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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持续、 快速、 健康发展的几点理论思考

——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体会

十四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 “我们要紧紧抓住国内国际的有利时机， 加速建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 实现国民经济持续、 快速、 健康的发展” 。 这里仅就国民经济持续、

快速、 健康发展的目标模式从理论上谈几点看法。

一、 “ 持续” 与经济发展的周期性问题

要求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地发展， 当然不是要求每年都以同 一 的速度等速发展。 受主客观

条件的制约， 在总的看来是快速增长的经济发展过程中， 有些年份速度会高一 些， 有些年份

会低一 些， 这是必然的。 邓小平同志说： “看起来我们的发展， 总是要在某 一 个阶段， 抓住

时机， 加速搞几年， 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 尔后继续前进。 ”G1所以， 尽管是持续地快速

发展， 但速度仍然会有起伏， 是波浪式的发展。 邓小平同志指出： “ 可能我们经济规律还是

波浪式前进。 过几年有一 个飞跃， 跳 一 个台阶， 跳了以后， 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 下， 再前

进。 ” @

但是， 波浪式的发展， 其波峰的起伏是温和的， 不是大起大落；是增长速度稍高或稍低

的差别， 是排斥增长、 负增长和停滞交替的那种冉生产周期的。 我们有没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呢？

大家知道， 在西方发达国家， 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矛盾， 必然导致生产

无限增长趋势和群众购买力相对萎缩的矛盾， 从而使得经济危机成为不可避免。 资本主义市

场经济的发展， 难以摆脱 ＇｀ 繁荣 －一一危机（哀退） 一一停滞 一一复苏一一繁朵 ” 这祥的再生

产周期的制约。 在我国， 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地位， 没有资本主义社会的那种基

本矛盾， 因而也不会出现货本主义条件下那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我国的经济发展不会受

到资本主义条件下那种繁荣与衰退交替的再生产周期的干扰， 那是确定无疑的。

我国建国以后的40多年发展过程中， 也曾出现过儿次大起大落的折腾。 搞 “ 大跃进” 后

的1961年、1962年和 “ 文化大革命 ” 后的1967、1968年， 都曾出现过严重的负增长。 至于经

济增长速度的悬殊， 社会总产值的增长有些年份高达20％以上， 有些年份则低于6%， 接近

于停滞， 则更是屡见不鲜的事情。 这种现象， 当然也是同持续快速发展的要求不相谷的。 今

后，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 有没有可能避免这种曲折呢？

我认为是可能的。 这是因为， 我国过去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危机（大折腾）和增长逑

度的过分悬殊， 是高度集权计划经济体制下高层决策主观失误的产物。 在旧计划经济体制
下，资源配置的决策权高度集中于中央． 甚至集中于最高领袖个人。 一 旦最高决策层被胜利

冲昏头脑， 高估了主观能动性的作用， 作出了类似 “ 大跃进“ 那样的错误决策， 就会出现基

本建设战线过长、 摊子过大， 最后州以力往， 被迫紧缩、 调整，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折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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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过大的波动。
将来， 在我国由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休制的过渡完成以后， 市

场将在济濒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 竞争性项目的投资将由企业自主决策， 自担风险， 所

需贷款由商业银行自主决定， 自负盈亏。 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 主要是制订和执行宏观调控

政策， 搞好基础设施建设， 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 国家计划是以市场为基础， 并且从总

体上看， 主要是指导性计划。 这样， 传统计划体制下由主观决策严重失误所导致的折腾过大

的起伏， 将是可以避免的。 同时， 我国的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 起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 邓小平同志指出： “社会主义的本质， 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

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只要我们在个人收入分配上坚持以按劳分配为

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 体现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的原则， 就不会出现两极分化，

因而也就不会出现生产增长同群众购买力相对萎缩的矛盾， 不会出现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所以， 从理论上分析， 在我们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起来并逐步使之完善以后，

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 既不会出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那种繁荣与衰退交替出现

的再生产周期， 也不会出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那种折腾和浪幅过大的起伏， 而完全有可

能出现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那种波浪式前进的持续快速的发展。

但是， 理论上的客观可能性并不等于现实。 我们的现实情况是， 由于国有企业经营机制

的转换和政府职能的转变还没有完成， 市场的培育还不完备， 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还得不到

充分发挥， 在这个旧体制交替的时期， 导源千市场经济体制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干扰因

素， 仍然不起作用。 持继地快速发展还只是客观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 为着保证国民经济持

续快速发展， 必须加强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 密切注意经济发展的速度、 效益、产业

结构等方面的变化并及时加以调节。

二、 “快速” 是指什么样的增长幅度

我国关千经济发展的目标模式， 有过两个提法， 一 个叫做 “持纹、 稳定、 协调 ” ， 一 个

就是 “ 持续、 快速、 健康 ” 。 这两个目标模式都要求 “持续＂ 。 前者的 “协调 ” 和后者的
“ 健康 “ 大致上也是相同的。 两者的区别在千前者突出 “ 稳定” ， 后者突出 “快速” 。

“ 待续、 稳定、 协调 ” 是在 “ 文革” 结束后， 总绪从1958年搞 “ 大跃进” 到1978年十 一

届三中全会这 一 段时期的历史经验提出来的。 这20年间， 经历了两次大的折腾， 我国同日本

等发达国家的差距拉大了， 城乡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没有什么提高。 为了避免再出现折腾，

要求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 协调地发展， 避免在追求力不从心的高速度猛冲一阵之后，

需要经过几年的调整， 才能理顺比例关系， 继续前进。 小平同志指出： “建国以来， 我们犯

的儿次错误， 都是由千要求过急， 目标过高， 脱离了中国实际， 结果发展反倒慢了。 ”3所

以， 从总结一定时期的历史经验， 作为某 一 阶段的经济发展模式， “ 待续、 稳定、 协调 ” 的

提法是可以成立的。

但是， 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历史时期来看， 强调稳定就不合适了。 小平同忐

说： “强调稳定是对的， 但强调过分就可能丧失时机。 ”1K,又说： “对千我们这样发展中的

大国来说， 经济要发展得快 一 点， 不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的、 稳稳当当。 要注意经济稳定、

协调地发展， 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 不是绝对的。 发展才是硬迫理” , I,，所以， 从我同

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临的历史任务来看， 不应该妯强调稳定， 而应该足强调快速。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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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这个快速， 不是目标过高、 脱离客观可能性的快速， 而是能够持续地保持下去的快速，
是健康地发展的快速。 “ 持续、快速、 健康 ” 的提法， 较全面地反映了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那么， “待续、 快速、 健康 ” 中的快速， 究竟是 一 种什么样的增长速度呢？这正是需要
研究的问题。

对于用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来衡量的经济增长速度， 起决定作用的基本因素， 不论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西方经济学中， 实质上都是 一 样的， 主要是积累率（储蓄率）和资本

产出率。 在哈罗德—一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中， 经济增长被高度概括为三个变层之间的关系，
即Gw= S/V（经济增长率＝储蓄率／资本产出率）。面经济增长的实现， 却是 一 个极其复杂的
过程， 要受到技术进步、 国内市场、国际市场、 资本和劳动的供给等条件的制约。 经济增长
的这一般理论， 已成为经济学的常识， 这里就不加论述了。

在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中， 从以5年或10年为一发展阶段来考察一国经济稳定增长
的速度， 发达国家中的H本、原联邦德国和法国都曾经有过可称为稳定地快速增长的阶段。国
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速度，1961一1965年期间， H本、原联邦德国和法国分别达到9.4%、
5.1％和5. 7%, 1966一1970年期间， 分别为12.1%、4.5％和5.7%。进入70年代以后， 这些国

家的经济增长速度都大幅度降了下来。1970一1979年期间， 日本降到5.5%， 原联邦德国降

到2.7%， 法国降到3.8%。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 香港、 韩国和

台湾， 以及后起的泰国和马来西亚， 也都有过或经历着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时期， 这是大家
都知道的。 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速度大体介于6 一 9％之间。

我国经济发展所要求的持续快速的增长率应该是多少呢？小平同志在一 次谈话中说：
“百分之四、 百分之五的速度， 一 两年没问题， 如果长期这样， 在世界上特别是同东亚、 东

南亚国家和地区比， 也叫滑坡了 ” 。 “假设我们五年不发展， 或者是低速度发展， 例如百分
之四、 百分之五， 甚至百分之二、 百分之三， 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 实际上
是个政治问题” 。 © 根据党的十二大提出的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
总目标， 2 0年间要求的年均增长速度是7.2%。 有人认为这个速度低了， 小平同志认为是合
适的， 既不是过高， 也不能说低。 他说： “总的说来， 我们确定的目标不高。 从一 九八 一年
开始到本世纪末， 花二十年的时间， 翻两番， 达到小康水平， 就是年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八百

到一千美元。 在这个基础上， 再花五十年的时间， 再翻两番， 达到人均四千美元。＂ ＠他在
具体评论七五期间年均增长率7％这个指标时说： “ 百分之七的速度并不低。 速度过高， 带
来的问题不少， 对改革和社会风气也有不利影响， 还是稳妥一点好。 ” @

所以， 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 从较长时期看， 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不宜低于年均增长4
-5%， 但也不宜过于超过7%。 这个意见是符合世界上 一 些经济快速发展国家的国际经
验， 也是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的， 是完全正确的。

小平同志同意的、 十二大确定的发展速度， 在迄今为止的13年的实践中已经实现并被超
过了。 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发展速度， 1981一1987年的7年间， 每年平均增长8.7%。 1988

一1992年的5年间为7.9%， 都超过了原来预定的7.2％的目标， 从 “ 待续、快速” 这两个要
求看， 已经实现了。 但是， 从 “ 持续、 快速、 健康 ” 发展的全面要求来看， 还存在若 一些美
中不足， 还存在着某些不够健康的消极因索。

三、 “ 健康” 的涵义和对当前经济增长形势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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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国国民笐济的扎纨快速还存在片某此义中不足， 这饥涉及到对健康发展内涵的理

确。

小平同志在谈到经济发展既快速又要稳妥的时候说： “一定要控制固定资产的投资规

模， 不要把基本建设的摊子铺大了。 一定要首先抓好管理和质量， 讲求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

效益， 这样的速庤才过得硬 '', “J 他又说： “经济过热确实带来 一 些问题。 比如， 票子发得

多了 一点， 物价波动大了 一 点， 重点建设比较严重， 造成了 一 些浪费， ＂
｛E小平同志还把视

野扩大到政治思想领域来论证发展问题。 他非常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物质文明建设

的作用， 提倡要反腐倡廉， 他说： “我们要反对腐败， 搞廉洁政治。 不是搞 一 天两天， 整个

改革开放过程中要反对腐败。 我们前进的步子会更稳健， 更扎实， 更快” 。 @

根据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我认为， 经济健康发展的内涵至少要涉

及以下儿个方面：

第一， 经济发展的速度同效益应该是统一的。 十二大把 “不断提高经济效益” 作为20年

翻两番的前提条件， 这是非常正确的。 因为， 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速

度。 而且取决于经济效益的高低。 如果经济效益为负数， 则经济发展速度越高， 国力亏损越

大。 三年 “大跃进” 之所以带来三年经济困难， 因为搞 “ 大跃进” 时 “不算经济帐， 要算政

治帐” 的不讲经济效益的土法炼铁、 土法炼钢以及深耕三尺亩播麦种数十斤的那种愚昧的蛮

干， 是 一种化有用为无用的负效益的生产。 1981年以来， 速度是上去了， 但国有企业经济效

益滑坡的局面始终未能扭转， 国有企业的亏损面呈扩大的趋势， 明亏、 潜亏的企业已达到国

有企业总数的2/3。 这是当前经济发展中最严重的不健康因素。

第二， 协调即按比例发展是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之 一。 比例包括积累与消费的

比例， 工农业生产的比例， 工业生产中原材料工业、 能源工业和加工工业的比例， 工农业生

产和交通运输的比例， 以及总的第 一、 二、 三次产业的比例， 都是国民经济中极其重要的比

例。 改革开放以来的十多年中， 我国各部门都呈高速发展的态势， 但是各部门的发展是很不

平衡的。 粗线条地说， 是积累率多年超出30%， 居高不下；基本建设战线过长， 摊子铺得太

大；加工工业发展过猛， 而基础设施、 农业、 原材料、 能源、 交通运输、 教育、 科学部门的

发展则相对落后很多；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出现许多瓶颈部门， 拖住其他部门的发展， 导致设

备闲置、 资源浪费和经济效益难以好转。 每 一 次治理整顿， 都使情况有所好转， 但由于经济

体制改革还没有完成， 造成不协调的旧的体制仍在发生作用。 协调发展方面存在的缺陷也是

经济发展不够健康的表现之 一 。

第三， 币值稳定， 没有通货膨胀或通胀率低， 表明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是基本平衡的。

这也是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一 个重要标志。 相反， 通货膨胀严重， 表明总需求已严重超过总

供给， 是经济不稳定的 一种表现。 按照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标准， 一 般把物 价涨幅在

5％以下算为轻度通货膨胀， 5.1一10％称为中度通货膨胀，10.1-20％称为严重通货膨胀，

20％以上为恶性通货膨胀。 我国1981-1992年的12年中， 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有6年的上涨

率在5 ％以下， 有4年(1985、1986、1987、1992)处于5.1一10％区间， 两年(1988、

1989)处千10.2%-20％的区间， 预计1993年也将突破10％的大关。 总的看来， 通货膨胀的

稳定性很差。 这十儿年来，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很高， 消费特别是集团性消费增长很

快。 积累和消费都高速增长， 超过了国力所能负担的程度， 引起通货膨胀。 在严重通货膨胀

的情况下， 各种投机活动猖獗， 物价猛涨， 正常的生产和正常的生活秩序受到严重干扰， 这

- l3 -



是必须加以币视和治理的。

第四， 建康的持续快速增长是波浪式发展， 各个年度的增长年有禹有低， 但高低的差距

不是很大。 如果各个年度之间的增幅差距过大， 也是不够健康的表现， 我国 1991年到 1993年

期间历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情况如下：

1981年 4.5% 1986年 8.3% 1991年 7%

1982年 8.7% 1987年 11.0% 1992年 12.8%

1983年 10.3% 1988年 10.8% 1993年（预计） 12.8一 13%

1984年 14.6% 1989年 3.9%

1985年 12.7% 1990年 5%

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 增幅最大的1984年的14.6%， 为增幅最小的1989年的3.9％的 3.7

倍， 波幅似嫌稍大。 从过去的经验看， 连续儿年经济增长率超过10%， 各种经济过热的征兆

便会出现。 1992年增长率为 12.8%, 1993预计在12.8一13％之间， 1994年， 据国家统计局有

关专家通过宏观经济模型进行预测， 国内生产总值仍将达到 10% 。

从上述儿个方面看， 我同国民经济在持续快速发展过程中， 确实还存在着某些不够健康

的地方。 这些问题都是发展过程中产生的， 而发展本身便包含着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具体点

说， 这些消极因素是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旧交替过程中出现的，

是旧体制的改革还不够彻底的缘故。 所以必须通过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总结全文， 我认为持续、 快速、 健康发展的方针， 全面体现了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理论。 对于这 一 方针， 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加以理解和贯彻执行。 快速发展是这

一方针的核心， 但片面地过分地强调速度， 会对持续和健康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我认为，

从 5年或10年的较长过程来看， 我国经济年增长率保持在 7 一 9 ％可能是比较合适的， 从各

年度分别来看， 略高于9％或略低于7％呈波浪形发展， 是必然的， 不能强求 一律。 当偏离

过大时， 便需要加强宏观调控， 使之纳入正常的发展轨道。 当然， 我们正是需要改善和加强

宏观调控， 遏制经济过热的苗头， 保证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 快速、 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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