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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晓凌撰文说，自 1993 年 下半年

开始，党中央 、国 务院对国民经济

进行宏观调控，经过两年多努力，

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逐步回落，通

货膨胀的势头得到了初步遏 止，国

民经济 开始进 入了稳定增长的轨

道。同时也出现了部分国营大中

型企业经营比较困难，下岗人员增

多，失业率上升等问题。对此，经

济界、理论界一些人对是否继续执

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产生动摇，

有的人提出，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就

业问题，就业与通货膨胀相比，就

业应放在 首位。而要解决就业，就

必须容忍通货膨胀。中国应如何

解决就业问题，在当前物价仍处于

较高水平的情况下，能不能放松对

通货膨胀的控制，是当前经济发展

中需要搞清楚的一个问题。
谢晓凌说，战后许多西方国家

为摆脱经济衰退，通过扩大政府支

出，赤字预算和举债消费的方法刺

激经济增 长，解决就业问题，虽奏

效于一时 ，但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

代价 ，使 西方国家的政 府债台高

筑 ，物价 飞涨，经济更加混乱，并导

致消费需求的萎缩 和经济增长速

度的放慢。 结果，出现 了一方面通

货膨胀愈演愈烈，另 一方面经济停

滞不前，失业增加的滞胀局面 从

发展中国家看，这样做也是行不通

的。巴西在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

国内 生 产 总 值 平 均 每 年 增 长

10 % ，外贸增长 了 4 倍，创造了巴

西经济奇迹 但后来由于忽略了

控制通货膨胀，自 80 年代起巴西

通货膨胀率高达三四位数，引起国

际收支失衡，外债猛增，收入分配

严重不公，地区差别拉大等一系列

问题，使经济生活陷于混乱。为遏

止通货膨胀，巴西政府用十多年时

间采取一 系列措施和进行重大改

革，经过几次调整，虽取得了一定

成效，但贻误了发展的时机，付出

了巨大的代价。因此，从长远看，

只有经济稳定增长才是解决就业

问题的最好办法。
（摘自 1996 年 10 月 18 日《经济学

消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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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国有经济

也要转变增长方式

我国非国有经济中的绝大多

数企业本身就是市场的产物，对市

场的适应力、竞争力和生存能力较

强。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我国的非

国有经济，特别是集体企业、乡镇

企业就没有转变增长方式的任务。
许多非国有企业诞生时，我国市场

机制刚刚发挥作用。在经济体制

存在“双轨制”的情况下，非国有企

业的活力显得很强。但随着市场

机制作用的不断增强，“双轨制”体

制所带来的“机会”少了。同时，很

多国有企业经过改革已有很强的

竞争力，再加上我国对外开放的扩

大，外国产品大量进入，使国内市

场上的竞争比以 前更加激烈。竞

争不仅使国有企业面临很大的压

力，也使非国有企业面临着很大的

压力。而非国有企业发展初期享

受的优惠政策很多作了必要的调

整，即使现在仍然实行的一些优惠

政策，也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一

些乡镇企业的政企不分、产权不明

晰等问题对企业经营的影响比以

前加大。一些由国有企业“嫁接”、

改造形成的股份制企业虽然接受

了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办法，但

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仍较明

显。今年以来，沿海地区有些省的

相当一部分非国有企业经营状况

不太好，有的企业还出现亏损，虽

然原因很复杂，但传统经济体制的

影响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如果放

到世界经济范围内进行比较，尽管

我国的有些非国有企业相对于国

内许多国有企业来说效益较好，但

与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企业相

比，在技术、规模、质量、效益等方

面都存在很大差距，与搞得好的国

有企业相比，也存在很大差距。因

此，非国有企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的任务同样很重。只有非国有经

济与国有经济一起都实现了经济

增长方式的转变，全国经济才能实

现增长方式的转变。
（摘自 1996 年 10 月 15 日《中国改

革报》  作者：齐援军  石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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