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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实行治理整顿两年来
,

过旺的总需

求已得到抑制 迅猛上涨的物价被煞住
,

年物价涨幅已经稳定在 肠 过热的经济已

经降温
,

工业增长速度已经被控制在 肠以

内
。

与此同时
,

农业获得全面丰收
,

市场供

应丰富
,

能源
、

原材料等部门的投资有所增

长
。

这一切表明 我国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

矛盾己经缓和
,

治理整顿的初始 目标一一控

制总量一一已经初步达到
。

但是治理整顿是

一个充满矛盾的发展阶段
,

猛压总需求的双

紧措施一方面带来积极的效果
,

但是紧缩也

不可能不使经济生活出现新矛盾和新间题
。

具体地说
,

就是 市场疲软
,

产品积压
,

工

业生产持续负增长
,

经济效益滑坡
,

财政压

力增大
,

等等
。

而市场销售疲软
,

也就是即

期需求不足问题业 已是我国当前经济生活中

各种矛盾的核心
。

因此
,

要启动经济
,

首先

要启动市场
,

健运市场消费品和投资品的购

销活动
,

特别是启动即期市场消费需求
,

健

运消费品市场购销活动
。

紧紧抓住最终产品

的实现问题
,

大力促便消费需求的振兴
,

就

能逐步消除产品积压
,

回流资金
,

启动正常

的经济循环
,

从而为工业的适度增长和效益

的提高创造条件
。

一
、

即期需求必须与有效供给相

对应

即期需求是能够在市场上得到实现的购

买力
,

一般是指一个年度内已实现的销售中

体现出来的社会有效需求
。

即期需求与社会

一般总需求范畴不同
,

后者乃是可用于市场

购买的货币购买力的总和
,

除即期现实的市

场需求而外
,

还包括被推迟的需求
,

如银行

储蓄
,

居民的手持现金
,

债券
,

股票等等
,

这些是潜在的需求
。

在一定条件下
,

潜在的

需求也会转化为现实的购买力
,

例如
,

在厂

家开拓和生产出富有吸引力的新 产 品 的 场

合
,

或是在出现严重通货膨胀
,

购物保值心

理强化的场合
,

人们纷纷取款购物
,

甚至挤

兑抢购
,

就会出现潜在消费需求向现实的需

求的转化
。

保持即期的有效需求与有效 供 给 相 对

应
,

乃是实现再生产的总量均衡的前提条件
,

在经济增长过程 中
,

如果即期需 求 增 长 过

快
,

超过了有效供给的增长
,

就会出现市场

上商品供应不足和严重短缺
,

引起物价上涨

如果即期需求增长不足
,

不 能 充分 吸收 市

场上的商品供给
,

就会出现商品价格下跌和

滞销的状况
。

可见
,

保持恰当的和充分的即

期有效需求
,

使之适应于社会的商品供给
,

乃是维持一个均衡的再生产的必要条件
。

即期需求
,

包括对消费品的需求和对投

资品
,

即生产资料的需求
。

维持一个均衡的

再生产
,

既要求保持恰当的消费需求
,

使之

适应于消费品的供给
, 又要求保持恰当的投

资需求
,

使之与生产资料的供给相对应
。

以上的即期需求与供给相对应和相均衡

的论述
,

不仅仅适用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
,

也适用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

特别是

在国家的经济职能强化
,

国家的经济组织和

经济调控对经济运行起着决定性响影的社会

主义经济中
,

自觉地掌握和运用再生产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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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均衡 以及结构均衡 的规律
,

实现即期

需求和商品供给相对应
,

乃是保证社会主义

国民经济稳定
、

协调和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
。

二
、

即期消费需求不足是实行宏

观紧缩中难以避免的现象

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中
,

由于生

产无政府状态规律的作用
,

因而
,

需求与供

给的相对应和相均衡
,

是不可能经常得到实

现的 即期有效需求的不足
,

是资本主义商

品经济的总量不均衡的经常的形式
。

在那里
,

由于规模日益增大的再生产
,

使投入市场的

商品供给不断增加
,

而资本主义制度所决定

的广大劳动者的收入增长不足
,

造成社会鞠

买力的相对落后
,

这样就形成了资本主义经

济中生产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的这一基本势

态
,

并且以周期性的市场危机形式表现出来

和引发全面的经济危机
。

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
,

也不可能经常

做到需求与供给相对应和相均衡
,

反之
,

二

者之间的不相对应和不相均衡也往往会出现

于再生产过程中
,

只不过是这种不均衡更多

是以商品供给不足和物资医乏为 其 表 现 形

式
,

这即是社会主义经济之被称为
“

短缺经

济
”

的原因
。

特别是我国近十年来实行以搞

活企业为核心的体制改革
,

大大调动了企业

的积极性
,

企业在拥有生产
、

投资和分配的 自

主权的基础上
,

产生了投资饥饿和消费亢进
。

由于存在来 自企业的内生的需求膨胀
,

再加

之以经济建设中的急于求成
,

基本建设规模

过大和投资膨胀
,

这一切形成经济过热
。

年以来
,

出现 了较明显的即期需求过旺
,

并

演化为 年
、

月间以市场抢殉形式表现

出来的市场即期需求的陡升
。

此后
,

在治理

整顿中
,

在采用紧缩经济的一系列严峻措施

下
,

却又 出现了即期需求不足的现象 先是

在 年春出现一部分耐用消费品的销售疲

软
,

然后在 年夏
,

疲软面扩大
,

包罗相

当广泛的 日用消费品
,

出现了社会零售商品

总额的负增长
。

年 月份以后
,

市场销

售疲软更扩展到水泥
、

钢材
、

木材
、

机电产

品
、

汽车
,

等等生产资料领域
。

在这一次经济

调整过程中
,

市场即期需求不足的扩大
,

逐

步激化并持续近两年
。

商店中消费品堆积如

山
,

仓库内物资充斥
,

而市场却十分清淡
,

少有人问津
,

这在我国是罕见的
。

在我国改

革以来表现得十分鲜明的
“

短缺经济
” ,

一

下子戏剧性地转变为相对的
“

供给过剩
” 。

市场销售疲软和即期需求不足
,

并不是

由于治理整顿搞糟了
。

从本质上看
,

它表明

为控制总量
,

消除经济过热的双紧措施所要

达到的需求紧缩效应
,

业已显示出来
,

多年

来积累起来的社会总需求大大超过总供给的

矛盾
,

已经在严峻迅猛的压缩的斧底抽薪下

得到缓和
。

因而
,

市场疲软本身表明了治理

整顿的宏观政策获得效果
。

但是
,

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
,

尽管双紧措

施带来积极的总量控制和需求紧缩效果
,

但

是由于国民经济中结构失衡的多年积累
,

‘

以

及由于控制总量具体操作上的力度过大
,

方

法过于单一
,

加之以不完善的体制与经济机

制缺乏对紧缩的适应性与承受力
,

在严峻紧

缩中出现经济活动的弱化与经济机制的紊乱

—它有如机体对猛药发生抗逆反应 —
,

再加之以
,

宏观政策的调节不适时和某些滞

后
,

进一步弱化了机体的自我调整能力
。

以

上种种因素
,

使双紧措施的需求紧缩除了表

现为正效应而外
,

也出现了较大的负效应
,

而且产生负效应的激化
。

年以来的大面

积的和持续性的市场疲软
,

就是这种需求紧

缩负效应的积累和激花的形态
。

三
、

即期消费需求的决定因素

即期消费需求形成的决定因素
,

即经济

前提是居民的可支配的收入
,

其主观条件是

人们的消费欲和购买欲
,

其物质条件是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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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用的
、

适销对路的消费品
。

即期消费需求

形成的决定因素
,

是人们可支配的收入
。

因

为
,

人们要购买商品
,

首先要拥有货币购买

力
。

作为消费主体的人都有占有与享有更高

消费的欲望
,

但现实的购买和消费行为
,

总

是决定于人们的收入水平
。

例如在我国 年

代获得迅速提高的城市居 民收入水平下
,

人

们把彩电
、

电冰箱等作为第一商品
。

而农村

中那些仍然处于贫困型经济条件下的居 民
,

由于收入水平低
,

他们现实的消费欲与购买

行为却表现为购买黑 白电视机和 自行车
,

等

等
,

即一种低层次的消费需求
。

在商品经济中
,

作为规律的是 人们的

收入
,

从而购买力的增长
,

自然地会导致增

大的市场购买行为
,

表现为即期消费需求的

增长
。

可以说
,

一般情况下 即购买对象是

充分的
,

购买欲望是不变的 即期需求的增长

和居 民的货币收入和购买力的增长成正比
。

但是
,

在生产和消费的继起的和长过程

中
,

在收入和购买力不变的条件下
,

人们也

不一定会将收入中同等份量用于 购 买 和 消

费
,

或者说
,

人们的消费倾向不是恒等不变

的
。

就一个个消费者来说
,

假定他们的收入

水平
、

家庭人 口等均是相同的
,

但有的人购

买得多
,

有的人储蓄得多
,

有的人前一年买

得多
,

但第二年就可能买得少
。

就社会总消

费来说
,

也会出现需求总量 —它表现于社

会零售商品总额中 —变化的不平衡
,

例如

有的年份即期消费需求增长大
,

有些年份增

长小
,

在某些特殊的条件下
,

甚至还会出现负

增长和大大落后于有效供给的增长
。

在我国

年和 年就出现了居民总收入变动不

大而消费需求却负增长的情况 可见
,

影响即

期消费需求的形成的
,

还有人们的消费欲
、

购

买欲这一主观因素
。

例如广大居 民消费欲望

十分旺盛 —它或者是由于摆脱贫困生活而

走向富裕的自然的欲望
,

或是由于突然开放

住往会产生强烈的国际示范效应
,

或者是由

于不恰当的高消费宣传
,

或者由于对消费的

缺乏引导和调节等等 —就会有储蓄增长慢

而市场狗买增长快
。

反之亦然
。

如果居 民的

消费欲望不旺
,

甚至不振
,

人们竞相储币或

持币
,

就有储蓄倾向的强化和即期市场消费

需求的萎靡不振
。

可见
,

即期消费需求既是

与人们拥有的购买力成正 比
,

也是与人们的

消费欲成正 比
。

我们进一步分析制约即期消费需求的消

费欲这一主观因素
。

人们白尔现实的消费欲
、

购买动机和行为

并不是纯粹的个人主观心理现象
,

它本身是

社会决定的
。

现实的消费欲
,

如我们所

指出
,

取决于人的收入
。

一般地说
,

收入低

的满足于低消费
,

收入高的追 求 高 消 费
。

现实的消费欲取决于社会消费习惯 —包括落后的风习
—

,

例如
,

为了
“

讲面子
”

而大办婚事
,

大办葬礼等等
。

现实的消

费欲取决于某种社会文化心理和思潮
,

如追

求时尚
、

赶时髦
,

成为当代 日益流行的消费

心理和思潮 但是
,

人的消费心理和行为
,

除了受上述经济社会风习和文化心理的影响

而外
,

更主要的是受到消费对象 —消费品

的品质的影响 这就是时新的
、

品种更多
、

品质更好的产品刺激和强化人们的消费欲
,

而陈旧的
、

不适销对路的产品则抑制和弱化

人们的殉买欲望
。

人们看见
,

改革开放十年来
,

由于下放

自主权而拥有了活力的企业
,

加强了产品的

升级换代
,

改变了过去产品数十年一贯制的

状况
,

从而开拓出一个十分兴旺 的 和 供 不

应求的消费品市场
。

特别是近年来我国高消

费工业从无到有迅速崛起
,

将 日新月异
、

富

有吸引力的三大件投入市场
,

从而迅速改变

了城市居民的消费心理和行为
,

激发出对我

国八十年代家电产品的市场需求热浪
,

但是

另一方面
,

由于改革尚远未到位
,

企业仍然

着眼于追求完成产值计划
,

而不是密切盯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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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
,

不断进行产品更新和开发
,

因而
,

我

国市场上众多产品质次
,

挡次低
,

款式旧
,

不适销对路
,

加之 以价格高
,

不足以激发出对

消费品的充分的有效需求
,

从而造成一部分

消费品长期缺乏销路
。

只不过这种消费品的

局部疲软
,

在前数年的市场殉销两旺中被掩

盖起来
。

可见消费对象的性质 —质量
、

品

类
、

花色
、

款式 —
,

以其体现的物质的
、

文化心理的刺激
,

直接激发人们消费欲望
,

是维系和激发消费即期需求的物质基础
。

基

于此
,

我们可以将前面阐述的 除费需求规律

进一步加以如下规定
,

市场上消费即期需求

与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欲望成正比
,

特别

是和消费对象的适应主体需要的性质与程度

成正 比
。

四
、

在治理整顿过程中
,

必须对

即期摇求进行适时调节

在资本主义 自由的商品经济中
,

经济运

行的盲 目性和无政府性使即期消费需求与商

品供给的均衡难 以实现
。

在那里
,

有效需求的

不足与需求过旺会交替地出现
。

当然
,

主要

是有效需求不足
。

在社会 主义商品经济中
,

也存在上述 即期需求与商品供给的矛盾
,

但

经常出现的却是即期需求过旺
,

甚至是需求

膨胀
。

但也应该看到
,

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
,

也会出现有效需求不足和商品相对过剩
。

在

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中
,

建立起计划与

市场最佳结合的体制
,

和有效地发挥计划机

制的作用
,

人们完全有可能及时地调节和缓

解上述矛盾和保持再生产过程中的需求与供

给的均衡
。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
,

存在着隐性的市

场消费需求落后于产品供给
,

只不过在传统

体制下
,

这种需求过旺不表现为 价 格 的 上

涨
,

而却是表现排队
、

走后门和高黑市价格
。

改革十年来
,

我国经济运行中长期表现出市

场购销两旺
,

它推动价格上涨
,

并在 年

以来演化为明显的通货膨胀
。

在治理整顿初

始阶段
,

为了煞住物价迅猛的涨势
,

和从根

本上解决多年积累的总量失衡
,

采取了严峻

的双紧措施
,

例如压缩基建投资
、

严格控制

基本建设规模
、

压缩集团购买力
、

大力控制

职工消费基金的增长
、

严格控制银行贷救
,

等等
。

经过近十个月的时滞
,

年夏秋经济

生活中表现出显著的需求紧缩效应 市场购

销活动由热转平
、

转疲
,

物价涨幅节节低落
。

但是市场降温却表现为向另一节
“

反弹
”

出现了较大范围的消费品的滞销
,

不少抢手

的热门商品一下子无人间津和积压如山
,

社

会审品零售总额出现负增长
,

而且持续一年

多
,

在人们称之为短缺经济的运行中却表现

出即期消费需求不足
。

一定的即期消费需求不足
,

乃是严峻的

宏观紧缩政策的难 以避免的后果
,

它也是用

来抑制过热的经济
、

煞住物价猛烈涨势所必

要的
,

而且
,

它也是调整产业结构
,

对一批

无效益的企业实行关停并转的契机
。

但是
,

过度的和持续的市场即期需求不足
,

及其造

成的相对供给过剩
,

不能不影响企业产品的

实现
,

由此影响资金 回流
,

影响经济循环
,

并且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
。

现在人们看见
,

多年来人们不曾注意到也不曾担心的市场不

景气
,

即即期消费需求不足
,

业已成为经济

正常运行的现实障碍
。

我国当前实行的经济紧缩和调整
,

是为

了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多年形成的总量失衡和

结构失衡的状况
,

特别是要解决属于深层次

的结构调整间题
,

使国民经济走上稳定
、

协

调和持续发展的轨道
。

显然
,

治理整顿的任

务不可能一曦而成
,

而必须经历一个发展过

程
。

‘

在这一过程中
,

都必须坚持控制总量
,

从根本上改变长期形成的社会总需求超过总

供给的势态
。

但是基于紧缩经济中
,

始发的

严峻紧缩会带来即期需求猛降
,

和出现即期

裕求小于供给的情况
,

并由此造成紧缩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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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运行的
“

中梗
”

现象
,

因此
,

人们就必

须在紧缩过程中注意观察市场供求的变化
,

和及时采取有效措施
,

对失衡的总供求进行

及时的调节
,

而在业已出现即期消费需求下

降过度的势态下
,

必须及时地进行市场的启

动
。

五
、

即期消费需求的启动

为了使经济走出困境
,

当前应当启动即

期需求 —包括即期消费需求和 投 资 需 求

—缓解市场疲软
。

以此来带动经济的回升

和保证工业 以适当速度增长
。

一 启动 再 生产
,

以 启动 即期消费

偏求
。

市场消费需求的陡然上升 和 持 续 下

降
,

不是单方面的原因 —例如
,

单一产品

结构失衡论
,

单一需求不足论
,

等等 —所

能说明的
,

它本质上是再生产出现
“

中梗
”

和循环失灵的表现
。

在正常再生产中
,

企业间的商品交换和

和物质变换表现为互相购买
、

互为市场
。

而

在紧缩中
,

一部分企业停产
,

大部分企业因

再生产机能紊乱而减产
,

弱化的生产活动和

弱化的商业经营活动
,

必然表现为全社会生

产资料和消费品的购销的弱化
。

市场疲软和

即期消费需求的不足
,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出现的
,

可以说
,

它是再生产
“

中梗
”

和机

制紊乱的一种表现形式
。

因此
,

采取多种措

施
,

例如
,

适当松动银根以满足企业在生产

与经营中对流动资金的需要 强化商业以促

销和促进收购 清理
“

三角债
”

以促使资金

回流和摆脱贷款高成本 调整储蓄利率 以

适当激励消费倾向 等等
。

总之要针对紧缩

中出现的生产
、

流通
、

分配
、

消费各个环节

的机制紊乱
,

加以调节
,

以修复再生产内在

机制
,

这是启动市场需求的根本前提
。

二 大 力搞 活 流通
,

发挥 和强化商

业的销售和
“

蓄水池
”

功能
。

基于我国不仅

存在相对于社会一般总需求 —包括手持现

金和储蓄 —的产品供给不 足
,

而 且 作 为

国土广阔的大 国
,

商业机构发育还不充分和

商品流通复盖面严重不足
,

从而存在组织
、

机制性的流通不畅
。

例如当前一些产品此地

滞销
,

而另一地方紧缺
,

它表明一部分商品

的出现市场疲软
,

是流通机制不畅
,

需求与

供给不能对接所导致的
。

。年春出现的市

场分割
,

更进一步加剧了流通不畅
。

因而
,

进一步搞活流通
,

加强 国营商业 供销社商

业 和其他集体
、

个体的商业
,

进二步发挥

和强化商业的功能以搞活流通
,

这是缓解当

前即期需求不足的有效途径
。

我国农村拥有 亿人 口 ,

根据 。年第

四次人 口普查表明
,

农村人 口 占 全 国 人 口
·

肠
,

在当前县以下的社会商品零 售 总

额占全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肠以上
,

因而

农村市场仍然是我国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

是工业市场的主体
,

而且
、

年
,

尽

管存在着农产品销售困难
,

增产不增收等等

不利因素
,

但农民的收入仍然可观
,

农村储

蓄仍然有迅速的增长
,

达到三千亿元的规模
。

这种情况说明 农村拥有巨大的市场销售潜

力 , 开拓农村市场
、

挖掘农村的市场潜力是

大有可为的
。

三 稳定城 乡居民 的收入 和保 证消

费需求适当增长
。

我国经济紧缩中
,

保证了

广大职工的收入稳定
,

对停产企业的职工也

采取了保证其基本工资收入的措施
。

年

我国城市职工工资收入
,

扣除物价
,

是负增

长
,

但是随着物价涨幅进一步下降
,

加上实

行调资
,

年城市职工工资水平又有相当

的增长
,

年增率在 肠左右
,

大大超过劳动生

产率的增长
。

因而
,

从总体上
,

我国不存在居

民晌买力的不足
,

不存在由这种居 民购买力

不足和下降引起的即期市场需求不足
。

如果

考虑到 年和 年两年城乡储蓄的超常

增长和购买力大量积累
,

可以说
,

我们当前

一方面存在对于高的居民消费购买力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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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储蓄和手持现金 来说的隐性的产品供

给不足
,

但另一方面存在对于低的即期消费

需求来说的相对产品过剩
。

这也是我国的市

场疲软现象不 同于资本主义经济中市场
“

萧

条
”

之所在
。

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
,

经济

收紧中企业生产经营的弱化
,

使企业收益减

少
,

甚至出现亏损
,

奖金要少发
,

甚至只发基

本工资
,

加上近一千万基建劳动力的压缩
、

个体户经营收入的减少
、

农民增产不增收
,

等

等
,

这些表明紧缩中也存在居民收入下降的

因素
, “

有钱但不想买
” ,

又有 钱少买不起
”

和
“

没钱买
” 。

特别是在市场疲软持续发展
,

工业生产负增长
,

商业企业经营活动弱化的

条件下
,

使农村增产不增收的问题进一步尖

锐化
。

年的打白条子和
、

一 年两

年来农业丰收下的
“

卖粮难
” 、 “

卖猪难
”

与价格下降
,

加之以乡镇企业的停产减收
,

这一切造成一些地区
、

特别是内地一些省区

农民收入的下降
。

即使在 年农业全面大

丰收的形势下
,

农民的纯收入估计也仅仅和

年持平
。

以四川为例
,

四川九千万农民

年比 年增加收入 亿元
,

扣除物

价上涨指数
,

人平实际减少收入 元
,

年上半年比 年同期人均收入 增 加 分

钱
,

扣除物价上涨指数人均减少收入 元
,

年上半年加上 年两项合计人均收入减少
·

元
,

全省合计减少收入
·

亿元
。

上

述农民收入增长少甚至下降
,

带来农村市场

梢售困难
,

造成 年农村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下降幅度大于城市
。

可见
,

在我国一些地区
、

领域内
,

客

观存在着因居民购买力不足或增长很少而引

起的市场即期需求不足 当然
,

基于城市职

工收入的增长仍然大大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

的状况
,

我们不能用增加和膨胀总消费收入

的方法
,

来刺激需求增长和缓解市场疲软

在整个治理整顿过程中
,

要始终注意控制总

量
,

包括控制消费基金的增长
,

要誉惕和防

止新一轮的消费膨胀的出现
。

但是对于广大

农村来说
,

保证农民增产增收
,

稳定农民的

收入水平和保证它逐步增长
,

这不仅仅是解

决当前农村消费需求不足的必需
,

而且也是

从根本上调动 亿农民积极性
,

促进我国农

业稳定发展的迫切需要
。

四 进行结 构调 整
,

改进产品品质
,

增强消费品的吸引力
,

这是激励和挖掘有效

需求潜力的根本之途
。

如我们在上面所指出
,

消费需求的增进

与居民收入的提高和消 费品 品质的 改 进成

正 比
,

假定居民收入为不变数
,

消费需求的

增进则决于消费品品质的改进
。

这是因为人

的消费偏好与具体消费动机
,

从来是在人们

所能占有的消费品的条件下形成的
。

人们一

方面是为满足 自身的消费欲望而 生 产 出 产

品
,

另一方面已经推出的新产品
,

却又创造

出人们新的消费欲望
。

在经济落后
,

生产水

平低
,

产品简单
,

人们进行的是生存性质的

简单消费中
,

人们对消费品品类和品质的选

择较少
, “

饥不择食
” ,

有什么
,

买什么

在经济发达
,

产品丰裕的条件下
,

人们在消

费中越是考虑对象的品质
,

要进行更充分的
消费选择

,

从而
,

是 、好的就买
,

弄的就不

买二 改革开放以来
,

随着消费品生产的日

益丰饶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

贫困型的简

单的消费日益向温饱型和初步富裕型的消费

转化
,

因而
,

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广大居民的

消费心理和行为
, 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五十年代以来的
“

有什么
,

就买什么
”

的钧

买和消费模式
,

已经逐步转变为
“

弄的不买
,

好的就买
,

越好的越抢着买
” 。

只不过这种

消费心理和行为的变化
,

在急剧发展的需求

过旺与市场购销两旺的市场态势下被掩盖起

来
,

并由此给厂家造成一种错觉 工厂生产

什么
,

市场就需要什么 在实行双紧
,

过快

的总需求的增长得到控制
,

物价逐步稳定下

来的情况下
,

人们的购买和消费欲望就 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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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要更加决定于消费品的品质
, “

人家买
,

我也买
”

的 自发性和盲 目性的消费
,

要转化

为有选择的
、

理智的消费
。

加之 以出现 了

储蓄超常增长
,

分流过渡 紧缩时

期的经济环境 —就业 困难
,

待业增加
,

收

入增长放慢
,

等等
,

强化了人们的生活保障

意识
,

增强了储蓄倾 勺
,

淡化了消费欲望
。

在这种条件下
,

盲 目对买和消费 自然会转化

为高选择性的消费
。

人们购买时不仅仅要看

产品质量
,

而且要挑名牌
,

还要有
“

三包
” ,

甚至还看服务态度
。

人们说 顾 客 越 来 越
“

刁
”

了
。

而另一方面
,

我国产业结构严重失衡
,

质次价高的产品充斥
,

优质适样的产品不足

而企业
,

特别是国背企业又缺乏对市场的自

我适应与自我调整的功能
,

即使是 已经市场

需求不足
,

仍然照章生产不误
。

一方而
,

居

民的消费选择性张化
,

另一方面
,

产品结构

调整缓慢
,

习而 产品 供给 结构 与需求结构

的矛盾
,

在经济紧缩余件下越加尖锐
,

其表

现形式是大范围的产品发生滞销
。

可见
,

我

国的市场疲软
,

主要是 由产品品类和 品质的

不适销而引起的结构性的疲软
。

显然地
,

要

启动和激励消费需求
,

缓解市场疲软
,

就必

须调整产品结构
,

提高产品品质
,

开拓新的

商品品类
,

改进销售服务
,

用产品优化来治

理市 场疲软
。 “

没 有疲 软的 市场
,

只有疲

软的产品
” ,

我国的先进企业家的这一认识

所以是十分高明的
,

正在于它把握住了经济

学关于市场消费需求增 长的规律
。

五 适 当增 大投 资需 求
,

发挥投资

需求对消费需求的支撑和带动作用
。

在实行

紧缩中
,

基本建设的速度放慢
,

建设的规模

受到控制
,

由此会影响到墓本建设部门的生

产和一系列相关 ’勺生产资料生产 部 门 的 生

产
,

基本建设投资的 百分之 四 卜妥转化为消

费需求
,

基本建设的放慢
,

一

也将成为消费需

求编减的重要动因
。

可 见
,

在启动消费需求

中
,

必须适当增加投资需求
,

充分发挥投资

需求对消费需求的带功作用
。

六
、

启动市场消费需求的关键在

于提高质最

必须指出
,

实行经济紧缩会引起消费心

理的变化
,

即使收入水平不变
,

人们的消费

欲也有弱化趋势
,

这就更加有必要以产品的

优品质
、

多品类
,

来激励和强化人们的消费

动机
。

由于在紧缩经济的调整时期
,

基于控

制总量的需要
,

必须控制和放慢消费基金的

增长 工厂减产停产
,

使一部分职工收入减

少 就业困难
,

待业人 的增多
,

和对
“

过

几年苦 日子
”

的不当 解
,

这一切会使广大

居民
,

特别是使低收入阶层的
“

生活保障意

识
”

强化
,

人们宁愿多积累几个钱
,

用来保

障既有的生活水平
,

为子女纳学费和作为意

外事故的开支
,

而不愿将它花掉
。

特别是物

价涨幅迅速下降
,

使人们的保值购物动机弱

化
,

另一方面
,

保值储蓄又有较强的吸引力
,

因而
,

人们在决定是把钱用于储蓄还是用于

消费时
,

就要进行更加周详的盘算
。

可见
,

治理整顿时期的宏观条件
,

往往会形成一种

对消费的社会经济抑制
,

使人们的正常的消

费欲弱化
。

我国在
、

。两年
,

出现 了

储蓄超常增长
,

年城乡居 民储蓄较之上

一年增长 肠
,

年城乡居民储蓄继续大

幅度增长
,

而另一方面
,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却是负增长
,

消费萎靡不振
,

这种情况表明

了居 民消费欲的弱化
。

可见
,

基于紧缩经济时期
,

居 民消费心

理的变化和 消费欲的弱化的趋势
,

而在治理

整顿时期
,

必须继续控制总量
,

而不能实行

全而松动
,

更不能实行膨胀 消费基金
,

来制

约消费欲弱化的心理变化
,

因此
,

人们就应

该更加依靠产品性能的激励消费作用
,

在消

费品品质的增进和 品类的增加 卜下功夫
,

用

不断推出适销对路
、

品质 吏优
、

,钻类更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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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更廉的消费对象
,

来启动过度下降和不

足的即期消费需求
,

促进市场复苏
。

以品质的优
、

品类的新
,

以物品对象性

质的改进 以及价格的廉 来增强消费者的

购买欲
,

从而开拓即期市场需录
,

从来是市

场营销学的精义之所在
。

当今世界成功的企

业家无一不是运用了这一市场 营 销 规 律
,

七
、

八十年代 日本的汽车
、

家电产品等的大

量涌入和 占领了北美和西欧的市场
,

就在于

依靠了这一市场营销规律
。

我国越来越多的

企业家
,

尝到了依靠市场营销规律
,

来开拓

市场销售的甜头
。

他们面对市场疲软的困难

形势
,

不是消极等待旺季的自然到来
,

不是

要求上级减税让利
,

而是反求诸己
,

苦练内

功
。

他们借助于产品品质内在性能的改进和

外在造型
、

款式的更新
,

来激发人们消费和

享受产品的欲望 借助于新品种的开发
,

用

以满足人们
“

求新
”

心理 借助于价格公道
,

以满足
“

求廉
”

的心理 借助于改进销售服

务 —改进服务态度
,

如笑脸相迎
、

增加服

务项 目
、

从周到的门厅服务到送 货 上 门
、

“

三包
”

等等
,

来创造一种商品销售和消费

中的
“

综合效用
” ,

以满足一种更高级的
,

可

以说是
“

文化性的消费需要
” 。

正是在市场疲

软的逼使下
,

我国的许多先进的企业
,

在这方

面认真按照市场营销学办事
,

取得了使产品

销售持续不衰的卓越成效
。

我国的先进企业

家说
“

没有疲软的市场
,

只有疲软的产品
” ,

这一隽智的语言
,

表明了他们对产品的品质
、

品类对消费需求起重要决定作用的经济学规

律的认识的深化
。

我国在生产什么
,

消费什么的传统体制

下
,

和长时期市场供不应求
,

产品不愁销路
,

“

皇帝的女儿不愁嫁
”

的形势下
,

企业缺乏

适应市场而不断更新产品的观念
,

企业也没

春经历迫切的自我促销的实践
,

人们对于产

品品质
、

品类的开发
,

就是开拓市场的金钥

匙这一条定理缺乏深切理解
。

因而
,

长时期

内
,

即使是改革开放十年来
,

相当一部分工

厂的生产与经营
,

并未表现出昂扬的产品创

新的进步企业精神
。

而在当前
,

越来越多的企

业家懂得了以品质促销售
,

自觉地加强经营

管理
,

狠抓产品结构的调整
,

这不能不说是

人们认识上的一个新的跃进
。

为了进一步阐明以品质促销售的市场规

律
,

我们在此要对所谓引起市场消费带求不

振的
“

消费断层论
”

进行一些评述
。

对于决定市场疲软的一种流行观点是

由子大件消费品的开发和推出迟缓
,

继彩电
、

冰箱
、

洗衣机之后
,

市场已无法提供足以激

发消费者购买欲的
“

大件
”

耐用消费品
,

这

就使我国处在居民消费断层期
。

持上述见解

的同志认为
“

新的大件耐用消费品的缺乏
,

是消费市场疲软的主要原因
,

只有推出新的

大件
,

例如住房商品化或小汽车等等
,

才能

重新激励市场需求
。

我认为
,

只有大件稍费品才能激励我国

市场需求的观点是有片面性的
。

诚然
,

我国

年代以来
,

大件耐用消费品首先是影电 ,

然后是电冰箱
、

洗衣机等等
,

曾经激发出城

市居民的消费热潮
,

从而表现出它在激励市

场消费需求中的重要作用
。

但是如果认为
,

只有大件耐用消费品才能激发我国广大居民

的购买欲望
,

才能维系市场需求于不疲
,

或

者当前在出现市场疲软形势下
,

只有推出新

的大件才能解除市场疲软
,

这种观点就是值

得商榷的
。

我认为
,

对于大件耐用消费品的激励市

场作用不能加以夸大
。

因为 ,
在发达的经济

中
,

人的消费欲具有多样性和不断变易性
,

它不仅仅需要由大件消费品来满足
,

而且要

由其他中小件和众多的日用消费品来满足
。

另外
,

消费品大件的开发和推出于市场也是

不平衡的
,

即使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

市

场上也不是每年都能有富有吸引力的新大件

耐用消费品的出现
。

另一方面
,

大件推出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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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能激励出现实的市场需求
,

还决定于居

民的购买力的水平及其增长状况
。

我国是一

个底子薄
、

人 口多的发展中国家
,

当前多数

居民还处在温饱型的生活水平
,

居民较低的

收入决定了他们现实的消费需求主要是日用

消费品和中级的耐用消费品 我国八十年代
,

城市居民出现了竞购新三大件的热潮
,

例如

彩 电的普及率在城市已达到 肠
,

在消费方

式上发生了飞跃性的变化
,

表现了我国改革
、

开放政策的伟大成果
。

但是也必须看到
,

这

种在较低收入水平下 出现的高消费
,

是以不

少居民的抑制其他生活消费
,

甚至靠负债来

实琢妇、 例如人们购买了电视机和电冰箱
,

他就不得不放弃新家俱的购买或 房 屋 的 装

修
。

这样的伴同有其他 日常生活消费的抑制

的
“

超前消费
” ,

决定了人们必然会在一定

时期
,

由大件购买转向中小件和 日常商品的

购买
,

作为下一度的较高的消费 支 出 的 准

备
。

可见
,

对于我国当前的具体条件来说
,

城市居民对大件耐用品的购买
,

不可能是持

麟不断的
,

而却是带有间断性的
,

在我国当

前的经济条件和群众现有收入水平条件下
,

应该说
,

对于中小件以及 日用消费品
,

将是

人们的消费需求的主要对象
,

只要这些商品

能做到品质优
、

品类多
,

仍然可以调动和激

励出充分的有效需求
。

特别是在治理整顿时

期
,

在群众消费的经济抑制 —来 自收入增

长放慢
,

生活保障需要的增多 —增强的条

件下
,

由大件耐用消费品转化为小件或日用

消费品的消费
,

乃是消费需求增长的常规 在

近来的市场回升中出现的小件家电
,

如电吹

风
、

电熨斗
、

电淋浴器等
,

以及其他 日用品
、

食品的名优产品的旺销
,

就表现出这种消费

需求变动的规律
。

总之
,

不能认为
,

只有新的大件耐用消

费品的开拓
,

才能激发人们的消费需求
。

例
·

如人们不能把缓解市场疲软仅仅寄托于住房

的修建和商品化上
,

更不能寄希望于
“

小轿车

化
” ,

从而忽视了对当前众多的日用消费品

品质的提高与品类的增进的注意力
。

要看到
,

当前的市场疲软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近年来过

热经济中愈演愈烈的红构失衡
,

质 量 低 劣

及价高 的产品充斥
,

从而削弱了产品的

消费激励力
。

在我国当前市场上
,

主导耐用

消费品缺乏衔接的情况下
,

如果有多样日用

消费品品质的优化
,

例如有更多的优质
,

新

型的饮料
、

食品
,

衣着
,

鞋类
,

以及文化用

品 不仅仅是电子琴
,

运动服装
,

渔具
,

而

且包括各种室内装饰品等
,

各类手饰
、

美

容品
,

等等 总之
,

如果在我国的企业发动

和持续地开展生气勃勃的产品结构调整和创

新
,

把更多
、

更好
、

更廉
、

千姿百态的
、

真

正适悄对路的消费品推出于市场
,

我国的市

场需求将因为获得新的
、

有效的消费激励而

得到启动
,

困扰着我国经济
,

阻碍经济健康

回升的市场疲软将由此从根本上得到缓解
。

资任绷辑 傅殷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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