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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转轨道路比较分析 

徐向梅 

内容提要：中俄两国在从计划体制向市场制度的过渡中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和方式，也因而取得了不同的成效。本文主要探讨在相同的制度背景下两国改革

选择不同道路的原因，从宏观和微观视角分析两国改革的绩效差异以及普京时期

所进行的政治经济调整是否意味着对前一时期俄罗斯改革道路的否定，希望通过

对俄罗斯转轨道路的反思对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提供借鉴。 

关键词：中国和俄罗斯  转轨道路  比较 

俄罗斯作为前苏联的继承者和中国一样都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

场经济制度转轨的国家，在相同的国际环境、相似的制度背景下两国却选择了截

然不同的两种改革道路，分别成为“激进”与“渐进”改革方式的代表。俄罗斯

以叶利钦总统为代表的自由派掌权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彻底推翻了苏维埃政体，

建立了议会民主、多党制、三权分立的西方式民主制度；在政治民主框架确立

后，立即推行了以“休克疗法”和大规模私有化运动为标志的激进的社会经济改

革方案，短短的时间内包括所有制结构的转换、价格、工资和汇率机制的自由形

成、卢布的内部可兑换等市场经济的基本结构初步形成。而中国则是在坚持了共

产党领导和既有的政治格局的情况下，保持强有力的宏观控制体制，逐渐地进行

经济改革的各项试点和推广工作，市场经济制度的框架在不断地摸索和试错中逐

步建立起来。两国不同的改革道路和方式产生了不同的效果，也因而引发了国际

国内政界和学界广泛的关注和探讨。 

一、两种改革道路选择的原因分析 
转轨以前中俄两国长期以来实行的都是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可

以说两国的转型有着极为相似的制度背景。但事实上两国改革的初始条件是有很
大差异的，而正是这种差异决定了两国改革道路选择的不同。 

俄罗斯在进行经济转轨以前的苏联时期，已经经历了50-60年代赫鲁晓夫时
期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60-70年代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改革、80年代后半期戈尔
巴乔夫时期的“彻底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几十年的改革探索没有触动旧有管理
体制的根本，没有解决苏联经济的滞胀问题，到了80年代中后期，不只是经济陷
入负增长，苏联的国际经济政治地位也呈下降态势。在苏联解体前夕，整个社会
已经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民族矛盾的漩涡之中。如果谈到激进与渐
进的问题，苏联后期几十年的改革探索应该是渐进改革的一种实践，但显然是失
败了。在这种背景下作为苏联继承人的俄罗斯，尽管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改革计
划，但实际上面临的可选择的道路是有限的。 

苏联后期戈尔巴乔夫实行自由化和公开化方针，一时间西方各种经济政治理
论和思潮纷纷涌入，对西方自由资本主义世界精神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向往成为社
会的一种潮流，市场和民主的观念深人人心，迅速替换掉旧有的僵化体制步入现
代西方文明成为苏联知识分子和一部分政治精英们的梦想。 

俄罗斯的转轨是在苏联解体、共产党丧失执政权力甚至合法地位、激进的自
由派执掌政权的情况下发生的，一方面制度变迁的政治方面的阻力相对较小，另
一方面作为新执政的权贵也需要大刀阔斧地破除一切与旧势力、旧权威有关的制
度。就像转轨伊始俄罗斯所进行的快速私有化对私有者阶层形成、资本主义制度
建立和改革不可逆转的政治追求超过了对经济效率的诉求。因为只有迅速地完成
制度的转轨，新的执政阶层才具有合法稳固的统治地位和拥有广泛的支持者阶
层，才不至于被复兴的俄罗斯共产党赶下台。 



中国1978年开始的改革应该说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对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
第一次重要探索，此前没有任何实践经验可以借鉴。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同志一
再指出，中国的改革要“摸着石头过河”，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逐步推广。
由于此前几十年的闭关锁国，中国对外部世界的了解相当贫乏，对外开放是在改
革过程中逐渐展开的，因此说对外部模式的模仿也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还有
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中国所进行的经济改革日益取得成效的过程中，共产党作为
执政党始终是改革决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它在改革过程中所追求的政治格局和
社会稳定导致其尽力避免发生像俄罗斯那样的“推倒重来”。 

上述分析旨在表达一种思想，即采取激进或渐进改革方式取决于一个国家所

处的历史、文化、经济和政治结构等多方面的因素，改革的初始条件的差异对改

革道路的选择至关重要。 

二、两种改革道路的绩效分析 

考察一种制度转轨的绩效是个长时段的课题，通常需要经历了一种制度的萌

芽、构建、运行到制度效应的充分体现之后才能得出相对准确的结论，而制度效

应的体现又往往会经历时滞乃至曲折，最终慢慢稳定下来。俄罗斯和中国向市场

经济制度的转轨才刚刚进行了十几到二十年，无论是采取激进还是渐进的方式，

制度的转变还只能说是初步完成，不只是制度构建还远未完善，在传统的文化传

统和管理机制不能随之迅速转变的情况下，新制度甚至还不能有效运行，在这种

情况下，制度效应也不可能得到真实的体现，甚至可能被扭曲。因而在这时候来

评价和比较两国向市场经济制度转轨的绩效一定是不完全的、也不能够很准确

的。但是，从阶段性的发展进程来看，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些阶段性的分析和总结

了。 

其一、从市场化制度的构建看转轨绩效。 

俄罗斯在转轨之初采取的是激进的改革方式——“休克疗法”，包括所有制

结构、价格体制、对外经贸体制、金融银行体制都迅速地向市场机制过渡，尽管

因改革过程中出现种种的问题和危机而不断进行调整，但市场架构已基本形成，

俄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在经济总量中的份额已经从1991年的80：20改变为2003

年的20：80[1]。具体如银行领域，尽管经历了严重的系统性危机，但中央银行

和商业银行制度、银行业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银行破产和重组机制、自然人存

款保险机制等一整套类似现代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银行制度都建立起来。2002年

美国、欧盟正式承认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市场化的制度形成可以认为是

十几年转轨取得的最大成效，经济部门的后续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制度障碍将大

为弱化。 

中国转轨20余年来逐步形成了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包括生产要素市场、劳

动力市场、资本市场等市场体系的各环节也初步形成。但从相对微观一点的层面

上，中国尚存许多制度性障碍，比如，中国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尽管目前已占到经

济总量的60%以上，但它不是在国有经济民营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有企业改

制问题目前仍是难题。在金融银行领域，国有银行一股独大、民营资本进入难的

问题依然存在。这些问题不加速解决，无疑会成为后续发展的障碍。 

其二、从宏观指标和微观层面看转轨绩效 

转轨以来俄罗斯宏观经济发展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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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俄罗斯经济：市场改革的起源与全貌》，Е.Г.亚辛，莫斯科2002年版第292、417页；

《转型中的银行》，В.В.波普科夫，莫斯科“ДеКА”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页；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网

站。 

* 来源于《俄罗斯经济：市场改革的起源与全貌》和俄国家统计委员会的数据不尽一致，可能是采取了

不同的统计口径的关系。 

** 这几年的数字是从俄罗斯学者的几篇文章中摘取的，数据原出处不详。2003年的数据没找到，是2002

年的预测值，根据2003年经济增长速度看，指标应该比这个好。 

*** 来源于俄www.vedi.ru网站，阿列克谢·维杰夫“俄罗斯银行体系2003年发展结果”。 

从上述发展指标来看，俄罗斯经济在几乎整个1990年代都呈现一种衰退状

态，转轨以来通货膨胀恶性发展，生产急剧衰退、居民实际收入剧降，社会动

荡、政局不稳，国内生产总值1998年比1989年减少了一半，亏损企业比重从1992

年的15.3%增加到1998年的53.2%，整个社会陷入一种悲观绝望的情绪中。这个时

候，谁也无法认可俄罗斯经济转轨的成效。 

下面来看看中国的情况。改革20多年来，中国的社会财富总量不断增加。

2003年GDP116694亿元人民币（约14000亿美元），当年实现9.1%的增长，与改革

前的1978年比增长了30倍，扣除价格因素，25年平均增长9.4%，从总量上已经排

在世界第5-6位，大大超过了俄罗斯。2003年中国人均GDP1090美元，已从低收入

国家进入到中低收入国家行列※。如果按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折算，中国的人均

GDP还要高些。改革以前，按照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和人均指标，俄罗斯属于人

均不低于5000美元的高收入国家，中国还属于人均不超过250美元的贫穷的发展

中国家，应该说20多年的改革，中国在保持了社会稳定的情况下经济获得了突飞

猛进的发展。 

正是从这一增一减的对比中，国际社会包括中俄两国的学者更增加了对“中

国之谜”、中国渐进式改革道路的关注。至少，从转轨开始到1990年代末，从经

济转轨的宏观绩效指标来看，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而此时俄罗

斯转轨所显示出的绩效还是负值。但我们从上表的数据也可以看到，经过了1998

年的全面危机，1999年以后俄罗斯经济与此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进入了持续增

长阶段，1999-2003年GDP累计增长29%，其中2003年达到13.3万多亿卢布，合

4652亿美元，人均3200美元，若考虑到估计占25-40%的影子经济，这一指标还要

大大增加。尽管增长速度还没有赶上中国，从经济总量上也还大大低于中国，许

多数字还不能与自己转轨之前相比较，但制度构建基本完成、经济走出低谷进入

持续增长的良好势头无疑向人们昭示着美好的前景。俄罗斯经济的这种大落大

起，令研究俄转轨的学者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俄罗斯转轨道路的选择问题。 

宏观经济层面的数字也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从微观层面来说，仅以银行系

统为例，从98年危机后俄罗斯银行部门的发展情况看，各种指标都在好转，经营

呈现一种稳定增长的态势，比如说银行资本充足率即便在1998年危机之后不久的

1999年初也有11.5%，平常年份基本都在20%左右。可疑贷款在总贷款中的比重

1999年初最高达到17.3%，此后逐渐下降，2003年初只有5.6%。银行体系的资产

平均盈利率已经从98年7月的0.2%增长到2003年初的2.6%，资本盈利率从9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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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7%增长到18%[2]。个别银行的指标更好，俄罗斯资本资产量最大的国有联邦

储蓄银行2003年度的资本盈利率达到25%[3]。俄银行部门危机后的健康有序发展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制度调节的效率。 

相对来讲，从形式上中国目前也已经建立了所有制结构多元化的二级银行体

系，除国有银行以外，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都已经有了相当程

度的发展。但从根本上说，中国目前国有银行垄断、国有银行效率低下、民营银

行的进入举步维艰的状况并未改善。目前中国银行部门的资产和资本数量都大大

高于俄罗斯，但经营绩效上却无法比。经过多次的国家注资和坏账剥离，4家国

有大银行2002年末的不良贷款率仍高达26.1%，平均资本充足率只有4.27%，银行

工作人员人均创造利润值俄罗斯前20家银行的平均指标是3.23万美元，中国四大

国有银行中绩效最好的中国银行也只有2900美元，建设银行只有188美元[4]。中

国国有银行的低效率其实刚好反映了在一些重要的领域制度方面的障碍无法跨

越，致使改革举步不前。考察某些重要的微观层面的经济绩效，又使人对中国改

革所面临的瓶颈和障碍感到担忧。 

 

[1] 林跃勤，“俄罗斯经济增长因素分析及启示”，《开放导报》（深圳），2004年第3期第82-

86页。 

※ 世界银行的标准人均650美元以下是低收入国家，650-2550美元是中等收入国家。 

[2] [俄]俄中央银行网站（www.cbr.ru），《俄联邦银行部门概况》，2003年4月号。 

[3] [俄]俄联邦储蓄银行2003年年报，来源于储蓄银行网站（www.sbrf.ru）。 

[4] [俄]《俄罗斯外贸银行2002年年报》（www.vtb.ru）、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2003年年

报》。 

[5] [俄]《独立报》1999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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