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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介绍苏东诸国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随着苏联社会结构的大变化，世界格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市场自发调节的共识成为了一种改革方略的主体，变幻着各种非市场化国家的内部结构。
非市场化的社会形态已成了落后的典型标志，人们纷忙急于脱去这个影响自身形象的外衣，罩上有些
市场化标志的东西，不管是一件长袍，还是一顶毡帽，总之必要挂上点什么，以显时尚。

　　东欧与中国经济社会大有不同，其变革途径也许并不适合中国，但东欧诸国在变革之中经历的社
会再造、政府改革、重塑公平等种种难题，也将是中国将来要面对的挑战。
本书在对中国与东欧改革前经济与社会的不同模式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重新比较和解释了中国与
东欧改革的不同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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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金雁，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苏联－俄罗斯、东欧问题研究专家。
曾任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院苏联东欧处处长、俄罗斯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现任中国苏联东欧史
研究会秘书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所特邀研究员。

　　秦晖，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是当代中国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他是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客座研究员，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中国农民
史研究会理事，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特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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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又十年后回头看《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修订再版序
绪论关于社会经济转轨国际比较的若干问题
上篇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
第一章“工会掌权”以后：波兰经济转轨述评
一、从“休克疗法”第一案例到“维谢格拉德模式”
二、从ESOP到MEBOs：“后私有化”的资产重组与治理结构重组
三、高速增长与波折：波兰转轨的经验与教训
四、产权改革与工人参与：波兰特大国企克拉科夫钢铁联合企业改造的案例分析
第二章“捷克奇迹”与“捷克陷阱”
一、起点平等的产权改革模式
二、持续五年的“新布拉格之春”
三、“投资基金病”：捷克的困境及其出路
四、捷克实践的经验与教训
第三章 渐进？
激进？
——论匈牙利选择
一、从右派的“保守疗法”到左派的“休克补课”
二、“右派凯恩斯”反对“左派货币主义”？

第四章 俄罗斯：告别叶利钦时代
一、坎坷十年：俄罗斯转轨进程
二、“分”之罪？
——俄罗斯大众私有化评析
第五章 转轨前体制的“可放弃性”问题：中东欧与中国的比较研究
下篇没有运动的理论与没有理论的运动：十年来的东欧左派
第六章 没有运动的理论：东欧的新社会主义思潮
导言
一、东欧“左派”的概念
二、东欧的新社会主义思潮
三、东欧左派运动的三个阶段
第七章 没有理论的运动：东欧“左派复兴”与社会民主主义
一、东欧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趋同倾向
二、东欧“左派复兴”的逻辑意义及其结果
三、俄国左派运动评析
第八章 民主政治中的左翼诸派系
一、东欧新旧社会党的关系
二、东欧左派内部的派系斗争
第九章 “红色三翼”：东欧左派走进二十一世纪
一、“现代左派”稳步前进
二、“传统左派”并未消亡
三、“另类左派”荷角初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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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其实东欧与中国两边各自内在的差异都非常大。
像东欧两个历史与地域都很接近的国家，同出自苏联的爱沙尼亚和白俄罗斯就几乎是两个极端：爱沙
尼亚&ldquo;激进&rdquo;得几乎把所有的资产都卖给了跨国公司，而白俄罗斯岂止&ldquo;渐进&rdquo;
，简直就是不进，根本就没什么改革，比我们的南街村还南街村。
中国也是，温州几乎全部是私有制，而河南却有南街村这样保持&ldquo;一大二公&rdquo;的地方。
但是中国经济无论温州还是河南改革以来虽各有千秋，总的来说还都在增长。
而那边的各国无论爱沙尼亚还是白俄罗斯都出现过长短不等的经济滑坡。
显然这根本不是激进或渐进的问题。
　　实际上，中国和东欧相比较，真正的重大区别有三点：　　第一，西方学者往往认为中国和东欧
改革前都是计划经济，但改革的方向不同，不是&ldquo;姓社姓资&rdquo;，也是&ldquo;凯恩斯与新自
由&rdquo;。
然而实际上这两者的方向差异主要是政治性的，经济上谁更&ldquo;市场化&rdquo;倒很难说。
两者其实与其说是&ldquo;走向&hellip;&hellip;&rdquo;的不同，不如说是&ldquo;走
出&hellip;&hellip;&rdquo;的不同。
所谓&ldquo;鞍钢宪法&rdquo;和&ldquo;马钢宪法&rdquo;之别倒是象征性地看到了一点，实际上，苏联
东欧在历史上搞的是现代工业文明扩张&ldquo;科学主义&rdquo;的一套理性计划经济体制。
而中国搞的是一种不把&ldquo;计划&rdquo;当回事的、&ldquo;大轰大嗡&rdquo;的命令经济，&ldquo;
文革&rdquo;时期尤其如此。
打破理性计划经济体制，势必要破坏计划平衡，但市场平衡又无法很快建立，就造成混乱，这个代价
无论渐进激进都难免。
但在中国，改革开始就是从无平衡的混乱中走出来，不仅市场平衡可以增加效益，引进理性计划平衡
也可以增加效益。
邓小平说改革最初就叫&ldquo;整顿&rdquo;，&ldquo;整顿&rdquo;并非走向市场，而是回复&ldquo;修
正主义&rdquo;。
其实就是放弃了大轰大嗡，搞了点苏式计划；放弃了点&ldquo;鞍钢宪法&rdquo;，搞了点&ldquo;马钢
宪法&rdquo;。
经济马上就有改善。
而在本来就是计划均衡的东欧，当然没法搞这种招数。
而他们那种&ldquo;科学&rdquo;的计划，一放弃就乱套了。
换言之，越是&ldquo;科学的&rdquo;计划，改革前比大轰大嗡的胡闹效益越好。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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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十年前，著名学者金雁、秦晖以通俗而严谨的转轨经济学表述，为我们展现了苏东剧变之后东柏
林以东地区的欧洲在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的画卷。
他们以经济学者特有的分析指标工具和思想家的开放视角，为东欧转轨的历史、经济及政治研究注入
了一种务实的风格。
又是十年过去。
这些国家在经济普遍走向复苏，且部分加入了欧盟之后，已经从转轨变成了对&ldquo;自我欧洲身
份&rdquo;的努力确认。
《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修订版）》表面上是探讨东欧经济改革的，实际
上是为中国的经济改革、社会进步提供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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