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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漏经济学 》
’

序言
才嗽

第一 次听到 《逸 漏 经 济学 》这 个 新 名

词
,

于 经 济学 又是外行
,

为什 么如此 自不量

力
,

敢 于接受青年学者邱力生的要求
,

为他

的著作《逸 漏 经 济学 》写序呢 这一 则是由

于 自己过去在工业 系统工作多年
,

一直关心

国家的经济建设 , 更重要的原因则是
,

作者

为我们社会主 义经 济健康发展
, 独 创 了这样

一门对在下 药的经济新学科
,

为他的这种忧

时爱国精神所 感
。

回顾我们过去 几十年走过

的道路
,

为什 么总是正反两端这样伴生呢

解放与桂桔
,

胜利与失败
,

成就与错误
,

理

性与盲目
,

伟大与夸大
,

有 效 与 无 效
,

总

之
,

实事求是与胡思 乱来
, 两者这样难舍难

分呢 不说政治 ,

就经 济而 言
,

为什 么社会

主 义与封建主 义结合
,

相安 无事 而 社会主

义与资本主 义 甚至不过 小 商 品 生 产 相

亲
,

杯大逆不道呢 在经济方 面摆脱这种正

反相伴的现 象
,

充分利用资本主 义社会合理

经验
,

使经济活动 全是正向运动
,

排除反向

运动
,

相信这本书是会起 作用的
,

它 的出版

具有时代意 义
。

从字 义上看
,

逸者散失
、

逃遮
,

漏者渗
过

、

泄遗
“

逸漏
”

即丢失
、

遗弃之意
。

逸

漏用到经济活 动上
,

就是指种种不生产任何

价位的浪费损失而 言
。

经 济活动 中物质时富

包括人 力物力的损失
、

浪费
、

闲笠及破坏等
等

,

是有史以 来人类社会所共有的现象
。

这

是由于经济运行体制不顺
,

组织 管理不善
,

宏观决 策不 当 ,

具体计划不周
,

科学技 术落

后
,

利益磨擦剧烈
,

人 员素质低下
,

等等原

因造成的
。

资本主 义社会 虽 然由于生产社会

化和生产 资朴私有制 的基本矛质无 法解决
,

而 长期反复出现生产过刹的经 济危机
,

但在
生产和流通的每个环节

,

在为经济服务的每

个领域
,

直到 国家行政的宏观干预 包括计划

调节
, 以 及减少国际磨擦等等方 面 ,

是不断

改进 完善的
,

尤其近 几十年 高科技与信息产
业的发衣

,

发达 国字和许 多发展中国家的经

济
,

一直在起伏 中增长发展
,

有的国家和地

区还 出现高速增长时期
。

总之
,

整个世界进

入和平与发展时代
,

国际社会经济竞争必 日

趋剧烈
。

因此
,

如何解决 经 济逸漏现 象
,

全

面提高经 济效益
,

成为我们 当前 迫 切 的 问

题
。

三年
“

大跃进
”

和十年
“

文革
” ,

经济

上 的损失约 亿 元
,

相 当于前三十年的塞

建总投资
。

这种全 面性的错误 自 不 应 再 出

现
,

但根深蒂固
“

左
”

的影 响 ,
改 革 要 问

“

性社姓资
”

这类干忧
,

导致经济停滞 包括

逸漏
,

仍不可低估
。

前面提到 的经济体制不

顺 等七个方 面 的原因
,

都还是普遍存在的
,

这正是今天改革的衬象
。

如何 系统解决我国

经济活动 中的各种 问题
,

一直 为大字尤其经

济理论界所共同关注
。

在各种各样 的学说观

点 中
,

一种专门研 究生产要素 劳动 力
、

设

备
、

资源
、

土地
、

资金等 反向流进的新理

论学科
,

即逸漏经 济学应运 而 生
。

我 国经济

体制
、

决 策规划
、

管理 水平
、

科技利用和劳

动 者整体素质等等方面 ,

都存在问题
,

加 以

其他社会
、

政策原因 ,

多年以 来造成的逸漏

现 象是非常严重的
。

正如这本书介绍 的根据

统计每年逸漏量达 多亿 元 ,

这就是我们

长期存在的高投入低产出现 象
。

据统计
,

投

资每增 呱
,

经 济增长只 。 呱
。

决 策失 误

损失最大
, “

山
、

散
、

洞
”

建设 布局报失令

人痛心 有一个省 年间 因此导致 个大项

目报度
。

经济效益的低下
,

触 目惊心 ,
下 面

再举两个指标来说明 ① 年代 同 西 方 相

比
,

每亿美元 国民生产 总值能耗
,

我国为 日

本的 倍 多
。

美国的 倍 ⑧机床全 员劳

动生产率
, 日本比我国高 倍

,

美国高

倍 生产要素大量的损失浪费 还 包括贪污

·年力生著 《逸漏经济学 》
,

级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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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窃的逸漏
,

不仅严重影响社会生产力的

发展和人民生 活 水平 的提高
,

更 为重要的是

影响 社会主 义制度优越性的应有体现
。

我 国

人 口 众 多
,

人均资源很少
,

社会生产力还比

较落后
,

因此
,

研 究经济活 动 中 的 逸 渴现

象
,

时我国经济发展具 有迫 切 的现 实意 义和

理论意 义
。

这 本书综合归纳 大量逸漏现 象后
,

作者

提 出一种新的理论 —
生产要素反向流动

,

然后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和规律
,

最后提 出如

何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巨大的逸漏问题
。

书 中

提 出经 济体制总体改革的设想即建立反逸漏

的经 济管理体制
,

在充分利用价值规律和市

场机制 的同时
,

要规划好各种经 济主体在追

求 自身经 济利益时
,

产生的合理动 力
,

做到

既最大限度地发展所有劳动 者的创造性
、

主

动性
,

又能防止各种动 力间互相冲突
、

抵梢

而造成的经济停滞或混乱
。

书中论述 用反逸

漏休制理顺 经济体制
,

在宏观上采取分段调

控方式
,

使 指 令性 计划调节与市场调 节

间接结 合
, 以 避 免直接结合带来 的 种 种 井

端
,

并 为全面推行市场调 节提供理论依据
。

国家只 用指令性计划控制生产要素运动 的第
一 阶段 资源从静止状态转 为投入 , 其他

阶段都 由市场调 节
。

政府与企业之间完全取

消末属关 系 全民资产的保位
、

增位 由国有

资产管理部门管理和监甘 的同时
,

建立起

回权循环制约的企业领导体制 以 真正搞活

国营企业
。

大家知道
,

生产要素逸漏最主要

的原因是体制
、

决 策和管理是否合理有效
,

能否在各种环节避免失误
。

为此 作 者 提 出
“

四权循环制约
”

的 解 决 办 法
。

所谓
“

四

权
”

即指 厂长的生产经营管理权
,

党委的

监甘保证权
,

职工代表大会的参与决 策和罢

免厂长权 特珠情况下
,

由党委提议
,

肠

职工附议
,

每个职工真正 当家作主的权 力

等
。

四权各 司其职
,

相 互制 约
,

形成一种新

的企业管理体制
,

有利于调 动 全体职工的积

极性 , 既可 以 保证 法人厂 长完全 自主行使经

营管理权
, 又可 以 克服企业内部 因 权 力 高

度集中而 实际上 又 没有有效的监嘴制约造成
以权谋私 或玩忽职守使逸漏量增大的问题

。

当然
,

这样的企业管理体制
,

也要求整个社

会机制相 互适应
。

这就时政府机构及其职熊

提 出 了挑战
。

政府 代表国家 既是全民财

产的所有者
, 又是整个社会 经 济管理者和经

济运行调控者
·

在谬化经 济体制改革 中
,

要

解决 逸漏问翅
, ‘

首要问题还在政府的宏观方

面
。

说到底
,

不论宏观也好
,

微观也好
,

要

减 少和避
、

免种种逸漏和失误
,

关健还在推进

民主和法制 的进程
。

民主和科学是社会进步

的两 支杠杆 民主是科学的基础
,

科学是民

主 的结果 民主 的真正 实现必须以 法制作保

津
。

此外
,

书中还对人 口 与资源的矛质
, 经

济发展同逸漏的关系
,

全国统一市场的组 织

管理
,

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时权的划分
, 以 及

如何长久利用多种所有制 的优势
,

提 出 了许
多独 创飞性的 见解

。

《逸漏经济学 》完竟属于宏观经 济学
,

还是推观经济学的范略
,

或是介 于 两 者 之

间 似 难以 界定
·

但可 以 肯定的乓
,

它直接
研 究的是微观经 济学中易为人忽视的问题

,

而 其触 角则深入到宏观经 济学之 中
。

这就是

说
,

在宏现决 策到微观运作无不在它的视好

之内
。

我认为
,

在逸漏经济学中
,

还应将 自

然科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为一个重要的研

完时象
。

比如近年出现的电力 电子新技术革

命 被称 为第二次电子革命
, 以 能量转换

为时象和徽电子技术密切结合
,

能使机 电产

品节能化
、

精密化
、

小 型化
,

可 以 大童节省
能 源和材针

,

推动 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

科学
技术的发展尤 赖人才为基础

,

最终还是要有

人 才能脱颖 而 出的机制
。

人所共知
,

人才的

逸漏是我们 几十年来难以 估计的 巨大浪费和

损失
。

邓小平同志 曾深刻指出
“

丈化 大革

命最大的错误是耽误 了十年人 才的培养
。

我

们 无论扣何不要忘记这个教训
。 ”

逸漏问题在发达的资本主 义 国家一样存

在
,

但是相比之下
,

我们 更为严重
。

邓小平

同志今年初 南巡讲话 中指出 , “

社会主 义要

轰得与资本主 义相比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

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 切 文明成果
,

吸收

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
一

包括资本主 义发达国家
的一切映反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

方式
、

管理方法
。 ”

扣果我们墨宁陈挽
、

固

步自封
,

甚至分不清什 么是封建主 义
,

什 么

是货本主 义 ,

什 么是社会主 义 我们就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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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经 济类工具 书 出版评述
姜 文

经济类工具书
,

是指反映经济学内容的专科性

工具书 它提供经济学及其相关的知识
、

资料和数

据
。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

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

移到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

道上
,

我国的政治
、

经济
、

科技
、

文化等各方面都

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

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

放的需要
,

经济学界的专家
、

学者和广大出版界同

仁齐心协力
、

共同奋斗
,

使国内经济类工具书的出

版工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
。

出 版的 经 济 类工

具书无论从数量和质量
,

还是从类型和 品 种 上 来

看
,

都大大超过以往的 年
,

居专科性 工 具 书 之

首
。

现就我国近十年经济类工具书的出版情况评述

如下
。

一
、

经济类工其书出版的概况

据不完全统计
,

年的 。年间
,

我国

仅有经济类工具书 种 而改革开放的十年中
,

共

出版经济类工具书 种
,

几乎是前 。年的 倍
,

琳且一直呈上升趋势 见表
。

这样的增长势头
,

反

映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深得人心
,

以及

人们对经济知识的渴求
,

这是我国近十年来经济学

研究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
在经济类工具书数量增长的同时

,

其类型也由

原来单一的辞典
、

手册型发展到如今的百科全书
、

年

鉴
、

指南
、

名录
、

表谱
、

图录以及经济文献 目录
、

索引
、

文摘等类型

二
、

经济类工其书出版的特点

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经济类百科全书
。

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

需要
,

近十年来
,

出版了众多的经济类百科全书

这些百科全书
,

荟萃了经济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知识

和文献
,

内容详尽完备
,

学术性强
,

查阅检索功能

明显
。

在已出版的 多部经济类百科全书中
,

最早的

是 年企业管理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企业管理百

科全书 》
,

该书不仅是当代中国企业管理方面的第

一部百科全书
,

也是中国第一部专业性百科全书

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 多万 字 的

《中国大百科全书
·

经济卷 》 卷本 集中反映

了我国经济学的研究水平 先 后 出 版 的有 《中

国乡镇企业管理百科全书 》
、

《管理百科全书 》
、

《现代管理百科全书 》
、

《世界经济百科全书 》
、

《中国经济百科全书 》
、

《金融知识百科全书 》
、

《对外经济贸易百科全书 》
、

《中国 投 资 百 科全

书 》
、

《投资知识百科全书 》等

经济年鉴和统计年鉴的出版引人瞩目
。

经济年鉴记述和刊载一定地区
、

部门一年中社

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事件
、

基本经济情况 和 统 计 资

料
,

同时反映与经济有关的教育
、

科学 技 术
、

人
口 、

生活状况等情况 年代初
,

随着政治
、

经济

的发展
,

一大批专业年鉴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
,

好改革开放
,

也解决 不 了经济活 动 中的逸漏

问题
。

我愿意向广大读者尤其是从事经济工作

的人推 荐这 本书
。

已 经退下来的做过经济工

作的老 同志
,

也不舫翻翻这 本书
,

也许能从

反思 中得到 某些新的启迪吧
。

作者同我谈到 出版此书的艰难历程 在

出版界
,

现在出现茱种 良筹颠倒
,

热冷反差
,

这不能全怪 出版者 迁宁人民出版社愿意出

版这样一 本
“

冷门书
” ,

是值得赞扬的 但 愿

这 本
“

冷门书
”

能变成热门 书
。

资任幼辑 王冰

一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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