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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经济改革进行了20年，俄罗斯的经济改革也有10多年了，到了作初步总结的时
候。应当说，对比俄中改革结果，俄罗斯模式显然处于劣势。对中国改革可以有不同看

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由于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2000年
国内生产总值比1989年增长293％，而同一时期俄罗斯经济增长57．3％。总结中国20多
年经济改革的经验，应当指出，无论是在具体的经济成果上，还是在社会发展经济模式的
生命力上，中国都大大超过了俄罗斯。在过去的岁月里，两国踏上完全不同的经济改革道
路。对中国理论和实践的分析表明，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理论模式完全适用于俄罗斯，
但是改革的实际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中国特色制定的。     

  我们认为，本来俄罗斯可以根据自己特色运用中国向市场过渡的模式。不幸的是，当

中国在70年代末开始改革的时候，苏联把它看作是修正主义，认为中国在市场道路上走得

太快。到了1991年，俄罗斯又认为中国的步子太慢，应当采取更为激进的措施进入市场和
融入世界经济。于是，俄罗斯由于政治和其他原因完全忽视了中国的经验。中国领导人对
改革持理智的态度，没有使用“休克疗法”，保证了向市场经济的平稳过渡，逐步提高人
民的生活水平。     

  我们认为，中国经验不同于俄罗斯之处在于：在借鉴外国经验的同时，它认真从理论
上研究了经济改革的总体问题。在改革的第一阶段进行了区域性试验，对其结果进行了分

析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推广。例如1979年至1981年，各行各业出现了独立的市场主
体，对经济有了更多的投资，提高了广大居民的生活水平，增强了人民继续改革的信心。      

  1992年初俄罗斯在大部分产品和服务（首先是燃料、交通运输、消费品）仍具有行业
垄断的情况下放开了价格，发放私有化证券，多数企业实行私有化，这导致了恶性通胀，
国家财政出现巨额赤字，企业大量欠债，贫富悬殊加大，经济犯罪增长，出现了许多假公
司，其目的是积累财富，然后将资金弄到国外。结果居民生活水平与改革前相比大大降
低，使居民对改革失去了信心。     

  我们认为，中国和俄罗斯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国的过渡时间相当长，

要到2050年完成，而俄罗斯在使用“休克疗法”时根本没有考虑到后果，认为只要过一两
年，俄罗斯就会有投资，经济指标很快会恢复到改革前水平，不久将赶超发达的资本主义
国家。独联体和东欧国家的改革经验表明，改革结果不取决于速度，而且欲速则不达。中
国和越南在改革上取得的成果最大，俄罗斯几乎一无所得。俄罗斯走的是一条激进的改革

道路，在一年内放开了价格，进行了私有化，建立了非国有经济成份，可改革10年后俄罗
斯仍停留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初始阶段。     

  有必要比较一下俄中经济改革的主要方面。     

  1）所有制改革。根据中国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存在以公有制为
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将“所有制”和“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两个概念分开，从而开始
了国有企业的改革，运用股份制的管理形式和建立公司管理体制。而俄罗斯试图通过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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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将国有制改为多种形式的私有制。俄罗斯经济私有化的主要弊病在于，由过去的国家垄
断变为现在的私人垄断，甚至还有外国垄断。广大群众与这种所有制没有任何关系。    

  2）农业改革。中国农业改革主要是理顺经济关系，土地为集体所有，实行家庭承包，
将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开，农民得到了完全的经营自主权，大大刺激了农民的积极
性。对土地拥有多年使用权但不能作为财产买卖的经验适用于俄罗斯，但家庭承包不适用
于我国，因为俄罗斯耕地多，需要很高的机械化程度。俄罗斯的农场没有得到发展不是因
为没有私有的土地，而是没有足够的积累，银行贷款利率高，工业产品和农机价格昂贵，
地方领导恣意妄为。中国在农业地区建立乡镇企业也是农业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俄罗斯
应当关注这一经验。     

  3）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将企业变成拥有银行帐户的法人是中国企业改革的基础，企
业逐渐变成了市场竞争的主体。现在中国利用一些纯市场手段使资本从亏损企业流向盈利
企业。不少国有企业开始从管理单个企业转向实行公司管理体制，从管理商品流动转向管
理资金流动，从一个投资者管理企业转向投资者集团管理企业。俄罗斯对企业管理没有给
予应有的重视。苏联时期没有建立起对企业的有效管理体系，在改革中国家从对企业活动
的全面控制转为完全甩手不管。中国企业的改革经验表明，重要的不是企业的迅速私有
化，不是国家放弃所有干预，而是逐步地从指令性管理过渡到利用经济杠杆进行指导性管
理。     

  4）市场体制改革。俄罗斯与中国在价格形成和反通胀问题上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俄罗
斯为了形成市场环境利用了价格放开的纯货币主义方式，引发原材料、设备和消费品价格
暴涨。中国的经验是在市场条件下建立价格形成体系。由于国家控制价格和保留对主要原

材料的指导性价格，中国在80—90年代成功降低通胀率。      

  5）宏观经济调控体制的改革。这里最主要的问题是对财政体系的改革。中国从1980年
起实行“收支分开，划分管理责任”的体系。80—90年代建立了以央行为首的宏观调控和
监督体制，同时股份制银行、合作金融公司和外国银行开始活动，保障了投资积极性，逐
渐降低了国家财政对国民经济的投入。中国的经验表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的作用依
然重要。在俄罗斯出现了依靠生产资本建立起来的众多银行，银行贷款利息高期限短。同
时由于高通胀和价格猛涨，国内市场大大减少了对俄罗斯产品的需求，沉重打击了本国工

业和国家财政收入，导致国家财政出现问题，在1998年金融危机时由于国家无法偿还国债
而进一步加深了支付危机。     

  6）社会改革。70年代末中国逐步取消了收入的平均主义原则。起初对社会问题不太
重视而出现了一些问题。后来中国对就业、社会保险、医疗服务等问题实行特别控制。根

据对各阶层居民生活进行的调查，调整国家政策。90年代居民生活总体上有一定提高，沿
海地区有大幅提高。现在中国存在着下岗职工和流动人口两个主要社会问题。在俄罗斯，
由于私有化和结构改革，出现了失业，贫富悬殊加大，多数居民的生活水平下降。据统

计，10％的最富裕居民的收入比10％的贫困人口的收入高13倍，人口下降，平均寿命缩
短，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国家退出了对社会领域的监督。   

  7）对外经济改革。中国认为对外开放是经济改革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保障了国
家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中国大量吸引和利用外国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先进管理经验，通过
外经贸合作利用外部和内部资源，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俄罗斯改革以来外贸活动没
有得到改善，俄罗斯的出口仍以能源和原材料为主，进口仍是消费品。外国对俄罗斯的投

资很少，平均每年只有20亿—30亿美元，外资主要流向贸易和采掘工业。至今没有建立起
能够发挥作用的自由经济区、自由贸易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外国直接投资受到高税收和
不良投资环境的限制。 

（作者系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主任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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