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论进一步改革计划经济与

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

周开达 储素绚

一、我国当前经济运行机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原是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 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对原有经济运行机制进
行了改革， 先后提出过：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

节相结合；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三种模式。现在实行的是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
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校式。据对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调查， 1988年工业生产指令性计
划产品产值占 L6.2% ， 指导性计划产品产值占 42.9% ， 市场调节部分为40.9%。通过改革，

改变了原有计划管理体制集中过多、统得过死的状况， 对于增强我国的经济活力， 调动企业
和职工的积极性起了积极作用。但是从当前情况来看， 也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一）指令性计划出现了 “指令不灵” 的情况。指令性计划的特点是具有权威性和强制

性， 是一种刚性调节。但是， 近儿年来出现了 “指令不灵” 的悄况。1988年， 上海一度出现
“黑色危机” ,，南市、杨浦等主要电厂的储煤量只能维持发电机再年邻四、 五个小时。国家给

上海的蚕丝是每年2000多吨， 而1989年上海儿乎一丝也没有拿到。究其原因：一是由于企业
实行了承包经营责任制， 两权分离后， 经营权就归企业了。根据承包合，同， 企业只要完成承

包利润指标就可以了， 至于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则完全由企业根据市场悄况自行决定。因

此， 除利润指标外，其他的指令性指标就不灵了。二是由于实行价格双轨制。由于计划价格
低于市场议价。因此， 企业为了自身利益， 往往不愿意履行指令性计划的任务， 而把产品向
市场出卖。或者要索取超过计划价的价格， 然后才履行指令性计划的任务。三是由于地方实
行了财政包干制。地方政府对企业不完成指令性计划任务的现象采取了宽容的态度， 因而，
使指令性计划丧失了严肃性。

（二）指导性计划 “名存实亡” 。指导性计划主要是依靠运用经济杠杆来实现。但是，

现在的指导性计划， 主要由计委和企业的行政领导部门发布， 财政、金融等经济 杠杅部 门
并没有配合跟上， 仍是两张皮。所以， 指导性计划等于是产品数量的目录， 起不了什么叫节
作用。目前指导性计划实际上是分化为两极， 即 一部分指导性计划， 上级行政部门强令企业
执行？实际上就是指令性计划；另一部分指导性计划， 上级行政部门发布后， 就不管了， 实
际上是由市场调节。所以， 目前我国的指导性计划， 徒有其名， 实际上巳佷少有什么调节作

用。
（三）市场调节自发性大， 十分混乱。在理论上来说， 认为市场调节是由价值规律的自

发调节， 而实际上现代发达国家都是实行有宏观控制的市场经济， 完全自发的市场调节已不
存在了。 前几年来， 我国市场调节部分发展速度很快很猛。实行价格双轨制后， 不少重要的

甚至千是短缺紧张的物资也进入市场， 由价值规律自发调节， 并出现．f所谓 “ 官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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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有些工厂由于购买不到原材料，造成开工不足，甚至千被迫停工。 流通领域，出现了投机
倒把，哄抬物价，等等。 对外贸易，出现了对内抢购， 对外相互削价竞争，肥水外流，给国

家造成了重大损失。
前几年，我国宏观上出现了国民收入超分配，总供给与总需求不平衡，通货膨胀，物价

上涨，产业结构不合理，基础工业、 基础设施与加工工业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 这些情况的

出现，一方面是由于主观决策上的失误；另一方面是由于调节机制不灵，国家宏观调控能力
严重削弱有关。 所以，我国目前必须进一步改革和探索经济运行机制，使我国的商品经济能
够正常的运转，国民经济能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二、进一步改革我国的经济运行机制

．我国目前的经济运行机制是指令性计划、 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模式，它也是计划经

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一种形式。 现在看来， 还存在不少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特提出以下

一些改革措施，
（一）指令性计划。 针对当前指令性计划出现 “指令不灵” 的情况： 一是要迅速立法。｀

顾名思义，指令性计划就是具有强制性。 当务之急要迅速建立＜＜国民经济计划认＞＞，对不执
行指令性计划，从而造成国家经济瓜大损失的单位和法人，要给予必要的法律惩处，以防止

“指令不灵” 的情况再现。 二是要改革和完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 可以吸取国外的经验，
把国有企业分为竞争性企业和非竞争性企业。 竞争性企业有完全自主经营权，实 行 两 权 分

离，企业主要根据市场变化进行决策，国家对它除实行利润承包外， 没有必要下达指令性计

划，非竞争性企业， 主要是国防军工、邮电、铁路、航空等基础部门、 重要的能源和原材料
等工业。 国家对这些企业，应下达指令性计划。 这些企业一 般不搞承包经营责任制，或只搞

些部分承包。 即不搞完全的两权分离，或搞一些部分分离。
（二）指导性计划。 最早实行指导性计划的是匈牙利，实践的结果， 并不成功。 从我国

来看， 指导性计划也徒有形式而已，起不了调节作用。 因此，可以取消。 根据这几年实践中

出现两极分化的实际情况，指导性计划的 一部分可并入指令性计划， 另一部分可划为市场谢

节。
（三）市场调节。 若将指导性计划的一部分划入，市场调节部分将是很大的。 借鉴发达

国家的经验，对 它应实行有宏观控制的市场调节，而决不能象现在那样完全由价值规律自发
调节。 为了对市场部分进行有效的调控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必须增加几种调节机制：

几经济杠杆。 经济杠杅是国家依据客观经济规律，运用各种价值形式，通过调节物质

利益关系，引导经济活动，达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的经济手段。 日本称为经济诱导。 经济杠

杆对市场的调节力很强，是发达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经济杠杆调节范国很广，主 要

有： 一是宏观总批的调节，主要是利用货币或财政杠杆来刺激或抑制总需求和总供给，目前
我国的 “双紧” 政策也是总戴的调节。 二是经济杠杆对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都有调节作
用。 三是调整产业结构。 运用财政、 税收、 信贷、 利率等经济杠杆，对重点产业实行倾斜政
策， 对淘汰企业实行抑制政策， 这是调整产业结构的一个重要经济手段。 因此， 它应是我国
经济运行机制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 行政指导。 行政指导是日本政府实施经济计划的一种柔性调节手段。 它不是行政命
令， 面是通过提出建议、 劝告和进行说服等方式，使企业接受政府的意图并付之实施。 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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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的基础是由于政府官员掌握大掀国内外经济信息以及具有高度的才能和威信，使企业家
信赖和听从政府的指导。 行政招导是柔性的，企业司以听，也可以不听。 但是，它柔中有

刚，政府握有 “没有出鞘的剑” －一一制裁手段，即政府握有经济实力和财政信贷等工具，不
听劝告，企业要吃亏的。 所以，一 般来说，企业总是要服从的。

行政指导与我国的指导性计划不同： 一是行政指导柔中有刚，一 般来说企业要听从它的
调节和指导。 而指导性计划则完全可听可不听。 二是行政指导调节面广，可以对国 有企 业

（例如，产业结构调整中，涉及国有企业关、 停、 并、 转），也可以对其他经窃成份的企业
进行指导。 而指导性计划则是对国有企业。 三是行政指导是实行瓜点的、 弹性的调节，即哪

里矛盾突出，就到哪里去指导，矛盾斛决了，Jj尤轧移对象。 而指导性计划，基本上是固定
的，不是突出重点，而是面很广，蜇很大，很难起指导作用。

行政指导如一 支轻骑队，经济运行中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就可以到哪里去进行调节。它

对国有企业和其他经济成份的企业都可以指导。 因此，它的调节泣围是比较广的，但又不是

很广的。从1为，一般没有出什么大的问迎的部门和单位，它是不会去指导和调节的。行政指
导也是日本进行产业结构询整的 一 个重要手段。产业结构的询整涉及许多企 业 的关、 停、

并、 转，各个企业情况不同，处理方认也不能划 一。 因此，行政指导即对企业进行具体指导
和协调，川 一 把钥匙升一 把锁的办法，这就比较容易取得成功。

3. 法律淌节。 发达因家都有一套完备的法伴调节体系， 以保障商品经济的正常运行。
所谓法律调节就是国家颁布法律、 法令、 条例等来询节经济运行。 法律调节规定哪些经济活

动是被允许的，哪些是不允许的， 违反以后，要受法律惩处。 它实质是用超经济的国家强制
力，来控制经济粘动，以保证国民经济的运行。 在商品经济社会中，商品生产者，由于各自

利益的驱动，容易产生盲目竞争，甚至于投机倒把等行为。 因此，必须要由法律询节来保障
商品经济的正常运行，对违认省，给予严厉的制裁。 例如，我国的烟草专卖制度，1983年国
务院颁布了＜＜烟华女义杀例＞＞， 并在省、 市、 县设立［烟草专卖局。 这对扭转行业盲目发
展，促进供销协询起了积极仆用。 但是，由于法制不健全，外国卷烟通过走私流入国内，尤
许可证销售卷烟现象屡禁不止。 为了更严格、 更打效地拉制烟草专卖，1991年 6 月，七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 这就是说，仅靠行政管理
和行政手段，国家不能控制烟草的生产和流通。 只有吸取发达回家的经验， 运用法律调节手
段，对违法者实行严厉咐法律制裁，才能控制烟草的生产和流通。 所以，在商品经济中，社

会必须对商品生产、 流通、 分配和消费，生产和再生产的各个环节，制订共同必须遵守的法

规，以保证商品纾济活动的正 '1节 运行。
法律调节除[对市场部分进行扼目跻伈还4且如勹乏佯月曷节f卜｝|J； 一 是叫整产业纠冲织产

业结构的调整，涉及企业的关、 停、升、 轧，阻力极大。 只有运用刚性良的的法律拟节才更

有效。例如， 日本在1956年制定了＜＜机械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 规定有些回 一 品种生产的
厂家应少于4家。 淘汰了 一 批落后企业，加速了企业合并和规模经济，为日本机械工业振兴
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从而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技术进步奠定了基础。 二是调节产品质量。 质蜇

和数拯是辩证关系。 若一个产品提高质鼠，使用寿命增加一倍，也就是使产品数蜇增 加 一

倍。 我国宏观询控的 一个缺点是只追求增加 “ 量” 的速度，忽视 “质 ” 的提高，更缺少“质 ”

的调节拍施。 从H本们经验来看，法律是调节 “质” 的 一个重要措施。例如 1952年日本制定
«工业标准化法＞＞，对每 一种工业产品，按其设备、 材料、 零件、 工艺、 操作等方面，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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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世界最先进的生产水平进行比较， 为在性能、 质蜇、 成本等各个方面赶上或超过世界先进
水平， 分别一一制订出具体标准， 并根据标准对企业提出严格的要求。 这个法律对提高日本

工业产品质量起了重要作用。 三是调节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簿弱环节。 由于国际和国内的
政治和经济的变化；由于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由于政府主观决策错误， 等等， 这些都能引
起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薄弱环节的产生。 法律调节是解决薄弱环节的一个重要手段。 如物资
短缺， 国家可颁布物资管制法；能源短缺， 可颁布能源使用合理化法， 等等。 用法律刚性手
段， 以克服薄弱环节， 从而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

法律调节还有一个重要功能， 就是对政府及其官员的制约。 发达国家都有一套完备的法

律调节体系， 它是政府制订政策的依据， 也是防止官员主观主义决策的重要手段。 特别是宏

观调控的基本法律， 例如原联邦德国的 ＜＜经济稳定与经济增长促进法汃它规定了宏观调控
的吗本原则和方向， 是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发展的最重要的法律。 从我国来说主要是＜＜国
民经济计划法＞＞ ， 它应总结 宏观调控的历史经验教训， 用法律规定宏观调控的基本原则， 诸

如坚持财政、 信贷、 物资、 外汇的四大平衡；财政不打赤字；不超量发行货币；坚持社会总

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 等等。 建立＜＜国民经济计划法＞＞后， 政府机关就应该根据法律规定的

原则去编制国民经济计划， 这将有力地制约长官意志， 防止国民经济 的重大失 控。 由此可
见， 法律词节不仅仅是调节市场， 而且也是调节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机制。

三、 多项机制一体化调节和纵向、 横向调节

根据上述新的经济运行机制， 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方式， 可采取多项机制一体

化调节和纵向、 横向调节的形式。
（ 一 ）多项机制有机结合成一体化调节。

我国原有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 主要是实行指令性计划， 采用 一种单项的调节手段。 后
来又提出一种板块式的机制， 即一部分由指令性计划调节， 一部分由市场调节， 另一部分是
指导性计划主要由经济杠杆调节。 这也是采用一种单项的调节手段。 但是实践证明， 在商品

经济社会里，由于地区、 部门和企业间各自利益的驱动，单项调节手段调节力弱， 不易收效。

因此， 必须有多种调节机制紧密配合， 构成一个有机调节整体， 即一体化调节， 从而形成一

个强大的合力一一调节力。 这正如现代化战争， 靠单一兵种作战， 而不是靠海、 陆、 空和坦
克、 炮兵等多兵种 协同作战， 就很难取胜的道理是一样的。

经济运行机制中， 指令性计划需要其他机制相配合。 我国当前出现的 “指令不灵” 就需
与法律调节相配合， 对不执行指令性计划从而造成国家重大损失的， 应给予一定的 法 律惩

处， 使指令性计划更具有严肃性和强制性。 从实践来看， 指令性计划也需要利润、 工资、 奖

金和价格等经济杠杆相配合。 完全忽视企业的经济利益， 对完成指令性计划特别是超额完成
计划是有影响的。

经济运行机制中， 市场调节部分不能完全由 “ 看不见的手” 即价值规律自发调节。 为了
更好地发挥它的调节作用， 使它不冲击国家计划并能按有利于计划实现的轨道运转， 也需要

法律调节、 行政指导、 经济杠杆等调节机制相配合。 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 市场部分， 现在
也不是完全由价值规律自发调节， 而是有一定宏观控制的市场调节。

总之， 在商品经济运行中， 除一 些不需较强调节力的商品或企业采用单项机制调节外，
一般都应采用多项机制一体化洞节。 这种多项机制有机结合成一体化洞节， 就是计划经济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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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具体形式。

（二）纵向调节和横向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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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运转的调节， 从纵向来考察， 它可分为四个层次的调节， 即宏观调 节、 中 观 调 节
（指地方一 级）、 微观调节（指企业）和个人经济行为的调节。 从横向来考察， 它可分为生
产、 流通、 分配、 消费的四个环节。 纵向四个层次的调节和横向四个环节的调节， 两者有机
地结合在一起， 这就构成了一个经济运行的完整调节体系。

1. 纵向调节。 它是宏观调节、 中观调节、 微观调节和个人经济行为调节四个层次及其

有机联系。 宏观调节是指国家（中央）一级的调节。 它的调节内容主要是总量调节。 主要有
总供给与总需求， 国民收入分配， 国际收支平衡， 财政、信贷、 物资和外汇的四大平衡， 货
币发行总量，价格总水平， 工资总水平， 产业结构的优化（产业结构比例、 战略产业的发展

和夕阳产业的变动）等。 调节手段主要是指令性计划和经济杠杆， 当前的 “双紧“ 政策和微
调政策， 主要就是运用财政、 信贷杠杆来调整总量。

微观调节是指对企业一 级的调节。 调节内容主要有企业生产规模扩大或缩小， 企业产品
结构的调整和质量的提高， 企业成本的降低和效益的提高， 企业的合并或淘汰。 调节的手段
是指令性计划、 法律调节、 行政指导、 经济杠杆调节和市场调节（即看不见的手）等多种手
段及其有机结合。

中观调节。 它主要是起宏观调节与微观调节之间的桥梁作用。 即中央的指令性计划指标

分配到企业， 或者将中央一 级决定的财政、信贷等政策， 通过地方一 级的相应机构贯彻到企
业中去。 此外， 地方还可根据地区的特点， 制订地区产业战略， 并相应制订地方性的法规，
通过行政指导和经济杠杆调节来实现这个战略。

个人经济行为的调节。 个入经济行为是宏观、 中观、 微观调节的基础。 在资本 主 义 国

家， 经济危机的根源是生产过剩， 个人的消费需求是经济调控的一个重点。 社会主义国家流
行的一种观点是短缺经济， 认为不会产生过剩。 可是， 我国最近儿年， 市场出现了疲软。 显

然， 短缺经济论是不妥的。 市场疲软的出现， 必须引起重视对这一 级的调控。 否则， 会严重
阻碍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转。 这一 级调控的主要内容是使个人的收入投向生产（私人企业主或

个体工商业者收入投入企业作为生产基金， 或者个人收入去购买股票等）， 还是参加储贯，
或者投入消费。 调节手段主要是利息率、股息率、价格等经济杠杆。

汇横向调节。 横向调节有生产、 流通、分配和消费四个环节。 生产是经济运转中的起

点。 生产调节的主要内容有： 一是产业结构， 二是量的增加或减少， 三是质的提高， 四是生

产经济效益的提高。 调节手段主要是指令性计划、 法律调节、 行政指导、 经济杠杆调节和市
场调节及其有机结合。

流通是生产和消费的桥梁， 是经济运转的一个重要环节。 流通调节的主要内容是加快商

品流转速度， 缓解商品供求矛盾。 调节的手段，除了有些紧缺的重要的物资和消费品可采用

计划供应外， 一 般商品都应放开流通， 让价值规律自发调节。 同时要制订相应的法律和加强
行政管理及指导， 以保障商品正常流通和运转。

分配也是商品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它涉及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 涉及国
家、 地方、 企业和个人的利益关系。 调节的内容， 主要有国民收入分配， 国家财 政 收 入 分

配， 企业和个人收入的分配。 调节的手段主要有指令性计划和税收、财政补贴、 利率、 价格

等经济杠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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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的调节。 消费可分为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 但是归根结缔是为了生活消费。 它是经

济运转中最后的一个环节， 也是新的一轮经济运轧中生产的出发点。 消费凋节的内容是使个
人的收入增加或抑制其投入消费的量。 悯节的手段主要是经济杠杆， 紧缺的消费品也可以实
行计划调节。

总之， 只有纵向四个层次和横向四个环节的调节内容和调节手段科学地安排好和协调配

合好， 整个国民经济才能健康地运转和发肥。

四、 科学的决策和操作

要使国民经济良性运转， 一是要有有调节力的机制， 二是要有科学的决策和操作。
多项机制一体化调节， 这就使调节机制具有强大的调节力。 但是， 有调节力的机制， 还

需要有科学的决策。 过去 “大跃进” 等的决策， 越是有调节力的机制， 后果就越大。 因此，
科学决焕就显得更加重要。 从我国来说， 特别要强凋民主决策， 防止少数行政长官说了货。

“集思广益” ， 民卞决策是科学决策的重要基础。
有询节力的机制， 还需要有科学的操作。 譬如一 台先进的机器， 如果让不慌得这台机器

性能的工人去操作， 不仅搞不好生产， 而且有把机器损坏的危险。 科学的操作， 主要有，
，（一）调节机制的科学组合。 例如要抑制总需求。 它可以采用指令性计划压缩因家的固

定资产投资和集团购买力， 也可以采用压缩信贷和提高利息率来抑制投资， 又可以采用增加
税收或提高价格来抑制需求。 采用哪一种或哪几种调节机制来进行协同调节， 这将直接影响
调节的效果。 科学组合是动态的， 不是一成不变的。 例如美国， 一个时期采用财政政策， 即

侧重用财政税收杠杆来控制总量；另 一个时期又采用货币政策， 即偏重用货币金融杠杆来控
制总量。 我国有些同志主张计划与市场机制的调控范陨要明确划分， 哪些属计划调控， 哪些
属市场机制调控。 例如对宏观总矗的调控， 就有不少文窜主张用指令性计划调控。 这种简单
化固定不变的做法是不妥的。 事实上， 目前治理整顿时期， 国家主要采用 “双紧“ 政策， 即
用财政、 信贷杠杆来控制总扯， 启动市场也主要采用金融杠杆来启动。 动态的组合是复杂

的， 难度是大的。 这就要求国家的调控部门要密切汴，意国际和国内经济的变动， 及时的改变

机制的组合， 从而控制国民经济沿着健康轨道发展。
（二）科学地确定 “ 度” 。 所谓 “度” 就是指调节的幅度。 例如前几年彩色电视机 提

价， 目的是想增加国家和介业的收入， 同时适当抑制对彩电的过热的需求。 但是， 捉价幅度
太大， 严重地抑制了需求， 造成彩电市场疲软， 现在又不得不降价。 这就是说 “度“ 过大

了， 效果却相反。 所以说， 科学地确定 “度” ， 这是影响调节机制效果的一个重要关键。 总

的来说， 我国对指令性计划操作比较有笐验， 而对法伴调节、 行政指导和经济杠杆等操作缺
少经验。 这一方面需要自己摸索和不断总结积累经验， 另 一方面也要借鉴西方国家的有益经

验， 使我国对调节机制操作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