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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

宏观调控的特点和范围

．千春晖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宏观调控之所以成为必要， 不仅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市场经

济实践证明， 宏观调控也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 一种不可或缺的资源配置手段， 而且还有两

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由于纯粹的市场具有某些缺陷， 如单纯的市场配置只能解决市场微观平衡问题

而不能解决宏观总址的平衡问题，市场机制只能反映现有的生产结构和需求结构， 而不能有

效地反映国民经济发展长远的目标和结构；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是以充分竞争和企业自由经

营为前提的， 但现实经济中， 自由竞争的结果往往导致垄断的产生， 对于生产、 销售和价格

形成的垄断， 限制了竞争的充分展开， 不利于市场机制的正常作用， 影响了市场调节的效

率， 一些社会消费的公共产品难以通过正常的市场机制来加以分配，另外， 市场机制的优胜

劣汰原则容易导致收入分配中的严重不均和两级分化， 影响到社会的公平， 加剧社会矛盾和

冲突。 这些仅靠市场无法解决的问题， 只能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才能加以协调和解决。

另一方面的原因是由于我国是一 个发展中国家，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 也对宏观调控提出

了一些特殊的要求。 其中一个重要的任务是缩短与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差距， 由于市场机制在

引导国民经济长期发展方面的作用有限， 而且目前我国市场发育程度也较为低下， 要发展到

通过市场积累巨额资金， 建设能影响国民经济发展方向的重要项目的程度， 还需要很长时

间。 在这种条件下， 如果仅靠那只 “看不见的手” 来调节国民经济长期结构的发展方向， 很

可能加剧结构性矛盾， 造成以加工业过速发展为标志的暂时繁荣， 最终却由于基础产业的滞

后而影响经济发展。 而且， 单纯依靠市场调节经济结构的演变过程将是非常漫长的， 往往要

付出巨大的代价， 这对于我们这样 一 个处于国际竞争日益尖锐， 资源稀缺矛盾日益严重和国

内消费需求压力不断增大的国家来说， 是不可能获得那么多时间的。 所以， 必须通过国家的

宏观调控， 引导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 选择有效的经济发展战略， 充分利用各种资源， 减少

经济发展的盲目性， 缩短经济现代化所需要的时间， 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为此， 需

要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宏观调控的有关理论问题作一 些探讨。

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休制下宏观调控的特点

在不同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 不同国家， 宏观调控存在明显的共性， 这就是需要国家依

据市场供求变化的信号和市场规律进行宏观调控， 以维系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 规范和调节

市场主体的行为， 使市场在整个社会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得以有效发挥。 一般说来， 宏观

调控能使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在总量和结构上保持动态平衡， 以适应和满足市场的需求， 并

力图减小经济和市场波动的振幅及其危害，特别是保持货币和价格的相对稳定， 避免恶性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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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膨胀的广'/:_ f!I必延， 卜敛使经济＇及展、Ih.1 /,J义系i·11什会·归'1 ·1irl'如J严币的失凋和乱乱。

在宏观调控手段的运lil |一
． ， 以经济手段刑节为i:· .l下诸、 认仆勹行蚁手以相结合的宏观调拧

模式。 这是因为， 这儿神宏观淜控手段的功能和效应各不相同， 不能完全相互朴代， 只官配

合使用；另 一方面， 鉴千市场的自组织功能及其在社会资源配悝中的桂础性仵用的发挥， 以

及自由竞争订市场主体行为的诱导为币点的间接调节手段的运用， 就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国

家进行宏观调控的主导形式。 而违反市场法则的行政干j飞山至权力介入， 将造成市场信号失

真， 市场主休行为扭曲， 从而将严重影响相破坏市场配罚资源的功能， 但同叶， 为了形成和

维系良好市场环堍规范和统 一市场主体行为、 市场竞争原则等， 义必须建立和健全相关的经

济立法， 便之有祁可循， 有法可依。 在某些情况下， 诏如对市场短期剧烈波动的紧急处理，

制止经济结构、 产业产品结构和技术进步中某些有霄倾向等， 还必须采取强制性的行政管理

措施， 以期收到迅速、 有效的宏观调控效果。

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宏观调控有其特殊性， 主要

表现在市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 国民收入分配和社会经济利益调节两个方面的不同。

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是以私有制为主体， 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

个体经济、 私营经济、 外资经济等多种经济成份长期并存， 共同发展。 即使现在有些学者提

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下应是以公有制为主导， 而不是主体， 也不能否认在市场主体的

所有制结构上所存在呴明显差异。 这种所有制结构上的差异，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

宏观调控具有王耍的影响。 其一， 在以公有制为主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 国家既是

最高行政管理者， 又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 具有双重身份。 在对经济的宏观管理上， 必须把

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和所有者的职能， 以及所有者与经营者的职能加以明确区分， 即宏观调

控应以政企分开、 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为前提。 这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中的 一

个直要问题， 也是与西方市场经济同家在宏观管理方面的明显差别。 其二， 社会主义国家如

何看待国有资产所有权、 直接或间接经营者的身份， 为各类市场主休， 特别是为包括公有制

和非公有制在内的各类企业创造公平克争、 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 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的基础性作用， 也是 一 个补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宏观调控中的特点。 其三， 由于政治体

制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以及古主导地1V的公有制经济和国有资产为后盾， 因而使国家在对

宏观经济、 勺巾场的影II向和宏观剌程方面， 如在讨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与生产力布局、 总掀

控制、集中必要的财力进行币点建设和社会从础设施建设，以及推进全社会的科技进步等等，

都比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本观调控更为有力和打效。 当然， 这种宏观调控与计划是与过去高

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计划所个同的。

在国民收入分配和社会经济利益词节方面， 让会主义以按劳分配为主体， 其他分配方式

为补充， 兼顾效卒与公平。 运用包括市场在内时各种询节手段， 既鼓励先进， 促进效率和效

益， 合理扩芹收入差距， 又防止两极分化， 逐步实现共同窝裕。 在宏观调控上， 能够把人民

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 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 允分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

处。 而西方市场经济的分配模式和国民收入分配格同， 叫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补会的两极分化

和尖锐的贫宫悬殊。 这也是宏观调控上的差异。

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宏观调控的范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反映的是 一种以市场调节为从础和主导的经济运行形态， 本质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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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求规律、 价值规律米进行全社会货源自必牙利生产力1lJ炒， 足 一 种只有 一定自组织能力的经

济调节方式。 它用市场机制协调右：微观经济主体的个别利血与社会芷体目标， 这在一定程及

上， 使得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各观后果比导玫礼会贷说的合理和付效配过。 遗憾的是， 这种

自组织机制并不在所有领域起作用， 而且丿lii IIJ需要 一 定的条件， 这种条件在现实经济生活

中常常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 进 一少石， 钰从些领域内， 市场机制虽然能配览社会资源， 但

其资源配置格局并不 一定是最有效卒、 成本最低的方式， 因为这些领域超出了微观经济主体

的认识能力、 决策能力和行为能力 。在这种估况下， 宏观门拉也是可以考虑采用的。 现在的

问题在千， 宏观调控的区域拉被界定在什么池出之内。

其一， 市场失效与破缺块。 当有在公共商品、 不完全兑争和外部效应时， 市场机制不能

对相应的资源实现布效配翌。 这是市场机制固有的局限性， 这时， 政府必须采取各种宏观的

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等经济政策， 以及法律、 行政手段对这部分资湍进行配置，

核心失效的市场功能。 普如， 一 些捉供公共佃品的企业和部门，往往不易盈利， 难于以市场

为经营导向， 这就需要国家直接投资或补贴；对于某些诸如铁路、 大型水利、 电力等自然垄

断企业的建设， 投资巨大， 周期较长， 如靠市场聚资， 需要很长时间， 另外， 由于这类企业

在经营中并不存在充分自由的竞争环境， 也就不具备市场诃节的条件， 必须通过国家进行调

控；对于外部效应问题， 市场也不能对此作出计价。 一个企业的发展对其所处的区域的积极

影响， 不能休现在该企业的内部经济核算中；而对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也不能在企业内

部生产成本中反映出来。 对于这些经济活动的礼会效用和个体效用之间、 社会成本与企业成

本之间存在的差别， 难于完全通过市场评价加以表现， 只有通过宏观讽拉， 如补贴或征税，

把外部不经济转化为企业成本。 市扬破缺是指当似观经济主体独立性缺损或市场不完整等市

场机制不能正常运作， 使经济持续运行千卦均徇的轨迫， 资源难于有效配监。 在这种场合

下， 政府必须通过宏观调控， 进行体制改斗， 消除市场机制的破缺， 如软化 ”瓶颈” 部门的

约束， 培育、 发展和完善各类要索市场， 尤具婓完沁金敝市场， 建立和发展劳动力市场。

其二， 高市场配置成本域。 在从杠会资扼进行配肾时， 不论是通过市场机制还是计划手

段， 都存在配耸成本问题。 对寸有些ga原， 完全依靠市场机制进行配牲， 其成本并不总是低

于计划配置。 这是由寸，市场对灭游的配牲而要有一个过程， 即时滞；同时， 价格向均衡状态

收敛（如果能够收敛的店）的过利实际上不完全平稳， 即打在波动。 市场配忧沃源中的时滞

和波动是影响市场配壮成本的两个重要囚东。 面拐当我们谈到市场对资协的配搅作用时， 往

往忽视这个重要事实， 理想地认为价格会在盺间平稳地达到均衡态， 从而也就忽略了市场配

置过程的动态特性及其成本。 当巾场配壮成本高千计划配牲成本时， 虽然市场配置也是可行

的， 但因其要支付更叶的成本，甚至伴伽石很大程度的沁费，采用政府的计划调节则更有利于

降低整个经济的运作成本。 所以， 市场配趾与计划切拧的边界杂件是两者的配耸成本相等。

若把市场配觉成本高于计划配腔的范[hl界定为心市场成本域， 那么， 在高市场成本坡， 宏观

调控更为有利。

其三， 社会目标域。rh于市场讥制伈义不只行实现沾多社会「I标的功能， 如公平目标、

社会经济长期发展目标、 经济总卧动念、 ：，的目忭相产业结构合理化目标， 以及市场体制本身

的建立与完善， 都需要政府通过一 定旧宏观叫拉手段才能达成。 公正的收入分配和实现共同

富裕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目标。 然而， 市场不可能自动达到这 一社会目标， 保证社会分配的相

对平笃。 所以，·,飞要政府进行迅当的干j贯． 通过宏观i周拧千段来协时各方面（下转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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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能造成国有资产的巨大损失。

2. 以国际会计准则为基础， 正确地处理与协调不同国家和地区会计准则（制度）的差

异。 我们认为国内新的会计准则和制度具有区别于旧的会计制度的先进性， 比较接近国际会

计准则， 但是它本身也存在着需要进 一步完善的地方。 因此， 需要加快会计准则， 尤其是准

则细则的制定， 改变基本会计准则难以具体指导会计买践的尴尬局面；另 一方面， 对于客观

存在的不同国家和地区会计准则之间的差异， 应当作尽可能充分的伴释、 说明和揭示， 并且

应尽量按照国际会计准则的要求来处理。

3. 科学地理解会计准则的实质， 使会计信息的揭示具有真实性。 股份制企业会计制度

一改过去单 一死板的要求， 使企业对会计方法的选择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其买质是使会计信

息更加真实地反映企业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因此在企业改制过程中正确处理中西方会计

准则的差异， 真买地揭示会计信息， 就成为改制过程中拉遴循的极为亟要的基本原则。 会计

信息的揭示， 利润的预测， 既要反对过千保守， 又要防止新制度下虚盈实亏现象的发生。

4. 只有企业成为真正的法人实体， 会计主休佷设才能成为财务会计真正的前提。 会计

主体的行为是企业行为的反映， 只有公司成为贞正自主经营的法人买体时， 会计主体的报告

才能真正真实地反映企业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对于特大型企业改组为股份制， 从根本上

说， 我们应该接受财政监管机关作为大股东的 “监护人“ 行使其监督职权， 问题的关键是行

使监督职权方式的选择。 采用何种方式保证大型国有企业改制后企业经营的力向， 如何保证

国有资产保值和增伯， 是理论界迫切需要研究的 一 个矗要问题。

（本文系作者本加＜（中国诲峡两并会计审计研寸会＞＞的发言搞）

（上接第25贝）的利益， 解决经济发展中的各种矛盾， 通过实施合理的税收政策和收入政策

来维护分配的公正性， 纠正不顾社会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倾向， 并根据经济力址的可能建立适

当的社会保障体系。 市场调节也不可能展示社会经济长期的发展动向， 不可能展示应当循着

什么途径发展和以什么作为发展重点。对千这些具有宏观战略层次的决策，只能由政府来作

出。 政府根据本国人口、 资源、 环境、 经济实力等方面的国悄特点， 依据宏观经济规律的要

求， 制定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总体战略和中长期计划， 树立经济持续、 稳定、 协洞发展的长

远目标。 显然， 个别的经济主体即使有战略眼光， 也只能作出自身的发展战略， 整个社会经

济的发展战略只能山政府米制定， 并且运用宏观调控手段加以实施与实现。 此外， 市场调节

也不可能展示国家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政策， 听兑市场调节所形成的产业结构未必是优化的结

构， 相反， 有可能因为价格估另失贞而使某些r;·业畸形发展。 所以，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通

过政府干烦， 实行 一 定的产业政采， 确定生产力111炒， 以最有效地利用资翑， 提高经济竞争

力和资源配置效益。 当然， 产业政策的具体实现即广业结构的调整过程是通过市场来进行

的， 企业向哪里投资和生产什么， 生产多少， 上决考虑的是现时的盈利和对未来的盈利预

期， 但政府可以根拟产业政策所要求的长期资源配罚的方向和目标， 通过价格政策及差别税

半、 差别利率等宏观调控手段加以引导， 使市场闯节能够体现国家宏观说控的态图。 最后，

市场体系本身的建立与培育需要政府的推动。 虽然目削我国已初步建立r 各类市场， 但不少

要素市场仍没有伪到发展， 因仙， 为各类要东市场的建立和完善创造外部条件， 扫除障碍，

也成为政府宏观调控的向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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