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题探讨

略 论 经 济 杠 杆
的 性 质 和 作 用

宁学平吉林省财政斤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

体制改革的决定》 指出：“我们过去习惯于用行政手

段推动经济运行，而长期忽视运用经济杠 杆 进 行 调

节。学会掌握经济杠杆，并把领导经济工作的重点放

到这一方面来，应该成为各级经济部门特别是综合经

济部门的重要任务”。因此，如何充分发挥经济杠杆

的作用，调节生产结构，改善流通状况，加快经济改

革的步伐，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经济杠杆同物理杠杆的关系

杠杆，本来是一个物理概念，是力学上的一个名

词，最初它是指劳动者作用于劳动对象，使它改变方

向或改变地理位置的最简单、最原始的机械手段。就

自然科学来讲，简单的杠杆有着丰富的内含，因此，我

们弄清物理杠杆同经济杠杆之间的某些共同点和不同

点，对提高运用经济杠杆的自觉性，不是没有作用的。
杠杆原理首先是由古希腊数学家、科学家和发明

家阿基米德发现并阐述的。他说，利用杠杆可以挪动

重物，改变用力方向或者加快物体运动的速度。经过

反复的验证，他认为，当杠杆在动力（F）和阻力（P）
的作用下，匀速地绕着支点（O）转 动的时候，杠杆

处于动平衡状态。根据 平衡条件，进而引出 杠 杆原

理：在不计无用阻力的情况下，杠杆上动力的力矩等

于有用阻力的力矩。用公式表示为：F L 2= P L 1。

经济杠杆这个概念中所用的“杠杆”二字，是从

力学中借用的，带有比喻的性质。两者既有共同点，

也有不同点。对经济杠杆与物理杠杆的异同点，我初

步地找出了以下几点：

①支点在各自构成中的作用相同。两种杠杆支点

位置的合理选择是发挥调节作用的关键。
②追求的基本目的相同，两种杠杆的目的都在于

追求效益。人们运用物理杠杆主要是通过合理调整力

臂和力矩的比例，达到追求机械效益的目的；人们运

用经济杠杆主要是通过对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调整达

到追求经济效益的目的。

③所遵循的原则相同。两种杠杆发生调节作用，

都要以符合客观规律的要求为前题，运用经济杠杆要

以经济规律为依据；运用物理杠杆要以自然规律为依

据。

④加快运动速度的要求条件相同。两种杠杆都是

把 减少阻力、增加 动力，作为加快运动速度的条件。
以上四点是相同点，其不同点是：

①研究的方法不同。物理杠杆及其原理的运用，

属于自然科学范畴，它的研究对象是具体的，可以通

过实验来进行；经济杠杆及其合理运用属于社会科学

范畴，研究它主要依靠抽象的方法。
②复杂程度不同。物理杠杆的运动是力学现象，

研究它比较简单；经济杠杆的运动包括了人的因素，

属于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范畴，具有相当的

复杂性。

③发生作用的机制不同。物理杠杆发挥作用需要

外力的推动；经济杠杆则着重于激发内在动力。
④受客观环境影响的程度不同。运用物理杠杆的

时候，“无用阻力”（风、雨、气侯、温度等）的作

用是微不足道的，可以不计；运用经济杠杆的时候，

“无用阻力”（比如官僚主义、不正之风等）则是不

可忽视的力量。

总起来看，我们借用力学上的“杠杆”概念来比

喻经济调节活动，是为了使抽象概念形象化。是想说

明，通过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可以增强经济活动的

动力和活力，减轻其运动过程中的阻力、压力 和 重

力，从而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提高社会经济效益。
二、经济杠杆的性质

当前，国内学术界对经济杠杆的概念、属性等问

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解 释和争论。我个人的理解

是：所谓经济杠杆，就是人们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的要

求，借助于集团或阶级的政治经济权力或社会权力，

来调节物质利益分配的一系列经济手段。当一个经济

范畴处于自发运动状态的时候，它不是经济杠杆，只

有当人们有意识的来利用它发挥调节作用的时候，它

才成为经济杠杆。如价格，在通常情况下，它是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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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求关系的变化，围绕着价值而上下波动的，这是价

值规律和供求规律发生作用的表现形式，这个时候，

价格只起着表现商品价值的作用，并不是经济杠杆。

只有当人们利用它来调节供求关系，指导生产和消费

的时候，它才 成为经济杠杆。对经济杠杆范畴的适用

范围要着重考虑它的作用和实现条件：第一，经济杠

杆是调节物质利益分配的，第二，实现经济杠杆调节

作用的条件应该是集团或阶级所掌握的政治经济或社

会权力。离开这个条件，杠杆的实际意义 就 不存 在

了。所以说，经济杠杆范畴的适用范围应该是在形成

集团或阶级的政治经济或社会权力以后和这种权力消

失以前，它是一个历史范畴，不是永恒范畴。

关于经济杠杆的性质，我个人认为，经济杠杆具

有多种属性，就是客观性、社会性和综合性。先说它

的社会属性。我认为，经济杠杆在不 同的 社 会制度

下，被人们所认识和运用的程度是 不同的。杠 杆 这

个概念从物理范畴向 经济范畴、从自然科学向社会科

学的延伸，是随着商品经济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发展

而发展的。社会化生产发展水平越高，人们对综合运

用经济杠杆的必要性的认识也就越高。但是，人们综

合运用经济杠杆的水平和程度，要受到人们对客观经

济规律的认识程度和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的制约。说

经济 杠杆不是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范畴固然是对的，

但是，对于经济杠杆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发挥作用的范

围和程度，也不能等同看待。事实上，在剥削制 度

下，某些经济 杠杆发挥作用的局限性，是 十分明显

的。应该说真正能够综合地运用经济杠杆，自觉地调

节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

下才能实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国民经济的构

成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因此，各部门、各生

产单位在生产目的和基本利益上具有一致性。这就为

自觉地认识经济规律，综合地运用经济杠杆来调节社

会生产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
所谓客观性，即经济杠杆必须按经济规律的客观

要求来实现对国民经济的调节。社会主义经济杠杆是

人们自觉利用经济规律的具体形式，它具有两重性。

一方面它取决于经济规律，这是它的客观性；另一方

面，它又取决于掌握和运用经济杠杆的人们的意志，

这是它的主观性。人们的主观意志能够影响经济杠杆

的作用方向和作用程度，这种影响可以同经济规律的

要求相一致，也可能不一致。当人们的主观意志符合

客观规律要求的时候，经济杠杆就能起积极的作用；

反之，则起消极作用。为了使经济杠杆能够起积极作

用，就要求人们的主观意志同客观规 律 的要 求相适

应。经济杠杆发挥 积极作用的程度，取决于人们的主

观意志 驾驭客观规律的水平和程度。

所谓综合性，就是人们运用经济杠杆决不能孤立

地考虑某一规律的作 用，而必须以基本经济规律为依

据，全面考虑各项经济规律的要求。与此相适应，各

种经济杠杆不仅其作用的范围和程度各有不同，而且

在不同的经济活动中，它们各自的作用方向和程度也

是有差异的。各种不同的经济杠杆有着不同的职能作

用，一种经济杠杆往往只能调节一个方面的矛盾，既

不能互相取代，也不能各自为政，更不能用一个杠杆

来解决一切矛盾。因此，必须讲究 所有经济杠杆对整

个国民经济的综合调节作用，注意它们的配套应用和

综合效果.在综合运用经济杠杆的过程中，要特别注

意以下几条原则：（1）必须有利于增强企业的活力，

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2）
必须有利于加强宏观控制和调节，把企业生产经营引

导到国家计划所要求的方向和轨道上来；（3）必须

有利于提高 全社会的长远的综合经济效益，要正确地

处理眼前利益同长远 利益、局部利益同全局利益的关

系，有分析，有预见，避免大上大下，反复折腾。

三、经济杠杆的作用

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经济杠杆的作用是很广泛

的。经济杠杆作为一种调节工具和手段，我们可以利

用它来调节国民经济各方面的比例关系，以加速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总起来说，经济杠杆有以下重要作

用： 1、它可以调节不同经济形式之间的关系。如根

据各个时期不同的政治经济形势和生产力发展状况，

鼓励或限制某种经济形式的存在和发展，鼓励或限制

某种形式的生产或经营。目前，我国鼓励多种经济成

分和各种经营方式的存在和发展，实 行对内 搞活经

济、对外开放的方针，对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外

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的发展，积极给予 支 持 和鼓

励。 2、调节和指导社会再生产的各个主要环节的经

济活动。如促进合理地利 用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

保护自然 环境和生态平衡，促进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和

各部门的按比例发展，鼓励或限制某种产品的生产和

消费，调节商品供求，加速资金周转和降低成本等等。
3、调节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以及个人消费品的

分配。如调整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利益分配关系，

调节不同经济成分 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生产

领域与非生产领域之间以及城乡 之间的分配关 系 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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