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述 «财经研完＞＞ 1992年弟8期 总笫129期
－--

本校博士生研讨邓小平南巡讲话综述

日前， 校研究生部专门组织了 一次博士生研讨

会， 认真学习讨论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 交流各自

的学习体会， 并就小平同志讲话中涉及的一些 “ 热

点 “ 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现行研讨会上涉及的

若干观点简要综述如下：

一、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基本特征问题

有的同志指出， 我国理论界对社会主义商品经

济的认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逐步探化的。 党的

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首次捉出了 “ 有计划商品经

济 ” 的命题， 表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社会主

义经济是商品经济，但也保留了将计划作为仕会主

义商品经济基本符证的传统观点。 现在小平同志拫

据国内外运用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发展经济的历史

经心和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 阴确指出计划与市场

都且资源配置的机制和经济调节的手段，社会主义

商品经济的基本特征不是计划， 而是公有制基础上

有先有后的共同宫裕。 这再次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商

品经济的认识。 很据这一认识， 社会主义经济不宜

再印 “ 有计划商品经祈 ” 来概括， 而直接表述为
“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 或 “ 公有制商品经济 ” 更为

确切。有的同志进 一 步认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作为

现代商品经济， 需要以发达的市场为依托， 它不能

停优在物质产品的市场化， 而必须建立在资金、 分

务、 技术、 土地等诸耍索均市场化的基础上。 从这

个沁义上说，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就是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 也有的同志从市场机剒与传统的因有产权

管理制度咐矛盾出发， 对公存制与市场机制的相容

性捉出疑虑， 认为公有制（全民所有制）更适用千

搞计划经济， 市场经济更适用于私有切。 对此， 有

的同志提出， 计划与市场各有利弊， 只要两种机制

结合得当， 功能互补， 并相应改革国有产权管理制

度， 那么， 符合现代社会化人生产需要的公有制是

完全有可能同市场机制相容的。 不过，从社会主义

困家的计划更自觉、 更完齐、 复盖面更广的特，＇ 1、.j．来

石， 这种相容性需要以计刘作为桥梁， 因而． 社会

主义商品经济的特征也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

二、 关于姓 “ 贷 “ 姓 “ 社 ” 问题

加快改革开放中的 一个关键问题。 改革开放是对具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大胆探索， 应该允许试

验， 既不能把市场机制和国际惯例简单地判定为不

姓 “ 社 ” 的异己力笳， 也不能匆忙地将一些具体的

改革开放措施贴上姓 “ 资 ” 姓 “ 社 ” 的标签， 更不

能停留于姓 “ 资 “ 姓 “ 社 ” 的争论而失去改革开放

的大好时机。 经过讨论， 大家对这一问题形成了以

下三点共识： 首先， 有许多东西（如计划与市场）

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产

生的， 是不同社会制度下所共有的， 它们既不姓

“社 ” 也不姓 “ 资 ” 。 其次， 资本主义制度下产生

的某些东西（如经营行理方式和工资、利包、 股息

笘经济范劝）也可以估鉴、 改造， 变为社会主义的

东西， 即在改变刓削灶股的仙倪下估丿f]丿上形式。 再

次， 包拓经济五埋在内的一切笘理邵只打ri,IJ正什，

即不但仆制度性、阶T

,：性、 价缸取向灶的一面， 也

孔技术忙、 手段性、 扎价值取向性的一面，前品是

社会属生， 后占迈自然屈性。 我们不能只注正其社

会屈性们区别， 而忽视其自汃阮性内共性， 人为地

束缚自己在借鉴与改革中的了问。 帜如上述认识，

有的同志提出， 找们宥改年开议中］一飞该更汃胆地估

鉴包括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匡勹仁内的一切外国的经

龄， 破除过去那些囚担心姓 ” 寸r ” 而广生的 “只可

引进技术下可引进行埋 ” 、 “只能引进1i勹砰方法不

能引进纤行手段 ” 、 “只能仇鉴微观不估估鉴宏

观 ” 、 “只弁七忙忱力让不催估鉴埋论 ” 、 '，只他借

鉴疤论勾招忙左政策 ” 笘种种片而认识与肛恁禁

区， 不但要大胆地引进与估岁外旧的先进技术设各

和会计、 财务、心，奶与企业管卯笘彶观经济行珂经

验及其狸论， 加月也头大胆地位芷外国的货币金

估虫、贝才i奸心l父、i l· KiJ今
｀

i汁，十、 市市i运作：、 从气监测、

法制监甘勹宏观经济伈埋经防及其狸论。

三、 关于加快改革开放的机遇与战略问

题

有的同志回顾八l年代l凇拉国飞历内几认改

芹开放的饷潮， 说明加快尸茫刀奴了仅取决了主观

，努力， 也同客观上的机必有叉。 现什邓小平同，才扰
廿斤((:,1＇ ［lj尺的儿千网，山门快－.},'.\. 也只了了分考比了

丈家认为， 小了同志产，方伽节上述的确狐fi了 1几心I;,J :JII'丿。 久飞勺'[; } i, h l :l i\II丿「门「： 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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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与战略格局的变化、国际高新科技产业的发
展、 我国周边国家地区（尤其是新老亚洲 “ 四小
龙 ” )的经济起飞， 既对我们形成了严峻的挑战，
义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机遇。 当前， 全国人民在邓小
平同志南巡讲话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的鼓舞下，
精神振奋，人心思干。 我们必须抓住这一有利时
机， 在九十年代将各条战线的改革向前推进一大
步。

有的词志指出， 当前加快改革开放既需要歧
劲， 需要形成良好的舆论环境， 也需要冷静地总结
八十年代几次改革高潮难以持久的教训， 合理地预
期与制订改革开放的总体战略。大家认为，我国九十
年代的改革开放战略必须注意以下J1个问题 I (1) 
按照 “先立后破 ” 的原则， 对凡是符合三个 “有利
于 “ 标准的改革， 都耍允许试验，放开胆子闯， 尤
共要注重在沿海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创造经验， 并
及时形成规范的东西向全国推广。 (2)要敢于抓
正点，打好改革的 “ 攻坚战 ” 。 与价格改革相比，
企业（尤其是国旮大中型企业）改革的难度更大，

（上核封三）场及早而稳定地形成和发展， 我们必
须坟朵入研究和发展证券投资学， 以理论为先导， 从
实践中总结出理论， 进一步指导实践。 作者的上述
观点和书中的一整套论述（在此不一一赘述）， 应
当说矶实是起到先导作用的。

本书论述的证券投资学原理， 不但对当叩我国
正在开展的证券投资事业具有先导性， 而且对千今
后我阳证券投资事业的进一 步发展， 共有 一定的先
导性， 这是本书的又 一 成功之处。 值得例举的
诸如义于期权和期货的论述。 期权作为一个专门的
金釉范畴， 是专就有关晋通股票买卖的权利而百
的， 而现在正在逐渐推广运用于其他方面， 如货币
期权鸟。 为此，作者在书中作了系统的先导性阐
述， 向读者展示了前景。更应若重指出的是书中关
于 “ 证券组合 ” 管理的论述， 以及关于当代 “证券
组合 ” 理论的矶分高等， 其先导性可谓尤为突出。
作者周密地一一阐明了当代 “证券组合 “ 理论的产
生与发展；当代 “ 证券组合” 理论的内容，资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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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毫不放松地一抓到底， 并且不回避产权制度、
就业制度和领导体制等敏感问题， 才能真正完成企
业机制的转换，从根本上解决大部分企业效率低下
的湘疾。 (3)围绕企业进行公平竞争、 合理竞争
所需的市场环境与政策环境， 进行价格、 税制、 财
政、 金融、 计划、 统计、 物资、外贸、 劳动人事等
诸方面配套改革。 (4)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来保
证和促进经济体制改革。 有的同志指出， 近年来，
政府机构又出现扩张趋势， 这不仅使改革成果
之一 的财政收入增噩被行政事业费的迅速膨胀所抵
销， 而且许多政府机构（尤其是企业主管部门）的
职能仍然以管企业的投资、 生产、 经营、 定价、 用
人、 分配等为主， 对企业机制转换形成了重蜇阻
力。 此外， 当前企业内部体制随着股份制等企业模
式的出现也涌现出许多新问题， 如企业党委与董事
会及总经理的关系、 公司董事会与职代会的关系，
等等， 也需耍及早研究解决。

（储敏伟 整理）

场线，资本资产价值模型，Beta分析法及其局限，
当代 “证券组合 ” 理论的发展等。 这些理论对于我
国广大读者来说无疑是颇能打开眼界的新鲜的学
说。 因为， 简言之， 当代 “证券组合 “ 理论捉出了
一套证券分散的方法， 可以使投资者把 “组合 ” 的
风险减少到最小的限度， 并使投资者选择一个含有
砓小风险的最为有效的 “证券组合 ” 。 诚然， 这是
证券投资巾人们关注和敏感的 一个新课题。 这庄，
本书的论述是超前的， 也具有导向参考意义。

综上所述， 以上三大特色， 使本书具有孔湿的
可读性和启示性， 正如有的中青年读者所说： “此
书在手， 手不释卷” 。

值得一提的是，据悉朱教授目前已经在本书拈
础上， 对证券投资学的 一些新课题（诸如 “投资市
场” 、 “投资公司 ” 等等）， 正作进一步的探兮和
研究。 我们热切地期待苔作者在新的拼耘中， 窃狄
更多的新的科研成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