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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经济发展中

的六大作用

今天的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赞成这

一观点：市场本身不足以保证经济具有

效率。因此，从美国和迅速增长的东亚

诸经济来看，政府发挥着六种促进经济

增长的职能。政府的第一个职能是促

进教育。甚至在美国通过宪法之前，在

1785 年和 1787 年西北法案中联邦政府

就认识到促进公共教育的责任，为 了这

一目的，新成立的州通过划拨土地用于

公共教育。后来，在 1863 年，联邦政府

帮助建立了公共大学体制。政府的第

二个职能是提高技术。在 1789 年，美

国宪法就认识到了科学和技术的重要

性，它授权国会保护专利以促进科学进

步。甚至在 19 世纪早期，对研究的支

持已超过 了建立一套知识产权体系的

范围。政府的第三个职能是支持金融

部门。金融部门有时被描述为一国经

济的“大脑”，它负责以最有效率的方式

配置稀缺的资本资源。它负责收集、加

工和传播信息——这正是市场失败显

著的领域。为此各国政府都在保证金

融机构安全性和稳定性，建立新的机构

和市场，以填补私人部门的空白中也发

挥了积极作用。政府的第四个作用是

投资于基础设施，包括制度和道路及通

讯系统。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成功的

东亚诸国中，政府都建立了竞争性市场

赖以繁荣发展的制度基础设施。这一

制度基础设施包括产权、合同和破产法

以及在竞争具有可能性的地方促进竞

争的政策 、在竞争不具有可能性的地方

采取管制市场的政策。政府的第五个

职能是阻止环境恶化。好的环境政策

不应被视为只有富人们才可以享受的

奢侈品。我们不应把 GDP 的增长与生

活水平的改善混淆在一起，或者把今天

测度的 GDP的增加与长期财富的增加

混淆在一起。近年来建立“绿色”GDP

帐户的努力便是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

“绿色”GDP 帐户强调了那些没有阻止

环境恶化的国家所面临的巨大挑战：解

决许多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中业已

存在的环境破坏要几代人付出努力。
政府的第六个职能是建立和维持一个

社会保障体系，包括提供基本医疗服

务。在某些情况中，这些活动可以用平

均效用主义来说明，它们提高了劳动生

产率通过减少改革阻力保持政治稳定。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政府在经济发展

中的作用[上 ]《经济学消息》1997 年 5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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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市场力量

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实现

资源配置力量与手要的根本性转换，确

立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体系，

这种市场导向型改革过程的核心，是培

育市场力量。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下述

几个基本理由：1.市场导向型改革的实

质。是实现资源配置力量格局的根本

性转换。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实质上

是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取代原有单一

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只有市场力量

逐渐强大，才可能逐渐缩小行政性计划

的作用空间，并填补由此形成的资源配

置力量“真空”。只有当市场力量充分

发育，并取代行政指令性计划而成为资

源配置的基础性力量时，经济体制改革

才算真正完成。2.市场力量是市场系

统最重要的功能性要素。各类有形市

场只是市场系统的结构性要素，市场力

量是市场的功能性要素。系统的功能

是系统内部能力与力量的外在表现。
市场的功能也是如此，它通过市场力量

的运作得以实现。市场的发育，固然体

现为有形市场的发育，但更重要的是培

育市场的力量。否则，只培育具体的有

形市场，而忽视市场力量的形成，市场

难以真正发挥资源配置的功能。3.市

场力量的格局与作用程度是判断市场

发育程度的基本标志。系统论认为，判

断一个系统进化程度的标志，首要的是

系统功能的变化。判断系统进化，首要

的标志是系统功能及其发挥程度。市

场系统也是如此。市场功能及其发挥

程度是衡量市场发育程度的标志。无

论是判断单个市场，还是判断整个市场

体系的发育程度，主要标志不是市场的

显性构件是否完善，市场结构是否完

善，而是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发挥的程

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发育的基本

标志是市场力量的完善程度及其作用

程度。4.培育市场力量是改革的当务

之急。当前中国改革的现实是，原有指

令性计划力量正在逐步退出经济体制

领域，但新生的市场力量相对弱小。由

此产生了诸多不利于资源优化配置的

“空档”、“漏洞”和“摩擦”，导致大量严

重扭曲资源配置过程的问题。其中最

突出的是两个方面：其一，“权钱交易”

对增量资源配置的扭曲。其二，国有资

产流失对存量资源的浪费。解决这些

问题的关键是增强市场力量，使之在资

源配置中成为主导力量。
（赵凌云：《培育市场力量：中国经济改

革的核心》《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97 年

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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