩 目的增长也有它的代价
。

在 自由企业制度下
,

许多乡镇企 业可能被位于城

市的
、

比城区的大型国有企业更有竞争力的大型私营企业所代替
。

因此
,

从

这个观点来看
,

乡镇企业非常高的增长率也许有反效率的一面
。

A晰 y n Y ou gn

( 1 9 9 9 ) 提供了由乡镇企业和相关的区域分权产生歪 曲的经验证据
。

乡镇企业

具有地方政府控制下的企 业系统的全部常见缺陷
。

既然规则制定者
、

仲裁者

和参与者是同一个地方政府
,

因此产生了不公平
、

不稳定
、

不透明
、

不可信

的游戏规则
。

乡镇企业对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没有受到足够重视
,

许多 中国专家对它

与中央政府完全控制下的苏联式国有企业制度相 比的优势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

乡镇企业有着比更高级别政府所有的国有企业更硬的预算约束
。

根据吴敬琏

( 1 9 9 8 ) 出色的实证工作
,

乡镇企业
,

加上折衷的土地所有权改革方法和户籍

制度
,

产生了一个非常奇特的中国式封建制度
,

在这种 制度 下
,

地方政 府官

员的地方领土管辖权
,

司法和执法权
,

对土地的控制权
,

他们在党组织 里的

官位
,

成立企业的权利
,

筹集资金的权利
,

以及对 乡镇企业的控制权是 不可

分割的
,

有点像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度
。

大邱庄 的例子表明了中国式类封建

制度的特征 ( 何清涟
,

1 9 9 7 工 大邱庄党委书记禹作敏在一件谋杀案中阻挠国

家警察执行法庭命令
。

禹是村长
、

党支部书记和这个村全部乡镇企业的董事

长
。

他控制着地方 民兵力量
,

有实际 的司法权
。

许多媒体报道也表明地 方政

府官员用 乡镇企业作为掠夺工具
,

他们迫使村 民捐资成立乡镇企业并承担这

项风险投资的全部风险
。

然后来 自风险投资 的收入被 官员所掠夺 ( 何清涟
,

1 9 9 7 工

在这种制度下
,

人们被排列为有不同权利的不 同集团
,

地方政府官员有

全部权利和特权以牺牲别人为代价牟取其既得利益 ; 有当地户 口的村 民能在

乡镇企业找到好工作
,

并有权得到一部分村庄福利基金 ; 外来移 民在 乡镇企

业干最脏的工作
,

不能得到丝毫福利津贴
。

这类似于一种封建制度
,

因为一

个人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由其政治地位和户籍状况所决定
。

这种制度
,

连同户

籍制度和城市的国有房地产制度
,

造成 了低 的劳动力流动性
,

解释 了为什么

地方政府所有和集体所有企 业在 中国农村兴 隆
。

它们并不像资本主义经济 中

的企业那样具有竞争力
,

能够 自由交易劳动
、

资本
、

土地和其他财产
。

低劳

动力流动性表明社区成员期望永远住在 同一地方
,

在同一地 方性 的社区
,

居

民的共同利益是相当稳定的
。

因此
,

他们 比在 自由的市场制度下更有激励 为

乡镇企业出力
。

这种制度不仅歪 曲了管理者和企业之间的匹配
,

企业的地理布局模式和

资源配置
,

阻碍了城市化
,

也产生了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 的社会不公
。

按照

周其仁 ( 2 0 02 ) 的看法
,

中国的集体所有制不同于自由经济 中的合作制
,

前

者是类似封建制 的一种政治制度
,

而后者是 以私人财产 制为基础 的 自愿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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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

6 1但这一制度又与西欧的封 建制度不 同
。

西欧的封 建制度是种契约制度
,

因此是现代代议制 ( 以契约为基础的政府 ) 的温床
。

但中国乡村的干部是由

上级政府指定的
,

没有 自己独立的缔约权
。

依照国际标准
,

乡镇企业所 有权结构极不正常
,

在大 多数有农村工业的

东亚国家
,

如印度尼西亚和泰国
,

小企业的所有权是私 人的
,

经常在一个家

庭内部
。

相反
,

中国乡镇企业的所有权至少根据官方统 计所说是集体 的
。

一

些学者论证集体所有权反映了深厚的中国文化模式
。

然而
,

这种合作文化假

说已被质疑 : 在台湾地 区农村小型私人企业 占绝对多数
,

整个东亚小型的华

裔私人企业盛行
。

如果有关于小企业的任何中国文化特 色
,

看来是私人
、

家

庭所有的企业而不是集体所有的企业
。

其他学者说集体所有权是农村企业筹集资本金
,

并通过缩短监督距离而

减少委托一代理问题的一种有效方式 ( 0 1
,

1 9 9 5 ; W
a ld e r ,

1 9 9 5 a 工 他们用这

些理 由把乡镇企业所有权结构解释 为适应中国落后 的生产要素市场
,

对市场

失败的一个最优反应
。

N au g ht on ( 1 9 9 4 a ) 认为在转轨的早期
,

银行在办理小

额贷款申请和评估风险方面条件很差
。

中国地方政府所有权扮演着金融中介

的关键角色
。

地方政府能更好地评估在他们的控制下创办企业的风险
。

一些

经济学家甚至把乡镇企业的成功解释为反对私人所有权是小型企业的天然所

有权形式的一般看法的确切证明
,

并论证说
,

决定效率的不是所有权而是产

品和要素市场的竞争 ( N o la n ,

19 9 3 工

s ac h s
和 w in g ht y e

w oo ( 1 9 9 9 ) 对这种乡镇企业所有权形 式的实用 主义

解释
,

尤其是它所强调的政府在金融 中介中的优 势
,

持怀疑态度
。

在 1 9 6 0 年

至 1 9 9 5 年间
,

即使台湾地区的中小企业遭受着整个国有银行系统的歧视
,

它

们仍表现 出充满 活力的增长
,

非 正式金融机构 自发 出现 以迎合 它们的需要

( s h e a a n d x ia o k a i Y a n g
,

r 9 9 4 工 当 r 9 7 9 年开始经济 自由化时
,

市场力量导致

金融制度创新 的能力近来也在浙 江省温州市见到
。

iY ial n g iL u ( 1 992 ) 报告

说
,

当地私人部门所需资金 95 % 由地下私人金融组织
,

如台会
、

专业放债户

和钱庄提供
。 17

一个适当的乡镇企业所有权结构 的一般理论应 当基 于两个 主要考虑 : 第

一
,

直到最近
,

私人所 有权在许 多地 方被严 格控制和 歧视
。

个人所 有权在

1 9 7 8 年被给予宪法保护
,

而私人所有权在 中国被认 为不同于个人所有权
,

在

1 9 8 7 年才被给予宪法保护
。

由于企业登记为私人所面临的歧视
,

农村工业的

集体所有权是针对歧视的一种 自我保护 对策
。

张钢 ( 1 9 9 3 ) 用
“

非集体 乡镇

16 周其仁 少放弃农地的代价—
农民收入是一连串事件 ( 之六少 及

`

国土制
’

剥夺农 民

—
农民收入

是一连串事件 ( 之七少
,

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之周其仁专辑 : ht tP 丫 /

~
.

C c er
.

edu
.

C

n/
c场

17 尽管地方私人银行对经济发展有重大贡献
,

政府仍然遵循禁止私人银行业的规定
,

关闭了许多地方

私人银行 ( L a r
即

,

19 9 8 : p p
.

5 3一5 7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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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

来称谓合伙
、

个体和私人企业
。

他报告说
, “

实际上在与地方政府相关

的所有方面 ( 比起 ) 情况相 当的集体 乡镇企业
,

非集体 乡镇企业往 往被歧

视
” 。

地方政府对非集体乡镇企业歧视 的领域包括 : 取得银行信贷
、

获取更大

的生产场地
,

政府对原料和能源的分配
,

政府协助解决技术问题和创立合营

企业等
。

证据表明
,

在税收和利润分配方面
,

非集体乡镇企业面临着被 过度

勒索的更大风险
,

地方政府往往 比对待集体乡镇企业更随意地对待非集体乡

镇企业
。

简言之
,

一些中国专家确认的市场失败不是 由私人市场经济固有的无效

( 如外部性等 ) 所造成的
,

这些所谓的市场失败实际上是由政府强加的约束所

造成的
。

特别是银行因为政府指示而提供给乡镇企业比私人企业更多的贷款
,

并不是因为乡镇企业内在地更有效
,

或是因为地方银行认为地方政府是 比它

们本身更好的风险评估者 ( c h an g a
dn w an g

,

1 994 兔 文贯 中和新 望 ( 2 0 0 2 )

记载的苏南乡镇企业在 2 0 世纪 90 年代末的衰落和两次改制 的详细情况证实

了 s a e h s
和 w i n g t h y e

w oo 在 r 9 9 9 年所持的这一观点
。

大家普遍同意乡镇企业比国有企业面对着更强的市场激励 ( 包括更硬的

预算约束 工 S a e h S
和 W in g t h y e

W
o 。 ( 1 9 9 9 ) 指 出

,

三种 乡镇 企业类 型 的两

种
,

苏南类型和浙江类型
,

在本质上相 当于官商勾结 的私人企 业
。

地 方官员

有私人激励最大化 乡镇企 业的利润
,

因为在县
、

乡镇和村庄各级官员的仕途

和薪水受村企业的效益和发展所直接影响 ( iO
,

1 9 9 5 工 又因为当地居 民和工

人都没有通过合法
,

正式的渠道去行 使他们 的所有权的方法
。

简言之
,

乡镇

企业由地方官员非正式的私有化已经减少了委托一代理 问题
,

并导致 了乡镇

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
。
18 这种私有激励假说解释了为什 么 Y us h en g

,

P en g

( 1 9 9 2 ) 发现农村公共企业和农村私人企业的工资决定过程一样
。

如果这种非正式私有化的解释有根据
,

那么只有当地方官员的集体 凝聚

力不堕落为个人掠夺资产的努力时
,

乡镇企业才有可能继续有效率
。

在 20 世

纪 80 年代 的江苏和 山东
,

集体凝聚力的关键是对这些地区私人企业的严重歧

视
。

这些地区缺乏隐藏掠夺来资产 的经济空间
,

消除了单个官员掠夺他们所

监督的乡镇企业的激励
。

没有对私有产权的强烈法律歧视
,

掠夺资产将更随

意地发生
,

通常观察到的非正式私有化的无效率将变得更加普遍
。

如果这个观点正确的话
,

决定性 的影响是 : 私营部门相 关规模和劳动力

流动的逐步增长将最终削弱地方官员反对个人掠夺资产的集体凝聚力 的基础

( 通过为掠夺的资产提供安全的隐藏地 )
,

从而损害乡镇企业的绩效
。

1 9 9 2 年初以后
,

打算改善 由 1 9 8 9 年至 1 9 9 1 年的紧缩政策造成的农村失

业状况
,

对私人产权的歧视进一步减弱
,

许多乡镇企业摘掉 了它们的红帽子
。

18 尽管 w al de r ( 19 9 5 a ) 不接受 私人激励
’l

假说
,

他承认它的合理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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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迈向市场经济的时候
,

日益增多的私 营企业不再觉得 有登记为红帽子

或集体所有企业的必要
,

因为在私营和公共部门之间优惠待遇 的差别已经缩

小了范围
。

但有一个问题
,

集体部门现在表示说没有它们的帮助
,

私营企业

不可能发展
,

作为这些公司的
“

所有者
” ,

地方政府通常要求
“

离婚
”

的高额

补偿或者要求这些公 司与国有企业合并 (
“

私营企业快速行动摘掉红帽子
’ ` ,

《中国日报 》
,

1 994 年 1 0 月 4 日工

六
、

总结性评论

这篇论文研究了被许多转轨经济学家忽 略的经济改革和 宪政转轨之间的

关系
。

它论证说
,

如果不认识到经济改革仅仅是大规模宪政转轨 的一小部分

的话
,

对改革绩效的评估可能误入歧途
。

在国家之间和各个国家里
,

不同政

治力量之间的竞争是宪政转轨的推动 力量
。

本文用俄罗斯作为经济改革与宪

政转轨相结合的例子
,

用 中国作 为缺乏宪政转轨 的情况下经济改革 的例子来

分析两种转轨模式下的特征和问题
。

结论是
,

经济转轨双轨制产生了宪政转

轨的非常高的长期代价
,

也许大大超过它赎买既得利益平滑转型的短期好处
。

iL u a n d ix ao ak i Y an g ( 2 0 0 1 ) 对内生分工 网络的政治经济学一般均衡模 型的

超边际分析为这一结论提 供了理论证明
。

他们的模型说明
,

在维持精英阶级

政治垄断的条件下推行除政府垄 断之外的所有其他产品和服务的自由市场时
,

政府服务质次价高
,

产生反效率的收入分配不平等
,

非政府部门被制度化的

国家机会主义剥削
,

因此市场容量小 ( 看起来像通货紧缩 )
,

分工水平低
,

总

和生产力低
。

只有政治上允许自由进入 也形成 自由市场时
,

这种
“

坏资本主

义
”

才 能被 高 效 率 的
“

好 资 本 主 义
’ `

代 替
。

最 近
,

A c

em go lu
,

J ho
n so n

和

R o ib n so n ( 2 0 0 2 ) 为此论提供 了西欧
、

东欧
、

南欧 比较史上 的证 据
,

N or ht
,

s u

mm
e r h il l 和 w

e i n g a s t ( 2 0 0 2 ) 也用南美
、

北美经济 比较史对此论提供 了经

验证据
。

本文不认为中国的改革是制度创新过程
,

指出转轨是后社会主义国

家的制度与 W T O 规则趋同的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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