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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郝云宏

产业过剩的理佳思考

近来，产业过剩问题已日渐成为经济研究的一 个热点，引起众多理论工作者和实际经济部
门领导人的关注和思考，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 时之间众说纷纭。然而，依笔者所见，目前
的讨论似乎有过热、过激、 “过实 ”之嫌，还应多点理性思考才是。

1.不能笼统地讲产业过剩。首先，关于产业过剩可以从不同角度去研究。 比如说，从产业
供给量与需求量关系出发所考虑的“绝对过剩 ”与“ 相对过剩“；从企业规模经济水平出发所考
虑的“ 假性过剩” （因企业规模经济水平太低，导致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因而在市场供求关系中
显得“ 相对过剩＂）与 “ 真正过剩＂ ；从市场竞争中企业进入与退出（特别是退出）的难易程度出发
所考虑的不同类型的过剩；从技术革命出发所考虑的＂ 夕阳式 “产业过剩；或者将某几个角度结
合在 一起来研究的产业过剩。 显然，角度不同，对于产业过剩的理解和分析也就不同，否则，我
们就无法解释，何以传统的纺织、机械制造工业以及旅游业、饭店业，80年代新兴的家用电器
工业，以及被国人视作世纪之交中国经济新增长点并且尚未形成气候的汽车工业，在许多人心
目中似乎都已成为 “过剩“产业。 其次，不同的市场行为主体对于产业过剩有不同的理解和感
受。 比如说，尽管众多人士和众多企业都认为目前中国的彩电市场已趋饱和，但海尔集团现在
却还要进入这一 市场，只因为它要走综合发展之路，而且自信有足够强大的竞争能力。 再比如
说，众多的房地产开发商都感到商品房卖不出去，似乎已经“过剩“，但是政府心中却明白，数以
万计的家庭还属 “住房困难户 “ , “无房可住气因而房产市场并不过剩。再次，产业过剩也可表现
为不同的形式，比如说总量过剩或结构过剩。总之，不同的市场行为主体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
于产业过剩及其表现会有不同的理解和感受。

2.商品卖不出去是否就意味着产业过剩？即使我们选择了产品市场供求关系这一角度，
也还得要看我们是在什么样的意义上研究产业过剩。首先，产业过剩的哲学意义。这是指产业
的绝对过剩，即产业总供给量大于绝对需求量。显然，这种情况比较少见，也不应该成为我们关
注的重点。其次，产业过剩的形式意义或市场意义。这是指企业有效供给能力与消费者有效需
求的现实比较，即生产企业在某 一 价格水平下愿意并且能够提供的有效供给量与消费者在该
价格水平下愿意并且能够表现出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量之间的对比关系。 这可以说是一种相
对过剩。再次，产业过剩的理性意义。 这是指生产企业成本一效益比较与消费者需求— 支付能
力比较之间的矛盾冲突及其趋向，即生产企业获利区间与消费者需求“弹性区间 ”或支付能力
“弹性区间 ”之间的矛盾冲突。对于政府和企业来说，最具有现实意义的正是产业过剩的理性意
义。 我们研究产业过剩的主要目的也在于揭示这一 矛盾，并发掘供求双方的潜力和让片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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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某一方或双方让步，以拓展市场，解决供求矛盾；假如某一方让步（比如生产企业让利或消费

者愿意支付较高价格）或双方让步，打破了现存的市场供求关系，产业过剩就有可能缓和；只有

无法妥协和折衷的理性意义冲突恐怕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产业过剩。

3． 如何测度产业过剩？即使我们仍然是从产品市场供求关系的角度研究产业过剩，不同

的市场行为主体也会有不同的标准或尺度。 首先，对于企业而言，它主要是根据自己的长期发

展战略和经济效益来看待所属产业的过剩问题。 如果企业的长期发展战略要求它必须在该产

业中植根、发展，那么，它并不一定会受一时的产业过剩现象所困惑；相反，它会采取各种措施，

来尽力应付
“

过剩“危机，求得长远的发展。可以说，在这种
“

过剩“

危机条件下的竞争中，谁坚持

下来，得以生存，谁就获得了更有利的发展空间。 另一方面，面对同样的市场形势，同一产业中

的不同企业，因为其经济实力和竞争条件不同，也会有不同的感受。有些企业会觉得市场狭小，

销售困难，似乎产业发展已经过剩。 反之，也有些企业如果其边际效益并未下降，或下降不大，

可以接受，那么，它并不会感到所属产业的过剩，至少不会有太大的压力。 所以，企业是否感到

产业过剩，完全是基于自身利益的一种主观感受。其次，对于
“

市场
”

而言，它主要是根据生产企

业有效供给能力与消费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之间的对比关系来
“

看待
“

产业过剩问题。 从生产

企业的角度看，如果在它可以接受的最低出售价格上发生了销售困难，就可能意味着产业趋于

过剩；从消费者的角度看，如果商品充斥市场，但在它可以接受的最高购买价格上发生了购买

困难，也可能意味着一种
“

短缺 ”与
“

过剩“相伴共生的特殊现象—一
“

市场疲软 ＂。这可以说是一

种相对过剩—一相对于供求双方经济利益而言的产业过剩。 所以，
“

市场”是否感到产业过剩，

主要取决于供求双方经济利益竞争、冲突的表现在双方特别是在生产者心目中的反映。 再次，

对于政府而言，它主要是从宏观经济的全局角度出发，客观评价产业演进中各产业之间的关系

以及各自在特定时期产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据此判断某产业是否已经过剩以及过剩的性

质。对于企业和
“

市场”所感受到的产业过剩现象，政府也主要是根据自身对于宏观经济效益与

微观经济效益的关系的理解，以及特定时期从宏观经济效益出发，在生产企业与消费者经济利

益关系中的倾向性抉择或偏好决策，做出理性判断，井采取相关措施化解矛盾，解决问题。就是

说，即使出现了生产企业有效供给能力与消费者有效需求能力之间的矛盾冲突，即出现了市场

上的相对过剩或
“

疲软 ＇＼政府也不会简单地将其视为产业过剩。如果政府在生产企业与消费者

之间的利益竞争中偏向消费者一方，即认为消费者利益对于宏观经济效益影响更大一些，它就

会刺激或强刺生产企业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规模效益，从供给一方着手化解矛盾。目前，在我国

家用电器各产业以及汽车工业
”

过剩
“

问题上，政府的政策趋向基本上是这一模式。 反之，如果

政府在生产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竞争中偏向生产企业一方，即认为生产企业的利益对于

宏观经济效益的影响更大一些，它就会想方设法通过调整有关政策来解决生产企业所面临的

困难；，同时，利用政策刺激或强制消费者扩大需求
“

弹性区间“，提高需求强度，从需求一方着手

化解矛盾。 例如，在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
“

空房与无房住
＂

的矛盾中，政府一方面通过规范和调

整地价、降低利率等措施降低房地产开发商的成本和费用，另 一方面则通过改公房产权部分出

售为公房产权全部出售，以及先售后租、只售不租、提供长期优惠按揭等措施刺激和强制消费

者买房。所以，政府是否感到产业过剩，主要取决千它在追求宏观经济效益的过程中，对于生产

企业与消费者经济利益关系的倾向性抉择或偏好决策，因而它所研究和解决的主要是理性意

义上的产业过剩。

4． 总量过剩还是结构过剩？可以说，无论是哪种生产方式，产业过剩都更多地表现为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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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过剩，而非总量过剩。 只有当某 一 种
“ 夕阳式 ”产业到了衰竭乃至消亡的时候，才比较明显

地显示出总量过剩。所以，对于所谓的
“

产业过剩＂，应当更多地从结构的意义上去理解，从结构

调整的角度入手，主要追求结构平衡。 盲目谈论产业过剩特别是总量过剩，只会乱了自己的阵

脚，搞不清矛盾重心所在，所采取的应付措施也往往是事倍而功半，甚至劳而无功。

5. 产业过剩还是产业重组？据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我国有一 大批工业产品生产能力严

重过剩，利用程度甚至不足半数，比如彩电仅为46. 1%、汽车仅为44. 3%，似乎这些产业已经

过剩。 其实不然，作为彩电业龙头老大的四川长虹，其生产能力仍在以50％以上的速度急剧增

长，而很多其他彩电企业的产出水平则在以同样的幅度或更大的幅度下降，正面临着破产或即

将破产的危险。 这正是彩电业的产业重组过程。 缺乏生产效率、不能适应市场需要的生产能力

被大量地淘汰，是产业重组过程所必需付出的代价，这种代价是值得的。 如果我们反其道而行

之，用产业政策把该被淘汰的生产能力保护起来，后果只能是损害竞争、损害效率。这种与市场

经济背道而驰的产业政策在我国经济中井不少见。 不仅如此，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由于不同企

业对于产业过剩的理解和感受不同，在产业重组阶段，即使加总在一起的生产能力已严重过

剩，但仍有一些企业需要迅速地扩大生产规模，井通过大幅度的降价竞争来扩大市场份额。 这

些企业的名单不是政府所能指定的，而只能通过竞争由市场作出选择。我国汽车行业的产业重

组过程才刚刚起步，然而降价竞争却遭到了行政阻挠。假如离开降价竞争，汽车生产厂家过多、

规模过小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呢？汽车行业的整体竞争力还能迅速提高吗？缺乏竞争力的汽车

行业还能成为我国经济今后发展的支柱产业吗？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很多产品和行业正

在进行产业重组或即将进行产业重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那些被淘汰的企业和生产能力不能

及时退出生产领域，就必然会表现为大量的生产能力过剩。 因此，在产业重组过程中出现生产

能力大量过剩的现象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生产能力过剩并不完全等于产业过剩，产业

重组过程中的产业过剩更是如此。

6. 我们应当理性地看持产业过剩现象，并且慎重地选择应对决策和行动。可以说，产业过

剩问题的现实意义更多地在于理性意义的产业过剩或产业相对过剩，而不是真正过剩或绝对

过剩。 所以，一定时期是否存在产业过剩现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企业、
“

市场 ” 、政府）关

注什么、重视什么。进一步讲，在市场经济中，各种经济行为主体的经济活动本来就是一场预期

与行动的博奕。当市场潜力很大时，经济主体争相进入，市场很快就趋饱和；而当市场已经饱和

之后，经济主体争相退出，市场也会趋于平衡。 这里有一 个市场容量的时间性（持久性）和空间

性（余地或潜力）的关系问题。所以，我们要理性地看待产业过剩现象，并慎重地采取应对行动，

不能盲目言进退，更不能旋风式 一 哄而上，一 哄而下。显然，政府的引导和调控在这里就显得非

常重要了。

（作者系西北大学经济系博士生、重庆邮电学院副教授；单位邮编：71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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