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入本站旧版   
站内信息检索

  搜索

《世界经济》2005年第11期                                                   [PDF全文下载] 

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经济安全相关性 

郭连成  李卿燕 

[内容提要] 经济全球化对不同类型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是各不相同的，尤其是对经济转轨国家这一类“特殊群体”的影

响有其特殊性。而迄今为止，人们对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经济安全相关性和特殊性的研究并不深入，难见有新意有见地

的研究成果。本文以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各具典型性意义的经济转轨大国为主要考察对象，对这一重要问题展开深入研

究，以期提出一些新观点和新的研究思路，并得出相关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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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  言 

    经济全球化和原计划经济国家的经济转轨是近十几年来国内外关注的两大世界性现象。但人们在考察这两个问题时很

少从两者的相关性和互动的角度去做分析。我们的研究表明：第一，经济全球化与经济转轨具有相关性，两者之间存在互

动关系；第二，以第一点为基础和出发点，在转轨国家所处的经济体制转换和制度变迁的阶段，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经

济安全的相关性表现尤为明显并有其特殊性。 

    关于上面的第一点，正如波兰著名经济学家科勒德克（2003，中译本）所指出的：“近10年来，两个并行不悖的进程

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就其范围、内涵和速度而言，它广泛地吸引着人们，几乎使全人类都从智力、物质和情感上卷入了

这两大进程之中。其一是经济关系的全球化，其二是后社会主义的转轨。这两大进程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创造了一系列

相互关联的内涵。一方面，全球化过去和现在都是后社会主义转轨的催化剂，其作用正在不断加强；另一方面，假如不是

不久前还是一个特殊封闭的社会主义世界的参与，那么全球化至少不可能以如此规模、如此速度得以发展……。后社会主

义的转轨是必要的，以便使我们在以前就已观察到的地区性、民族性和局部性市场一体化进程演变成全球化进程。与此同

时，非社会主义世界早就开始的市场一体化正在取得不断进展，这对我们这个地球一角的制度转轨也在发挥影响。”科勒

德克非常明确地阐明了经济全球化与经济转轨的相关性与互动性，即这两个并行不悖的进程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

关联的：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促进了原计划经济国家的经济转轨，而这些国家的经济转轨又推动了经济全球化进程。

实际上，早在2001年，笔者就注意到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经济转轨的相关性问题，并对两者的互动关系进行了专门研究

（郭连成，2001）。 

    关于上面的第二点，可以从多角度来考察和研究转轨国家制度变迁特殊阶段中经济全球化与这类国家经济安全的相关

性较为明显的原因。 



    首先，转轨国家处于新旧体制交替时期，甚至在有的转轨国家旧体制已被彻底摒弃，新体制又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出

现了所谓的“体制真空”。在这种情况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相伴的各种风险很容易乘虚而入，通过一定的传导机制，对

转轨国家还没有最终建立起来的新经济体制或其中的薄弱环节造成冲击，引起经济不安全。 

    其次，转轨国家不仅市场机制不尽完善，而且使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客观环境和条件也并不完全具备。这其中，

市场体系不完善是制约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主要因素。而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条件下，由于市场越来越自由化，

越来越同外部世界建立更广泛的接触和联系，转轨国家市场体系不完善和市场机制不健全，就更加容易受到经济全球化浪

潮的冲击。 

    再次，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大多数转轨国家都主张建立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主张取消市场限制和政府行政干

预。因而在实践中这些转轨国家的政府不断减少对市场经济的介入，甚至迅速退出了原来发挥重要作用的许多领域，政府

在经济转轨中的职能作用日渐衰微。其直接后果，不仅严重削弱了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作用，而且政府在经济全球化进程

中驾驭本国经济的能力下降，尤其是当本国的经济主权受到侵蚀、经济安全受到威胁时，政府往往表现得软弱无力。 

    最后，正如科勒德克所指出的，经济全球化会限制转轨国家的自由，既限制它们对经济政策的选择，也限制它们对市

场经济各种规制和结构的选择。转轨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特别是金融政策，必须要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全球性要

求。而且事实上，任何一个转轨国家，一旦实行对外开放，融入经济全球化特别是金融全球化进程，就会立即卷入国外的

金融漩涡。同时，由于转轨的大衰退和对资本不断增长的巨大需求，几乎所有转轨国家都很快成为负债国，其中一些国家

的债务已大大超出了偿还能力。这种情况既发生在小国阿尔巴尼亚，也发生在俄罗斯和乌克兰这样的大国，只有中国没有

失去对本国经济的控制，避免了这种危险（科勒德克，2003，中译本）。这说明，只要转轨国家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就

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经济安全问题。 

    二  转轨国家加入全球化过程中的经济安全问题 

    ......

    三  对策措施 

    ......

    四  结  论 

    1 经济转轨国家必须从经济全球化的大视角来审视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因为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中的经济市场化和

经济自由化是一个必然趋势。面对这一趋势，绝大部分转轨国家都设法通过体制转换既制度变迁来与之相适应，特别是努

力通过扩大对外开放、完全开放本国市场来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并寻找最佳的利益结合点。而在这一过程中，维护自身经

济安全的问题凸显，因为我们的研究表明，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的经济安全存在着相关性：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程度越

深，经济市场化和经济自由化的特征就越明显，转轨国家的经济安全就会面临更多的挑战。 

    2 迅猛发展的经济全球化，不仅使经济要素和资本、生产、技术、信息、货物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跨国界广泛

而自由流动，从而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且促进了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的形成，加快了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也使金融

市场日趋国际化，金融机构进入国际金融市场并形成世界性的金融机构网络，大量的金融业务跨国界进行，金融运行规则

也更加国际化；还推动了投资自由化和生产国际化的进一步发展，其结果，使一国传统的国际分工逐渐演变成世界性的分

工，也使跨国公司渗透到各个产业和部门，使生产要素得以合理组合与流动，资源得以重新配置。在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

下，依然处于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转轨国家，其在制度变迁过程中还要应对经济全球化对国家经济主权和经济安全带来的

挑战，特别是要处理好经济主权与经济安全的关系。这是转轨国家有别于其他类型国家特殊性的一面。一般说来，有意识

地或被迫让渡部分经济主权，以换取更大的国家经济安全利益，已为广大的经济转轨国家所认同。俄罗斯及一些中东欧转

轨国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及其他国际经济组织的合作是如此，中国加入WTO也是如此。中国对WTO干涉经济



主权的要求做出一定让步，承诺开放市场、取消壁垒、降低关税，主要目的还是要更好地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与世界经

济接轨，参与国际分工，获得更大的国际市场份额，从而达到抵御外部威胁、防范经济风险和保障经济安全的目标。 

    3 除俄罗斯外，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经济转轨国家都没有制定完整的经济安全战略。这虽然并不妨碍转轨国家

在经济全球化和本国经济发展中采取经济安全措施并维护经济安全利益，但至少说明这些国家保障自身经济安全的措施和

防范意识没有变为一种明确的政策。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转轨经济大国，制定切实可行的国家经济安全战略，大大提升经

济安全在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和总体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当是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的重要举措。 

    最后还应当指出，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可以说是一种风险经济。在这种带有风险的市场经济中，社会分工越

是发达，经济的货币化程度越高，转轨国家经济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就越大，经济风险也就越大，国家经济安全就会在更大

程度上受到威胁。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注意规避经济风险，最大限度地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是经济转轨国家面临的

一项长期任务。 

（截稿：2005年7月责任编辑：李元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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