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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 进 与 渐 进
———对波兰与匈牙利转型的重新审视

孔 田 平
( 中国社会科学院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北京 100007)

摘 要:中东欧转型至今已逾 20 年。昔日备受抨击的休克疗法典型的波兰成为了欧盟国家中的经济亮
点，而往日的改革明星匈牙利黯然失色，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不得不接受国际组织的救助。在转型的竞赛
中，匈牙利的日渐落伍和波兰的后来居上为我们审视休克疗法与渐进改革的优缺点提供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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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0 年起，中东欧成为了经济转型的试验

场。波兰是休克疗法的典型，而匈牙利为渐进改

革的范例。转型之初，匈牙利主管财经事务的高

官一度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会议上高调谈论匈

牙利渐进主义的经验，匈牙利作为中东欧转型的

优等生备受赞誉。然而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昔日

备受抨击的休克疗法的典型波兰成为了欧盟国家

中的经济亮点，而往日的改革明星匈牙利黯然失

色，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不得不接受国际组织

的救助。波兰和匈牙利的反差为我们审视休克疗

法与渐进改革的优缺点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激进与渐进: 波兰和匈牙利殊途同归

休克疗法，是经济体制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

场经济过渡的激进方式。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认

为，中东欧国家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

应当采取果敢而迅速的行动，实行一步到位的激

进的转型战略。波兰等大多数中东欧国家在转型

中实行了休克疗法。渐进改革则是一种较为稳健

的过渡方式，在中东欧国家中以匈牙利最为典型。
波兰和匈牙利的经济转型都涉及稳定化、自

由化、私有化和制度改革; 差异则主要体现在经济

改革的顺序性以及经济改革的力度，具体来说有

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宏观经济政策紧缩力度的不同。波、匈

在经济转型初期为了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都实

行了紧缩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试图通过减少补贴、
削减开支、提高利率、抑制需求、取消税收优惠等

措施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相比之下，波兰的紧

缩政策更为严厉，匈牙利在紧缩政策的运用上有

一定的回旋余地，较为灵活。这种差别或许反映

了波、匈经济转型前不同的宏观经济状况。两国

都存在宏观经济的不平衡，但匈牙利从未出现波

兰那样的恶性通货膨胀。
第二，价格自由化和外贸自由化的步骤不同。

波兰于 1990 年 1 月 1 日一步到位，全面放开了

90%的商品的价格，解除了进口的数量限制，实行

了 20% 的统一关税( 除对奢侈品加征附加税和对

一些商品免税外) ，同时取消了出口的大部分数

量限制，降低了出口税收; 贸易自由化将竞争引入

了经济之中，被视为是行之有效的反垄断政策。
匈牙利则逐步实行价格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 自

1988 年开始放开价格，到 1990 年已有 80% 的商

品价格放开，到 1992 年 90% 的商品价格已放开;

1990 年匈牙利 78% 的进口已放开，1991 年 90%
的进口不受任何限制，1992 年完全放开进口。

第三，实行货币可兑换性的步骤不同。波兰

货币兹罗提 1990 年大幅度贬值，使官方汇率接近

于平行市场汇率，外汇黑市交易完全消失，实现了

·641·



兹罗提的国内可兑换性。匈牙利则是逐步将其货

币福林贬值，使之具有可兑换性: 1989 年 1 美元

兑换 59． 07 福林，经过数次贬值，到 1993 年年底，

1 美元可兑换 85 福林; 官方汇率已接近于平行市

场汇率，福林成为了国内可兑换货币。
第四，私有化方式的差别。波兰国有企业私

有化以直接出售和无偿分配为主，而匈牙利在私

有化中明确拒绝了波兰、捷克以资产券方式无偿

分配国有资产的建议，以直接向匈牙利国内外的

出价者出售国有企业的方式来实行私有化。匈牙

利拒绝无偿分配国有资产是基于两个考虑: 一是

担心无偿分配会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二是政府

对于这种方式行政上的可能性抱有疑虑。
波兰与匈牙利在经济转型中均付出了代价，

主要表现为经济衰退与失业率的上升。波兰国内

生产总值 1990 年、1991 年分别下降了 11． 6%、
7%，而 1992 年则增长了 1%，从此走上了经济复

苏之路; 匈牙利国内生产总值 1990 年、1991 年、
1992 年和 1993 年分别下降了 4%、12%、5% 和

3%，1994 年才开始增长。波兰工业生产在 1990
年、1991 年两年间下降了 38%，1992 年则增长了

4% ; 匈牙利工业生产 1990 年、1991 年和 1992 年

分别下降了 9． 2%、18． 1% 和 9． 8%。波兰 1990
年、1991 年、1992 年和 1993 年的失业率分别为

6． 1%、11． 8%、14． 0% 和 16%，匈牙利同期的失

业率分别为 2． 5%、8． 0%、12． 3% 和 13%。此外

两国都面临预算赤字增加、企业间债务扩大等

问题。
虽然面临上述问题，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两国在经济转型上确实取得了重大进展，可以说

已经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两国的宏观经

济趋于稳定，通货膨胀得到遏制，尤其是波兰成功

控制了高达 2 000%的恶性通货膨胀; 经济自由化

进展顺利，价格自由化、外贸自由化都已按部就班

完成; 两国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取得进展，私营经济

发展迅速，到 1996 年波、匈私营经济占国内生产

总值的比重分别达到 60% 和 70% ; 波、匈两国建

立市场经济所需的基础制度已基本就位。从制度

改革的角度看，波兰与匈牙利实现了殊途同归。

二、渐进主义的代价: 匈牙利的案例

二十多年来，波兰成为了中东欧转型最成功

的国家之一。波兰摆脱了欧洲病夫的形象，实现

了经济的持续增长，成为了“中欧之鹰”。2009 年

在全球经济低迷的背景下，波兰成为了唯一实现

经济增长的欧盟国家。而匈牙利自 2006 年以来

危机不断，国家财政濒临破产，2008 年不得不寻

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由于经济状况没有

根本改观，2011 年，匈牙利再次向国际组织求助。
匈牙利并没有像波兰等国一样实行休克疗

法，而采取了渐进的改革方式。以渐进的方式实

现经济转型曾被认为有助于减少转型带来的社会

阵痛，降低转型的社会代价。从匈牙利的案例看，

渐进主义或许短期内降低了社会代价，但从长期

看则增加了社会代价; 渐进改革未能清除匈牙利

原有经济体系中的三个弊端。
一是影子经济。1968 年匈牙利实行新经济

机制后，匈牙利的非正式经济得到发展，影子经济

成为了重要的经济力量。在 1990 年之后的私有

化进程中，影子经济利用其信息优势，占尽先机，

从私有化进程中获益匪浅。匈牙利的转型与波

兰、捷克、斯洛伐克的不同之处在于影子经济更加

强大，主导影子经济的人可以通过腐败改变私有

化进程的方向，利用私有化为自己谋利。影子经

济直接造成了国家税收的流失。
二是国家福利。在转型进程中，社会主义时

期形成的国家福利制度并未解体，而是纳入了新

的市场经济之中。在 1998—2002 年青民盟执政

期间，国家福利扩大到了居住在境外的匈牙利族:

只要他们持有匈牙利护照，就可进入匈牙利就业，

并享受医疗待遇。2002 年和 2006 年，社会党两

度上台执政，以社会民主的方式治国，提高税收，

扩大开支，公共开支超出了国家的国力。社会党

领导人久尔恰尼在 2002 年大选中许诺提高公务

员工资 50%，为退休者增加第 13 个月的工资，并

在赢得大选后兑现了承诺。2006 年社会党再次

执政之后，久尔恰尼发现上述政策难以持续，于是

召集有执政党议会党团和专家参加的闭门会议，

讨论对策。他对经济现状的忧虑未获得与会者的

理解，导致其在会议上情绪失控，称他和社会党

“在过 去 的 18 个 月 以 至 两 年 的 时 间 内 都 在 撒

谎”。2006 年 9 月久尔恰尼讲话录音被曝光，在

匈牙利政坛引起轩然大波，并引发了大规模的抗

议活动。2006 年匈牙利财政赤字占到了国内生

产总值的 9． 3%，面对公共财政出现的问题，久尔

恰尼政府不得不实行紧缩政策。2008 年 3 月 9
日，匈牙利就政府有争议的改革措施如医院收取

挂号费和住院费以及大学收取学费等问题举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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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公决，结果遭到否决。2008 年 9 月后，受国际

金融危机的影响，匈牙利成为了第一个被危机击

垮的中东欧国家，不得不寻求国际救助。
三是大举借债消费。匈牙利自 20 世纪 70 年

代起大举借债，到 1989 年外债占到了国内生产总

值的 90%。苏东剧变后，匈牙利借债的传统得到

保留。与社会主义时期不同的是，借债的主体不

仅有国家，还有企业和家庭。2008 年第二季度，

国家和企业的外债达到 899 亿欧元，约相当于国

内生产总值的 93． 8%。匈牙利 30% 的公共债务

和 60%的公司和个人贷款为外币贷款，主要外币

为欧元和瑞士法郎。波兰、捷克和斯洛伐克主要

利用贷款促进出口，提高经济的竞争力，而匈牙利

的贷款则主要用于消费。外币贷款的扩张增加了

经济风险，一旦本币大幅度贬值，偿债成本将大幅

度增加。从 2008 年莱曼兄弟公司破产到 2011 年

8 月 19 日，瑞士法郎相对于匈牙利福林升值了

66%，匈牙利家庭偿还瑞士法郎的债务成本增长

超过了 50%，导致许多家庭无力偿还。
匈牙利政治家不负责任地诉诸民粹主义，大

肆增加公共支出，将国家推向了财政破产的边缘。
转型进程中对社会福利的需求大幅度增加，养老

体系和社会救助使得福利国家膨胀，增加了政府

融资的债务压力。匈牙利对就业的高税收迫使部

分经济活动转入地下，据估计，非正式经济占匈牙

利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 10% ～ 30% 之间，导致

了国家税收的严重流失。上述因素最终导致匈牙

利经济陷入了持续的危机之中。

三、休克疗法的成功: 波兰的案例

与匈牙利形成对照的是，波兰成功利用“机

会之窗”，进行了彻底的改革，这是波兰经济成功

的奥秘之一。波兰的经济转型之父巴尔采罗维奇

认为，1989 年的变革促成了波兰的非常政治时

期，使得新上台的执政力量能够进行非常果敢的

改革; 这种机遇稍纵即逝，如果政治家不抓住机

会，就可能贻误改革的时机; 所以成功的转型需要

利用好这种“机会之窗”，进行痛苦但必要的改

革。1990 年 1 月 1 日，巴尔采罗维奇计划正式实

行。政府实行了限制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试图

通过减少补贴、削减开支、提高利率、抑制需求和

取消税收优惠等措施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 一步

到位，放开了 90% 商品的价格，解除了进口的数

量限制，实行了 20% 的统一关税( 除对奢侈品加

征附加税和对一些商品免税外) ，同时取消了出

口的大部分数量限制，降低了出口税收; 兹罗提大

幅度贬值，使官方汇率接近于平行市场的汇率; 国

有企业实行了私有化。1990—1991 年曾被科沃

德克教授称为只有“休克”没有“治疗”的时期。
事实上，休克疗法实行的时期恰恰是波兰奠定市

场经济基础的时期。
波兰通过激进的改革，根本改变了产权结构和

经济结构。波兰在国有企业私有化问题上虽然面

临各种阻力，但是由于私有化有严格的法律规范，

私有化从总体上看是以透明公平的方式进行的。
如担任过两年私有化部长的莱瓦多夫斯基曾面临

63 项诉讼，最后被判无罪。2001 年的一项调查表

明，50% ～ 70% 的波兰人将私有化理解为财富掠

夺、偷窃和贱卖国有资产。而另一方面，70% 的波

兰人认为私有制是最有效的管理形式。这反映了

私有化问题上社会心理的矛盾。在产业结构方面，

社会主义时期波兰重视重工业如采矿、冶金、机器

制造、造船和军工; 经济转型后这些传统产业日渐

式微，目前波兰主要产业为石化、航空制造、火车与

汽车制造、通讯和信息技术、电子产品、家用电器、
食品生产、纺织品、化妆品、陶器、家具等。

转型二十多年来，波兰左翼和右翼政党多次

分别执政，但是均致力于市场改革，建立市场经济

作为重要的改革共识未曾动摇过。由于实行激进

的改革，波兰对经济体制进行了除旧布新，摆脱了

旧体制的影响。此外，波兰除卡钦斯基兄弟短暂

主政时期外，政治家并未诉诸民粹主义，为取悦选

民增加公共开支; 推动波兰转型的产业工人并未

不切实际地争取福利的增加，为波兰的经济转型

做出了独特的牺牲; 波兰宪法对公共债务的限制

性规定对政府的财政政策形成了制约，政府不可

能无节制地增加开支。因之，类似匈牙利那样的

危机没有出现在波兰。

总之，从波兰和匈牙利的情况看，无论是实行

休克疗法还是渐进改革，都可在制度改革层次上

取得进展，达成建立市场经济的目标。然而，从转

型的社会代价看，渐进改革的代价未必小于激进

改革，特别是渐进改革可能会因延缓必要的改革，

长期保持旧体制的因素，最终付出高昂的代价。
在转型的竞赛中匈牙利的日渐落伍和波兰的后来

居上，其背后的原因值得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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