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些规律性的联系，既可为寻找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提供依据，也可为一定目标模式下的政策选

择提供依据。

比较经济政策是关千经济政策的研究，但它不是研究一切经济政策或经济政策的一 切方

面；它是比较的研究，但它不是对各国的政策目标、手段、效果的罗列比较。 它力图说明的是这

些经济政策的工具目标差异背后的差异，决定差异的差异即经济机制的差异。它通过各种模式

中政策差异
”

是什么
＂

的说明，来回答
“

为什么
＂

的问题。

经济政策应分为三大部分，即体制政策、调节政策和微观基础政策。在这中间，关于调节政

策也许不需要作进 一步的说明，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狭义的经济政策。需要说明的是体制政策和

微观基础政策。

体制政策是一个首先见诸千德国经济学家德语经济学著作中的词，被定义为确定经济活

动中个人与集体相互关系的体系结构的一种调节政策，是经济调节的基础问题，是一个操纵系

统。 德国实行社会市场经济就是一种体制政策。 这种体制政策，在德国就是国家制造一个适合

于竞争的环境，一种既保证市场机制充分作用 3 又维护社会安定、社会责任的体制。不论在其他

国家采用何种与社会市场经济不同的框架，“体制
”

这一层次、这一要素是不可能不存在的。 正

是由千它与调节政策一样，是由国家选择决定的（只是其中的政治历史因素更强），我们可以称

其为
“

政策
＂

。在这个体制政策中，干预是一种政策，不干预也是一种政策；干预不干预是基本政

策、大政策。 在干预政策中又有通过什么途径进行干预的问题，主要莘计划指令还是靠对市场

进行调节，怎祥结合指导性计划与市场调节；在不干预政策中，又有在基本不干预下有所作为、

弥补市场不足的各项具体政策。 这些问题，既是一个体制问题，又是第一层次的政策问题。 任

何一种模式，总是先有这种大政策｀然后才有各种具体政策 。

把体制问题作为政策比较的一个层次来研究．与比较经济体制的研究存在着对象上的相

似性，即都注重千体制问题。 但也存在着差异．即研究角度上的差异。 比较经济体制从体制的
一切方面进行比较，而体制政策只注重千体制如何被设计为一个国民经济的可控系统，在经济

的控制上提供了 一个怎样的框架。比较经济体制把差别放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与

资本主义，但体制政策更多地注意的是两种经济中的各种特定模式的差异。

微观基础政策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体制政策，其原因是，微观基础总是与一定的体制

相辅助成的。虽然不能说一一对应，但微观基础总是与一定体制相适应的。 只是两者与调节政

策在关系上不同，在经济学上即宏观微观之别．才需要加以区分并分别研究。 分别研究的另一

原因在于，与相对稳定的客观体制模式相比，微观基础是易变的。 特别是从计划经济国家的改

革来看，是不断调整的领域。

西方就业理论及共给我们的启示

林毗吼

西方就业理论是为了解释失业间题和就业波动现象而创立的。 这些理论与在此理论基础

上的制度，对千我国的就业问题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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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后半期，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内部矛盾尖税，出现就业波动。萨伊认为，市场经济内

部不会有生产过剩和失业，
“

供给会自行创造需求
＂

。 马歇尔的观点与萨伊相似，认为在自由竞

争的条件下，只要劳动力市场没有人为阻力，可以通过工资的自由涨落和劳动力供需之间自发

调节，而达到充分就业。

1929 年到 1933 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给西方国家带来了空前的失业现象。 凯恩斯的国家

干预经济理论在这一 背景下应运而生。 凯恩斯认为就业水平取决千一国对产品和劳务的总需

求水平，资本主义经常出现失业是因为有效需求不足。 为此，凯恩斯提出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

和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解决有效需求不足，进而解决失业问题的措施。 在解决失业的途

径上，无论是凯恩斯还是马歇尔，所持观点都是降低实际工资，但是马歇尔是在不改变价格水

平情况下降低实际工资，而凯恩斯认为工资刚性，难以下降，＂货币有幻觉
”

，工人重视货币票面

而不太重视货币的实际购买力，他主张通过价格水平的提高来降低实际工资。

本世纪 50 年代末，菲利普斯提出失业与通货膨胀交替的观点，被称为菲利普斯曲线。由此

引申出一种新的管理思想：即政府只要把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两者控制在
“

社会可以接受
＂

的

界限之内即可。本世纪 50 年代中期货币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认定通货膨胀纯粹是一

种货币现象，它与失业之间不象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的有较长期的交替关系。他提出自然失业

率问题，论证这种失业率不是扩大总需求所能降低或消除的。关千失业与通货膨胀的交替关系

只是短期内特定条件下才存在。

刘易斯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是经济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劳

动力市场是以衣村和城市相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为特征。 本世纪 60~70 年代，西方一批制

度主义经济学家创立了分层劳动力市场理论。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就业有三元劳动力市场：

即衣村的劳动力市场、城市正规部门劳动力市场和城市的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对于发展

中国家和经济结构正处千转变阶段的国家来说，城市的非正规部门的就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

义。首先，它能吸收刚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技术水平低下的剩余劳动力；其次，通过进入非正规

部门的工作，衣业剩余劳动力可以接受非衣业产业就业方式的初步训练，受到城市的文化熏

陶；再次，非正规部门就业可以作为一个中转站为正规部门的现代化企业输送劳动力。

我们可以借鉴的西方就业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就业问题的解决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我国，由千经济结构的变化、地区经济发展不

平衡、劳动力供大千求的矛盾等原因，失业问题成为我国客观存在的现象。 市场经济的社会不

可能追求 100 ％的就业率，我国政府尽管积极提供就业服务，千方百计降低失业率，但是自然

失业率也是存在的，弗里德曼提出的降低自然失业率的方法在我国也适用。 第二，我国确实存

在刘易斯所论述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特别要重视农村劳动力的不充分就业问题，

研究和引导衣业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化。 第三，近几年，我国各大城市的非正规部门就

业人员越来越多，据统计，上海的流动人口有 300 万，经上海外来劳动管理部门批准的进入正

规国有集体企业的仅有 60 万，近百万流动人口从事小摊贩、修鞋、饮食店等工作。 政府应重视

对这些非正规部门就业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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