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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国民经济平衡浏见乖教

尹世杰

长期以来
,

人们往往把国民经济发展不平衡绝对化
。

在我们的计划工作中
,

在进行国民

经济综合平衡时
,

往往强调以国民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为依据
。

我认为
,

这问题有值得探讨

的必要
。

在国民经济中
,

平衡是否为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种客观要求 是否为客观经济规律

如果是客观经济规律
,

在进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时
,

是否应该 以它为依据 国民经济平衡规

律的作用如何体现 我们现在强调的国民经济持续
、

稳定
、

协调的发展
,

是否反映这个规律

的作用 如何保持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 这些都是这篇文章所要讨论的间题
。

一
、

国民经济平衡是一个客观规律

我们这里所讲的平衡
,

不是静止的平衡
,

而是动态的平衡 不是绝对的平衡
,

而是在不

断运动
、

不断发展中的平衡
。

恩格斯说
“

平衡和运动分不开的
。

在天体的运动中是平衡中

的运动和运动中的平衡 相对的
” 。

①又说
“

一切运动都存在于吸引和排斥的相互作用

中
。

⋯ ⋯宇宙中的一切吸引运动和一切排斥运动
,

一定是互相平衡的
” 。

②平衡反映一种事

物在一定时期
、

一定条件下质的稳定性
,

否认相对静止和相对平衡
,

事物就不能 存 在 和 发

展
。

这不仅天体的运动如此
,

生命的运动也是如此
。

恩格斯说
“

物体相对静止的可能性
,

暂时的平衡的可能性
,

是物质分化的根本条件
,

因而也是生命的根本条件
” 。

⑧恩格斯在谈

到人的机体的运动和平衡的关系时
,

具体地指出
“

在活的机体中我们看到一切最小的部分

和较大的器官的继续不断的运动
,

这种运动在正常的生活时期是以整个机体的持续平衡为其

结果
,

然而又经常处在运动之中
,

这是运动和平衡的活的统一
” 。

④生命在于运动
,

在于这

种大小器官的不断运动
,

器官停止运动
,

生命也就停止了
。

但人的整个机体必须保持平衡
,

人的体内的各种器官组织之间
,

要平衡协调
,

新陈代谢
,

在运动中不断保持机体的平衡
,

这

是
“

生命的根本条件
” 。

如果体内各种器官组织之间发展不平衡
,

会使整个机体失去平衡
,

新陈代谢不能正常进行
,

生命就会危险
,

甚至失去生命
。

因此
,

人的生命的运动
,

是平衡中

的不断的运动
。

要保持生命的旺盛
,

必须在运动中不断求得平衡
。

天体的运动
、

生命的运动是这样
,

社会经济的运动也是这样
。

国民经济是由各个不同的

地区
、

部门
、

企业组成的有机整体
,

各个部分之间
,

互为条件
,

相互制约
。

任何一个部分都

不能脱离其他部分而孤立地发展
。

因此
,

各个部门
、

企业之间
,

地区之间
,

各个环节之间
,

都必须平衡协调地发展
,

这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客观要求
,

是不 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

马克思在谈到社会经济运动时
,

强调保持平衡的极端重要性
“

⋯⋯不同生产领域的这种保

持平衡的经常趋势
,

只不过是对这种平衡经常遭到破坏的一种反作用
。

在工场内部的分工中

预先地
、

有计划地起作用的规则
,

在社会内部的分工中只是在事后作为一种内在的
、

无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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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必然性起着作厂
,

⋯ ⋯
” 。

⑥马克思还把
“

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来交换或出售
” 、 “

商

品平衡的自然规律
” 、 “

应当从这个规律出发来说明偏离
,

而不是反过来
,

从偏离出发来说

明规律本身
” 。

⑥在这里
,

马克思把经济发展中的平衡称之为
“

经常趋势
” ,

称之为
“

自然

必然性
” ,

甚至称之为
“

自然规律
” ,

说明国民经济在发展
、

运动过程中
,

存在着平衡这个

客观规律
。

马克思在分析了
“

价格
、

需求和供给
”

等范畴后指出
“

平衡代替了实际的共同

性和普遍性
” 。

⑦

平衡和不平衡
,

是对立的统一
。

没有平衡
,

就没有不平衡 没有不平衡
,

就没有平衡
。

但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来说
,

是平衡
,

而不是不平衡
。

正因为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
,

经常会出现不平衡
,

因而必须经常力求达到平衡
。

马克思在谈到商品和货币
、

买和卖的行为

时指出
“

它们可能互相适应和不适应 它们可能彼此一致或不一致 它们彼此之间可能出

现不协调
。

固然
,

它们总是力求达到平衡 但是
,

现在代替过去的直接相等的
,

是不断的平

衡的运动
,

而这种运动正是以不断的不相等为前提的
” 。

⑧马克思在这里指出
,

商 品 和 货

币
、

买和卖的运动
,

尽管经常出现
“

不相等
” ,

但它们的运动
, “

是不断的平衡的运动
” ,

其目的
“

总是力求达到平衡
” 。

这种趋势
,

不仅就某种商品
、

某个部门如此
,

整个国民经济

都如此
, “

不同的生产领域经常力求保持平衡 ⋯ ⋯
” 。

⑨而且
,

由于各种不平衡的现象相互

对立
,

相互矛盾
,

结果也会互相平衡
。

正如马克思所说
“

因为各式各样的不平衡具有互相

对立的性质
,

并且因为这些不平衡会彼此接连不断地发生
,

所 以它们会由它们相反方 向
,

由

它相互之间的矛盾而互相平衡
” 。

吵

由此可见
,

平衡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

是客观经济过程 的内在联系决定的
。

在国

民经济运行中会经常出现不平衡
,

我们必须树立在运动中
,

在不平衡中求平衡的观念
。

马克

思批判了蒲鲁东的主观主义的平衡观
,

强调平衡是客观的现实的运动
“

他就寻找这些观念

的综合
,

寻求它们的平衡
。

而没有看到
,

现在它们达到平衡的方式是唯一可能的方式
” 。

⑥

列宁在评论布哈林说的
“

从平衡的角度来观察社会制度
”

时
,

指 出
“

这非常好
” 。

并强调

指出
“ ‘

必然有一定的比例
’

是不是 比说
‘

从平衡的角度
,

更确切一些
” 。

⑩列宁在布哈林

写 的
“

平衡假说是无效的
”

的旁边打了两个
“ ” ,

接着明确指出
“

由此清 楚 地 看 出
‘

平衡假说是无效的
’

这句话是无效的
” 。

⑩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
,

实际上就是社会再生产

的均衡条件的理论
。

再生产公式就反映了社会再生产如何在平衡的条件下不断运转的
。

他在

谈到
“

规模不变的再生产
”

时就指出
“

公式的全部基础
,

即以不同生产体系之间保持完全

的比例平衡为前提 ⋯ ⋯
。 ”

⑧

由此可见 国民经济平衡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

这个规律产生和发生作用的经济

条件
,

是社会化生产
。

在社会化生产中
,

存在社会分工和错综复杂的经济联系
,

国民经济各

个方面
,

在客观上要求平衡协调地发展
。

因此
,

根据这个规律的要求
,

国民经济的发展
,

必

然力求保持平衡
,

而不能力求不平衡
,

更不能人为地制造不平衡
。

国民经济的发展
,

必须以

国民经济平衡规律为依据
,

而不能以不平衡规律为依据
。

掌握
、

运用这个规律
,

协调各方面

的关系
,

搞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
,

这是 国民经济正常运转 的前提和条件
。

尽管在发展过程中

会出现不平衡
,

但我们应该从不平衡中求平衡
,

而不应该从平衡中求不平衡
。

⑩

但是
,

我国过去有一段时期
,

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

并不是一致的
。

有的人把不平衡作为
“

基本的形态
” ,

作为
“

普遍的客观规律
” ,

强调经济运动的形式是
“

不平衡 —平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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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衡
” ,

忽视综合平衡
,

有的甚至人为地搞不平衡
,

其结果必然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
。

我们国民经济几次大起大落
,

都和片面强调不平衡
,

忽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有极 密 切 的 关

系
。

可以说
,

强调不平衡
,

忽视国民经济平衡
,

是我们经济建设中
“

左
”

的思想的重要理论

根据之一
。

这些教训
,

值得吸取
。

我们现在强调国民经济持续
、

稳定
、

协调发展
,

是我国四

十年来发展国民经济的经验教训 的深刻总结
,

反映我们经过四十年的实践
,

已认识
、

掌握了

国民经济平衡规律
,

并运用它来指导我们的实践
,

这是一个极重要的收获
。

二
、

国民经济平衡规伸的表现形态

国民经济运行的基本形式是什么 这也反映了 国民经济平衡规律的具体表现形态
。

长期以来
,

人们认为 国民经济运行的基本形式是 不平衡 —平衡 —不平衡
。

即从

不平衡出发
,

组织平衡
,

又出现新的不平衡
。

这样
,

不平衡是绝对的
,

经常的
,

基本的
,

是

国民经济运行的
“

基本形态
” 。

出发点和归结点都是不平衡
。

这样
,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

的
,

本来可 以避免的不平衡
,

也就不足为奇
,

甚至习以为常
,

认为是符合客观规律的
。

我们

过去曾经有段时期
,

甚至有人认为
“

越不平衡越好
” ,

有的说
“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
,

对生

产起调节作用的是不平衡规律
,

经济越是不平衡
,

就越能使经济迅速发展
。 ”

过去
,

我们有

段时期
,

作计划时不是留有余地
,

而是留有缺口
,

并认为这样是
“

先进
”

的
,

是合理的
。

所

有这些
,

结果都会破坏国民经济的比例
,

破坏国民经济的平衡
,

造成国民经济发展的大起大

落
,

造成很大的危害
,

过去这些教训
,

是很深刻的
。

我们认为
,

国民经济运行的基本形式是 平衡 —不平衡一一 平衡
。

在国民经济运行过

程中
,

会经常出现不平衡
,

但我们的目的是要求得平衡
。

当我们采取各种有效措施
,

协调各

方面的关系
,

取得新的平衡时
,

国民经济就向前发展一步
。

这样循环往复
,

使国民经济螺旋

式上升
,

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强调的 持续
、

稳定
、

协调的发

展
。

因此
,

我们可以说 平衡 —不平衡 —平衡
,

正是国民经济平衡规律作用的具体表现

形态
。

平衡
,

反映了在一定条件下国民经济各方面发展的相互衔接和密切配合
,

表现矛盾诸

方面的相互依存
、

互为条件的关系得到协调和统一
,

表现出国民经济各方面发挥其相互配合

的作用
。

它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前提和条件
。

国民经济在运行中
,

不断克服不平衡
,

不断取得

新的平衡
,

使国民经济不断发展
,

发展的层次不断提高
,

这正是国民经济平衡规律发生作用

的具体表现
,

正是国民经济不断高涨的根源
。

那种认为
“

国民经济是在不平衡中 向 前 发 展

的
”

的论调
,

是没有根据的
,

是有害的
。

“

平衡一不平衡 —平衡
”

作为国民经济运行的基本形式
,

作为国民经济平衡规律的

作用的表现形态
,

具体体现在国民经济中一些重要的比例关系和平衡关系中
。

众所周知
,

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之间的比例
,

是国民经济中最综合
、

最基本的比例
,

社

会生产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平衡
,

是国民经济中最综合
、

最基本的平衡关系
。

因此
,

国民经济

平衡规律的作用
,

首先表现在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平衡
。

马克思在谈到
“

不同的生产

领域经常力求保持平衡
”

时指出
“

一方面因为
,

每一个商品生产者都必须生产一种使用价

值
,

即满足一种特殊的社会需要
,

而这种需要的范围在量上是不同的
,

一种内在联系把各种

不同的需要量连结成一个 自然 的体系 另一方面因为
,

商品的价值规律决定社会在它所支配

的全部劳动时间中能够用多少时间去生产每一种特殊商品
。 ”

⑩马克思在 年致路
·

库格

曼的信中更明确指出
“

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需要相适应的产品量
,

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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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数量的社会总劳动量
。

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
,

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

一定形式所取消
,

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
。 ”

马克思在谈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情况

时指出
“

社会必须合理地分配 自己的劳动时间
,

才能实现符合社会全部需要的 生 产
。

因

此
,

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 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
,

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

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
。 ”

⑩这三段话
,

说明了 任何社会都必须按 比例分配社会劳动
,

不仅

要使社会总需要和社会总供应平衡
, “

实现符合社会全部需要的生产
”

而且要使供应结构

产品生产结构 与要求结构相适应
,

也就是
“

生产每一种特殊商品
” , “

得到和各种不同

需要相适应的产品量
” , “

以满足一种特殊的社会需要
。 ”

只有商品的总供应与总需求平衡

了
,

商品的供应结构与需求结构平衡了
,

整个国民经济才能顺利运转
,

不断发展和繁荣
。

在国民经济沿着
“

平衡 —不平衡 —平衡
”

的形式不断运行的过程中
,

除了要使社会

生产与社会需要从总的方面保持平衡外
,

还需要使一些重大 比例协调发展
,

要保持平衡
。

例如
,

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发展
,

必须保持平衡
。

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比例
,

是国民经

济中最重要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比例
。

两大部类的发展平衡了
,

整个国民经济才有可能平衡
。

马克思揭示的再生产公式
,

反映两大部类之间的平衡关系
,

反映了国民经济平衡的基本条件

和 内在规律
。

如果两大部类不平衡协调
,

或者是片面发展消费资料生产
,

或者片面发展生产

资料生产
,

都会阻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

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关系
,

具体表现为农轻重的

关系
。

如果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
,

忽视农业
,

轻工业的发展
,

影响农轻重之间的平衡
,

都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平衡
。

又例如
,

积累和消费要平衡协调
。

积累和消费的比例
,

是国民经济中另一个带有战略意

义的重要比例
。

如果积累率偏高
,

消费率偏低
,

或者积累率偏低
,

消费率偏高
,

都不利于国

民经济的平衡
。

因此
,

要根据国民经济的战略 目标
,

根据需要和可能
,

兼顾积累和消费
,

并

使积累的增长与生产资料的增长相适应
,

消费的增长与消费资料的增长相适应
,

这样才有利

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平衡
。

又例如
,

两种生产必须平衡 恩格斯说
“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

历史中的决定性因

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

但是
,

生产本身又有两种
。

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

物
、

衣服
、

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 另一方面是人类 自身 的 生 产
,

即 种 的 蕃

衍
” 。

⑩前者是指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
,

后者是指人口的生产和再生产
,

或者说劳动力

的生产和再生产
。

两种生产相互制约
,

相互依存
。

没有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
,

就不可能

有人 口 的生产和再生产
,

不可能有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 没有人 口 的生产和再生产
,

没有

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
,

也就没有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
。

两种生产之间必须平衡
,

必须

按 比例发展
。

如果人口增长太快
,

甚至超过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
,

就会降低平均消费水平 ,

如果劳动力增长太快
,

甚至超过生产资料的增长速度
,

就会降低平均技术装备水平
,

降低劳

动生产率
。

又例如
,

生产
、

建设和生活要平衡 生产
、

建设和生活
,

都需要各种生产资料和消费资

料
,

其中存在很多矛盾
,

必须综合平衡
,

统筹安排
,

不能片面强调某一方面
,

忽 视 另 一 方

面
。

不重视生产和建设
,

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

就成为无本之木
,

无

源之水 只重视生产和建设
,

忽视人民生活的提高
,

其结果就会影响劳动力再生产
,

挫伤劳

动者的积极性
。

特别是基本建设战线过长
,

投资过多
,

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平衡
。

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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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

有些事业在较长时间内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
,

而在这个时间内不提供任何有效用的

产品 而另一些生产部门不仅在一年间不断地或者多次地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
,

而且也提

供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
。

在社会公有的生产的基础上
,

必须确定前者按什么规模进行
,

才不

致有损于后者
” 。

⑩前者是指基本建设
,

后者是指当前生产
。

基本建设
“

按什么规模进行
” ,

“

才不致有损于
”

当前生产
,

这就必须从当前的人力
、

物力
、

财力的实际情况出发
,

统筹安

排
,

使基本建设与当前生产平衡协调
。

这里
,

还应包括基本建设投资与科学
、

文教
、

卫生等

事业的发展
,

也要平衡协调
,

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要平衡协调
。

总之
,

要根据国民经济平衡规律的要求
,

通过国民经济
“

平衡 —不平衡 —平衡
”

的

不断运行
,

协调国民经济各方面的关系
,

搞好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
,

促进国民经济的螺旋式

上升
。

这些 比例关系处理好了
,

这些重要的平衡关系平衡协调了
,

是国民经济处于良性循环

的重要标志
,

也是国民经济平衡规律的作用的重要表现
。

在资本主义社会
,

国民经济平衡规律也是客观存在的
。

社会化的大生产
,

在客观上要求

按比例发展
,

要求国民经济各方面保持平衡
。

但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的私利
,

却把客

观经济过程这种内在联系人为地割裂开来
,

不可能经常地
、

自觉地保持国民经济的平衡
,

而

是让价值规律自发地调节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各部门的分配
。

马克思说
“

在这里
,

价值规

律不过作为内在规律
,

对单个当事人作为盲目的 自然规律起作用
,

并且是在生产的各种偶然

变动中
,

维持着生产的社会平衡
” 。

⑧ ⋯ ⋯
“

商品生产者及其生产资料在社会不同劳动部门

中的分配上
,

偶然性和任意性发挥 自己的杂乱无章的作用
。 ”

列宁在谈到
“

经常的
、

自觉

保持的比例性也许确实是计划性
”

时
,

接着指出 在资本主义社会
, “

比例性 或适应 是

理论上
‘

假定
,

的
,

事实上它
‘

经常遭到破坏
,

⋯⋯资本主义必须经过危机来建立经常遭到

破坏的比例性 ⋯ ⋯
。 ”

⑩

只有在社会主义下
,

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
,

才有可能从国民经济的全局上
,

处理

好社会再生产总过程中各方面的关系
,

协调各种比例
,

实现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
。

正如恩格

斯所说的
“

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
,

才能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全社会的

有计划的调节
” 。

⑧

三
、

我国四十年来国民经济发展的平衡与不平衡

我国建国四十多年来
,

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很大的成就
,

生产不断增长
,

人民生活水平不

断提高
,

现在正由温饱向小康水平迈进
。

正如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的
“

所谓社会主义生产

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
,

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

有的速度迅速发展
,

因而生产不断扩大
,

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

样一种情况
。 ”

⑩但是
,

我们在有些间题上出现过严重的失误
。

在国民经济按 比例发展和国

民经济平衡间题上
,

也是如此
。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
,

在平衡与不平衡的指导思想上以及处

理一些重大平衡关系上
,

都出现过失误
。

例如
,

以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平衡关系 具体表现为农轻重的关系 来说
,

我们在一个

较长的时间
,

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的情况
。

曾经有段时间
,

片面强调生产资料优先增长
,

把

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的作用绝对化
,

片面强调优先发展工业
,

强调
“

以钢为纲
” ,

忽视农

业
、

轻工业的发展
。

从 年到 年
,

重工业总产值增长 倍
,

农业总产值只增 长

倍
,

轻工业总产值只增长
,

倍
,

农轻重发展速度的差距越来越大
。

从 年到 年
,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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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总产值增长 倍
,

轻工业总产值增长 倍
,

农业总产值只增长 倍
。

⑩轻重工业增

长速度的差距虽有所缩小
,

但农业
、

重工业增长速度的差距在继续扩大
。

不仅如此
,

无论农

业
、

轻工业还是重工业
,

在年度之间
,

发展是很不平衡的
,

几次出现大起大落的情况
。

如以

农业而言
,

年增长 肠
,

年增长 肠
,

年增长 肠
,

年 增 长 肠
,

一 年下降 肠
,

年下降 肠
,

年下降 肠 年增长 肠
,

年 增

长
,

年增长 肠
,

年又下降 呱 年增长 肠
, 一年 增 长

,

肠
,

年又下降 呱 年增长 肠
,

年增长 肠
,

年增长 肠
,

年又下降

肠
,

年下降 肠 年增长 一 肠
,

年增长 肠
,

年只增长 肠
。

以重

工业而言
,

年增长 肠
, 一 年增长

,

年增长 一 肠
,

年增长 肠
,

但 年突然下降 肠
,

年下降 肠 年增长 肠
,

年忽又下降 帕
,

年下降 呱 年增长 呱
,

年增长 肠
, 一年增长 肠

,

年 忽

又下降
,

肠 年增长 肠
,

年只增长 肠
,

年增长 呱
,

年 增 长

肠 年又下降 帕 轻工业的发展也有大起大落的情况
。

由于农业
、

轻工业
、

重 工

业之间发展不平衡
,

农业
、

轻工业
、

重工业在年度之间发展也极不平衡
,

因而造成整个国民

经济发展不平衡
,

不是持续
、

稳定
、

协调的发展
,

而是大起大落
、

马鞍形的发展
。

这就大大

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

本来
,

从长期发展趋势来说
,

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应该快于农业
、

甚至轻工业 的 发 展 速

度
,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应该是下降的
,

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应该是上升的 但

是
,

我国这 年来
,

农业发展速度过慢
,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 占比重下降过快
,

重工业片面

优先
,

而且为时过长
,

倾斜度过大
,

使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 占比重上升过快
。

这就必然

破坏整个国民经济的平衡
。

农业
、

轻工业
、

重工业在年度之间
,

发展速度也必然有差别
,

但

差别如此之大
,

也是不正常的
,

其结果也必然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平衡
。

又例如
,

以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来说
,

也是发展不平衡的
。

我国四十年来
,

在积累与消费
的关系上

,

一是在较长的时期
,

积累率偏高 多在 以上
,

大搞
“

高速度
,

高积累
,

高

效率
,

低消费
”

结果是
“

高积累
、

低消费
、

低效率
、

低速度
”

一是在年度之间
,

发展极

不平衡
。

以积累率而言
,

年为 肠
,

年为 肠
,

年忽降为 肠
,

年

降为 帕 年上升为 帕
,

年忽降为 呱
,

年降为 一 肠 年忽又

上升到 肠
,

年至 年一直在 肠以上
,

年高达 肠
,

一 年略低于

肠
,

但 年以后
,

又一直高于 肠
,

年达 呱
,

年达 肠
。

起伏如此之

大
,

也是罕见的
。

积累率变化过大
,

积累与消费不平衡
,

必然影响生产的大起大落
,

影响人

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

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
。

又例如
,

从两种生产的平衡来说 我国 年来
,

人口增长太快
,

大大影响国民经济的发

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

我国 年总人口为 万人
,

年为 万人
,

增长叶倍

多
。

其中市镇人 口 年为 万人
,

占总人口 肠
,

年为 万人
,

增长 近

倍
,

占总人口 呱
。

⑩人口 出生率 从 。年到 年
,

每年在 汤以上
,

年到

年也在 汤以上
,

年高达 汤
,

年高达 汤
。

⑧我们消费资料虽然增长较快
,

但由于出生率过高
,

人口增长过快
,

大大影响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
。

如 年粮 食 产 里 为

万吨
,

年为 万吨
,

棉花产量 年为
,

万吨
,

年为 万吨
,

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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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较快
,

但人均粮食量
,

年为 公斤
,

年为 公斤
,

人均棉花产量 年为

公斤
,

年为 公斤
。

增加不多
。

又例如
,

从生产
、

建设与生活的平衡来说
,

我们过去在一段较长时期
,

也出现了不协调

的情况
。

我国基本建设拨款
,

年为一 亿元
, 一 年为 亿元

,

年为 亿

元
,

增长很快
。

间题还在于 基本建设拨款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
,

有的年度 很 高
。

如

年高达 肠
,

年高达 呱
,

年高达 肠
,

年突然下降到 肠
,

年上升到 肠
,

年又上升到 肠
,

年上升到 肠
,

年 年均在 以

上
。

但另一方面
,

文教
、

科学卫生事业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 从 一 年都在

肠一 肠左右
,

从 一 年大多在 务左右
,

最低为 肠 年
,

最高为 肠

年 到 年以后
,

才上升到 肠一 帕左右
。

。 从这里可 以看出
,

在一个相当长的

时期内
,

基本建设投资较多
,

而对文教
、

科学卫生事业的投资偏少
,

反映了经济建设和文化

建设之间发展的不平衡
,

反映了生产
、

建设和生活之间的不平衡
,

这也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

的平衡
,

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

从上面倩况
,

可 以看出 我国 多年来
,

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
,

国民经济中一些主要的

比例关系
、

主要的平衡关系
,

是不平衡的
。

主要由于指导思想上
,

以国民经济发展不平衡规

律为依据
,

否认国民经济平衡规律的作用
,

忽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
,

甚至不惜破坏国民经

济平衡
,

孤立地搞
“

高速度
” 、 “

超高速度
” ,

其结果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
,

影响整个国

民经济的发展
,

这些教训是很深刻的
。

这也说明
,

保持国民经济平衡
,

充分发挥国民经济平

衡规律的作用
,

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
。

但是
,

到现在为止
,

这些问题并不是完全解决了
。

在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和农轻重平衡的

间题上
,

就在前不久出版的一本专著中
,

有人提出
“

我们现在还是要强调生产资料优先增

长
,

应该压缩第 部类的发展来加速发展第 部类
。 ”

在去年一次学术讨论会的论文中
,

有

人认为
“

我国重工业产值在 年超过轻工业后
,

本应继续上升
,

但 年又进入了一种

下跌超稳定状态
, ” “

出现不合理的反向变化
, ” “

我国当前产业结构的主要问题是轻型化

超稳状态
。 ”

在积累与消费的关系间题上
,

去年出版的一本专著中写道
“

从积累与消费的

比例来说
,

积累所 占的比例会越来越增加
,

消费所占比例会愈来愈减少 , ”

今年年初
,

一个

刊物上有篇文章写道
“

我国目前
,

还应该适当提高积累的比重
,

抑制消费过快增长
。

今后

五年中
,

积累率至少要高于 年 肠的水平
。 ”

前两年
,

在讨论消费膨胀时
,

有人认为

投资并没有膨胀
,

主要是消费膨胀
。

面对这些意见
,

我们不禁要间 我们是否还 要 走 过 去
‘

重轻农
” ,

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老路 是否还要走过去
“

高积累
、

低消费
、

低速度
、

低

效率
”

的老路 是否还要走
“

基本建设战线过长
, ” “

高投资
、

高浪费
、

低效益
”

的老路

是否还要走
“

不平衡 —平衡 —不平衡
”

的老路 是否还要否认国民经济平衡 规 律 的 作

用
,

破坏国民经济持续
、

稳定
、

协调的发展 我们应该总结经验教训
,

对这些问题有个清醒

的认识
。

四
、

如何保持国民经济的平衡

保持国民经济的平衡
,

牵涉到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问题
,

需要处理好各个方面的关系
,

使社会再生产总过程各个环节平衡协调
,

使国民经济的主要比例平衡协调
。

在这里 , 我们简

单地强调下面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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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

保持合理的发展速度
,

反对脱离实际的高速度
、 “

超高速度
” 。

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
,

不取决于主观的愿望
,

而取决于实际可能
,

取决于现有的客观条

件
。

脱离实际去搞
“

大跃进
” 、 “

洋跃进
” ,

盲 目冒进
,

违反国民经济平衡规律
,

只能是事

与愿违
,

甚至会受到惩罚
。

所谓螺旋式上升或波浪式发展
,

也只能是微波细浪
,

稳步上升
,

而不能是大波大浪
,

大起大伏
。

我们过去曾经提出过
“

在高速度中求平衡
, ”

结果
,

速度越

高
,

越不平衡
,

比例失调越严重
,

造成国民经济极大的混乱 结果反而是低速度
,

低效益
。

, 不按比例
,

国民经济发展不平衡
,

必然带来 巨大损失
。

因此
,

应该说
“

在平衡中求高速度
’ ,

决不能认为
“

在高速度中求平衡
” 。

过去
,

由于片面强调高速度
,

强调不平衡
,

忽视国民经

济平衡
,

曾经提出
“

在留有缺 口 中求平衡
” ,

结果是人为地制造不平衡
,

破坏国民经济的发

展
。

搞计划工作
,

必须瞻前顾后
,

留有充分的余地
,

才能掌握经济工作的主动权
,

及时克服

国民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矛盾
,

保持国民经济平衡发展
。

因此
,

应该说
, “

在留有余地中求平

衡
” ,

而不能认为
“

在留有缺 口 中求平衡
” 。

我们应该吸取过去的一些教训
,

不 能 再 出 现
“

左
”

的错误

第二
,

要处理好一些战略性的比例
,

为国民经济平衡打下 良好的基础
。

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比例以及它的具体表现即农轻重的比例
、

积累与消费的比例
、

两种

生产的比例
、

生产
、

建设和生活的比例
,

这些都是牵涉国民经济全局的带有战略 意 义 的 比

例
,

这些 比例处理好了
,

平衡协调了
,

整个国民经济就会平衡协调
,

走上 良性循环的轨道
。

因此
,

必须通过深入调查研究
,

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
,

站在战略的高度
,

统筹兼顾
,

适当安

排
,

搞好这些战略性比例的平衡
,

搞好相互之间的平衡以及各 自内部的平衡
。

这些 比例关系

处理好了
,

就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平衡打下 良好的基础
,

国民经济的运行就会健康发展
。

第三
,

要从社会需要出发
,

按 比例分配社会劳动
。

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从需要开始的
。

社会劳动的分配及其比例
,

都取决于社会需要
。

马克

思说
“

社会需要
,

即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
,

对于社会总劳动时间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

域的份额来说
,

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 ”

⑩按 比例分配社会劳动
,

是一切社会的客观规律
。

根

据社会需要按 比例分配社会劳动
,

根据社会需要调整产业结构
,

正是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这

个客观规律的要求
。

根据社会需要按 比例分配社会劳动
,

调节产业结构
,

不仅要使商品供应总量与需要总量

相适应
,

而且要使供应结构与需要结构相适应
。

马克思说
“

如果说个别商品的使用价值取

决于该商品是否满足一种需要
,

那末
,

社会产 品总量的使用价值
,

就取决于这个总量是否是适

合于社会对每种特殊产 品的特定数量的需要
,

从而劳动是否根据这种特定数量的社会需要按

比例分配在不 同的生产领域
。 ”

这就是说
,

必须根据需要结构来调整产业结构
。

马克思还

说
“

劳动时间的社会分配
,

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比例
。 ”

这就是说
,

要根据
“

各种需要
”

来
“

调节各种劳动职能
”

使产业结构
、

产品结构与需要结构相适应
。

这

样才有利于商品总量的平衡
,

有利于各种商品的供求平衡
,

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平衡
。

在

我们的商品流通领域里
,

目前大约有 肠以上的商品因供应短缺而不能满足需要
,

也有 肠

左右的商品因不符合消费者需要而造成积压
,

这些都说明商品供应结构不适应需要结构
,

影

响了国民经济的平衡
,

造成浪费和损失
。

这就是说
,

必须从社会需要出发
,

根据需要总量和需要结构
,

组织商品的生产和供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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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国民经济的平衡
。

决不能孤立地
、

主观主义地从某一种产品或某个部门出发
,

以这种产

品
“

为纲
” 、 “

为中心
”

来组织国民经济的平衡
。 “

纲
” 、 “

中心
”

并没有带动一切
,

而是

挤掉一切
,

人为地割断客观经济过程的内在联系
,

打乱国民经济运行的正常秩序
,

破坏了国

民经济的平衡发展
。

我们过去很多经验教训
,

是值得认真吸取的
。

第四
,

要不断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说
“

在文化初期
,

已经取得的劳动生产力很低
,

但是需要也很低
,

需要是同满

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
,

并且是依靠这些手段发展的
。 ”

马克思在谈到人们为了满足需

要必须和 自然进行斗争时指出
“

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
,

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
,

因为需

要会扩大
,

但是
,

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
。 ”

由于需要不断扩大
,

不 断 发

展
,

由于需要不断得到满足
,

又会产生新的需要
,

新的需要又会促进生产进一步 发 展
。

这

样
,

在需要不断扩大
、

不断得到满足
、

推动生产不断发展的过程中
,

国民经济在
“

平衡 —不平衡 —平衡
”

的发展过程中
,

使再生产的物质基础不断扩大
,

社会经济不断繁荣
。

也只

有再生产的物质基础不断扩大了
,

才能掌握经济工作的主动权
,

更好地搞好国民经济平衡
。

由于需要不断扩大
,

需要的层次性不断上升
,

因此
,

要扩大社会再生产的物质基础
,

不

仅要发展原有的生产部门和产品
,

而且要不断开拓新的产业部门和产品
,

以满足新的需要
。

当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
,

如何把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运用于生产
,

开拓创新
,

使物资日

益丰富
,

这不仅有利于国民经济平衡
,

也有利于更好地满足 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

要扩大社会再生产的物质基础
,

不仅要扩大物质生产部门
,

而且要扩大劳务生产部门
。

物质生产领域与劳务生产领域之间
,

在客观上存在一定的比例
,

也必须平衡协调
,

使其相互

促进
。

发展劳务生产
,

把各种劳务纳入流通和消费领域
,

不仅大大有利于满足人们 日益增长

的
、

层次不断提高的需要
,

而且大大有利于解决商品的供求矛盾
。

由于劳务加入了流通和消

费领域
,

社会总殉买力和商品供应的平衡
,

就不是社会总购买力和物质产品之间的平衡
,

而

是社会总购买力与物质产品
、

劳务产品二者总和之间的平衡
,

这样
,

·

社会殉买力就会分流
,

是不是集中投向于物质产品
,

一部分狗买力就会投向劳务产品
,

投向劳务市场
,

就会开拓市

场
,

开拓消费领域
,

大大有利于商品供求的平衡
,

有利于国民经济平衡的发展
。

马克思说
“

社会化的人
,

联合起来的生产者
,

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 自然之间的物质变

换
,

把它置于他们共同的控制之下
,

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
,

靠消耗最小的力

量
,

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 ”

⑩国民经济平

衡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
,

就是根据社会需要
,

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
,

保持国民 经 济 的 平

衡
,

也就是
“

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
”

也只有各方面平衡协调了
,

整个国

民经济平衡了
,

才不会
“

让它作为盲 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
” ,

才能使社会劳动得到最大的节

约
,

也就是
“

靠消耗量最小的力量
” 。

也只有充分发挥国民经济平衡规律的作用
,

保持国民

经济平衡协调地发展
,

使生产不断增长不断完善
,

使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得到

满足
,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

才
“

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
” 。

这正体现国民经济

平衡规律的巨大作用
。

注释

①②⑧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卷
,

人民出版社
,

年版
,

第
、 、 、

页
。

⑧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卷
。

下转第阶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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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 中
,

有几个指标需要加以说明 一是综合农业机械化程度
,

它是指用机械完成的作业滋占农 业

总作业量的比重
,

等于农业作业的机械作业量 标准亩 与农业作业的总作业量 标准亩 之比 , 二 是 工

业生产机械化程度指标
,

是用机械化操作完成的产量或工作量占全部工业产量或工作量的比重来表示 , 三

是环境质量指数
,

它等于 减去环境污染指数
,

而环境污染指数是通过均匀污染处理法来进行加权而 得
。

我们认为
,

表 所列的经济发展度量指标体系通过翁个指标的相互联系
、

从三个大的方面较为全面而 又 科

学地反映了经济发展的基本内容
,

符合经济发展度量指标体系设置的基本原则
。

至于如何利用这一指 标 体

系
,

通过综合评分的统计方法来估算出我国经济发展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位次问题
,

则是一艰巨而又 有 意

义的工作
,

有待进一步的测算
。

对此
,

我们正在进行这一方面的研究
。

总之
,

建立合理的经济发展度量指标体系
,

既是发展经济学所必需研究的一重要间题
,

又是统计学所

要考察分析的内容
,

这一问题对于我国来说尤其重要
。

依据合理的指标体系和科学的评价方法
,

我们 可 以

正确地把握自己的国情
、

国力
,

较为准确地了解经济发展的水平
,

分析我们经济发展的潜力
,

正确地 判 断

和评价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战略
、

政策与目标
。

更为重要的是
,

通过对经济发展度量指标体系的分 析
,

可以从经济发展过程中认清自己取得的成就
,

找出所存在的差距与问题 对于 巳取得的成就我们要发 扬 光

大
,

对于存在的问题要及时纠正 所以
,

合理的经济发展度量指标体系的设置具有重要的 理 论和现实意义
。

注释

①国内生产总值 ” 。口 李,

简写为 是国民 生产总值减去 由国外获得的纯收入
。

即 二

一 国外要素纯收入
。

⑧参见阿侣尔曼和典里斯 《社会
,

政治和经济发展一一种数 分析 》 , 年英文版
。

⑧见典里斯 , 《 物质生活质蛋指数 》 , 载塞沃尔
· ·

和 主编
, 《 美国和世界发展 》 了 年英文 版

,

第 ,

一 页
。

④我国过去常以社会总产值计算增长率
, 国际上 常以 计算增长率 ,

但两者趋势是荃本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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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⑥⑧⑧公勿叙资本论 》第玉卷
,

人民出版社
,

年版
,

第
、 、 、 、 、

。
、

页
。

⑦⑧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卷上册
,

人民出版社
, , 年版

,

第
、 、

页
。

。⑧⑧⑧ 。 资本论 第 卷
,

第
、

。
、 、 、 、

日
、

牙 页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卷
,

第 页
。

。⑧列宁 《对布哈林 过渡时期的经济 一书的评论 》
,

人民出版社
, 了 年版

,

第
、

盯一 页
。

⑧每《资本论 第 卷
,

第
、

” 一 页

⑥关于这些问题
,

拙作《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 》一书 。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二章中也 有所

论述
。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卷
,

第 页
。

《列宁全集 》第 卷
,

人民出版社
,

年版
,

第 页

⑥《毛泽东选集 》第 卷
,

第盯 页
。

⑧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 第 页的数字计算而得
。

⑧ 国 ⑧鲁国 ⑧ 中国统计年鉴 》 。。 ,

第
、 、 。、 。 、 、 、 、

页

⑧我国 年农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为 肠
,

轻工业为 孤
,

重工业为 肠 但 。年
,

农业

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下降为 肠 ,

轻工业为 呱
,

重工业为 务 十年之内
,

农业比重 下 降如

此之多
,

重工业比重上升如此之多
,

是不正常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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