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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以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进行转
轨的改革已经经历了30年。
尽管这个过程还没有结束，但市场化进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
在走向市场的改革期间，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平均接近10％的高速增长，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中国的经济实力显著增强。
通过改革，不仅解决了此前长期没有解决的温饱问题，使两亿多人摆脱了绝对贫困，而且从一个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只有220美元的穷国跃升为人均约250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约5400美元）的下中等收入国
家。
中国经济总量先后超过了俄罗斯、加拿大、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并
将在不远的未来超过日本。
这些事实无可争辩地说明，我国摆脱过去的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基本改革方向是正确的
，改革在总体上是成功的。
　　在当今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都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了现代化。
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种经济制度能够替代市场经济制度在经济发展上的作用。
我们目前正在形成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某些方面的市场化程度还很低，还需要继续推进市场
化改革。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市场经济并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经济制度。
市场机制在某些经济领域（主要是天然垄断、存在经济外部性以及生产公共产品的领域）可能出现失
灵，不能自发实现最优资源配置。
同时，即使在实现了经济上的资源最优配置的情况下，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实现了最合理的收入分配。
因为一个合理的收入分配体系，不仅要能保障资源优化配置，还要提供有效的激励机制，从而调动社
会全体成员的积极性；同时还要符合公平和公正的社会伦理标准，促进全社会的共同繁荣进步，而不
能把某些社会成员的利益实现建立在对其他社会成员利益的排斥和忽视的基础上，不能造成社会的分
裂和对立。
此外，完全自发的市场力量也无法提供解决宏观经济失衡的更合理途径，只能通过周期性经济危机和
大规模失业来强制实现总体均衡，而这个过程会造成社会财富的大量破坏、效率的重大损失以及广大
社会成员的利益受损。
最近的世界金融危机还证明，一个缺乏有效监管、任意膨胀的金融部门可能给一国乃至世界经济带来
重大危害。
　　解决上述这些问题，需要通过市场以外的手段，对经济进行必要的干预和调节。
这些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在一些发达国家最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通过制
度及政策的改善和创新，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解决。
主要是通过政府和社会监管及干预来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通过社会福利制度、收入再分配和劳资对
话及仲裁机制解决社会公平公正问题，通过凯恩斯主义政策解决宏观经济失衡问题。
这些制度和政策的改进，大体上保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的稳定增
长和社会基本和谐。
这些制度和政策在合理范围内，一般而言是与市场机制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的，但在某些情况下也存
在互相替代或排斥的关系；尤其是不恰当的政府干预和过度的福利保障很可能会妨碍市场调节，导致
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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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关于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的研究是一项连续性工作，我们将继续对中国各地区的市场化进行定期的
测度，尽可能真实地反映各地区在市场化改革方面的进展。
在力图基本保持指数的跨年度可比性基础上，也将继续完善我们的指标体系，并根据市场化进程的变
化对指标体系进行必要的调整，以更加准确地反映各地区市场化进程的各个方面。
　　这项研究具有几个特点：对各地区的市场化进程进行比较全面的比较；将进行持续的测度，从而
提供一个稳定的观测体系，完全采用客观指标衡量各地区市场化改革的深度和广度，避免了主观评价
：基本概括了市场化的各个主要方面，但同时又避免了把制度变量同度量发展程度的变量相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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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部分省区变动原因分析　　以下对2005-2007年期间一些市场化排序和评分变化较突出的省区的
变动原因作一个简要的分析。
本报告后面的部分将对各省区的情况进行更全面的分析评价。
　　天津和海南在2005-2007年期间市场化排序上升幅度最大，共上升了3个位次。
就天津而言，其位次上升的最主要原因是政府对企业干预以及企业税外负担的下降幅度较大，企业主
要负责人和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打交道的时间占其总工作时间的比重由2005年的16.9％下降到2007年
的12.8％，而企业的税外负担占其销售收入的比重由2003～2005年年问平均0.53％下降到2005～2007年
年间的0.29％。
其次是劳动力流动性因素进步较大，“城镇单位使用的农村劳动力年末人数占就业人员总数的比重”
由2005年的7.6％提高到2007年的9.56％，还有就是“缩小政府规模”这一因素有所进步，政府部门职
工人数占当地人口比重由2005年的1.13％下降到2007年的1.08％就海南而言，其位次上升的最主要原因
是非国有企业的发展。
其中，非国有企业在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人中的比重由2005年的48％上升到2007年的67％，使海南该
项在全国的位次上升了9位，非国有经济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中所占的比重由2005年的57％上升
到2007年72％，该项海南在全国的位次上升了11位，而非国有经济就业人数占城镇总就业人数的比重
由2005年的52％上升到2007年61％，使该项海南在全国的位次上升了6位，综合在一起，“非国有经济
的发展”这一方面指数海南在全国的位次2005～2007年年间上升了10位。
　　尽管天津和海南在此期间排名次序上升最多，但是市场化指数总体得分上升最大的却是西藏和上
海。
西藏在市场化的五个方面均有所进步，使其在2005～2007年年间总得分上升了1.61分。
其中进步最大的是非国有经济发展和政府与市场关系两个方面。
上海2007年总得分比2005年上升了1.46分，和2001～2005年期间情况一样，导致上海得分上升的最主要
原因是“三种专利申请受理量／科技人员数”和“三种专利申请批准量／科技人员数”的明显上升，
这两个指标分别由2005年的每万人474件和182件上升到2007年的663件和344件，使得这两个基础指标的
得分分别上升了12.58分和18.11分，由此使得“知识产权保护”这一分项的得分上升了15.34分。
此外，在这三年中，上海市“劳动力流动性”因素也有明显的进步，“城镇单位使用的农村劳动力年
末人数占就业人员总数的比重”由2005年的10.4％提高到2007年的17.01％，使得此分项的得分增加
了2.85分。
不过在这三年问，上海市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有所上升，由2005年的18.8％上升到2007年的19.3％，-
使得“市场分配经济资源的比重”这一分项的得分下降了0.18分。
另外一个得分下降的指标是“非国有经济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中所占比重”，该比重由2005年
的65.7％下降到2007年的64.9％，使得该分项得分下降0.28分，而在全国的排序下降了9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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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报告是2009年度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场化相对进程年度报告，也是本课题八年来推出
的第五个市场化进程报告。
本报告主要依据2005～2007年三个年度的统计数据和抽样调查数据，对截至2007年的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市场化相对进程的状况进行排序比较，并展示在市场化方面的最新变化方向，度量这些变化的程
度。
我们所建立的这个市场化进程评价体系以客观的统计指标和调查指标作为计算的基础，避免使用主观
评价来度量市场化程度。
本项研究的基本着眼点是跟踪测度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场化相对进程，发现市场化进程中的
区域差距和薄弱环节，为促进市场化改革提供基础信息。
我们希望这项研究的持续和结果的公布，有利于社会各界了解中国市场化改革已经取得的进展和存在
的不足，从而为继续推动市场化改革，在中国建立一个健全的市场经济体系做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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