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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浓

序言

傅 殷 才

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
, “

我 国经济

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
,

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 。

建立

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是一项艰

巨复杂的任务
,

而且也是十分紧迫的任务
,

这

需要全国人 民的共 同奋斗
,

需要理论工作者

特别是经济理论工作者的深入研究和探索
。

建立和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是

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
,

除了全国人民的艰苦

实践和理论工作者的探索
,

还需要结合我 国

的实际
,

借鉴和 利用当代西方经 济 学 的 成

果
,

才能成功
。

正如邓小平同志 年春在

南方巡视期间所强调指 出的
, “

总之
,

社会主

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 比较的优势
,

就必须

大胆吸收和借 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

果
,

吸收和借鉴 当今世界各 国包括资本主义

发达 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

生产经营方式
、

管理方法
。 ”

但他早在

年党的十二大开幕词 中就曾告诫我们
, “

我

们的现代化建设
,

必须从中国的实 际出发
。

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
,

都要注意学 习和借鉴

外国经验
。

但是
,

照抄照搬别国经验
、

别国

模式
,

从来不能得到成功
。 ”

这 就 告 诉 我

们
,

我 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研究
,

必须 同

西方经济学和 国外经济问题的研 究 结 合 起

来
。

也就是说
,

要把立足点放在 国内
,

从中

国实际出发
,

融会贯通地运用西方经济学中

的合理部分来探讨国内经济问题
。

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

如果不 了解西

狱 方兴起著 《社会主 义市场经 济 》
,

方经济学和 国外经济情况 与经济政策
,

这种

研究会有很大的局 限性
,

不会很好地解决社

会主义的经济问题
。

同样
,

西方经济学和 国

外经济问题的研究如果不 同我 国社会主义经

济问题相结合
,

对我国的实 际情 况 一 无 所

知
,

则这种研究很难深入下去
,

即使对西方

经济学有比较多的了解
,

也难于使其研究成

果在改革开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

目前
,

这

种脱节的情况还是 比较严重的
,

一些研究我

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人
,

完全不愿涉猎更不说

研究西方经济学
,

某些研究西方经济学的人

又根本不去了解我 国经济情况
,

探索和解决

实际经济问题
,

这种情况 已是非改不可了
。

可
、

喜的是
,

方兴起 同志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 》一书
,

以开拓进取的精神探索了社

会主 义市场经济 问题
,

特别是开放性社会主

义 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问题
。

作者是从事西

方经济学说研究的
,

但也十分注意我 国现实

经济问题的研究
。

他实事求是
,

从我 国实际

出发
,

提出和阐述 了一些弓人注 目的问题
。

在我看来
,

这本书具有以下特点
。

首先
,

本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
,

但并不拘泥于马克思的个别词句
,

而是运用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

观点和方法来研究现实

的经济问题
,

提出 自己独立的见解
。

例如
,

作者肯定了按马克思
“

五种社会经济形态演

进论
”

来确定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地

位
,

明确指出
, “

如果把马克思在 年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中有关社会经济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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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演进的 仑述
,

与马克思在 年写的《哥

达纲领批判 》中有关资本主 义社 会向共产主

义社会演进的论述综合在
‘

起
,

则可以看到

马 克思对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一个客观和完

整的叙述
。 ”

但是
,

作者并不满足于这种大

家熟知的传统的论
·

述
,

而在书中转 向马克思
“

三阶段理论
”

来确定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

的历史地位
,

从三阶段进程看市场经济
,

尤

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地位
,

从而得

出现实的社会全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

阶段的起点
,

并与资本主义社会处于 同一阶

段 —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阶段的结论
。

在

此基础上
,

本书试 图从一个侧面说明
,

马克

思的理论不仅是指 导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

而且也是指导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市场经济

问题的理论
。

问题的关键在于 我们必须从

市场经济的角度来重新研究马克思的经济学

说特别是《资本论 》
。

在这方面
,

本书是作

得相 当出色的
。

其次
,

本书系统论述 了人类社会发展的

第二大阶段
,

认为这一阶段最一般的特征在

于 货 币财产和大工业构成经济 制 度 的 基

础
,

从而形成 一 种普遍的物的依赖关系
。

这

一特征决定了处于第二阶段的现实社会主义

社会的经济
,

只能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

从而实物量和货币量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两个原始变量
,

一切其它的经济变量都是

由这两个原始变量派生 出来的
。

本书作者认

为
,

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研究的是市场

经济 中的二个原始变量
,

即实物量和货 币量

的非均衡运动
,

并不象过去人们长期所认为

的那样
,

只研究实物 量的均衡运动
,

从而根

据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
,

探讨了实物量

与货币量的非均衡运动区限
,

并提 出了市场

经济的自然非均衡增长和破坏性的非均衡增

长的理论
。

再次
,

本书在研究封闭经济的非均衡运

动
,

即不考虑一国的外部情况
,

只研究一国

内部经济的非均衡之后
,

转向社会主义经济

的开放性分析
,

即着重 研究开放经济的非均

衡增长
。

这样作无疑是正确的
,

正如作者所

指 出的
, “

在 当今经济全球化的 发 展 趋 势

下
,

各 碑经济之 间具有高度的依赖性
,

没有

一个 国家的经济能在与世界经济隔绝的情况

下得到正常的发展
。 ”

在这里
,

阐述了
“

三

供给经济
” “

对内供给
” 、 “

对外供给
” 、

“

外来供给
”

和
“

二货币经济
” “

本

币
”

和
“

外币
”

的非均衡
,

以及开放经济

下的宏观管理
。

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

观调控 问题
,

实际上是如何在开发经济条件

下
,

将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控制在 自然非均

衡增长的区限的问题
。

这些问题的探讨和正

确解决
,

对改革开放
,

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
,

都是十分必要的
。

最后
,

如前面 已经指出的
,

本书很注意

吸取西方经济学的成果
。

例如
,

本书在阐明

马克思的三阶段理论 时
,

评述 了美国著名社

会学家和经济学家托夫勒 八
·

的
“

三次浪潮
”

理论
,

这个理论并不是科学的

理论体系
,

更没有揭示历史发展 的 一 般 规

律
,

但由于托夫勒的研究所依赖的是大量的

第一手材料
,

由于他试 图对历史发展过程的

各种 因素的交互作用进行广泛的
、

动态的和

内部联系的大规模综合性分析
,

其理论包含

有一些科学成份
。

本书是尽量利用了其中的

科学成份的
。

又如
,

在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运行机制与宏观调控时
,

借鉴了英 国著

名经济学家
,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米德
· ·

的国际收 支 调 整 理

论
。

米德在 《国民收入与支 出 》 与 年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通合著
、

《国际

经济政策理论 》等著作中
,

结合凯恩斯以前

的价格效应和凯恩斯主义收入效应的一般均

衡结构
,

系统地探讨 了一个国家的国内平衡

与外部平衡的关系
。

本书在论述
“

国际收支

与国内收支
”

时
,

尽量利用了米德的有价值

的研究成果
。

总之
,

根据本书作者的思想
,

从整个体系的本质来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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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上
,

在多大的程度上
,

以何种方式偏离

了理想化的经济均衡
。

正因为如此
,

所 以流

行的经济均衡对于经济分析就仍然具有方法

论上的意义
。

首先设定某种理想化的系统运行的均衡

状态
,

然后再展开分析
,

这在 自然科学的研

究中是常用的方法
。

这种研究方法通常被称

为理想化方法
。

例如
,

在物理学中
,

质量集

中在一点的理想质点
,

在外力作用下不会发

生任何形变的理想刚体
,

没有粘滞性
,

不可

压缩的理想流体
,

其分子本身为没有大小的

质点
、

分子间没有相互作用力的理想气体

在化学中
,

其溶质与溶剂混合时既不放热也

不吸热的理想溶液 在生物学中
,

没有任何

组织分化特征的理想细胞
,

显然都是理想化

的系统运行的均衡状态
。

再如
,

有关气体运

行的波义耳一马略特定律
、

盖
、

吕萨克定律

和查理定律
,

都是在压强不太大
、

温度不太

低的条件下才能成 立的
,

其实只有理想气体

才严格遵守这些定律 当压强很大
、

温度很

低时
,

气体的运行就会偏离理想化的均衡状

态
,

后者又刚好是现实 中常见的情况
。

自然科学研究中常用的所 谓理想化方法

对经济科学的研究显然 也是适用的
。

所 以
,

在分析经济运行时
,

我们不妨仍沿用流行的

经济均衡概念
,

以理想化的经济运行状态作

为均衡的标准
,

作为参考系
,

去检验现实中

的经济运行状态
。

这样一来
,

所有偏离理想化

均衡的经济运行状态
,

都仍将被判定为
“

失

衡
” 。

只是须要概念上 明确
,

这种经济
“

失衡
”

是相对于理想化的狭义的经济均衡而言的
。

假若某些
“

失衡
”

在现实 中是经常出现
,

持

续存在
,

并得 以巩固
,

则此种
“

失衡
”

在本质

上也是均衡的
,

亦即属于广义均衡的范畴
。

在明确了流行的经济均衡概念
,

亦即理

想化的经济均衡概念在方法论上 的 意 义 之

后
,

又有必要明确 在经济研究中
,

最值得

探讨的
,

并不是理想化的经济均衡标准
,

而

是现实中经常出现
,

持续存在并得 以巩固的

那些偏离理想化的经济均衡标准的所谓经济

运行的
“

失衡
”

状态
。

经济研究 的 重 要 任

务
,

就是要发现各种各样属于广义均衡的经

济运行的
“

失衡
”

状态
,

就是要解析现实中

属于广义均衡的经济运行在何种方向上
,

在

多大的程度上
,

以何种方式偏离了所谓理想

化的经济均衡 的标准
。

上述经济分析方法
,

就是与两种经济均

衡概念相对应的
“

两步经济分析方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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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第 页 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模式

不能成为我 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
,

当

代西方经济学也不能成为我 国建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指导思想 但同时也表明
,

一定

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

坚决地实行改革开放政

策
,

大胆地吸取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成果
。

不言而喻
,

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是
一朝一夕就可以建立起来并臻于完善的

,

也

不可能由一本书提供
“

万能的操作程序
” 。

本书虽然具有上述特点或优点
,

虽然研究深

入
,

分析中肯
,

论据充分
,

有较 强 的 说 服

力
,

在一系列问题上有独特之处 或 具 有 创

见
,

但由于所涉猎的问题
,

许多是社会主义

发展史上未曾有过的
,

甚至一些概念还难以

界定
,

社会主义经济的许多问题
,

包括国际

收支与国内收支问题
,

是需要众多的人进一

步大力研究的
,

我希望本书的出版
,

有助于
引起人们对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

更广泛的关注
,

更深入的探讨
,

以推动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

迅速更健全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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