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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迈年系牧＠的需不足豹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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撸 妻：近年来，我国经济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内需不足现象．这种现象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出现
的需求不足有所不同，它的出现具有明显的特异性。本文分析了这种需求问题的特异性的表征、形成机理以
及消除特异性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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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异性之表征

1.巨大的市场与内需的萎缩并存。 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曾经作过分析，认为一般
情况下，人均GNP达到1000美元之后， 一国经济才会步人加速发展期，而大约在人均GNP

超过2100美元左右时，经济发展加速将会结束，此后才可能出现生产过剩。 我国目前的人均
GNP只有800多美元，生产水平和消费水平还不是很高，社会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同时我国又
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拥有近13亿人口，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潜在市场和十大新兴市场
之首，近年来却出现了严重的内需不足和通货紧缩，形成了巨大的市场与内需萎缩并存的特异
现象。 这显然是一种低水平的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是在广大居民生活水平还远远没有得到
满足的情况下的一种过剩。 这种特异现象，从本质上讲，是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
应的，是一种早熟型的相对过剩。

2. 无效供给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 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不同，近年来我国市场上
出现的需求不足并非全面的生产过剩，而是表现为无效供给过多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局面。
一方面大量商品积压，无效供给过剩；另一方面一些商品仍满足不了需求，有效供给不足。 从
近几年来国内贸易部对600种主要商品供求状况的调查结果表明，供过千求的特征已经逐渐
明显。 与无效供给并存的是有效供给不足，其主要表现是：（l）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 我国的
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虽然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重点投入和加速发展，瓶劲制约已经基本缓
解，但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相比，仍然不能满足要求。(2)价廉质优的产品供给不足。 我国目前
积压过剩的产品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价格不合理的缘故。 如广州市市区的商品房价格一般在
每平方米5000,.._,10000元，如此高的价格对于工薪阶层而言，只能是望洋兴叹。 小汽车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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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则几万元，多则几十万甚至100多万元，而且即使买得起车，那名目繁多的行车费也让人望
而却步。(3)高科技产品供给不足。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整个产业结构的技术素质还很低。
目前我国国有重点企业的关键设备达到和接近国际先进水平的仅占15%，工业技术水平大约
比发达国家落后15~20年。由于生产的工艺和技术水平比较落后，产品自然也就档次低、质
量差。因此，目前我国市场上过剩的都是些质量低、性能差、品种单一的产品，而电信、环保等
高新技术产品却需要大量进口。我国是世界第一大钢铁生产国，每年生产的1亿多吨钢中积
压的不在少数，但同时却要进口各种高档钢材；我国是纺织服装世界第一大国，每年却要花 60

多亿 美元进口各种高档面料。低水平生产能力严重过剩与高新技术产品开发创新能力低下并
存。一方面使传统产品价格下跌不止，另一方面又缺乏带动价格回升的高新技术产品。

3. 经济高位运行与物价走低、市场低迷并存。一般而言，在市场经济体系中，需求的波动
与经济运行状况是相适应的。在经济增长时期，需求旺盛，物价水平相对较高；在经济低谷期，
需求疲软，物价下跌。然而，我国近几年出现的严重的内需不足及通货紧缩是在我国经济高位
运行时期产生的，是在经济增长期出现的，是与市场经济的一般现象有所不同的。经济高速增
长与物价走低、市场低迷同时存在。1997-1999年 3年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虽然不及前几年
那么高，而且呈不断下降趋势，但是，平均的增长率也达到 7. 9%，这一增长率在世界各国中算
是比较高的。相反，我国的价格水平却严重走低，零售物价指数上涨率平均为— 1.6%。这是
与西方国家出现的经济危机或衰退不相同的。

二、特异性之背景与机理

1.国际背景。我国近年来出现的内需不足及通货紧缩有着深刻的全球背景。首先，1997
年 7月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逐步发展成为战后亚洲地区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并逐渐向世
界其他地区尤其是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波及。

其次，从1997年以来，全球性的通货紧缩已经日趋明显。正如英国《经济学家》杂志(《E
conomists》)所指出的，世界经济在经历了1930年代的大萧条之后，首次进入了一个全球性的
通货紧缩时期。亚洲金融危机不仅使世界经济增长率和贸易增长率大幅度下降，而且使全球
生产能力大量过剩、需求锐减，导致国际市场商品价格大幅下跌。全球性的通货紧缩和需求不
足已使世界经济增长率从1997年的 4.1％下降到 1998年的2.2%。世界经济在除了美国等
发达国家之外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步入低谷。正在逐渐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中国经济
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全球经济危机和通货紧缩大环境的影响。

2.宏观经济政策因素。如果说亚洲经济危机及全球性的通货紧缩的大环境构成了此次
需求不足及通货紧缩的国际大背景的话，那么，近年来我国宏观决策层在宏观政策操作上的一
些失误则是导致需求严重萎缩、物价持续下跌的更直接的原因。近年来，我国在宏观政策的制
定和操作方面出现了许多失误和不足，各项政策之间的搭配与衔接不当，导致效应相互冲减，
影响了调控的效果。 具体体现为：

(1)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搭配欠佳。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都是政府进行宏观 调控的最
重要手段，但在具体运用中要注意彼此之间的相互配合，否则，会产生政策之间的相互矛盾，使
调节作用互相抵消。我国近年来在这方面的工作并不尽人意，比如：面对不断下滑的总需求，
我国政府在一开始一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放松货币政策，另一方面却仍然坚持1993年以来
的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一方面连续 7次大幅度降低银行利率，另一方面却坚持“缩减赤字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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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不断压缩财政赤字，1997、1998年两年各减少财政赤字100亿元。 减息是扩张性的货币

政策，而财政增收政策则是紧缩性的财政政策，两者作用恰恰相反。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相

互矛盾，一只手松一只手紧，使得降息的作用被基本抵消，没有能够发挥出来。 直到1998年7

月，政府管理层才意识到总需求萎缩问题的严重性，这时才下决心采用
“

积极的财政政策
”

，并

大幅度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及增发1000亿元国债。 也正因为这种转变，才促成了1998年下半

年总需求的止跌回升。

(2)有关改革政策出台时机不当。 首先是社会保障政策。 旧体制下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一

种效率极低的体制。 它耗费了大量的国家财力，却没能起到任何激励作用，而且社会保障的覆

盖面也仅仅限于国有企事业单位。 毫无疑问，这种体制必须改革，必须引人市场机制，使社会

保障更有效率，涵盖面也更广。 但问题是社会保障制度关乎普通百姓的生活，它直接影响着人

们的心理预期，因此，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必须选准时机。 我国目前进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就是要把原来由国家统包统揽的社会保障逐渐推向社会，推向市场。 虽然说，社会保障制度的

改革思路和目标模式是符合市场经济的逻辑和规律的，但就目前来讲，初始阶段的种种改革都

是要从老百姓口袋中掏钱。 如果选不准时机，将会给老百姓的心理上造成一种强大的压力感

和恐惧感，而这种心理上的压力感和恐惧感无疑会构成社会需求的强大的收缩力量。 因此，在

笔者看来，改革社会保障体制的最佳时机应当是在经济过热、需求膨胀，也就是说存在通货膨

胀压力的时期。 而我国政府在这一点上的操作恰恰相反。 虽然，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已

经酝酿了很多年，但实质性操作却是近二三年的事。 大约从1997年开始，住房、医疗这两项直

接关系到普通百姓居住和健康的制度开始进行实质性的改革。 大规模的出售公有住房、住房

分配的货币化、医疗保障的社会化等几项措施的出台，给近年来收入水平增长本来就已经减缓

的广大居民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大家只好拼命地存钱、攒钱，以
“

买房”

、
“

保命
”。 而事实

上，从1996年下半年成功地实现了
“

软着陆
”

之后我国就已经存在着需求不足的明显苗头。 此

时出台上述重大改革措施，无疑对需求疲软及通货紧缩的形成，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其次，

就业政策与机构改革政策出台也不合时宜。 近几年，由千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化和劳动就业

制度的推进，我国的就业形势一直非常严重，就业压力很大。 大量职工下岗及失业，是我国经

济及社会极大的不稳定因素，同时也是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以，国家在于方百计开拓

再就业渠道，扩大就业量，以解决下岗及失业问题。 但是，我国政府在进行上述努力的同时，又

在加快政府机构调整与改革，增加下岗者的人数。 诚然，改革政府机构，精简政府工作人员，给

政府机关
“

消肿
“

，是必须进行的，也是改革能否成功的一个关键步骤，但问题是在当前就业形

势严峻、需求严重萎缩、社会心理极不稳定的时期，出台这些改革措施是不合时宜的。 它必然

和社会住房、医疗制度的改革措施一样，因出台时机不当而给经济的启动造成很大的压力。

(3)增加收人与征收利息税的效用相互冲减。 1999年，在认识到需求不足及通货紧缩的

严重程度之后心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刺激政策，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普调性地增加政府机

构及事业单位的工资。 尽管增加的数量有限，但这项措施应当说对扩张消费需求起到了一定

的作用。 但是，在增加工资的同时，我国政府又开征了一项新的税种一—利息税。 这两项政策

的作用又是互相冲减和 矛盾的。 普调工资，对于高收入者阶层而言，根本起不到什么刺激作

用，但对于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工薪阶层而言则影响甚大，工资的增加肯定会增加他们的消费

需求。 但是，开征利息税，而且是非累进性质的利息税，对于高收入者阶层而言影响依然很小，

但对于中下层收入者来说，却减少了他们的利息收入，影响了他们的消费。 很显然，增加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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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扩张效应会被征收利息税所冲减。

3.体制转轨因素。 事实上，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政府是否犯了错误，而在于经济体制本身

容易产生这样的错误并使其不可能当作一种错误而加以纠正。 那么，近年来在我国出现的严

重的而又具有特异性的内需不足现象到底存在哪些体制性的根源？具体分析，主要包括以下

几方面：

(1)改革的不彻底提高了宏观经济不稳定因素出现的可能性。 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

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由于市场发育的不完善性，市场机制运行的不规范性，市场信息的

不充分性，从而市场供求的波动性比之发达国家成熟的市场经济而言，要强得多。 加上计划经

济体制长期运行下的经济总量比较小，投资、消费及出口的基数都比较小，从而在转轨时期无

论是总需求抑或是总供给的增长速度都比较快。 而高增长一般都会伴随着稳定度的降低，从

而使转轨时期的总量变动不仅剧烈而且不均衡，供需矛盾比较突出。

(2)以市场为基础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尚未建立起来。 这里的问题并不是缺少市场导向

性的政策工具，而是缺少将这些政策工具的作用传达到真实经济活动中去的媒介机制。 中国

经济是一个典型的转轨经济，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在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

建立和完善之前，计划经济的作用和痕迹始终是存在的。 而实际上市场的形成也不可能一跋

而就，市场不是一对抽象的供给和需求曲线，而是一种制度。 它是通过一系列的惯例和规则发

生作用的，这种规则和惯例不仅要设计，而且要发育和生成。 在市场机制尚未发育成就之前，

市场经济中的一些宏观政策传导机制是难以发挥有力的作用，从而影响了宏观经济政策的作

用时机和作用效果。

(3)市场的残缺性及市场机制作用的有限性。 价格的双轨制运行使市场机制的作用不能

充分发挥，市场价格并不能象在完全的市场经济环境中那样作出反应。 首先是价格机制作用

的有限性。 渐进式改革采取了体制外增量改革的双轨过渡模式，从而形成了经济运行中普遍

的双轨制。 价格机制的作用主要是在旧体制之外，在增量部分发挥作用，而存量部分则仍按计

划体制运行，从而价格机制的作用范围是有限的。 同时，由于价格的双轨并行，两条轨道自然

会产生串轨、摩擦、碰撞等现象，使两条轨道的运行效率均受影响。 此外，据有关方面估计，经

过多年的价格调整与改革，目前仍有10％左右的生产资料实行计划价格。 而在尚未放开的生

产资料价格中，主要是石油、煤炭、电力、交通和一些基本的原材料的价格。 这些物品属于每一

生产部门都要使用的投入品，这部分商品的价格未放开，整个价格体系就仍然处于十分严重的

扭曲之中。 这无疑影响和削弱了价格机制的调节作用。 其次是竞争机制作用的有限性。 所有

制的双轨制，使得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竞争地位不平等，影响了市场公平竞争机制的激励作

用。 国有企业可以借助于国家的权力对许多产业进行垄断经营，不允许非国有企业进入。 同

时，价格的双轨运行，使得经济当事人倾向于通过寻租的方式获得收益，而不是通过市场竞争

力。 这种寻租的机会越多，就越不利于形成竞争性的市场和规范市场行为。

(4)转轨时期，市场经济的法制不健全、规则不完善，市场信息不充分、不对称，市场交易不

透明、不规范，这些都加剧了市场的无序性，也增加了政府管理和调控经济的成本和难度。 本

来，制度和规则的存在，可以减少市场中的不确定性和不规范性，从而减少市场交易费用。 但

是，转轨时期，由千市场经济的各种有关法律法规都很不健全，加之市场经济的理念在人们心

中还没有形成，因而市场秩序和市场行为都极不规范。 市场上非法经营现象十分严重，恶性竞

争、不正当竞争行为屡见不鲜。 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无证经营、偷税漏税、商业欺诈现象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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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不在。 许多人倾向于通过不正当或非法途径获得收益，而不是通过市场竞争力。同时，在转

轨时期，市场信息来源不确定，导致信息不真实、不充分、不对称。在不规范的市场秩序下，市

场外交易增加，各种非货币媒介如权力、关系的经济作用上升，从而导致市场退化，规则失效，

使本来就发育不良的市场更加扭曲；在市场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企业对比价结构的认识能力

降低，形成不对称的市场垄断，削弱了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 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约束，政府

常常对市场的运行秩序无能为力，只能借用行政手段。 而行政干预本身也是违反市场操作规

则的，其结果又常常导致体制的复归，市场化进程的延缓和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

三、特异性之消除

1. 要加速我国经济的市场化步伐，尽快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以市场经济的发展和

市场机制的完善来增强宏观经济的稳定性。 我国近年来出现的需求不足及通货紧缩，从很大

程度上讲是由于市场经济的不成熟和市场机制的不完善所致。 所以，要从根本上消除这种特

异性的需求问题，就必须加快我国的市场化进程，加速我国的经济转轨。只有市场经济体制真

正地建立和完善起来，只有市场机制的宏观调控机制的作用真正有效地发挥出来，才能从根本

上消除内需问题产生的深层体制根源，才能解决因体制转轨所造成的特殊的市场问题。
2. 完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增强政策的前瞻性、微调性和灵活性。 前瞻性是指政策的制

定应该具有一定的预见性，要在发生大的经济波动之前就采取相应的行动，以事前的预防代替

事后的治理。微调性是指，政策的力度不能过猛，避免造成政策性的大波动。当然
“

微调
“

必须

建立在
“

前瞻
＂

的基础上，只有在正确预见的基础上实行微调，才不至于产生大的损失。灵活性

是指，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指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作为一种调控政策，不应该持续时间过长，

也不适合制定长期的目标。 由于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是非常快的，因而应当根据宏观经济形

势的变化，适时、适当地灵活调整。 具体说来，现阶段我国在宏观政策制定方面应当注意处理

好以下几方面关系： 一是要处理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的搭配关系。 二是要处理好启动

内需与扩大出口之间的关系。 三是要处理好深化改革与居民心理承受能力之间的关系。 四要

处理好消费与投资政策之间的关系。 五是要处理好政策的短期性与长期性之间的关系。

3. 调整我国的经济结构，以结构的优化来带动总量的平衡。 近年来我国出现的需求问题

虽然表现为一种总量上的失衡，但其根本还在于经济结构的偏差。 因此，要从根本上消除总量

问题，必须从结构入手。

(1)应当调整我国的产业结构。 具体从三方面入手：首先，要继续加大基础产业的投资力

度，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 当前的生产过剩既是总体性的，也是结构性的，是无效供给过多与

有效供给不足同时并存。 所以，我国目前要在启动需求的同时，也要注重弥合短缺，增加有效

供给。应该继续加大基础产业的投资力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要继续加快教育等公共

产品的市场化、产业化，增强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经济学的理论已经证明了，公共产品具有

很强的外部性．其私人成本大于社会成本，而私人收益却小于社会收益。 所以，公共产品一 般

都是由政府提供的，是由政府出资兴建或提供的。在我国目前的社会投资引诱不足，投资回报

率比较低的情况下，加强公共产品的投资和生产不仅可以提高产出水平，增加社会就业，还可

以弥补我国公共产品的短缺。 其次，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提升我国经济的内在稳定性，同时

也为私人企业提供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第三产业发展的滞后，是导致我国产业结构层次低

的一个重要原因。 它不仅影响了我国经济的稳定度，而且也不利于我国最具活力的非国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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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发展以及民间投资的增长。 我国目前面临着一系列的经济问题：失业及下岗人数巨大，国

有企业经济效益差，民间投资不旺等，第三产业的加速发展，将为我国上述问题的解决提供比

较大的空间。 第三产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的行业，是最能吸纳失业及下岗人口的领域；同时，

第三产业也是私营及个体经济最能发挥作用的产业。 所以，我国目前应当加快第三产业的发

展，扩大第三产业中向私人资本开放的领域，为民间投资提供更大的投资天地。 事实上，我国

的第三产业中有许多领域仍然没有向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开放。 比如：目前的铁路及航空运

输业、邮电通信业、金融保险业、教育、科技服务业以及卫生、体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视业等，

都尚未对私人领域开放，或者开放的程度很低。 这不仅不利于在这些领域形成竞争机制，提高

经济效率，而且也限制了我国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最终影响的将是我国的第三产业的整体水平

及竞争力。 在我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的今天，如果不加快第

三产业的发展及其竞争力的提高，不久的将来，我国所面临的就可能不仅仅是当前的市场需求

不足问题，而是根本就没有自己的市场的问题。 再次，要改造传统产业，发展高技术产业，促进

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目前，我国经济已经初步告别全面短缺的发展阶段，

在原有经济结构基础上继续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的余地已经不大。 寻求新的发展空间，要通

过增加产品品种，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来实现；要通过生产附加价值高、技术含量大、

满足市场需求的新产品来实现。 只有全面摆脱较低技术与产业层面上的需求约束，在更高的

技术层面上开拓新的需求空间。 最后，压缩和淘汰过剩、过时的生产能力。 一般来说，在市场

经济国家，经济增长率下降、生产能力过剩、价格下跌时期正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 这

有点类似于
“

大扫除
＂

的含义。 关闭和淘汰一批低生产率、低效企业，促进大批高生产率、高效

企业成长。 经济繁荣常常会保护技术落后的产品和过时的企业继续经营，从而强化经济结构

的扭曲，而经济衰退恰恰可以扫除这些企业，是进行经济重组的最佳时机。 传统的行业随着经

济的衰退而衰退，而新兴的行业却随经济衰退而突飞猛进。 当前正是我们淘汰落后过剩的生

产能力的有利时机，应当坚决关闭那些技术落后、质量低劣、浪费资源、污染环境、不符合安全

生产条件、达不到规模经济、严重亏损的企业，例如小造纸厂、小钢铁厂、小水泥厂、小煤矿、小

发电厂、小炼油厂等（胡鞍钢，1999)；同时，大力压缩那些重复建设、重复投资造成的长线部门

的生产能力。

(2)应当优化产品结构，以提供更多的优质优价产品，使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相适应。 低

劣的质量、畸高的价格、落后的款式，是当前我国消费需求低迷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货不对路

的情况下，理性的消费者宁可不消费，或者推延消费时间，也不愿意购买不合己愿的产品 因

此，要启动消费需求，除了要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之外，优化产品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我国政府应当加大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的力度，净化市场环境；从企业的角度讲，则应该努力进

行产品技术创新，提高产品质景，增加花色品种，提供更多更好的适合消费需求的产品。 只有

提供价廉物美的产品，使产品符合消费者的口味，才能有市场需求。

4. 加强市场经济的法制建设，以制度约束市场行为，规范市场。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必

须以制度来规范市场。 法制不健全，则市场永远难以有序。 因此，在市场化进程中必须加强市

场经济的立法。 前苏联、东欧各国的经济转轨之所以造成大的经济衰退和经济、社会震荡，就

是因为在新制度尚未建立起来之时，就过早地而且是彻底地摧毁了旧体制，从而导致出现了一

个制度
“

真空气造成了经济的严重无序化。 中国的经济转轨虽然走了一条不同千前苏联、东欧

各国的特殊路径，采取的是一种渐进式的过渡方式，通过双轨制向市场经济体（下转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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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Fiscal Support of Increasing Peasant's Income 

TAO Yong 
(The Departrn叩 of Public Finance, Shanghai Uni仅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inghai 200433,Chzna) 

Abstract: The agriculture is the foundation of national economy, therefore, the stand

ard of the peasant's income directly affect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stability of ru

ral society. In recent years, the sharp decrease of our peasant's income attract the attentions of 

our government and society very much. It is impossible to increase the standard of our peas

ant's income without the government and the fiscal supports. With the increasing investment 

in agriculture, fiscal policy is a useful tool to increase the supply of rural public goods, to 

stimulate the adjustment of agricultural structure, to push the reformantion of tax and charge 

in rural area,and to promote 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All of these will af

f ect the increase of peasant's 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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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笫22页）制转变，避免了大的制度真空，但是，市场经济制度的培育是需要很长时间，不

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 因此，在转轨期间，必须积极地进行制度的设计和再造，尽快地建

立起市场经济运行的有关法则、法规，以保证经济的有序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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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 phenomenon of insufficient demand turned out in Chinese 

economy. This phenomenon is different from that happened in western mature market econo

mies. It came with the obvious particularity. The paper analyzed the tokens, the mecha

nism,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of the particular demand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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