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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改革到了哪一步？
（代序） 〉〉评价改革 慎重把握 殷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建
议” 报告发表后，引起的讨论和反思已经不限于医疗体制改革，甚至也涉及对其他一些领域的改革甚
至整个改革的评价。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您如何看待和判断这些讨论甚至争论？
 孙立平：确实，在最近一段时间，各种媒体上特别是网络上，有关改革评价的讨论越来越多。
实际上，这个讨论在2004年郎咸平引起的国有企业改革讨论中，就已经开始了。
国企改制、国有资产流失、大批国企职工失业下岗，使得对国企改革的讨论和反思已经不可避免。
这次医疗体制改革讨论，也是一个契机。
我们可以看到，讨论中问题提得也是相当尖锐的，比如有人责问到：在最近的几年中，除了医疗体制
外，还有哪一个部门的改革是成功的？
受到抨击最多的，无疑是医疗、住房、教育这三个与大多数人利益相关的改革。
而从目前来看，有些讨论已经触及到改革中的一些更深层的问题，比如，“20年的改革，谁分享其利
？
”如何看待改革的成本与阵痛？
改革成败的标准究竟是什么？
对改革需不需要进行反思甚至批评？
 但在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种担心，即这会不会导致对改革方向的否定？
甚至有人担心，现在是不是出现了一种否定改革的潮流？
应当说，这种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2004年国企改革的讨论中，郎咸平曾经提出国有企业的效率要高于民营企业效率的观点，而更多的
人则是从国企改革中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而另一方面是大批职工的失业下岗的现象中，产生了一种留
恋和怀念过去的旧体制的情绪。
这些观点和现象引起很多人的担忧。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医改报告，将医改的不成功归咎于其市场化的取向，特别
是报告对改革前医疗体制给予了相当的肯定，这更引起人们的敏感。
　　殷练：在思想理论界，近年一直存在着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立。
在对上述改革进行评价的时候，两者也有着相当对立的立场。
　　孙立平：我觉得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改革以及对改革态度的意识形态化问题。
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意识形态化的反映。
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工作之一，就是尽量去掉有关改革讨论中的意识形态化因素，将改革作为一个可以
进行理性反思和讨论的对象。
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务院研究中心的医改报告更重要的意义，是开始去除有关中国改革讨论的意识形
态迷雾，而开始对中国改革理性和负责任的反思。
　　这不是说意识形态层面的讨论是无意义的。
无论是在对改革的评论上还是在有关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上，自由主义和新左派都提供了许多有
益的见解，但也都造成了各自的问题。
在2004年国有企业改革讨论中，我们就可以发现，两者的僵硬对立，妨碍了对一些要害问题的准确判
断。
　　中国的改革已经有了27年的时间。
纯粹以时间的意义说，27年相当于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直到文革结束的时间。
27年改革最大的意义是使中国脱离了旧的体制，而逐步汇入世界主流文明，开始成为国际大家庭一个
正常的成员。
正因为如此，由中国、前苏联以及东欧等国家汇聚而成的这次转型过程，成为自西方现代文明诞生以
来人类社会的第二次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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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于改革的这个基本取向和目标，无论如何都是要坚持的。
中国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而且这个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是，也必须看到，目前改革的处境也是严峻的。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中两个主题之间的张力不断凸现出来，这两个主题就是建立一个自由
市场的经济社会体制与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准则。
这与20世纪80年代的情形有很大不同。
在20世纪80年代，市场经济因素在再分配体制的空隙中出现，并为当时在再分配体制中处于边缘或劣
势地位的人们带来了机会。
这时市场与公平的关系大体是和谐的。
但到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期之后，此种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朝向市场经济的一些努力已经在
很大程度上开始成为社会公平的对立物。
特别是利益对于改革的扭曲变形，使得一些改革的走向已经不是朝着一种新体制的建立，而是不合理
的利益瓜分。
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改革的共识在破裂，动力在丧失，而且社会群体结构已经产生深深的裂痕，政府
宏观政策也往往进退失据。
　　⋯⋯ 〉〉为了改革，需要整顿 殷练：中国的改革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何去何从，对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那么在实践的层面应当如何选择？
 孙立平：目前的几种主张：一是继续深化改革；二是调整改革的模式，使多数人受益；三是纠偏。
　　究竟做什么样的选择，需要形成几个最基本的判断。
第一，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不改革中国是没有出路的。
因此，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必须坚持的，汇人世界主流文明是我们必须要走的路。
第二，由于利益机制对改革的扭曲，一些改革最终成为一场财富掠夺的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对改革
的共识与动力不能过分乐观。
第三，由于经济社会生活基础秩序已经崩解，在目前情况下，即使是一种新体制建立起来了，也无法
正常运转，一些必需的改革也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举个例子，司法独立的问题是法学界不断呼吁的问题。
从理论上说，这个方向无疑是正确的。
但如果考虑到我们社会的具体情况，特别是在我们缺乏有效监督机制的情况下，人们就不能不有一种
担心，如果司法真的独立了，司法腐败不知会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从这样几个基本判断出发，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个休养生息的时间，在这个时间里，不要轻易进行
涉及重大利益的改革，同时对此前的改革进行治理整顿，巩固已有的改革成果，并重建改革的动力与
机制。
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是其他方面的改革无法进行，从而推进整个改革的条件尚不具备情况下的一种
无奈选择。
　　殷练：这样的设想包括哪些具体内容？
 孙立平：我觉得首先的一条，是暂停关涉社会中重大利益关系的改革。
　　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在最近的几年中，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动机良好的改革，但这些改革实施的结
果，是成了一场利益掠夺的战争。
而背后是利益扭曲机制的作用。
最近一些地方在尝试的公车改革和所谓“廉政保证金”，就是很值得警惕的。
一些地方的公车改革，实质上成了领导干部大幅度提高工资的契机。
有的地方搞“廉政保证金”也成了变相提高公务员工资或增加一项社会福利的行为。
而且，这都是要由国家财政来支出的。
　　其次，是对已经进行的改革进行完善，对其中已经造成严重利益失衡的环节进行修复。
比如，在国企改革的过程中，造成了大量的失业下岗人员，整个社会的利益格局也发生严重的失衡。
因此。
需要在这些改革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对改革中造成的一些问题进行修复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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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对在改革中利益受损较为严重的群体和个人进行必要的补偿。
我们不应将这些措施看作是一种纠偏，而应当看作是为巩固改革成果所必需的。
　　第三，对于迫不得已的改革必须事先准备过程中的博弈机制。
在20世纪 80年代的时候，改革所面对的阻力主要是思想认识问题。
要解决的主要是解放思想的问题。
在那个时候，来自利益对改革的干扰和扭曲至少还不是主要问题，但在90年代中期之后，在改革措施
实施环节上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形成，现在可以说扭曲的技巧已经相当娴熟。
如果不在一项改革措施制定之初就将反扭曲的机制考虑进去，改革措施在实施过程中的走样变形甚至
事与愿违，几乎就会是必然的。
　　第四，建立重启改革的机制。
我们面临着一系列的改革困境：国企不改革效率低下，甚至悄悄流失，但一改革就变成瓜分国有资产
，而且被瓜分的资产也不见得有比国有更高的效率；司法不独立，就会处在权力的支配之下，但司法
一独立，可能比现在要腐败得多。
原因是在于，作为社会生活和秩序基础的底线已经被破坏，基础秩序已经失效。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改革中所要确立的新体制，还是原来的旧体制，都已经无法正常运转。
只有重建社会生活的基础秩序，重建社会生活的底线，才能维护基本的社会生活秩序，重启改革也才
具备基本条件。
　　殷练：这样会不会延误一些必要的改革？
 孙立平：雷曼兄弟公司2002年的一份报告也指出：中国最大的风险是拖延必要的改革。
这个说法我很同意。
确实，中国的许多改革因为错过了合适的时机而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但现在提出为了改革而治理整顿，不是要拖延改革，更不是要否定改革，而是要退一步进两步，为进
一步深化改革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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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试图从利益均衡机制、转变增长模式、郎咸平提出的三个
命题、国有企业改革、房地产博弈、足球革命、城市化、医疗改革、利益集团、突发事件等方面来阐
述博弈以及实践。
该书论述详细，对中国改革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博弈”是一个外来词，指人们在一定规则下进行竞赛。
博弈论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在直接相互作用时，人们如何进行决策以及这种决策如何达到均衡的
问题”。
用我们日常的语言来说，博弈论是研究在不同情境下的策略选择的一种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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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利益的时代”。
可以说，2005年的中国，利益博弈是最突出的主题之一，而社会生活中的许多事件和现象都与这个因
素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就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如何为利益博弈提供制度安排？
如何保障利益博弈相对公正地进行？
如何解决利益博弈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矛盾与冲突？
《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从利益均衡机制、转变增长模式、郎咸平提出的三个命题、国
有企业改革、房地产博弈、足球革命、城市化、医疗改革、利益集团、突发事件等方面来论述了断裂
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这一论题。
该是内容系统，理论联系实际，直指现今生活的一些重大问题，关心国事以及经济发展的读者不妨一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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