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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必须强调宏观调控

国家宏观调控，就是运用经济

杠杆，控制市场运作，即运用“看得

见的手”控制“看不见的手”。我们

要的计划是尊重客观规律的计划，

是运用看得见的手来组织市场商

品供求平衡，即资源配置的优化。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规律时就指出：价值规律所影响的

不仅是个别商品或物品，而总是各

个特殊的、因分工而互相独立的社

会生产领域、部门的总产品。因此，

不仅在每个商品上使用必要的劳

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

中，也要把社会劳动必要的比例量

分配使用在不同类型的商品上，这

就是指的资源配置的原理.我们知

道，价值的实现取决于个别商品的

使用价值是否满足一种社会需要，

所以社会产品总量的使用价值的

实现就取决于这个总量是否适合

于社会对每种特殊产品的特定数

量的需要，从而必须根据这种特定

数量的社会需要把劳动按比例地

分配在不同的生产领域。这种自觉

的计划性就成为社会化大生产自

身的要求。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党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强调运

用有形的手——国家宏观调控的

科学依据。这就是说，越是生产社

会化，就越需要计划性。计划性就

是指自觉遵循经济规律的自觉性

和以自觉性为依据的运用经济规

律的能动性。我们是主张国民经济

各部门的发展要合乎比例的。有些

主张市场经济的人不认为有计划

合比例是一个规律，这样，否定了

计划调控的市场，就成了无政府的

自由市场。还有人说：我们好不容

易把计划经济反掉了，现在又运用

“宏观调控”引进计划管理体制，是

前门赶出了狼，后门引进了虎。这

是不对的。小平同志明确说是两只

手同时起作用的，只不过有时这只

手强一些，有时那只手强一些，并

没有否定两只手、两种功能。过去

我们的计划工作确实有失误，但那

只是计划工作的方法问题，是必须

改革的，但必须指出，决不能以改

革计划工作的错误方法为借口来

否定宏观调控计划性。

（摘自《财政研究》1993年第 5期

  作者：许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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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避免地区之间

产业结构趋同

《经济参考报》1993 年 6 月 9

日发表专论，谈地区间产业结构的

协调发展问题，提出同构相斥，异

构互补的观点。文章认为，道理很

简单，产业结构相同，产品相同，用

的原料就相同，销售对象就相同。

这样，原料不足时就掀起“原料大

战”，市场疲软时就掀起“销售大

战”。出于地方利益，地方政府也参

与到这些“大战”之中，就出现了地

方保护和地区封锁，企业间的“大

战”就发展为地区间的“大战”。结

果是，统一的市场分割了，力量相

互抵消了，各自的发展都受到限

制。要避免产业结构趋同，就要在

国家产业政策的指导下，建立各自

的优势产业。建立优势产业首先要

以各地的资源优势为依据。每个地

方都要寻找其它地方不可替代的

产业。由于各地的资源优势千差万

别，各地的优势产业也就各具特

色，就形成各自产业的不同重心

区。这个重心区的产量占全国同类

产品的绝大部分份额，通过市场竞

争和兼并机制，使资源向具有产业

优势的地方集中，规模小、布点散、

效率低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顺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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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如何理解财政的

资源配置职能

在传统的财政理论中把“资源

配置”仅仅理解为形成有形物质财

富的财政投资，把行政事业单位的

日常开支只看作是消费支出而不

看作是资源配置。这种对资源配置

的狭隘理解，使得全社会的资源配

置优化无法予以全局把握。

资源配置是与生产目的——

提供满足消费需求的产品或劳务

——直接相联的概念。资源配置不

仅包括有形产品生产的要素组合，

而且包括无形产品生产的要素组

合。后者往往被学术界忽视。我们

以往把财政用于行政、国防、教育、

文化、科学、卫生等方面的支出称

之为非生产性支出，把这类支出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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