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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 市场经济有序运行的必要保证

——汤在新教授、吴超林博士专著《宏观调控: 理论基础与政策分析》简评

王　冰　刘嗣明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 计划经济实质

上是一种完全依靠政府行政权力来配置资源的经济。改革开

放以后, 我国开始了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 特别是

党的十四次代表大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 市

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不断增强, 政府对资源配置的行政干预

日趋减少。但是, 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

还要不要政府进行干预和调控? 政府应如何进行调控? 政府

宏观调控的理论依据是什么? 总之, 存在着一系列亟待研究

的问题。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经济

发展研究会副会长、著名经济学家汤在新教授与吴超林博士

合撰的专著: 《宏观调控: 理论基础与政策分析》(以下简称

《宏观调控》) , 科学地解答了以上各种疑难问题, 是一部在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的力作。该专著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11 抓住了一个好的选题。这一选题之所以好, 就是因为

它不仅抓住了世界市场经济 200 多年来运行中至今未真正

解决、也是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家争论不休的一个重大理论问

题, 而且还扣住了既是西方市场经济运行中不可或缺、也是

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

大现实问题。对这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展开系统而深入

的新探讨, 不论是对世界市场经济理论的深化和实践的发

展, 还是对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无疑都具有极大的意

义。

21 架构了一个科学的体系。著者对该书的体系进行了

精心设计和巧妙构思。著者由引论提出问题, 从“国家的经

济职能”、“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的一般经济职能”、“国家在市

场经济中对微观经济的规制”道来, 进而研究了“宏观调控

的理论基础 (1) ——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宏观调控的

理论基础 (2) ——凯恩斯的失业均衡理论”、“宏观调控的理

论基础 (3) ——现代非均衡理论”的宏观调控理论, 特别是

还研究了“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 (4) ——马克思的均衡与非

均衡理论”; 再借助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 进而研究了“宏观

调控的实现方式”, 并具体分析了“我国转轨过程中的周期性

经济波动”、“我国宏观调控的基本历程及其特点”、“扩大内

需的宏观调控”。通过这由基本概念、理论基础、政策分析等

三大部分一气呵成的十一章, 把宏观调控从概念到内容、从

历史到现实、从国外到国内、从理论到实践、从资本主义到

社会主义作了全方位的研究。这样复杂、庞大的系列问题, 在

《宏观调控》这一著作中却是非常清晰、简洁、明了、精当。

作者在构架了一个科学的框架后, 进而展开了一砖一瓦的精

心、艰苦修砌。

31 区别了国家干预经济的一般职能与宏观调控职能。

作者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 区别了国家干预经济的一般职

能与宏观调控职能。从历史的角度论述了国家干预经济的一

般职能的范围和作用, 指出宏观调控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新的

职能, 并论述了宏观调控职能产生的条件及内涵。该书指出,

宏观调控职能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必然产生的经济总量失

衡的产物, 因此, 宏观调控职能就是国家运用经济政策对国

民经济总量进行调节, 促进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基本平衡, 以

实现经济的平稳增长。正如经济学家、兰州大学苏润余教授

在该著作的鉴定意见中所讲, “界定国家干预经济的一般职

能与宏观调控职能的区别, 对分析研究我国目前的经济政策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目前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

经济体制转型时期, 有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地区; 有市场经

济欠发展的地区; 有些老、少、边、穷地区, 甚至还是自然

经济占主导的地区。目前这种经济格局, 很容易产生认识上

的误区, 也很容易混淆国家干预经济的一般职能与宏观调控

职能, 甚至把计划经济残留下来的某些举措, 说成是宏观调

控, 或者反过来。这些, 都是不利于深入探讨的。”

41 界定了宏观调控与微观规制的区别。宏观调控与微

观规制的区别, 是深层次的区别。国家干预经济的职能除了

运用经济政策外, 还可以运用其他手段来达到, 如立法、行

政等手段。微观规制与宏观调控都是运用经济政策来干预经

济, 但这两者又是有区别的。该书指出了两者在四个方面的

区别。“一是国家干预的层次不同: 宏观调控是国家对总量经

济的干预, 微观规制则是国家对个量经济的干预; ”“二是形

成原则不同: 宏观调控是国家对总量经济的干预, 微观规制

则是市场机制失灵的产物; ”“三是与市场调节的关系不同:

微观规制是不同于市场调节的另一种资源配置方式, 而宏观

调控是实现经济总量的均衡, 从而为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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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前提, 但它本身并不是资源配置的方式; ”“四是产生的

历史条件不同: ⋯⋯如果说国家对个量经济的干预——国家

的微观规制职能, 即使在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的社会中也曾

存在, 那么, 国家对总量经济的干预——国家宏观调控的职

能, 则是国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特有的职能。”①正如苏润余

教授在该著作的鉴定意见中所讲:“界定这两者的区别, 对分

析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轨迹也十分重要。改革开放以来, 宏观

调控与微观规制都使用过, 但微观规制只是国家依照一定的

规则对企业的活动进行参与与限制的行为。仅仅是对一个企

业或一个部门进行干预, 而不是总量上的调控。这对我国每

一项经济政策的出台、把握其对象及分析其背景, 提供了理

论和政策的思考。并且, 这不仅是认识问题, 也是实际操作

问题。”

51 全面、系统研究了西方经济学宏观调控的理论和西

方国家宏观调控的实践。该书在评价西方市场经济运行的基

本理论 (一般均衡理论) 和构成宏观调控理论基础的理论

(凯恩斯理论) 的基础上, 把它归结到现代非均衡理论, 认为

它是一般均衡和凯恩斯宏观非均衡的新综合, 标志着西方宏

观调控理论基础的拓展。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萧灼基教授在鉴

定书中所讲:“西方经济学有关论述甚多, 该书选择的重点是

颇有见地的。作者既肯定西方经济学对宏观调控的理论贡

献, 也指出其局限性, 这种科学态度, 十分可贵。”与此同时,

该书对西方国家宏观调控的实践作了全方位的考察, 包括宏

观调控具体目标的确定和选择, 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措施

以及它们相互间的搭配运用, 美、英、德等主要市场经济国

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宏观调控政策的演变及其各自的特点

等。这些西方经济学宏观调控的理论论述和西方国家宏观调

控的实践操作, 无疑为我国实施宏观调控提供了借鉴和启

示。

61 深刻论述和精辟概括了马克思的均衡与非均衡理论。

该书明确指出,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矛盾的分析, 对

总供给超过总需求而形成的生产过剩的分析, 贯穿于它的整

个经济理论体系。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 以简明的

图式首次科学的提示出总供给和总需求均衡的一般条件; 马

克思的价值及其转化形态的理论, 提示出均衡实现的客观规

律和内在机制; 马克思关于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引发的供求

脱节的分析, 关于资本流通内在机制的分析, 关于资本流通

内在联系的紧密性和危机扩大的可能性的分析, 关于信用推

进生产及其引发的需求与实际需求脱节的分析, 关于生产手

段和增殖的有限目的之间的矛盾的分析等等, 揭示出总需求

和总供给失衡以及总需求一般会小于总供给的深刻的根源。

该书认为, 马克思的这些论述, 构成了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

均衡和非均衡理论, 为宏观调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书

中通过对马克思均衡和非均衡理论的分析, 提升出“只要存

在商品货币关系, 只要存在信用, 就有可能出现生产过剩, 存

在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可见, 生产过剩, 总供给失衡, 并不

是资本主义经济特有的范畴, 而是商品经济的范畴。这里所

指的‘商品经济’及其高度发展的‘以信用为基础的经济’,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市场经济’。”②作者进一步得出结

论: “按马克思的观点, 任何时候市场都不能‘出清’, 而只

是处于趋向‘出清’的过程中。显然, 这个结论是同市场经

济的现实相符合的, 它表明西方经济学家的要么‘出清’、要

么不‘出清’的形而上学观点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③这些论

述, 不仅对人们认识西方市场经济, 而且对我们把握、分析

我国市场经济运行中已经出现并在不断持续、深化的“需求

不足”这一问题, 都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71 深入探讨和着重分析了中国转轨时期的宏观调控政

策。理论研究的目的, 不仅在于说明世界, 而且在于改造世

界。该书在对宏观调控的概念、理论做了全面的研究后, 进

而紧密联系中国实际, 以创新的理论为指导, 对中国转轨时

期的宏观调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该书根据经济周期波

动的轨迹对中国转轨时期的宏观调控历程作了明确的界定,

并对各周期宏观调控的特点作出深刻的分析。该书总结了我

国进行宏观调控的基本经验, 考察了改革后的 20 年间各个

经济周期的形成, 抑制通货膨胀的措施和成效, 特别是对

1998 年以来出现的普遍的供过于求和通货紧缩作了较为详

尽的研究。作者在将中国转轨时期的宏观调控明确划分为抑

制需求和扩大需求两大类型的基础上, 深入地探讨了宏观调

控的目标、方式、手段以及具体的政策, 通过对历次宏观调

控政策效应及其原因的分析, 从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机理方

面, 强调指出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有效释放有赖于构建

起坚实的微观基础、内部传导的外部条件以及完善的宏观调

控体系框架。正如武汉大学陈恕祥教授在鉴定意见书中所

说:“这些, 充分表现了作者可贵的创新探索精神, 该著作将

对中国的宏观调控实践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再如萧灼基

教授在鉴定书中所讲: “书中关于当前宏观调控政策搭配运

用的分析, 是很有价值的。该书对我国扩大内需的体制障碍

的分析, 是对中央把扩大内需定为长远方针的一个重要的诠

释。”

综上所述, 本书不仅选题新颖, 结构严谨, 立论有据, 富

有创新, 见解独到, 论述准确, 行文简练, 而且在方法论上

也很有特色, 既坚持以马克思理论为依据又认真吸取西方经

济学的有益成果, 既重视借鉴国际经验又着重研究我国经济

实践, 既注重规范分析又采取实证分析。同时编辑、印刷、装

帧精良, 几乎无编校错误, 因而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又

紧密联系实际的高质量的理论著作。

注释:

①②③汤在新、吴超林:《宏观调控: 理论基础与政策分析》, 30～

31、209、211 页, 广州, 广东经济出版社,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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