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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传统价格改革思路的三大局限

回顾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 价格改革在时间段上经历了一 个由 “呼声响亮 ” 的重视

时期转变为 “呼声较弱 ” 的普通时期的阶段。 进入90年代， “开放开发 ” 、 “产权改革 ” 、

“金融突破” 、 “现代企业制度 ” 等改革新思路相继出台， 相对而言， 价格改革似乎已某本

完成其历史使命， 毋须有进 一步深化的迫切需要了。

但是， 在另 一方面， 我国现实经济运行过程中还存在通货膨胀压力、 农产品和原材料生

产滞胀、 工业品面临国外进口品价格和质量方面的挑战、 基础和 “瓶颈 “ 行业收费标准泪乱

等问题， 显示了价格问题依旧是我国现行经济运行机制中的一 大顽症。 价格改革， 在我国经

济体制改革进程中仍然任重而道远。

一、 传统价格改革思路不适应市场经济新形势

价格改革， 之所以在当前经济形势下会面临上述窘境， 原因很多， 但最根本的一 条， 是

当前的价格改革思路至今还没有从传统改革思路的局限中突破出来。 因此， 既不能有效地解

答当前价格问题产生的因果关系， 也不能为探化价格改革、 加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

提供明确而合理的改革方向。

传统价格改革思路是什么？它为什么不能有效地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和经济

体制改革的新要求？我们分述如下：

1. 传统价格改革思路是一种比较表面而且孤立的价格改革思路， 不扦合现代经济学价

格理论的内在逻辑。

我国经济学界的部分学者， 有 一种把价格改革、 企业改革、 市场发展等诺部分改革相对

孤立地加以研究和论述的倾向。 孤立地论述价格改革的学者设想， 价格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价

格本身的 “放” 和 “调 ” ， 勹企业改革内部约束机制的塑造关系不大， 与市场发展竞争结构

的影响联系不紧。 这种倾向， 曾 一度集中体现在 “价格双轨制 ” 过渡措施的倡议者以及 “价

格改革优先” 战略的提倡者等学者提出的对策建议上。

笔者所知， 在现代酉方经济学价格理论的逻铅中， 价格、 企业、 市场是三位一体、 密不

可分的。 什么样的企业行为方式， 什么样的市场竞争结构， 就决定什么样的价格形成机制。

抽象地谈论价格改革问题， 不涉及企业（定价等的行为方式）改革， 不涉及（影响企业定价

水平的）竞争市场环境， 必然是 一 种缺乏现代经济学内在逻辑及理论某础的表面化的价格改

革思路。
“价格双轨制 ” 的轻易提出和推行， 缘起许多原因。 对企业行为方式和竞争市场结构的

影响缺乏足够的预期， 以及对企业行为方式和竞争市场结构的变革缺乏足够的重视， 是其中

重要原因之 一 。 以至于 “价格双轨制 ” 的推行， 因不断引致企业行为方式和市场运行秩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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紊乱， 最终导致各界对价格改革前期思路的众多反思和批判。 同样， “价格改革优先论 ” 的

提出和试行． 也因忖改革相对滞后的企业行为订式fll巾场运行结构的心动反应估计不足而阻

碍重重， 最后在通膨的尖锐矛盾之中受挫中止。 传统价格改革思路尘此上到f尽头， 一獗不

振丕今。

2. 传统价格改革思路过于强调价格的放开抖袍， 相对忽视价格的形成机制， 翌示出思

想方法上的片面性。

我国价格改革的早期思路， 楛本出发点是逐步放弃计划价格， 以放为主， 调放结合， 存

放开价格中找到均衡价格。 这是 一 种主耍立足于破计划体制、 破计划价格的价格改革思路。

在改革初期， 经济的增长很容易从中获得动力。 定价权作为企业经营决馆自主权的构成之

一， 充芍了促使企业增产增收的动力。

从中观和宏观经济的层次上看， 放开价格， 使资源在不同行业之间得到了相当大程度的

流动， 缓解了不同行业的供求关系。 同时， 也使资源在不同地区之间获得了较大程度的重

组， 激发并提供了各地通过进 一 步放开价格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和可能性。

更值得一 提的是， 由千我国的改革开放实行的是区域递进型的多层次政策组合战略， 价

格放开的次序在各地有时间上的先后。 由于价格先放开的地区具有吸引和转移其他地区资

源、 财富和利益的 “福利 ” 效应， 致使各地都有争先恐后地放开价格的本能和冲动。 未放开

价格的地区希望大踏步地放开价格， 追赶先行者；部分放开价格的地区决心更快、 更广泛地

放开剩余部分的价格； 已放开价格的地区进而开始提出进 一 步放开价格、 率先与国际价格接

轨的主张。 放开价格， 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 一度成为我国各地经济体制改革最为急迫的

要求之 一 。

不过， 时过境迁， 到1992年年底， 我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 放开价格的比重已达90%

左右， 标志价格放开的改革工作在全国境内均先后某本完成。 在此之后， 进 一 步放开或调高

石油、 煤炭、 钢材、 电力、 运输等菲础性生产资料价格， 民用电、 公共交通、 教育、 医疗和

义娱等公共事业收费价格， 以及粮食、 食糖等农副产品价格， 改革的效应不如以前理想， 甚

至开始明显地成为各地物价不断上涨的主要成因之 一 。 以价格放开或价格凋放为核心内容的

价格改革思路， 遇到强有力的通胀阻力， 不再受到各方而的有力支持。

以价格放开为核心内容的价格改革思路不再受到各方面的有力支持， 暴露出其思想方法

上的片面性。 放开价格、 调整价格、 与国际价格接轨， 本身不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 而是

经济体制改革的手段。 不应该认为哪个地区价格放得报彻底、 与国际价格接轨接得快， 哪个

地区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更为成功， 而应该认为：哪个地区的价格改革实现f区域供给机制的

低成本和高顶帮门标， 或者说， 取得了区域供给机制在国内国际价格和质擢方面的综合竞争

优势， 哪个地区的价格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才比较成功。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扭转当前价格

改革思路中存在着的片面性， 把进 一 步探化价格改革的币点放在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造上， 从

而适应新时期市场纾济发展的需要。

说得更清楚些， 在我国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发展新时期， 各地区要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加

速市场经济发展并赢得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对觅争优势， 再也不可能依靠以价格放开（或放得

更开）为核心内容的传统价格改革思路。 事实上， 传统价格改革思路， 一方面仅以定价权下

放的途径影响价格形成机制， 不足以进 一 步从企业经营机制（定价决策的约束机制）的建立

及供给市场竞争结构的词整方面， 促进区域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价格形成机制的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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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一 方面， 也不大Il」能冉以价格放得史丿I·或'J囚队价格接轨忧恃快， 取得早期价格放开的
“福利 ” 效应。 不要说时下经济学界很少极力提倡以上的传统价格改革思路， 即便是贞有一

些学者极力提倡之， 也难以得到务实型的各地决策界的页正支待了。

3. 传统的价格改革思路是一种较少顾及行业特点、较多推崇市场化的笼统改革思路，

不符合现代经济牛关于 “ 弱竞争型行业 ” 的定价原则。

在我国经济学界， 主张大力推行价格改革的学者之中， 主今很少有入明确地提出价格改

革思路应按 “ 竞争塑行业” 和 “弱竞争型行业 ” 分流的看法。 大多数学者， 在谈到价格改革

思路时， 大都一 边倒地以市场化为自己心H中的蓝图， 津津乐道千怎样尽快地把市场化价格

改革推广到各行业去。 以为各行业价格形成机制和运行机制都巾场化丁， 价格改革的目标就

基本实现了。

在我国价格改革的初期， 儿乎所有的行业实行计划价格。 不分行业特点的市场化笼统改

革思路， 理论上虽有弱点， 实践上却有助于坚定地破除计划体制和计划价格，有助千加快市

场化价格形成机制和运行机制的成长；也有助十解决“弱竞争型行业“ 价格过低、投资不够、

供给不足的问题。

然而， “弱竞争型行业” 毕兑有不同千 “竞争型行业” 的行业特点、 兑争结构及资源配

置方式。 这一 点， 不是经济学理论上说说而已？更为瑰代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发展经验

所证实。 “弱竞争型行业” 有 “ 自然垄断性行业” 、 “国家垄断性行业” 与 “公共福利性行

业” 之分。 其行业进入、竞争、配隍方面的共同特点、是行业进入庥碍大（或，意愿弱）、 竞争

压力不足、难以自发找到最优配置均衡点。 为此， 国家干预价格和投货， 以促进该类行业供

给机制效率目标和公平目标的实现， 已成为 “弱竞争心行业” 的价格形成机制和运行机制在

国际范围内获得普遍认可的定价原则。

经过十多年市场化价格改革、价格放开工作在各行业、 各地区基本完成之后， 日前我们

已初尝了不分行业特点推行市场化价格改革的部分苦果， 逐步意识到传统的笼统价格放开思

路在理论立论和实践推行方面的缺陷。 经济学界开始发现， 笼统的市场化价格改革措施， 难

以促成 “弱竞争型行业 ” 资源的有效配置格局和供求的相对平衡状态， 难以自发地形成该行

业合理的定价水平。 这里， 存在省现代经济学所谓的 ＂市场功能失效 ” 或 “市场功能不足 ”

的问题。

举例来说， 我国这儿年在 “弱竞争型行业 ” 中扯行笼统的市场化价格改革拈施， 改变
“弱竞争型行业” 定价偏低的同时， 也带来了价格改革方面的新问题。 农产品生产开始出现

滞胀， 即 一 方面农产品（尤其是粮食）价格上涨， 另 一 方面农产品生产义出现显著的滑坡趋

势；基础和 “瓶颈 “ 行业收费标准开始出现上扬和混乱并生的局面， 其中， 尤以电力、运输

方面的问题为剧；教育、医疗和大众文娱等公共事业收费， 也开始出现相似的矛盾和局面。

最后， “弱竞争型行业 ” 的价格普遍和持续上升之势， 又助长了国内通胀。反思传统价格改

革思路的片询， 调整笼统的市场化价格改革思跻的不足， 业已成为我国各地进 一 步探化价格

改革的当务之急。

二、突破传统价格改革思路的对策措施

要深化我国的价格改革， 要使价格的进 一步改革受到包括学术界、决策界在内的全国各

界的支持和重视， 以加速各地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 传统价格改革思路面临自身局限的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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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 它们包括： 价格改革不能孤立置身于企业制度（经营机制）改革和市场环境（竞争结

构）调整之外；价格改革不能只是立足于价格放开， 而不注重价格形成机制和运行机制的改

造；价格改革不能不分行业特点， 而笼统全面地推行市场化取向。 概言之， 价格改革不能孤

立地改， 价格改革光放不行， 价格改革不能笼统地改。

突破传统价格改革思路三大局限的价格改革思路， 是加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时代新要求。 为此， 需加紧落实相应的三大对策措施， 以便从操作上尽快摆脱当前价格改革

所深陷的窘境。

1. 进 一步的价格调放措施， 应以对企业经背压力和市场结构的谨慎分析为出台进程的

对策依据。

理论界不宜抽象而孤立地强淌价格进 一 步加快放开或与国际价格接轨的重要意义， 特别

是在价格已基本上全部放开的今日。 剩下的少社价格未放开的生产资料（原材料）， 大都是

一些带有 “弱竞争型行业” 特征的产品， 应根据各地不同生产悄况和福求结构， 走谨慎调放

的稳健路子。 至千与国际价格接轨的价格调放， 也不应步伐太快。 生产要素成本不 一 、 市场

需求结构不同、 关税壁垒等短时期不可能有大的变动怕况下， 过早接轨既没有多大的现实意

义， 也很难得到企业界的真正响应。

2. 进一步的价格改革措施， 应与现代企业制度下的企业行为方式改造捎施相结合， 采

取 “价格形成机制和运行机制综合改革” 的形式， 以增强区域供给机制在国内国际价格和质

量方面的竞争优势作为改革的中心任务。

推行现代企业制度， 推进企业（定价等）经 i村 机制的转换以及理性决策竹理行为力式的

建立， 是增强区域供给机制竞争力的关键措施。 “竞争型行业” 的国有企业走 “公司制 ” 改

造和非国有股份（包括外资）嫁接之路， 是亟湍推广的 “综合改革 ” 措施的主要内容．

3. 涸整和完善 “弱竞争型行业 ” 的价格管制标准， 改革和调整 “弱竞争型行业” 的产

权结构和经营形态。
“弱竞争型行业 ” 的价格或收费标准改革， 总体上不应放开， 宜以 “调 ” 为主， 调整和

完善其管制标准， 以期较好地同时实现该行业经件的纾济性和福利性目标。 在经营标准保持

管制和调整完善的前提下， 其行业生产应采取开放态势， 吸收1卡因有资金和外资酌悄进入，

以增强该行业的供给能力， 史好地实现行业供给的效-f、和公半H标。

·书讯．

«市场经济中的民间审计责任＞＞一书出版

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系谢荣副教授编诸的«市

场经济中的民间审计责任〉〉 一 书已由上海仕会十I斗

院出版社正式出版。 全书分六店约1五万字。

本出作者凭着多年从事会计、 审计理心研'i't,和

实务工作的积累并参考大屈国内外文献贪抖， 结合

我国注册会计师工作实践撰写了这本专诰。 IS巾对

民间审计的责任问题进行了仇3入的研究， 从理论上

作了系统的探讨， 这是民间审计事业的一 顶有价值

的贡献。 作者在概述民间审计作用的基础I:, 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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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民间审计责任1司炮的正要付， 并结合西方国

义的仆，计责任生（列和找国的头际， 探讨了民间审计

吵卧lk责任和法律贞任， 对一 殷过失、 乐大过失、

推丸欺诈相买沁欺诈肵应负的民中责任和刑华责任

作了系统的、 It细的分析。 该书的出版不仅弥补了

找l上］审叶界对民间申计贞任问题的理论性研究的空

白， 而且为我们会计审计理论实务工作者提供了一

部颇有价值的参考书。

（季红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