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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 驭 烈 马 切 忌 冒 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顾问

马宾在谈到 1993 年经济形势时

指出，经济发展犹如一匹“周期

马”，越是快性子越有好上不易

下的特点。目前从固定资产投

资、信贷规模和现金投放的扩张

速度以及能源、运输缺口来看，

国民经济运行状态应当说是不

正常的。虽然当年的“大跃进”和

“1988 年的双膨胀”不可能再同

样重复，但是具有新的形式和内

容的一轮“大摊子、大缺口、大发

行、大涨价……大调整” 过程实

际已经开始。尽管这仅仅是开

始，然而任何一个经济发展过程

或周期，都 有其承前启后的必

然连续性。因此眼下重要的是如

何驾驭这匹强劲的烈马，防止急

于求成，急躁冒进，使经济走势

健康发展。

防止经济过热不能命令从

事，劝说也难生效，只能采取金

融等宏观调控形式。现在领导干

部忙微观，一般干部管宏观，管

平衡的不决策，决策的又不管平

衡。我们必须加快中央银行制度

改革，把现在各级政府都管的

中央银行，真正变成只受中央

管辖、牵缰绳、有权威的中央银

行。它不再经营商业银行业务，

只运用调控手段控制信贷规模

和货币总量、增量，否则就很难

避免微观市场经济行为。同时还

要强化财政预决算制度。财政部

长“屁股后面要带把刀子”，不是

一刀切，而是切去多余的补上不

足的。对于盗窃国家财产、破坏

自然资源、侵犯人民权益的，国

家应监制“三把锄刀”，严重者绳

之以法。

（摘自 1993 年 1 月 9 日《经

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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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回顾中，我们得出一

个结论：计划经济是不能一笔抹杀

的，它有着一定的适用范围，在一

定的历史条件下，它是更有效的。

那么，计划经济适用的历史条件是

什么呢？第一是经济发展水平较

低、建设规模较小的时候（如“一

五”时期 156 个项目的建设）；第二

是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比较简单的

时候（如非公有经济成分消灭，主

要发展重工业）；第三是发展目标

比较单纯、集中的时候（如战时经

济、战备经济，解决温饱问题）；第

四是发生了除战争以外的非常重

大事故的时候（如特大的灾害、特

大的经济危机）；第五是闭关锁国、

自给自足的时候。在这些条件下，

计划经济比较好搞，也很管用。但

是，一旦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了，建

设规模扩大了，经济结构和产业、

产品结构复杂化了，发展目标正常

化多元化了（把满足人民丰富多彩

的生活需求和提高以科技、经济为

中心的综合国力作为目标），对外

开放使经济逐渐走向国际化了，在

这样的情况下，以行政计划配置资

源为主的计划经济就越来越不适

应，必须及时转向市场配置资源为

主的市场经济。这正是我国经济目

前面临的形势和任务。80 年代，我

国经济已经跨上了一个大台阶，90

年代，我们要抓紧有利时机，在优

化产业结构、提高质量效益的基础

上加快发展；还要进一步扩大开

放，走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

这就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和发挥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导向作用，建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在这个

基础上，把作为调节手段的计划和

市场更好地结合起来。在配置资源

的过程中，凡是市场能解决好的，

就让市场去解决；市场管不了，或

者管不好的就由政府用政策和计

划来管。现代市场经济不仅不排斥

政府干预和计划指导，而且必须藉

助和依靠它们来弥补市场自身的

缺陷，这是我们在计划经济转向市

场经济时不能须臾忘记的。

（摘自《财贸经济》1992 年 12

期 作者：刘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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