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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老 以八十有三之高龄
,

不畏艰辛
,

执

着求新
,

努力探索
,

研究中国经济史的新路

子
。

这种精神
,

实在可钦
,

可 敬
,

值 得 学

习
。

第一
,

该文以小平同志有关市场经济的

新理论作为指导思想
,

并运用它指导研究中

国历史上的经济问题
,

以当今的理论热点市

场经济问题为核心进行了广泛的研讨
。

力求

在理论上有所突破和创新
。

如在文章中指出

的
“

中国经济发展到宋代已有封建个性的市

场经济
” , “

明清时代出现的带有资本主义

萌芽个性的市场经济
” , “

证明着明清时代

带有资本主义个性的市场经济的形成
”

等提

法
,

都是发前人所未发的思想观点
,

为研究

经济史开辟了一条新思路
。

第二
,

该文着重总结了从三十年代
“

大

论战
”

开始
,

经过建国后到八十年代对商品

经济
、

市场与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的研究与

讨论情况
,

提 出了历史上的市场经济问题
。

这是一个新的课题与研究视角
。

尹老是通过

回顾过去
,

展望未来
,

以明确经济史研究中

的努力方向
,

企盼勤勤
,

期望殷殷
,

这必然

会推进我国经济史研究的新发展
。

第三
,

该文强调理论联系 实 际
,

坚 持
“

古为今用
”

的方向
,

探索经济史为经济建

设服务的途径
。

研究历史要着眼于现实
,

力

求从历史上的市场经济中吸取经验教训
,

以

资借鉴
,

以期有助于今天市场经济的建设
。

因而
,

该文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

同时
,

我认为有以下几个问题
,

还应进

行一些研讨

其一
,

市场与市场经济
。

我认为市场确

实是古已有之
,

在许多朝代中都曾经有过市

场
,

只是这些市场规模有所不同 有集市
、

城市
、

区域和全国市场
,

类型也有所差异

地区
、

中心
、

国内与国外市场
,

作用也

有所区别 辐射面大小
、

影响深度
、

造成后

果
。

作为市场经济来讲
,

必然是全国经济

包括各个部门和领域 都受到 市 场 的 制

约
、

调整和支配
。

这就有别于 自然经济
、

计划

经济等
。

如不具备这种条件
,

那就不是市场

经济了
。

其二
,

市场经济的出现与形成
,

应当是

一个历史的过程
, ‘

仑必须是在一定的经济
、

政治的前提条件下
,

才能出现和形成的
。

其前提条件是

应有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
,

至少这种

商品经济是属于为卖而买的经济
,

为谋取利

润而进行生产的
,

以满足社会需 要 为 目 的

的 决不是那种只为了满足经营者
、

生产者

的生活需要互通有无
,

以谋取生活资料为目

的的
,

为买而卖的小商品经济
。

要有全国性的市场
。

如果没有全国性

市场
,

就不能形成市场经济对全国各个经济

领域产生支配与调控作用
,

没有这种作用
,

就谈不上是市场经济
。

市场经济是社会经济

的总体的原动力
,

因而需要全 国性市场为其

前提
。



要有方便的交通运输条件
。

市场经济

是通过各地市场对经济进行控制的
,

没有便

利 的交通运输条件
,

市场就无法发挥作用
,

交通运输在一定意义上说
,

也是市场经济的

基础
。

要有一定的金融资本为支柱
。

没有金

融资本投入到工业
、

农业和商业中去
,

生产

与流通规模就难以扩大
,

市场经济也就失去

了发展的条件
。

就无法扩大再生产
,

市场经

济也就难 以发展了
。

要有统一的国家和安定的政治局面
,

市场经济才有存在和发展的条件
。

其三
,

市场经济和市场规模的大小
,

流

通范围的远近固然有关
,

但更重要的还是要

看市场经济对生产
、

流通
、

分配和消费过程

控制能力的强弱和影响的大小
。

整个社会经

济
,

是依据市场经济的需要进行生产和流通

的
。

怎么生产
,

生产多少
,

怎样管理和组织

生产等
,

都是由市场经济决定的
。

至于流通

等其它环节也是如此
,

都是由市场经济支配

的经济过程 当然 国家也可 以宏观上进行调

控
。

考察市场经济还应当考察它的基础结

构
,

它究竟是建立大生产的商品经济
,

还是

建立在小生产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上的 是前

者可以形成市场经济
,

如是后者只能产生市

场
。

总之
,

该文确实是一篇有创新精神的
,

学术性很高的文章
,

也是现实 性 很 强 的文

章
。

而尹老的创新精神则是更值得学习的
,

它使人振奋
,

使人鼓舞
。

在尹老的启发下
,

愿努力研究市场经济
,

积极参加讨论
,

把经

济史的研究工作推向前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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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页 经 营限制

确定试点银行时
,

可依据外资银行

在大陆设点的先后
,

外汇余额的多少及不同

的背景
,

区别对待
,

慎重选择
。

限制试点银行的分行数量及其人 民

币业务的总量
。

如前所述
,

可规定在大陆的

全部分行不得超过 家
,

同城分行不得超过

家
,

等等
。

开放初期
,

外资银行人民币资金来

源可限定于三资企业存款
、

外资银行之间的

拆借等等
。

同讨
,

禁止国内银行向外资银行

贷款
,

禁止外资银行向国内同业拆放市场筹

集资金
。

开放中期
,

进一步放宽对外资银行

的人 民币存
、

贷活动的限制
。

可开放支票存

款
、

活期存款
、

个月以下定期 存 款
。

但

是
,

要严令禁止办理储蓄存款及消费性个人

贷款
。

收受人 民币存款总额不得超过财政部

所定之最高限额
,

超过部分无息转存中央银

行
。

人民币存款不得移存境外
,

须照章纳税
,

并缴准备金
,

且不计息
。

总之
,

其人 民币业

务不享受优惠政策
,

与国有银行一视同仁
。

此外
,

国家下达的财政拨款
、

重点项 目

建设资金
、

专项基金等方面的资金管理和运

用
,

不能让外资银行介入
。

二 从 宏观上讲
,

在开放人 民币业 务

中贯彻
“

适度
”

原则
,

就是不能急赚 胃进
,

要积极创造相应的大环境
。

加强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体系的宏

观调控能力
。

人 民银行直到最近才明确其作

为中央银行的职能
,

现在利用经济杠杆进行

调控的能力较弱
,

往往加上行政命令才能控

制局面
。

而对外资银行
,

又不能任意发布行政

命令
。

因此
,

中央银行的职能建设刻不容缓
。

完善银行各项管理法规 和 实 施 细

则
,

如 外资法 》
,

《商业银行法 》等
。

使

外资银行经营人 民币业务时
,

有章法可循
,

无漏洞可钻
。

加速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的转化

使同币种业务的竞争在真正的商业银行之间

展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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