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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寄窗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现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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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胡寄窗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对我国现实经济问题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广泛

和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 这些观点和主张不仅对当时的实践具有指导意义，对于我

国当前的经济改革仍然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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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寄窗(1903— 1993)是我国当代中外兼通、古今兼擅、著作等身、成就卓著的经济学家。 他

一生不仅致力于中国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外国经济学说史和马克思经济学说、当代西方经济理

论的研究和教学工作，而且对我国当代社会主义现实经济问题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探讨。

一、科学的研究态度

胡寄窗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曾进行过深入研究，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他反对教条

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始终能够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早在1942年，他就客观地指出，
“
严格

地讲，社会主义并无一定之经济制度
“

，马克思激烈地攻击了资本主义的弱点，而
“

对于新的经济

制度如何运行却未具体描述
“CD 。 因此我们必须客观地了解我国经济现实，提出适当的方案。

”在中国建立 一种崭新的制度
”
。 对于当时流行的计划经济思想，他不是盲从，而是利用自己的经

济理论客观剖析了计划经济的弊端。 胡寄窗在1947年的一篇题为
“
二十世纪之社会主义经济理

论
”
的文章中就指出，中央计划者不可能掌握每个消费者的偏好、人口的变化、自然条件的变化

等，最初制定的计划就会不切合实际需要。 如果计划稍有错误，势必会引起极大的社会浪费。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受前苏联的影响，认为社会主义必须搞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 胡寄窗在

分析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均一直坚持彻底消灭商品经济的预想时，就客观地指出：＂任何一个天

才思想家对他的未来美好理想的预测，必然有其光辉灿烂部分，但也难免存在某些缺点甚至错

误
“气的确，任何一种未来美好理想，必然受到创始者本人所处时代的局限，苛求在40多年前

就能够解决现在的问题，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形而上学想法。 胡老的这种勇气和胆识令人钦佩。

二、系统的研究领域

（一 ）指出社会主义实行市场经济的必要性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在我国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争论中，胡寄窗从理论层面上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兼容商品经济的原因。 关于社会主义为何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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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长期的初级阶段利用市场机制的问题，他认为，市场经济
”

决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

有物
”

气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市场机制，因为市场机制有利于所有参与者发挥他们的事业热情，

形成整个社会经济的最高生产效率，可以有效利用生产资源，具有适应商情变化的充分灵活性。

这些观点充分反映了胡寄窗先生作为老一辈经济学家的思想解放。 要知道，直到1992年春邓小

平同志南方讲话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才逐渐被人们接受和认可。

（二）重塑市场微观主体

1. 多种所有制类型的企业要长期并存。 胡寄窗指出，社会经济活动变得越来越繁杂，全民

所有制形式越来越不可能包办社会经济的一切活动。 大中型企业采取全民所有制已产生不少新

的困难，而小型企业采取私有制远较公有制形式更为经济，更能适应当地消费者的需要。 因此，
“

多种所有制并存在很长一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将会陆续存在。 只有这样才能更充分地满足

全社会入民日益增长的需要
“

气

长期以来，我国排斥市场经济，自然也没有真正的市场微观主体——企业，单一类型的公有

制企业缺乏活力是经济改革中的最大难题，从
“

放权让利
”

到
“

两权分离
”

的一 系列改革思路和措

施都试图绕开所有制这一具有政治意义的敏感问题，但改革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胡寄窗从充分

满足入民需求的角度，认为应大力发展多种类型的企业，这种视角表明了他的判断标准，即必须

有利于提高入民的生活水平，而不是单纯地追求生产资料的公有制。

2. 国有企业应实行股份制改革。 为搞活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思路自1983年提出并付诸

试点后，在学术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胡寄窗曾撰文指出，股份制较之当时的承包制和租赁制，

”是搞活企业的最优方式
”

。 企业改革的关键不是两权分离，关键在于两权分离后如何实现有效

的经营管理。 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必然涉及所有权的转让，所以股份制已超出了两权分离的范

畴。 股份制是筹集大规模社会化生产所需资金的最有效方式。 股份制有极强的适应市场需要的

活力，经营者会受到股东和证券市场的有效监督。 股份制的这些优点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阶段

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胡寄窗对股份制的论述是在1987年，当时股份制思想还处于低潮时期，

仍有许多人对股份制持反对态度。

（三）形成产品和要素市场价格机制

1.尽快放开价格管制，改革低工资制。 价格问题是市场经济的核心，是调节市场供求的信

号。 20世纪80年代，我国理论界曾把价格改革称为价格闯关。 一 些人认为在新旧体制交替过

程中，由于市场机制尚未完全形成，故行政手段之
“

调控
＂

仍有必要。 针对这种观点，胡寄窗多次

撰文指出，关键不在市场机制是否巳形成，而是政府决策能否让其自由运行而少加阻碍。 如果政

府对价格继续予以直接行政干预，市场机制就永无自由发挥作用之日。 政府的作用应主要是通

过法律手段对欺诈蒙骗、围积居奇及其他非法活动和价格进行惩治，对邮电和城市公用事业等自

然垄断行业进行价格管制，运用货币、财政等经济手段调节以理顺价格。

胡寄窗认为必须消除我国工资制度中的平均主义和低工资水平的错误思想。 平均主义的工

资制度会打击熟练工人的工作积极性。 长期实行的低工资水平不能与开放后的价格水平相适

应，并且不利于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没有现代化水平的工资就不可能有现代化劳动大众本身的

再生产。 从理论上讲，平均工资水平应随着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增长，但我国工农业

总产值在1952�1985年中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了14倍多，真实平均工资水平只增加了0.53 

倍。 这种低工资制会影响劳动者的积极性，降低经济收益，造成企业弄虚作假、俇报产值以图增

发奖金。

2. 澄清土地地租概念，理顺城市地租和房租。 胡寄窗认为，在社会主义中国同样存在级差

地租。 建国以来，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于是城市房租和地租被认为是无关重要的问题，政府不

仅大大缩小地租差别，甚至将它视作优惠企业和居民的福利设施。 胡寄窗曾明确指出，这种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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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租和地租差别的做法使城市中的企业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国家任意缩小各企业支付的地租

的差别，使得城市中心的企业实际上少支付了地租，而郊区企业实际上多支付了地租。尤其是随
着非国有企业的发展，这种与土地位置有关的地租和地价问题，决不能再加以忽视。大幅度地缩
小房租差距，并采取低房租，使我国城市住宅困难问题日趋严重。

（四）正确认识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
1.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经济波动的原因以及政府对消费与积累比例的计划。20世纪80年代

中期，我国学术界有人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周期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在发生机理、表现形式和经济

性质上是基本相同的。胡寄窗认为，任何社会经济体系，都是无数的活动因子所组成，必然会产
生某种经济波动。我国经济波动的原因很多，如高投资、固定资产更新、技术创新、经济的自我调
节机制等都可能会引起经济波动，但并不必然形成有规律的周期波动。我国计划部门的

“
人为失

误必然引起经济的混乱“，过多的人为干预，反而会造成新的波动和紊乱。

胡寄窗指出，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传统的消费与积累比例关系的理论及其计划设

定已不再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在开放条件下，外企和私营企业所占的投资份额越来越大，投资
资金中相当大一部分不是来自本国的积累基金，中央计划机构无法计划外来的和本国的私人投
资总额，所以也不能再像以往那样对积累率作统一的事前规划。因此按国民收入总额规划出来
的消费与积累比例已无很大的指导意义。在西方经济理论中，社会总消费取决于劳动就业和居

民收入水平；积累主要取决于个人消费倾向和市场利率。只有在事后计算一定时期的国民收入
分配时才能统计出消费与积累的量及其比例关系。

2.正确认识投资规模问题。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许多入认为我国的投资规模过大或
“失

控“ 要求国家加以控制。胡寄窗在1989年12月的《经济研究》上发表了“对投资规模问题的理
论剖析”一文，指出我国当时宏观经济中并不存在投资规模过大问题。他认为，在考察一定年度
的投资规模时，不能只看投资绝对额，应结合总产值、国民收入和财政收入的历年增长绝对数和

百分率去考察，才能判断其是否合理。宏观投资规模取决于现有劳动力资源、物质资源和投资资
金三个要素的配合使用。我国拥有较丰富的劳动力和 物质资源，而投资资金的数量却受国民经
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投资资金来源的多元化（国家财政拨款、银行贷款、利用外资、自筹资金等）则
解决了这些制约瓶颈，显然国家不应该控制。投资中的关键问题是文教卫生经费投入比例过低，
熟练劳动力所占比重太低，企业管理者索质太差，以致投资效益很差，甚至经常造成资金的浪费。

3.正确认识我国的财政赤字。解放后我国一直坚持“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财政原则，自

1979年以来，中央有计划地调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和农村税收以及增加职工工资，以致国家财
政出现大量赤字，从而在理论上引起了赤字问题的争论。针对争论中的“不应搞赤字预算”或“反

对搞赤字政策”的观点，胡寄窗先生指出，绝对的收支平衡几乎是不存在的，不应该把它作为实际
追求的目标，“赤字预算在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存在“，并且“

在一定的场合（如应付经济萧条或加

速经济发展），采用赤字预算是一种必要的手段＂。 。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并无必然的联系，如赤

字不大，或有适当的弥补办法就可能不会导致通货膨胀。因此，我们不必对赤字惊惶失措。

三、前瞻性的政策主张

（一）立即成立证券市场

胡寄窗在股份制改革中提出，必须尽可能减少国有企业数量，国家只掌握关系国民经济命脉

的关键性大企业，其他中小型国有企业应尽可能采取出售、发行股票等方式转为股份制企业、股

份合作制企业或私人独资企业。并且，要立即成立证券市场和专门从事股票及债券买卖的承办
组织，以便于证券自由发行和交易，使股份制能够很好地发挥作用。胡寄窗对股份制的论述是在

1987年，当时仍有许多人对股份制待反对态度，而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分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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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12月和1991年4月才获准成立。

（二）彻底放弃
＂

价涨就管”的决策

胡寄窗提出，在放开价格时，特别要注意放弃
＂

价涨就管＂的做法。 价格持续轻微上升是一 种

客观趋势。 伴随着经济增长、生产资料需求紧张、消费需求扩大、投资和信贷增大、市场空间扩大

致使运输成本上升、货币流通量的增加等因素都会构成价格轻微上升。 我国价格改革中出现的

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于商品原来的比价严重失调和价格扭曲倒挂，官商官倒，集团消费膨胀等引

起的短期现象，不能因一时价格上升幅度较大即人为地降低经济增长速度。

（三）改革工资制度，不断提高工资水平

胡寄窗在工资制度改革战略中提出， 一 是应尽快放弃对国有企业工资总额的控制。 二是按

工作效率高低发放相应的奖金。 三是国家不断增加事业单位的工资。 四是国家应把持续提高平

均工资水平作为现代化战略目标之一 。 的确，我国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采取低工资制，而在

国民收入再分配中通过免费的住房、医疗、养老和上学等福利途径进行补偿的做法，对于保证国

家积累和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应该说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平均主义的低工资制缺乏激励，

极大地损害了效率。 因此，把被压低的工资水平提高或复归到正常水平，对于经济增长至关重

要。 这些在现在已变成了现实。

（四）实行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胡寄窗认为，现代国家的财政职能是以推动生产发展和提高入民生活水平为主旨。 他特别

提出，对被企业淘汰的职工，除由国家以种种方式为他们广辟新的就业机会外，在未获得新职业

以前，应由国家支付给最低生活补助金。 这些资金除了来源于国家财政外，还可以利用出售中小

型国有企业所获得的收入来补充。 胡寄窗在1988年向政府提出的这些建议，在今天看来都已变

成了现实。 政府为了保障下岗和失业人员的生活，于2000年制定了“

三条社会保障线 ”，即下岗

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中央政府还专门成立了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并以国有股转让变现的收入来填补社保基金。

注释：
0＠胡寄窗：《胡寄窗文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137页、第1022页。
@@©胡寄窗：《经济理论歧见的剖析》，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1~58页，第21页、第242页。
参考文献：
[l] 胡寄窗．胡寄窗文集[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
[2]胡寄窗．经济理论歧见的剖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
[3]胡寄窗，谈敏．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纲要[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
[4]赵晓雷．新中国经济理论史[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Hu Jichuang's Theoretical Inquiry into the Chinese Socialist Economy 

DOU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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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Uni仅为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加 200433,China) 

Abstract: Mr. Hu Jichuang studied deeply a series of the Chinese economic issues in 

1980s and the early 1990s, and put forward his own theoretical views and policy propositions. 

These views and propositions not only had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practice then, but also 

had enlightenment for the present economic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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