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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余兴发

新中国价格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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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从宏观调控、定价权、政府监管三方面对价格改革作了半个世纪的回顾。我

国价格经历了由市场价格体系向计划价格体系转变、再向宏观调控下的市场价格体系转变的

过程。 文中以材料论证观点，描绘、阐述了各个阶段的滨变；还介绍了期间对稳定物价方针、价

值规律、生产价格等价格理论的讨论。 最后提出了今后深化价格改革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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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经历了二大时期，即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与市场经济体制时

期。 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内，又可分为市场经济体制向计划经济体制过渡阶段，纯粹计划经济

体制阶段，时间跨度是1949年 － 1979年；在市场经济体制时期内，也可分为计划经济体制向

市场经济体制过渡阶段，完善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阶段，时间跨度是1979年直到现在，目前正

处于这 一 阶段。 我国的50年，充分显示了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的辩

证发展关系。

价格体制与经济体制直接相关，并受经济体制所制约，是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

国价格体制的发展和演变与经济体制的发展和演变息息相关，大致上是市场价格体系—国家

计划价格体系一宏观调控下的市场价格体系的发展过程。价格体制的内容，我认为应包括三方

面：一 是政府对市场价格的宏观调控，表现为调控的松与紧；二是政府制定价格的权限，表现为

定价权的收与放；三是政府的监督管理，表现为执法的严与宽。在计划经济时期，主要与第一项

和第二项有关；在市场经济时期，主要与第一项和第三项有关。

一、从价格指数看政府对市场价格的宏观调控

价格总水平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综合反映。 我国政府从1950年开始，就实施稳定物价总水

平的方针。几十年来，人们对稳定物价这一方针是肯定的。 与解放前10余年物价上涨相比，稳

定物价是深得人心的。但是，人们对稳定物价方针的认识却存在分歧。有的把它看成冻结物价，

让价格保待固定不变；有的认为，部分价格上升，部分价格下降，即使大涨大落，只要总水平稳

定就行；有的认为只要较长时期价格基本稳定，即使个别年份大幅上升，也称作物价基本稳定；

等等。由于实际价格总水平的变化出现不同的情况，因而这些说法也常被用来对物价方针作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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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性的种种注解。 这些解释实际上是计划经济观念的反映。 直到90年代初明确实行市场经济

体制后，我国政府把保持市场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的方针发展为控制市场价格总水平的方针。

应该说这种提法既明确
＂

控制
”

的主体是政府，强调宏观调控的作用，又明确
＂

控制
”

的客体是市

场价格总水平，同时也潜在地指明
“

控制
”

的目标是保待市场物价的基本稳定。

从物价总水平的实绩来看，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即 1949年到1979年，从总体上来看，市

场物价保持了基本稳定，除了二次超涨和一次超跌，零售物价总指数以环比指数计算，均在升

降1%、2%、3％的范围以内。 这种基本稳定的取得，主要措施是直接控制价格，增加产品生产

和计划供应。 但是即使这时期基本建设和固定资产投资量增长速度较快，货币发行量大量增

加，由于政府对价格直接控制很严，物价总水平变动很小，调整价格的具体商品数量也很少，尤

其从 1966年到1976年的
“

文化大革命
”

10年，以及以后惯性滑行的3年，在经济遭到严重破

坏的情况下，物价仍基本上保持了稳定不变。在这种通过宏观对价格直接控制的手段保持了物

价总水平基本稳定的另一 方面，却存在着潜在的通货膨胀。这期间市场总供给与市场总需求严

重存在不平衡，市场物价调节机制又失去作用，不能均衡市场供求。 直接控制使价格这座活火

山没有及时喷发。 但它一旦控制不住而喷发，其释放的能量是巨大的。 在计划经济时期，物价

总水平曾出现过二次大幅度上扬。第一次是解放初的两年，1950年比1949年可以说是成倍的

上涨，195 1年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比 1950年上涨 12.2%。该次上涨主要是因战争而货币发行

过多以及市场机制对市场物价起调节作用而引起的。 第二次是196 1年，该年物价总指数比上

年上涨 16.2%，这是因三年自然灾害而发行货币过多所造成的。

1979年至今的20年，处于改革开放的时期，也是宏观对价格的直接调控改革为宏观对价

格间接调控的时期。 在这20年间，物价总水平也应该说是基本稳定的。 但这时期也出现两次

较大的上涨，第一次是1988 — 1989年，每年价格总水平分别上涨18.5％和 17.8%，第二次为

1993-1995年，分别上涨l3.0%、2 1.7%、14.8%。 且物价总水平波动的周期比过去缩短。 这

两次大幅上涨的原因，既有货币发行过多造成的市场推动型物价上涨 因素，也有调整既不反映

价值又不反映供求的价格体系而造成的成本推动型物价上涨 因素。 这些因素中，有不合理因

素，又有合理因素。 因此，对它们不能全盘否定。

50年内，除了物价总水平上升以外，超跌也有两次，第一次是1963-1965年，每年分别下

降5.9%、3.7%、2.7%，第二次是1998年，下降为2.6%, 1999年上半年继续呈下跌趋势。 这

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是低谷经济的表现。（参见表一 ）

1998年5月开始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专门列出
“

价格总水平调控
“

这一 章。 它

规定：稳定市场价格总水平是国家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市场价格总水平调控目标，通过

综合运用货币、财政、 投资、进出口等方面的政策和措施，予以实现，从而使
”

价格总水平调控
”

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下来。

二、从定价的归属看定价体制和管理体制的演变

计划经济时期，定价权由分散转向集中。由于理论上的误区，把生产资料视作产品，它形式

上有价格，但其仅用做核算工具。 消费品仍当作商品，在 1949-1956年期间，由于存在多种经

济成份，也就有多种价格形式，即有国家价格、 国营企业价格、 自由价格和集贸市场价格。 这期

间，各级政府制定重要商品价格，而其他价格放开。 由于政府对私营工商业、衣业、手工业社会

主义改造的逐渐展开，国营企业的业务主管部门定价权限越来越扩大。 60年代初针对当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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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定价权限过多，开始实行
“

统筹规划、集中管理
”

的体制。特别是 1962 年成立了各级物价委员

会，其任务就是加强物价的统一管理和综合平衡，由此开始，形成了国家集中统一的定价管理

体制。这种管理体制在经济衰退的
“

文化大革命
”

时期为保障人民生活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也存在价格严重背离价值而积重难返的负面效应。

表一 以上年价格为100的历年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

年份 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 年份 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

1951 112. 2 1975 100.2 

1952 99. 6 1976 100. 3 

1953 103.4 1977 102. 0 

1954 102. 3 1978 100. 7 

1955 101. 0 1979 102.0 

1956 100.0 1980 106.0 

1957 101. 5 1981 102.4 

1958 100.2 1982 101. 9 

1959 100.9 1983 101. 5 

1960 103. 1 1984 102. 8 

1961 116. 2 1985 108. 8 

1962 103.8 1986 106. 0 

1963 94. 1 1987 107. 3 

1964 96. 3 1988 118. 5 

1965 97. 3 1989 117. 8 

1966 99. 7 1990 102. I 

1967 99.3 1991 102. 9 

1968 100. 1 1992 105.4 

1969 98. 9 1993 113. 0 

1970 98. 9 1994 121. 7 

1971 99. 3 1995 114. 8 

1972 99. 8 1996 106. 1 

I 973 100. 6 1997 100. 8 

1974 100.5 1998 97. 4 

1979 年在理论上肯定
“

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经济规律
”

、
“

生产资料也是商品
”

的同

时，中央政府不能不把通盘调整价格体系提上议事日程。 为了调整价格体系，于是不得不改革

定价体制。 定价权的收与放，实际上是市场机制作用的收与放。 1980-1991 年，是政府定价权

逐步放开的阶段。这时期，在价格体系调整上，先是调放结合、以调为主，进而发展为调放结合、

以放为主。 具体价格形式有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和经营者定价三大类。 经过放权，经营者定

价已占很大比重。

1992 年开始明确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定价权继续放开，至 1999 年，消费品零售价格（含服

务价格）放开已达95％以上，农产品收购价除了北方的小麦、南方的水稻等有最低保护价以及

国家定购价格外，以前一 直管得很紧的粮、棉、油价格已经全部放开。 （参见表二）

目前，政府定价及政府指导价主要是诸如药品、公用事业服务、公益性服务等与人民生活

关系重大的极少数商品价格和收费；金块和银块出厂价、供电网络经营等资源稀缺和自然垄断

经营的商品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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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绝大部分商品放开，因此价格形成机制也发生了重大变革。 不仅经营者（公有、合资、

私营、个体企业）要考虑自身成本条件，更重要的是考虑市场供求条件定价，而且国家定价和政

府指导价同样地既要考虑社会平均成本，也要考虑市场供求状况，以及产业发展要求和社会承

受能力。 政府指导价具有二重定价主体，政府规定基准价和浮动幅度，经营者则在规定的范围

内根据条件制定出售价格。

表二 三种价格形式的变化

1978年 1996年

全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100. 0% 100. 0%

政府定价 97. 0% 6. 3% 

政府指导价 0% 1.2%

经营者定价 3. 0% 92. 5%

全国衣产品收购总额： 100. 0% 100. 0%

政府定价 94. 4% 16. 9%

政府指导价 0% 4. 1%

经营者定价 5. 6% 79. 0%

全国独立核箕的生产资料生产企业销售收人： 100. 0% 100.0%

政府定价 100. O¾ 14. 0%

政府指导价 0% 4. 9%

经营者定价 0% 81. 1%

值得一提的是80年代末，对社会主义价格形成基础有了理论上的突破。 过去强调以价值

作为价格基础，具体说，就是以劳动昼支出的多少（平均工资利润率）来决定价格高低。 经过

1958年孙冶方的创导，儿十年的艰苦探索，理论界和实务界终于达成共识：价值的转化形态即

生产价格，成为价格形成的基础，价格以成本价格加上以社会平均资金利润率计算的利润作为

衡量的标准。 生产价格不仅有利于确定衡昼价格合理与否的标准，而且有利于企业的保值增

值，以及有利于高科技的发展和推广。因此，价格含有按资金分配的利润，这是价格形成机制变

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府对市场价格的管理也正逐步从依人治价改革为依法治价。 1988年实行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价格管理条例》具有准法律性质的文件，但它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产物。

1998年5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部价格根本大法。它主

要规定了经营者价格行为、政府定价行为、价格总水平调控，以及价格监督检查和法律责任的

法律规范。除了这部根本法以外，各级政府还陆续出台了《制止低价倾销工业品》、《制止价格暴

利行为》、《制止价格欺诈行为》、《实行明码标价》等一系列具体法规及实施办法，这些都为维护

市场正当的价格行为、反对无序的价格竞争提供了管理的依据。

总的来说，20年来，价格体制改革经历以调为主、以放为主、以管为主的三个发展阶段。由

于市场定价权体制发生根本性改革，从而派生出价格形成机制和价格法规的变革和建立。

三、展望

从50年的回顾可以看出，歪曲的价格已恢复了原来应有的活力，成为平衡市场供求的调

节器；扭曲的价格体系已有了根本的改善，市场价格正在起着调整产业结构的基础性作用，零

散的调控措施已改建成市场价格宏观调控体系框架，使调控有了一定的规则。但 是价格改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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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化建设并未结束，在下世纪初期，需要继续深化和创立。

首先，调整产业结构，抑止无序的价格竞争。近几年来，市场价格的无序竞争使有关企业透

不过气来。跌价大战此起彼伏，接连不断。 从理论上说，这种竞争是需要的，可以通过价值规律

这只无形的手调节市场资源分配，使之合理摆布，而且有反对价格倾销的法规，企业不能低于

成本销售。 但是价格大战仍制止不住，市场需求仍不旺，亏损企业在增加。 究其原因是产品雷

同，市场商品总体供过于求；居民支出预期主要是教育、医疗、养老、商品房、生活服务。 产业供

给结构往往滞后于消费需求结构，因此，产业结构必须调整，才能使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吻合。

价格竞争所提供的价格信息为产业结构调整指出了方向，也才能发挥价格推动和粘合供求的

作用。

其次，加强物价法制建设，加强物价监督检查。 价格立法体系包括价格法律、价格法规、价

格规章的一 系列内容。 虽然现在有了价格法和一 些价格法规、规章，但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

制建设还有较大距离。市场价格行为，合理配置社会经济资源，保障消费者和经营者合法权益，

都要求有法规规范，因此还需继续健全价格立法体系。价格法规健全以后，还要依法治价，加强

对执行价格的监督检查，并且加强对违法的处理。

第三，宏观调控是稳定市场价格总水平的保证。 对通货膨胀的治理已有一定的成熟经验，

并且建立了治理的构架。 但是对另一面，即经济不景气条件下物价总水平的超跌如何控制，却

是当前遇到的一个崭新问题。

扩大内需是一 个重要途径。 贷款消费除了商品房及汽车等外，都是有限的。 我认为，开拓

农村市场，应是当务之需。我国农村是个大市场，由千收入低，农民大量购买的依然是一般的中

低档商品，要求经济实惠、经久耐用。 个人占有的商品昼和品种量较少。 现在衣村生产性消费

（生产资料）在增加，积累型消费（婚丧嫁娶、建房、子女上学等）在增加，吃穿用商品仍是主要

的。 要让农村富起来，调整农村产业结构，要在增产增收（至少不减收）的条件下来提高消费水

平，因此，衣村市场需要开拓，随着农民收入提高，增加农民个人的商品品种消费量及提高商品

消费档次。

经济发展具有波浪形，高峰经济和低谷经济都需要宏观调控。低谷经济条件下如何进行政

府调控，要作必要的探索与总结。 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一样，需要具体研究，建立调控框架。

第四，继续进行价格改革。医疗、教育、体育、文化作为产业，目前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在探

索。 如果作为一种产业，它们就属于经济问题，公益性质（事业性质）转变为经营性质，公益性

（事业性）收费转变为经营性收费，这是一 种价格改革的继续。从发展来看，形成医疗产业、教育

产业、体育产业、文化产业是 一个趋势。 当然，在产业经济条件下，需要切块分块，区别对待，保

留一部分公益性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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