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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的内容建立在笔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之上。
写作之初，我国的通货紧缩态势已有所好转，学术界的政策研究热点也开始集中在积极财政政策的淡
出、转型，甚至是抑制经济&ldquo;过热&rdquo;方面。
因此从选题来看，讨论&ldquo;扩大内需的财政政策&rdquo;似乎已有过时之嫌。
但正是在这种时候，笔者认为进一步探讨中国内需不足的长期性问题，不论是总结过去政策的经验教
训，还是面向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ldquo;未雨绸缪&rdquo;，都具有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内需不足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各种矛盾累积的经济表现。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指出，供求不平衡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常态，经济的冷热变化互为因果，交替循环，
且可以通过政策工具的恰当组合予以缓解。
但这指的是体系健全的稳定市场经济中的情形。
对于中国来说，我们正在经历的是剧烈变动中的社会关系的重新构造，新的人际关系、新的社会阶层
、新的组织结构、新的政府制度&hellip;&hellip;所有这些破旧立新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充满了推动经济
迅速增长的创造力，另一方面也造就了导致内需不足的种种混乱与不和谐。
始于1998年，持续时间达六年之久的内需不足现象充分说明了我国目前的政治经济结构中的内在不稳
定因素，不可能通过经济体自身的调整加以治愈。
因改革而起的问题，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解决，这是我们在谈到中国今天的问题时经常使用的观点
。
但问题是，我们应该运用什么样的原则来判断哪些改革是合意的？
哪些结果是可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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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定位于探讨1998-2003年严重内需不足背后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原因，并指出这些因素在于中国的
社会转型过程，并不会因2004年以来通货紧缩局势的好转而消失，反而会在长期中对经济政策的制定
产生影响。
为此建立的三个阶段经济转型模模型指出，在市场经济形成过程中，会出现一种与凯恩斯主义需求不
足理论不同的资源转移失当型需求不足，它因生产性经济资源由国有经济部门流入非国有经济部门的
过程中存在的不公平、不合理现象所引起，因而不可能仅仅依靠对宏观经济变量的调控得到根治，必
须配合以相应的制度变革，特别是政府职能的重大调整。
在此基础之上，本书进一步探讨了促进市场竞争、增加基础性资本投入、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改
善收入分配状况、利用和控制国债规模这五个重要的政策领域所应当采用的财政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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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国经济学界对内需不足产生原因的解释中，较为流行的观点有两种。
其一是&ldquo;有效供给不足说&rdquo;，认为多年来的重复建设及行业间低水平过度竞争造成供给结
构扭曲，使得供给结构不能满足需求结构（特别是消费结构）的变化，是导致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
因此必须大力进行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升级，减少无效供给。
其二是&ldquo;收入分配恶化说&rdquo;，认为收入差距扩大导致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下降，
制约了消费需求的增加，而消费需求不足又制约了投资需求的增加，因此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是导致
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政府应当进一步强化其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职能，达到熨平全社会收入分配差
距的目的。
这两种看法所针对的现象，在现实中都可以找到事实依据，因此各自都不乏赞同者。
但对同一问题有两种不同的理解本身就说明这两种理论分别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它们在解释了一部分
现实的同时，对其他的现实则缺乏解释力。
而这对于政策制定来说更有莫大的妨害作用，因为它们各自指向了不同、甚至冲突的政策含义。
显然，我们有必要构造一个更高意义上的理论框架，其中两种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得到了保留，而在
它们有分歧和冲突的地方，该框架能为价值判断提供依据。
为此，本书以制度变迁作为线索，设计了一个三阶段的经济转型模型，以便研究在不同的阶段，需求
不足现象的出现是否具有必然性，其性质又有何异同，进而利用这一框架来对中国目前所面对的需求
不足问题进行分析。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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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的系列研究报告集合了中心专家研究成果的精粹，内容
涵盖了财政货币政策、农村金融改革、风险投资、财政管理与经济发展、公共财政框架的设计、商业
银行治理结构、资本市场开放等诸多重大现实问题，相信它的出版可以推动契合我国特点的现代财政
金融理论发展，并促进国内学科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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