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天地

正

确

认

识

市

场

经

济

面

临

的

基

本

困

难

刘
保
军 

 

徐

珑 
 

李
三
秀

什么是发展我国市

场经济 面临的 基本困

难？那就是：高经济增长

与高通货膨胀并存，抑

制高通货膨胀又往往使

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当

前我国最高经济政策决

策层从改革实践及历史

经验中对此已有充分认

识，正在实际决策中努

力协调二者之间的关

系，使经济增长与通货

膨胀 处于一种均 衡状

态。李鹏总理 1994 年 3

月 10 日在第八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

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

告中指出：“今年计划国

内生产总值增长 9%。

在连续 两年增长 13%
的基础上，安排这样的

速度是比较合适的。只

要我们能够再连续若干

年保持 8- 9%的增长

率，就 是 了 不 起 的 成

绩。”而我国经济理论界

对这一重要经济难题研

究不够，一些地方政府

的主要领导人对此理解

不深，这就造成一些理

论宣传模糊了中央正确

决策的重大意义，一些

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正

确决 策时往 往 处于被

动、甚至不自觉地抵制

状态。对发展市场经济

所面临的基本困难缺乏

正确认识，势必造成行

动上的盲目性，增加建

立市场经济体制的难

度，甚至影响政治上的稳定。因而，深入研究这

一经济难题，在理论上给以科学说明，使政策制

定者及政策执行者加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与理

解，在行动上提高自觉性，减少盲目性，推进市

场经济体制健康发展，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让我们从改革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中经济增

长与通货膨胀的实际数据出发来展开讨论。
年 份  1 980  1 981  1982  1983  1984  1 985  1986

G N P 增长指数  7.9  4.4  8.8  10.4  14.7  12.8  8.1

零售物价指数  6.0  2.4  1.9  1.5  2.3  8.8  6.0

年 份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 992  1 993

G N P 增长指数  10.9  11.3  4.4  4.1  8.2  13.4  13.4

零售物价指数  7.3  18.5  17.8  2.1  2.9  5.4  13.2

比较 1980 年以来 G N P 年增长指数与零售

物价指数，我们可以看到，G N P 年增长指数变

化趋势与零售物价指数变化趋势大体一致：经

济高涨，物价上涨；抑制物价，经济下降。这种情

况是当代所有市场经济国家面临的基本问题。

我们的问题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我们是高经

济增长与高通货膨胀并存，他们往往是“滞涨”。

为什么我们发展经济会面临这样的困难？

这并不能简单地用政策失误来解释，这后面有

深刻的经济原因。这种高经济增长与高通货膨

胀并存的现象是我国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在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表现。我国人口众多，食品供

给并不能与食品需求同步增长。经济发展越快，

食品供需缺口越大，食品价格上涨带动物价总

水平上升。比较 1980 年以来食品价格指数与零

售物价指数的变化情况，我们可以看到，食品价

格上升带动零售物价总水平上升。
年 份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食品价格指数  10.5  3.7  2.8  2.4  2.6  14.4  7.4

零售物价指数  6.0  2.4  1.9  1.5  2.8  8.8  6.0

年 份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 993

食品价格指数  10.1  23.0  16.2  0.3  3.3  7.7  1 4.3

零售物价指数  7.3  18.5  17.8  2.1  2.9  5.4  13.2

现阶段我国居民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

50%以上用于居民个人消费需求；消费需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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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以上用于食品需求，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的 25%以上用于食品需求。由于受资源约束，

人均食品供给并不能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同步

增长。这种食品需求与食品供给在结构上的不

对称性导致食品价格随经济发展而不断上涨。

食品价格上涨一方面带动工资、成本上升，另一

方面引导农业以更高的成本增加农产品生产。

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致使物价总水平随着经济

的发展而不断上涨。经济增长速度越快，物价上

涨幅度越大。

这种食品需求与食品供给之间的矛盾是我

国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的表现，一直在制约

着我国经济发展。1953 年我国开始执行第一个

五年计划，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首先遇到的难

题就是严峻的粮食购销形势。面对尖锐的粮食

产需矛盾，中央政府被迫采取统购统销政策，进

而大规模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进而限制农村

人口到城里工作，以及后来下放城市人口、下放

知识青年到农村、实行各种票证限制居民购买

力，无不与此有关。在中央政府高度控制的计划

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被

严格控制，不能充分表现出来。在价格充分放开

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从而带

动物价上升就很自然了。

既然食品供需矛盾是制约我国经济增长速

度的主要原因，那么我们可否通过大力发展农

业来解决这种矛盾？大力发展农业是缓和上述

矛盾的重要途径之一，这就是为什么中央政府

一再强调加强农业基础地位的原因。但是，由于

受收益递减规律制约，经济资源从非农业部门

向农业部门转移，转移成本十分高昂，根据经验

数据，大体上要以三份非农产品的减量来换取

一份农产品的增量。因而，资源在农业部门与非

农业部门之间的分配只能保持一个合理的比

例，不可能过度偏向某个方面。

正确认识发展市场经济面临的基本困难的

重大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处理

好经济增长速度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是处理

好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关系的基础。只有把通货

膨胀控制在广大群众可以 接受的限度内，保持

物价的基本稳定，才能为社会安定提供坚实的

基础。安定的社会环境是促进经济长期高速发

展的首要条件。其次，正确认识什么是经济高速

增长。从长期看，避免大的经济波动的经济增长

速度往往是比较快的速度。如果我国经济能以

年平均 7.2%的速度递增，每十年经济便翻一

番。从现在到下世纪中叶，比方说 2050 年，还有

56 年时间。在此期间经济如能持续以 7.2%的

速度稳定增长，那么到 2050 年我国经济总量将

是 1994 年的 49 倍，如果真能实现这样的目标，

这无疑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是真正的高速

度。第三，食品供给与食品需求之间的矛盾是造

成我国发展经济面临基本困难的原因。在可以

预见的几十年内，我国的粮食状况是大家匀着

吃还够，抢着吃就会出问题。因而，对粮食的生

产与销售，国家必须予以有力的干预，否则很容

易出乱子。第四，经济资源要在农业与非农业之

间合理分配。农业与非农业增长速度之比应为

1 ：3 左右，不超过 1 ：4；超过 1 ：4 以后往往要

被迫进行调整。第五，转移我国农村沉淀下来的

几亿农业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是一个长期任务，

不是几年、十几年之内能够完全解决的。试图用

脱离实际的经济高速增长来解决几亿农民的就

业问题，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总之，正确认识

我国发展市场经济所面临的基本困难是制定各

项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础，是使我国经济保持长

期高速、稳定发展的基础，是保持经济发展与社

会稳定和谐统一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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