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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明确市场化改革方向不动摇  

http://www.crifs.org.cn  2009年3月13日  高尚全 

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不仅影响到世界的金融行业,影响到虚拟经济,而且影响到了实体经济的

发展,影响到了社会生活,也影响到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在奥巴马政府采取的相关救市政策中,采取了

一些国有化的措施。于是就有人说了,美国现在搞社会主义了,是“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认为国有

化就是社会主义。在国内,有人说我们过  

去把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是错的,应该发挥计划的基础性作用。还有人说,市场化出

了那么多问题,还是计划经济好。  

面对这些论调,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我认为,仍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  

第一,从我国改革的历史来看,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来之不易。  

市场化改革是我们三十年改革的成功经验,是经过反复艰苦的探索得出来的结论,同时也是今后

改革必须坚持的正确方向。我们过去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国有化,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

征,所以长期执行计划经济。1978年以前我们也搞过改革,但是没有找对方向,没有对计划经济进行改

革。计划经济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统”,通过中央部门来搞集中统一的经济,结果是“一统就死,一死

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又统”,一直走不出这个怪圈。  

改革开放以后,开始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逐步实行市场调节,所以十二大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

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为什么提计划经济为主,因为当时认为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

度,必须要坚持,不能动摇。到了十二届三中全会觉得没有商品经济不行了,就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

经济”。我有幸参加了这次中央决定文件的起草,按照我的调查研究,哪个地方搞了商品经济哪个地

方经济比较活,哪个地方群众就比较富裕。原来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现在应加一句,“只

有商品经济才能富中国”。当时我们起草小组有争论,有人不赞成写上商品经济,最后中央反复征求

各方面的意见,用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法。但是还是有争论,有的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主要

是强调“有计划”,计划经济不能动摇。到了十三大提出“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建立计

划和市场是内在统一的体制”,又进了一步。但是90年代初改革又回潮了,有些人批判市场化改革的

方向,认为不是搞社会主义,而是搞资本主义。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和手

段,社会主义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有计划。根据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党的十四大就明确提出来,

我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反复探索才明确改革的方向,千万

不能动摇。  

第二,从30年改革实践证明,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  



为什么今天中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因为改革开放的结果。改革开放实现了三个伟大转变,一

是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二是从封闭半封闭走向全面开放,三是从贫穷落后步入小康的

社会。30年来,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些成就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是市场化改革

带来的。  

第三,市场不是万能的,要把市场经济与政府有效监管有机结合起来。  

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必须加强对市场的监管,没有一个严格而有效的政府监管,不可能有一个好

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与政府监管必须有机统一。必要的政府干预是应该的。但是不能说主要是靠

行政的办法调节经济,配置资源。关于这方面,中央也是有过争议的。  

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

置起基础性作用。”到十六届三中全会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过

程时,曾想沿用这一提法。当时,我提出了四点意见:一是“宏观调控”到底是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

还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内容?宏观调控当然很重要,但是不能说是前提条件,我们要发挥市场的作用,不

是说先国家宏观调控一下再发挥市场的作用；二是资源在市场配置的基础上发挥政府的作用,还是在

政府配置资源的基础上发挥市场的作用?三是配置资源的主体到底是市场还是政府?我认为主体是市

场而不是政府；四是谁代表国家,谁来调控,调控的主体是谁?国务院当然是代表国家来调控,省市说

也代表国家来调控,到了县里说也代表来国家调控,这样大家都来代表国家进行调控能行吗?非乱不

可。起草小组接受了我的意见,所以最后通过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没有再提要使市场在国家宏

观调控下对资源的配置起基础性的作用,而只强调:“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

用”。  

怎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怎么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中央是经过认真研究决定的。胡

锦涛总书记去年11月28日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再次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

抓住时机推出有利于促进发展的改革措施,注意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第四,政府扩大投资要同改善民生,带动最终消费,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结合起来。  

现在,各国政府纷纷出手对金融市场干预,这是自凯恩斯主义诞生以来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公共政

策与宏观调控应对严重经济衰退的通常做法,并非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是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否定。

指出这一点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我国仍然处于穿透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阶

段,清除走向市场经济道路中的体制性障碍,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需要我们付出极大

的努力。我们不能由于紧急或危机状态下必须采取一些特殊政策而否定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

向。另一方面,现实情况表明,作为最终需求的基础,我国的消费需求在短期内还难以成为支撑经济快

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在外需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把扩大内需的着眼点放在投资扩张方面,

而在市场低迷的情况下,投资扩张更主要的表现为政府投资扩张。这种情况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

的政策选择非常相似,当时就有人提出对政府投资扩张中可能出现的“旧体制复归”保持警惕,后来

行政性垄断不断强化也证明这种警告并非无的放矢,如今我们仍需保持这一警惕。重要的是,政府的

政策如何撬动市场力量应该成为考虑的重点,而短期不得不直接介入市场的行为应避免过度、甚至取

代市场,同时也要考虑经济运行恢复常态时的“淡出”安排。现代市场经济的理念是,政府和市场按

照各自“优势”确定边界,各自发挥彼此无法替代的优势。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中的问题不是政府要不

要干预的问题,而是如何干预、干预的广度和深度问题,是宏观与微观协调机制问题。(高尚全/中国



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文章来源：南方日报      （责任编辑： z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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