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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新自由主义改革失败的启示

余　振　　吴　莹

　　主要观点　2001 年年底, 阿根廷再次爆发经济危机。这场危机暴露出阿根廷实行新自由

主义改革的许多弊端。本文以阿根廷新自由主义改革历程的回顾为出发点, 从危机的角度分析

了改革的种种不足。由于阿根廷存在的一些问题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改革中碰到的许多问题

较相似, 因此, 笔者试图通过总结阿根廷的教训, 得出几点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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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 年年底, 在历经了近 4 年之久的经济衰

退之后, 阿根廷再次爆发经济危机。危机不仅触发

了社会动荡和政治动荡, 而且还暴露出“阿根廷模

式”的诸多弊端。目前, 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处在改

革过程中, 也遇到类似于阿根廷改革中出现的一

些问题。因此, 分析和研究阿根廷新自由主义改革

对正处在改革摸索阶段的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

具有借鉴和启示作用。

一　改革的简要回顾

对于阿根廷而言, 20 世纪 80 年代是“失去的

10 年”。在此期间, 债务危机、恶性通货膨胀、高失

业率、银行倒闭和金融系统的混乱, 使阿根廷经济

雪上加霜。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 这些问题的根源

是阿根廷长期实施内向增长模式和保护主义政

策, 以及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过大和私人部门的

相对软弱。新自由主义者的这些观点得到了美国

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IM F) 的认同, 并将实施新

自由主义改革作为阿根廷获得援助的前提条件。

1989 年梅内姆上台以后, 按照 IM F 提出的

建议, 在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指导下, 阿根廷推行了

一场声势浩大的市场化、开放化和非管制化的改

革。总的来看, 改革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大规模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在梅内姆上台后

不到一年的时间内, 几乎所有国有企业都被转到

了私人部门的手中, 私有化的范围几乎覆盖经济

生活中的重要领域, 如电视台、石油化工、铁路、电

话、商业航空、冶金、发电和配电、自来水、天然气、

地铁、邮政、保险和所有的制造业企业。阿根廷的

私有化进程速度之快、范围之广, 在拉美是绝无仅

有的。 (2)建立货币局制度, 实施一步到位的金融

自由化改革。这项改革主要包括发行以 1∶1 的汇

率钉住美元的新比索, 即发行 1 比索要有 1 美元

的储备作为支撑; 中央银行不得弥补政府财政赤

字; 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实施自由兑换, 等等。

(3)推行激进的贸易自由化。梅内姆上台后一改过

去保护国内市场的做法, 大力推行对外开放战略。

阿根廷的平均关税率由 1989 年的 26% 降到 1990

年年底的 17% , 而数量限制大多被取消。(4)实施

税制改革, 建立新的税收体系。新的税收体系主要

以增值税和收入税为主, 改变了以往税种林立的

局面。此外, 税制改革的内容还包括取消对一些部

门和地区的免税和补贴的鼓励性措施。

这场空前的改革最直接的成果是成功地遏制

了通胀率。在实施“兑换计划”的当年, 物价水平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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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下降, 整个 90 年代阿根廷的物价都保持在较低

的水平上。宏观环境的改善吸引了大量国外资本

的流入。1992 年流入阿根廷的资金高达 112 亿美

元, 1992～ 1994 年的 3 年间共流入资金 322 亿美

元。稳定的物价和充足的资本在阿根廷掀起了投

资热潮。在投资的带动下, 宏观经济获得迅猛增

长。 1991～ 1998 年, 阿根廷经济年均增长率达

5. 89%。此外, 改革促进了市场竞争, 极大地刺激

了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生产率的积极性, 改善

了阿根廷国内的微观经济环境。值得一提的是, 阿

根廷改革措施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 与当时稳

定的世界经济形势和美国积极支持的态度是分不

开的。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以来, 世界经济形势险

象环生, 国际金融市场风云突起, 拉美地区一时间

也风声鹤唳。1998 年第四季度, 受沉重的债务负

担和日益恶化的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 阿根廷步

入经济衰退。1999 年巴西金融动荡和雷亚尔急剧

贬值, 更使阿根廷有唇亡齿寒之感。此时阿根廷举

步维艰的经济调整和持续恶化的债务负担, 加深

了投资者对阿根廷债务问题的忧虑。疯狂的银行

挤兑和大量的资本外逃, 对于业已恶化的经济形

势而言更是雪上加霜。阿根廷在国际资本市场上

的风险系数飙升, 迫使阿根廷政府把希望更多地

寄托在 IM F 等国际金融机构的身上。在大量的工

人加入失业队伍的同时, 政府仍在按 IM F 的“建

议”加紧实施削减福利和大量裁员的紧缩性政策。

民众对政府的强烈不满与日俱增, 从罢工到抗议

再到流血冲突, 阿根廷的社会形势动荡不安。经济

和社会的剧烈动荡必然是引发政坛动荡的导火

索。在短短的 10 天内阿根廷更换了 3 位总统, 则

是政治动荡的集中体现。经济、社会以及政治多重

危机交织在一起, 构成了阿根廷在新世纪伊始错

综复杂的局势。

二　经济危机——改革失败的标志

阿根廷通过市场化和开放化的改革, 消除了

困扰其多年的通货膨胀, 并且经济增长也一度呈

现出良好态势。但是, 经历新世纪初这场旷日持久

的危机之后, 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新自由主义的

改革方案并不是“一剂包治百病的神药”。经济危

机暴露出阿根廷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许多弊端, 某

种意义上也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失败。通过

对阿根廷经济危机进行深入分析后也不难发现,

阿根廷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种种不足使这次危机的

爆发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第一, 外债危机频繁爆发, 激进的金融自由化

改革难辞其咎。20 世纪 80 年代阿根廷曾因无力

偿还到期的巨额外债爆发过一次债务危机。为了

摆脱债务危机的困扰, 阿根廷接受了新自由主义

者的建议, 采取了激进的金融自由化改革。10 年

之后, 阿根廷再次倒在了巨额外债的重压之下。阿

根廷之所以频繁爆发外债危机, 根本原因在于其

自身没有足够的资本积累, 储蓄率持续低下。换言

之, 激进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并没有改善阿根廷储

蓄率低的状况。20 世纪 90 年代阿根廷保持高增

长低通胀, 储蓄率也一直处于较低水平, 即使储蓄

率最高的 1995 年达 19. 7% , 仍低于东南亚国家

的 30% 和中东欧国家的 25%。尤其值得注意的

是, 1995 年之后阿根廷的储蓄率一直呈下降的态

势。这除了与阿根廷人的超前消费意识有关之外,

也与阿根廷激进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密切相关。20

世纪 90 年代初, 为了鼓励外资流入, 阿根廷基本

取消了本国的金融管制, 其中包括完全放开资本

项目的管制。在金融市场完全开放的情况下, 由于

国内金融压抑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及受管制的

一部分国内资本借机流往国外等原因, 阿根廷出

现了储蓄率不升反降的现象。为了维持投资水平

和经济增长, 阿根廷对外资的依赖性越来越大。

1992 年阿根廷的外债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

(GD P) 的比重曾降至 26. 13% , 到 1995 年回升至

39. 0% , 2001 年年底剧增到 58. 3%。沉重的债务

负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 经济增长因严

重受制于外资的供给而面临的风险也越来越大。

随着资金流入的放缓, 经济中曾被掩盖的问题也

日益暴露出来, 加之人们对政府信心的减弱, 最终

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由此看来, 阿根廷推行的激

进的金融自由化、开放化改革是造成其经济发展

迟迟不能摆脱对国外资本的依赖, 最终爆发外债

危机的重要原因。

第二, 财政失衡进一步加剧, 中央政府和地方

政府在财政方面的关系难以理顺。20 世纪 90 年

代初, 为了改变税种林立的局面, 阿根廷政府将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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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属于地方政府的大部分税种划归到中央政府,

再由中央政府给地方政府提供一定的款项作为其

丧失税源的补偿。阿根廷政府希望通过对税收的

统一管理来改善本国财政恶化的状况。但在当时

的体制框架下, 因地方政府无需承担征税的责任,

其财政支出毫无节制, 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急剧

膨胀。1991～ 2001 年间, 阿根廷中央政府的财政

支出在总体持平的基础上略有缩减, 而地方政府

的财政支出却有增无减。地方的政府雇员人数占

总劳动人口的比重由 1991 年的 8. 6% 上升到

2001 年的 9. 3% , 是中央政府雇员人数的 2. 5 倍;

其雇员工资占 GD P 的比重也由 1991 年的4. 66%

上升到 2001 年的 6. 96% , 是中央政府雇员工资

的 2 倍。此外, 由于私有化收入的锐减以及债务利

息负担的逐渐加重, 1995 年以后阿根廷财政状况

进一步恶化, 财政赤字占 GD P 的比重由 1993 年

的 0. 3% 上升到 1995 年的 3. 1% , 1999 年升至

4. 7% , 2001 年高达 6. 4%。而地方政府为弥补赤

字, 甚至以将要从中央政府获得的款项为抵押, 通

过贷款和发行债券的形式强行将其债务转移到中

央政府。故此, 阿根廷公共部门的债务直线上升,

1993 年阿根廷政府债务占 GD P 的比重一度下降

到 32. 9% , 1996 年升至 39. 8% , 1999 年上升到

47. 4% , 2001 年高达 64. 1%。由于受到国内低储

蓄率及货币局制度的制约, 且阿根廷的债务大部

分是外债, 政府只能通过扩大税收来弥补资金不

足。可见, 没有较好地理顺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之

间的关系, 加上对地方财政的支出疏于管理, 也是

造成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

第三, 劳动力市场改革滞后, 阻碍经济改革的

进一步发展。由于历史原因, 阿根廷工会势力强大

并一直把持着劳动力市场, 劳动力市场没有竞争。

梅内姆上台后, 出于政治和社会稳定等方面的考

虑, 一直未进行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劳动力市场改

革的滞后不仅使阿根廷工资水平居高不下, 带来

所谓的“阿根廷成本”, 而且还使阿根廷的失业率

居高不下。1991 年阿根廷失业率仅有 6. 3% , 1994

年急剧上升到 11. 7% , 1995 年以后一直高居

14% 左右。阿根廷劳动力市场的严重失衡直接影

响到商品市场的均衡, 最直接的表现就是阿根廷

的内需受到极大的压制。因为货币局制度是一种

特殊的固定汇率制, 在此制度框架下, 阿根廷无法

通过汇率的变动来调节国内商品市场的失衡, 即

无法通过货币贬值的方式拉动内需的增长。1991

年阿根廷经常项目赤字为 57. 2 亿美元, 1994 年

这一数字便上升到 111. 6 亿美元, 到 1998 年已升

至 146. 1 亿美元。在不到 10 年的时间里, 阿根廷

的经常项目赤字增加了 2 倍多。商品的滞销和越

来越多的企业倒闭反过来又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

失衡, 最终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的严重失衡使

比索与美元 1∶1 的汇率难以维系。故此, 美国经

济学家汉克就曾指出, 阿根廷不改革其僵化的劳

动力市场, 货币局制度就只能失败。

第四, 改革以贫富差距扩大为代价, 严重影响

社会的稳定。阿根廷经过数十年改革后, 两极分化

的社会问题日益严重。1990 年阿根廷的基尼系数

为 0. 46, 到 1995 年这一系数上升到 0. 47, 1999

年高达 0. 49。最富有阶层占有的财富与最贫困阶

层相比由 1990 年占 11. 19% 上升至 1998 年的

17. 28%。尽管在改革前两极分化问题就已存在,

但新自由主义改革使这一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一

是大规模的私有化使大量的工人失业, 二是僵化

的劳动力市场无法吸收这些失业工人, 三是阿根

廷不完全的改革衍生了能够利用手中的职权迅速

致富的特权阶级。贫富差距扩大不仅危及社会的

稳定, 还迫使阿根廷政府每年增加在社会保障方

面的支出, 从而抑制了经济增长。人们对改革的不

满情绪与日俱增。这种不满情绪最终以游行示威

的方式发泄出来, 引起社会的剧烈震荡, 并同经济

危机交织在一起, 使阿根廷经济更加积重难返。

三　几点启示

冷战结束以后, 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

显。发展中国家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 纷纷对原有

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调整。阿根廷的新自由主义

改革未能很好地处理诸如财政赤字、失业以及两

极分化等问题, 不仅葬送了先前改革所取得的成

果, 而且使改革以经济危机的方式终结。同阿根廷

一样, 发展中国家在进行经济改革过程中也面临

着很多问题。“前车之覆, 后车之鉴”, 阿根廷新自

由主义改革的失败, 对其他正在进行经济改革的

发展中国家具有借鉴和启示作用。

第一, 采用适合国情的经济发展理论来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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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改革, 同时必须时刻注意各种改革措施的实

施效果。阿根廷新自由主义改革失败的总根源在

于不问国情, 一味采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作

为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在具体的操作中, 忽视各

种政策实施的效果, 即使外部环境已经发生变化,

也疏于对各种政策进行相应的调整。例如, 阿根廷

在劳动力市场改革严重滞后的情况下, 既不着手

调整劳动力市场, 又不对货币和汇率政策进行修

正, 最终一次次错失防止危机爆发的良机。对于其

他发展中国家而言, 采用适合国情的经济理论指

导经济改革, 灵活把握各项改革政策的实施, 显得

尤为重要。

第二, 利用法制手段加强对财政收支的管理,

从控制赤字总量和优化支出结构两方面着手化解

财政风险。由于发展中国家市场机制不完善, 需要

政府在维持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比较大的作用,

因此巨额的财政赤字在发展中国家是一个非常普

遍的现象。庞大的财政赤字最终拖垮了阿根廷经

济, 甚至引发债务危机, 给其他同样有着高额财政

赤字的发展中国家敲响了警钟。巨额的财政赤字

并不意味着一定会爆发财政危机。但是, 如果不认

真对待, 则很有可能重蹈阿根廷的覆辙。对于财政

赤字, 关键在于通过法制手段加强管理, 着重控制

财政赤字的总量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避免财政

风险转化为财政危机。

第三, 正确选择改革的速度,“渐进式”模式应

该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首选。以金融自由化改革

为例,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放松金融管制和实施

金融自由化改革成为一种难以抗拒的潮流。由于

金融在国民经济中有着极其特殊的地位, 金融改

革的任何疏忽都有可能引发巨大的灾难。因此, 对

于金融开放的速度, 发展中国家需要采取谨慎态

度。阿根廷在新自由主义改革中推行了激进的金

融自由化, 结果并没有像一些西方经济学家鼓吹

的那样实现经济的良性发展, 反而导致了国内资

本的不断外流, 而流入的只是一些短期资本, 加深

了阿根廷对外部资本的依赖。由此可以看出, 其他

发展中国家应该采取渐进式的开放模式, 为自身

进行调整以抵御外部冲击腾出相应的空间。

第四, 要正确处理改革对社会带来的负面冲

击, 协调各阶层之间的利益。改革实质上是在进行

一种制度变更, 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 必然会有某

些社会成员失去一部分既得利益。相应的, 这部分

失去既得利益的社会成员将承担制度变更的成

本。如果政府对这部分人的利益流失听之任之, 或

者作为较少, 都会激化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 最

后还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阿根廷新自由主义改

革的失败, 与阿根廷政府没能正确处理改革对社

会带来的负面冲击有着很大的关系。因此, 对于其

他正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发展中国家而言, 如果希

望顺利地将改革进行到底, 必须积极采取措施保

证改革成本承担者的基本经济利益, 对社会中的

弱势群体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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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 E FA ILU R E O F N EO - L IB ERAL R EFO RM S

IN A R GEN T INA

N eo - libera l refo rm s succeeded in b ring ing dow n infla t ion in A rgen t ina, bu t it p roved tha t the

refo rm s had m any sho rt- com ings: 1) T he deb t crises in the 1980s and 1990s w ere part ly crea ted by

financia l libera liza t ion. 2) F isca l im balance becam e all the m o re con sp icuou s. 3) R efo rm s in the labo r

m arket d id no t keep pace w ith refo rm s in o ther areas. 4) R efo rm s m ade incom e inequality w o rse, and

th is situa t ion in tu rn jeopard ized socia l stab ility.

T he A rgen t ine crisis offers the fo llow ing im p lica t ion s: F irst, econom ic refo rm s shou ld be gu ided

by a theo ry tha t su its na t iona l rea lit ies. Second, it is im po rtan t to m anage the pub lic finance w ith

lega l m ean s. T h ird, the speed of refo rm s

shou ld be carefu lly designed and im p lem en ted. L ast, bu t no t the least, socia l co st from refo rm s

m u st be reduced.

(Yu Zhen W u Y ing)

B EG INN IN G O F BRA Z IL ’S M OD ERN IZA T ION PRO CESS

AND TH E SO C IAL TRAN SFO RM A T ION

M odern iza t ion is a p rocess of socia l t ran sit ion from a trad it iona l society to a m odern society.

T herefo re, fo r any reg ion o r a coun try tha t has em barked upon th is p rocess, there shou ld be sta rt ing

po in t.

Scho lars around the w o rld have differen t view s regard ing the defin it ion of a sta rt ing po in t fo r

m odern iza t ion in genera l and in B razil in th is case- study. In m y view , the sta ring po in t fo r B razil’s

m odern iza t ion p rocess shou ld be the 1930s. T h is conclu sion is based on the fo llow ing facts: 1) T he

1930 revo lu t ion b rough t the bou rgeo is to po lit ica l stage, thu s laying the po lit ica l foundat ion fo r the

m odern iza t ion p rocess in B razil. 2) A fter the 1930 revo lu t ion, there w as an em erg ing fo rce tha t

suppo rted the m odern iza t ion effo rts in the coun try. 3) A fter the 1930s the indu stria l secto r sta rted to

p lay a m o re im po rtan t ro le.

(Zhang Bao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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