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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发达经济体陷入全面衰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保持相对强劲的增
长势头，成为世界经济稳定的重要来源。
2009年10月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指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将先于欧
美等发达国家走出危机、实现复苏。
　　但是，我们也要清楚地看到，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比如，对外部市场的高度依赖和内需不足的矛盾，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如何在后危机时代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对新兴经济，对全球经济，都有重要意义。
　　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的矛盾进一步突显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应当说是长期
而深刻的。
它不仅对我国实体经济带来了冲击，更重要的是它充分暴露出了我国发展方式中长期存在的一些矛盾
。
　　（一）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的矛盾　　我们喊了许多年的垄断行业改革，过去
几年也有一定的进展，但一些行业在应对危机中出现明显的“国进民退”趋势，民营经济发展受到更
大的冲击。
再比如，高能耗经济和高碳经济赖以生存的最根本的体制基础，就是资源要素的行政控制和价格扭曲
。
　　（二）社会公共需求转型与公共产品供给短缺的矛盾　　我国已开始从私人产品短缺时代进入公
共产品短缺时代，但相应的社会体制改革还不适应这个时代变化的趋势。
公共产品短缺成为阻碍扩大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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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改革要情参阅》直面社会发展转型和改革所面临的挑战与危机，提供全面、实用的国内外政治、经
济资讯，挖掘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探讨改革过程中隐藏或者可能爆发的种种重大问题。
    《改革要情参阅》关注改革热点与难点，汇集各阶层对改革的诉求，借鉴海外启示，梳理改革经验
，探讨改革路径，讲真话、切时弊、出对策、为各级决策者和产官学媒搭建起信息交流以及探索和推
动改革的平台。
　　《改革要情参阅》以中央权威研究机构和宏观决策部门的一流专家学者、高级智囊和政府官员为
作者群，这也是决定了其内容的权威性、科学性和广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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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伊朗“帝国民主"的结局　　雷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1978年，中东石油大国伊朗在
巴列维国王领导下进行的“白色革命”进入第15个年头时，却极其出人意料地被“黑色风暴”——原
教旨主义的“伊斯兰”革命所推翻。
在这15年里，伊朗在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上突飞猛进，取得了令人炫目的成就，但民众人心向背却
发生了从支持改革到反对改革的根本性变化。
伊朗人为古波斯人的后裔，公元7世纪时，伊斯兰教成为伊朗“国教”，伊朗成为政教合一的国家。
在漫长的历史中，伊朗逐渐衰败。
1941年，年仅22岁的巴列维国王继位。
经过20余年的历练后，他于1963年开始了雄心勃勃的“白色革命”，想借此使伊朗在2000年成为“世
界第五工业强国”。
　　这个一揽子的现代化、世俗化的方案，一开始就遇到以威望极高的霍梅尼为领袖的什叶教派的激
烈反对。
1963年初夏，双方在德黑兰街头发生流血冲突。
结果，冲突以获得多数民众支持的政府动用军队对教会力量的镇压而告结束，霍梅尼被迫流亡国外。
　　巴列维国王在《白色革命》一书中对这一“革命”作了详细的说明。
他声称：“我们需要进行一场深刻的、根本性的革命，一举结束一切与社会对立和导致不公正、压迫
和剥削的因素，消除一切妨碍前进、助长落后的反动势力，指出建设新社会行之有效的方法。
这些方法也要与伊朗人民的精神、道德、国家的自然气候、地理条件、其民族特点、民族精神和历史
传统相适应，并能尽快地使我们达到和赶上当代世界最先进社会前进步伐的目标。
”具体说来，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废除佃农制，把可耕地的1／4分给3万多农户，但这却严重侵犯
了教产；在城市，把一些工厂企业出售给合作社和个人，向发达国家大量派遣留学生，兴办大量现代
学校，培养了大批现代知识分子，对妇女的各种规条得到进一步放松。
不能否认，这些措施使伊朗经济和社会得到了迅速发展。
许多巨型现代化工厂魔术般地出现在原本荒凉的田野，德黑兰由一座肮脏破败的小城一变而为举世闻
名的繁华大都市，贫穷的伊朗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石油输出国而几乎成为财富的代名词，仅1974年就给
国外贷款上百亿美元，并在两年内购置了价值60亿美元的军事装备，人民的总体生活水平也有了明显
的提高，国力迅速增强⋯⋯然而，在这举世公认的成就之下却潜伏着深刻、巨大的社会危机。
　　经济的发展明显与社会发展脱节。
由于发展的不协调，尤其是官场腐败贪污盛行，甚至一些王室成员也同样贪污。
正是种种骇人听闻的贪污之风，造成了整个社会道德的颓败，民众逐渐对巴列维政权产生了强烈的离
心力。
　　经济的发展虽使人民生活有了总体提高，但由于种种原因却造成了惊人的两极分化，富者越来越
富，穷者越来越穷。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仅一般百姓不满，后来，国家遇到财政危机，政府为降低通货膨胀决定对新富
阶层进行诸如加强税收、制止投机等某些限制、要求他们略微“牺牲”少许利益时，他们居然也加入
到反对巴列维的行列中了。
　　由于注重工业而忽视了农业，造成了农村的停滞，使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寻找谋生之路。
曾任美国驻伊朗大使的沙利文在《出使伊朗》一书中写道：“他们来自保守的农村并受过严格的伊斯
兰传统教育。
他们来到西方化的现代城市，对违背他们的基本是非观念的事物看不惯。
他们的收入虽然比他们有生以来所能期望的还要高得多，但各种开支也使他们非常不满。
他们眼巴巴地望着为进行投机买卖建起来待价而沽的高楼大厦空着没人住，想起自己还住在德黑兰南
部的贫民区，十几个人一个房间。
他们看到政府官员和中产阶级乘坐有专职司机驾驶的奔驰牌轿车在城里来来往往，自己却因公共交通
工具严重不足而不得不拼命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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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失望和不满是大量的，而能使他们感到宽慰的事情又实在太少了。
他们当中许多人吸毒成瘾，许多人盲目地以流氓行为来发泄心中的怨恨。
”这些，使社会问题更加严重。
　　通常认为，只有民主宪政才能有效反贪倡廉，但巴列维国王却不认同这一点，甚至在流亡国外的
生命最后时刻，他仍不承认这一点。
他一再强调，对权力的制衡、宪政是西方的标准，在伊朗行不通。
因为，伊朗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特色，而且还是经济、社会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所以更不能
照搬发达国家的政治模式。
　　美国等西方国家是巴列维的盟友，但这些国家的政府对巴列维政权的专制统治又多有严厉批评，
要求他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西方新闻界对他的批评就更加强烈了。
面对种种批评，巴列维反驳说：“我是他们的同盟者，而他们却不顾我们的国情，仍然希望我实现西
方民主思想。
”“新闻界，尤其是美国的新闻界，经常是带有伊朗应该是什么样的成见，而不曾管它实际上是什么
样，更重要的是它将来会是什么样。
伊朗被突然从中世纪推到现代技术发达的世界，把这样一个国家与有着几百年民主传统和文明史的国
家相比就像拿苹果和橘子相比一样，简直无法比较。
”他坚持认为：“民主是一个历史进程，无论是从下层开始还是从上层开始，它都不能由法令强制实
行。
经验表明，从上层逐步学着实行，比下层的大动荡要有效得多。
”而且，“我认为每个国家都有权利和义务实现或者是恢复伟大的文明。
这就是为什么伊朗不能不保持其世代流传的和带有普遍性的传统”。
　　在自己的政权已被推翻、“自己的经验”已被证明错误时，仍强调“自己的经验”正确有效，真
乃莫大之讽刺。
　　面对愈演愈烈的贪污受贿之风，巴列维于1976年成立了“皇家调查委员会”，想以此监督贪官污
吏。
这种“自我监督”的机制自然收效甚微。
然而，他至死都认为“皇家调查委员会”是监督官员、反对腐败的最佳机制：“这是检查国家事务的
现代化服务机构。
在我看来，这种自我评价的办法比西方国家必须依靠‘忠诚的反对派”的办法更加可靠、更加公正。
反对派的批评很少以客观情况为依据。
”而“他们要求‘真正的议会民主’，实际上只不过是蛊惑人心的宣传，结果将是对民主的歪曲与讽
刺。
这种民主常见于威信扫地的多党制。
我所要的是增进我国实际利益的真正民主，但是，我的对手们对这个主张不感兴趣”。
他一直强调：“只有在君主立宪制的庇护下，伊朗各级生活才能广泛实行民主化。
”“因此，为了实现真正的帝国民主，就需要有一个君主从上边进行统一。
”他认为，伊朗此时仍要首先发展经济：“没有白色革命，民主在伊朗将只是一种幻想，建立在饥饿
、无知及物质和精神堕落基础上的民主只是一种讽刺，最终将成为民主最险恶的敌人。
”不过，在巴列维时期曾任伊朗驻联合国大使的费雷敦·胡韦达则认为未进行民主的政治改革是腐败
不止和政治反对派，得以发展的原因。
“在国家发展的那个阶段，国王的基本错误并不在于加快经济发展，而在于对政治自由的疏忽。
到1970～1972年，物质条件改善需要与民主齐头并进。
这里，国王犯了严重的判断错误，放过了一些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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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
党亡国。
谁不改革，谁就下台。
　　——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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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改革要情参阅（第3辑）》重大政策出台的台前幕后，中国改革进程中的重大问题。
　　中国崛起面临三大问题；　　“权力搅买卖”的寻租条件；　　“问责秀”破坏政府公信力；　
　官员“老板化”困扰中国政坛；　　“严格执法”成了敛财之道；　　在金融海啸中学会“游泳”
；　　高通胀是穷国动乱的温床；　　房价痛苦指数有多高；　　中国成奢侈品消费“新天堂”；　
　煽情传统文化是在害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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