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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期间要进一步

发展和完善商品市场

特别是要素市场

“九五”期间要进一步放开商

品的服务价格，完善已初步形成的

商品市场。除少数产品和服务 价

格由政府管理外，其他产品和服务

的价格由市场决定。对 于市场价

格的非正常波动，国家主要通过完

善重要商品储备制度、风险基金和

价格调节基金等进行调控。
培育和规范金融市场和 土地、

劳动力 、技术等 要 素市场，是“九

五”期间市场体系改革的重点，目

标是逐步形成主要由市场形成要

素价格的机制。做到大部分劳动

者的工资要由市场供求决定，基本

放开同业拆借利率，土地使用权转

让价格由市场形成。培育和规范

要素市场，金融 市场改革是关键，

目标是发展和完善以银行融资为

主的金融市场。其中一 是利率改

革 ，要建立以市场利率为 基础的可

调控的利率体系；二是贷款规模控

制的改革，要继续推进资产负债比

例管理和风险管理，更多地运用存

款准备金率、中央银行贷款利率和

公开市场业务等手段调控货币供

应量，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同时，

积极稳妥地发展债券和股票融资，

完善证券市场，推进金融市场的开

放。为此，要依据《中国人民银行

法》，进一 步强化中央银行的地位

和作用，完善政策性银行的经营机

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

行法》，加快国家专业银行向 商业

银行转变的步伐，稳步发展城乡合

作银行。

劳动力市场的改革，是要形成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向选择、合理

流动的机制和规则。劳动者可以

根据自身专长和偏好，自由选择职

业和 工作单位；用人单位可以根据

本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自主选择所

需要的职工。土地市场的改革，是

在加强国家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

土地利用计划管理的基础上，扩大

土地有偿使用范围，建立健全国家

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市场的垄

断和管理制度，实行土地使用权有

偿、有限期的出让制度，商业性用

地使用权要公开出让。
（摘自《中国国情国力》1996 年第 5

期 作者：贵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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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经济增长方式

转变的六个障碍

一 是体制性障碍。经济增长

方式是由一定的经济体制和运行

机制所决定的。我国占 主导地位

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从根本上说，是

计划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产

物，而且在双轨制下还得以 延续。

它使政府、部门和企业都严重缺乏

讲求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缺乏追

求提高要素生产率和管理水平的

足够的动力和压力。
二是主体性障碍。经济增长

方式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

经济增长主体——企业的目标和

行为的转变。一般而言，如果要素

投入的激励作用低于技术进步、劳

动者素质和管理水平提高的激励

作用，理性经济 人自然 会选择后

者。但作为我国经济增长主体的

国有企业长期以 来走的却是一条

靠要素投入的粗放式增长道路，对

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未表现出多

大兴趣。
三是就业性障碍。我国现阶

段劳动力供求的基本态势是劳动

力供给大于劳动力需求，而且还存

在大量的隐性失业，随着劳动密集

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过渡还会出现一些摩擦性失业。
四是要素性障碍。长期以来，

我国在科学技术和人力资源开发

上投资偏低，这既与经济社会的可

持续发展要求不相适应，又给经济

增长方式的转变造成现实的困难。
五是区 域性障碍。各地经济

差距的客观存在表明我国经济增

长方式的转变具有 长期性、渐进

性、时序性的特点，而不可能一蹴

而就。
六是观念性障碍。观念是行

动的先导，经济发展观念的转变是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思想基础和

必要条件。在我国还存在一 种超

越客观现实、一 哄而起、一刀切的

急躁冒进的发展观，如近几年出现

的开发区热、股份制改造热等都是

其具体体现。无庸置疑，这种经济

发展观与经济增 长方式的转变是

相背离的，必须彻底转变观念才能

有效地指导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摘自 1996 年 3 月 19 日《中国改革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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