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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农村市场

关键在基建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林毅夫教授近日指出，1999年我国要达到

“保七望八”的增长目标，财政政策的力度

有待加强，如果由财政支持的基础设施建

设投资能够侧重于农村地区和贫困地区的

电网、道路、供水、城镇建设等和生活有关

的基础设施，其效果将更为显著。在上述

这些方面进行的投资与大的基础设施项目

相比，有三个特点：一是规模小，启动快，容

纳的劳动力以及使用的国内机器、设备、原

材料多，对国内经济增长和解决就业问题

的贡献率比大项目要高；二是有利于城乡

差距的缩小，和我国经济发展的长远目标

一致；三是可以启动农村市场，消化过剩的

生产能力。
林毅夫教授认为，第三个特点尤为重

要，因为消化掉过剩生产能力，是走出当前

景气低谷的前提条件，而农村市场的启动

是关键。以生产能力过剩最为严重的家用

电器产业来说，城市居民对彩电、冰箱、洗

衣机的需求已接近饱和，但占我国 70%的

农村人口，家用电器的普及率尚不足 20%。
1997年我国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已超过城

镇居民 1992年的水平，但农村居民家用电

器的普及率只及城镇居民 1985年左右的水

平，可见收入并不是主要限制因素。农村

地区家用电器普及率低的主要限制因素在

于
，农村电网设施落后，电压不稳，平均电

价为城市的两倍左右，有些地区甚至高达

10倍以上，许多地区也没有差转台，电视信

号弱。如果能够改善农村地区与生活

消费相配套的基础设施，我国现有的家

用电器的生产能力将远远不能满足 2.3

亿农户的市场需求。相配套的基础设

施不足，也同样限制了建材、家具、服装

等其他农村消费品市场的发展。
林毅夫教授进一步指出，由政府财

政支持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

难题是这些项目小而分散，由中央政府

来做，选项不易，监督困难。对此，可以

采取“三方合建”，中央、地方、农民各出

一部分资金，由村级组织牵头提出、地

方政府监督、中央政府支持的方式来解

决。而且，“三方合建”的方式也有利于

使中央财政支持的基础设施建设一块

钱资金带来三块钱投资，发挥较大的杠

杆作用，扩大财政政策对市场需求的拉

动效应。
（摘自 1999年 1月 16日《经济参考

报》作者：王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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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是经济的

显示器和指示器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方棫在

接受《中国改革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消

费是一国国民经济的显示器。在生产、

流通、分配、消费这一循环过程中，生产

是起点，消费是终点，消费集中体现了

前三个环节的成果和效益，成果大不

大，效益好不好，体现为消费大不大，消

费水平高低如何，消费规模大小如何，

消费结构是否合理，是否优化等。同时

消费又是指示器，指导再生产的如何走

向。消费信息及其反馈作用的意义非

常重要，关系到企业的盈亏与兴衰；市

场经济是一种消费者主权型经济，意味

着消费需求第一的运行顺序。宏观的

消费战略：不宜简单提倡过度消费；更

不宜压抑正常消费；当前，大力倡导消

费，调动内需力；大力开拓市场，创导消

费文明；大力优化产品结构，刺激有效

需求，改善消费品市场服务，具有特别

重要意义。
刘方棫教授认为，短缺型的计划经

济消费是受资源约束的被给定的消费，

市场经济的消费是受需求约束的主创

性消费。目前，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

后，不适合消费者需求，人们都想充分

利用原有公益设施却无人肯去从事新

的建设，所以，国家要相应调整消政策，

使基本建设消费与其他的“热点”消费

相配套。“信贷消费”严重滞后，在“相对

过剩”的情况下，只搞信贷生产而忽视

信贷消费是不行的。
刘教授指出，当前，对经济增长起

拉动作用的是三驾马车：外贸、投资和

消费。依靠投资拉动，这是有必要的。
但是，它在增长比重中只能到 20% 几；

而消费却能占到 50% 以上。因此，消费

疲软对经济增长格局至关重要。消费

疲软与收入的格局有关：收入增长最

多、最快的阶层，消费基本上饱和；部分

失业者与农民需要消费，却没有支付力

用于消费；最有希望消费的中产阶层，

收入稳定，所占人口比例大，但未来预

期收入、支出不够明确，前景并不乐观，

所以消费行为谨慎。为拉动和刺激消

费，政府的当务之急是转换制动消费政

策；加大高收入增长阶层的税收力度；

保证中间阶层预期收入的继续增长；加

大第三产业和基本设施建设力度，以工

代赈，增加就业率。为国民经济的持续

增长提供足够的动力。
（摘自 1999年 1 月 20日《中国改革

报》作者：李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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