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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的改革，已经走过了波澜壮阔的30年。这是伟大的30年，是改变中国的30年，是震惊世界
的30年。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通过改革开放，创造性地探索和发
展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也是中国的社会主义
制度自我发展、不断探索的伟大革命。一句话，中国的改革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　
　2008年，中国迎来了两场考试。一场是“上帝”对我们的考试：汶川大地震；一场是世界对我们的
考试：北京奥运会。事实证明，我们顺利通过了这两场考试，让全世界的“裁判”们收回了他们挑剔
的目光，增强了中国的自信，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是中国共产党、中
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奋斗不息的伟大成就，是“中国精神”凝聚的伟大成就。　　新中国是在半封建半
殖民地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在建国初期物质匮乏、工业基础薄弱的历史条件下，计划体制曾发挥过
不容否认的积极作用。但是，计划体制本身的局限性以及其作用被无限夸大，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
重要因素。一场“文化大革命”，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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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国际比较与借鉴》从国际比较与借鉴的角度，深入研究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
历史背景，分析回顾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与对多国经验的借鉴，论述了在改革的国际比较
与借鉴中思想、观念转变与坚持创新的问题，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如政府机构
与行政管理、资本市场、财税与金融体制、公司治理与国有资产管理、社会保障与再就业、农村改革
与城市化进程等进行了比较研究，并提出了相关的对策与建议。

Page 3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国际比较与借鉴》

作者简介

　　彭森，1951年4月出生，经济学学士，博士生导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长期在政府部门从
事政策研究、宏观经济体制改革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工作。现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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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  （一）我国改革前的国际背景　　1．苏美争霸与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  
 2．计划体制的弊端与苏东国家的改革探索  （二）改革前的国内状况与改革的必然性    1．改革开放前
的国内状况    2．中国改革的历史必然性  （三）改革过程中国际环境与国内状况的发展变化    1．改革
过程中国际环境的发展变化    2．改革过程中国内状况的发展变化  （四）当前改革所处的环境——我
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_    1．建设小康社会的艰巨任务    2．建设小康社会要求深化经济体制改
革、政治体制改革和    文化体制改革二、国际比较与借鉴中的中国经济改革——“转型国家”改革的
经验教训  （一）“转型国家”的含义及其基本组成    1．“转型国家”的含义    2．“转型国家”的基
本组成  （二）“转型国家”改革探索的历程    1．苏联及独联体各国的经济改革    2．乌克兰的经济改
革    3．匈牙利的经济改革    4．南斯拉夫经济改革及前南各国的经济发展状况    S．波兰的经济改革    6
．中亚五国的经济改革    7．朝鲜的经济改革    8．古巴的经济改革  （三）“转型国家”改革与发展趋
向的比较分析    1．“转型国家”经济改革的外部环境与内部矛盾的比较分析　　2．“转型国家”产
权制度改革的比较分析    3．“转型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支持体制改革的比较分析    4．“转型国家
”经济改革发展趋向的比较分析　（四）“转型国家”经济改革的主要启示和经验教训    1．关于“休
克疗法”的成因与利弊分析    2．关于对本国国情的认识    3．关于“激进改革”与“渐进改革”之争   
4．关于产权制度改革与经济效率    5．关于市场支持体制与法制建设    6．关于政策宣传的作用    7．关
于社会保障    8．关于利用外资    9．关于区域内国家之间的合作    10．关于宏观经济调控    11．“转型
国家”经济改革给我们的启示三、国际比较与借鉴中的中国经济改革——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不同特
点与改革启示　（一）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    1．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主要特点    2．自由市场经
济模式分析　（二）法国的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模式    1．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模式的基本特征    2．有计
划的市场经济模式的运行经验⋯⋯四、国际比较借鉴中的中国经济改革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
选择：目标模式与政府改革六、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选择：宏观改革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
式选择：企业改革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选择：社会保障与就业九、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
选择：农村改革十、结论、问题与对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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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农业是中亚各国的传统基础产业。苏联解体后，中亚各国的食品生产和供应形势非常严峻。为了
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解决食品紧缺问题，中亚各国一般都以农业部门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
口，首先进行农业的非国有化、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　　长期以来，中亚各国农业一般以畜牧业为
主，有些国家的棉花、甜菜、土豆、烟草、瓜果等农产品的种植业也十分发达。1990年以前，这些国
家的农业已经达到了较高的生产水平，几乎全面实现了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和水利化，劳动生产
率和农产品商品化率都比较高。经济体制改革前，中亚各国农业中的基本经济组织是集体所有制的集
体农庄和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农场。在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普遍存在着管理不善、效益不
高的问题。1985年以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的一部分农业单位试行过承包制，但总的来讲，对中亚各国
的农业经济体制影响不大。　　中亚各国独立之初农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原有的市场体系和生产体
系被打乱，各国农业部门与外界的正常经济联系中断，支持农业发展的原有配套措施不复存在。农业
形势非常严峻。　　中亚各国农业改革的基本方针和具体措施大同小异：各国都以市场化、非国有化
和私有化为基本取向，改革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建立租赁制、股份制和私有制的农业经营制度，实
行土地改革。各国之间的区别主要是改革的力度和进程不同。　　吉尔吉斯斯坦在1991年12月通过了
《非国有化、私有化和企业经营活动总则法》，阿卡耶夫总统发布了《关于调整农业土地资源和其他
关系的命令》，确立了农业改革的方针：解散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经济，实行土地和财产的私有化，
重新分配土地和财产股份给农民，形成农业企业家阶层和自由农民，建立土地和农业生产的市场经济
关系。改革家设计的农业理想模式是美国式的私人农场制度。同时也借鉴中国的经验，希望通过承包
、租赁、股份制等形式把土地交给农户，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吉尔吉斯斯坦的农业改革阶段性很
明显，在1991年主要是建立农业的法律、法规基础，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农业改革法律和法令；1992
年主要工作是建立改革领导机构和执法机关，向农民开展宣传解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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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看了这本书，我开始怀疑发改委是一个政策解释者和执行者，而非制定者。
2、虽然这种比较是带有主观性的，但毕竟有一些与国外的比较，可以让我们从作者的笔端看到一点
儿国外的东西，阅读过后更加使人感到中国改革任重道远。
3、有点像百科全书，内容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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