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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
李晓波

一
、

对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再认识

四十多年来
,

我国基本上采用以追求高

速度为
‘

目标的外延型增长模式
。

这在建国初

期是十分必要的
,

对于迅速建立我国独立和

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

打破帝国主义封锁
,

保

持经济高速增长
,

增强国力
,

都起到促进作

用
。

但也应看到
,

在我国劳动生产率和技术

水平普遍较低的情况下
,

所谓高速度主要是
‘

依靠资金
、

资源
、

人力的高投入
,

甚至不惜

以货币的长期超经济发行和重复引进生产线

取得的
。

从 年到 年
,

在我国经济增

长诸因素中
,

技术进步作用仅 占 肠 而发

达国家二般占 左右 见表
。

由于技术

水平未相应跟上
,

进入 年代
,

后劲不足的

弊病就暴露出来
,

为维持高速增长所花的代
价越来越大

,

成本越来越高
。 ‘

主要表现在
‘

表 经济增长因索的 陈比较衰 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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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规模屡屡膨胀
。

为增产值
、

抢

速度
,

就靠大上项 目
,

乱铺摊子
。

—年国民收入增长 肠
,

而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 肠 ① ,

其中
,

年全社会固 定 资

产投资达
,

亿元
,

比上年猛增 肠
,

经

过清理压缩
,

年仍增长 肠
。 、

一 年又分别比上年增长 肠和 肠
。

这种超国力的建设规模
,

其直接后果就是财

政赤字连年
、

货币超发行和外债猛增
。

一 年间
,

我国累计帐面赤字 多亿元

见表
。

如果按照 国际标准 债务算作

赤字
,

则高达
,
。 多亿元 ②,

而且 目前仍

有不断加大的趋势
。

一 年
,

我国货

币发行总计达
,

‘

亿元
,

为 一 年

年货币发行量 亿元的 倍
,

年均 增 长

肠
,

远高于同期国民收入
、

国民生产总

值增长速度
。

其中
,

一 年 年间
,

货币发行就达
,

亿元
,

为 怪一 年

三十年货币发行量的 倍
。

⑧在货币的大量

投放中属超经济发行的 占很大 比重
。

我国还

通过大量借外债
,

重复引进生产线来支撑高

速增长
。

我国新增工业总产值中很大一分部

是来 自新兴消费品部门
,

如家电行业
。

这些部

门靠引进生产线建立
,

靠进 口原材料维持
,

耗汇额巨大
。

仅
“

七五
”

期间我国外债就增

表 我日历年助政赤字食币发行傲扭比较衰 单位 亿元

年 份 」⋯
一

目
一司引

财政赤字

, 。

⋯
’

一

」 」

货币发行 一 一

⋯
‘

⋯
翌坦创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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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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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亿美元
,

到 年底
,

我国外债余额

达 亿美元
。

④

物耗
、

能耗逐年上升
。

从物耗看
,

一 年间我国工业生产物耗率年均增

长 肠
,

生产领域物质消耗与国民收入之

比
,

年为
,

一 年为
,

年则升为 我国单位产 值 能

耗不仅远远高于发达国家
,

而且也高于许多

发展中国家 据统计
,

每生产一美元国民生产

总值
,

我国消耗的能源等于法国的 倍
,

日本的 倍
,

意大利的 倍
,

巴 西 的

倍
,

英国的 倍
,

美国的 倍
,

加拿

大的 倍
,

印度的 倍
。

若挤国际先进

水平衡量
,

我国目前的国民生产总值多耗了

亿吨标准煤
,

相当于我国能源生产总量的

。呱
。

能耗高的同时
,

我国资金利用效果也下

降 以工业生产企业资金利润率和税利率为

例
,

年分别为 肠和 帕
,

年

伪 。肠和 帕
,

到 年则降到 肠

和 肠
,

大大低于历史最好水平 年

的 和 肠
。

⑧

资成本增加过快
。

一 年

我国职工工资总额平均每年增长 肠
,

而

一 年国民收入平均增长 肠 按
。年不变价格计算

,

劳动生产率每年增

长 肠
,

到 年全国工资总额又较上年

增长 呱
,

国民收入仅增加 了肠
,

工 资 增

长速度明显快于国民收入增长和劳动生产率

增长
,

即以工资形式支出的货币额超过经济

增长
,

国民收入出现了超分配
。

靠货币超发行搞建设
,

忽视生产要素利

用率的提高
,

如同运动员靠长期服用兴奋剂

求得好成绩
,

忽视科学
、

严格训练一样
,

虽

然短期内取得了令人惊讶的高速度
,

但为保

持原速度
,

所服剂量需越来越大
,

所投入的

货币则越来越多
,

并形成很强的依赖性
,

完

全靠通货膨胀政策扩张需求以刺 激 经 济 增

长
。

一个长期服用兴奋剂的运动员
,

仅仅是

在精神和肉体上受到损害
,

而对一个完全靠

搞通货膨胀的国家来讲
,

必将导致整个经济

的崩溃
,

政局的动荡
, ’

更谈不上进行改革和

发展了
。

可以说
,

当今一些发展中国家所面

庙的高赤字
、

高通货膨胀
、

高外债就是长期

执行这种政策的恶果
。

二
、

传统经济增长徽式的弊端

我国传统经济增长模式是只求速度
,

不

求效益 只重新建
,

不重技改 只计产值
,

不计成本 只重数量
,

不重质量
。

在生产规

模不断扩大
,

消费 日益多样化的现阶段
,

带

来一系列副作用

加重
“

瓶颈产业
”

短缺
,

抑制经济

正常增长
。

追求高速度而忽视基础产业配套

发展
,

忽视资源的有效利用
,

使我国产业结构

严重失调
,

即工农业比例关系失调
,

基础产

业与加工工业发展失调
。

一 年工农

业平均增长速度之比为
,

农业 综 合

生产力基础相当薄弱
。

近十年基础工业的比

重下降了 个百分点
,

而加工工业上 升 了

个百分点
,

供求矛盾加剧
。

全国每年缺电

。亿千瓦小时
,

铁路总运力只能满足 货 运

需要量的“ 肠
。

据估计
,

工业由于短线制约

和长线的过份发展
,

全国大约有 肠的工业

生产能力不能很好发挥作用
,

一 年 少 创 造
,

亿元产值和 亿元利税
。

⑧

加剧物价上涨
,

引发通货膨胀
。

高

投入没有带来相应的高产出
,

多发的货币无

足质
、

足量的商品吸收
,

使供擂缺 口不断扩

大
。

一 年我国社会总需求超过社会

总供给很多
,

供需差 率 分 别 为 肠
、

肠
、

呱
、

肠
、

帕
、

肠
。

⑦

供需缺 口积累到一定程度
,

就会引起
“

抢晌

风
” 、 “

囤积风
” ,

导致物价轮番上涨
。

如
、

年全国零售物价指数上升达 写

和 肠
。

通货膨胀威胁到 日常生产生活秩

序
,

给国家和社会增添了不安定因素
。

带来 巨大经济波动
,

冲击 了生产
。



经济评论 一。。 年第 期

年开始
,

我国反复出现膨胀一紧缩一再

膨胀
,

而且一次次加深加重
,

使我国经济波

动强度很高
。

波动系数比 日本高 倍
,

比

苏联高 倍
,

比美国高 倍
,

比法国高

倍
、

比英 国高 倍
。

⑧在过热环境下
,

某

些产品生产盲目增长
,

远远超出实际需求
,

当压缩投资和消费后
,

就出现过剩和积压
,

造

成设备闲置和社会生产力巨大浪费
,

许多企

业因此陷入困境
。

加深 了企业的依赖性
,

使其不求进

取
。

我国银根的突松突紧
,

加深了企业依赖

银行和财政
“

输血
”

求生存
、

依赖外延扩张
·

和社会需求膨胀求发展的心理
。

在货币和财

政双扩张的情况下
,

社会需求过旺
,

产品销

路不愁
,

企业热衷于扩大规模和产量
,

忽视

技术和管理
,

结果
,

产量迅速增长而质量 日

趋下降 一旦银行
、

财政紧缩
,

需求骤减
,

产品积压之时
,

企业 因缺少足够资金无力进

行技术改造和产品开发
,

于是有的靠拖欠其

它企业贷款度 日
,

形成久治不愈的
“

三角债
”

问题
,

有的向政府诉苦
,

谋求贷款和补贴
。

仅 年一年
,

我国企业亏损补贴就 达

亿元
,

还有 亿元价格补贴的一部分 也 补

给 了企业
,

使国家背上沉重包袱
。

拉大了与西方国家的技术差距
。

多

年来
,

我国重新建
,

轻技改
,

目前企业普遍

面临着设备老化
、

技术落后的问题
。

一些大

中型骨干企业
,

一 年代建成
,

建厂时的

设备仍在使用
。

产品也往往儿十 年
“

一 贯

制
” ,

有
“

傻大黑粗
”

之称
。

如我国至少要

年才能将产品换代一次
,

日本只要 年
。

对引

进技术也未注意消化
、

吸收
。

据统计
,

我国

技术引进与消化之比为
,

日本在

一 年间为
,

其中汽车行业达
⑧这样

,

必然导致不断引进又不断落

后
‘

,

陷入恶性循环
。

、 债务包袱越背越重
。

。年开始
,

我

国将进入内外债偿本付息高峰
。

而经济效益

下降
,

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
,

增加财政收入

面临困难
,

减少财政支出也不现实
,

很可能

形成借新债还 旧债
,

债务将越积越多
。

从偿

还外债来讲
,

这个问题更为严重
。

只 有增加

出口 ,

多创外汇才有利于外债偿还
。

而外债

使用效益低
、

产品质量差
,

严重削弱 了我国

出口创汇能力
。

当前国际市场竟争的焦点已

集中在质量等非价格因素上
,

若完全靠劳动

密集型
、

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 ,

以低档
、

低

质
、

低价倾销是行不通的
。

大力提高出口商

品质量和档次
,

以同等数量的商品换取更多

外汇
,

渡过偿债难关
,

成为一个艰 巨任务
。

三
、

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在经济增长由外延型 向内涵型
,

由速度

型向效益型转换过程中
,

必须克服两个制约

因素 一是宏观政策的非稳定性
。

投资规模

急剧膨胀与压缩
,

货币供应过度波动
,

物价

跳跃式上涨
,

造成了企业的短期行为
,

养成

了企业的依赖心理
,

不利于技术创新
。

二是

生产要素不能合理流动
。

国家对落后企业的

保护
、

地区间的相互封锁
、

部门及行业的垄

断
,

阻碍了资金
、

资源和人力向 高 效 的 企

业
、

地区和部门流动
,

使整体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不能迅速提高
。

所 以
,

我们必须从此

着手
,

在保持宏观政策和宏观环境相对稳定

的前提下
,

以金融支持和市场竟争
,

推动企

业技术更新
,

实现企业由外延型 向内涵型
,

由依赖型向进取型转变
。

通过技术更新带动

生产
,

以生产创造需求
,

解决市 场 疲 软 问

题 同时
,

把技术引进与技术更 新 结 合 起

来
,

提高出口产品技术含量
,

以技术出口带

动商品
、

成套设备出口及对外承包的开展
,

逐步改善我国出口商品结构
,

实行从数量型

出口 向高附加值型转变
,

为外债偿还创造有

利条件
。

另外
,

发展新兴产业
,

为过剩劳动力

提供就业机会
。

最终实现经济增长
、

物价稳

定
、

就业扩大和 国际收支平衡的目标
。

具体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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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

宏观上树立长期持续
、

稳定
、

协

调发展经济的思想
,

克服急于求成
、

追求高

速度的毛病
,

改变单一的产值观念或速度观

念
,

建立新的效益观
,

走内涵型 增 长 的 路

子
。

量力而行
,

确立重点
,

保持投资规

模稳定增长
。

重点建设除靠国家投资外
,

还

可采取财政贴息与银行贷款相结合
、

发行公

债以及国家
、

地方
、

企业共同兴办等方式
,

杜绝以国民收入超分配
、

货币超 发 行 搞 建

设
。

科技进步与结构调整相结合
,

保持

国民经济协调发展
。

一是科技进步与发展农

业结合
,

以科技兴农
,

实现农业稳产高产
。

二是能源的大力开发与有效利用结合
,

以各

种技术手段和管理措施堵住资源 浪 费 的 漏

洞
。

三是发展壮大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

的更新改造结合
,

形成互为动力
、

互相促进

的良性循环
。

四是发展第三产业与解决就业

结合
,

吸纳过剩劳力
。

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相结合
,

保持

国民经济持续发展
。

为把科技成果迅速转变

为生产力
,

必须转变投资重点 , 增加科技投

资
,

加快企业技术更新改造步伐
。

调整银行

信贷结构
,

大幅度增加科技贷款指标
,

促进

新产品
、

新技术
、

新工艺的推广应用和引进

技术的消化吸收
,

推动金融与科技的结合
。

·

其次
,

抓住时机
,

加大改革份量
,

培养

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
,

通过市场竞争迫使企

业转变生产经营观念
,

追求技未进步
。

‘

运用经济
、

法律和必要 的 行 政 手

段
,

强化市场宏观调控和管理
,

打破市场割

据
,

搞活商品和资金融通
,

严厉打击各种不

正 当竞争行为
,

保护消费者和生产厂家的合

法利益
。

利用相对宽松的市场环境
,

采取调

饭结合方式
,

‘

积极
、

稳妥地推行价格改革
,

促进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
。

发展金融市场
,

改善企业的融资环

境
,

允许部分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或经济效益

较好的企业直接融资
,

减轻信贷紧缩给企业

带来的冲击
,

也缓和结余购买力给市场造成

的压力
。

建立市场竞争和淘汰机制
,

推动企

业技术进步
。

实行联合
、

控股
、

承包
、

兼并

等方式的同时
,

对一些技术
、

管理落后
,

亏

损严重
、

资不抵债的企业
,

与其用财政补贴

办法
“

保护
” ,

不如让其破产
,

既可减少资

金
、

资源 占用
,

实现生产要素合理流动
,

又

可减轻财政负担
,

减少财政赤字
。

为此
,

必

须相应建立社会保障制度
,

改革就业制度
,

以保持社会稳定
。

最后
,

还有待于企业在自身下功夫
,

向

外找出路
,

依靠科学管理和技末进步这两个

轮子走出困境
。

一是要建立国货信誉
,

打破

崇洋心理
,

为人民生活提供更多 更 好 的 商

品
,

把洋货
“

挤
”

出去
。

二是要改变销售观念
,

开拓市场渠道
,

从城市向农村扩展
,

从国内

向国外扩展
,

把眼前困难变成实现企业战略

和国家战略转换的机遇和动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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