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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消费者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屈炳祥

　　摘要 : 消费是消费者的一种经济行为 ,在不同的社会状态下具有不同的性质。消费者不论在何种状

态下 ,都有自己应当享有的权利。根据这些权利 ,消费者对自己的行为作出多种选择。这种行为要受到多

种因素的制约 ,不仅有一些共同的因素 ,还有一些特殊的因素 ,因此 ,消费者行为在不同的国家或不同的历

史发展条件下 ,除了有一般规律外 ,也会有一些较特殊的规律。消费者行为在社会经济发展和运行中具有

极其重要的作用 ,我们要尊重消费者行为固有的客观性与规律性 ,解决好消费领域里的诸种问题 ,有效维

护消费者权益 ,促进经济发展。

关键词 : 消费者行为 　消费者权益 　消费者选择 　消费时间

一、消费者行为及其性质

消费者 ,是消费的行为主体。因此 ,要研究消费者 ,必须

首先研究消费。在《资本论》中 ,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研

究消费者的。为此 ,要研究马克思关于消费者的理论 ,就必

须从研究消费开始。

马克思认为 ,消费不是一种孤立的行为 ,而是同社会生

产的其他环节相联系的一系列行为中的一种。所以 ,在《资

本论》及其手稿中 ,马克思总是在这个意义上 ,尤其是在它与

生产的辩证统一关系中来研究这一行为的。马克思有两句

名言 ,他说 :“生产直接也是消费”、“消费直接也是生产”。①这

就是说 ,从生产与消费同一的关系上来看 ,生产就等于是消

费 ,即消耗劳动力和生产资料 ;同理 ,消费也就等于是生产 ,

即生产劳动力和物质财富。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生产和消

费都是广义的。从广义的消费中 ,马克思把生产劳动力这样

的消费称作“本来意义上的消费”或生活消费 ,而生产物质财

富的消费则称作生产消费。消费不仅是一种行为 ,而且还是

一个过程 ,即社会生产总过程中的一个环节。马克思把社会

生产当作一个包含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环节在内的总

过程。在这里 ,消费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它居于社会生产总

过程的终端 ,显示社会生产的目的与实现。此外 ,消费还是

一种社会关系 ,它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在消费领域的一种延续

与具体表现。

消费 ,作为一种行为和过程 ,它需要人来完成 ;作为一种

社会关系 ,它又需要人来承担。没有人 ,一切都不存在。因

此 ,人或消费者自然就成了消费的主体。

马克思认为 ,消费 ,既然是消费者作出的一种行为、表现

的一种过程及所承担的一种社会关系 ,那么 ,在不同的社会

条件下就会有其完全不同性质。之所以如此 ,是由不同的社

会生产关系所决定的。马克思指出 :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

是“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

产既支配着生产的对立规定上的自身 (即消费———笔者注) ,也

支配着其他要素 (即分配与交换———笔者注) 。”他还指出 :“一定

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

的一定关系。”②“在社会中 ,产品一经完成 ,生产者对产品的

关系就是一种外在的关系 ,产品回到主体 (或作为个人消费 ,或

作为生产消费———笔者注) ,取决于主体对其他个人的关系。”③

这就是说 ,消费的性质是由生产的性质来决定的。人们在消

费中的地位并不取决于他是否生产了产品 ,而取决于他与其

他人之间的关系 ,即生产关系的性质。

根据这样的道理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分析了资本

主义条件下的消费和消费者。他指出 ,由于阶级的对立与对

抗的存在 ,工人阶级的消费是从属于剩余价值生产的。从社

会的观点看 ,它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生产环节 ,而只是当作“生

产过程的纯粹附带的事情”④ ,或“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

要素”⑤。工人消费的这种性质决定了他们的消费水平也是

很低的 ,被限制在一个仅仅可以把劳动力再生产出来的那种

极有限的限度内。相反 ,资本家阶级的消费却是另一番景

象。在《资本论》中 ,马克思还对未来社会消费者的情况作了

描述。他预言 ,由于社会公有制的建立 ,社会组织将成为“自

由人的联合体”,生活资料的分配将按照“各尽所能 ,按劳分

配”或“各尽所能 ,按需分配”的原则进行 ,以满足人们日益增

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 ,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可见 ,一社会消费的性质 ,完全取决于该社会的生产关

系、尤其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如果离开了生产关系和

所有制 ,那就没法说清楚消费的本质 ,因而也没法说清楚消

费者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及其行为的性质。

二、消费者权益与消费者选择

消费者 ,不论在什么社会状态下 ,不管其社会地位如何 ,

他们都是一个消费主体 ,因而他们都有自己应有的权益。然

而 ,消费者权益与他们作为一个购买者的权益是一致的。因

为 ,一切消费者 ,他们首先必然和必须是一个购买者。所以 ,

可以说消费者权益从主要方面来理解就是购买者权益。那

么 ,购买者或者消费者到底有哪些权益 ? 在《资本论》及其手

稿中 ,马克思作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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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消费者权益

第一 ,平等的权利。马克思指出 :“只要考察的是形式规

定 (即一般商品交换的形式———笔者注) ⋯⋯在这些个人之间 (即

买者与卖者之间)就绝对没有任何差别。”“作为交换的主体 ,

他们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在他们之间看不出任何差别 ,更

看不出对立 ,甚至连丝毫的差异也没有。”⑥这里的平等是社

会地位的平等、人格的平等与市场运作权利的平等。

第二 ,自由的权利。马克思指出 :“除了平等的规定以

外 ,还要加上自由的规定。尽管个人 A 需要个人 B 的商品 ,

但他不使用暴力去占有这个商品 ,反过来也一样 ,相反地 ,他

们互相承认对方是所有者 ,是把自己的意志渗透到商品中去

的人。因此 ,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人的法律因素以及其中包

含的自由的因素。谁都不用暴力占有他人的财产。每个人

都是自愿地出让财产。”⑦这里的自由是个人人身自由、交换

行为的自由与保护自身利益的自由 ,不容许有任何暴力的强

制。

第三 ,获利的权利。消费者在交换中的平等与自由权

利 ,决定了他们在交换中有实现或获取各自利益的权利。其

中 ,获取的利益必须是对等的。马克思指出 :“关系的主体即

交换者 ,他们处在同一规定中 ;他们交换的对象 ,交换价值 ,

等价物 ,它们不仅相等 ,而且必须确实相等”。如果有人生来

狡猾、能言善辩 ,欺骗了另一方 ,虽然这是与市场原则相悖

的 ,但不能说明消费者不应该享有平等利益的权利。⑧

21 消费者选择

消费者权益决定了他有对消费品进行选择的权利。这

种选择总是消费者根据自身的需要 (当然还有他所处的社会

经济文化状况) 来决定的。这自然也是他的个人理性的表

现。

第一 ,效用与数量选择。消费者的需要 ,就其质的要求

来说是多方面的 ,有物质的、精神的 ,或服务等形式的。单就

物质方面来说 ,又是多种多样、纷繁复杂的。精神与服务方

面也是一样。在这每一个方面 ,一个消费者到底作怎样的选

择 ,每一种选择又是多少 ,这都是他的自由 ,由他的理性来决

定。

第二 ,替代选择。在商品和服务市场里 ,到底是选择较

多的物质产品 ,还是选择较多的劳务 ,给不同的消费者以极

大的选择空间。他们的情况不同 ,其选择结果也会极不一

样。马克思指出 :“如果资本家和工人还想以物质产品的形

式消费原先那样的价值量 ,他们就要少购买医生、教师等等

的服务。如果他们对医生和教师必须继续花费以前那样大

的开支 ,他们就要减少对其他物品的消费。”⑨另外 ,同一种或

具有近似效用的商品与服务不计其数 ,同样给消费者以极大

的选择余地。马克思指出 :“例如 ,谷物、小麦代替了肉 ,或者

马铃薯代替了小麦和黑麦”等等⑩ ,在纷繁复杂的市场里 ,消

费者到底作何种选择 ,同样也只能由他们自己来决定。

第三 ,比较利益选择。同一种商品 ,在不同的时期、不同

的地区或销售商手里 ,它的行情或价格可能会有所不同 ,甚

至会有很大的不同。这就会使消费者选择于自己最有利的

市场、商家与时机进行购买。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

才“可以得到更多的好处”�λϖ 。追求价廉物美 ,在任何时候都

是消费者的一种最明智的表现。

三、消费者行为的制约因素与规律

11 一定的自然、历史、经济、文化等。马克思在论及劳动

力生产 (即人的生活消费) 及其价值决定时曾指出 :“由于一

个国家的气候和其他自然特点不同 ,食物、衣服、取暖、居住

等等自然需要也就不同。另一方面 ,所谓必不可少的需要的

范围 ,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一样 ,本身是历史的产物 ,因此

多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 ,其中主要取决于自由工人

阶级是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 ,从而它有那些习惯和生活要

求。因此 ,和其他商品不同 ,劳动力的价值规定包含着一个

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λω在《资本论》中 ,马克思还结合当时

较发达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和其他较落后的中世纪国家、信

教民族与非信教民族的消费状况作了比较。这说明消费或

消费者行为的形成脱离不了一国的地理位置与自然条件、经

济与文化 (含道德)的发展状况、历史传统与习惯等因素。它

是这所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21收入水平或有效支付能力。马克思指出 :需求 ,始终

是指“有支付能力的、实现交换价值的需求”�λξ。还指出 :“商

品所需要的不仅仅是需求 ,而是那种由货币所体现的需

求”�λψ。因此 ,消费者的实际收入水平或有效支付能力的大小

是决定和影响消费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马克思还认为 ,

消费者的消费状况与其收入水平成正比例关系变动。他指

出 :“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总要引起对日用必需品需求的提

高”�λζ ,反之 ,他们对生活资料的需求就会减少 ,即使是对资本

家阶级来说也是如此。他指出 :“收入减少 ,他们 (即资本

家———笔者注)不得不缩减用于奢侈品的支出 ,因此他们彼此

间对于他们自己商品的需求也要缩减。”�λ{

31 消费品价格。一般的情况是 ,人们的消费水平与消费

品的价格呈相反方向变动。马克思指出 :这一规律“在生活

必需品领域内所起的作用 ,比在其他一切领域内所起的作

用 ,要强烈和有力得不可比拟。”�λ|还指出 :“如果生活资料便

宜了或者货币工资提高了 ,工人就会购买更多的生活资料 ,

对这些商品就会产生更大的‘社会需要’。”�λ}相反 ,工人就将

缩减消费。这种情况 ,即使是在其他社会状况下也会是如

此。可以说 ,这是一个一般规律。

41 信用。信用 ,不仅影响生产 ,而且也影响消费。马克

思指出 :“在这里 ,信用的最大限度 ,等于产业资本的最充分

的动用 ,也就是等于产业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的

极度紧张。这些消费界限也会因再生产过程本身的紧张而

扩大 :一方面这种紧张会增加工人和资本家对收入的消费 ,

另一方面这种紧张和生产消费的紧张是一回事。”�λ∼这是说 ,

由于信用的存在 ,产业资本的再生产可以不受消费界限的约

束而得到扩张。因信用促成的产业资本再生产的扩张也同

时带来了消费的增长 ,并且这种增长与产业资本再生产的扩

张是一致的。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信用对消费的作用。由

于当时社会发展的历史限制 ,马克思还没有涉及到消费信贷

的作用。

51 自由活动时间。马克思认为 ,消费 ,作为消费者的一

种行为必需有一定的时间 ,尤其是“自由活动时间”作保证。

没有时间 ,一切消费活动都不可能实现。由于人的消费行为

的多样性 ,决定了其消费时间构成也同样具有多样性。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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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多样性还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所带来的消费链的延

长而不断增加。马克思认为 ,人的消费最先总是局限在其最

基本的物质消费领域 ,后来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慢慢地有

了接受教育、发展智力、参加社交等需要 ,所以消费时间也就

随之需要得更多。在《资本论》中 ,马克思在谈到工人的消费

时指出 :工人为了生存 ,除了需要有吃饭与必要的睡眠时间

外 ,还要有“受教育的时间 ,发展智力的时间 ,履行社会职能

的时间 ,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 ,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

间”,等等。�µυ尽管这些时间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根本不可能

得到保障 ,但是 ,它反映了人类消费发展的一般规律与趋势。

随着旧制度的消灭 ,新制度的建立和新生产力的发展 ,人的

“自由活动时间”将越来越充分 ,他们用于消费方面的时间 ,

尤其是用于精神消费、社交活动、发展和运用智力方面的时

间也将越来越多 ,也会显得越来越重要。

四、消费者行为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

11 消费者行为或消费既是企业资本循环的一个要素 ,又

是企业资本完成循环的一个重要条件。马克思指出 : 在

W′⋯⋯W′形式中 ,“消费必然起作用 ;因为起点 W′= W + W ,

即商品资本 ,既包含不变资本价值和可变资本价值 ,也包含

剩余价值。所以 ,它的运动既包括生产消费 ,也包括个人消

费。在 G- W⋯P ⋯W′- G′循环和 P ⋯W′- G′- W ⋯P 循环

中 ,资本的运动是起点和终点 :这一运动自然也包括消费 ,因

为商品 ,即产品 ,必须出售。”�µϖ 还指出 :在 W′⋯⋯W′形式中 ,

当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以后 ,这个运动就分成资本的运

动和收入的运动。“在这个形式上 ,社会总产品的分配 (一方

面分为个人消费基金 ,另一方面分为再生产基金) ,同任何单

个商品资本的产品的特殊分配一样 ,已经包含在资本的循环

中。”�µω可见 ,消费是构成企业资本循环的一个要素。马克思

还指出 :“在 W′⋯⋯W′形式中 ,全部商品产品的消费是资本

本身循环正常进行的条件。工人的个人消费和剩余产品中

非积累部分的个人消费 ,包括全部的个人消费。因此 ,全部

消费 ———个人的消费和生产的消费 ———作为 W′的循环的条

件进入这一循环。”�µξ为什么 ? 因为社会产品 W′中属于个人

消费的部分 ,如果卖不出去 ,不被人消费 ,那么 ,既不会使这

一轮生产过程部分产品的价值得到补偿 ,也不可能为下一轮

生产腾出市场空间。这样 ,再生产就没法正常进行。所以 ,

全部的个人消费就成了企业资本循环正常进行的条件。

这个道理 ,不仅适合企业单个资本的运动 ,而且也适合

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因此 ,个人消费还是社会资本再生产的

一个重要环节和必要条件。关于这一点 ,马克思在《资本论》

第二卷第三篇作了详细阐述。

21 消费是社会生产的目的与实现。消费 ,首先为生产规

定目的。马克思指出 :“没有生产 ,就没有消费 ,但是 ,没有消

费 ,也就没有生产 ,因为如果这样 ,生产就没有目的。”�µψ还说 :

“人从出现在地球舞台上的第一天起 ,每天都要消费 ,不管在

他生产以前和在生产期间都是一样 ,如果产品是作为商品生

产的 ,在它生产出来以后就必须卖掉 ,而且只有在卖掉以后 ,

它才能满足生产者的需要。”�µζ可见 ,人之所以要进行生产 ,就

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消费。这就是社会生产的终极目的。此

外 ,消费还是生产的完成与产品的实现。马克思指出 :“生产

媒介着消费”,“消费也媒介着生产 ,因为正是消费替产品创

造了主体 ,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

最后完成。”“一件衣服由于穿的行为才现实地成为衣服 ;一

间房屋无人居住事实上就不成其为现实的房屋 ;因此 ,产品

不同于单纯的自然对象 ,它在消费中才证实自己是产品 ,才

成为产品。”�µ{这就是说 ,没有消费 ,产品就不成其为产品 ,生

产也就没有意义。

31 消费是决定社会生产发展的内在动力。消费不仅是

社会生产的目的与实现 ,而且还是决定社会生产发展的内在

动力。马克思指出 :“因为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 ,因而

创造出观念上的内在动机 ,后者是生产的前提。消费创造出

生产的动力 ;它也创造出在生产中作为决定目的的东西而发

生作用的对象。⋯⋯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 ,作为内

心的意象、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µ|

41 消费 ,作为人的生活消费 ,还是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

产。消费者通过对各种物质资料和精神产品及服务 (特别是

教育服务)的享用 ,不仅可以保持健全的体魄和饱满的精神 ,

而且还可以获得更多的科学知识与技术 ,提高劳动力的复杂

程度。这又将在更大的程度上成为推动生产发展的强大动

力。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曾指出 :复杂劳动是“高次方的

简单劳动”,一个复杂劳动日可以是 n 个简单劳动日。�µ}可见 ,

消费或消费者行为不论从何种意义上说 ,它都是促进生产发

展的巨大推动力。

五、马克思消费者理论的当代价值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看出 ,马克思关于消费者的理论是

一个完整的体系 ,不仅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 ,而且还具有很

强的实践指导意义 ,即使是在当代也是如此。

11 它告诉我们 ,消费者行为具有客观性和规律性 ,人们

在进行消费选择时必须予以尊重。一国民众的消费 ,不论是

其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费方式还是消费习惯等 ,都是由这

个国家的自然、社会、经济与文化 (含道德) 以及历史传统与

习惯等多种因素决定的。因此 ,人们在作出消费选择 ,或社

会在指导消费时必须尊重和遵循这种客观性与规律性 ,不可

恣意妄为。然而 ,当前在我国的消费领域中却有不少问题值

得我们深思和注意。一是炫耀式消费。即尽量选择那些能

显示自己身份、地位与权力的消费行为的一种消费方式 ,如

人所共知的的金箔宴、帝王宴 (如满汉全席) ,等等。二是猎

奇式消费。即不顾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传统、道德伦理、消费

方式与习惯 ,别出心裁地去选择那些令人想象不到的种种消

费的行为方式 ,如骇人听闻的美人宴 ,等等。三是畸形消费 ,

即一心只追求物质享受而忽视、甚至鄙弃精神消费的行为 ,

为了满足一时的物欲 ,可以一掷千金万银 ,甚至铤而走险触

犯法律 ,等等。四是掠夺式或毁灭式消费。即专吃那些天上

飞的、野外跑的、地里藏的 ,即使是那些属国家和世界严格保

护的珍稀物种也在所不惜。五是洋消费 ,即不要民族精神、

民族传统、民族文化 ,盲目跟风 ,惟洋是追 ,以过洋节、玩洋

味、追洋星为时尚 ,有时甚至为此发狂发疯的那种消费方式

与行为。

面对如此荒唐的消费行为 ,我们的消费者在作出自己的

行为选择时 ,应多从自己的国情考虑。一是生态与资源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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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 ,二是经济发展水平 ,三是文化传统 ,四是伦理与道德 ,五

是消费习惯 ,等等。这里 ,尤其要注意 :一要弘扬我们的民族

精神。应当明白 ,我们的民族有着自己悠久的历史、灿烂的

文化、优良的传统。今天 ,我们又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奋斗在

各方面都取得了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 ,尤其是在一些高科技

领域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几个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我们完

全能在世界上做一个响当当的中国人。吃什么、喝什么、穿

什么、玩什么 ,我们都应当有自己的主意与选择 ,没有必要惟

洋是从 ,惟洋是追 ,惟洋是捧。二要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勤

俭节约的优良传统。不要以为我们已经发展了 ,国家经济实

力强了 ,就可以不要艰苦奋斗与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了。应

当明白 ,较之过去 ,我们的情况的确是好多了 ,但是还有数以

亿计人口仍然生活在国际公认的贫困线以下 ,我们振兴经

济、开发大西部、发展教育和科技还面临着许多困难 ,还需要

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即使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真正成

了一个经济大国 ,我们也要把这种优良传统作为一种精神财

富永久地保留下去。三要有良知与道德 ,崇尚文明消费。消

费虽然是个人的事 ,但是 ,我们喜欢什么或不喜欢什么 ,选择

什么或不选择什么却有一个伦理与道德的界限 ,不要选择或

做出那些违背天良、损害他人人格、健康与尊严的事情来 ,而

要崇尚文明 ,选择文明的消费方式。四要大力倡导生态伦

理 ,确立科学消费观。要明白 ,人虽是万物之灵 ,可以享用大

自然 ,又能改造大自然。但是 ,人又是大自然的一个部分 ,其

活动又要受到它的制约。当人的活动超出了大自然的承载

能力时它又会给人以报复。因此 ,在大自然面前 ,我们要检

点一些 ,不要竭泽而渔 ,搞掠夺式或毁灭式消费。要平等友

好地对待大自然 ,与之和谐相处 ,把它当作我们的朋友 ,给它

以更多的呵护与关爱。我们既要强调科学发展观 ,也要确立

科学消费观。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21 它告诉我们 ,要重视消费者行为的作用 ,努力扩大国

内需求 ,用消费来促进经济繁荣与社会发展。消费不论是对

单个企业的经营 ,还是对整个社会的再生产 ,它都是其中的

一个重要环节 ,并且还是其最终归宿与目的。如果消费不

畅 ,生产自然也就会受阻。当前 ,我国为什么有许多的生产

厂家生产停滞 ,经营艰难 ,那些销售商户也是一片疲软 ,叫苦

不迭 ? 说到底就是因为消费乏力 ,水平太低。为此 ,我们必

须千方百计开拓市场 ,扩大消费 ,用消费来促进经济增长与

社会发展。首先 ,要扩大就业 ,增加国民的收入水平。目前 ,

我国需要就业或再就业的劳动人口有两亿左右 ,如果让这么

多的人实现就业或再就业 ,那么 ,我国国民的总体收入就多

了 ,社会消费自然也就会增长起来。其次 ,要发展公用事业

与公共福利 ,提高国民的公共消费水平。当前 ,在短期扩大

就业、增加收入、提升消费有困难的情况下 ,可行的办法是先

从发展公用事业、增加公共福利做起。如大力推行公共卫

生、扩大义务教育的年限与范围、增加失业救济金、提高城乡

群众最低生活保障线等 ,以此来扩大国内需求。此外 ,扩大

个人消费信贷 ,将远期消费转化为即期消费。这也是一种可

行的办法 ,如此等等。

31 它还告诉我们 ,要整顿市场 ,尊重消费者权益 ,为消费

者营造一个良好的购物与消费环境。在任何情况下 ,广大消

费者都需要有一个良好的购物与消费的社会环境。没有这

一条 ,消费者的权益必然遭损 ,他们的消费活动也会遭到破

坏。这样 ,一切想要用扩大消费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美

好愿望都将成为泡影。当前 ,整顿市场尤其要抓好以下几件

事 :一是打击假冒伪劣 ,为消费者提供丰富多彩的信得过的

产品。现在 ,假冒伪劣泛滥成灾 ,且愈演愈烈。对此 ,必须依

法办事 ,予以严厉打击。不然 ,人们有钱也不敢消费 ,怕上当

受骗。二是整顿市场秩序 ,厉行公平交易。现在 ,在市场信

息并不对称的情况下 ,消费者始终是弱者 ,面对那些不法与

不文明的商家 ,总是处于被骗、被宰、被黑的地位。这些问题

不解决 ,人们同样是有钱也不敢消费的。三是深化改革 ,打

破垄断 (含地方封锁) 。垄断 ,总是以种种非市场或非经济的

方式为生产者或经销商谋利的。它有悖于市场规律与规则 ,

严重损害消费者权益。遍及经济生活的一些无理规定、霸王

条约、欺行霸市等现象比比皆是。这些问题只有通过深化改

革来解决 ,即深化经济改革 ,破除垄断 ,引导竞争 ,进一步完

善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运行规则 ;同时还要深化行政体制改

革 ,让权力退出市场 ,把更多的事情交给市场 ,由市场去决

定。此外 ,还要搞好立法与执法 ,用法的力量去打破垄断与

封锁 ,用法的权威来维护消费者权益。当然 ,我们提出要打

破垄断 ,并不是要消除一切垄断 ,对于那些关系到国家安全

和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与领域仍然必须保持国家的垄断地

位。同时 ,我们所说的让权力退出市场 ,并不是要否定政府

对市场的必要监管与服务 ,更不是要否定它对宏观经济的干

预与管理。而是要政府不要滥用权力 ,干扰市场运行 ,破坏

市场规则 ,也不要人为地制造垄断与地方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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