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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现代经济发展史上，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和经济赶超问题一直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现代
化经济追赶的基本经验和教训也有着巨大的理论研究价值。
如何理解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转轨？
一个有价值的视角就是把它放在历史的手术台上解剖，放在现实比较的天平上衡量。
　　自彼得大帝以来，俄罗斯历时近300年，一直追寻着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经济现代化追赶梦想，并为
此不断修正和调整着国家的制度结构框架。
以农奴制为主要特征的俄罗斯传统社会不能满足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需要，为此，俄罗斯沙皇时代
推行了两次重大的农奴制和农村土地改革，即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和1906年的斯托雷平土地改革。
这是俄罗斯试图通过解放农奴，建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来推动工业化的伟大尝试。
①在经济体制方面，沙皇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有效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制度当属“维特体制”。
维特体制是对谢尔盖·尤里耶维奇·维特1892年任沙皇政府交通和财政大臣后推行的“1893年工商业
发展纲要”的概括性说法。
这一发展纲要提出了加速工业化的战略，即以国家干预为主导，以财政稳定为杠杆，实行货币改革，
建立金本位制，以保护关税、吸引外资、征收重税等为手段，以缩小与西欧国家间的经济技术差距为
目标的经济追赶战略。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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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研究的是一个后转轨时期的俄罗斯国家发展问题。
    作者将俄罗斯的历史置于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来考察，将俄罗斯追赶型发展的历史划分为工业化和后
工业化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根据不同阶段的发展绩效和制度特点，对俄罗斯经济追赶和制度变迁的
历史发展轨迹进行了一个素描式的勾勒，总结俄罗斯追赶型发展的规律性因素。
在此基础上，作者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制度因素进行了梳理，归纳为制度存续的秩序保证
、效率基础和伦理支撑三个内容，把社会经济发展的诸多因素统一在一个制度框架内进行分析。
    作者指出，俄罗斯的经济追赶历程就是一个作为“共有信念”的整体性制度安排的兴起、繁荣和衰
落的过程。
作为已经实现工业化的俄罗斯来说，追赶型发展的基本物质基础不是问题，重要的是构建一个有效率
和可持续的制度框架，这是决定普京时期和后普京时期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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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俄罗斯经济追赶与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是本课题的目的所在。
在对转轨条件下的俄罗斯追赶型发展问题进行研究时，尽管需要借助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工具，但其
中的许多概念和原理对于理解和解决转轨国家的问题并不十分中肯和适用，毕竟这些理论的产生和发
展是根植于成熟的西方市场经济环境条件下发展起来并为之服务的。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价值、社会政治、历史背景和其他管理制度，都是作为既定的分析前
提，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实际是一个资源配置的最优化过程。
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利用计划经济体制实现了工业化的大国，有必要综合利用多种理论工具来分析和
解决问题。
　　因此，就研究立场而论，我们应赞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观点；就研究方法而言，新古典
分析和新制度主义分析，都是可以借鉴和包容吸收的。
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这种方法是分析转轨经济问题的市场制度建立问题的重要工具。
在社会经济结构转型中，各种经济行为主体（包括个人、民间团体和政府）的行为方式和相互之间的
利益关系，对于新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至关重要，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正是比较制度分析的主要领
域。
至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增长要素分析，早就是一种研究资源配置问题的有效工具。
　　为此，作者在分析了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脉络后发现，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解释力很强，但是，在
分析整体性制度安排时，尤其是制度关联（替代和互补关系）时，由于诺思的分析框架是建立在新古
典的供求分析框架下，缺乏有效的分析工具，只能在主观上给出一个猜想性质的结论，分析过程却语
焉不详。
而青木昌彦的比较制度分析框架对制度关联的分析则更有效和更具有解释力，就其对新制度经济学分
析框架中的个体、静态、最大化理性分析所进行的超越而言，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但是，忽视人类行为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主动性、创造性和有为性，没有触及制度变迁中不同社会阶
层与集团的利益冲突和权力结构等核心问题，这也是青木昌彦理论的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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