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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纵横CHINA STATE FINANCE

改革开放以来
政府宏观调控的经济背景与功能择定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

逐步得以确立，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形

式也逐渐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变。

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决定性作用

的发挥体现在价格改革、生产要素市场

培育以及竞争机制完善等多个方面。在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大多数

商品都是由政府来定价，因此逐步放开

价格就是建立健全市场竞争机制的首要

任务。1979 年以后，我国逐步缩小了政

府定价的范围，部分商品完全放开，另

外也辅以了“国家指导价”的形式。到

2008 年政府定价的项目已经减少到 13

种，90% 左右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均由市

场形成，基本实现了由政府定价体制向

市场价格体制转轨。在商品市场欣欣向

荣的同时，资本市场与劳动力市场的发

展与完善同样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市场

化程度大大提高。

经济发展快速迈向国际化。主要表

现在对外开放深度和广度的拓展方面。

1979 年，广东与福建最先被列入对外经

济活动优惠政策享受区域 ；1980 年，深

圳、厦门、珠海和汕头四个经济特区的

成立则标志着对外开放事业的正式起

步。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对外开放范围

不断扩大，逐步形成了由“沿海”向“沿

江”和“沿边”地区直至内地逐步推进的

态势。自 2001 年加入 WTO 以后，我国

的对外开放逐渐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发展

阶段，全方位开放的格局开始形成，国

际化发展趋势呈加速态势。具体表现在

对外贸易规模的增长和贸易结构的不断

优化。

政府宏观调控模式选择

以市场自发调节为主要基础。这

是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宏观调控模式的

基本特征。1978 年以后，我国的计划管

理体制逐渐解体，指令性计划的范围逐

渐缩小。同时，由于企业和家庭作为独

立的经济主体，其经营活动渐渐脱离了

政府的干预，市场调节的范围也就越来

越大。1978—1984 年，主要是以“农村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和推行为

重点内容。1985—1992 年，改革进入全

面探索时期，从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

济”，到“深化企业改革”，再到“一个中

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基本路线，最终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以间接性的调控为主要方式。完善

的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要发挥市场机

制对于各类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就

必然要求政府实行以间接方式为主的

调控模式，以避免对于经济运行的过多

干预。在价格机制作为信号调节供求关

系，促进资金、技术以及人力资源自由

流动和优化配置的状态下，直接调控方

式往往容易导致价格机制的扭曲，降低

资源配置的效率。相应地，在以间接调

控为主的宏观调控模式下，企业和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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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宏观经济

形势总体上呈现出复杂而又多变的局

面，社会经济发展运行的总体环境与基

本特征决定了政府宏观调控理念、方式

与手段等的选择。依据宏观经济运行的

基本走势及政府宏观调控实践的发展变

化，笔者就当前宏观调控的政策目标与

功能择定作出分析。

宏观经济运行基本走势

经济结构逐步趋于高级化。首先

表现在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方面。1978

年，我国三次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

28.2%、47.9%、23.9% ；2012 年上述比重

则 分 别 为 10.1%、45.3% 和 44.6%（ 国 家

统计局，2013）。农业的基础产业地位不

断得到强化，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实

现了持续和快速发展，而第三产业即服

务业则一路迅速地发展壮大。其次表现

在消费结构的变化上。在告别“短缺时

代”之后，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逐渐上

升，已经由当初的“温饱型”消费发展为

现在的“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

经济运行逐步走向市场化。主要表

现为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决定性

作用的发挥、民营经济逐步的发展壮大

以及卖方市场的逐渐形成。经过在国有

企业经营机制、市场体系培育、政府职

能转变等多个领域内的“渐进式”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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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容易发挥自身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

性，在利润和福利最大化原则的支配

下，“看不见的手”可以发挥出应有的调

节和支配作用，实现经济效率的提升和

社会经济的发展。另外，政府的直接调

控相对间接调控来说，一般都有更高的

干预成本，并且行动相对迟缓，使得在

非“市场失灵”的情形之下，直接调控行

为往往很难优于间接调控行为。随着经

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市场化程度的

不断提高，间接调控方式逐渐显现出其

与市场经济体制内在适应的特征。

以经济政策为主要手段。在改革之

初的“短缺”时期，我国的政府宏观调控

主要是以行政手段为主，经济政策与法

律法规等手段相对缺乏。应当说，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由于没能掌握经济

政策手段的运用规律，某种程度上“助

长”了经济波动的幅度，调控效果并不

理想。进入 90 年代以后，才逐渐引入了

经济、法律等间接调控手段。如 90 年代

初面对“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政府采

取了“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成功

地实现了“软着陆”。自此，经济政策作

为主要的调控手段，才开始真正地发挥

主导作用。如在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

影响下，我国出现了经济增长减速和通

货紧缩，为了启动内需，积极财政政策

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2003—2007 年，

由于全球化的推动，我国在工业化、城

市化和市场化等方面的发展步伐开始

加快，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时也伴随着结

构、能源与环境等方面的问题。在这种

形势之下，不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需

要及时的调整，而且相互之间协调与配

合的重要性也更加清晰地显现出来。

现阶段政府宏观调控的政策目标

与功能择定

缓和周期波动，拉动经济增长。改

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运行呈现出周期

性波动的态势。具体来看，受投资冲动、

消费与信贷扩张、通货膨胀等因素影

响，经济运行经常是呈现出波动现象。

特别是初期以行政计划手段为主导的调

控时期，调控政策自身的缺陷还加剧了

经济的波动程度。纵观而言，经济波动

多属于发展和体制方面的问题，财政政

策与货币政策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

政策内容，其目标与功能首先应定位于

缓和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和拉动经济增

长，这也是符合我国长期以来经济运行

的趋势和背景的。

维持供需平衡，促进结构优化。社

会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平衡，是宏观

经济平稳运行，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产

业结构升级等目标的重要前提。但两者

之间的失衡往往是常态，均衡状态通常

都只是暂时性的状态而已。对于社会总

供求之间长期平衡的追求，只能是通过

不断地调节与控制以实现连续性的短期

平衡而获得。一般而言，判断社会总供给

与总需求之间是否达到平衡的标志主要

就是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主要是通过

价格总水平、货币供给量、信贷总量与

结构以及财政收支平衡等方面来加以衡

量。从改革开放以来到 20 世纪 90 年代，

我国一直受到社会总需求膨胀的困扰，

“短缺型经济”一度是宏观经济运行状况

的代名词 ；90 年代以后，则又受到社会

总需求不足的制约，因此才有旨在刺激

和扩大内需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出台。长

期看，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宏观调控

应逐渐由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转变。

贯彻调控意图，实现持续发展。向

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并非一味地依赖市

场，因为市场同时也极有可能在垄断、

外部性和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等方面

存在着各种失灵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

下，政府宏观调控尽管必然要选择以间

接调控为主要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政

府自此又成为了“守夜人”。从我国改革

开放以来的发展实践情况看，宏观管理

思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之一就是

宏观调控中央必须具有权威性。总体而

言，政府宏观调控的地位和作用是很重

要的，而更为重要的是如何经由宏观经

济政策来实现对整个经济良性运行与不

断改善的间接调控。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中共大连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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