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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评刘嗣明教授专著

《中国经济需求不足问题研究》

刘光杰

　　进入 1997年中期后 ,中国经济从长期的短缺转入了“过

剩”。一开始这一问题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然而事态

的发展比人们预想的要复杂得多、严重得多。尽管后来研究

的文章不少 ,政府也采取了诸多对策 ,而这些研究和对策还

只是停留在问题的表面 ,对其深层根源、机理 ,以及由此而致

的对中国经济、社会的一系列重大关联反应 ,乃至相应的战

略、对策的转变等 ,还没有涉及。为此 ,我在《经济评论》杂志

2002年第 2 期发表了《过剩经济 :一个值得研究和认真探索

的课题》一文。文中我提出了中国这次的经济过剩可能与历

次的国民经济调整出现的过剩不同 ,可能将是我国经济进入

到了一个全新的时期的重要观点。同期 ,我在给刘嗣明等经

济学科的博士生授课时 ,也对此给予了着重强调 ,并希望他

们这些经济学界的后起之秀大胆探索、深入思考、谨慎求证

这一问题 ,以得出有分量的学术成果 ,并为推进中国经济的

健康运行及协调与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华中师范大学经济学教授刘嗣明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

经济需求不足问题研究》,正是在他此前已出版 7 部著作和

发表 100 余篇论文 ,且较早关注中国经济需求不足问题 ,并

发表 10 余篇直接研究该问题的论文的基础上 ,以这一对中

国经济具有重大理论及现实意义的问题为选题 ,而展开的系

统、深入、又极有新意的研究。该研究在广泛收集了学术界

的已有研究成果及政界的已有对策 ,通过大量引用马克思主

义经济学、西方市场经济理论以及科尔内等经典作家的论述

乃至国内著名经济学家的见解的基础上 ,采用了多种手法进

行严密论证 ,提出了一系列深刻、独到 ,能经得住推敲的新见

解。诸如 :“市场经济体制的常态是需求不足”;“中国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 ,本质上也是市场经济 ,因此 ,中国经济需求不

足问题的深层根源是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经济的需求不足

正说明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已取得实质性进展”;“中国

社会主要矛盾及主要任务已变迁到‘日益增加的社会生产与

广大人民的物质文化相对需求不足的矛盾’及要‘大力扩大

需求’的主要任务”,“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已从‘克服资源、供

给制约’为特征的旧战略转移到‘克服市场、需求制约’为特

征的新战略”;由此“中国经济的战略、对策都要转向以市场、

需求为切入点、关键点、着力点”;“要着力刺激并努力保障有

效需求”;“市场经济体制的常态是需求不足 ,但并不排除有

因政府的干预过度 ,出现过热等问题的可能性 ,因此又要注

意政府的干预过度以及市场经济的其他毛病”等等。

正是如此 ,在该博士学位论文的答辩中 ,其得到了包括

著名经济学家何炼成、夏振坤、夏兴园诸教授在内的书面评

审及答辩委员会的全体专家以及我本人的优秀评价。答辩

通过后经过认真修改和扩充而完成的此专著 ,很快得到了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赏识 ,通过其组织的专家的再审稿 ,纳

入“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这一重要文库 ,于 2003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由于其很高的学术水平及编校、印刷

质量 ,很快也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厚爱 ,并于 2003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可见其也得到了社会的广泛欢迎。

在我看来 ,刘嗣明博士的这一研究的理论及现实意义的

确是十分重大的 ,其研究也达到了他人研究这一重要问题没

有达到的理论高度、广度及深度。上述重要观点是原创性

的、高水平的 ,且系统、深刻 ,提出的对策也切实可行 ,而且逻

辑严谨 ,结构合理 ,立论有据 ,说理充分 ,表述得当 ,语言顺

畅。还要特别强调的是 ,这一研究也很好的完成了我寄希望

于年轻人做的工作 ,令我十分的欣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

是我们这些老教师的热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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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19 页)操作模式的可行性 ,积极推进会计信息披露
体系的改革和创新。

注释 :
①“AccessAccounting”,有人认为可译为“数据库会计”或“基于数

据库的会计”。笔者认为 ,“Access”的重点不在于数据库本身 ,而在于
强调用户对数据库的“进入”。现行的电算化会计就是基于数据库的 ,
只是信息用户无法“进入”数据库获取信息 ,因此“进入”才是关键所在。

②该系列文章的第三篇题为《会计的未来 ,第三部分 :可信性和
审计师独立性》(TheFutureofAccounting,Part Ⅲ:ReliabilityandAuditor
Independe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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