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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程伟等著《经济全球化与经济转轨互动研究》 

张宇燕 

《经济全球化与经济转轨互动研究》  程伟 等著 

商务印书馆2005年出版 

    在诸多有关经济全球化的论著中，辽宁大学程伟教授等人推出的新作《经济全球化与经济转轨互动研究》（首批“国

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入选书目，商务印书馆出版），值得关注。 

    就严谨的学术研究而言，对主要术语或概念的界定乃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在现实中，人们常常将全球化与经济全球

化的概念混为一谈，简单地认为（经济）全球化就是“商品、资金、信息、人员（部分的）等经济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

由流动和合理配置”。事实上，全球化具有多个维度，除了经济全球化之外，还包括军事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

化和环境全球化等。在不同的层面上，全球化的内涵和演进速度也不尽相同。该书作者认为，就目前的现实看，经济全球

化时代已翩然而至；而其他维度的全球化，由于霸权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等极端因素作祟，能否实现仍是未可知之数。话虽

如此，作者仍不无乐观地指出，经济领域的全球化发展将有助于其他维度的全球化进程。按照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

系的原理，经济过程在全球化的诸维度中具有先导性或决定性意义。基于此，作者界定了经济全球化与其他维度的全球化

之间的边际以及相互关系。 

    经济转轨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们关注的另一个焦点问题。从以往的经验看，学者们通常将经济全球化

和经济转轨问题平行、孤立地进行研究。该书的作者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他们将二者置于同一个框架中，研究它

们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对历史的梳理，作者认为，将原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的经济转轨问题纳入分析框架，能够较为完整

的理解经济全球化的全貌，譬如经济全球化为何在20世纪末成为人们讨论的一个热点？技术层面的变化是不是经济全球化

的决定性因素？以及如何确定经济全球化开始的时间等。 

    在技术层面和制度层面相互结合的起点上，作者构建了经济全球化和经济转轨的互动机理模型，该互动模型构成了整

个理论分析的基础。根据这一模型，作者提出了“原计划体制国家的经济转轨是经济全球化时代全面到来的基本决定因

素”的观点。20世纪90年代，原计划体制国家的经济转轨对于世界经济来说，有着非同凡响的意义。它不但使分裂了将近

一个世纪的世界市场趋于统一，而且促进了世界各国在制度层面上的趋同性，经济全球化因而实现了质的飞跃。正是由于

这种制度层面上的趋同，才使得资本、技术和管理资源实现全球配置，生产、贸易和投资实现全球性流动成为可能。 

    全书的核心观点体现在这样一段话中，“对于经济全球化，国际分工是物质前提，国际贸易是先导，资本国际化是重

要的推动力，跨国公司是主导力量，经济金融化是催化剂，网络化是技术平台，国际协调机制是保障手段。这些均属于技



术层面的因素，是经济全球化的必要条件；而计划经济国家市场化的体制转型，显然归属于制度的层面，是经济全球化得

以实现的基础性因素，是经济全球化的必要充分条件。”它揭示了，经济全球化的质的规定性在于全球运行的制度同质

性。 

    经济全球化对经济转轨的影响，是作者分析的另一论题。从以往的分析看，学者们通常更关注于分析计划经济失败的

原因。而作者关心的问题却是，计划经济国家经济转轨的基本方向是什么？作者认为，计划经济是在与市场经济的较量中

失败的，因此，市场经济以及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自然就成为计划经济国家经济转轨的基本方向。换句

话说，经济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转型国家经济转轨的方向、路径、范围与内容，制约着各国经济转轨的进程和政策

选择。作者从市场体系接轨、企业制度转变、政府职能转型以及经济全球化的风险防范等四个方面，具体阐述了经济全球

化对转轨国家市场化转型的影响机制。一言以蔽之，“经济全球化是经济转轨的制导性环境”。在当今的经济全球化时

代，大多数转型国家经济转轨的政策制定、制度构建等，很难脱离国际大环境与经济全球化的约束和影响。因此，重新认

识经济全球化对于转型国家的政策影响，这对于中国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加强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用“制度”这张牌去

吸引国际先进的资金和技术，具有重要的政策价值和现实意义。 

    最近十几年来，经济全球化和经济转轨一直是中国世界经济学科的两个前沿问题，也是最容易产生观点交锋的领域。

该书的出版，或许可以推动学术界对这两个问题的进一步理解和讨论。从这个角度讲，这部著作对于中国世界经济学科的

发展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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