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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和完善适合于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

（ 一 ）

近一个肘期， 全国正实施中央关于加强

和改善宏观调控的一 系列政策措施。 建立适

合于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已到了 一个关

键时刻， 绝不能再延误时机了。

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以米， 市场建设步子在加大， 市场调节功能

在增强， 宏观管理在改善， 但人们更多注意

到的是空前的投资热、上项目热、房地产热、

Jf 发区热、证券热、期货热， 这些虽为国民经

济发展注入了活力， 但也出现了新一 轮通胀

的压力， 其深层原因就在于市场经济体制尚

元实质性的重大突破， 符合市场经济办法的

宏观调控未能适时跟上， 效果不好。

在目前形势下，加快改革，这既是风险也

是机遇。改革不冒 一 点风险是不行的。经济学

常识店诉我们， 现实中完美尤缺的方案是没

有的，任何改革，尤其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是

要付出代价的。 问题在于改革的成本效应，

包括阻力成本， 从领导层到老百姓支持者与

反对力量各占多大比重，付出多大代价，是否

有必要付出这些代价；摩擦成本， 在向新体

制转换过程中， 矛盾、 漏洞、 摩擦多大， 这

是渐进式改革中必然出现的问题， 它导致经

沿祑丿f不正常和种种不正之风， 如何降低庶

擦成本， 使改革早H从双轨并存中摆脱出

来；风险成本， 搞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 种风

险决策， 问题在于如何准确估计风险度， 并

采取捎施， 化解那些可能带来麻烦的风险。

昭l书k， 是耍在既出成个最小的基础上， 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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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最好的效应， 政治上有利J稳定大屈，

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仇越性， 实现

社会公正， 共同富裕；经济上实现心的资源

配置效率和高的劳动生产率。 简言之， 要从

实际出发， 达到 “三个有利于 ” 的目的。 对

改革采取当断则断、 该快则快、 应调则iJ月、

需缓则缓的策略， 化解不必要的风险， 北改

革不断深化下去。切忌停滞观望，史忌以加强

宏观调控为名搞旧体制和计划经济的复归。

（二）

现代市场经济都有宏观忻埋、 政府们叽

或行政指导， 但不同的国家， 政府干拻经济

的范围、 形式、 力度也不同。 战后， 西方上

要市场经济国家总结了过去周期性经济波

动、 经济危机的教训， 推行凯恩斯上义， 加

强了政府对经济的干侬， 实行不问的宏观调

控制度， 为战后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保证。

后发展国家要实施赶超战略， 仕较短的时ilrj

内走完发达国家用二、 三百年走过的追路，

必须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依靠国家的）J址

来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 把夤游集中配悝到

经济效益最好的地方。 如果没有政府强有力

的宏观调控， 依靠市场的自发调节， 则绘济

的发展必然要走一 条漫长的道路。 所以， 头

行政府主导下的、 有宏观词拉的市场经汛足

后发展国家实施赶超战略的成功经验。

诚然， 计划经济的 一 个竹点是因家宏观

调控经济， 它在历史上、 一定的条件下曾起

过积极的作用， 找们绝不能采取形皿I 五．学的

心度加以令盘否，辽 但历史订扩展· J i 同纾



济体制下的宏观洞控制座已不适应市场经济

的西求， 因为这两种凋拧制度有着根本的不

同 u 传统的计划经济的宏观调控特点＄ 在忽

视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基础上的直接调控，

以指令性计划和实物指标直接管理企业； 在

无视经济、 注律办法的前提下， 用行政手段

调控经济；在无视地方特别是企业自主权的

状态下， 经济刑控权限过多集中千中央（部

门） ；罚控方法又往往是事后浏控， 一 书一

韵， 待经济出了乱子就来个韵辂整顿， 而且

采取一 刀切、 切到底。 所以始终跳不出 “一

放就活、 一活就乱、 一乱就收、 一收就死 ”

的怪圈。 计划经济下的宏观调控尽管在历史

上起过积极作用， 但总体上不能说是成功

的， 尤其是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因此，

必须警惕一 提加强宏观调控， 就来个新瓶装

陈酒， 得心应手地搞计划经济复归。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

系， 必须以不妨碍彶观经济活动的主动性和

选择性为前提， 必须有利于市场机制的正常

运行。 政府对市场的调控， 是在尊重价值规

律基咄上的行为， 决不能变为市场的锁链；

政府同企业的关系， 是指导、 协调、 服务的

关系， 征税、 纳税的关系， 决不是 “ 父子”

关系、 “婆媳 “ 关系。 因此， 建立新的宏观

调控体系， 也要破旧的宏观管理办法。 ，

（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体系是一项

多层次的系统工程，90年代应实现下述目标，
一一政府作为宏观管理者的职能要转向

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搞好经济总量的

平衡，稳定货币；优化产业结构和地区生产

力布局，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集团；

抓大市场建设，把握速度、 物价、 国际收支

平衡、 就业率和人民生活提高幅度；制定法

规和市场规范， 防止垄断， 保证市场公平、

公正竞争，运用收入分配政策， 保证社会公

平、 共同富裕， 达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搞

好预测，提供市场信息；建立社会保障体系。

一一在中央宏观调控下， 建立省市一级

中观淜控体系。 宏观调控主体为中央政府

（不是中央部门）。 相对于全国宏观经济来

说， 省级和各经济区域、 大的中心城市对木

地区的经济运行状态进行管理和调控， 由于

不具有全国性的宏观影响， 则以建立中观调

控体系为宜， 调控主体应为省市级政府。

在中央宏观词控下， 中观调控体系可建

立以公积金制度为重要内容的中观经济总蜇

的平衡机制，建立以省市一级和行业性控股

公司为主要环节的中观经济产业结构调节机

制，建立以地租和地价为核心的级差地租的

空间结构调节机制，建立以金融系统特别是

地方银行为中心的经济增长与发展调节机

制，其他还要运用资产调控、价格调控和必

要的物资、信息、 行政计划调控等手段。

— i1 划、财政、金融手段之间要协调和

配合。 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基木依据。 计

划要从直接管理微观经济活动、定指标、分投

资、 批项目、 分物资， 转向赋点研究提出发

展目标、 规划、 重大方针政策，从主要运用

行政手段进行直接管理， 转向主要运用经济

政策、 经济杠杆， 并通过法律进行间接管

理，从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管理体制， 转向

指导性、 预测性、政策性计划体制， 用合

同、 国家定货办法取代指令性生产、 分配计

划。 概括起来， 就是上海市计划委员会提出

的，计委的职能是 “两调飞即抓宏观调控和协

调服务， “五大” ， 即出大思路、 拟大政

策、 搞大平衡、 抓大项目、 建大市场。 在投

资体制方面， 确立分类管理体制， 并实行谁

投资、 谁决策、 谁受益、 谁承担风险的业主

责任制。

财政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实行税政

分立、 公平税负、 简化税则｀ 规范税制、 强

化征管。 日前， 由于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

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

都偏低，因此，财政在宏观调控中的重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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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并没有很好显示出礼今后， 随着财政税

收体制的 1为 革， 实行复式预符制度， 国冢用

于建设的财政资金将逐步增加， 同时， 通过

发行国家财政建设债券， 筹集用于建设的国

债基金， 财政作用将会越来越重要。 实行规

范的分税制势在必行， 并理顺财政、 税收、

国有资产管理等各部门的职能。 金融是宏观

调控的中心， 当前金融调控的作用越来越重

要， 金融体制的改革越来越迫切。 根据我国

的现状， 建立一 个在政府内部独立行使职能

的中央银行和国家货币调控委员会， 是非常

必要的。 在银行系统内， 应建立风险约束机

制， 逐步实现货币价格由双轨制向单轨制并

轨。 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实行严格管理， 受中

央银行的调节和控制， 同样， 中央银行对商

业银行也要加强监督。 还应把政策性金融同

商业性金融分开， 设立国家长期开发银行，

同时， 应建立专门经营国有资本金投资的国

家投资公司， 负责困有资金的保值增值， 并

使之与国家长期开发银行相配合， 成为国家

政策性投融资体系。 为解决通胀问题， 需要

建立全国统一的可调控的金融市场， 采取控

制信贷规模等调控措施。

计划、 财政、 银行是宏观调控的三大支

柱， 三者之间要协调合作， 共同搞好总量平

衡、结构优化、 周期贵平， 实现经济持续协

调增长。 一般可通过年度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来实现。 在实施中遇到一 些突发性问题， 可

通过宏观调控委员会随时进行调控。计划、

财政、银行的合作， 在职能上不能相互重

叠。 人民银行主要忤好货币发行和对其他金

融机构的控制。 财政主要管好财政收支， 控

制赤字。 财政金融着眼千近期发展的总量平

衡， 调控重点侧重于需求管理方面。计划主

要进行规划， 控制预算， 着限于中长期增长

结构优化， 调控重点偏向于供给管理方面。

｀一一政府宏观管理和调控方式要加速改
变， 政府行为要加速转轨。改革实质上是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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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行为的阅整， 这里涉及到中央政府和地方

政府的职能界定与分工。 这一 问避我们在上

面已涉及到， 这里着重谈一下宏观管理的三

个层次及其分工。管理三个层次， 即总量管

珅、 结构管理、 企业管理。管理的内容包括

战略、 方针、计划、 政锁、 调控手段、市场

运行和企业生产、建设、 经营等。 在传统计

划经济体制下， 三个层次都统一 纳入计划之

中， 大部分又通过指令性计划 一管到底。 市

场经济条件下这样的管理、 调控方式就不灵

了， 它要求从统一管理转变为分层管理， 由

全面管理转变为重点钾理， 由指标管理转变

为政策管理， 由直接管理为主转变为间接管

理为主， 由调控企业为主转变为调控市场、

指导行业发展为主。

对经济总量， 以计划调节为主，对结构

实行产业政策管理和市场调节；企业实行自

主管理， 接受市场和产业政策导向。

对结构实行产业政策管理和市场调节，

特别是对那些建设时间长、资金需求量大的

新兴产业和支柱产业、 公共事业， 以及社会

效益好而自身效益差的产业， 市场难以调

节， 需要通过产业政策， 以利益进行导向。

众多产业要依靠价格的涨落， 调节供求关系

以达到调整结构的目的。

企业管理只能依靠其自主经营、自负盈

亏、 自我发展、 自我制约， 并由市场导向、

产业政策导向和法规约束。

这是个大致的界定， 相互会有交义和渗

透， 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行为也不完全一样。

要使政府职能有重大转变， 政府行为加速转

轨， 必然就要加快政府机构的改革。 全面改

组现行政府的组织结构， 搞好政府机构工作

人员的 “换血” 、 培训， 实现决策程序的民

主化、科学化， 强化人大、 社会对政府工作

的监督。从政府宏观管理、 调控机制的构成

上， 至少要建立四大系统：科学决策系统、

执行系统、研究咨询系统、信息监控系统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