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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世界进入了大转型时代，其中前苏联和东欧地区的转型是人类

社会经济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而且其影响仍在持续。这些国家的转型涉及到政治、经济、
社会以及对外关系诸方面，其变革的深度、广度和速度在人类社会经济史中实属罕见。匈牙利

经济学家科尔奈就曾指出，中东欧的转型是全面的转型，涉及到经济、政治结构、政治意识形

态、法律体系和社会的分层化( Kornai，2006) 。在东欧剧变后，中东欧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

如何建立可行的经济体制，实现经济体制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本文首先对中

东欧的经济转型进行回顾，然后，在此基础上对中东欧经济转型的成就与挑战进行探讨。

一、中东欧经济转型的回顾

在东欧剧变后，建立何种经济体制被提上了中东欧国家决策者的议事日程。1989 年 6
月，在波兰议会选举后不久，哈佛大学教授萨克斯来到华沙，团结工会活动家库伦要求萨克斯

一夜之间拿出一个经济改革方案，变革的急切性可见一斑。因为经济体制转型必须首先解决

经济体制向何处去的问题，所以，政策制定者必须在头脑中有一个初步的蓝图即经济转型后经

济体制具有何种特点，以使经济转型有目标地向这一终结状态推进，这就涉及到经济转型的目

标模式的选择问题。最终，中东欧国家纷纷将市场经济作为经济转型的目标模式。一些国家

在其经济改革纲领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经济转型的目标在于建立在发达国家经过考验的行之

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针对关于“第三条道路”的说法，捷克经济转型的设计师克劳斯加以拒

绝，他在 1990 年 1 月明确指出“第三条道路是走向第三世界最快的道路”( Klaus，1999) 。萨克

斯直接参与了许多东欧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设计。他在 1990 年年初就指出，东欧国家为经济

改革的目标而争吵不休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经济改革的主要争论应是转变的方式，而不是转



变的目标( Sachs，1990) 。在他看来，对东欧而言，可供选择的西欧模式是相同的。确实，各种

不同的市场经济模式都有其共通的东西。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是产权的私有化、决策的分散

化和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此外，市场经济不仅需要一套法律制度，以界定和实施产权，同时还

需要一个能够有效监督市场活动、规定可接受的市场行为标准、阻止不正当竞争与促进竞争、
提供公共品的政府。

事实上，在东欧剧变之前的经济改革中就曾出现过“目的论”与“发生论”之争，亦即激进

改革与渐进改革的争论。现任捷克共和国总统克劳斯早在剧变之前就撰文分析了经济体制转

型的两种方式，一种是小步改革的方式，其优点在于可以避免付出较大的社会代价，缺点在于

渐进的改革只会延续现存的结构危机。另外一种是休克疗法，许多经济学家认为长痛不如短

痛，主张实行激进的改革，并提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很快过渡到所谓的社会市场经济

的成功范例( Klaus，1990) 。剧变之前一些东欧国家曾进行过不同程度的市场取向的经济改

革，但经济改革战略基本上是渐进式的。唯一的例外是 1987 年波兰政府试图实行激进的价格

改革，但由于该计划缺乏必要的社会支持，被全民公决所否决。东欧剧变以来休克疗法在该地

区大获青睐，除匈牙利、罗马尼亚外，大部分中东欧国家都先后选择了休克疗法。
按照萨克斯的看法，东欧国家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三个要素是宏观经济的

稳定化、价格及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和国有经济的私有化，简称稳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 Lipton
＆ Sachs，1990) 。同时，经济转型也是一个制度重建的过程。应运而生的市场经济需要指导经

济交易乃至经济运行的新的机构、新的规范和新的法律，这涉及到国家作用的重新界定。因

此，经济转型是一个制度化的过程。因此，东欧经济转型包括四个要素: 稳定化、自由化、私有

化和制度化。
1. 稳定化是东欧国家过渡经济面临的首要议程，因为没有宏观经济的稳定，其他领域的

改革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人们很难设想在恶性通货膨胀居高不下、货币严重过量以及对外

经济存在严重不均衡的条件下，不对宏观经济的不稳定进行治理便能成功地进行其他领域的

改革。稳定化的主要内容如下: 政府不再奉行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而是实行限制性的货

币和财政政策。紧缩政策是经济转型初期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其内容包括本国货币进行贬

值，调整汇率，以纠正本国货币定值过高的偏差; 政府大幅度削减补贴，不再通过预算赤字向经

营不佳的国有企业提供补贴; 大幅度提高利率，改变长期存在的名义正利率、实际负利率的状

况，以使利率反映资本的稀缺水平; 在过渡初期限制工资的过快增长，控制通货膨胀。
2. 自由化包括价格的自由化与外贸的自由化，旨在解决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价格自由

化是与以价格改革为核心的市场改革相联系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及金融市场的市场化是

改革的方向。价格自由化的主要内容如下: 放开绝大多数商品和劳务的价格，使价格由市场根

据供给与需求进行调节; 放开劳动力市场，使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即工资根据劳动力市场的供给

与需求进行调节; 放开金融市场，使资本市场的价格即利率根据资本的供给与需求进行调节。
外贸自由化的主要内容如下: 取消中央计划经济中长期实行的外贸垄断，使企业、个人可以自

由从事进出口贸易; 实现本国货币的国内可兑换性; 为使本国货币成为国际可兑换货币做准

备; 减少乃至取消进口配额，取消出口许可证制度; 确立合理的关税水平。
3. 私有化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提高经济效益。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

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与私人部门的发展是该领域并行不悖的两个方面。私有化的主要内容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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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以内部私有化、外部私有化、无偿分配实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 界定和分配国有产权包括农

业用地、工业资产、住房以及商用房地产等; 对未出售的国有企业进行改造，强化企业的公司治

理，把国有企业置于真正的硬预算约束之下; 国有企业的非垄断化; 促进私人部门的发展。
4. 制度化的目的在于为新的经济体制有效运行提供适当的制度框架。制度化首先涉及

到法律改革。法律改革的范围较广，它包括宪法对私人产权的确认，有关财产、契约等法律的

制定，以及公司法、私有化法、反不正当竞争法、银行法、合资法、破产法等法律的制定。制度化

也包括适合于市场经济的信息体系的建立，这涉及到统计、会计、审计等制度的更新。制度化

还包括国家作用的重新界定。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将从过去的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因此需

要新的政策手段。国家需要改革税制，建立以增值税和所得税为核心的税制。国家也需要进

行预算改革，建立预算和支出控制的机制。国家还需要间接的货币管理制度，建立两级银行体

系，确保中央银行的真正独立性。制度化也涉及到社会领域，如建立适当的社会保障网，以减

少经济转型给人们带来的阵痛。
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曾区分了代价低廉的制度改革和代价高昂的制度改革，认为中东

欧的改革属于后者，属于难以实施、牺牲较多、抵制较强的改革。东欧经济转型确实付出了很

大的代价，在经济转型后出现了转型性衰退、失业的剧增、贫困的扩大以及收入分配差异扩大

等现象，这在 20 世纪 90 年代表现得非常明显。到 2000 年后尤其是欧盟扩大后转型的代价下

降，收益扩大，中东欧国家进入了享受改革成果的时期。
在经济转型之初，不同学科的学者围绕休克疗法与渐进改革的争论波澜起伏。1995 年市

场经济在中东欧国家初步得到确立，1996 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就试图对前苏

联和东欧的经济转型进行初步的总结。20 世纪 90 年代末围绕“华盛顿共识”和“后华盛顿共

识”的讨论更是促进了对转型十年经验教训的反思。然而，对“华盛顿共识”的过于简化的理

解以及失之偏颇地将“华盛顿共识”视为中东欧转型政策的主流从事实上夸大了“华盛顿共

识”对中东欧的影响，使“华盛顿共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休克疗法或新自由主义的代名词。
“华盛顿共识”的提出者威廉姆森曾经强调“华盛顿共识”是为拉美改革提出的政策框架，“如

果要为其他地区的政策改革提供一份具有可比性的计划，那么该计划将与‘华盛顿共识’有重

叠之处，但也会有所不同，如果我一定要为转型国家提供与‘华盛顿共识’相似的计划，我将把

建立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写入”( Williamson，2005) 。
今天，在转型 20 年的讨论中，“华盛顿共识”仍占有一席之地，赫尔舍尔教授将激进和渐

进两种转型战略概括为“华盛顿共识”与制度演进方式( 参见表 1 ) ( Hlscher，2009 ) 。围绕经

济转型的两分法的讨论如休克疗法与渐进主义、激进与渐进等在转型之初确实具有现实意义，

在转型 20 年后这些问题的讨论虽然已无现实意义，但仍具有永恒的学术意义，有助于增进对

转型进程的了解。
纵观中东欧的经济转型进程，我们可以发现中东欧经济转型具有如下特点: 首先，经济转

型的初始条件相当不利。中东欧是在市场经济制度遭到摧毁的基础上进行经济转型的，而德

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改革面临的条件是市场经济制度被“冻结”，拉美国家经济改革

面临的是扭曲的市场经济制度。其次，经济转型是全面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中东欧的转型

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体系等诸多方面，经济转型面临的挑战要比正常情况下的经济

改革大得多。再次，经济转型是以难以置信的速度进行的。中东欧国家用了不到 10 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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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奠定了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础。最后，中东欧国家加入了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进程，而全

球化和一体化也在塑造中东欧的经济体制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表 1: 不同经济转型战略的比较

“华盛顿共识” 制度演进方式

形象比喻

“一跃跳过深不可测的河流”: 休克式的

自由化，宏观经济的稳定化和减少国家

的规模。

“在河两岸建桥”: 渐进和有序的行动包

括建立制度、竞争、支持私营企业和解决

公司治理的问题。

初始条件

遗产是负担，代表旧的和无效率的联系，
更多的特权阶层而非市场; 选择不受初

始条件扭曲的最优的社会工程的解决方

案。

遗产有价值，应当得到保护，否则会摧毁

社会的社会资本，将特权阶层变异为黑

手党。

对国有企业的态度
加快实行私有化，以避免资产剥夺和寻

租; 关闭无效率的企业
依赖私营部门的发展，逐步缩小规模。

价格
自由市场灵活的价格导致效率与增长;
价格传导预期的信号，确保合理的行为。

制度确保稳定的预期，价格只是制度中

的一个; 转型期灵活的价格是不公平的。

宏观经济政策
通过控制货币供应稳定价格，消减政府

支出，引入名义工资和汇率稳定器。
产出的稳定化; 控制稳定化对实体经济

的影响，首先是失业。

主要的问题
个人当事人即生产者和消费者如何合理

行动。
人类如何通过形成符合与环境关系的结

构来控制自己的生活。

预见性

由于合理的行为，并处在一定的法律环

境下，个人行动的结果和转型的结果是

可预见的。

由于市场的自由进入和退出以及技术进

步，制度环境得到改变，因此个人和集体

行动的结果是难以预测的。

市场经济中的交易 只有市场交易是有效率的
市场和非市场交易都有助于效率，不忽

视社会关系，包括公司治理。

产权 资产的有形所有权 所有权 + 契约权 + 契约履行权

国家与政府
最小限度的国家; 降低国家在国内生产

总值和就业中的比重。

对国家进行改革，利用国家执行法律，保

护产权; 支持穷人和危机预防政策，以支

持中产阶级。

资料来源: Hlscher，Jens，2009． 20 Years of Economic Transition，Successes and Failures． http: / /www． euij-tc．
org /news /events_2007 /20090223 /Holscher． pdf．

二、中东欧经济转型的成就

中东欧国家自 2008 年 10 月以来遭受了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一些学者称中东欧经济转

型的整个进程是失败的。但是从中东欧转型 20 多年的实践看，这一看法并不符合现实。尽管

中东欧国家之间在经济转型进展上存在很大差异，中欧国家显然要领先于巴尔干国家，但是无

论从经济体制看还是从转型后的经济实绩看，中东欧国家都取得了不俗的成果。
(一)经济体制的变化

中东欧经济转型最大的成就是彻底摆脱了运行不良的无效率的中央计划经济，建立了市

场经济体制。在 1990 年之前，东欧国家有许多一流的经济学家，但是却没有一流的经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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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国家拒绝改革，保持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行市场取向经济改革的国家由于改革目标的

模糊和政治的约束举步维艰，产生了“非计划非市场的体制”，并最终导致了经济的严重危机。
转型之初，新上台的执政力量担心经济转型会逆转，但是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向市场经济

的转型已不可逆转。在转型 20 年后，中东欧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已经得到了巩固。
1. 私有经济已居主导地位。在转型之前，除波兰保留了私营农业外，其他东欧国家的私

营部门在经济中的地位微不足道，国有部门在经济中居主导地位。剧变后中东欧国家加快了

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步伐，同时新生的私营部门在自由的经济环境下迅速成长。到 1996 年私有

化取得了重大进展，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和阿尔巴尼亚的私营部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比重为 60 ～ 75%，其他国家私营部门也占到了半壁江山。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私有化

速度相比，中东欧国家私有化速度超出了人们的预期。到 2008 年，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私

营部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80%，波兰、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私营部门占国内生产总

值的比重为 75%，其他国家私营部门的比重也在 60 ～ 70%之间( 表 2) 。

表 2: 私营部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 )

国家 1989 年 1996 年 1999 年 2004 年 2008 年

捷克 5 75 80 80 80
波兰 30 60 65 75 75

匈牙利 5 70 80 80 80
斯洛伐克 5 70 75 80 80

斯洛文尼亚 10 55 60 65 70
保加利亚 10 55 70 75 75
罗马尼亚 15 55 60 70 70

阿尔巴尼亚 5 75 75 75 75
塞尔维亚 — — — — 60
克罗地亚 15 50 60 65 70

马其顿 15 50 55 65 70
波黑 — — 35 50 60
黑山 — — — — 65

资料来源: EBRD，2007． Life in Transition: A Survey of People's Experiences and Attitudes． http: / /www． ebrd．

com /pubs /econo / lits． pdf．

2. 经济决策的分散化。经济决策的集中化是计划经济的特征之一。在经济转型过程中，

中东欧国家解散中央计划当局，加快国有企业改造步伐，促进私营经济的发展，经济决策日益

分散化。在中东欧，主要的经济决策是由成千上万的企业自主做出的。1990 年之后，中东欧

各国开始进行经济转型，长期压抑的经济活动自由得到恢复。中东欧国家取消了非国有经济

进入市场的行政壁垒，各种所有制的企业可自由进入市场，个人或企业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因

而得以扩大。与之相联系，中东欧国家还采取了如下举措: 承诺要缩小政府规模，减少政府对

经济的过多干预; 形成有助于企业经营的良好的法律环境，保护产权; 企业可获得外汇，并可自

由从事外贸; 减少繁文缛节，为新企业的建立创造便利条件。经济活动自由的恢复促进了遭到

长期压抑的企业家精神的复苏，中小企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到 1992 年 10 月，捷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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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伐克共有中小企业 120 万家，波兰有 120 万家，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有 20 万家。到 2003
年，欧盟新成员国中小企业的数量为 596 万家，大型企业仅有 1 万家。

3. 资源配置实现了市场化。中东欧国家经济转型的目标模式是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是

一种由价格调节社会生产和经济活动的自组织经济，价格则是一种资源配置机制。在市场经

济中价格具有信息、激励和分配的功能。在剧变前，价格并非不存在。但价格在资源配置中所

起的作用微乎其微。一些东欧国家就曾进行过价格改革，但是改革并未产生一个合理的价格

体系。1990 年之后，中东欧国家纷纷实行价格自由化，放开了绝大多数商品和劳务的价格。
在其他配套措施的配合下，价格自由化取得了成效，价格的功能很快得到了恢复。中东欧的经

验表明，价格自由化有助于恢复价格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为经济

运行提供适当的价格信号。
4. 市场经济的制度框架得以建立。中东欧国家建立了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尤其是

欧盟的中东欧新成员国在法律改革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实现了司法独立，其法律体系与欧盟

国家完全一致，具备了现代的法律制度( 科尔奈，2005 ) 。中东欧国家建立了适应市场经济的

统计、会计和审计制度，建立了现代的税制、银行体系和股票交易所，市场经济的基础设施趋于

完备。
(二)转型后的经济实绩

1. 经济增长

中东欧国家在转型后经历了科尔奈所称的“转型性衰退”，国内生产总值持续下降的时间

为 2 ～ 6 年，到 2000 年，中东欧国家才实现了经济的普遍增长。因此，转型后的第一个 10 年中

东欧国家的经济增长纪录除波兰外都比转型前 10 年差。2000 年之后，应当说中东欧国家走

上了持续的经济增长之路。由表 3 可见，2000 ～ 2007 年六个中东欧国家平均的经济增长率大

大超过了转型前十年的水平。中东欧国家入盟后的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其经济增长率大大高

于欧盟 15 国的平均水平。由表 4 可见，从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看，到 2007 年中东欧国家已经超

过了 1989 年的水平。如果 1989 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为 100，到 2007 年波兰的国内生产总值

为 167，斯洛伐克为 151，斯洛文尼亚为 146，捷克为 135，匈牙利为 132。

表 3: 中东欧国家平均的实际增长率( % )

国家 1980 ～ 1989 年 1990 ～ 1999 年 2000 ～ 2007 年

阿尔巴尼亚 2． 61 0． 44 5． 81
保加利亚 3． 65 － 5． 25 5． 54

匈牙利 1． 53 0． 23 4． 00
罗马尼亚 1． 61 － 2． 28 5． 58

捷克 2． 25 － 0． 18 4． 41
波兰 0． 11 2． 69 4． 06

六国平均增长率 1． 96 － 0． 72 4． 90

资料来源: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1980 － 2007。

2. 生活水平

进行生活水平的国际比较，面临选择何种汇率的问题。官方汇率计算人均的国内生产总

值可以反映国家间价格差异，但是不能反映实际的购买力。以官方汇率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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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低估实际的生活水平。因此，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就可处理实际生活水平的差别，有助于

反映实际生活水平的变化。表 5 和表 6 反映了以汇率计算和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之间的差异。
中东欧国家在转型后实际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2008 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高于 1991 年和 2000 年的水平。2008 年，捷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欧盟 27 国平均水平的

80%，斯洛文尼亚为欧盟 27 国平均水平的 92%，匈牙利为 62%，波兰为 55% ( 表 6) 。

表 4: 中东欧国家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

国家

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实际年平均增长率% 年增长率%
1990 ～ 2007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7 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指数

1989 = 100 2000 = 100
捷克 1． 7 6． 4 6． 4 5． 8 135 133

爱沙尼亚 2． 1 10． 2 11． 2 7． 8 144 172
匈牙利 1． 5 4． 1 3． 9 1． 4 132 129

立陶宛 0． 6 7． 9 7． 7 8． 5 112 168

拉脱维亚 1． 2 10． 6 11． 9 10． 5 124 181

波兰 2． 9 3． 6 6． 2 6． 5 167 130

斯洛伐克 2． 3 6． 6 8． 5 8． 7 151 149
斯洛文尼亚 2． 1 4． 1 5． 7 6． 0 146 131

保加利亚 0． 3 6． 2 6． 1 6． 3 106 145

罗马尼亚 0． 9 4． 2 7． 9 6． 0 118 151

欧盟 15 国 2． 2 1． 7 2． 8 2． 6 147 114

资料来源: Ryszard Rapacki ( 2008) 。

表 5: 2008 年中东欧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欧元)

A: 以汇率计算 B: 以购买力平价计算 B /A: 汇率偏差系数

保加利亚 4400 10000 2． 27
捷克 14300 20200 1． 41

匈牙利 10600 15700 1． 48
波兰 9500 11400 1． 46

罗马尼亚 6500 11400 1． 75
斯洛伐克 11800 17300 1． 47

斯洛文尼亚 18600 23300 1． 25
爱沙尼亚 12200 16700 1． 37
拉脱维亚 9800 13300 1． 36

立陶宛 9600 15200 1． 58
奥地利 31400

欧盟 27 国平均 25200

资料来源: WIIW。

东西欧差距由来已久，1500 年东欧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西欧水平的 60%，此后东

欧与西欧的差距不断扩大。1600 年、1700 年、1820 年、1870 和 1913 年东欧的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分别为西欧的 58%、55%、52%、44% 和 44%。1950 年东欧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西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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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973 年再次下降到 43%，1998 年东欧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对于西欧水平的 30%。
2008 年新欧洲( 中东欧新成员国) 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对于西欧水平的近 60%。假如东欧

在第一个千年其人均收入并不比西欧高，那么，2008 年新欧洲达到了有史以来最高的物质福

利水平( Piatkowski，2009) 。

表 6: 按现行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比较

( 欧盟 27 国平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 100)

1991 年 2000 年 2008 年

保加利亚 32 28 40
捷克 64 68 80

爱沙尼亚 40 45 66
匈牙利 50 56 62

拉脱维亚 47 37 53
立陶宛 52 39 60

波兰 33 48 55
罗马尼亚 29 26 45
斯洛伐克 42 51 69

斯洛文尼亚 62 80 92
克罗地亚 44 43 54

马其顿 31 27 35
俄罗斯 55 35 54
葡萄牙 77 78 76

资料来源: WIIW。
注: 2008 年按不变购买力平价计算。

3. 劳动生产率

转型后中东欧国家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提高，尤其是欧盟新成员国劳动力的使用更有效率，

其增长为内涵式的增长。转型有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如果 1990 年劳动生产率的水平为

100，那么，1999 年捷克的劳动生产率为 159. 5，匈牙利为 172. 4，波兰为 195. 7。从表 7 可见，

即使是在转型性衰退时期，中欧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不仅没有下降，反而还有所提高。

表 7: 1991 ～ 2006 年劳动生产率的变化( % )

1991 ～ 1995 年 1996 ～ 2000 年 2001 ～ 2006 年

中欧 2． 3 4． 1 3． 6

东南欧 － 3． 6 5． 4 4． 6

波罗的海国家 － 4． 8 6． 9 6． 6

资料来源: Garbis Iradian( 2007) 。
注: 中欧包括捷克、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东南欧包括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克罗地亚、

马其顿和罗马尼亚。波罗的海国家为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

4. 赶超进程

1989 年东欧巨变的一个口号是回归欧洲。中东欧经济转型的目的就是要建立可行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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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体制，缩短与西欧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实现经济的赶超。在转型后第一个 10 年间，由于经

济衰退，中东欧国家与西欧国家间的差距事实上扩大了。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的估计，

转型后东欧国家生产平均下降了 28%，到 1998 年东欧国家的生产平均已恢复到转型前一年

水平的 90%。中欧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 1989 年的水平，而巴尔干国家的国内生产总

值仍低于 1989 年的水平。从 1990 年到 1999 年，只有波兰和斯洛文尼亚与欧盟的差距没有扩

大。从 1997 年到 2007 年，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与欧盟 15 国的差距在缩小( 表 8) 。波兰 1989
年为欧盟 15 国水平的 38%，2007 年达到了欧盟 15 国水平的 49%。斯洛文尼亚 1989 年为欧

盟水平的 74%，2007 年为欧盟 15 国水平的 82%。转型之初，在维谢格拉德集团 4 国中，匈牙

利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次于捷克，而到了 2010 年斯洛伐克和波兰均已超过匈牙利。匈牙利成

为了赶超进程的最大输家。

表 8: 1989 ～ 2007 年中东欧欧盟新成员国与欧盟 15 国的发展差距

( 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欧盟 15 国 = 100)

国家 1989 年 1997 年 2003 年 2007 年

捷克 75 63 65 73
爱沙尼亚 54 36 48 65

匈牙利 56 45 56 57
拉脱维亚 52 33 43 54

立陶宛 52 33 43 54
波兰 38 41 43 49

斯洛伐克 59 45 49 61
斯洛文尼亚 74 67 71 82

保加利亚 46 23 29 34
罗马尼亚 34 23 ( 1) 28 36

资料来源: Ryszard Rapacki ( 2008) 。

注: ( 1)
为 1999 年。

5. 福利改进

福利的改进并不仅仅体现在收入的提高上，如在转型 20 年后，波兰人的平均收入比 1989
年高几乎 80%。短缺经济的消失是转型取得的重大成就。中东欧国家告别了短缺经济，超级

市场和大型超市的发展不仅为消费者带来了便利，而且也改变了消费者的购物习惯。中东欧

国家已进入了成熟的消费社会。2006 年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与世界银行联合举行的“转型中

的生活”调查结果表明，中欧和波罗的海国家 18 ～ 34 岁的人群中超过 50% 的人认为经济形势

要好于 1989 年，而在 65 岁及 65 岁以上的人群中只有 35%的人对此表示认同。中欧和波罗的

海国家对生活满意的年轻人占 65%，而东南欧年轻人对生活满意的只有 40% 多 ( EBRD，

2007) 。伊斯特林对中东欧欧盟新成员国的研究表明，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到 2005 年，除保加

利亚和斯洛伐克外，其他国家平均的幸福满足感都有所提高( Easterlin，2008) 。
中东欧的经济转型也改变了中东欧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中欧国家告别了封闭经济，走

向开放经济，积极参与欧洲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东欧国家在经互会解散后，积极

扩大与西欧的经济联系。目前，中东欧国家的贸易主要是与欧盟国家进行的。中东欧国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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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一体化上取得了重大进展，2004 年 5 月，8 个中东欧国家正式成为了欧盟成员国。2007
年 1 月，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正式加入欧盟。中东欧国家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组织的活动，捷克

( 1995 年 12 月) 、匈牙利( 1996 年 5 月) 、波兰( 1996 年 11 月) 和斯洛伐克( 2000 年 12 月) 、斯
洛文尼亚( 2010 年 6 月) 和爱沙尼亚( 2010 年 12 月) 先后加入了作为富国俱乐部的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2008 年 1 月，斯洛文尼亚加入欧元区，斯洛伐克 2009 年 1 月已加入欧元区。
2004 年以来，斯洛文尼亚、捷克、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相继从世界银行的受援国行列“毕业”，成

为捐助国。自 2008 年起，应捷克的请求，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结束了对捷克的借贷活动。
2007 年 4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前景资料库将斯洛文尼亚列入发达国家行列，2009
年 4 月，斯洛伐克和捷克也被列入发达国家行列。作为欧洲新兴市场的中东欧地区在国际经

济中的地位已经得到了提升。

三、中东欧国家面临的挑战

中东欧国家经济转型取得了重大进展，一些中东欧国家在加入欧盟后自认为转型已经结

束，在外部约束减弱的条件下出现了“改革疲乏症”。虽然欧盟最近几年出现了“扩大疲乏

症”，不再热心于欧盟的进一步扩大，但其他未入盟的中东欧国家为加入欧盟仍在进行艰苦的

努力。在 2008 年前的 10 年里，中东欧经济的高速增长使中东欧决策者充满了乐观情绪，似乎

经济的繁荣会持续下去。然而，从 2008 年下半年开始，中东欧经济感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带来

的阵阵寒意，强劲的经济开始走弱，本币大幅度贬值，股市大跌，房市走低，融资成本大幅度提

高，生气勃勃的中欧小虎俨然成为了不堪一击的纸老虎，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等国不得不寻求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在转型 20 年后，中东欧再次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媒体充斥着“危

机”、“崩溃”、“欧洲的次贷”和“金融危机第二波”等负面辞藻。2009 年中东欧经济陷入衰退，

这是中东欧国家在摆脱转型性衰退后最为困难的一年。2009 年中东欧国家除波兰和阿尔巴

尼亚外都陷入了衰退。匈牙利、拉脱维亚和罗马尼亚不得不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的

救助。2010 年中东欧经济开始缓慢复苏，不幸的是欧洲又爆发了主权债务危机。欧洲债务危

机在 2011 年愈演愈烈，不仅对中东欧国家经济产生冲击，而且直接影响到中东欧国家政局。
由于欧元区经济不确定性的增加，中东欧经济下行的可能性增加。为应对危机而采取的紧缩

政策迫使民众勒紧裤带，减少支出。斯洛文尼亚经济警讯频发，有从欧盟的模范生滑向差等生

的危险。斯洛文尼亚总统图尔克批评腐败和任人唯亲、悲观主义、政治上的破坏以及缺乏变革

的意愿。中左政府希望减少政府债务的社会改革被全民公决否决，改革遭遇挫折。匈牙利欧

尔班政府自 2010 年 4 月上台后利用其获得议会 2 /3 议席的优势，大肆修改法律，削弱独立机

构如宪法法院、法院、中央银行以及媒体的独立性，这使匈牙利成为了法律上不确定、不可靠和

不可预测的范例。政治操作不当和经济政策失当导致了投资者对匈牙利经济信心的丧失，政

府债务增加、福利大幅度贬值以及融资成本大幅度增加使匈牙利面临陷入新一轮危机的危险。
2011 年 11 月穆迪下调匈牙利经济评级，匈牙利不得不再次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求救。
欧盟委员会就匈牙利违反欧盟法律发起了针对匈牙利政府的诉讼，这进一步增加了匈牙利获

得国际救助的难度。2011 年 10 月，由于执政联盟的内斗，斯洛伐克被推向了国际关注的焦

点。由于执政伙伴自由与团结党反对欧元区救助计划，欧元区救助计划一度未获批准。在在

野党社会民主—方向党的支持下，救助计划 10 月 13 日获得批准，但是付出了提前举行大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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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价。此外，面对危机，中东欧国家内部的政治分裂加剧，政治共识不复存在。如捷克公民民

主党领导人托波拉内克指出，由于经济危机，捷克社会的沮丧和幻灭感增加。许多捷克人的共

识是必须再次进行变革，但问题是对于如何改革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捷克宪法法院院长

巴维尔·里赫茨基认为，捷克共和国正在走向贝鲁斯科尼式的有缺陷的民主制度。中东欧国

家面临着不利的情况，从内部看国内围绕改革的政治共识正在消失，从外部看欧元区债务危机

短期内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当然，危机也为中东欧国家反思 20 年来转型与发展的经验教

训，筹划进一步的改革提供了独特的机会。
总体上，中东欧国家在转型和发展上面临如下一些挑战:

1. 重新界定政府作用。经济转型后国家对经济的全能干预已不复存在，但是国家并没有

完全退出，国家对经济干预的数量减少了，但对干预质量的要求提高了。而全球性金融危机的

一个潜在影响是增强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在危机时期，国家对经济干预的力度将增加。出

于反危机的需要，政府会出台临时性的干预措施，当经济走出危机后需要对干预政策进行调

整，临时性措施的永久化将对经济有不利影响。虽然中东欧国家为应对危机出台了反危机措

施，但中东欧国家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减少行政壁垒，投资于基础设施等方面仍有很大的改

进空间。作为经济转型领先者的波兰政府面临着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以

及政府从非竞争领域退出等挑战。
2. 加强法治。建立法治是经济转型成功的先决条件，因为市场经济是基于法治的经济，

法律应保护个人自由、经济权利及公民自由。中东欧国家在建立法治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中

欧国家的进展要快于东南欧国家。但是与西欧发达国家相比，即使是欧盟的中东欧新成员国

仍存在很大差距。除匈牙利外，中东欧的欧盟新成员国对法律体系的信任度低于欧盟的平均

水平。中东欧国家在人力资源和资金上的制约影响到司法体系的效率，法院积案过多成为严

重的问题，司法体系的效率有待提高。因此，中东欧国家需要从人力资源和资金上支持法院，

解决法律积案过多的问题。已加入欧盟的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在反腐败和打击有组织犯罪上

尚不能让欧盟满意，其他东南欧国家的腐败和有组织犯罪仍相当严重。
3. 国有企业的改造。虽然中东欧国家在产权制度变革取得了巨大成就，私有经济已在经

济中占主导地位，但是国有企业改造的任务尚未完成。波兰重工业、矿业、造船、能源、石化和

保险部门仍面临私有化的任务。斯洛文尼亚银行、保险、电讯、铝业和钢铁部门的私有化仍面

临阻力。罗马尼亚政府持有多数股的 26 家国有企业还处在私有化的不同阶段。匈牙利国有

企业已为数不多，政府不排除未来出售的可能性，但必须符合严格的条件。
4. 金融改革的深化。对于目前中东欧危机的原因有不同的解读。有学者认为中东欧的

危机类似于 1997 ～ 1998 年的东亚危机，根本的问题是在固定汇率的诱惑下短期银行信贷的过

度流动，这导致了私人外债的剧增( Aslund，2009 ) 。但实行浮动汇率的国家也遭到了严重冲

击。中东欧的问题并不在于金融业的过度开放，而在于金融业开放后外币贷款的非理性扩展，

忽视了汇率变动的风险。中东欧国家需要在金融业开放的过程中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系

统的潜在风险。中东欧国家需要促进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特别是要引进创新性的金融产

品，使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的资产组合多元化。
5. 社会领域的改革。中东欧的经济转型具有社会后果。中东欧国家在转型后出现了收

入差距扩大的问题。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到 2000 年代初中东欧国家的基尼系数在 0.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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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37 之间，而转型之前在 0. 19 ～ 0. 24 之间。2007 年在社会转移后有陷入贫困风险的人口占

总人口的比率，保加利亚为 14%，捷克为 10%，匈牙利为 16%，波兰为 19%，罗马尼亚为 19%，

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均为 12%。因此，中东欧国家需要高度重视社会领域的改革，关注经

济转型对人的影响。在未竟社会领域改革中，中东欧国家需要进行养老体制、医疗体制、教育

体制的改革。由于人口老龄化和不利的人口趋势，中东欧国家现有养老体系的可持续性成为

了问题。斯洛文尼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需要进行养老体制的进一步改革。中东欧

欧盟新成员国医疗支出低于欧盟平均水平，斯洛伐克医疗支出有所下降，波兰和斯洛文尼亚保

持着七年前的水平。医生和护士收入低微不仅导致人才流失，而且直接影响到医疗质量的提

高。中东欧国家需要进行医疗改革。医疗改革可能包括增加私营医疗机构的作用，与国有医

疗机构公平竞争; 改革拨款体制，确定国家医疗保险覆盖的医疗服务范围，引进自愿的私人医

疗保险; 重新确定医疗服务的价格; 使患者付费合法化。教育体制的改革也刻不容缓。中东欧

国家对教育投入不足以及教师社会地位的下降直接影响到教育的质量。教育的产出不符合劳

动力市场的需要。中东欧国家需要进行教育体制改革，以提高教育的质量。此外，中东欧国家

需要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鼓励终身教育，将劳动力政策的重点从直接创造就业机会转向

支持就业和就业再培训，减少结构性失业。
目前的危机事实上对“改革疲乏症”敲响了警钟，迫使中东欧国家深化改革。达博罗夫斯

基强调“必须回到在经济繁荣时期被忘却的结构和制度改革”( Dabrowski，2009) 。匈牙利经济

学家拉什罗·乔鲍在转型 20 年提出的下列问题更是值得进行深入思索: 如何实现体制变革?

如何衡量转型的成功? 如何使转型持续? 如何使转型欧洲化? 如何在转型中利用全球化? 转

型是否已结束? ( Csaba，2009) 有经济学家认为，危机表明目前的基于外资银行作为中介引进

储蓄所刺激的快速的金融深化的发展模式已丧失信用。中东欧国家需要新的发展模式，减少

对金融深化的依赖，重视生产率的增长、采纳欧元、向移民开放边界和进一步的欧盟一体化等

因素( Piatkowski，2009) 。塞尔维亚中央银行行长耶拉希奇强调，中东欧国家需要新的增长模

式，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所称的“早熟的福利国家”。许多国家扩大支

出，特别是社会领域的支出，大大超出了其支付能力( Jelasic，2009 ) 。中东欧国家需要对过去

20 多年的转型进行反思，需要进行持续的制度改革，以为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和赶超西欧发

达国家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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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

Tianpi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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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economic transition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and
points o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conomic transition in the region． On this basis，the paper analyzes achievements of
the economic transition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emphasizing the significant progress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
pean countries have made in establishing a market economic system and achiev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lso considers the impact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o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and the many chal-
lenges they now face in various areas，especially the need to promote social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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