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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目前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是我国经济成长不成熟所致, 不成熟突出体现

为地区和部门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市场发育的差距性, 这一特点不利于市场的开

拓, 更深层的原因则是我国存在某种阻挠市场渗透和扩张的制度和思想阻力。通过对典

型国家市场成长史的比较分析, 可以看出我国阻碍市场渗透和扩张的因素主要有: 市场

进入壁垒、财产和人身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商业信用和契约缺乏严格保护、对知识产

权保护不力、市场体制下的意识形态建设滞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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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国内市场的最大特点是有效需求不足, 经济增长速度相对前 10 年已呈现出明

显的下降趋势。国内很多经济学家都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主要观点有: 预期的不确定性

增大论、收入分配体制缺陷论、信用不足论、城市化滞后论等。这些观点都从某种角度对造成

我国目前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增长受阻的原因进行了解说。由于我国是一个市场经济仍很不

成熟的国家, 目前经济增长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和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相比具有很大差别,

因此, 本文将把我国目前的经济成长状况放在市场化演进的规律中进行研究, 以发现我国市

场经济成长中的缺陷和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一、我国目前经济成长的阶段及其特点

从国际经验看, 一国经济在持续高速增长 10 年后将会逐步走向成熟, 经济将进入平稳

增长时期, 我国经济成长是否已进入成熟增长阶段呢? 如果根据罗斯托 (W. W. Ro stow ) 的

经济成长阶段理论划分, 我国经济告别传统社会而开始起飞应该从 50 年代算起。 50 年代

初, 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由政府发动的工业化运动, 经过两代人近 30 年的努力, 到 70 年代

末, 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了自己的民族工业体系。这近 30 年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工业化

的进程, 使中国人民开始逐渐告别传统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后, 我国经

济进入了高速增长时期, 每年的投资率都在 35% 以上, 80 年代后的大部分年份我国经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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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速度都在 10% 以上, 工业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快。在这一时期, 我国已基本具有了对先进技

术的吸收和应用能力, 产业结构不断升级, 工艺的精密程度和技术的复杂程度都得到很大提

高, 我国已实现了对很多进口产品的替代, 许多产业在国际市场上也取得了自己的一席之

地。罗斯托推算, 经济成长在起飞 60 年后基本可以进入成熟阶段, 进入成熟阶段以后经济总

量和规模将大幅度扩大, 而增长速度会减缓。我国经济从起飞至今已近 40 年, 所以我国经济

成长应该正处于逐步走向成熟的时期。成熟阶段之后为大众高消费时代。经济成长逐步走

向成熟时, 就应该表现出后继阶段的一些特征, 这就是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 居民

消费会推波助澜地促进消费结构的升级。

但是我国目前的消费状况则与此不相符合。我国大多数城市居民的消费在继家用电器

等耐用消费品之后就呈下降趋势, 而且刚性十足。而广大农村地区的消费水平就更加低下,

有的落后地区传统的自给经济模式还没有彻底打破。这种消费水平和市场发育状况和产业、

技术的成长状况极不相称, 这一特点就显示出我国经济成长中存在着某些发育不全的病症,

我国经济成长并没有全面进入成熟, 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并非经济成熟度提高而带来

的问题, 而是经济发展不成熟所带来的问题。

我国经济成长的不成熟突出体现在地区和行业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上, 东西部之间、

城乡之间以及农业和非农业之间的经济发展和市场发育程度都有很大差异, 其市场需求结

构和消费能力都处于不同层次, 这种状况制约了市场的开拓。

我国发达地区高收入阶层已显示出某些大众高消费时代的行为特征, 这种趋势在 90 年

代以后更加明显。表现为: 其实际收入早已超过满足基本生存需要所需水平, 消费结构已经

历或正在经历由万元级耐用消费品向 10 万元级耐用消费品转变的阶段, 消费的商品正逐步

由制造业产品向休闲、服务和新兴文化产品转变。这可以从这些地区住房市场的走旺和休

闲、文化产品市场的兴起得到证明, 它们的消费结构正处于高档次的耐用消费品 (以高级住

房、汽车为代表)和文化消费之间的过渡阶段。从消费结构的变化规律看, 继温饱型消费和耐

用消费品的消费之后, 文化消费阶段就会出现, 所以, 这种变化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这部

分居民是我国目前购买力的主要集中人群, 他们的消费需求是否得到满足将会对我国经济

增长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 我国的大部分生产厂商似乎并没有感觉到这种消费趋势的改

变, 还在继续依靠“大甩卖”、“跳楼价”等手段促销, 制造业产品的库存积压仍在增加。现有厂

商的大部分产品缺乏能满足这一阶层消费特点的文化内涵和文化创意, 不足以诱导出与这

群具有较高消费能力的人群相适应的一种新的消费方式和消费高潮。另一方面, 这种消费结

构的升级也在诱导产业结构不断升级, 高技术产业在不断地淘汰传统产业, 以满足主流消费

人群的需求,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劳动力的替代, 使传统产业的许多劳动力被排挤到

了经济、社会的边缘。

广大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与东部相比则存在较大距离, 消费层次明显低于东部,

有的西部农村还处于温饱型消费阶段。但我国大部分生产厂商却主要把眼光放在发达地区

和国际市场的开拓上, 不太注重满足落后地区和民族地区市场的特殊需求, 使这部分市场潜

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当然, 落后地区的市场开发也的确存在很大难度, 低收入水平和落后

的基础设施都限制了居民消费的增加。

在城市消费结构不断升级的同时, 我国农村的市场化程度仍然很低, 这和我国工业化的

方式有很大关系。我国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要来自农业, 积累的提取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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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国家直接控制农业生产结构和农业最终产品的销售。这种方式对农业发展造成的不良

影响不仅体现为农民收入水平长期低于城市地区, 从而制约了其消费能力的提高, 更体现为

它严重制约了农业和农村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市场化演进, 从而使农村市场发育严重滞后。我

国农民长期以来不是根据市场需求确定产品结构, 因而农业生产缺少竞争的压力和利益的

推动, 农民的劳动技能受到较大局限, 农业的市场分工被大大延缓, 与农业生产有关的服务

行业难以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农业分工的滞后不仅会降低由此产生的贸易和交换, 使农业的

市场贡献大打折扣, 而且会阻碍城市化的进程, 使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无法从根本上脱离

传统社会的束缚而实现现代化。

我国这种发展程度的巨大差异所带来的直接后果除了造成市场开拓的困难以外, 间接

效应就是收入差距的扩大。 1981 年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 0. 288, 而 1995 年则

为 0. 388, 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 1995 年已达 0. 445, 比 1988 年增加了 7% , 东南沿海

地区与贵州、甘肃等省份的收入差距更是超过 7 倍以上[1 ] [2 ] [3 ]。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

律的作用下, 收入差距扩大所带来的必然后果就是总消费水平的下降, 这和我国目前阶段的

需求不足的确有很大关系。

但是, 进一步分析, 就会发现发展程度和收入差距的扩大还不是造成需求不足的最终原

因。如果没有人为的和制度的阻力, 在还有大量潜在市场没有开拓出来的情况下, 市场规律

决定了在边际利益下降时, 厂商在利益的驱动下必然会实行市场扩张, 使市场渗透到社会的

每一个角落。这种市场扩张和渗透的过程也是经济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在市场扩张的背

景下, 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的扩大是有利于资本积累的, 这时的国民经济将会在总需求曲

线外推和总供应曲线内移 (工资成本下降)的双重作用下快速增长。然而我国却出现了经济

衰退的迹象, 这表明我国存在较严重的阻挡市场渗透和发育的障碍, 这些障碍使得我国市场

被分割, 资源重新配置困难, 要素流动性差, 公平竞争受到破坏, 我国缺乏创业的制度环境,

灰色和黑色收入大量增加。在这种背景下, 高收入阶层大多是将收入转变为储蓄和投机, 而

不是进行产业投资, 所以在消费下降时, 投资也出现疲软, 有效需求不足就成为必然, 我国的

经济增长就只好依赖政府投资来推动。这种状况可以从我国近几年有关的统计数据中得到

证实。从 1996 年开始到 1998 年 7 月 1 日, 国家共 5 次降息, 但储蓄仍然在不断增加。1998

年的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 53 407. 5 亿元, 比上年增加 17. 1% , 1999 年前 3 个月的居民储蓄

就相当于上年新增额的 58. 4% [ 4 ]。而 1996 年以来, 零售物价指数和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则

一直呈下滑趋势, 1997 年 10 月, 零售物价指数出现负增长, 此后一直为负增长, 到 1998 年 8

月, 零售物价增长- 3. 3% , 出现了通货紧缩的征兆[5 ]。1998 年财政部发行 450 亿元专项国

债、700 亿元建设国债用于推动经济增长, 1999 年第一季度又投入 1 000 亿, 第三季度以后,

另新增发 600 亿国债, 并配套资金 2 500 亿元。然而如此大规模的政府投资, 对推动经济增

长的效果却并不显著。由于投资体制存在漏洞, 资金截留、挪用严重, 经济学家计算我国

1998 年的投资乘数为 1. 54, 1999 年为 1. 37 [ 6 ] [ 7 ], 甚至有人得出投资乘数为负数的结论

[8 ]。通过以上分析, 可以看出我国工业化是由政府发动的, 经济增长中政府的投资和干预起

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我国市场经济先天发育不足。一旦经济实行转轨, 经济增长变得主要依

靠市场利益来推动, 我国与市场经济相关的各种制度、文化和伦理的发育滞后就暴露出来,

使得经济增长完全依靠市场手段来推动显得力不从心, 政府的行政干预又无法退出经济、社

会舞台, 这就进一步造成了对市场的扭曲, 使市场的渗透和发育受阻。这正是我国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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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成熟的深层的体制的原因。

二、市场化演进中的主要决定因素

我国虽然决定实行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 但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不是在十

几年或几十年时间内就可以完成的。从当今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走过的历程看, 与传统习

俗经济和专制命令经济完全不同的市场经济从其雏形出现到完成对经济、社会的全面渗透

和改造经历了近 700 年时间, 而工业革命后, 经济从全面起飞发展到目前这种大众高消费阶

段之后的知识经济时代又经历了近 200 年。作为后起的发展中国家, 我国只有充分发挥经济

成长的后发优势, 吸收前人的经验, 避免走弯路, 才能加速经济成长的步伐。

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一种不同于传统习俗经济和命令经济的对社会生产力的组织方式,

它是指各种经济资源和生产活动将根据市场提供的各种价格信号、通过自由交换来实现配

置和组织。根据希克斯 (John H ick s)和诺斯 (D. C. N o rth)在《经济史理论》以及《经济史上的

结构和变革》等书籍中对西方市场经济成长史的分析, 市场经济的成长轨迹大致可归纳如

下: 随着商人阶层的出现, 贸易量激增, 自给自足的经济出现了分化, 分工和专业化不断演进

和扩展起来, 分工的性质发生了改变, 不再是自给经济下的分工, 而是为了进行交易而进行

的分工。分工又进一步推动了贸易的扩张, 使之不仅在地域上, 而且在产品的不断创新上去

开拓和占领新的市场。随着贸易不断在不同国家和不同行业之间的展开, 分工随之进一步深

化, 经济活动就逐步实现了由个体向网络的转变。而随着贸易和分工增长, 风险也在增长, 因

此对财产的保护制度以及减少风险的各种制度得到了不断完善, 同时, 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

应的各种意识形态也起到了利益机制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在这些制度的保证下, 市场化渗透

得以展开, 从产品生产领域渗透到金融、信贷领域, 进一步渗透到对生产要素的配置和对生

活方式改造。伴随着分工的演进和市场的渗透, 交易成本也在增加, 市场经济下的许多制度

安排都和减少交易成本有关, 各种企业制度也是围绕外在交易成本和内在摩擦成本而进行

权衡的产物。在整个市场化演进中, 有几个关键因素直接决定了市场化的速度和成长进程。

11 经济自由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提　这种自由意味着必须消除中世纪的人身依附关

系, 使每个人都拥有买卖、择业和迁徙的自由, 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进入和退出市场。这种自由

既是市场化的条件也是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而逐步获得的。如果市场经济已成为经济发

展的必然趋势, 而某些人的经济自由受到障碍, 生产力的发展将会突破这种阻力, 使生产关

系进行相应调整。市场经济要求经营者突破强权、血缘和习俗构成的人身依附关系, 而建立

一种由契约组成的自由买卖关系; 改变传统社会中人对人的依附, 而变为人对市场的依附,

从而使每个经营者所获得的自由和他承担的行为责任相匹配。只有具有了这种经济自由, 生

产要素才能流动, 资本、人力和技术才能实现对传统经济的市场化渗透, 自给经济才能加速

瓦解, 生产过程的分工才能快速演进, 经济发展才能逐步走向现代化的轨道。经济自由对市

场化演进的作用可以从法国与荷兰中世纪市场经济成长的差异中得到证实。16 世纪时, 法

国实施的是对行会保护和对劳动力流动加以限制的政策, 创新到处受到抑制和禁止。其结

果, 旧时法国被分割为 30 多个孤立的市场, 市场区域达不到少数大城市和某些港口的近郊

以外, 法国人过着完全自给自足的生活。而 14 世纪末到 16 世纪中叶的荷兰, 勃艮第的公爵

们实施各种政策来促进国际贸易, 他们削弱行会的排外和垄断力量, 鼓励自由贸易, 使得安

特卫普成为当时重要的织品、香料集散地和国际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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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对财产的保护制度和风险分担制度是市场经济繁荣的保障　市场经济对非市场化

领域的渗透是在利益的推动下进行的, 如果生产经营者的财产和合法利益得不到保障, 必然

会挫伤其经营积极性, 使经济规模难以扩大, 甚至放弃经营性生产活动, 生产出现向自给自

足的回归。据历史记载, 14 至 15 世纪时, 西欧瘟疫流行, 战争频繁, 人民的生命、财产得不到

保障, 而王权对商人财产的无偿征用在这段时间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其结果为: 经营活

动的未来不确定性增加, 贸易量下降, 专业化水平降低, 分工缩小, 生活水平下降, 经济团体

变得主要依靠政府强权来组织经济活动, 以通过垄断来谋取自身利益和实行有利于他们自

身的收入再分配政策, 经济向自给自足方向发展。

市场经济的繁荣同时需要有完善的风险防范和分担机制作保证。随着贸易跨地区和跨

行业的进行, 以及专业分工的不断展开, 市场交易成本随之巨增, 这时必须实行对合同和各

种契约的法律保护, 以及建立各种降低交易费用和分担市场风险的中介机构和对企业制度

进行改革, 例如保险公司、信用延伸制度、价格汇集公布制度、股份公司、复式簿记技术、期货

交易等。只有这样才能推进市场化渗透的步伐, 保证公平竞争和防止市场分割。例如意大利

城市在 13 世纪的商业繁荣以及荷兰在 16 世纪的经济成功, 都和其建立了一套适应市场发

展的制度有关。而所有这些对财产、合同的保护制度, 以及各种降低交易成本的机制能否发

挥作用却都和法律的完善有关。而法律的强制执行必须有政府的认可和保护, 从这些保障制

度成长的历史看, 法律的完善和执法到位是市场经营者利益和政府利益长期博奕的结果, 其

成熟和完善也不是在较短时间内实现的。

31 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是鼓励创新和市场扩张的必备条件　在一定制度的保证下, 市场

经济具有外向型扩张的规律, 这是由于利益的驱动和市场边际利益下降所致。而且这种扩张

会导致贸易从货物的异地交易发展为产品创新, 以不断满足需求和创造新的需求。知识和技

术的创新在其中起了关键性作用, 而知识产品所具有的非竞争性和非排它性的特点常使第

三者无偿占有他人的成果成为可能, 因此借助专利法和其他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来保护

创新者利益和激励创新就显得尤为重要。产品创新和产业立国正是 19 世纪英国取代荷兰而

成为世界贸易和金融中心的关键原因。同时, 现今美国的新经济这种现象的出现也和市场扩

张有关, 它实际上是其生产和贸易实现了由依靠物质资源生产为主向依靠知识和信息生产

为主的转变。这种经济的特点是, 初始投入巨大, 但产品进入市场后其边际成本几乎为零, 并

且在知识产权的保护下, 高技术产品具有一种锁定效应, 使企业具有长期取得垄断收益的可

能, 从而有可能实现边际报酬递增。美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这种转变和其对知识产权的严格保

护不可分割。

41 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思想意识和伦理道德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市场

经济主要是依靠利益机制来引导和约束人的行为的, 但是, 仅仅依靠利益机制无法解决“搭

便车”问题, 而且仅靠利益机制来约束人的行为, 其控制成本将会高得无法操作。与市场经济

发展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就起了利益机制所无法替代的作用, 它不仅在事前引导

和约束人的行为而且对经济变革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正如诺斯所说:“一个社会健全的伦

理道德准则是使社会稳定、经济制度富有活力的粘合剂。”它是影响人们决策的最节省的方

法。且不说法国大革命时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对解放生产力的影响, 仅仅当代的公民意

识、法制观念、团队精神、爱国主义思想等对现代经济发展的作用就不可低估。现代的生产形

式是一种在分工基础上的网络化的组织形式, 除了要依靠利益机制的引导外, 现代思想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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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起了凝聚力和协调力的作用。

三、对我国当前经济成长特点的评说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我国目前经济成长中的许多问题都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不

成熟有关, 而我国市场化进程中又存在较严重的制度和思想障碍, 这些阻力是造成我国市场

分割、经济发展不平衡、有效需求不足的关键原因。

11 我国存在较严重的市场进入壁垒, 市场退出机制也不健全　我国生产要素市场的发

育滞后, 经济生活中较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 政府官员的寻租以及某些具有封建势力特点的

乡村官僚的侵吞、强占行为等都是造成市场进入壁垒的原因。进入壁垒的加重不仅使得我国

市场分割, 城市的剩余资源难以流向农村, 发达地区的资源难以流向落后地区; 而且造成生

产要素流动性差, 依靠市场手段重新进行更有效配置十分困难, 资源处于低效使用状况。我

国地区发展差距的扩大, 农村市场开拓的滞后, 以及储蓄沉淀而创业不足都和市场进入壁垒

有关。而同时, 我国资本市场的发育滞后又制约资源的退出和重新配置, 并进而对投资产生

不利的诱导。

21 我国还缺乏严格的对财产和人身权力的保护制度, 经营者不能在平等的地位上竞争

　不论是国有资产还是民营资产都存在这同样一个问题, 如果说国有企业还可以通过政府

的干预进一步实现扩张的话, 民营企业则不可能享此殊荣。我国由于法律和文化建设的落

后, 一方面, 许多民营企业常常在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中处于受歧视的地位; 另一方面, 他们

却又常常非法虐待工人。我国对财产和人身权力的保护程度随着地区经济落后的程度而递

减。保护制度不健全的直接后果是制约现有产业的扩张, 其间接后果则非常深远, 它增加了

未来的不确定性, 造成投资和创业的受阻, 资源难以向落后地区和薄弱环节流动, 市场渗透

速度减缓。

31 我国还缺乏对商业信用和契约的严格保护制度　对合同和信用的保护是市场扩张

和渗透的前提保障, 而我国由于法律制度的不健全, 信用等级较低, 欠债不还, 单方撕毁合

同, 骗取投资和储蓄的情况常常发生, 而且在经济落后地区, 其信用等级就更低。我国民营经

济中家族经济的兴盛就可以从一定程度反映出我国商业信用难以扩展到家族血缘之外这个

问题, 同时, 我国落后地区信用等级低也是制约外部资源流入的关键因素。因此, 我国必须在

完备商业立法的同时, 加强法律的执行力度和公正程度, 使政府行为与执法分离, 只有这样

我国才能逐步完成市场化的渗透, 使落后地区不致成为经济成长的瓶颈。

41 我国对知识产权还缺乏严格的保护制度, 不利于鼓励创新　从市场扩张的历史看,

它经历了从货物的异地贸易到产品创新和市场开拓, 以及从主要依靠物质要素进行产品创

新到主要依靠知识要素进行产品创新的发展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技术和制度的创新起了关

键的推动作用。我国传统产业的商品和服务目前出现了较严重的供过于求, 这和其形式和内

容雷同而又缺乏文化和艺术魅力有关, 我国的创新激励机制不足在这其中应负主要责任。我

国应大力发展具有我国文化特色和魅力又能融入当今世界潮流的传统产业, 在鼓励创新的

同时, 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我国传统产业仍有很大的市场潜力可以挖掘。同时, 鼓励和保

护技术创新也是提高我国经济增长质量, 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发展的需要。我国经济增长的物

耗和能耗都是惊人的, 经济增长的成本远远高于发达国家, 这必然会对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提出疑义, 因此, 进行技术和管理的创新具有非常迫切的意义。另外,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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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 我国如果不在高技术领域占领自己的一席之地, 在国际和国内市场上, 就会由于产业

的国际分工而使我国企业被排挤到主要生产低附加值产品的边缘地位。因此我国必须加紧

发展具有广阔市场前景的电子信息产业和生物产业, 鼓励技术创新, 保护知识产权, 推动技

术结构的升级。

51 我国目前的意识形态建设仍然落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　每一个时代都有和其时代

发展相适应的道德伦理和行为规范, 我国目前这方面的探讨和宣传还较匮乏, 经济生活中人

们的思想意识较混乱, 指导人们行为的多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和封建时代的道德规范, 这些说

教和思想或显得与时代不符或起到了制约现代化进程的副作用。因此, 提倡公民意识、法制

观念、团队精神、爱国主义精神这些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现代价值观就显得尤为迫切,

它对于规范人们行为、促进社会进步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当然, 我国也还存在许多其他因素在阻挠市场化的演进, 其中包括中介组织的发育滞后

等, 我国只有弥补了这些阻碍经济成长的缺陷, 才能全面完成市场化渗透, 使经济发展走向

成熟, 从而消除经济增长中那些具有刚性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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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m en t on the character ist ics of Ch ina′s econom ic

growth from a perspective of marketing evolution
X IA R uo2jiang

(D ep artm en t of E conom ics, H uaz hong S cience and T echnolody U niversity , W uhan 430071, Ch ina)

Abstract: T he rap id grow th of Ch ina′s econom y seem s to slow dow n now , w h ich has m uch

to do w ith the imm atu rity of its econom ic grow th. T he imm atu rity, w h ich is show n in the

uneven developm en t of econom y and m arket am ong differen t areas and indu stries, is unfa2
vo rab le to m arket expan sion. T here are a lso som e in st itu t iona l and ideo log ica l ob stacles in

Ch ina w h ich h inders the m arket infilt ra t ion and expan sion. T hese ob stacles are the key

facto rs w h ich lead to the decelera t ion of econom ic grow th. T h rough a com parision am ong

the m arket h isto ries of d ifferen t coun tries,w e can see tha t the m ain ob stacles in Ch ina are:

barriers to en try, inva lid p ro tect ion of p roperty righ ts, no strick in st itu t ion s to secu re bu si2
ness cred its and the con stra in ts con tracts, nu ll p ro tect ion of in tellect ive p roperty righ ts,

and inadequate app rop ria te ideo logy under m arket econom y.

Key words: econom ic grow th; m arket infilt ra t ion; m arket expan sion; in st itu 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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