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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价格改革， 已经进行了十年， 成绩是肯定的， 但深化改革的任务很重， 难度也很

大。 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作出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 要求用三年或更长一

点的时间， 基本完成治理整顿任务， 在治理整顿中， 还要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各项改革措施。

在价格改革方面， 应当按照五中全会决定的精神， 深入研究在三年治理整顿期间， 如何进一

步深化改革的问题。 现提出一些很不成熟的意见， 以供大家研究参考。

一、 治理整顿与价格改革的关系

治理整顿与价格改革不是对立的， 而是辩证的统一。 首先， 治理整顿可以为价格改革创

造条件。 我国的价格改革， 是要理顺不合理的价格体系， 对各种不合理的比价要进行结构性

调整。 因此， 在价格改革过程中， 市场物价在一定幅度内上涨是不可避免的。 为了使价格改

革顺利进行， 需要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经济环境。 近儿年来， 由于经济工作中某些做法违反了

客观规律， 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 市场物价大幅度上涨。 在此悄况下， 要继续出台大

的价格改革措施， 就会更加推动物价上涨， 并使原来的不合理比价在史高的水平上复归。 三

年治理整顿， 就是要询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逐步降低通货膨胀率，使全国零售物价上涨幅度

逐步下降到10 ％以下。 这样， 就可以为进一步深化价格改革创造一个比较稳定的经济环境。

同时， 价格改革也要为治理整顿服务。 在三年治理整顿期间， 价格改革应当即绕治理整

顿的目标， 采取有利于稳定物价的改革措施， 以利于搞好治理整顿。 例如， 目前流通秩序混

乱， 价格混乱的情况相当普遍， 特别是生产资料价格的间题更为严重。 要改变这种状况， 既

要采取行政措施进行治理整顿， 也要有适当的改革措施相配合。 如能用二、 三年的时间， 把

生产资料价格理顺， 逐步取消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 并完善管理措施， 就可基本上解决价格

混乱的间题。 这样， 就可以把价格改革同治理整顿的目标一致起来。 对于那些会引起市坑物

价上涨较大的价格改革措施， 应放到三年治理整顿以后再逐步出台， 以保证实现治理整顿的

目标， 尽快把零售物价上涨幅度下降到10 ％以下。

总之， 治理整顿为深化价格改革创造条件， 而价格改革又为治理整顿服务， 这就是它们

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二、 三年价格改革的重点

深化价格改革的主要任务是理顺价格体系， 使价格大体符合价值， 实现等价交换；同

时， 还要改革价格管理体制， 建立一 个适应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价格形成机制。 山于价格改

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国民经济各方面的关系， 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改革的步子

大小，决定于国家财政负担能力、企业消化能力和群众承受能力， 不能急于求成。 在三年治理

整顿期间， 国家、 企业和群众的承受能力都是很有限的， 因而 不能齐头并进， 只能采取重点

改革扒施。 重｝队的选择， 应在国家、 企业和群众都能承受的条件下， 肌要有利于理顺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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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要有利千治理整顿。 从理顺价格体系的任务来看， 主要在三个方面： 一是提高国家合同订
购的粮、 棉、 油等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二是理顺 生产资料价格， 逐步取消 生产资料价格
双轨制；三是解决一部分消费品购销价格倒挂的问题。 这三个方面的价格都需要理顺， 但在

三年治理整顿期间， 按照上述重点选择的要求， 应当集中理顺生产资料价格， 其他两个方

面， 除必须解决的突出矛盾外， 都应放到以后安排。 现对三个方而的改革任务进行 分析比

较， 以便作出安排。
关千提高 国家合同订购的粮、棉、 汕等主要农产品收购价格， 主要关系到国家财政的负

担能力。 如果把这方面的价格理顺， 国家财政要拿出很多钱来。 以狼价为例， 现行的国家合
同订购价确实偏低， 同国际市场价格相比， 大米每公斤低0.8元， 小麦每公斤低0. 3元。 考虑

到我国衣业劳动生产率比较低， 粮食价格应当略高于国际市场价格。 按此原则调整， 国家财
政每年 要多支出几百亿元， 而且 还 要带动一 批副食品价格上涨。 因此， 在三年治 理 整 顿 期
间， 普遍提高农产品 收购价格是 不可能的。 根据国家财政负担能力， 只能对影响生产的棉花

和油料价格作适当调整，粮食价格应放到以后调整。 目前 国家合同订购的粮食，只占全国粮食
总产量的1/8, 粮价暂不调整的影响不 大。 为了词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国家供应农民 的化

肥、农药、 柴油等 生产资料价格应当保持稳定， 并采取同粮食 订购 合同挂钩供应的办法， 以

利于降低农本， 提高农民的实际收益。

关于解决部分消费品购销价格倒挂的问题， 主要关系到控制零售物价指数和群众的承受

能力。 目前购销倒挂的消费品， 主要是粮食、食油、副食品和 民用煤等， 商业亏损由 财政补贴
解决。 由于 收购调拨价格不断提高， 财政补贴越来越大。 这个问题不解决， 不仅财政难以负
担， 而且也不利于商品流通。 解决购销价格倒挂， 可 以采取把 “ 暗贴 ” 改为 “ 明补” 的 办

法， 即提高销售价格， 国家对职工增加补贴。 但由于 这些消费品是广大居民的基本生活必需

品， 如果此项改革措施出台， 必将导致零售物价指数大幅度上涨， 群众难承受。 因此， 在三

年治理整顿期间， 此项改革措施是不能出台的， 只能留待以后逐步解决。 当前应当积极采取
各种措施， 稳住 “菜篮子” 价格和居民口粮价格， 以便保证市场物价的稳定。 对于商业经营
上的政策性亏损， 仍需采取财政补贴的办法， 但应积极改善经营管理， 力争减少补贴。

关于理顺生产资料价格， 主要关系到企业的消化能力。 目前生产资料价格的问题是， 主

要能源和原材料的国家订价仍然偏低， 不利于增加 生产；计划外的市场价格又过高， 一批紧

缺原材料的市场价格上涨幅度过大， 一般差价在一倍 以上， 有的甚至高二、 三倍， 形成生产

资料价格双重扭曲。 特别是前几年由于过份强调 市场调节， 国家计划分配的平价原材料大幅
度减少， 企业使用高价原材料的比重大幅度增加， 以致难以消化， 导致消费品价格上涨。 在

流通领域， 一些贸易公司利用双轨制价格差价， 进行转手倒卖， 搞乱了流通， 搞乱了价格。

因此， 生产资料双轨制价格是利少弊多， 必须通过理顺价格， 逐步取消。 从 企业的消化能力

来看， 提高能源和原材料的国家订价， 会增加 企业的生产成本；但如果把市场价格拉下来，
则有利千 稳定企业的生产成本， 有的还可 以降低 生产成本。 例如， 日用铝制品用 的原料 铝
锭， 国家订价每吨4200元， 市场价每吨1. 6万元，由千 市场 供料比重大，企业无法 消化。1988年

调整铝制品价格时， 只好按计划价与市场价统扯每吨1万元 计算成本。 如果把铝锭的国家订

价提高到合理的水平， 并把市场价降下来， 则铝制品 生产成本不仅不会提高， 还 有可 能 降

低。 对于使用平价原材料比重大的企业， 会发生消化困难的问题， 但如能采取综合 配套改革
措施， 这些问题也能得到解决。 因此， 在三年治理整顿期间， 觅点理顺生产资料价格， 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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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可行的。
三、生产资料价格改革的目标和步骤

生产资料价格改革， 是要提高国家订价， 逐步取消双轨制价格。 国家订价提高到什么永

平呢？
，

曾经有人主张， 把国家订价提高到市场价水平， 从而取消双轨制价格。 按照 这种主
张， 国家订价要提高一倍以上， 有的要提高二、 三倍， 企业是无法消化的， 必然导致物价全
面上涨。 特别是在目前原材料紧缺的悄况下， 将会在历�高的水平上形成新的双轨制价格。 因

此， 这个主张是不可行的。 我们认为， 国家订价应当按照价格大体符合价值的原 则进行涸
整， 考虑到生产资料工业投资大的因素， 应当使企业在正常生产的情况下， 能够得到适当的

资金利润率， 以增强自我发展的能力。 按照这个原则， 主要能源和原材料的国家订价， 一般

需提价50％以上， 有的提价幅度还要大一些。 例如， 煤炭矿价需从每吨 40元左右提高到60元

以上， 普通钢材需从每吨700元左右提高到 1200 元左右。 有些原材料还可以参照国际市场价

格进行调整， 以便减少进出口价格上的矛盾。 例如铝锭， 目前国家订价每吨 4200元， 国际市

场价每吨1500美元， 折人民币（按 1 : 4. 7折箕） 7100元， 国家订价可以参照国 际市场价格

调整。 有些原材料的国际市场价格比较高， 国内价格还不能调到这个水平， 只能作为调整国

家订价的参考。

在涸整国家订价的同时， 要严格限制市场价格， 可以按照不同情况分别采取限制措施。
例如， 对国营大中型企业生产的主要能源和原材料， 不再搞计划外加价， 实行统一价格， 从
而取消这部分双轨制价格。 对地方小企业生产的主要原材料， 如执行国家订价有困难， 可以

规定一 个上浮幅度， 但最高不超过国家订价的20%。 对进口的原材料， 原则上应执行国家订
价， 部分原材料国际市场价格比较高， 可按进口成本加规定的费用作价。 采取这些措施以

后， 大部分能源和原材料都实行国家订价， 只有一部分地方小企业生产的原材料和部分进口
原材料实行严格控制的市场价格。

理顺生产资料价格， 涉及到原材料工业相互之间、 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之间的关系，

必须进行详细测算， 制订总体方案， 分两步实施。 第一步， 先调整煤炭、 原油等主要能源价
格， 第二步再调整主要原材料价格。 只要集中力量， 做好准备工作， 可以争取在三年治理蓝

顿期间把这些价格理顺。
四、 采取综合配套改革措施

市场物价是国民经济各方面的综合反映， 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 各方血的改革都会影
响到市场物价。 因此， 在生产资料价格改革过程中， 必须采取综合配众改革措施。

笫一， 加强计划管理。 根据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 对主要能源和原材料应
扩大计划分配比例， 并实行倾斜分配政策。 对有关广大居民日常生活的工业品， 所需原材料

应列入计划分配， 以便稳定价格。 例如， 对铝锭的分配， 应首先安排铝锅等日用精铝制品的
需要， 然后再安排其他方面；对铝合金门窗等方面需要的铝锭， 应通过市场调节。

笫二， 实行价税联动的办法。 目前我国产品税的税率有高有低， 主要是由于不合理的价
恪带来的。 长期以来， 在价格体系还没有理顺的悄况下， 是通过税收来缓解价格上的矛盾，
价高利大的产品税率就高， 价低利小的产品税率就低。 现在要理顺价格， 也要通过调整税收

米配合。 在提高能源
．

、 原材料的国家订价以后， 对一部分难以消化而税率又高的产品， 应适

当降低税率， 以便抑制消费品涨价幅度。
笫三，牙3定人氏币对外币的汇价。 在近十年来， 国家从打利丁扩大出口出发， 儿次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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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民币对外币的汇价。以目前的汇价同十年前相比，人民币对美元的比价从1.5元左右调整
到4.72元， 人民币贬值幅度在70 ％左右 e 这对扩大出口， 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 但对国内市
场物价带来很大影响。特别是开放外汇调剂市场以后，调剂外汇价格大幅度上涨，最高达到1
美元兑人民币7元左右， 加以外贸公司实行出口承包， 外汇大扭进入削剂市场， 对市场物价
的冲击很大。为了有利于治埋整顿和价格改革， 人民币对外币的汇价应在目前水平上稳定下
来。同时， 还要加强外汇管理；在目前国家外汇紧缺的情况下， 外贸出口收汇应由国家集中
使用， 缩小外汇调剂市场。

笫四， 调整产品结构， 增强企业对原材料涨价的打化能力。大家都知道， 商品是价值和
使用价值的统一， 在商晶的价值婿增加而使用价值不变的情况下， 这种增加的价值量是不能
被社会承认的；相反， 在商品价值量不变而使用价值提高的情况下， 就会实现价值增值。这
就要求企业根据国内外市场需要， 积极采用新技术、新工艺， 生产用料省、使用价值高的新
产品和新品种， 以提高经济效益。大械事实说明， 采用产品升级换代的办法调整产品结构，
是消化原材料涨价的有效措施。

五、进一步完善价格管理体制

我国的价格管理体制， 经过初步改革， 已经从传统集中的计划固定价格形式， 逐步转变
为国家订价、国家指导价、市场调节价三种价格形式。在这三种价格形式中， 应以哪一种价
格形式为主呢？ 一直是有争论的问题。前儿年由于过份强词市场调节的作用， 有些同志主张
以市场调节价为主， 在价格改革中曾提出调放结合以放为主的方针， 形成放得过多。在三种
价格形式中， 市场调节价的范围过大。从生产资料价格来看， 实行市场调节价的比重大约在
70 ％左右。在目前原材料紧缺的怡况下，价格放得过多，必然导致大幅度涨价。主张以市场调
节价为主的同志认为，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 只有把价格放开， 让市场调节， 才能 发挥价值规
律的作用。这种认识是片面的。 我们对价值规律当然不能改变和违反它， 但可以认识和运用
它。我们应当自觉地利用价值规律的积极作用，而不应让价值规律自发地发挥调节作用。回顾
价格改革，在自觉利用价值规律方面，也有成功的经验。1983年全国调整纯棉布和涤棉布的价
格， 是很有成效的， 对生产、流通和消费都起到很好的调节作用。 我们必须看到， 在商品经
济社会中， 市场调节有积极作用， 也有消极作用， 特别是那种自发的市场调节， 带有很大的
盲目性和破坏性。 大蜇的事实已经证明，价格放得过多，是导致物价大幅度上涨的重要原因。
因此， 那种把绝大多数价格放开的主张， 实际是行不通的。

进一步完善价格管理体制， 要按照计划经济与市
｀

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 调整三种价格形
式， 并建立和完善价格管理办法。我们认为， 在三种价格形式中， 应当以国家指导 价 为 主
体， 辅之以国家订价和市场调节价。对主要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和国家合同订购的粮、
棉、油等主要农产品，应实行国家订价；对其他主要工业品和农副产品，实行国家指导价；对一

般消费品和小商品实行市场调节价。国家订价要反映商品的价值和供求情况， 自觉利用价值
规律；国家指导价有一定的弹性， 企业在执行中可以根据市场变化， 在一定幅度内浮动；市
场调节价完全放开， 由企业自行订价， 但也要有一套管理办法。这种价格管理模式， 还可考
虑同计划管理模式相配套， 即：国家指令性计划产品实行国家订价， 国家指导性计划产品实
行国家指导价， 市场调节的产品实行市场调节价。以上价格管理模式， 应通过治理整顿和深

． 化改革， 逐步加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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