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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可资借鉴的经济发展模式

—
《台湾经验与大陆经济改革 》简评

何绿野

中国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进程中
,

极其需

要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与教训
。

适逢

此时
,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了易纲
、

许小年

主编的《台湾经验与大陆经济改革 》新著
。

该

著作是中国留美经济学会考察团对祖国宝岛

台湾进行考察后形成的研究报告集
。

其目的

是把台湾市场机制和经济发展的经验及教训

系统地介绍给大陆读者
。

台湾近 年的经济发展取得了极大成

功
,

使其成为四小龙之一
,

跻身于新兴工业

国家和地区之列
。

无疑
,

对于大陆经济改革

与经济发展而言
,

台湾的经验与教训是有很

大的参考价值的
。

虽然欧美各国市场经济体

制最为成功
,

经济最为发达
,

其于我国固然

有很多可供学习的长处
,

但也多有不适应的

地方
。

现代化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绝非一朝

一夕之功
,

欧美各国也是历经 。多年的发

展演变而致有今日之形态
。

我国是在经济强

国如林的国际环境中谋求发展的
,

完全不同

于欧美各国当初的发展环境
,

而且
,

东西方

文化也是迥然不同的
。

因此
,

万万不可照搬

西方市场经济经验
,

借鉴西方经验应斟酌思

量
,

慎重行事
。

与此不同
,

台湾与大陆则有

多近似
,

同种同宗
,

相同的文化
,

相同的国

际环境
,

使得台湾经济发展模式对于大陆经

济发展具有更多的适用性
,

其经验与教训具

有更大的参考价值
。

故而 《台湾经验与大陆

经济改革 》一书的出版是及时而必要的
。

《台湾经验与大陆经济改革 》一书对台湾

经济发展的现状
、

经济组织结构与经济运行

特征作了全方位的介绍与分析
,

广泛涉及到

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
、

工业结构
、

农业发展
、

国营企业
、

货币金融
、

对外贸易
、

两岸经贸

关系
,

以及环境
、

科学
、

教育和文化等各方

面 内容十分丰富
。

尽管是 由不同的学者写

作
,

然而全书逻辑结构严谨
,

内容系统完整
。

不同的作者留学外国多年
,

经济理论功底深

厚
,

且所学各有专长
,

因而每篇报告都既有

案例解说
,

更有理论分析
,

从而文章深入浅

出
,

通俗易懂
,

也极有说服力
。

其中不少作

者亲 自参与了中国的经济改革
,

熟知中国国

情
,

因而报告无论是选题还是 内容分析都是

有的放失
,

具有极强的针对性
。

有的报告直

接将两岸情况加以对比分析
,

如货币政策的

比较 有的报告在选题时考虑到大陆所面临

的问题
,

如对公营企业的分析 有的报告则

注重加强可比性
,

把大陆的经济发展与改革

同处于大致相同阶段的发展初期的台湾经济

相比较
,

如在分析政府与市场关系时就作了

这种处理
。

在对台湾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
,

作者在报告中引用了极尽翔实的资料
,

这既

加强了文章的说服 力
,

又足以使读者据此了

解台湾经济的发达程度与经济运行全貌
,

如

同身临其境一样对台湾有一个感性认识
。

此
·



外
,

该书的可取之处还在于
,

其出发点与思

路是广阔的
、

多样化的
。

它不只局限于大陆

与台湾两地
,

还把海峡两岸的比较分析置于

一个具有相同文 化背景和相同地理环境的东

亚经济带中进行
,

也分析了国际贸易对海峡

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它不只局限于纯悴经济

问题的狭窄范围
,

还分析了环境
、

科学
、

教

育与文化同经济发展的关系
,

把台湾的经济

发展经验置于广阔的社会
、

文化环境中考察

它不只分析了台湾经济发展的现状
,

也同样

分析了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 它不只注重成

功的经验
,

也注重失败的教训
。

该书表明
,

台湾的经济发展确实有很多

好经验供我们参考
。

台湾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并未采用完全 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模式
,

而

是将高度的政府干预与完善的市场机制有效

地结 合起来
,

采取的是既集中又分权的市场

经济体制
。

这是东亚新兴工业国家或地区所

普遍推行的典型模式
,

实践证明它是成功的
。

台湾的作法是于经济发展之初强调政府对经

济的干预
,

促进与引导经济稳步健康地发展
,

随后便以渐进的方法逐步推行经济 自由化
,

倚重市场的调节
,

使经济转入持续的内生发

展中
。

大陆的经济发展也认识到政府作用的

重要性
,

却又面临着宏观调控弱 化的困境
,

所

以很有必要参考台湾的一套成功的经验
。

事

实上
,

台湾与大陆除文 化背景相同而外
,

在

经济上也都有一个庞大的国有 公营 部门
,

故台湾之政府干预 的经验更具有参考价值
。

而就国有 公营 部门而言
,

海峡两岸也都

面临着一个相同的效率低下间题
,

为此大陆

在进行体制改革
,

而台湾在推行民营化
。

作

为体制改革 目标模式的一种
,

台湾民营 化的

经验与问题是可以作为参考的
。

在台湾
,

中小企业的数量极为庞大
,

其

在工业中的比重达到
。

对于促进经济发

展而言
,

中小企业功不可没
,

它促进 了出口
,

。 。

创造了就业
,

增加了产出
。

中小企业多偏重

于使用劳动
、

节约资本型
,

对于就业压力较

重而资金匾乏的我国大陆而言不失为一个选

择
。

台湾对中小企业大力扶植
,

其中自不缺

乏大量的经验
。

尽管经济发展主要是工业化
,

农业现代

化也是重要标志
。

中国大陆农业在得益于体

制改革调动起来的积极性而大发展 多年

后
,

又逐渐面临诸多问题
。

台湾则始终重视

农业
,

重视农业科技开发与推广
,

重视农业

基础设施改造
,

重视农业低息贷款
,

有力地

促进了农业发展
,

农业发展又帮助了工业发

展
。

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

在货币金融方面
,

台湾积极推行高利率

政策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有特色的
。

高利率促

使企业想方设法或节约资金
,

或以其他途径

降低成本 也鼓励了企业多雇佣劳动
,

缓解

了就业压力
。

大陆存款实际利率 即扣除通

货膨胀之后的利率 近乎于负数
,

企业贷款

的名义利率也极低
。

低利率使一些企业资金

使用效率低
,

浪费性大 也使另一些企业因

支付较高真实利率 即名义利率加上相当于

交易成本的回扣等费用 而加重了负担
。

在

目前利率体制下
,

资金市场的关系是扭曲的
。

由于资金缺乏而就业压力大
,

大陆利用台湾

的高利率经验极为必要
。

此外
,

台湾还有很多经验
,

如外贸战略

由初期的保护转向分阶段逐渐开放 依次进

行
,

如重视科学
、

教育
、

文化
,

等等
。

此处

不可尽录
,

而该书中俱有展示
,

使读者深受

启发
。

当然
,

台湾经济发展中的教训也是沉重

的
。

环境污染
、

基础设施滞后
、

社会伦理退

化等便是深刻的教训
,

其中很多在大陆也开

始出现
,

因而 及早采取对策实属当务之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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