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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陆地区改革深化的

基本方式政府培育市场

内陆省区不同于沿海、沿边省

区其市场主体、市场组织的发育和

市场交易的规范更难于启动，因此，

产权制度、现代企业制度、社会保障

制度的建立和区域性调控机制、市

场体系、法律体系的形成所遇到的

各种阻碍也会更多。没有政府强有

力的参与和支持，内陆省区市场发

育和与其相关的制度创新将是一个

非常缓慢的演化过程。从这个意义

上讲，内陆省区推进改革深化的基

本方式可以设定为：政府培育市场。

政府培育市场，是传统经济转

化为现代经济，落后地区完成市场

经济运行机制构造、加快市场经济

发展的一个卓有成效的做法。需要

特别指出的是：强调政府培育市场

的作用，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通过

行政方式构建市场组织，直接充任

市场主体的角色和把现代企业制度

等强加于主体。由政府行政方式去

组织这样或那样的市场并不能真正

促进市场的发育和完善。政府培育

市场的内涵应当明确为：（1）为企业

和各类经济组织培养 各类专门人

才，尤其是着力培育一大批有经营

管理才能、创新开拓意识强、思想道

德水平较高、遵纪守法的企业家；

（2）为各类经济组织（包括中介机

构）提供可以选择的组织资源和制

度模式（如公司制、合伙制、企业组

织内部的法人治理模式、国际通行

的财务会计制度、人事管理和收入

管理制度等），并通过一定的经济、

行政、法律手段促使各类经济组织

向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所要求的企业

组织和制度模式迈进；（3）建立完善

的市场运作法律法规体系，规范市

场秩序，创造各个市场主体平等竞

争的环境条件，以良好的法律环境、

规范的市场运作和比较优惠的政策

指向扶持现行的市场主体发展壮

大，吸引地区内外的投资者在本地

区设厂办店，在大宗商品生产地和

集散地开设交易、批发场所，通过政

府有效的行为，提高市场发育的水

平和档次。

（摘自《经 济 理论 与 经 济管 理》

1995.2.作者：刘西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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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确立改革新思路

赵凌云同志在 1995 年第 3 期

《经济学动态》上撰文指出，中国经

济改革不仅遭遇到来自原有体制的

抵制，而且日益面临着来自改革本

身不协调而积累下来的难题的制

约。因此，应对原有改革思路进行全

面清理，确立新的改革思路：（1）在

不同所有制形式的改革方面，必须

扭转国有制改革滞后的局面。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基础，是以

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经济结构。其

中，公有制是主导。公有制与市场经

济的结合，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本质特征。必须通过以 建 立 现代

企业制度为核心的产权制度创新过

程，寻求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最佳

结合形式，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核心层次。（2）加快社会保障

制度这一“慢变量”的演讲过程。目

前，社会保障制度的“滞后”，已经严

重制约诸多市场机制的运转。必须

改变社会保障制度属于市场经济的

外围层次，因而可以滞后的观念，将

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放在特

殊重要位置。（3）在市场体系的发育

方面，特别要反思和清理地区间市

场培育不平衡思路，确立地区间市

场平衡发育的正确思路。不应该将

赋予沿海地区改革试验权与利益上

的倾斜与优惠等同起来。人为的地

区政策优惠所造成的消极效果，即

造成全国市场发育条件的不平等格

局，已经突出出来。这种消极效果的

负面影响，从长远看会抵销这种做

法暂时的正面影响。因为，这种方法

毕竟只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

渡的一定阶段 上才具有合理性。应

该消除地区之间的人 力政策倾斜与

利益优惠，将沿海地区的优先权严

格局限于某些改革措施的探 素与尝

试方面。同时 ，运用中央宏观调控 手

段，实现全国范围内的 市 场协调发

育。（4）扭转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局

面。权钱交易的盛行、权力日益渗入

市场、改革过程被人为扭曲，诸如此

类的现象表明，政治体制改革已严

重滞后于经济体制的改革。因此，改

革之进入攻坚阶段，不仅意味着经

济体制改革要配套推进，重点突破，

政治体制改革也须加大 力度，攻坚

碰硬。

（方 摘）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简讯·文摘
	文摘  内陆地区改革深化的基本方式政府培育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