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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政府与市场关系 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下) 

  李俊清  

  基于民族地区特殊的经济与社会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在促进民族地区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大力推动建立和完善市场

机制，同时又积极发挥政府作用，通过“看得见的手”对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引导和调控，力图以政府设计的目标清晰、过程有序

的理性可控行为，推动民族地区实现跨越式的赶超发展。 

  从长远来看，民族地区政府要有从现行所有干预的中观、微观市场领域退出的决心和准备，并积极探索构建服务型政府、有

限政府、掌舵而非划桨政府的方式和途径。 

  民族地区政府的“市场替代”行为及其合理性分析 

  近年来，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运用强制性权力，部分替代因客观条件限制而无法完全有效发挥作用的市场机

制，以介入微观经济运行的方式实现经济的超常规发展,从而在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经济有效运行的“市场替代”行为中发挥

重要作用。这些“市场替代”行为主要有两大类别：一类是产业选择或者说是产业培育，一类是对企业进行扶持。民族地区政府

“市场替代”行为的大量存在有其客观必然性。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产业选择一般是通过市场的价格机制来实现的，即通过价格信号反映出的供求关系引导资本的流

向。然而这种市场主导的产业选择至少需要具备3个条件：第一，市场对信息传递的灵敏度高，能够准确及时地将产业供求信息

反映出来；第二，有大量的随时能够自由转移的社会资本的存在，能够对市场信息作出迅速的反应。第三，社会对资源的浪费和

经济动荡的承受能力很强，能承受资本在不同产业间流动带来的资源浪费和经济波动。民族地区由于受教育、交通、通讯等基础

条件发展滞后的制约，全社会对信息的获取能力、市场信息传播的灵敏度较低是不争的事实；由于经济整体落后，企业数量少、

规模小，民间资本匮乏，也很难聚集起大量可以随着市场信息指引而在产业间自由流动的资本；此外，民族地区普遍经济基础薄

弱、生态环境脆弱、政治敏感性强，对于大规模经济震荡的承受能力也很弱。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任由本来就存在严重缺陷的

市场自身来进行产业选择，给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带来的可能是灾难而非繁荣。 

  对于民族地区政府而言，由于掌握着本地经济运行较为充分的信息，能够从整体上把握本地经济发展的优势与劣势，可以对

本地经济进行合理的规划；同时，政府掌握着政策制定、资源分配及公共财力，可以对产业发展施加巨大的影响力。因此，民族

地区政府必须对本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行合理规划，选择最佳产业进行突破，通过不断地出台政策以及提供资金、人才和信息服务

等措施，代替残缺的市场机制，迅速建立起本地区的优势产业，壮大本地经济实力，为本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经济基础。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作为市场活动的主体，在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作用下，必须自己在市场中寻求生存和发展的

机遇，政府不应该干预企业的运营。但是民族地区由于受区位、交通、市场环境等方面的限制以及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的落

后，企业在参与全国乃至全球市场竞争时，大部分都缺乏足够的生存能力。因此，运用公共资源直接扶持本地企业，增强企业的

竞争力，无疑是民族地区政府不得不行使的职能。企业扶持是与产业选择相辅相成的职能，主要手段包括为企业发展提供政策便



利、资金扶助、中介性服务、争取适当的保护等。 

  民族地区政府与市场关系调适中必须妥善处理的几个问题 

  在民族地区政府与市场关系定位中出现的政府作用突出、市场机制作用相对较弱的局面，虽然有现实的必要性，而且也取得

了巨大的成效，但同时也引发了许多问题。比如效率低下、权力寻租、政府利益与社会利益脱节、有关规划和管制措施缺乏足够

的科学性等等。甚至可以说，当前民族地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定位，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方向出现一定程度的背离，

是一种“非正常”状态。毕竟目前我国从整体上来看，市场经济体制完善所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政府对经济社会干预过多、政

府权力过大、市场机制的作用受到来自公共权力的挤压的问题。因此，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都需要坚持强化市场机制作

用，淡化政府在中观、微观经济领域作用的取向，不断调整目前政府作用相对突出、市场机制运行存在制度性障碍的问题。 

  民族地区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特殊性，在当前可以采取一些“非正常”的方式，允许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介入、干预甚至

替代市场机制的作用，但一定要防止把这种“非常态”固化为“常态”。民族地区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应将政府与市场关系逐

步调适到市场主导资源配置、政府辅助并服务市场的正常状态。要做到这一点，关键的任务是要控制好目前政府干预市场的各种

行为。 

  首先，政府干预行为尽可能遵守市场经济规律。政府干预市场，其目的是通过对市场信息的部分扭曲来实现特定地区的非常

规发展，实现经济短期内赶超。这种做法只能在部分领域短暂采用，在其他发展领域，政府应该尽可能遵守市场经济规律，不能

以市场存在缺陷为由全面管制经济社会发展事务，否定市场机制。民族地区政府需要清楚地认识到，干预的目的是完善市场而不

是否定市场。 

  其次，只要条件许可，政府就应退出所干预的领域，将该领域的事务交还由市场主导。政府干预市场，是追求短期非常规发

展效益的权宜之计，目的是用政府力量去加快市场成熟的速度。因此，一旦政府通过市场替代等措施培育的产业、扶持的企业发

展成熟，就应该将它们交还给市场，而不应该长期介入市场进行干预。 

  第三，政府干预市场的行为需在法制的框架下开展。政府干预市场的行为，必须建立在严格的法制基础上，政府所有干预市

场的职能行使必须在法制的框架内开展，否则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偏差，如政府干预过度、垄断的形成、权力寻租、程序混乱

等。离开法制的框架，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很可能会取得相反的效果，造成社会经济发展的紊乱。 

  最后，政府干预市场必须有清晰的目标与原则。民族地区政府干预市场特别是介入本地区产业选择和企业经营管理时，必须

有明确的目标和原则。政府干预市场的行为，必须以有利于本地区长远发展、有利于提升本地区核心竞争力为目标，以增强本地

区自我发展能力为方向，而不是以政府的主观判断、个别领导人的喜恶或政绩导向为依据。政府干预市场的领域、内容和具体方

式，应随时间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变化及时作出调整，避免干预行为的僵化导致干预效率低下，使政府干预的目标发生偏离。 

  在妥善处理政府干预行为可能连带出的问题的基础上，民族地区政府更需要积极鼓励和支持市场主体的成长，保障市场主体

在本地区按照市场机制的要求开展各类经营活动并为之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政府应尽可能地避免干预那些市场机制能够有效发

挥作用的领域，使市场机制在良好的政策环境下不断发育成熟。 

  来源：《中国民族报》2011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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