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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剩经济: 一个值得研究和

认真探索的课题

刘光杰

　　20 世纪 90 年代的后半期, 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 出现

了一个一开始并未引起人们太多关注和思考的变化, 即经济从

短缺运行逐渐向过剩运行转变, 从卖方市场逐渐向买方市场转

变, 或者说, 出现了过剩经济。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 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 中

国的经济具有明显的短缺经济的特征, 在绝大部分的时间里,

经济都是在短缺状态下运行的。无论是工业产品还是农副产

品, 生产资料还是消费资料, 长期供不应求。这种状况的产生,

有其历史的原因。由于建国以前, 中国的经济十分落后, 生产

力水平低, 工农业生产都不发达, 人民生活水平也很低。新中

国建立后, 为了迅速改变经济落后的面貌, 就要开展大规模的

经济建设, 当然就要进行大规模的投资; 同时, 原来很低的人

民生活水平, 也要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地得到提高, 而生

产力水平低供给有限, 这样, 无论是生产资料还是消费资料, 就

当然供不应求了, 各项物资都显得短缺。这种状况不仅在中国

发生, 在原社会主义苏联和东欧各国也都存在, 因为都有着与

中国相似的境况。以致在一段时期里, 人们把短缺经济看成是

与社会主义经济一起伴生的, 是社会主义经济中一种带规律性

的现象。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甚至提出短缺经济学理论, 试

图用它来分析和解释有关社会主义经济的诸多方面的问题。

然而, 自 90 年代中期以来, 特别是近二三年, 在我国经济

中开始出现了过剩现象。短缺经济逐步演变为过剩经济。当这

种经济过剩现象开始出现的时候, 人们自然十分欣喜。从过去

什么商品都紧缺, 有时连买蔬菜都要票证, 到现在商店里商品

琳琅满目, 应有尽有, 价格也便宜, 而且顾客开始真正找到了当

“上帝”的感觉, 同时, 人们也都把这种变化看作是我国经济发

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转换点, 它使我们有可能摆脱长期困扰我

们的短缺经济对经济发展的制约。

但是, 也仅仅只是过了一二年的时间, 人们在一阵欣喜之

后, 却又开始感到了问题, 产生了某种忧虑。由于这种过剩现象

已不再限于某些个别或局部领域, 几乎扩展到了经济的各个领

域, 而且显然不是一种暂时的现象, 它正在对我国经济的进一

步发展和健康运转形成一种新的制约和障碍, 这种制约和障碍

或许并不亚于短缺经济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和障碍。

对目前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的过剩现象, 究竟是局部性的

或全局性的, 是一种短期存在的现象或可能是一种长期存在的

现象, 人们或许有着不同的认识, 但是, 既然经济过剩现象已经

存在, 而且已经延续了一段较长时间, 并对我国经济的进一步

发展已经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那么, 对这种过剩经济出现的成

因、特征、发展趋势, 以及对我国经济发展可能造成的影响和我

们应采取的对策, 自然应当引起人们的关注和积极的思考, 进

行必要的研究和探索。

过去一般认为, 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种表

现, 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不会存在这个

问题。然而,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过剩经济出现了。现在看来,

过剩经济同社会制度的性质不一定存在必然的联系, 但它同市

场经济可能有着某种直接的关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作为市

场经济运行主体的企业, 出于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动机, 必

然要尽量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 力求占有更多的市场份额, 这

自然会使供给有无限增大的趋势。另一方面, 社会财富的分配

又呈现出向少部分人集中的趋势, 大部分人的收入虽有增加,

但相对社会财富的增加却显然不同步, 还有少部分人的收入可

能会下降。人们收入分配的这种新格局, 将会使人们现实的需

求的增加跟不上供给的增长, 这恐怕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出

现的现象, 正是如此, 过剩经济不会是一个短期现象, 不会在短

期内消失。

近两年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 已经让人们感受到了过剩经

济的存在对我国经济带来的冲击。从微观层次看, 企业生产出

来的产品销售不出去, 不仅造成积压, 成本上升, 效益下降, 而

且影响生产资金的正常周转, 生产难以为继。从宏观层次看, 也

会影响国家财政收入, 下岗工人增多, 经济滑坡。

从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演变, 我们经济工作的立足点是否

应当相应地作出某些调整。在如何对待生产、积累和消费问题

上, 我们过去往往是重生产、重积累而轻消费, 如果说, 在短缺

经济条件下, 我们把立足点放在增加积累、增加生产, 扩大供给

上, 是完全正确的。那么, 在过剩经济条件下, 如果我们继续按

照过去的思维模式行事, 把立足点仍然放在无限扩大供给上,

只会使经济的运行状态更为恶化。应当看到, 在生产与消费这

对矛盾中, 消费不旺已成为制约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主要矛

盾。如果我们真想加快经济的发展速度, 而不是假想的话,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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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应该在继续加大投资力度的同时, 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增加收

入、拓展市场、扩大消费上。拓展市场, 扩大消费, 绝不是要轻视

生产, 忽视生产, 而正是为了使经济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

由此我们看到, 当过剩经济真正出现的时候, 能否有效的

去拓展市场、扩大容量, 增加市场吸纳产品的能力, 便成为制约

整个国民经济能否进一步高速健康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和环节,

市场问题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就我国现时的情况来看, 拓展市场、扩大市场容量的重点

在于拓展农村市场。本来, 我国现时的市场, 如果从空间的角度

看, 它包含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两大块, 国内市场则包含城镇

市场和农村市场两大片。那么, 现时我国市场的状况是怎样的

呢?

首先, 从国外市场来看, 改革开放以来, 由于我国实行对外

开放的方针, 外国投资者也看好中国这个具有巨大潜力的市

场, 因此, 我国的国外市场是不断扩大的。近十多年来, 我国的

进出口贸易增长很快, 特别是出口贸易更快于进口的增长。但

是, 受以下一些因素的影响, 我国进一步拓展国外市场的空间

将是有限的。第一, 一些作为我国对外出口的主要市场的国家

如美国、欧盟、日本等, 对从我国进口货物往往奉行贸易保护主

义政策, 诸如配额限制, 惩罚性关税以及其它歧视性法律, 致使

我国出口贸易的增长受到很大限制。第二, 随着各国经济, 特别

是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使得国际贸易中争

夺市场的竞争愈趋激烈, 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 人们的生活质

量与对产品的品质要求越来越高, 这样, 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也

就更多的体现在产品的品质与性能上, 而我国的出口商品除了

在成本与价格上尚占有一定的优势以外, 绝大多数产品在品质

与性能上多处于劣势, 这不能不影响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

占有份额。第三, 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

而呈现出不稳定性, 如果有些国家特别是那些同中国有着较紧

密贸易关系的国家一旦出现经济波动或衰退, 势必马上影响到

中国的出口贸易,1997 年发生的东亚金融危机及其以后一段时

期所出现的情况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其次, 从我国的城镇市场来看,20 年来,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

步深入, 我国城市经济有了巨大发展。城镇人民物质文化生活

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无论在吃、穿、用、住、行各方面, 特别

在家用电器及耐用品的拥有量上, 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 (见

表 1)。如果城市经济以及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没有一个更大的

发展和提高, 城镇市场的拓展空间将是有限的。据了解,1999 年

国家为公务员普遍提高了工资, 同时提高了离退休人员的待遇

和下岗职工的最低生活费标准以后, 一些城市居民在被问及拿

到了补发的工资, 将有何消费打算时, 多数的回答是:“家用电

器该有的都已经有了, 住房也已经住上了, 至于还没有的如汽

车, 靠这点钱也买不起, 同时也用不起, 所以还只有把钱存到银

行去。”这可能代表了相当多数城镇居民的一种消费心态和实

际消费能力。而且, 在已过去的 20 年, 有许多城镇居民是在一

种“节衣缩食”的状态下, 把节余的钱储蓄起来去实现对现代化

的家用电器的拥有和住房条件的改善, 一旦这些目标达到以

后, 人们将会把增加的 收入再次用于饮食质量的提高上。同时

在今后的岁月里, 城镇居民还将积蓄起一定数量的货币, 以支

付医疗保健、社会保障以及子女教育诸方面的费用, 这些都将

限制城镇市场的拓宽空间。

表 11998 年底城镇居民家庭每 100 户耐用消费品拥有量

数　量 数　量

呢大衣 (件) 191112 洗衣机 (台) 90157
毛　毯 (条) 142107 电冰箱 (台) 76108
沙　发 (个) 207162 彩色电视机 (台) 105143
自行车 (辆) 182105 收录机 (台) 57163
电风扇 (台) 168137 照相机 (架) 36126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1999)》,322 页, 北京, 中国
统计出版社,1999 。

最后, 就农村市场的情况来看, 存在着巨大的拓展潜力。尽

管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 农民生活水平

也有了一定的提高, 但是, 除了少数沿海地区的农民以及处于

经济发达城市郊区的农民以外, 我国绝大多数的农村和农民,

不仅相对地说比城市经济发展和城镇居民收入生活水平相距

甚远, 而且绝对地说, 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生活水平

也是很低的 (见表 2) , 特别是处于交通不发达的地区和山区。有

些地区农民仅仅达到温饱水平, 有的连温饱还未达到, 农业生

产技术也处于十分低下的水平, 还未摆脱主要依靠人力和畜力

进行耕作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 农村作为吸纳工业产品广阔

市场的功能远远没有发挥出来, 这是我国工业在低发展水平上

即出现过剩经济的一个重要原因。一旦农业真正发展起来了,

农民收入水平提高了, 他们对工业产品的需求, 包括农业生产

资料和日用工业品的需求将是巨大的。从这点来看, 我们完全

有理由相信, 我国的农村市场是一个有着巨大拓展潜力的市

场, 它将成为推动我国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进一步高速增长的

重要因素。

表 21998 年底农村居民家庭每 100 户耐用消费品拥有量

数　量 数　量

沙　发 (个) 82153 黑白电视机 (台) 63157
自行车 (辆) 137115 采色电视机 (台) 32159
电风扇 (台) 111159 收录机 (台) 32136
洗衣机 (台) 22181 照相机 (架) 2122
电冰箱 (台) 9125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1999)》,346 页, 北京, 中国
统计出版社,1999 。

看来, 当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演变的时候, 我们领导经济

工作的某些思维定式, 也应当进行某些必要的调整。就以农业

现代化问题来看, 在过剩经济条件下, 我们的目标和立足点, 就

不应当象短缺经济情况下那样, 仅仅关注农业生产的增长和农

产品供给的增加上。在过剩经济情况下, 考虑农业现代化问题,

无论是农业产业化也好, 乡镇企业二次创业也好, 还是小城镇

建设也好, 我们的目标和立足点, 必须放在如何在促进农业产

业结构调整、加速农业技术改造、扩大农村就业面, 使农业生产

的增长更适应国民经济和城市居民需要的基础上, 使农民的收

入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提高, 从而使农村市场容量有一真正的扩

大, 必须看到, 农村市场吸纳工业品的容量扩大了, 工业品有了

市场, 城市工业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 城镇居民收入才会得到

增长, 从而为农产品的销售提供市场, 农业也才会得到健康的

发展, 由此形成良性的循环。

(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经济学系　武汉　430072 )

(责任编辑: 金　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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