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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经济

运行模式呈现明显

转轨过程中的特征

我国目前是转轨过程中的经济运

行模式，其主要表现是：（1）经济的“短

缺”现象已大大减少，经济内部存在消

除短缺的机制。传统计划体制的“短

缺”型特点已大大改变。（2）市场机制

在经济运行中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不仅是增长的动力机制，而且在

越来越广阔的范围内发挥资金、资源配

置的调节机制的作用。市场化约束机

制的雏型在若干方面已有所显露。（3）

计划机制在稳定经济运行中仍发挥着

主要作用。目前看是不可替代的。（4）

经济的内在扩张力度很强，而内在约束

不足，仍呈现传统计划经济下需求旺盛

的特点。（5）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在更

深的层次上发生着矛盾，并在矛盾中逐

渐实现各自职能的消长变化。
值得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当

前经济运行模式下经济运行的稳定性

在减弱，原因之一是计划与市场机制的

相互消长，可能削弱经济运行的约束和

调 控 机制，在动力机制作用下，会引发

经济过快增长，导致资金、资源的浪费

和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稳定；原因之二是

工业化与农业 的特殊矛盾，由于农产品

供给的刚性约束，经济运行模式非体制

性的“短缺”现象还会长期存在，这种情

况与约束调 控机制的减弱结合起来，可

能会加剧经济总量的不平衡，引发较为

严重的通货膨胀，加大宏观经济环境的

不稳定。
（摘自 1996年第 11 期《管理世界》）

文摘
要注意避免物价涨幅的再次大幅度上扬

经济学家刘国光在 1996 年第 11 期

《宏观经济管理》上发表文章说，1996 年

上半年，宏观调控进一步取得成就，最

明显地表现在市场物价上涨幅度的继

续回落上。从 1994年上涨 21.7% ，降到

1995年上涨 14.8% ，1996年上半年又降

到上涨 7.1% ，前七个月平均降到上涨

6.9%。从 1995年 11 月起已连续 9个月

物价上涨率在一位数上运行，并且上半

年物价上涨率还落 到经济增长率（9，

8% ）以下。但这只是抑制通货膨胀的

阶段性成果，它本身还是通货膨胀的产

物。6—7% 的上涨率也不算低。而且，

这一阶段性成果主要是依靠行政手段、

财政补贴、金融抑制等一些办法来达到

的，基础并不牢固。目前，需求拉动的

潜在压力仍然不小，由前几年需求拉动

带起来的成本推动的潜在压力仍在积

累 ，货币供应总量M 2在1995年增长

29.5% 的基础上，1996 年上半年又比

1995年同期增长 28.5% ；农业基础仍然

脆弱；工业企业效益不佳。这一系列因

素都会对物价走势产生不利影响。所

以，抑制通货膨胀作为“九五”期间宏观

调 控的首要任务，丝毫也不能放松。如

果我们满足于上半年物价涨幅趋缓的

局势，满足于物价上涨率已经低于经济

增长率并作为我们的调控目标，我们就

有可能向放弃抑制通货膨胀的主张让

步。我们应在抑制通货膨胀已经获得

成果的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继

续努力降低物价上涨幅度，为 1997 年和

整个“九五”期间的物价调控打下更坚

实的基础，为实现“九五”计划创造一个

有利的宏观经济环境。当然，也应当抓

紧物价形势好转的机会，适当进行一些

结构性的物价调整，但要避免物价涨幅

的再次大幅度上扬。这种结构性的物

价调整，如果做的适时适度，对于改善

整个宏观经济环境也是必要的、有利

的。 （尚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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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国民经济发展的

三种趋势

第一种趋势，经济适度快速增长，

同时保持较低价格上升。宏观调控方

向正确、力度适中，宏观经济环境进一

步改善，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平稳的适

度快速增长和较低物价上涨的局面。
一方面，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取得进展，

以及投资的适度增长，国有企业经营

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经济增长

率与前两年基本持平；另一方面，由于

1996年价格上涨对 1997年的翘尾影响

相对较小，如果各级调价力度掌握适

当的话，全年物价上涨水平亦不会高

于 1996年。
第二种趋势，虽然物价涨幅继续

下降，但可能出现经济低速增长局面。
1996年物价下降幅度超过了人们的预

期，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另一方面值

得注意的是，如果宏观调控力度过紧，

这种由价格增幅下降速度过快所伴随

的工业生产增长率减速过快有可能发

展成为某种程度的生产滑坡，形成经

济低增长的不景气局面。在目前我国

尚未摆脱速度效益型增长的情况下，

如果经济增长率低于 7% —8% ，即使

物价水平再低，也会引发许多其它难

以解决的问题。
第三种趋势，虽然增长速度较高，

但可能引发通货膨胀反弹。或以解决

企业困难为理由，或以迅速推动新一

轮增长为口号，全面放松宏观调控，继

而引发新的经济“过热”。由于物价上

涨相对于经济“过热”存在滞后性，虽

然 1997年即使调控力度较大放松通货

膨胀也不会表现得过分严重，但是势

必引起“九五”中后期出现高通货膨胀

局面，迫使我们再次进行“调整”。这

将十分不利于长期经济发展目标的实

现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
（摘自 1996年第 11期《中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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