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库新说    Think Tank    

文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王琰

中国在全球化的大潮中时，没有掉入西方“新自由主义”的陷阱，而是

找到了监管与自由化的契合点。这使中国“结合了微观经济的企业精神

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并且比任何国家都结合得更好”

设计波兰转轨
专访经济学家、波兰前副总理科勒德克

上午 10 点炫目的阳光，让北京国贸

酒店的一楼大厅显得有些光线不

足。但记者还是一眼就看到了坐在皮质

沙发上的格泽高滋 · 科勒德克（Grzegorz 
W. Kolodko）。或许是由于喜爱周游世界、

酷爱长跑和坚持素食，这位波兰前副总

理看上去精神不错。

科勒德克是个名副其实的“工作机

器”。至今，他已编著了40 余本书和超

过 400 篇科学论文。除了是一位成果颇

丰的经济学家，他还是波兰经济改革的

总设计师——1994 年至 1997 年，2005
年至 2008 年，他两度临危受命，担任波

兰主管财政的副总理。在此期间，科勒

德克不仅挽救了通胀高居不下的波兰经

济，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还协助

波兰加入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和欧盟。

科勒德克此次来北京，除了参加全

球智库峰会，也将敲定自己的新书在中

国发行的事宜。有趣的是，该书的英文

版书名《真相，错误与谎言：动荡世界

的政治与经济》，与中文书名《多变的世

界：我们通向美好世界的漫漫征程》，描

绘的似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图景。

一波三折的转轨
研究东欧的学者金雁曾评价“波兰

是前苏联、东欧国家‘剧变’中的领头羊，

也是剧变后迄今为止经济发展状况最好

的一个国家。同时，也是剧变后政局最

为‘波动’的一国。”

对波兰国内形势的几次反复，科勒

德克比其他人更清楚。他告诉《财经国

家周刊》记者，“波兰的成功是相对的。

和另外一部分经济体相比，我们确实成

功地将经济转变成了市场体系，也少犯

了不少错误。”

他也客观地指出，这种成功并不是

一帆风顺的，“波兰的情况是下降，上升，

再下降，再上升。并不是如你所提到的

那样一直都有活力，像中国的近 30 年和

印度的近 20 年的经济发展那样。”

自 1989 年以来的这 20 多年，波兰

经历过 5~6 个特殊的时期。

第一个是 1989 年至 1993 年——这

是波兰采取财政货币双紧缩的办法来治

理通货膨胀的时期。好似对原本就紊乱

的波兰经济下了一剂猛药，反而使投资

下降，企业资金短缺，整个经济出现滑

坡。科勒德克极度反对这类措施，将其

称为“休克不治疗”阶段。他说，“那期

间有太多的‘休克’，以及过多的错误，

并且我们有非常严重的收缩，损失了大

约 20% 的 GDP。”
在随后的 1994 年到 1997 年，科勒

德克就任副总理，策划并实施了“波兰

战略”。这套战略以保持高速经济发展为

目标，并全面推进各项制度建设。整个

经济学家、波兰前副总理科勒德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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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的内容涉及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

包括农村改革、国企改造、加大教育与

科学投资、鼓励国内储蓄、挖掘银行贷

款系统潜力和发展金融市场、重新定义

政府职能、强调社会公平和公平的收入

分配等。宏观政策与体制改革的共同推

进收效显著。在实施这套计划的 4 年后，

波兰 GDP 增长了 28%，通胀稳定在全球

平均水平，失业率下降了三分之一。在此

期间，波兰还加入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并由于其迅猛的涨势，被称为

“欧洲之虎”。

但科勒德克的改革，得罪了不少利

益集团，他所在的社民党 4 年后也被右

派所替代。“再一次，过多的新自由主义，

也就是我所称的‘不自由’政策，冷却

甚至断送了经济。”这一阶段，由于单方

面使用严厉的紧缩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波兰经济的增速开始放缓。“在 2001 年

第四季度，GDP 增长率为 0.2%，一切都

停滞了，没有增长。”科勒德克对右派的

经济政策颇有微词。

这种情况，在 2002 年到 2005 年间

有所好转，那正是科勒德克的第二次上

任。他发动了公共财政改革，包括限制

国家预算，指出收支系统与现金流管理

中的必要改动，同时通过提高资源利用

率减少了公共财政支出，并直接带动经

济增长。在 2004 年的第一个季度，波兰

的 GDP 增长率再次达到 7%。

这期间，欧盟成员国的身份，也从

外部推动了波兰的经济增长。“我计算，

那期间我们大约有 1.5% 的经济增长归

功于加入欧盟。而现在，是第六个时期，

随着全球经济危机，我们的经济再次放

缓。我们没有进入经济衰退，我们是整

个东欧地区唯一没有陷入衰退的国家。”

波兰经验
“我想现在可能我们从中国学到的，

比中国从波兰学到的要更多。”科勒德克

说。尽管如此，他还是给记者分析了几

点波兰经验。

第一点是公共财政系统的分权式改

革。科勒德克说，“也就是让地方政府能

够得到钱，并承担相应责任。”这牵涉到

资源在基础设施、人力、环境、教育与

文化之间的分配，也影响宏观经济政策

和中央政府。“这是我们在波兰相当成功

的地方，并且现在的中央政府少有异议。”

科勒德克说，“分配财政的权力被转移到

离群众更近，离地方政府和当地社区更

近的地方。”

第二点，是中小企业的发展。“我们

的相对经济成功主要源于中小企业，而

不是享受高津贴的大集团的扩张，或者

富有的跨国公司。”科勒德克说，“波兰

的经济得益于这些中小企业，他们拥有

企业家精神，一点点从下面成长起来。”

目前波兰有 200 多万家雇员在 250人以

下的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 99%，创

造了超过 60% 的就业机会和 48% 的

GDP。波兰的经济已由国有经济占主导

地位转变为由中小企业占主导地位。

第三点是公私合伙制。通过鼓励非

公资本进入市政公用事业的建设、运营

和管理，一些原来由公共部门承担的工

作就可以转移到私人部门，但仍由公共

部门承担着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责任。

波兰于 2007 年通过《公私合伙法》，提

高了基础设施建设中的私人投资比例，

以此盘活私人资产，也同时缓解了政府

的财政压力。

同时，科勒德克也道出在波兰推动

改革的一些特别感受：“经常的，一些务

实的、理性的、基于常识的政策，却很

难获得支持，因为你在议会中没有获得

大多数人的认同。”

科勒德克说，当他第一次以经济学

家的身份进入政府的时候，曾经很得意：

“他们需要我的知识，因为我知道事情如

何运转，我将根据我的知识来制定政策。

85% 的时间我将会像个经济学家一样思

考，15% 我可能会和反对派斗争。但实

际上大错特错，正相反。95% 的时间都

用来斗争，5% 的时候你才能扮演一个经

济学家。”

看中国的下一步
从科勒德克的新书和往日的演讲中，

可以读出他对中国的赞许态度。科勒德

克认为，中国在实行渐进式改革方面，

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中国在全球化的大

潮中时，没有掉入西方“新自由主义”的

陷阱，而是找到了监管与自由化的契合

点。这使中国“结合了微观经济的企业

精神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并且比任何

国家都结合得更好。”

科勒德克对中国的信心也体现在其

新书的预测中：“下一个十年，中国的崛

起（不仅是从人口和经济角度看）将成为

主要特征。中国将利用资金储备开始立

足世界上最富裕国家的零售业和金融业。

这得益于中国有着明智的发展策略，而

且已经思考了40 年，而非 4 年。”

对于目前困扰中国经济的通胀问题，

科勒德克认为，中国的通胀是由两个原

因叠加形成的：一是成本推动，二是需

求拉动。对成本推动的通胀，主要是由

于能源的价格上涨，生产成本上涨所致，

“我们不得不按照商品的价格付费，虽然

现在他们更贵了。”他说，对于这一类的

通胀，政府的政策效果是有限的。而需

求拉动的通胀，则是由中国过热的经济

所导致，与过多的建设和过易取得的信

贷有关。

科勒德克认为，应当谨慎使用收紧

信贷的货币政策。因为收紧信贷可能进

一步提高利率，使包括消费和投资的商

业信用的扩张减速。

但科勒德克表示，“我还是持积极看

法，认为中国可能不会出现硬着陆。”曾

经访问过中国内地不少省区市的科勒德

克，对收入分配问题有着更多的忧虑，

“这已经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效

率的问题。过多的不平等，会反过来阻

碍经济增长和效率。因为政府需要将大

量的注意力放在收入分配，而不是提高

技术或者国际竞争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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