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论＠

0 张继光 张递根

市场取向改革的回顾与反思

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突破了传统的单一中央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市场机制

开始生成并逐渐成为我国经济运行机制的基本组成部分。伴随市场机制的引入，宏观调控机

制和微观经营机制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经济运行和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勿庸置疑，以引

入市场机制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一些失误和偏差。但是，

这并不意味市场取向改革是错的，也不意味改革已经走过头了。我们认为，市场取向改革是

正确的选择。今后的改革是建立以市场机制为中介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本文将从业已
走过的改革实践出发，运用实证方法，探讨一些重要问题。

一、回顾：市场取向改革的历史性进步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就是嫔弃单一集中的计划产品经济体制， 引
入市场机制以逐步使市场 调节同计划经济有机结合。传统集中的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的基本特
点是，国民经济宏、微观决策权主要集中于国家手中，国家主要通过直接的指令性计划和行

政手段调控各微观企业的生产、流通、分配，甚至居民的消费选择也被直接计划调控。生产

要素直接计划调拨替代市场调节，消费品供应、销售的种种规定使市场失去了本来含义。因
此，市场缺位是传统体制的基本特征。正是这种体制导致经济运行十分僵硬呆板，效率不
高，动力不足。因而，改革的基本思路必然是引入市场机制，培育市场，逐步强化市场机制

功能，．重新构建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
以引入市场机制、培育市场为主线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选择，不仅切中传统体制之弊，而且

是社会主义经济基本制度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

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是绝不能改变的。因此，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重心不能放在

改革所有制上，只能放在运行机制上。引入市场机制并促进市场的生成和发育，不会动摇和
改变公有制基础， 相反它只会有助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更有效率，从而能更好地发挥社会主

义优越性。

以市场取向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逐步明朗化，是改革推进过程中的结呆。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党的工作重点将转入经济工作。在全会精神的指导下，理论界囡绕社会
主义经济中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价值规律的作用以及计划与市场能否和怎样结合等问题，展
开了热烈的探讨和研究。为了促进商品经济发展，农村中逐步推开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恢复
和扩大了农副产品交易市场。城市呈实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国和缩小指

令性计划等改革措施。1984年党的十二屈三中全会在总结1978年以来改革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的基础上，明确肯定了 “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一举破除

了长期以来在经济理论界中占主导地位的非商品经济观，肯定了我国经济改革是要建立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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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制为主体的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运行机制。1987年党的 “十三大” 进 一步明确肯
定了市场取向改革的方向和基本内容，提出要建立 完整的市场体系， 即不但要建立 商 品物
资市场，还要建立资金、 外汇及劳务市场；在市场体系建立、 健全的同时， 要进一步搞活企
业，加强宏观控制， 转变控制方式， 建立以间接控制为 主的宏观调控机制；并指出我国就是
耍通过分步改革、 配套推进，逐步建立以市场为中介的 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

回顾自1978年以来改革， 它在市场取向道路上迈进的重大进展大致有 以下几方面：
笫一，逐步放开、 调整和矫正了市场的价格信号，使价格更好地反映价值和供求关系的

变化。(1)在价格形式上实行国家统 一定价、 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并存，逐步缩小了国家统

一定价的范围，扩大了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的范围。(2) 在价格体系上， 依照价 值 规 律要
求， 逐步调高了农产品价格和能源、 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品价格， 促进比价结构合理化。

笫二， 逐步拓展了市场的范围， 深化了对市场的理解，初步形成各类市场配套推进的格

局。(1)从市场形态来看，我国不仅发展了原有的批发、 零售市场， 还涌现出特殊的商品拍
卖市场、 租赁市场等。(2)从市场种类来看， 除了原有的消费品市场得到发展外，生产资料市

场、 资金市场、 房地产市场、 外汇调剂市场等有长足发展。(3)从市场网络来看， 我国改革
以来巳基本形成以商品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为枢纽、 以自然和经济流向为网络的新系统。

笫三， 市场调节功能不断增强， 市场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地位逐步提高。(1)价格信号

对经济运行调节的功能增强。价格（指包括商品价格、 工资、 利率在内的广义价格）变动对
商品、 劳动力、 资金的供求及流向的调节愈益明显了。企业开始由单纯眼睛盯着政府转向也

密切关注市场信号的变化。(2)国家对宏观经济调控逐步由排斥市场的直接计划的数量管理，

转向遵循价值规律、 积极利用市场机制的间接宏观管理。国家开始有意识地通过变动税率、
利率、汇率等参数来引导企业追踪国家宏观计划目标。

纵观1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 我们可以看到， 市场取向改革的推进是成功的。因为市场取

向改革展开以来的10年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好的10年。统计数据分析表明， 改革以来我国经济
的发展轨迹比前30年要平稳得多。1952年至1978年的26年间， 社会总产值年增长率对千平均
7 .9％的增长率的最大偏差值为＋24.8％和－41 .1%；而1979年至1988年期间， 社会总产值

增长率年均为 11.3%， 其上下最大偏差值仅为＋6.5％和 － 5.6%， 这足以说明引入市 场机

制、扩大市场惆节范围没有导致国民经济巨大震荡，而是比传统体制更好地减震。 另外， 从国

民收入增长率来看，前25年(1953~1978年）每年平均为6 %．后10年(1979~1988年）每

年平均为9. 3%。而居民 生活消费水平， 前25年每年平均仅增长1.6%， 后10年每年平均增长

达6.5%， 是前25年间平均增长速度的4倍。众所周知，后10年同前30年相比的一个重要的
根本变化是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逐步推进。毫无疑问，后10年经济发展方面的巨大成就同市

场取向改革的推进息息相关。尽管10年改革在许多方面还存在不 足和失误， 但绝不能因此而

鄙溥以至否定改革方向。

二、 市场取向改革进程中的矛盾冲突： 市场浅浮和市场过度

经历10年来市场取向改革， 目前理论界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基本观点。一种看 法认

为．10年来市场取向改革已经走过了头，市场化的程度、范围过分扩展；今后的改革方向应转

入完善和加强计划经济， 而 不是推进市场深化。 另 一种看法则认为，10年来市场取向改革步

伐太慢， 推进不力；今后经济改革应大踏步推进市场化， 最终建立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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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认为， 两种观点都存在偏颇。 从已经走过的改革路程来看， 我国既存在某种程度的市场过
度现象， 也存在市场取向改革推进不力、 市场浅浮的现象。 今后的改革方向是进一步深化市
场， 但不是要最终建立市场经济体制。

就市场的浅浮来说， 一是市场发育尚处在表层现象状态；二是时而出现市场退化现象。

具体表现是：
1. 市场深层构造未及重构。 10年来市场取向的改革似乎主要在调、 放价格方面作文

章， 以为靠市场价格信号的调整和放开， 靠中央政府对价格机制的模拟就能再造出有效的市

场，从而把市场机制简单等同于 价格机制。 事实上， 价格变化、 比价调整只是市场深层构造
的外部形态及表现， 市场机制的形成和完善主要是市场深层构造的问题， 它包括市场规则的

建立、 市场组织的培育、 市场主体的重塑和市场调控的体系等内容。 忽视市场深层构造的重

塑， 侧重于表层价格关系的调整和定价原则的改革， 不可能建立起完整的市场机制， 也不可
能保证价格信号的经常性准确化。 改革10年来我国经济中出现的周期性比价复归足以反证，
局限于表层价格关系的调整和改革， 不从根本上触及 市场深层构造， 价格关系就 不可能合理

化。
趴市场的空间时有缩小。 市场取向改革要建立一 个由国家宏观计划指导的全国统一的市

场。 然而， 在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推进过程中却出现了市场空间缩小的现象， 产生了块状的

地区市场。 中央和地方政府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实施以来， 地方政府同本地区企业发展的利
益关联度大大增强， 地方权力大大扩展，各级地方政府为自身局部利益开始运用行政权力分

割和保护市场， 使我国市场发育难以冲破地方行政边界的种种藩篱， 市场的空间被各地肢解
得十分零碎，呈现出多层次拼装组合式的块状格局。 市场发育显然不是深化， 而是更加浅近
了． 市场取向改革进程中这种市场空间缩小的状况， 严重阻碍了商品在区域间的流通， 限制

了资源在更大空间范围内殴组和优化， 促使了市场价格信号紊乱地变动， 加重了经济运行的

总量和结构失衡。
3. 市场信号疲软和行政调节孜化。 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强化市场信号对经

济运行的调节功能， 减少国家对经济的行政调节、 干预。 然而， 随着改革演进， 市场价格信
号的调节功能并未显著强化， 企业经常存在着只求实物而不问价格、 只求银行贷款而不间利

率高低的倾向。 企业最为关心的不是创新和开拓市场， 而是寻找有实力的政府机构做后台，

关心同政府怎样讨价还价，争投资， 要项目，、抢贷款。 这充分说明同政府行政干预相比， 市
场信号的调节功能还极为软弱无力。 它导致企业对政府行政依赖的强化， 加剧了企 业与企
业、 地区与地区之间无规则的不正常竞争， 也为权力同经济利益串换开了方便之门， 是深化

改革的障碍。
4． 市场取向改革进程中的非市场化复归。 改革推进意味着市场的深化， 但我国在市场

深化过程中还出现某种异常的复归现象。
表现之一： 货币实物化。 商品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实物货币化， 即随着商品经济的演

进， 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成为商品生产者追逐的目标， 商品生产者的成功与失败在于他能否

完成从商品到货币的惊险一跳。 因此， 商品生产者总是愿意尽快地把自己的商品卖出去，换

回货币。 而我国在向商品经济之途的迈进中却出现反常现象，货币地位没有上升， 而且一度

下降， 本来是实物商品的某些原料、 能源和工业产品反而奇货可居， 成为人人愿意持有的东

西， 并成为重要交易的真正媒介。 如钢材、 铝锭、 煤、 彩电、 冰箱等曾 一度成为可以交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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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的真正硬通货， 而真正的货币却成为并非人人都愿意接受的交易手段。

表现之二：交易形态的退化。 这主要指公开交易形态的发展受抑而暗中不正常交易形态

泛滥。 市场化的演进过程本来应是交易不断公开化、 规范化， 但是我国市场取向改革中却出

现灰市交易的扩大。 近年来， 大量紧俏商品（主要是紧俏的生产资料和高档耐用消费品）通

过非公开的灰市进行大量串换交易， 而在公开市场却是有价无市。 这类灰市交易中通行的是

批条子、 走后门一类互惠型人情交易， 或附有返利、 回扣、 佣金一类实惠型交易。 灰市交易

形态是一种非正常的不规范的暗中交易， 它是低级扭曲形态。

表现之三：非市场性供给扩大。 在市场化过程中， 居民的消费选择应逐步交给 市 场，

非市场性的福利供给应逐步缩小。 然而， 我国市场取向改革进程中这一趋势在稍稍显露之后

又出现回波， 即非市场性供给再度扩大。 首先， 各类企事业单位大量购进各种消费品， 以免

费送给或低价卖给的方式供给本单位职工的事情越来越多。 其次． 凭票供给的商品种类重新

开始增多。 原来已经取消的肉、 蛋、糖等恢复了凭票；甚至连盐、 火柴、 肥皂直到彩电、冰

箱等也都凭票供应。 票证供应的实质就是非市场性供给的扩大。 再次， 政府的各种福利开支

和财政补贴不断增加。 近年来伴随市场取向改革的推进， 本来应该逐步缩小的各种政府福利

开支和补贴却连年上升。 国家财政收入中相当大的部分被花在福利开支和财政补贴上， 它是

对市场性供给的一种限制。

市场取向改革进程中非市场化复归引起了市场交易关系的混乱与模糊， 导致流通领域倒

买倒卖行为的泛滥， 加重了国家财政的负担。 如果任其扩张和蔓延， 就可能会断送市场取向

改革的前途。

与上述市场浅浮现象相反， 10年改革中还存在另一极端现象， 即市场过度。 市场过度主

要指市场领域过度伸展、 市场形成过分俯斜和市场调节过分扩大。

1. 市场领域过度伸展。 这是指市场发育已经 “越位” 到本就不能和不宜实行市场调节

的部门。 我们知道， 在任何一个商品经济的社会里， 都有一些领域不能或不宜商 品化， 否

则， 势必导致社会经济的混乱和冲突。 最典型的一些领域是政府机构、 教育、科研部门及社

会福利保障机构。 然而近年来， 我国却出现片面强调和要求许多不应商品化的部门也进行商

品化。 一些发展较慢的、 主要由政府财政开支负担的福利性部门纷纷想以市场利润原则来确

定其提供的福利性或半福利性产品和劳务的价格， 以企业化经营来提高其事业地位。 这有悖

千现代商品经济尤其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规律。 任意扩大市场领域， 以至把公共福利事业

部门、 基础科研、 教育部门甚至政府机构的服务、 产品都商品化了，这只能导致混乱、腐败。

2 ． 市场形成过分偏斜。 这是由千市场机制某一部分超前或滞后而引致的机制偏斜。 近年

来， 我国市场形成中时有这种偏斜现象发生。 如价格调控应适应市场供求状况、 供求弹性大

小等具体情况分类选择。 对于供求弹性大的产品，价格可以实行 “以放为主” ；对千供求弹性

较小的产品，则宜 “以调为主” ；对千垄断性较强，尤其是自然垄断性产品，必须“以控为主”。

然而， 我国市场取向改革进程中却出现许多偏斜。 该以控为主的产品价格没有控住， 该放的

产品价格又未及时放开。 再如， 流通机构的数量和规模要同市场发育度相适应， 而不能盲目

发展。 然而， 近年来我国在市场浅浮状况仍严重时， 流通机构却盲目膨胀。 办商店、 搞流通

已经不是商业部门的专门性活动， 而成为工厂、 学校以至政府机关都来从事的职业。 各种公

司越办越多， 越办越大。 结果， 流通机构之间争夺货源、 倒买倒卖愈益激烈， 工商矛盾、 商

商矛盾日趋加剧， 是造成我国近年来通货膨胀加剧的一个重要原因。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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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市场调节范国不适当扩大。 这是指在市场取向改革进程巾忽视了市场和计划 的配
套， 过多削弱了计划的范围和程度。 我国的市场取向改革过程是宏观计划指导下的渐进 过

程， 改革的目的是要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运行机制。 因此， 市场调节范围的扩大要同计划
范围收缩、 计划手段转换相互协调， 做到有计划地进行。 然而， 近年来我国经济改革中确实

存在某种操之过急的情绪， 在经济环境、 经济条件不成熟时过早过快地扩大了市场调节的范

围， 削弱了计划调控。 例如， 农业生产领域近年来经常出现结构性波动循环， 这是国家对农
业领域放松自觉计划指导和宏观预测、 调节的必然结果。 再如， 对千基本建设投资的控制，

中央计划调节范围就放得太多， 管得太窄， 以致大量预算外资金基本上溢出国家计划控制。
看来， 市场取向改革进程如果不顾条件、 环境， 急于扩大市场调节范围， 而缩小、 削弱以至
放弃计划调节， 只会造成经济运行的困难， 妨碍改革推进。

三、 反思： 市场取向改革的思路和选择

10年来经济发展同前30年相比的巨大成就证明了市场取向改革总体上是成功的。 市场取
向改革进程中市场浅浮和市场过度双重现象的并存则说明， 市场取向改革是复杂的。 如果对
这种复杂的过程没有一个清晰的、 全面的认识， 难免会产生判断和决策上的偏颇， 以至对市
场取向改革方向产生疑义或在推进市场取向改革中决策失当。 根据以上分析， 我们认为， 在

今后的改革中要着重把握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笫一， 以整顿市场秩序、 界定市场规则为中心， 在深化市场中防止市场过度。 市场浅浮

和市场过度是10年来我国市场取向改革中出现的一个两难问题。 这个两难间题同市场秩序混

乱、 市场规则模糊紧密相关。 就市场浅浮来看， 市场深层构造未变的一 个重要内容是没有在
表层价格信号和定价机制调整、 改革的同时， 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新的市场秩序

和制定明确、规范的市场规则。而市场空间的分割和变小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由于缺乏统一

严格的市场秩序和明确、 规范的市场规则， 各级地方政府才能随意地运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
主体， 分割、 保护地区市场， 阻碍商品和要素的流通。 至于市场信号的疲软和行政询节的强
化，更同缺乏市场秩序和市场规则有关。 因为在缺乏市场秩序和市场规则的状态下，市场主体

和市场宏观调节者的政府都不受共同一致的规范性东西的约束， 从而讨价还价、 任意干预成

为常态。 此外， 市场秩序、 市场规则的缺乏还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种种非市场化复归的现象。

当一个市场缺乏秩序和规则时， 实物货币化、 交易形态的退化等逆市场现象很可能会产生。

就市场过度来看，也无不根源千市场秩序、市场规则的缺乏。 市场秩序和市场规则缺乏，
也就意味着市场的范围和边界是模糊不清的。 于是不管是否适宜于实行市场调节的劳务和产

品都进入市场领域， 各种福利性部门、 政府机构也可不明不白、 大摇大摆地走进市场， 堂而

皇之地按市场利润原则出售产品和劳务。 既然没有明确的市场秩序和市场规则来规定市场上

流通组织的性质、 地位、 职能、 活动范围、 行为准则， 于是工、 农、 商、 学、 兵都可自由经
商， 党政机关也可办公司、 开商店， 党政领导则可以兼职商业（当顾问）。 此外， 由于缺乏
市场秩序和市场规则， 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之间经常存在摩擦， 两者在调节范围、程度等方

面难免经常彼此 “越位” ， 不能很好协调和结合。 这既为市场调节不适当扩大提供了条件，
又为直接调控的复归和强化提供了可能。

显然， 市场浅浮和市场过度并存的重要原因是缺乏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市场秩序和市场

规则。 因此， 解决市场取向改革进程中这一两难问题是要整顿市场秩序， 确立新的市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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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市场规则。 这应是今后市场取向改革的一 项重要任务，也是治理、整顿的重要内容。
笫二，加强宏观计划指导，推进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入。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

济，不仅在目标模式中由计划从总体上指导和约束市场的方向，而且在新旧体制 的转换阶
段，市场更离不开宏观计划的指导和约束。 应当承认，在前一阶段改革中，我们没有能很好
地发挥计划对市场取向改革的指导， 过早过快地削弱了计划经济的手段和功能。 在今后的改

革中，我们应当加强宏观计划指导，稳妥地推进市场取向改革的进程。
首先，在市场深层构造尚未根本重塑之前，中央对价格的直接计划控制不宜过快过多地

取消（特别是对严重短缺产品的价格）。 减少中央计划统制的本意，是想让企业逐渐望加产
品自销权和自主定价权，从而刺激企业扩大供给，抑制需求，形成自由交换的市场关系。但

是，由于市场主体行为不合理， 市场规则尚未清晰，加上地方政府行为扭曲，企业、地方乱

加价成风，而涨价收益又被地方、企业用于集团、个人消费，没有多少用千扩大投资，增加

短线产品供给。 为了有利千宏观统一调控，对某些短线产品与其让企业、地方层层乱涨价，

还不如干脆明确维护中央计划价和市场价互不干扰的并存格局。明确规定， 凡中央制定的计
划价，其调整权在中央，调价幅度大小、时机、步骤均由中央决定，韵价收益也上交中央财
政，对于需要扶植的产业和企业以优惠贷款方式资助。

其次，强化中央对市场取向改革推进的统一 指导， 避免各地区各行其是，减少地方之间

市场的分割和摩擦。在我国这样一 个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国家实行分权型市场取向改革，极
易造成地方之间市场的保护和分割。因而，中央必须在改革时期强化对全国统一 市场的宏观

调控能力和权威，而不是随便削弱中央计划调控能力，更不能无条件地提倡各地所谓 “八仙
过海，各显神通” ，任由各地去盲目碰撞。 为此，中央起码要做到， 宏观经济词节的总琶杠

杆集中掌握在中央手中，市场秩序、市场规则的制定权由中央统一掌管。

笫三，配套协调，整体推进，催化市场发育。 市场机制是一 个整体，市场机制的建立、

健全必须有各部分配套发育。 前些年我国市场取向改革中的市场浅浮和市场过度并存，正是

市场机制内部各方面、 各环节不配套生成、发育的一种表现。因此，今后的改革是要整体配
套地催化市场发育。

首先，要规范市场调控的主体一一政府的行为。 市场发育的直接障碍来自政府过多的行
政性干预。因此，必须规范政府行为机制，以减少政府的直接干预。 其主要措施是： （1）实

行中央、地方财政的分税制，根据财权、事权相统一的原则，划分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

地方共享税； （2）分离政府的宏观管理系统和资产管理系统，成立专门国有资产管理局 专司

国有财产管理，与之相应是利税分流。
其次，培育市场组织，加强市场管理。 市场组织的发育成熟是市场机制建立、健全的重

要内容。 培育市场组织最要紧的是增强国有大中型商业企业的主导作用。 一要为大中型国有

商业企业提供货源、资金方面的优惠和保证； 二是要打破市场封锁，组建以大中型国有商业
企业为龙头，流通、生产和原料基地一 体化的联营集团。 与此同时，要建立权威性、高层次

的市场管理的统一机构，协调各政府管理部门共同管好市场。
再次， 继续发展和完善各类市场，促进市场体系的健全。除了商品市场仍需大力发展之

外，要素市场也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治理整顿不是要取消、限制市场发展，而是要整顿市

场秩序，清理流通组织，以便促进市场更健康地发展。因此，资金市场、劳务市场、生产资

料市场不能被砍掉或受到抑制，而应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各类市场的发展要尽可能配套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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