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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公明：从科尔奈经济学理论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统计与政治
　　我试图从科尔奈的三个文本中，去思考科尔奈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的数据统计对我们现在讨论的议题是不是有某种帮助。事实上，这个问题要做一个专门研究的话，可能有两个维度：第一，科尔奈在他所做的经济学特别是经济体制研究中，所运用的数据是不是符合匈牙利国家经济发展的真实状况?第二，除了1985年和1986年之后非常流行的科尔奈热，即他的短缺经济理论以外，他关于数据统计的思想究竟对中国经济学界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个影响肯定是有的。　　除了这两个比较直接的维度以外，还有更关键的具体问题是，科尔奈首先是匈牙利党中央报刊经济部的记者，他在采访过程中是如何运用数据的?第二个阶段是作为匈牙利国家经济研究所的专家，他在做研究的时候，是怎么采用数据的?1986年之后，他在美国哈佛大学做教授的时候，怎样把西方的统计数据运用到社会主义体制研究?　　现在或许有很多朋友会认为科尔奈对社会主义体制转型抱有更彻底的激进改革想法，或者，根据中国学者的立场区分而对他也有某种划分，但他其实并非是以一个非常激进的、绝对的立场来看待后社会主义的转轨问题。在1999年的诺贝尔奖的讨论会议上，他明确反对用非常急躁的一刀切的方式和不负责任的态度进行私有化的转轨。事实上，我们现在面对的中国经济体制和整个体制改革，会遇到很多与统计相关的问题，思考他对统计数据的看法及其运用方法或许有某种启发性的意义。现在，我就选取他的几个文本来谈。　　首先，他的《思想的力量》这本书虽然是自传，事实上比他的专业性经济学著作更能反映出一个社会主义体制国家的经济学家的心路历程。11在这本书中，他谈到了统计有三个向度的问题。　　第一，1956年以前，科尔奈在当报刊的记者专门跑经济口的时候，他是怎样运用数据的。他有一个很明确的自我批评，就是提取和比较数据都是比较任意的。对此他有一个解释，就是在那样一种情景下，对这个体制的信念非常狂热，由此他就没有认真地核对数据的来源和进行合理的比较。那么，我们现在的经济新闻报道中，记者对统计数据采取了什么样的处理方法?　　第二，1956年以后，他离开报社到研究所，这时他的价值观念发生了转变，对之前经济上的形势宣传产生了怀疑。在他选择经济研究领域的时候，为什么选择研究轻工业?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重工业由于与军工生产的联系，数据的保密程度很高。那么，我们的学者在做经济研究的过程中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第三，他谈到经济研究所的数据都是由政府机关的官员提供的，但是这些数据只是写在纸上，对于数据的来源是保密的，而且他很快就明白，为什么对数据来源要保密。各个机构的官员对数据的使用都有一种保密心态，保密产生两个作用：一是减轻上级对他们的某种限额，二是争取上级给予他们更多的资源援助。科尔奈在经济研究所研究轻工业的时候就遇到这样一些很大的统计问题。　　接下来看第二个文本，即《增长、短缺与效率》。12这本书在中国曾经影响很大，因为它收入1986年我们的“走向未来”丛书，是由崔之元等人翻译的，当时在中国经济学界形成一股科尔奈热。特别是这一年的8月31日举行“巴山轮会议”，他是被邀请的外国经济学专家之一。在这次会议上，他就感觉到中国政府官员对经济改革的调子很高，但是对于他们的建议是非常有保留的。他有些忧郁，幸亏在一些青年经济学家身上看到了某种热情。　　在这本书中，科尔奈首先指出，关于“短缺经济”的计量，特殊困难很多，只能使用间接的计量方法。“短缺经济”是当年的青年经济学家和提倡市场改革的一些专家、学者非常热衷于思考的一个口号。但是，在统计学方面，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微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张少杰当时并没有像很多经济学家一样停留在“短缺经济”思维里面。他直接把科尔奈做短缺经济的计量方法运用过来，在国内做了大概三百多个有实例的数据调查，做了一个仅仅是启动改革开放以来几年的数据比较，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短缺经济方面的计量数据的确降低了。其实，他这个调查研究是为了推动经济体制的改革，包括促进价格改革。　　第二个方面，这本书里面谈到了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劳动活动率，这样的统计数据是承认匈牙利官方统计的说法，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劳动活动率的确比资本主义的劳动投入率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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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方面，对于我们这些外行人来说，比较难理解的是，宏观的短缺经济指标之间与在它的整体与部分之间，怎样确定有这么一种正相关的关系。在这本书中，他用了一些图表和四组数据，其中三组是以15年，另一组是以10年作为参考的标准，得出来的结论是肯定有这么一种正相关的关系。　　其实，他的经济学著作当中对我们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主义体制》。13在这本书的前言里，关于社会主义改革转轨的思想表达得非常清楚。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很难走出它的阴影，如果不进行彻底的改革的话。这个我们且不去管它。　　首先，这本书非常重视运用统计的数据。整本书大概用了86份统计数据的表格，还有七个统计数据的调查报告，他认为这样一种统计数据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关于真实生活经验。这个让我想起刚才冯筱才教授发言里所谈到的从人们生活的档案记录、私人通信等历史信息中获取资料至关重要。科尔奈特别说明，在所谓的正统的经济学界，人们很容易轻视生活经验，认为这是野趣杂闻，是个人的东西，但他几十年来做的工作很重要，就是寻找证人，面对证人，提取他们的信息，来印证我们宏大的数据的可靠性。我觉得这一点也非常重要。　　最后，这本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就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的数据统计存在的问题”。一是增长，增长过程中生产要素与产量之间的关系，最大困难是缺少数据和数据的不可靠;二是从左凤荣教授到冯筱才教授的发言里都提到的关于统计数字的虚假和扭曲。当然，有人会认为无论从任何一个方面来说，统计的虚假和扭曲是人类面对的共同问题。科尔奈在书里面提到的一个动机就是“粉饰太平”，这对于我们来讲也不陌生。有一个表格，是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的产出计算。他的列表方式是，第一栏全部是这个国家的官方资料，其他栏目是用各种估算的材料包括西方国家的材料来做对比，最后的结论就是，所有的其他估算数据都要低于官方的经济增长率，采用其他方法进行资料估算的目的是剔除在研究统计方面存在的扭曲。苏联的研究者关于这个统计数据的研究是在1960年，但当时这个研究是不公开的，直到1988年才被世人所知道。同样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东德的GDP数据在1991年以后也多次重新计算，并且，每次重新计算的指标都比之前的低。这就说明，它是一个不断重新审视、重新矫正的过程。　　关于物价水平，一般社会主义国家都会强调物价稳定与社会主义的成就有正相关的关系，而且要说明资本主义国家的高通货膨胀率。那么这本书里面提出了几个问题，分几个方面来回应，就是关于官方的统计资料的可信度。　　首先，关于统计的团体。完全缺乏独立的专业团体对数据提出质疑，这是对统计资料的可信度的一个致命打击;其次，中央统计办公室完全垄断了价格统计数据，价格稳定一直是很明显的动机。不要多说，这样的统计现象被称为“隐性通货膨胀”。他也很认真地做出一个表格来说明价格数据的有意扭曲是怎样进行的。而且有意思的是，匈牙利的经济学家根据实证数据做出的调查报告显示，统计机构要求下属部门对所有高于5%的价格上涨做出解释。这对官员有非常大的压力，所以，几乎所有的价格上涨的统计都是低于5%的。关于价格当然还包括复杂的因素，比方说，企业里面提高的价格不编入真正的统计，还有私人部门的价格的变化，这些都不出现在统计里面。　　那么，怎样修正这些虚假的数据?他提出一个有意思的方案，就是首先公开秘密档案。关于这个问题，他在《思想的力量》中就有非常犀利的陈述，因此有学者认为《思想的力量》这本书就是对中国学者在学术良知和政治上的意识形态扭曲之间的一个自省的回忆录。他在这本书里面谈到，所公开的秘密档案内容非常多，包括在他身边安插的线人，在国外做的学术报告的汇报等等。对于秘密档案，究竟是虚无地看待它，还是认真考虑它里面的历史真相呢?他说，我们应该重视秘密档案公开后里面所出现的统计数据，这是非常重要的。新发现的资料，包括我们刚才谈到的，更多地从民间的私人的数据里面考察原来的数量分析，这里面就有一个修正的问题。他列出了不同的项目，比方说，I. B. Kravishe的联合国国际比较项目(ICP)、中央情报局的估算(1989)——刚才王教授也谈到中央情报局的估算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值得参考的，T. P. Alton的东欧国家国民收入项目和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但是，科尔奈对西方学者的估算也是有警惕的，认为绝对不能避开我们内部的有意识的统计审查，这是他的重要观念。　　从科尔奈的三个文本中，我是很认真地把他的统计方面的论述和运用的材料提取出来，用意很简单：在科尔奈热过后这么多年，我们在经济转轨方面、在数据统计中是不是仍然能够受到他的某种启示?相关阅读：相关阅读：相关阅读：相关阅读： 更多>>评论：评论：评论：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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