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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相适应 的 经 济 机

制
,

对实施产业政策
、

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

具有根本性意义
,

是更为有效的途径
。

我们

国家大
,

部门
、

行业
、

企业这么多
,

完全靠

政府尤其完全靠中央政府的经济力量而不发

挥经济机制的作用
,

实施产业政策是很困难

的
,

而且效果也不会好
。

不打破 部 门 所 有

制
、

地区所有制
,

优惠条件给得再多
,

紧密

型的企业集团也难以发展
。 “

分灶吃饭
”

的

财政体制
,

使得地区产业结构雷同
、

地区封

锁的改变十分困难
。

大锅饭的投资体制
,

难

以杜绝盲 目投资
、

重复建设
。

企业缺乏足够

的技术进步动力和压力
,

科技成果的推广应

用必然步履艰难
。

加快经济体制改革
,

尽早

建立和健全以利益约束为特征的经济机制
,

是实施产业政策
、

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和现

代化的关键所在
。

比例协调
,

是持续

稳定发展的基础
张寄涛 中南封经 大学教授

、

博士导师

国民经济持续
、

稳定
、

协调发展已成为

我国今后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本指导方

针之一
,

这是多年来经验与教训的总结
。

在

《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

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 》中
,

明确地指出

比例协调
,

是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
,

充分显

示了对以往经验教训认识的深化
,

将有助于

今后正确贯彻这一基本方针
。

我国几十年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 冠高

的经济增长速度所以不能长期持续以至出现

大起大落
,

往往和 比例失调形成的各种瓶颈

直接有关
。

每次高潮初期
,

强劲的需求拉动

着经济增长
,

由于不同部门的投资规模
、

建

设周期
、

供应弹性不 同
,

因而在一段百业俱

毛

兴的繁荣后
,

不平衡发展形成的比例失调以

某些关键性的投入品短缺的资源性约束阻碍

着经济增长 在开放的条件下固然可以通过

国际市场转换以补国内供应 不 足
,

但 又 以

外汇支付能力为前提
。

这种因某些瓶颐迫使

经济增长停顿甚而负增长的现象显示了比例

失调以资源约束形式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影

响
。

改革开放以来
,

由于决策体系
、

运行机

制
、

市场与资源来源的变化
,

比例失调对经

济增长的制约又以另种形式出现
。

当国家采

取双紧政策扭转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总量

失衡以后
,

以往在百业俱兴假象下某些加工

工业供应能力超过市场正常需求的比例失调

暴露出来了
。

由于它们属于结构性失调
,

总

量的调整与松动仍然不能改变其产销失调的

矛盾
。

于是
,

这种比例失调又成为近两年来

阻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

总之
,

不论比例

失调表现为何种形式
,

它都是阻碍经济增长

的决定性因素
,

因此强调
“

比例协调
,

是持

续稳定发展的基础
” ,

是十分有意义的
。

中央多次表明 始终把提高经济效益作

为全部经济工作的中心
,

其实
,

能否促进和

实现各种比例 产业间
、

部门间
、

地区间
、

供应与需求间 ⋯⋯等 的协调是提高经济效

益的主要途径
。

我国许多企业经 济 效 益 不

高
,

原因是多方面的
,

譬如
,

经营管理不善

形成的浪费
、

各种投入品的耗费高
、

劳动组

织与纪律问题等 可是
,

各种比例失调经常

是造成效益低下的重要因素
。

如前所述
,

投

入品短缺形成的瓶颈使企业生产能力闲置或

利用不足
,

停工待料
、

断电停工
、

堆集待运

等都曾是许多企业效益低 的原因 企业为

了应付短缺又不得不想方设法增大投入品的

库存
,

这又会造成资金积压
、

利息支 出从而

降低效益
。

供大于求的比例失调表现出来 ,

结构性疲软则是我国当前大量企业效益低 卜

的重要原因
。

产品滞销
、

积压导致资金周转

不灵
、

相互欠债
,

效益低 卜 自 然 难 免
。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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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

任何经济的正常
、

有效运行都以比例协

调为基础
,

而通过何种运行机制来保证各种

比例的动态协调始终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

与难题
。

国内外经验证明
,

为保证各种比例的协

调
,

既要有经济总量的宏观调控
、

产业结构

的合理调整 也要有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与

竞争中的淘汰
。

前些年家用电器类的热潮最

终形成的供大于求的局面一再重复出现
,

就

说明
一

单靠部门自上而下的审批难以抵挡住各

地方攀比的压力
。

由此造成的外汇浪费
、

达

不到规模效益的损失
、

市场分割与封锁等已

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难题
。

今后
,

应多从

增大投资决策者承担风险
、

严格控制设点来

防患于未然 同时
,

充分展开统一市场内的

竞争
、

反对地方性的保护政策
。

总之
,

要继

续探索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具体途

径与形式
,

以保证国民经济持续
、

稳定
、

协

调发展的方针得以实现
。

所谓
“

市场经济
”

意味着什么

全 国人 大常委
、

中华外 国经 济

胡代光 学说研 究会副会长兼总千事
、

北

京大学经 济学院授教
、

博士导师

第七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第 四 次 会 议

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 》
,

宏图

展示
,

令人鼓舞
。

为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

我们确实必须遵循

几十年来通过实践证明其正确而总结出来的

十二条主要原则
,

其中关于
“

积极发展社会

主义的有计划商品经济
,

实行计划经济与市

场调节相结合
,

努力促进国民经济持续
、

稳

定
、

协调发展
”

这一条
,

如何不被偏离
,

我

觉得很有必要弄清楚什么是
“

市场经济
”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戴维
·

皮尔西 记
·

主编的《现代经 济 学辞 典 》

中
,

又古
“

市场经济
”

的解说是
“

根据生产

者
、

消费者
、

工人和生产要素所有者彼此之

间 自愿交换而形成的价格来作出关于资源配

置决策和生产决策的一种经济制度
。

这样一

种经济的决策是分散化的
,

即是
,

独 自地由

这种经济中的集团和个人而不是由中央计划

工作者来作出决策
。

市场经济通常还是包含

生产资料私人所有权的一种制度
,

即市场经

济是资本主义经济
。

可是
,

市场经济在社会

所有制的条件下
,

也会在某种程 度 上 起 作

用
” 。

《辞典 》 年英文版第 页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麦克拉肯
,

。。 时认为
“

资本主义这个词 在 语

义学上挨骂已渡过了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
,

而且它甚至不是对盛行于西欧
、

北美
、

部分

亚洲和别的地区的经济制度的合 适 描 述
。

‘

自由的
、

市场组成有机体的经济
’

这个术

语是对那些地区的国家的经济制度更为准确

描述的
” 。

见 〔美 〕《经济影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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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所述可见
, “

市场经济
”

概念有其

特定含意
,

主要包含 生产资料私有

化 决策高度分散化 主要由

市场力量 通过供求及其导致的价格机制

自动调节一切经济活动 排除政府直

接干预经济的行动
。

然而
,

国内有的人则认定
, “

市 场 经

济
”

这个术语是属于中性的
,

即
“

市场经济

并不就是资本主义经济
” 。

他们提出的理由

是
,

有商品生产就有市场
,

所以
“

商品经济

就是市场经济
” , “

为什么我们可以发展社

会主义的商品经济
,

却不可以发展社会主义

的市场经济呢
”

我认为
,

这一论断不能仅仅简
一

单地借助

形式逻辑推理而就满意了
,

而应该多点辩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