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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
六十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我国经济学家们在其中作
出了重要的贡献。
他们在诸如人口经济理论、商品经济理论、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改革、所有制结构调整、
引进外资、宏观经济管理、经济发展战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收入分配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金融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资本市场发展、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及经济体
制转型等等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问题上，都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理论创见和政策建议，为我国
的现代化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为宣传经济学家们的这种贡献，并激励后学，我们特组织编辑、出版了这套《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
设的100位经济学家》丛书。
丛书的成功出版，也是我们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的一份礼物。
　　该丛书的出版设想最初由广东经济出版社提出。
因为早在1998年，该社就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卓元教授等的大力支持下，编辑出版了《影
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该丛书出版后引起了很好的社会反响，并荣获第四届中国图
书奖提名奖。
弹指一挥间，很快就十年过去，并迎来了我们共和国的六十年华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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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林岗、林凌、林毅夫、林兆木、刘鹤、刘诗白、刘世锦、刘树成、刘伟⋯⋯他们都是影响新中国六十
年来经济建设的我国重量级经济学家。
本书收录了他们在我国经济学研究中的经典之作。
其中的很多作品，虽然时光已经流逝，但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和深刻的
思想启迪。
它们是我国经济学文献库中的宝贵财富，对我们今后进一步开展相关领域的专题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
重要的理论文献资料。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位>>

书籍目录

林岗　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国有制结合的内在依据及其他　诺斯与马克思：关于制度变迁道路理论的
阐释　关于理顺国有制经济内部的产权关系林凌　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几个问题　中心城市改革及
其在新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　如何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
林毅夫　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收敛　一个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和强制性变迁林兆木
　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建言　经济周期的成因及其启示　论新型工业化道路问题刘鹤　没有画上句号
的增长奇迹　前十年产业结构的变化和矛盾　为高速增长潜力转为现实创造条件刘诗白　社会主义商
品经济与企业产权　论产权构建　论产权自主转让刘世锦　结构转换缺口：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与选
择　中国国有企业的性质与改革逻辑　中国汽车产业发展中具有一定普通性的重要经验刘树成　我国
固定资产投资周期性初探　论中国的菲利普斯曲线　我国五次宏观调控比较分析刘伟　经济学为什么
研究价值理论　所有权的经济性质、形式及权能结构刘遵义　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及其应用吕
政　结构调整的任务　对中国与俄罗斯经济体制改革差异的分析　国防工业的发展及其现代化骆耕漠
　论按劳分配原则的两重性　补论按劳分配原则的两重性　关于如何正确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生产、交换、分配关系的论述马洪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
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　关于改善我国经济结构的意见　向市场经济转变是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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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林岗　　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国有制结合的内在依据及其他　　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问题
，是决定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核心问题。
现在，党的十四大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新提法来概括改革的目标模式，必将极大地促进
改革的深化。
　　一　　过去很长时期内，在我国理论界占统治地位，并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产生巨大影响的
，是公有制与商品货币关系不相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截然对立的传统观念。
1978年召开的理论务虚会认为，应当承认商品货币关系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的必然性，在经济工作
中应当利用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
这可以说是突破传统观念束缚的第一步。
但是，直到十二大，人们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还是相当粗浅的，并未真正摆脱传统观念的影响。
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看法是所谓“板块论”，即认为国民经济是由互不相属的计划调节部分和市场调节
部分拼合而成的。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
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公有制
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这实际上已经包含着计划与市场内在结合，在以市场为作用机制的价值规律基础上实行计划调节的
含义。
与“板块论”相比，这是认识上的一个重大进展。
　　此后，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逐渐成为全党不可逆转的共识。
党的十三大报告在沿用“有计划商品经济”这个提法的前提下，进一步明确了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应
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和市场的作用都是覆盖全社会的”，并提出了建立不仅
有商品市场，而且包括资金、技术、劳务等市场在内的完善的市场体系的任务。
事实上，十三大报告所描绘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大体上已经可以说是一个社会主义条件下的
市场经济体制模式。
不过，由于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紧箍咒还未解除，十三大文件仍然回避了“市场经济”
这个范畴，未能直接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联系起来。
　　现在，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与十三大报告相比较，十四大报告有两个明显的进展：第一，断然否定了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传
统观念，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代替了十二届三中全会以来沿用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提法
；第二，突出强调了处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计划指导下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毫不隐
讳地揭示出实践中的而不是某些教条中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市场经济性质，将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
归结为建立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紧密结合的、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
这两个进展，使人们的思想进一步获得解放，为改革的深化提供了基础依据。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是人们相互间发生经济联系的基本形式，因而要借
助市场来解决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用什么方法进行生产的问题，亦即将市场当作资源配置的必不可
少的手段。
也就是说，商品经济必然是市场经济。
当然，从概念上说，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是有区别的。
商品经济定义的是一种经济关系，即生产是为了交换，而且交换要以产品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为尺度
的经济关系。
而市场经济定义的则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即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资源在不同部门和生产单位之间分
配的机制。
尽管有这种概念上的区别，但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又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不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商品经济是无从设想的。
既然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那么社会主义经济就必须建立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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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场机制，并充分发挥其资源配置的功能。
因此，社会主义经济不能不是一种市场经济。
这在现在看来是一个顺理成章的结论。
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回顾计划和市场问题认识历程时看到的，达到这一结论并不是径情直遂的。
障碍主要来自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的经济学传统观念。
　　这里所说的经济学传统观念，既存在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也存在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之
中。
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的这种传统观念，我们是比较熟悉的，不必多说。
这里要引证一下敌视社会主义的西方经济学者的说法。
那个挑起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社会主义社会资源配置论战的奥地利自由主义经济学者米塞斯的言论
，是具有典型意义的。
米塞斯认为，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基础，因而与市场经济不相容，其资源配置注定是无效率的。
他说，“要把市场和它的价格形成的功能同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
“市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才是可行的；在社会
主义条件下，它是不可能被‘人为地’仿制的”。
当代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1988年访问我国时，正是根据米塞斯的这种逻辑，认
为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自由、私营的市场”，而且特别强调私营。
前不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另一个代表人物科思，在谈到东欧国家经济的“市场化”问题时也说，
市场经济要有三个条件，即私有产业、契约制度和自由市场。
总之，没有私有制就没有市场经济，这就是敌视社会主义的西方经济学者的结论。
　　受这种敌对思想营垒的看法的影响，有些人担心搞市场经济会导致资本主义，对建立市场经济体
制的改革方向忧心忡忡；有些人则认为不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就无法完成“市场取向的改革”。
例如，较早提出将市场机制引入社会主义经济的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前几年在一篇文章中说，只有
私有制才能满足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要求，因而经济改革不应寻求使公有经济进入市场轨道，而应
扩大私人经济的比重，计划与市场的结合只能是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并存。
东欧剧变发生之后，以分析“短缺经济”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在其新著《通向自由经济之
路》中，也强调只有在私有制条件下才能形成“真正的”自由竞争，改革的目标应当是大力发展私有
制。
他还嘲笑在公有制经济中搞市场化改革是“模拟华尔街”，注定要失败。
作为这种国际思潮的回声，在最近我国开展的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的讨论中，也出现了一种有
些影响的看法，即认为要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实行经济的“非国有化”或“民营化”，大大增加经
济中的非国有成分，因为社会主义国有制（全民所有制）条件下“只有一个所有者”，而在只有一个
所有者的条件下是不会有“真正的商品经济”或“严格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的。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只有一个所有者的社会主义国有经济无法满足市场经济存在的两个基本条件：一
是所谓“权利的排他性”，即不同生产者之间要发生市场交换关系必须以不同的所有者的身份相互对
待；一是对生产者的“硬预算约束”，也就是通常所谓自负盈亏。
确实，如果在社会主义国有制之中不存在形成这两个条件的根据，那么它就根本无法同市场经济“对
接”起来。
　　但是，党的十四大报告却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紧密结合在
一起的。
”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首要特征，就是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
如果在作为经济主体的公有制中，全民所有制或社会主义国有制这个起主导作用的成分无法与市场经
济对接，那么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岂不是在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相异化的东西上硬贴一个
社会主义标签？
显然，如果不能说清楚为什么市场经济可以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尤其是社会主义国有制紧密结合
在一起，我们还是没有真正摆脱传统观念阴影的笼罩。
市场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基础性资源配置手段的根据，应当到作为这种经济形态基础的公有制，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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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社会主义国有制中去寻找。
具体地说，就是要弄清在社会主义国有制经济之中是否存在生产者权利的排他性和硬预算约束的内在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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