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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兰是位于欧洲中心的国家，在过去的 30 年当中也经历了大规模的系统变

化。因为从这个历史角度来看，波兰和欧洲东部就像是中国也经历了大规模的改

革经济体系，在 70 年代和 80 年代经历了大规模的改革。所以我记得 20 年以前

再往前推就是市场经济，我们经历了市场的过渡。伴随着是非常重要的政治，从

政治民主的这么一个转变。在中国过去的 20 年当中，中国发展确实跟我们不太

一样。 

    在经济方面发展十分的迅速，那么我们两个国家最大的不同，全球化是自由

的一个历史发展过程。针对于资本进行市场改革、贸易服务、劳动力，当然还有

信息技术，还有我们的全球化的市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的一个词，

就是自由化、集中化，还有互相依存。我们必须把在中国的发生的系统变革看成

是全球化的一部分。什么是全球化？什么是全球经济？如果没有我们的话，那就

是没有这个词。我们现在有 18 亿人口，在中国有 14 亿人口，特别是在越南还有

在欧洲有 4 亿人口。 

    另外一个就是欧盟，我们已经成为了经济世界的一部分，这部分是受惠于群

体全球化，没有市场体系的这种变革和社会的这种变革，那么就不可能谈全球化。

因为要是没有这个变革的话，那你怎么会说的上全球化呢。 

    我们现在看一看长期的发展进程，我们将会对未来有所借鉴，在这种背景下

我们看看中国在过去的 20 年经历了什么样的发展和什么样的变化？相对于波兰

来说，我觉得算是比较成功的，因为我以前曾经担任过财政部的部长，所以我对

波兰所发生的事情有一个更好的了解。 

    我们要是比较一下，我们最常用的指数，比如像 GDP 来说，那么在东欧以

及前苏联的国家，在经历 20 年的变革之后，28 个国家 GDP 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觉得他们的变化和中国、越南，尤其是中国很不一样。因为在中国人口的基数

这么大，她的人口比我们整个地区的人口还要多出三倍，所以我觉得这个情况是

比较复杂的。因为这个时光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比如说过去的 20 年，还有像这

些年现在市场经济是越来越自由化，这是一种失败。实用方面或者是政治方面来

说都是一种失败，那么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或者是一个金融危机这样的时刻，我

觉得有些是失败的。那么比较典型的就是市场经济，这个市场经济跟我们的开放

程度之间似乎并不是成为比例。就投机还有企业家精神来说，其实他好象关注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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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可能比投资关注度还要高，因为我们都知道像技术的创新都是我们取得成功的

一种长期的标准。 

    这个词要是转成中文，这些书可能会被翻译成中文，明年我要是还参加这个

论坛的话，我可能会跟大家来谈一谈。因为有一些核心的因素，对于一个国家的

长期来说，我们确实需要有一个长期的计划。比如说 5 年规划或者说 7 年规划，

比如说像俄罗斯。俄罗斯现在并不像中国发展这么快，普京政府他们确实是将这

种工业的产值是有所提升，尽力地赶超西欧国家。很不幸的是由于金融危机导致

他们的经济缩水至少缩水了 5%-6%，对东欧国家来说这种缩水大约应该是 4%。 

    我觉得波兰可能是中欧国家，我们和中国没法比。但我们的经济增速可能差

不多就会是零，那么从长期来看，比如说 20 年之后，我们来看看这段时间这些

国家都经历了多么大的变化。我们看看中国的发展变化是好几倍，在这个过程当

中有几个因素在作用。比如在经济社会的发展当中，第一点就是技术方面的进步。

没有技术方面的进步就永远不会有这种长期发展的这种历史，这是从自古以来都

是如此。比如说像在中国自古也就是这种事情，中国曾经非常强大，然后会有一

段时间并不是非常落后，因为技术的进步不好，因为我觉得大家在座也有很多是

科技史或者对科技发展史比较了解，大家对这一块比较清楚。所以如果没有技术

方面的创新的话，那么你们的社会发展就不会有相应的进步。 

    第二点就是批评。如果说不是一种批评性的眼光，不是一种自我批判地眼光

的话，那么你要是不审慎，你说哪些好，哪些行得通，或者哪些行不通，犯过哪

些错误，不管是悲观的宏观经济的领域。那么在区域的发展当中怎么样？如果你

要不进行审慎的思维的话你就不会取得真正的进展，这可能是一种文化方面的批

评，或者是一种产业方面的批评，这都会给你带来一种更深刻的认识，认为改善

你的管理，提升你的治理，提升你的效果带来更好的增长。 

    第三个原因，这就是我们的经济和金融方面的知识，专业方面的知识。我们

知道有很多的业内专业人士可以帮助我们提供分析，来看我们生产过程，还有是

分配流通过程当中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怎么样来提高我们的生产率、怎么

样提高市场上的流通速度，怎么样提高市场化的流通程度，所有这些在未来变得

更加重要。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变革，因为我们越来越依赖的市场经济，而且现在

的世界全球化程度又如此之高，所以我们在现在、在未来都需要有这种专业的知

识来提高我们的核心的这种竞争力。要有这种批评的眼光、要有这种知识。 

    第四个原因，也就是长期的发展的这种战略，因为这就要求有一种很开放的

眼光。如果说要是没有宽容的一种心，没有一种开放的眼光。那么我觉得像中国

取得这样的一种成功就是不可能的，也就是像我们中欧国家所取得的这些成就，

就是通过自由化或者是开放程度，或者和他人、他国、他方的合作，没有这种合

作不可能实现。 

    第五点就是政治的领导力。我们现在的经济正在迅速的发展，现在政治的领

导人和政治的洞察力对于我们全世界或者是各个国家的事物或者是政策的决定

都至关重要。因为只有有这种领导力才能够让人们更好的形成合力，才能够有技

术进步、批评、开放的知识等因素综合起来。因此我们需要有这些因素综合作用，

就像你非常关注周围所发生的事情。 

    我希望在未来 20 年能有更好的发展，到 2020 年有更好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