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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资源配置，与此相联系的是认定资源是稀缺的，因而如何优化资

源配置，并最终达到全社会福利最大化就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目的。 本文从资源配置入手，研究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机制、经济增长方式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探索中国资源配

置的基本运行机制，并望得出与此相关的诊断性观点与结论。

一、经济机制的定位研究

1.“经济人”问题

人是经济活动的中心，资源实现配置的过程无一不是由人具体来完成。现代经济学将人理

解为经济人、复杂人和社会人，在这里我们仅将人界定为经济人。 所谓经济人，就是指会计算、

有创造性、能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它可以是单个的消费者、单个家庭，可以是某一经济组

织或者是代表某个群体利益的非经济组织，乃至政治组织。 同时人是有理性的，即每个人都能

通过成本——收益，趋利而避害对其所面临的一切机会和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最优选

择。当然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它会受到个人素质与偏好、知识结构、信息、环境、以及政策和法律

等多方面的限制。

当我们在研究经济问题时，如果把人这个基本要素抽掉后，那么留下来的是没有脑袋的躯

壳，或者说是没有研究价值的行尸走肉，这也是经济学不同千其它科学的一个鲜明特征。因此，

将人作为研究中心，是对经济机制、经济增长方式进行研究的关键点，这也是本文的一个基本

观点。
2. 经济制度问题

所谓经济制度，是关千人在经济活动中的一种经济行为规范，它包含着 一个社会的财产制

度及其收益分配形式，体现统治者利益和社会各阶层利益关系的有关政策和法律规范，一句

话，就是对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愿望及其经济行为的一种导向。 同时，经济制度与社会制度中

的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以及政治制度等密不可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这三者高度

统一的结合体。一种经济制度是促进或者是限制经济增长，取决于这种经济制度对人们从事经

济活动努力的保护状况，为人们进行各种经济行为的正确引导与约束。

任何一种经济制度，也就是关于人如何实现资源配置的一种制度安排，这其中包括人与其

他资源之间的配置，人与人之间的某种结合，从而形成某一经济或非经济组织。 计划经济的根

本特征，就在于由一部分人去规范和约束绝大多数的另 一部分人的经济行为，以实现这部分人

所认为的最合理的资源配置。这极少数的部分人的有限理性，要求全社会的资源配置按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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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化发展，尽管它代表了或者名义上代表了全社会所有人的利益。 但是，在这里个人之间的

利益矛盾似乎消失了，或者说是不那么重要了，而这恰是计划经济的前提条件，这个前提条件

显然不符合人的本性，不符合我们的经济人假定，不符合经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 这种利益矛

盾发展的结果必然导致整个经济缺乏足够的动力与活力，资源配隍的低效率。市场经济之所以

在某种程度上优于计划经济，从表面上来看是市场本身起着资源配控的基础性作用，从深层上

看它是营造了一个关于人的经济行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个人利益最大化与全社会利益最大化

相互统一的 一种经济制度，这种统一通过相应的经济机制的运行，规范与约束人的经济行为尽

可能符合全社会利益最大化的目标，限制或缩小两者矛盾发育的土壤和条件。

3. 经济体制、经济机制的研究

所谓经济体制，从本质上看是指在一定的经济制度条件下．政府管理经济总体运行的方式

和方法，或者说是政府关于进行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和基本手段。 从内容上来看，它包括生产

资料所有制、组织制度、机构设置、权限划分、管理范围、调节的力度与方式、经营方式等；从结

构上来看，它包括信息、决策、动力与约束等互为关联的一种协调控制比例关系。 因此，经济体

制对资源配置有质的规定性。

所谓经济机制，则是指经济整体运行的一种运行方式．它反映经济运行的 一种总体特征。

从内容上看、它包括市场机制、信息机制和激励机制三块互为前提、相互渗透、互为牵制的具体

机制。 所谓市场机制．是指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各种市场因素相互作用调节商品的生产与流通

的方式，它表现为等价交换机制、效率机制、竞争机制和供求机制；所谓信息机制问题，是指所

制定的机制是否对信息的利用是最有效的，或者说实现既定的社会目标所需要的信息篮能否

减到最少；而所谓激励机制问题．是指在所制定的机制下，每个人即使追求个人目标，其客观效

果是否正好达到社会所要实现的目标。

如果说经济体制是经济运行的内容和结构的话，那么经济机制则是这种内容和结构所反

映的一种形式，因而经济体制决定了在一定经济制度下的经济机制，而经济机制在经济运行过

程中所反映的矛盾则对经济体制具有反作用。 经济体制与经济机制应属千生产关系和上层建

筑范畴，或者说主要是反映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的一些客观要求，同时经济体制和经济机制

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影响作用。 当我们所确定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机制是一种对生产力

发展来说是非常的有效时，那么这种经济体制、经济机制本身就含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成份，

反之则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二、经济机制与经济增长方式的相关研究

所谓经济增长方式，其实质就是指生产要素的分配和使用的方式，它反映了经济增长的一

种总体特征。 就经济增长而言，其最终不过只有两条实现途径，一是增加生产要素的积累与投

入，二是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 生产要素的不同投入量、不同投入方式、不同投入结构、不

同的使用效率，则构成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

所谓生产要素，是指能够带动生产力发展的构成要素，如资金、技术、劳动力、信息等。就生

产要素的积累与投入而言，它反映了国民收入的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从而构成一定的资本

积累。引进国外的资金和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同属于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就生产要素的使用

效率而言，它反映的是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各生产要素能否获得最优配性．能否得到最大效

率的使用，能否依据市场机制由效率低向效率高流动。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之所以比粗放型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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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增长方式更优，其原因就在千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高，从而能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有效供给和

整体上提高国民经济的运行质量。

生产要素的分配和使用，反映了经济机制的内在要求，换句话说经济机制是在资源配置的

过程中，经济人据以决策的基本依据，它反映了经济人在一定的经济环境中的价值取向． 经济

机制属千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范畴，它对生产力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决定性的作用。经

济机制是经济人完成某种经济行为的一种依据，从而影响经济人在经济活动过程中，在生产要

素的分配和使用过程中的一种具体的经济行为，从而反映出相应的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也从

而形成相应的经济增长方式。

因此｀当我们在设计一种经济机制时．应充分考虑其对经济人经济行为的影响。 计划经济

之所以被证明是低效率的经济，其原因在千其经济机制要求经济人单纯的完成上级的任务，经

济人所做的一切与自身的收益无关，从而没有积极从事经济活动的愿望，加上信息的封锁、单

纯和封闭｀因而这种经济没有活力。 市场经济之所以被证明为是有效率的经济，其原因同样在

千其经济机制要求经济人按其本性即自身利益最大化进行经济活动，由于经济人所做的一切

与自身的收益密切相关，因而经济人从事经济活动的愿望非常强烈，加上市场信息传递充分、

速度快、反映灵敏，因此这种经济天生的就有活力。在这种具有经济活力的背景下，为维持相应

的经济秩序．必须建立相应的市场法规与法律，去规范与约束经济人的经济行为，以调节人们

各自为其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符合全社会利益最大化的需要。

就经济增长方式而言，当我们设立的经济机制使经济人的行为在实现其利益最大化的前

提下．能够充分利用所控制的各种生产要素，从而强调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那么从宏观的角

度来看就是一种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当我们设立的经济机制，使经济人的行为在实现其利

益最大化的前提下，掠夺性的、浪费性的使用各种生产要素，那么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就是一种

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资源的稀缺性是人类面临的永恒的问题，因而各生产要素的价格是由其稀缺程度和供求

状况所决定的。 劳动能创造价值，但是当劳动力变得不是很稀缺时，那么劳动力的价格自然就

不会高；当技术是相对稀缺时，那么技术的价格就会上涨，其原因在千技术能带来收益或价值；

当资本是稀缺时，资本的价格同样会依据其稀缺程度而会水涨船高，其原因同样在千资本能带

来收益或价值。

当我们认识到各生产要素有其相应的价格时，那么各生产要素都具有相应的价值。当经济

人通过市场获得相应的生产要素时，他必须付出相应的成本，同时他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

注重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这就是相对优越的经济机制，也必然形成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当一种经济机制，使得人们浪费性的使用资源，那么这种经济行为一定是符合其利益最大化，

从而不可避免地形成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因此，经济机制的建立，在某种程序上决定着相

应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形成。经济机制通过调节经济人的理性行为，从而形成不同的生产要素的

分配和使用方式，导致不同的经济结构的形成，导致不同的经济运行质蜇。 不同的经济增长方

式不过是相应的经济机制的一种表现形式。

三、现实的研究与结构

我们讲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在千追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本身，而在于找到提高生

产要素使用效率的实现形式，这种实现形式也就在千找到相应的经济机制．使得经济人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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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符合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

我们的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同时也说明目前我们并非是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它仅仅只是目标，这也就是说我们是准市场经济，这其中含有许多计划经济的成份。我们

认为公有制经济是有效率的，显然它不是计划经济，然而我们不能空谈公有制经济是有效率

的，而应找到其效率的实现形式，这种实现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经济机制，特别是在目

前含有较强计划经济色彩的准市场经济条件下找到其相应的经济机制。

这种经济机制在设计的时候，应着重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应建立比较完善的市场机

制，一方面通过市场起到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使经济人的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

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经济组织实现优

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经济信号的灵敏反映来调节供给和需求；另 一方面通过市场机制的建立

找到相应的有效的信息机制，美国经济学家乔丹 (Jordan,}. S)等人在 1982 年证明竞争市场机

制是唯一地利用了最少信息并且产生了帕累托有效配置的机制。 第二，应建立激励制导机制，

以调节经济人的经济行为，使其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符合社会的总体目标，这种激励制

导机制的根本要求在千经济人必须通过市场竞争来获得有关生产要素，珍惜和有效利用来之

不易的生产要素，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进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第三，是规范政府

行为，完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 由千我国是准市场经济，这种经济的典型特征就是大量的生产

要素不是通过市场来实现配置，而是通过计划来完成，即通过政府行为来完成。 目前存在的一

个严重问题是，这种配置往往表现为经济人的理性寻租行为，使其获得非正常的收益，而这种

收益往往表现为非价值增殖的收益，因而表现为社会的低效率。 因此，必须建立起一套行之有

效的监督控制体系，使得政府行为所要达到的目标切实体现社会公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目标。

综上所述，得出以下几个基本结论： 1. 人是经济活动的中心，经济机制的设定应体现经济

人的利益要求与全社会利益要求的一致性。 2. 从某种程度上讲，经济制度决定经济体制，经济

体制的内容与结构规定了经济机制的表现形式。 3. 一方面，经济机制的设定极大的影响着资

源的配置方式，从而极大的影响着 一定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形成；另 一方面，一定的经济增长方

式要求一定的经济机制与之相适应，经济机制的设定应考虑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 4. 中国现

在的经济体制是一种政府管理与市场相结合的体制，从资源配置方面来讲，一部分通过市场来

完成，而另 一部分则是通过政府行为来完成，因而这种经济体制所反映的经济机制正是这样一

种状况的必然结果。 5．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在千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尤其是要提高政

府所控制的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实现这种目标的方法主要在千建立相应的经济机制。 6． 提

高政府管理经济的效率，主要在千提供一个政府管理的有机结构和内容，特别是要建立相应的

监控体系和价值评估体系，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前者只能适应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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