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面�
	书名�
	版权�
	出版说明
	英文版序言
	中文版序言
	目录�
	第一部分  出发点�
	第一章　内容与方法�
	1.1  历史发展的特殊路径与一般特征�
	1.2　社会主义国家�
	1.3　对“社会主义”一词的解释�
	1.4　“政治经济学”�
	1.5  实证分析�
	1.6　模型�
	1.7　评价�

	第二章　社会主义体制的前奏和原型�
	2.1  马克思心目中的社会主义�
	2.2　体制原型�
	2.3　社会主义革命之前的体制�
	2.4  迈向经典体制的革命过渡时期�


	第二部分  经典体制剖析�
	第三章　权力结构�
	3.1  执政党�
	3.2  国家�
	3.3　群众组织�
	3.4　凝聚力�
	3.5  内部冲突�
	3.6　经典体制下统治精英与社会的关系�

	第四章　意识形态�
	4.1  官方意识形态�
	4.2　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感�
	4.3　基本承诺�
	4.4　权力的自我合法性与“父爱主义”特征�
	4.5　纪律、牺牲精神和警惕性�
	4.6　权力与意识形态�

	第五章　财产（权）�
	5.1  概念解释�
	5.2  社会主义体制出现之前的一些典型产权形式�
	5.3  国有企业�
	5.4　其他国有产权形式�
	5.5  合作社�
	5.6　私人财产（权）和私人性质的生产活动�
	5.7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财产（权）�

	第六章　协调机制�
	6.1  主要类型�
	6.2  主要类型情况介绍�
	6.3  官僚（科层）协调机制�
	6.4  市场协调�
	6.5  自律协调�
	6.6　道德协调�
	6.7  家庭协调�
	6.8  自发变迁与人为变革�

	第七章　计划与直接官僚控制�
	7.1  社会主义计划的先驱者�
	7.2　初始方法：编制计划�
	7.3　初始方法：计划的实施与管理�
	7.4　经济领域官僚机构领导人的动机�
	7.5　讨价还价与内部冲突�
	7.6　计划、管理和政治�
	7.7  信息问题�

	第八章　货币与价格�
	8.1  银行体系�
	8.2  国家预算�
	8.3  货币流动�
	8.4　软预算约束与硬预算约束�
	8.5  收入与价格反应�
	8.6  生产者的行政价格管理�
	8.7  消费品的行政价格管理�
	8.8  市场价格�
	8.9　非价格信号�

	第九章　投资与增长�
	9.1  扩张冲动与投资饥渴�
	9.2　集中分配与投资紧张�
	9.3　投资与消费�
	9.4　优先（项目）�
	9.5  外延式（增长）与集约式（增长）�
	9.6　增长的波动、周期�
	9.7  总产出的衡量�
	9.8　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增长模式：强制增长�
	9.9　增长绩效（表现）�

	第十章　就业与工资�
	10.1  通往全面就业之路�
	10.2  劳动力持续短缺的形成与发展�
	10.3　就业和工资的直接行政控制�
	10.4  工厂里的“雇主”—“雇员”关系�
	10.5  官僚协调和市场协调对工资的影响�

	第十一章　短缺与通货膨胀：现象（分析）�
	11.1  短缺现象和短缺经济�
	11.2　需求调整过程�
	11.3　横向短缺与纵向短缺�
	11.4　短缺与剩余�
	11.5  市场机制：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
	11.6　正常短缺与正常剩余�
	11.7　公开的、宣布的和隐性的通货膨胀�

	第十二章　短缺与通货膨胀：原因（分析）�
	12.1  企业行为：短期决策�
	12.2　企业行为：长期决策�
	12.3  生产管理部门的行为�
	12.4　相对价格�
	12.5  企业关系中的压制型通货膨胀�
	12.6  消费领域的压制型通货膨胀�
	12.7　宏观层面的过度需求�
	12.8  通货膨胀倾向：短缺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
	12.9  短缺的自我诱发和自我繁殖�
	12.10　体制本身的原因�
	12.11  经济效率与技术进步�

	第十三章　消费与分配�
	13.1  消费的增长�
	13.2  物质福利中的其他要素�
	13.3　经济安全�
	13.4　货币收入的分配�
	13.5  物质福利的分配：其他表现形式�
	13.6　对分配问题的解释�
	13.7　均等化趋势与差异化趋势�

	第十四章　外部经济关系�
	14.1  外部政治环境�
	14.2　对外经济关系的组织安排�
	14.3  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进口饥渴、出口厌恶和负债倾向�
	14.4  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搭配、出口偏好、追求零平衡�
	14.5　融合的努力：经互会�

	第十五章　经典体制的凝聚力�
	15.1  主要的因果联系�
	15.2  体制各种因素之间的“亲和力”�
	15.3　（体制）原型与国家变体�
	15.4　苏联的影响�
	15.5　证明�
	15.6　经典体制的生命力�


	第三部分  偏离经典体制�
	第十六章　动态变迁�
	16.1  变迁的起因�
	16.2  变迁的深度与彻底程度�
	16.3　改革与革命�
	16.4　按时间顺序对改革和革命进行考察�

	第十七章　“完美”控制�
	17.1  （完美控制）趋势概述�
	17.2  上层重组�
	17.3　企业合并�
	17.4　计划与直接控制的发展�
	17.5　预演：后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组织结构�

	第十八章　政治改革�
	18.1  权力垄断�
	18.2　专政的缓和�
	18.3  官方意识形态中的不变因素和可变因素�
	18.4  多元化的萌芽�
	18.5  向资本主义世界开放�
	18.6　公开性和忠诚度的变化�
	18.7　政治改革的局限�
	18.8  苏联东欧后社会主义体制的政治结构�

	第十九章　民（私）营部门的兴起�
	19.1  民（私）营部门发展的背后诱因�
	19.2　对民（私）营部门的考察�
	19.3  民（私）营部门和官方意识形态�
	19.4  私有制与市场协调的亲和力�
	19.5  民（私）营部门与政府�
	19.6　家庭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
	19.7  预演：后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民（私）营部门�

	第二十章　自主经营�
	20.1  作为思想和政治趋势的自主经营�
	20.2  政治关系�
	20.3　经济影响�
	20.4  管理者和工人之间的关系�
	20.5　道德协调�
	20.6　预演：后社会主义体制下的自主经营�

	第二十一章　市场社会主义�
	21.1  思想先驱�
	21.2  来自历史实践的总结�
	21.3  放松管制的其他替代战略分类�
	21.4　企业的纵向依赖�
	21.5  预算约束的软硬程度及企业对价格的敏感性�
	21.6  公有制与官僚协调之间的亲和力�
	21.7　公有制企业的横向联系�
	21.8  两种依赖的比例�
	21.9  国有企业与民（私）营部门的关系�
	21.10  机制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变革的评估�
	21.11  预演：后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国有部门�

	第二十二章　价格改革�
	22.1  产品价格的确定�
	22.2  生产要素价格的确定�
	22.3　政府制定价格和财政再分配的原则与实践�
	22.4　价格改革的范围和限制条件�
	22.5　预演：后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价格�

	第二十三章　宏观矛盾�
	23.1  就业与工资�
	23.2　增长与投资�
	23.3  国家预算与财政政策�
	23.4　信贷体制与货币政策�
	23.5  短缺与通货膨胀：内部经济关系�
	23.6　对外贸易与外债�
	23.7　短缺、通货膨胀与负债�
	23.8　生活水平�
	23.9　预演：后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宏观矛盾�

	第二十四章　结束语�
	24.1  变迁的深度、彻底程度以及主要因果关系�
	24.2　缺乏连贯性的改革趋向�
	24.3  改革与公众的情绪�
	24.4  未来：旧体制的遗产与新体制的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