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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海派经济学(第2辑)》内设专访、论文、争鸣、人物以及综述等五类专题文章，共计15篇。即《经济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产业组织政策》、《转型期的中国理论经济学》、《洪远朋的学术思想与成就》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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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李：张五常教授以私有化的眼光看待中国的工业和国有企业改革。他认为，国有企业实行股份
制改革就等于搞私有化。一听说中国批准国有企业发行股票，他认为是我们的失败，他在1997年11月
说：“最近北京宣布，国有企业发行和分配股票的时机成熟了。我猜想，‘成熟’一词意味着他们失
去的已够多了。”其实，他不了解，我们对匡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实行公司制改组、股票上市，
正是为了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实力，并不会丧失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张五常未免高兴得大早了。
他设计的国有企业改革方案，就是大型国有企业的国有净资产分光给个人，中小型国有企业一律卖给
私人。这与前苏联的“一大一小”做法是一样的。张五常主张中国的银行业也要私有化。其目的无非
是让国外金融资本入主中国金融市场，挤垮中国的国有银行，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因为只有金融业
私有化了，才能使中国经济全面私有化。他主张将我国国有银行卖给私人。他说：“人民银行的所有
分行和下属机构都转变成商业银行，最好是将它们卖给有能力管理的人。”③中国人民银行是我国的
中央银行，是商业银行的管理机构，直接对国务院负责，担负着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职责。张五常要
我们将中国人民银行也卖给私人。谁是最“有能力管理的人”呢?当然是外国金融资本家及其雇员。他
的经济自由化意志也太过分了，要取消银行的宏观调控手段。张五常在多次讲演中鼓吹要上海学香港
，使金融业全面私有化和自由化，取消中国政府干预。他说，上海要发展金融中心，就必须取消银行
管制，银行业就必—须民营化。张五常所说的“民营化”，其含义等于“私有化”。他所说的民营北
，就是私有化。    记者：当前我国的腐败问题还相当严重。有人说，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张五常对
腐败的态度如何?    李：张五常教授反对我国渐进式改革所使用的论据，就是这个论点。张五常鼓吹“
腐败无害论”。他说：“1985年，中国的腐败开始盛行，但我感到的是宽慰而不是担忧。⋯⋯中国必
然要遇到调控和腐败增加问题，出现得这么快并不是什么坏事。”他竭力反对中国搞渐进式改革，理
由是渐进式改革会使中国走上印度式体制，陷入泥坑。他警告道：“中国正在走印度之路，如果仍然
采取渐进式改革，中国就可能陷入印度体制，伟大的改革就全部结束了。”渐进式改革，是我们国家
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经过摸索，不断总结经验而形成的改革方式和路径选择。20多年的改革实践业
已证明，这一选择是正确的、有效的，获得了成功。在经济体制改革总目标确定之后，改革实施步骤
完全可以用“试错”的办法“摸着石头过河”，积累经验，渐渐地推进。这样做的优点，一是可以避
免大的社会震荡；二是可使广大群众对改革措施的心理承受能力逐步提高，最终使改革平稳而有序地
推进，经过各个必经阶段，最后达到预定的目标——建立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
制。对于这个众所公认的事实和道理，张五常视’而不见，却推销“休克疗法”，以图改变中国改革
的正确道路和方式，使改革陷进失败的泥潭。    记者：什么是“休克疗法”?张五常教授这一主张会产
生何种后果?    李：假如我国的改革当初果真依了张五常的“设计”，搞“休克疗法”，那就上了大当
，结果肯定是与前苏联一样的。所谓“休克疗法”，是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所倡
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一剂“良方”。其基本精神包括放开物价，紧缩银根，货币自由兑换，
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实质上是一种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一种暂时稳定宏观经济的措施。1985年
，在拉丁美洲的玻利维亚试行，用来治疗玻利维亚的通货膨胀、外债危机，结果在较短时期内取得了
明显的效果，制服了恶性通货膨胀。1990年，波兰政府也在萨克斯的帮助下，采用“休克疗法”治理
经济，使通货膨胀率从1989年的900％降到1991年8％，当年7月的通货膨胀率只有0．7％，市场和财政
状况获得明显好转。但这是一种特殊条件下的激进式改革方式，并不能解决长远的根本性的问题
。1992年，俄罗斯实施“休克疗法”后，反而造成大的动荡，经济状况未见好转。“休克疗法”的疗
效，只能说是稳定宏观经济的临时措施。    波兰实行“休克疗法”确实抑制住了通货膨胀，却带来了
惊人的不良后果。大批企业破产倒闭，大量工人失业，生产下降，团结工会政府也因此而下台。瓦文
萨说，“休克疗法”在波兰并不成功。“休克疗法”可以在抑制通货膨胀方面产生明显疗效，却不能
在体制转轨中立竿见影。  因为经济结构的形成是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的?不可能很快就转换
成功。转型经济国家的实践表明，治理经济环境和深化改革往往是交替进行的，不可能同时并举。既
想深化改革，转换体制，又想稳定经济环境，治理通货膨胀，事实上是不可能两者兼得的。   克林顿
政府的对外经济政策通常被视为90年代的又一个重大胜利。执政伊始，政府就承担着巨大的政治风险
：推进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乌拉圭回合，并用计瞒过国会，对墨西哥经济提供经济援助。但从我们目
前的前卫观点来看，这类行为看来为我们的最大失误之一——美国对全球化方法处理不当——拉开了
帷幕。这种处置不当使得整个世界增强了经济的不安全感，使得发展中世界不公正感觉极为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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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拿东亚危机来说，这是美国财政部至少应受到指责的一个灾难性事件。财政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一起鼓励激进资本市场“自由化”——即不发达市场向猛攻的高度投机性投资开放。由于东亚国家具
有较高的储备率，所以并不存在让东亚国家迅速开放的必要性；换言之，那些国家国内拥有足够的生
产性投资资本，这使得外资流入必要性并不显得那样紧迫。但是，原教旨主义者的市场意识形态要求
资本的自由流动也应有利于发展中国家。  自由流动的资本有利于投资者，这点是很清楚的，但并没
有证据表明自由流动资本会促进经济增长。的确，世界银行的大量研究表明，压倒性的证据是快速自
由化对发展中国家极具风险性。财政部却对这种证据视而不见，并极力加速自由化进程。    在很大程
度上引发东亚危机的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然后赶紧制定了解救措施。一千多亿美元被用于帮助
支撑亚洲国家剧跌的汇率和帮助提供资金以偿还西方银行。正是这些西方银行和同样数目的国家被解
救出来。事实上，东亚并没获得多少好处。高汇率的确使得部分富人以有利的条件将钱从他们的国家
拐带出来。解救措施的确使得部分西方银行收回了损失，但是在这些国家，失业率上升，国内生产总
值和实际工资猛降，各国政府负债都高达数十亿美元。    那些日子最好过的国家恰恰皇那些并不关心
所谓的华盛顿共识的国家。马来西亚不仅没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项目，而且，尽管来自财政部的激
烈批评，该国对资金外流施加控制，其所经历的衰退时间最短、程度最浅。中国通过实施扩张性货币
与财政政策方式避免了危机——这正好与财政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该地区其他国家所倡导的政策
相反。同时，最听从了美国建议的国家——泰国在危机发生四年之后，其国内生产总值也没恢复危机
发生前的水平。    东亚不是个异常现象。在俄罗斯和阿根廷，也出现了极为相似的状况——误导的市
场自由化，这是由短视的解救企图所引起的经济危机所导致的。尽管这些危机在经济上造成的创伤很
深，但政治上的创伤也许更为严重。我不认为美国以其他国家为代价设计了只对自身有利的政策，但
事实是，在短期内，美国与欧洲一些公司的确从这些危机中得到了好处。在进入东亚、俄罗斯和阿根
廷时，西方国家银行都赚到了钱，在危机之后，它们被请来帮助重构经济时，它们赚到了钱。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推进这些政策(包括高利率政策)，这些政策加深了衰退并导致了在出口价格上的讨价还价
。当时的财政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坚持认为，这些国家以极低价格推销其资产。在宏观层面，美国
从进口品低价格和通过为从发生危机国家中逃逸的资本提供安全天堂这两方面都得到了好处。    今天
，世界各国以犬儒主义的观点看待我们正在设法输出的经济思想。它们已开始相信我们推动自由化和
私有化是以我们自己公司和金融利益为指针的。提供数十亿美元帮助归还银行欠款但却不愿为穷人提
供数百万美元的食物和燃料救济，我们的应急计划只是证实了人们的这种印象。而财政部在东亚危机
期间成功抵制日本提出的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也是如此，这个建议本允许该地区各国提供相
互帮助。日本自己提供500亿美元，这个数字与美国在不久前墨西哥发生经济危机时向该国提供的数字
相同。    在亚洲危机中，许多经济学家和财政部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些官员指责受到危机影响的
国家缺乏金融透明度和那里盛行的裙带资本主义。透明度是重要的，因为会计丑闻表现得如此明显。
该问题是我特别协调的一个问题，因为这项工作，我后来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该工作的中心集中
在不完美和非对称性信息上，包括利益，中突所引起的那些问题。但这场危机很大程度上是财政部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推动的过度市场自由化的结果。马来西亚的迅速恢复清楚地阐明了这一点：如果
这场危机源于制度失败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可能永远不会如此迅速地获得恢复。    事实上，这里采用
了两个标准：亚洲银行与公司被告知，即使在美国违反那些要求欧洲和美国银行、海外金融中心以及
套头基金同样遵守的管理制度时，它们也要变得更加透明。美国的虚伪在”9．11“之后变得更为明显
，当秘密海外银行账户在资助恐怖主义友面的作用变得清楚时，美国对这种秘密账户的立场突然发生
了重大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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