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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经济政策的有效性与动态非相容性

———政治经济周期理论的拓展

刘金全　刘志强

　　摘要 : 本文对政治经济周期理论进行了全面分析 ,在基本假设和模型结构上进行了拓展 ,特别是定量

地分析了政治经济周期模型中的政策有效性和动态非相容性问题 ,并给出了政策动态相容性的基本条件 ,

论述了政治经济周期理论对制定当前经济政策具有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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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 ,从各种经济冲击角度研究经

济波动和经济周期的宏观经济理论得到迅速发展 ,经济周期

理论再一次得到了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现代经济周期理

论主要致力于解释各种经济冲击的生成机制、反应机制和传

导机制 ,描述经济冲击在传导过程中累积放大或者分解消除

的过程。根据经济的市场和个体特征 ,可以将现代经济周期

模型分为三个特点比较鲜明的理论分支 ,一是均衡经济周期

模型 ( EBC模型) ,二是非均衡经济周期模型 (DEBC模型) ,三

是政治经济周期模型 (PBC模型) 。

EBC模型主要包括货币经济周期模型 (MBC模型) 和实

际经济周期模型 (RBC模型) 。EBC模型假设经济具有完全

竞争市场和理性行为个体 ,坚持市场出清、古典两分和政策

中性等瓦尔拉斯经济特征。MBC模型认为经济波动的主要

原因是名义冲击 (主要是外生货币冲击) 作用 ,其传导机制是

信息的非对称性和由此引发的信息障碍、调整障碍和名义粘

性。RBC模型强调实际经济冲击 (主要是内生生产率冲击)

作用 ,通过资本时间累积和要素中介替代等传导机制形成经

济波动。DEBC模型主要出现在非均衡学派和新凯恩斯经济

学的理论当中 ,主要研究累积需求冲击传导过程中的非对称

调整、市场不完全性、经济个体的市场效力和调整成本等问

题。在上述经济周期理论当中 ,经济冲击的发生和传导均被

限制在固定的市场模式和制度模式之下 ,主要分析具体宏观

经济变量的协同变化和相互影响 ,很少涉及作用在经济结构

和社会结构上的政治冲击 ,也很少涉及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

之间进行对策时形成的经济政策冲击。

政治冲击和政策冲击是影响经济运行和产生经济波动

的重要因素 ,为了研究政治冲击和政策冲击作用机制 ,人们

根据一些经济中存在的竞选周期和执政政党的更换周期等

现象 ,提出并开始研究 PBC模型和理论。PBC模型在 20 世

纪 50 年代曾十分流行 ,并以 Nordhaus(1975) 的研究成果作为

标志完善起来 ,成为当时分析经济政策有效性和对策性的重

要理论工具。PBC理论的发展在其后新古典综合和理性预

期革命期间缓慢下来 ,随着目前国际上政治冲击增多、国家

对经济干预增强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 ,特别是宏观经济动

态和对策研究方法的进展 ,进入 90 年代以后 PBC理论又开

始加速发展并得到宏观经济学界的重视。

由于我国经济正处于市场化进程当中 ,经济运行当中政

治因素和经济政策冲击起到了十分显著的作用 ,现有的 PBC

模型及理论对于制定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具有相当的参考

价值 ,为此本文将在推广的框架下研究 PBC模型。本文第二

部分主要论述 PBC模型研究的主要问题和理论主旨 ,对于

PBC模型的基本假设进行描述和分析 ;在第三部分当中介绍

PBC理论的研究方法和基本模型 ,定量刻画 PBC模型当中政

策工具变量同目标变量之间的关系 ;在第四部分当中通过求

解动态约束条件下 PBC模型的周期解 ,分析 PBC模型当中存

在的经济政策动态非相容问题 ,这是本文对于 PBC模型的拓

展 ;最后在第五部分当中借鉴 PBC理论和方法来分析我国宏

观经济运行和经济政策的一些问题。

二、政治经济周期模型理论中的基本问题

在分析市场和经济个体行为时 ,主要以资源配置方式和

效率为标准 ,寻求经济可能存在的长期稳态均衡。由于经济

个体十分关心经济现实和社会福利 ,竞选者更为关心政治权

力 ,因此在一些重要决策问题上无法忽略经济动机、政治动

机和政策倾向之间的关联和交互作用。PBC理论主要研究

政治因素同经济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 ,特别是出现政治冲击

时 ,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动态反应和最优调整方式。由于选

民的选举决策依赖现实经济状况 ,因此经济现实和政策选择

具有内在相依性。PBC理论将各种政治因素内生化在经济

模型当中 ,属于内生经济冲击和经济周期理论范畴。

PBC理论假设政府和其他政策影响或操纵者具有周期

性的非经济目标 ,最为典型的是寻求在周期性的总统或者执

政选举中获胜。因此 ,为实现周期性的非经济目标导致的周

期性政策冲击 ,导致了 PBC的出现。一般 PBC理论主要涉及

到下面几个基本问题。

1. 选民的经济行为

投票是社会个体参与政治决策和经济决策的普遍方式 ,

因此何种因素影响和决定选民行为 ,选民行为具有哪些基本

特征 ,选民行为是否理性 (追求个体利益的最大化) ,选民是

否能够获得决策所需的广泛信息 ,选民对竞选者的评价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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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过去业绩 ,还是依据预期表现等 ,均是 PBC理论从选民角

度应该分析的基本问题。

选民是 PBC理论分析的微观行为和对策主体之一 ,可以

将其分为理性和非理性的。如果选民对经济政策和政府行

为具有理性预期、能够获得评价竞选者的完全信息 ,则称其

是理性的 ,否则称其是非理性的。对待理性选民 ,竞选者为

了获选采取的即时性“欺骗”行为 ,或者采用相机选择的非动

态相容政策 ,不仅不能达到预期获选目的和提高社会福利状

况 ,而且有可能使得社会资源配置出现非效率损失。

2. 竞选者 (政党或团体)的经济行为

在竞选过程中同选民进行对策的另一个角色便是参选

的政党、团体或者个人。这时参加竞选争取连任的执政政党

(称之为政府)具有更为突出的作用 ,因为他们具有制定、执

行和修改经济政策的权力和机会。

竞选者是 PBC理论分析的另一个微观行为主体。如果

参选政体在竞选中唯一目标是竞选获胜 ,为极大化所获选票

比例而采取迎合选民的经济政策 ,那么称其是机会主义的

(opportunistic) ;如果参选政体主要为了实现某种经济或者社

会目标 ,并不仅为获取权力和声誉 ,则称其是理想主义的

(ideological) 。也有一些政体是机会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混合

体 ,即在选举前期体现出机会主义行为 ,而当选后则体现出

理想主义行为。竞选政体在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之间的交

替选择 ,是诱发经济非稳定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机会主义和理想主义是政体对待选举的两种基本方式。

现实中政体究竟以何种方式对待选举 ,并且在选举中采取哪

些有利的经济政策 ,经济政策在实现预期目标时是否有效 ,

政策工具变量的选取是否具有约束和偏好 (例如左翼政党和

右翼政党对待失业和通货膨胀等具有不同的倾向) ,竞选者

之间是否形成竞争等 ,均是 PBC理论从竞选者角度出发需要

分析的重要问题。

3. 经济结构和竞选对策

描述和划分经济结构类型 ,需要说明经济结构如何影响

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方式 ,需要说明经济政策的作用渠道 ,

需要说明选举过程中选民或竞选者影响经济运行的基本手

段。经济结构同经济政策是否有效、政策方式 (财政政策和

货币政策等)以及行为主体 (总统、议会和中央银行) 控制和

操纵政策工具的能力有关。经济结构是 PBC理论中选民和

竞选者进行对策和实施对策的社会和经济环境。

分析竞选对策 ,需要判断各种参选政体在竞选中是竞争

还是合作的。如果竞选是竞争的 ,那么需要分析竞争下的选

举结果对于社会福利状态而言是否有效 ;如果竞选是合作

的 ,那么需要分析选举过程中如何协作和获选利益如何划

分。在竞选者和选民的各种对策过程中 ,还需要了解经济的

信息结构 ,需要判断信息结构相对于对策是否完全 ,需要了

解在哪些利益和诱惑驱使下 ,参选政体和选民会出现非理性

的政策和选举行为。上述诸多问题均是 PBC理论在进行对

策分析时应该予以解决的。

三、政治经济周期模型理论
的研究方法和基本模型

　　如果假设经济具有完备的竞争市场体系 ,并且结合新古

典宏观经济学的动态行为模型 (产出行为、货币供给和投资

行为模型等) ,可以通过采用比较完整的模型体系来正规化

地论证 PBC的形成过程。PBC理论中的政策工具变量仍然

以货币政策 (货币供给、利率、汇率及价格水平等) 和财政政

策 (税率和转移支出等)为主 ,这同其他经济周期理论并无实

质差别 ,只是在分析过程当中更加注重通胀率、失业率和产

出增长率之间的短期替代关系。主要的 PBC模型有以下两

种。

1. 选票极大化模型

选票极大化模型也称为机会主义周期模型。这时假设

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目标是获得最大比例的选票 ,因此要求

政府不仅知道选民的选举函数 (选民投票的效用或者收益函

数) ,而且还具有灵敏的政策工具变量。

假设政体的偏好函数是 :W=F[u (y) ,P], 这里 W 表示政

体的偏好 ,y 是经济的实际产出水平 ,它受到经济政策的影响

(y=f (u,π) ,u 是失业率 ,π是通货膨胀率或者预期) ,U (y) 是

产出的社会效用 ,P 是该政体当选的概率。政府偏好中既含

有理想主义成分 ,也含有机会主义成分。如果政体仅注重获

选概率 P, 则政体是机会主义的 ;如果政体仅注重社会效用

U, 则是理想主义的。

在极大化选票模型中 ,政府的政策选择被限制在扩展菲

力普斯曲线上 ,政府根据选民对通货膨胀和失业水平的相对

厌恶程度 ,利用政策极大化偏好函数 :W=F[U (u,π) ,P], 这

将导致选举前后产出、就业和价格水平等变量的波动行为。

实证分析 (Mueller,1970 ) 表明 ,美国某些时期确实存在为了

竞选获胜而采取的对策性政策。

2. 党派周期模型

党派周期模型也称为理想主义周期模型。如果执政政

体是机会主义和理想主义混合的 ,那么会综合考虑失业率和

通货膨胀之间的替代关系。如果仅存在两个政体 (可以假设

为自由党 L 和保守党 C) ,他们的政策偏好函数为 :

Wi =-[u 2
t +b iπ2

t + (1+μ) -1 (u2
t-1 +b iπ2

t-1 ) ],i=L,C

两个政体具有相同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的时间贴现率 ,只

是对通胀的厌恶程度不同 ,保守党要比自由党高一些 ,即 :

bL <b m < bC ,bm 是中性选民 (对政体没有特殊偏好) 对通胀的

厌恶程度 ,这里的参数体现了理想和现实之间的折衷。如果

政体是纯现实的 ,那么为了迎合中性选民 ,会取 b=b m。如果

政体是纯理想的 ,那么为了迎合中性选民 ,会尽力选取中性

选民最偏好的参数取值。这时选民知道各个政体之间的差

别 ,他们会将选票投给与他们偏好最为接近的政体。

政体需要考虑选民群体之间的差异 ,这是影响 PBC的一

个重要因素。不同的选民阶层对政策变化的敏感性和反应

程度可能不同。例如富裕阶层可能对就业政策的反应不如

对价格政策敏感 ,而低收入阶层可能更喜欢低失业率和相对

适中的通胀率。

需要注意的是 ,并不是所有执政党均有诱发经济周期的

动机 ,当政府相信能够在下一届选举中会获胜的时候 ,则竞

选约束和目标是松弛的 ,这时政府行为仍然具有连续性和规

则性 ,这时并没有 PBC产生。只有当他们意识到可能获得过

低于当选选票的时候 ,竞选约束才是紧迫的 ,这时政府才会

操纵经济政策 ,从而形成 PBC。这说明 PBC一般没有规则的

形状 ,在经济和政治稳定性较强的经济中体现得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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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策有效性和动态非相容性

导致 PBC出现的经济政策取向 ,同计划者经济的政策稳

定性要求形成了鲜明对比。PBC理论一般没有对社会福利

状态给予关注 ,即使存在“社会福利”的政策衡量标准 ,现实

中也没有追求“社会福利”最优的行为个体。在 PBC出现时 ,

传统福利经济学无法解释 PBC中的实际经济行为 ,这时需要

新的政策目标和评价方式。

1. 选民的评价函数和 PBC模型的周期解

选民对政府评价的主要因素有 :通胀率、失业率、可支配

收入增长率、税收负担以及政府的转移支出等 ,这些指标选

民能够容易得到并提取信息。假设选民的评价函数 vt (选民

的投票率 ,政府的得票率) 仅依赖收入和通胀水平 ,即 :v t =

- (p′t)
2/2 +ηyt ,pt 是价格水平 ,p′t 是通胀率。假设选举为两

个阶段 ,则政府的累积得票率 Vt 为 :Vt =v t +ωvt-1 。这时一

个完整的 PBC模型为 :

yt =γ[p′t -E t-1 (p′t) ],E t-1 (p′t) =p′t-1 ,

Vt =v t +ωvt-1 ,vt =- (p′t)
2/2+ ηyt

其中充分就业情形下的收入水平可以正则化为零 ,则 yt 便是

产出的均衡偏离。模型中的第一个方程是卢卡斯供给曲线 ,

预期方式是典型的适应性预期 ,选民对政府评价具有后顾

性 ,通胀率 p′t 是政府可以影响的政策工具变量。

选民是否将经济状况作为评价政府表现的标准 ,这需要

进行深入分析。Stilger (1973) 认为 ,如果选民是理性的 ,那么

在非集权经济中选举结果和当期经济现状可能没有关系 ,因

为理性预期下的政策无效性命题说明政府在改变经济现状

上无能为力 ,选民不会将现实经济状态的优劣归因于政府行

为 ,也不会为政府竞选政策的诱惑所动 ,从而无法对政府政

策给予特殊的倚重和偏好。

将即时得票率、预期形式和产出方程带入到累积得票率

函数中 ,可以得到 :

Vt =-
1
2

(p′t)
2 +ηγp′t -

ω
2

(p′t-1 ) 2 - ηγ(1- ω) p′t-1 -

ωηγp′t-2

假设 t=E 表示选举期 ,则 t-1 是非选举期 ,记为t-1=

N, 则t-2= E,因此有 :

VE =-
1
2

(p′E)2 +ηγ(1- ω)p′E -
ω
2

(p′N)2 -ηγ(1- ω)p′N

极大化的一阶条件是 :

5VE

5p′E
=-p ′E +ηγ(1- ω) =0,

5VE

5p′N
=- ωp′N -ηγ(1- ω) =0

这时机会主义政体对政策的最优操纵是 :

p′E =ηγ(1- ω) >0,p ′N =-
(1- ω)
ω ηγ<0

政府的最优策略是 :选举之前 ,政府降低失业率 ,导致通

胀和通胀预期提高 ,将菲力普斯曲线向外移动 ;当选之后 ,立

即增加失业率以降低通胀和通胀预期 ,将菲力普斯曲线向原

点移动。由此可见 ,PBC的起源是政府精心策划的一种非稳

定政策 ,对政府而言它要比实行凯恩斯提倡的稳定性政策更

为有利。

经济在选举和非选举期间的均衡产出水平为 :

yE =γ2η1- ω2

ω >0,y N =-
(1- ω)
ω <0

由于在选举期失业下降 ,价格上升 ,使得产出高于充分

就业水平 ;在非选举期失业上升 ,价格下降 ,使得产出低于充

分就业水平。随着选举阶段的交替和政府通胀政策的变换 ,

便形成了产出的选举周期。

2. 理性选民假设下的政策非相容性

经济政策非相容性是指初期制定的整个时间路径上的

最优经济政策 ,当经济运行到一定阶段以后将不再是后续时

间路径上的最优政策 ,政策制定者具有改变初始政策的诱惑

和动机。因此 ,为了保证初始经济政策的稳定性 ,制定经济

政策需要满足一定相容性约束。较早的经济政策非相容性

出现在政府的税收问题中 ( KydlandandPrescott,1977 ) ,我们发

现在 PBC模型当中也将出现政府修改前期最优政策的非相

容性 ,这是进行多阶段对策时经常出现的一种现象。

当选民具有理性预期 Et-1 (p′t) =p′t 时 ,产出总维持在

自然率水平上。这时极大化投票率的政策选择是 : pE′=

p′N = 0。但如果政府认为选民形成这样的理性预期后 ,那么

可以利用政策“欺骗”选民 ,有进一步提高得票率的可能。这

时政府可以假设选民预期满足 :EN (p′E) =E E (p′N) =0, 则有 :

VE =-
1
2

(p′E) 2 +ηγp′E -
ω
2

(p′N) 2 +ωp′N

从而极大化的一阶条件为 :

5VE

5p′E
=-p ′E +ηγ=0,

5VE

5p′N
=- ωp′N +ωηγ=0

这时政府倾向于采用通胀政策 :p′E =p′N =ηγ,出现了政府的

通货膨胀癖好 ,它能够提高政府的得票率。如果假设选民具

有前瞻性 ,即 :Vt =v t +ωEt (vt+1 ) ,则可以采用 Barro-Gordon

(1983)形式的 PBC模型为 :

yt =γ[p′t -E t-1 (p′t) ],V t =v t +ωEt (vt+1 ) ,vt =-
1
2

(p′t)
2

+ηyt

如果政府公布的通胀政策为 :p′E =p′N =p′a ,在执行时政

府出现反悔 ,并且改变政策的诱惑是 :

T(p′a) =V (p′E =γη,Ep′N =p′a) -V (p′E =Ep′N =p′a)

极大化上述反悔收益 ,可以得到它的极小值为 :T (γη) =

0, 即只有初期公布 p′a =γη才是可信的 ,其他选择均具有可

以进行反悔的余地。上述 PBC中存在的通胀癖好 ,说明政府

具有选择通货膨胀政策的趋势 ,主要原因在于选民更为注重

就业和收入增加。

五、政治经济周期模型的拓展和启示

在一些经济当中 ,选民实际上无法对具有竞争性的政

体、偏好的经济政策和社会状态进行选择 ,因此选举结果无

法体现政府声誉和受民众欢迎程度 ,社会中也缺乏度量和体

现民众意愿的各种指标。但这时 PBC模型仍然可以使用一

些间接指标 ,如政治领袖和执政党派的轮换频率 (政府成员

的频繁轮换一般是政府陷入困境的信号 ,也可以被认为是政

府同公众关系紧张的一种标志) ,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急

剧变化 ,名义收入水平 (名义工资水平) 的政策性调整 ,转移

支出和税率降低等 ,仍然可以使用 PBC理论的一些基本结

论。

PBC模型中政策动态非相容性的出现 ,主要有以下几个

基本原因。一是经济中具有大量的相异个体 ,他们的投票评

价函数可能具有很大区别 ,并且个体选择具有相当的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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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这样无法形成集中的资源配置趋势 ,导致政府选择同个

体选择出现差异 ,导致政策的非相容 ;二是政府和个体具有

不同的效用目标 ,政府可能具有一定的“自私”行为 ,政府极

大化投票率同社会福利极大化存在差距 ,也可能导致非相容

性的出现。三是政策选择具有较长的时域 ,这时政策相容性

的允诺约束降低 ,增加了个体和政府相机选择的机会 ,并减

少了“反悔”带来的社会成本。

PBC模型和 PBC形成主要在于政府是否能够利用宏观

经济政策对现实经济运行进行有效灵敏的干预 ,作为政策工

具的菲力普斯曲线机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各种

政策工具作用依赖经济周期的阶段性 ,因此 PBC同经济周期

是密切相关的。同时需要注意 ,由于长期菲力普斯曲线关系

十分微弱 ,PBC理论对分析长期经济增长作用不大 ,PBC 更

适于短期波动分析。

我国经济正处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阶段 ,我国经济

波动当中也存在许多 PBC成分 (张守一 ,1995) 。产生这些

PBC成分的主要原因包括政府的换届选举、重要的政治会

议、重要的国内和国际事件以及周期性的经济计划等。总体

上看 ,我国稳定的政治和体制制度为减少 PBC成分提供了重

要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 ,导致政策动态非相容的一些因素

显著少于其他国家 ,动态相容的经济政策和计划为经济的稳

定运行提供了有力保障。仍然需要注意的是 ,我国经济运行

中出现 PBC成分的原因 ,均同经济的短期调整行为有关 ,政

策缺乏长期动态稳定性。PBC是在寻求实现一定的社会或

经济目标 ,在较强的单向调整过程中出现的。这时所有名义

政策工具上的虚拟反应 ,例如大规模的货币发行和名义收入

增加 ,虽然短期内能够增加产出和消费 ,但最终一定要在通

货膨胀上体现出来 ;较大规模的国债和政府支出 ,一定会导

致膨胀的财政赤字 ,最终通过转移债务和税收增加 ,形成对

私人部门的消费和投资挤出作用 ,出现一定程度的需求萎

缩。因此 PBC理论表明 ,目标性调控政策在短期利益和长期

均衡之间的冲突 ,必将导致调控目标实现之后的政策作用反

弹 ,这正是目前积极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可能风险

来源 ,在有效扩张内需和减轻通货紧缩时必须予以注意。

任何社会的政府部门和私人个体 ,均在意愿和要求上体

现出一定的差异 ,社会资源配置和经济政策的制定并不完全

在瓦尔拉斯状态下进行的。政府即使为了极大化社会福利

水平 ,也需要对私人个体的行为反应进行对策 ;私人个体即

使完全相信政府允诺的目标和政策 ,那么也会将经济现实、

个人福利和未来社会状况同政府能力和政策联系起来。只

要政府和个体之间的联系存在 ,只要经济政策有效 ,那么经

济运行中的 PBC成分就会或多或少、或明显或隐蔽地存在 ,

因此 PBC理论需要在更为广泛的制度框架和经济结构下继

续深入研究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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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60 页) 抢占国际教育市场份额 ,从而逐步减少贸易

逆差 ,扭转自己在国际教育服务贸易中的被动局面。

注释 :
①1994年的 12 个欧盟成员国记作一个成员。
②如 ,在遵从 CPC分类的大前提下 ,有的成员还在承诺表中使用

了私立教育和公立教育、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国际教育 (interna2
tionaleducation)和国家教育 (nationaleducation)等概念。

③关于 4 种方式的举例和评价 , 参见 PierreSauvé,2002:Trade,
Education,andtheGATS:What ’sIn,What ’sOut,What ’sAlltheFuss
about,paperpreparedfortheOECD/USForumonTradeinEducationalSer 2
vices,pp 171 ;UnitedStatesInternationalTradeCommission,2002:2002An 2
nualReport,availableatwww 1usitc1gov;OECD/CERI,2002:Indicatorson
InternationalisationandTradeofPost-secondaryEducation,pp 1111 ;
www1edugate1org/certification1html; 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 :《乌拉
圭回合协议导读》,中文版 ,229、230 页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0。

④巴吉拉斯·拉尔·达斯 :《世界贸易组织协议概要》,中文版 ,96、
97 页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0。

⑤一是因为这些成员面临更大的开放教育市场的谈判压力 ,二
是他们希望吸引外国的教育投资。另外 ,他们对教育服务贸易的好
处的认识有所增强。

⑥ OECD/CERI,2002:CurrentCommitmentsUndertheGATSin
EducationalServices,backgrounddocumentpreparedforthe2002OECD/US
ForumonTradeinEducationalServicesinWashington,DC,U 1S1A1 ,

pp12～91
⑦详见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另外 ,水平承诺还对

自然人流动作了承诺限制 ,此处没有载明。
⑧它们是 :中国、捷克、立陶宛、约旦、莱索托、马尔代夫和塞拉里

昂。
⑨贸易额的统计主要基于高等教育留学生 (境外消费) 的所缴学

费 , 澳大利亚的统计包括初等教育、中等教育、职业和语言培训服
务。资料来源 :OECDStatisticsonTradeinServicesandIMF:Officefor
NationalStatistics; 尔豪、敬雪 :《留学教育 :“走出去”与“请进来”》,载
《法制日报》,2002-08-10 。

⑩�λϖ章新胜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我国高等教育》,载《中国高
等教育》,2002(2) 。

�λωCommunicationfromtheUnitedStates,2000:Higher ( Tertiary)

Education,AdultEducation,andTraining,S/CSS/W/23;Communication
fromJapan,2002:NegotiatingProposalonEducationServices,S/CSS/W/
137;CommunicationfromAustralia,2001:NegotiatingProposalonEducation
Services,S/CSS/W110;CommunicationfromNewZealand,2001:
Negotiating ProposalonEducationServices,S/CSS/W93 1Availableat
www1docsonline1wto1org1

�λξ参见武汉大学教务部 2002 年受教育部委托调研并向其递交
的咨询报告 :《关于我国高等教育法中“不得以营利为目的”规定的
学术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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