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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面临的消费选择 》序

刘光杰

现时
,

我国的经济生活中存在着一个矛

盾而又使人感到迷惑的现象 一方面
,

全国
。

的消费基金在急速地增长
,

它甚至超过了劳

动生产率的增长和经济的增长 另一方面
,

在居民的储蓄和手持现金也急速 增 长 的 同

时
,

市场却持续地疲软
。

按照正常的情理应

当是供给不足
,

而现实却是需求的不足
。

市

场上摆放着的丰富的
、

各种各样的
、

多姿多

彩的商品
,

同居民对它们的购买热情
,

似乎

形成鲜明的反差
。

过去
,

人们曾经为市场商

品的短缺而不满
,

现时
,

人们又为市场商品的

过剩而烦恼
。

在这种反差和烦恼的背后
,

实际

上给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困扰与障碍
。

人们好象在同市场开玩笑
,

有意跟市场

作对和过不去
。

回顾这几年来
,

一个时期居

民的消费需求 自然表现为货币物买力 就

象溃堤的洪水
,

猛烈而无情的冲击着市场
,

令市场使尽了浑身解数
,

动员了 一 切 可 能

的
、

多年的库存物资
,

才勉强予 以抵挡住

但是
,

时隔不久
,

居民的这种旺盛的消费需

求突然又象梦幻般的消退得无影无踪
,

以致

工商厂家急速为市场充填起来的大量商品抓

不到它们的消费者
。

居民的消费需要的这种

巨大的
、

无规则的震荡
,

的确给生产和经营

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和被动
。

现在当居民的货

币储蓄和手持现金在急剧地增长
,

而市场却

持续疲软的时候
,

人们不竟又在暗自担心
,

不

知在哪一天
,

这庞大的潜在的货币购买力又

会象火山突然爆发一样
,

猛然冲击着市场
。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幻无常的
、

不规则

的
、

令人迷惑而烦恼的现象呢 人们已经不

限于从生产和经营的角度
,

诸如 生 产 的 水

平
,

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
,

产品 产 量 和 款

式
,

以及产品是否适销对路等等方面
,

来寻

求可能的答案
,

而且直接从消费的角度
,

从

消费同生产的一般联系
,

消费的结构及其变

动趋势
,

中国消费的特点以至人们的消费心

理和消费倾向
、

消费选择等等方面
,

来析求

合理的解答
。

人们越来越感到
,

消费对生产

的反作用是多么的巨大
,

消费对经济发展的

影响是如此深远
,

以至可以说
,

没有生产固

然没有消费
,

如若没有合理的消费
,

也不会

有生产
,

的进一步发展
。

中国的消费的确有自身 的 特 点 我 们

常常听一些从国外回来的同志 说
,

在 国 外

当然是那些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
,

人们

往往会把一些旧的
、

但还是完好 可 用 的 彩

电
、

冰箱
、

家俱
、

沙发之类耐用消费品当作

垃圾扔掉
,

感到不好理解
,

因为在中国
,

即

使是破旧衣服
,

人们也还不舍得把它扔掉
。

其实
,

这并没有什么奇怪
。

如果一个人的月

工资收入除了吃饭穿衣以外
,

还可以购买一

台或数台彩电
、

冰箱之类的商品 的 话
,

那

么
,

对这类商品的不断更新
,

即产生新的消

费需求就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
。

一旦出现新

的
,

功能更齐全的产品
,

即使原有的产品还

是完好可用的
,

人们也会不太困难地去进行

这种更新
,

而把旧的扔掉
。

因此
,

从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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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社会的意义上而不是从 自然的意义上看
,

这类所谓耐用消费品
,

并不是
“

经久耐用
”

的
。

但是
,

如果一个人需要用他一年甚至一

年以上的工资收入
,

在既不吃饭也不穿衣的

情况下才可购得一台彩 电
、

冰 箱 之 类
“

高

档
”

消费品
,

那么
,

对这类商品的更新就是十

分困难的
,

除非商品已完全损坏不能使用
,

或者有某种意外的因素
,

或者除极少数非常

富有的家庭 以外
,

在一般情况下
,

即使商品

已显得陈旧
,

功能单一
、

式样落后
,

即使人

们也具有更新这类消费品的经济实力
,

只要

它还能继续发挥作用
,

人们也会不舍得轻易

地去更新它
。

因此
,

对绝大多数 中 国 人 来

说
,

这类耐用消费品的确是
“

耐用
”

的
,

甚

或是
“

一次性
”

的消费品
,

这里 的
“

一 次

性
”

当然不是
“

只使用一次就扔掉
”

的意思
,

而是说在他一生 至少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限

内 或许就是属于
“

只购买一次
”

的商品
。

这也许可以说是我们从 当今到今后一个

相当时期在消费问题所 表现出 来的 一个 特

点
,

正是这个特点
,

它使得在一个时期内
、

即

绝大多数人还未拥有某类现代化高档消费品

的时期
,

由于消费的攀比心理
,

会形成人们某

类消费品的突发性膨胀的消费需求
,

而在人

们基本上实现对某类消费品的
“

第 一 次
”

或许就是最后一次 购买以后
,

又会出现

对该类消费品的长时期的消费需求萎缩
。

如

果我们不能正确认识我国消费需求的这个特

点
,

它必然会给生产的发展带来 巨 大 的 波

动
。

当人们对某一消费品的社会消费需求突

发性膨胀的时候
,

由这种市场需求的导向
,

我们的生产能力 对该类消费品 也必然会

跟着急剧地膨胀起来
,

一时间会显得生产朝

气蓬勃
、

蒸蒸 日上
,

但是
,

一旦人们的
“

第

一次
”

购买实现
,

社会消费需求饱和
,

从而

形成消费需求的长期萎缩
,

在这种情况下
,

如果不能开拓新的市场
,

那么
,

急剧膨胀起

来的生产能力也必然会跟着变为多余
,

造成

生产能力的大量闲置和浪费
,

同时使产成品

大量积压
。

我国消费的这个特点表明
,

人们

对某些高档耐用消费品的需求
,

特别是对它

们的第二次需求
,

不是取决于人们的实际殉

买能力
,

而是取决于商品价格与其工资收入

的相对比较
。

因此
,

把中国人民的消费问题作为一个

重要的经济理论问题加以研究
,

具有巨大的

现实意义
。

当然
,

这种研究不应局限于消费

同生产的一般联系以及我国消费究竟是超前

消费还是消费不足这类一般性问题下
,

而应

当进入到诸如中国人民的消费特点
,

消费结

构的变动趋势
,

以及居民的消费心理
、

消费

倾向
、

消费选择等等更深层次
,

也更接近实

际的领域
。

可喜的是
,

改革开放十年来
,

我国学术

界对消费经济的研究在理论上取得了长足的

进展和丰硕的成果
,

而且这种研究正在向更

深层次展开 同时
,

在老一辈经济学家的带

领下
,

一批年青的研究消费经济的经济学家

也在逐步成长起来
。

武汉大学经济学院青年教师
、

副教授
、

在职博士生国世平同志
,

最近主 持 撰 写 了

《中国人面临的消费选择 》一书 将由重庆

人民出版社出版
,

他请我为该书作序
,

作

为他现在的导师
,

我 自然非常乐意
。

尽管我

过去对消费经济学未曾作过深入的研究
,

但

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现实来看
,

我以为中

国人面临的消费选择的确是一个具有重要现

实意义的课题
。

我们知道
,

消费选择实际上

是整个经济发展选择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

如

果缺乏对消费选择的研究
,

整个经济发展的

选择也将无法深入 而且
,

研究中国人的消

费选择
,

还有利于我们对未来消 费 进 行 预

测
,

以制定合理的消费政策
,

不仅有利于对

消费者进行合理引导
,

同时
,

也有利于对生

产进行有效的引导
,

防止生产的过份盲目性

和波动 此外
,

消费者的消费是否合理
,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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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也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的运行能否呈良

性循环
,

所以
,

研究消费选择也将有助于促

进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
。

目前
,

在国际上
,

有关消费选择的研究
,

早已成为经济学家们

研究的热点之一
,

而在我国
,

对有关消费选

择间题的研究
,

却还处于非常薄弱的状态
,

特别是中国作为消费者人数最多的国家
,

理

应将消费者的消费选择间题作为研究的重要

课题
。

我希望《中国人面临的消费选择 》一

书的出版
,

将推动我国学术界和经济界人士

对这一课题的研究
。

《中国人面临的消费选择 》一书也有着

自身一定的特点
。

该书试图将消费经济学引

入对我国实际问题的研究
,

而不是停留在纯

理论的分析 同时
,

将消费问题纳入整个 国

民经济中通盘考虑
,

而不是局限 在 消 费 领

域 另一方面
,

该书虽然偏重于对消费实际

问题的研究
,

却也没有忽视对消费及其它重

大经济理论间题的探讨
,

而且
,

所有结论和

分析都是在占有和分析大量的实际资料上得

出来的
,

具有较强说服力
。

该书介绍了大量

西方及发展中国家的消费经验
,

但决无盲目

照搬
,

而是有分析地借鉴
,

紧密联系中国的

实际
。

该书的这些特点
,

也可以说是作者在

研究中国人面临的消费选择时所作的尝试
,

很难说这些尝试都取得了完美的效果
,

但这

些尝试无疑是可贵的
。

年 月中旬
,

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

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第六次大会在湖南湘潭

大学召开
,

《消费经济 杂志利 用 会 议 期

间
,

邀请部分与会同志举行了一次小型座谈

会
,

我在座谈会上作了一个简短的发言
。

所

有座谈会发言都已发表在《消费经济

年第 期上
。

对那个发言我一直感到不尽如

人意
,

自己的意思未能完整地表达出来
。

因

此
,

我想就这个
“

序
”

中所表达的我对消费

经济的某些观点
,

作为我那个发言的补充
。

我期待着《中国人面临的消费选择 》一

书早 日与读者见面
。

资任编辑 沈晓冰

上接第 页 通用审计软件兼容的文件
。

我国的某些行业
、

部门已开发了一些通用的会

计核算软件
,

并已实施
。

我认为
,

审计署和国家部

委应组织人力开发通用审计软件
、

培训审计人员
,

为以后较大规模地进行计算机审计作好准备
。

开发

的审计软件应具有以下七个方面的功能

选择和打印函证件
。

可用来打印信封
、

函证书等
,

这对需要函证的项 目
,

可节省审计工作

时间
。

选取和打印合计样本
。

可用 于 审计 抽

样
。

比较不同文件中有关的数据
,

检查数据

之间的关系是否正确
。

各种比率的计算
,

进行指标分析
。

检查小计和合计
,

验证以前的计算是否

正确
。

重新排列和汇总数据
,

帮助审计人员进

行分析
。

检查数据的质量
,

看是否完整
、

一致
。

对于输出的结果
,

应防止未经批准的人接近
,

保护输出数据
、

记载分配报告日记
,

检查应得报告

的人员是否确实得到报告
,

防止信息被盗
。

美国从 年代初开始 系统的审计工作
,

到
。年代中期就普及了 系统审计

,

这一过程只用

了短短的五年多时间
。

我国已进行了十多年会计电

算化工作
,

进行计算机审计已迫在眉睫
,

培养计算

机审计的专门人才
,

研究 系统的内部 控 制 及

其审计方法
,

开展对 系统的审计是我 国 今 后

审计工作的 烈 个极其重要的发展方向
。

因此
,

认识

系统的特点
,

研究与之相适应的审计技 术
,

是

审计学界应该重视的一项创新活动
。

贵任编辑 徐开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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