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摘
’九五”期间要重点

调控中西部与东部地区

居民收入差距
《经济与信息》月刊 1995 年第

10 期发表“国家计委国土所课题

组”的署名文章认为，地区间的差距

包括三个基本方面：一是经济发展

水平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工业化水

平、经济结构和基础设施发展水平

上，最终表现为综合产业水平和产

出效率上。二是生活水平差距，这主

要体现在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和消

费水平上。三是体制、文化背景的差

距，主要体现在市场化程度、经济开

放度和商业意识等方面。

文章通过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因

素（资本、劳动投入及其产出效率

等）和间接因素（自然资源条件、技

术开发能力、宏观经济政策等），以

及对今后一个时期中央政府财政转

移支付的可能和现实条件等因素的

分析预测之后认为，在“九五”时期，

无论是在发展水平方面，还是居民

收入水平方面，中西部和东部的绝

对差距仍将继续扩大，形势不容乐

观。

文章认为，“九五”乃至今后更

长一个时期，调控地区差距的重点

应该放在调控中西部与东部地区居

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差距上。

近期内，中西部地区要在整体上达

到东部地区的发展水平是不现实

的，勉强维持均衡发展将导致有限

资源投入产出效益的下降，从而最

终延缓我国国民经济的总体发展，

拉大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

应该看到，提高中西部地区居民收

入和生活水平，不仅取决于中央政

府转移支付强度和利益分配上的倾

斜，更主要的是取决于地区经济发

展水平和产出水平的提高。因此，从

长远来说，还要通过加大中央政府

在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强度，通过东

部地区的支援和帮助，通过中西部

地区加快改革进程，增强自我发展

能力和竞争能力来实现中西部地区

的经济起飞，从而最终实现各地区

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目标。

（石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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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经济

是社会主义的帮手
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认为，私

营企业主是社会主义的帮手，而不

是敌手，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而不

是掘墓人。

10 多年的实践表明，在中国，

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对于组合

生产要素为现实的生产能力，对于

发展生产，活跃流通，繁荣市场，方

便人民生活，扩大就业，增加税收，

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的不可

替代的作用，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社会经济结构的必要的补充组

成部分。在最近的几年里，我国的私

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还将以较快

的速度发展。

——巨额的民间资金说明存在

着大量潜在的私人投资者。据有关

资料，我国的个人金融资产已突破

了 3万亿元。而资金在流通中才能

不断增值，资金总是投向收益较高

的地方；

——国家鼓励私人投资，已明

确宣布，允许居民个人的资本等生

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

——大量的剩余劳动者正在寻

求新的就业空间和岗位。我国农村

现有 1 亿多剩余劳动者，城市也有

大量待雇的剩余劳动者，一些具有

经营管理本领的投资者就可以雇工

经营，开办私营企业。

刘国光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逐步形成，私营经济面对的

竞争压力不断加大，私营经济发展

初期采取的某些非规范手段也越来

越不适应，所以，如何正确引导和管

理私营经济的发展已成为摆在理论

界、实际工作部门和私营企业家面

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摘自 1995 年 10 月 23 日《国

际经贸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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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是国有小企业的

改革方向
如果说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

方向是股份制的话，那么，国有小型

企业改革的主要方向和形式则是合

作制。把国有小型企业转为民营，其

主要理由，一是国家应集中力量，通

过深化企业改革，办好大中型企业，

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把许多小企业

包揽起来；二是国家只要牢牢地掌

握住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企

业产品就行了，其他完全可以放开；

三是小型企业更适合于民营。宜多

种经济成份关存，平等竞争，共同发

展。

国有小型企业改革基本的形式

不外是这样三种：将国有资产出售

给职工个人，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企

业；将国有资产租赁或承包给个人，

实行国有民营；将国有资产出售给

个人，实行私有私营。这都属于民营

经济的范畴。

民营的优越性来源于产权关系

明晰，所有权对经营权的约束特别

强。投资要有回报，所有者可以选择

经营者。经济者要对所有者负责。经

营者必须是能人。这是我们强调产

权改革和制度创新的根本原因所

在。再就是经营机制灵活。所以，我

把民营的优越性归结为产权约束加

灵活经营。由于有这样许多的优越

性，所以民营经济在我国的发展前

景非常广阔，它的发展是不依某些

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摘自《经济研究》1995 第 10

期  晓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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