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摘
上新台阶要谨防

经济过热和在产业

结构调整上下功夫

为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在 90

年代顺利地登上一个新台阶，必

须有一系列经济体制与运行机制

方面的保证，这要靠进一步推进

改革与开放来解决。在这方面，有

两个问题值得提出：

1.在上新台阶的过程中，要

谨防扩张期有可能出现的经济过

热，谨防一哄而上的“大起”导致

下一轮的“大落”。为此，一方面，

要进一步改革宏观调控方法。在

宏观调控中，除继续加强投资规

模、信贷规模、工资总额、总供求

平衡等总量性、计划性的调控手

段外，还要进一步加大价格、利

率、税率、工资等参数性、市场性

调控手段的作用，同时分产业、分

地区实施不同方向、不同力度的

调控措施。这样，既有利于防止经

济过热，又有利于引导产业结构

调整的方向。另一方面，通过改

革，不仅要增强企业、部门、地区

自我发展的活力，而且要形成企

业、部门、地区自我约束的机制，

以有效地抑制投资饥渴与盲目的

扩张冲动。

2.产业结构的调整，要在增

量调整与存量调整两个方面下功

夫。增量调整的困难主要是筹集

资金的问题。这要通过改革、开放

来广开融资渠道。包括积极发展

股票、证券市场，大力吸引外资投

向瓶颈部门和高、新技术部门。存

量调整的主要困难，是职工的就

业安排问题。目前，对那些生产能

力过剩、不适销对路而严重积压

的产品，和对那些技术落后、长期

亏损的企业，在实行关、停、并、转

中，职工的安排问题主要靠企业

内部和部门内部来消化，但这是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一个

重要的解决办法是，发挥国家的

组织力量和市场的调节功能，靠

大力发展为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服

务的第三产业来吸收多余的职

工。

（摘自《经济研究》1992 年第

5 期  刘树成  樊明太的文章）

文摘中近期深化经济

体制改革的关键是

加快市场体系

建设和发育

《经济参考报》1992 年 6 月 2

日发表了马建堂的文章，认为中

近期经济体制改革重心应转向市

场体系的建设和市场组织效率的

提高。他说，我国经济改革包括企

业体制改革、市场体系建设和宏

观调控的改善这几方面的内容。

只要采取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

实现总量基本平衡，价格改革在

很大程度上靠放开这种便利的办

法就可实现；至于企业体制改革，

在总量平衡的基础上，只要下决

心把企业推向市场，这种“逼迫”

改革战略也可在较大程度上实现

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至于宏观

管理方式的转换，它要以市场体

系的建设和市场组织程度的提高

为条件。我国进一步深化经济体

制改革的关键是加快市场体系的

建设和发育，以提高调节资源比

重已达 70%左右的市场机制的

效率。这方面的主要工作有：（1）

大力发展现代化的规范的商品交

易形式（如批发市场的完善、期货

市场的建立和物资配送中心的发

展）和尽快制订重要的市场规则；

（2）加快证券市场的发展和银行

体系的重组；（3）在发展社会保障

制度、失业救济制度的基础上，加

快劳动制度的改革，发展劳动力

再配置市场。

（素摘）

文摘
90年代改革中心

是创造大公司

成长的制度环境

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

研究所“发展与改革研究”课题组

对 80 年代末期 90 年代初期经济

增长和体制改革特征的变化进行

系统研究认为，在经过了 80 年代

持续的增长过程和广泛的制度变

化后，中国经济已经跨越了起飞

阶段，进入了向成熟经济过渡的

历史进程。90年代改革政策的中

心是创造有利于大公司成长的制

度环境。为此应优先考虑：以培育

资本市场为目标的金融体制改

革，重点是为证券市场和多种金

融组织的成长创造有利的制度环

境；鼓励和推进对国营企业特别

是大型企业的公司化改造；继续

推进企业间的联合、兼并与改组，

并为跨国经营的大型企业集团的

发展创造有利条件；进一步推动

企业家利益和身份的独立化，形

成独立的企业家阶层；建立规则

化和法律化的经济管理制度，完

善经济法规和交易规则；建立并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摘自 1992 年 6 月 6 日《经

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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