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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买方市场”或“过刺经济”的根本原因：一方面宏观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没有内生组织和技术创新机制，微观 

主体行为低效率，传统体制集中捷策控制的刚性作用．促成高投入替代低鼓率，形成大量无效供给井累积；另一方面，我国二 

元结构强度再增生．广大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迟缓，收入分配的供给和需求效应弱化 ．整个国氏经济鲒构的关联水平和质量下 

降．经济增长缺乏结构鼓应．出现有增长无发展的现状： 过 剩经济”是果．低效率、低收入是因，故称“相对过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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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人均 GDP约750美元，人民生活水平 

仅越过温饱，却出现了“消费无热点”的尴尬局面。 

用传统经济学资本——劳动力分配关系的失衡无法 

解释这一现象。因为财政收入尤其是中央财政收入 

占GDP的比重下降到影响国家调控能力的地步， 

1996年国家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为 10_8％，中央财 

政收入占GDP比重为4．9％；国有工业企业 1996年 

开始出现净亏损，净亏损额度达 400多亿元，全国独 

立核算工业企业资金利税率仅 7．11％；全国居 民储 

蓄余额达5万亿元，人均居民储蓄余额4000多元。 

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也难以解释由“市场失灵”导 

致的过剩。因为我们的市场制度正处于培育和确立 

过程，不存在既定市场制度条件下的“市场失灵”问 

题。与“消费投资无热点”不协调的是：无效供给能 

力不是“核销掉”，而是累积；有能力让亏损企业继续 

存在，而无能力转产或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家电业开 

工能力不足50％，而没有彩电、洗衣机、冰箱的农户 

分别为 1．6、1．62、1．4亿户，城镇居民家电到期更换 

率超过3％；全国有 5000万城镇人口的平均居住面 

积不足 4平方米，而 1997年商品房积压闲置达 7000 

多万平方米。认识这种非均衡现象，“只有先了解 中 

国，才能对中国经济做出符合实际的说明”。 
一

、 低效率型的相对过剩 

80年代中后期，有学者把低效率与社会主义经 

济的短缺联系起来。解释社会主义国家普遍短缺 

时，强调供给分析方法，认为“效率问题，不只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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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问题 ，也是一个宏观经济问题，是决定一系 

列宏观经济运行特征的主要因素”。低效率是传统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结构转型时期经济的最基本特 

征、过剩是果，低效率是因。 

(一)低效率与供给缺1：2 

企业(劳动者)行为低效率主要是体制原因 集 

权经济体制严重缺乏激励机制 ，存在劳动与贡献不 
一 致和社会成员(企业和劳动者)不能自由退出的障 

碍，社会成员的组织和技术创新成本非常高，社会成 

员的经济权利及结构控制在行政科层组织手中。多 

劳不能多得，勤劳不能致富，无疑鼓励人们偷懒，出 

工不出力，劳动者的劳动供给行为存在名义劳动太 

于实际劳动；劳动者没有择业和迁徙的自由就不能 

“人尽其才”。集权经济体制窒息了劳动者的积极性 

和创造性，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呈下降趋势。劳动 

者供给劳动行为存在劳动缺口，导致效率缺口和供 

给缺121(图 1)。 

图 1中，横轴表示总供给或产量水平 ，纵轴表示 

资源利用效率或生产率水平，垂线 D表示给定的产 

品需求水平，向各上方倾斜的总供给曲线S=S(E) 

表示既定资源数量下对应不同生产率水平的产量水 

平或供给水平，E2、。2分别表示达到供求均衡时的生 

产率水平和产量水平，E 、Q 分别表示实际生产率水 

平和实际产量水平。Q2Q 为供给缺121，E2E1为生产 

率缺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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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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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简单的短缺供给决定模型 

(二)低效率与高增长 

集权经济体制存在微观主体供给行为的低效率 

引致总供给(总产出)增长水平难以下降的机制。集 

权经济体制有高增长目标偏好，一方面与工业赶超 

战略有关；另一方面集中决策和直接控制发生在行 

政科层组织上下级间，政府主管部门与企业为了各 

自利益在不断博弈和互动中放大经济增长目标。上 

级组织有“加官进级”的引诱，同时用高指标督促下 

级及附属企业“尽力工作”。下级组织常在供给能力 

方面“打埋伏”以“跑步前进”满足上级组织增长目标 

偏好。如果上级组织增长 目标偏低，就无法控制下 

级组织及企业的“尽力工作”，将导致更大的劳动缺 

121，总供给漏出也会更大，集权经济体制监督成本昂 

贵，采用高增长目标是增进经济效益，增加总供给的 

次优选择。低效率制度安排下，高增长率是对低效 

率损失的替代(图2)。 

经 

济 
增 

量s 

g 

E E 经湃效率水平 

图2 高增长低效率的替代模型 

图2中，横轴表示经济效率水平，纵轴表示经济 

增长率，Q 、Q2表示相应经济增长率和经济效率水平 

的等产量曲线，E2E1表示体制低效率对效率水平的 

损失，经济活动的实际效率只有 QE ，gl对应的等产 

量曲线为 Q。，为达到较高产量水平 Q2，只有提高经 

济增长 g⋯g2 

高增长率对低效率损失的代替，必然导致社会 

总供求失衡，要么短缺，要么过剩。经济增长率提高 

到 g2，投入品增加量为(Q．／E )一(Q2偈 )。如果沿 

着多马模型的思路，不仅考虑投资需求效应，也考虑 

投资供给效应，就容易理解短缺和过剩。出现过剩 

情况：增加的投资量使潜在产出规模增加，反过来对 

投资规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投资规模受整个社 

会储蓄规模边界和储蓄转化为投资意愿的制约，只 

要投资增长率下降，累积增加的潜在供给规模就会 

“浮出水面”。供给方由于既得利益刚性的作用，供 

给与需求水平并无下降，造成供大于求。 

(三)低效率与无效供给累积 

出现相对过剩，并不意味着告别了短缺，进入买 

方市场，而是市场经济的微观制度基础尚未根本建 

立，低效率供给长期累积的显性化。改革20年取得 

了辉煌的成就，经济总量提前翻两番 ，国民经济结构 

合理化调整，对外开放水平、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及 

内外融资水平等都得到极大提高，人民生活和社会 

事业得到较大发展。但经济低效率这一最基本特征 

依然存在，1979---1996年，年均经济增长率中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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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技术进步贡献率分别为 57％、26％、17％； 

1992--1996年，年均经济增长率中国有经济、集体经 

济、非公有制经济的贡献率分别为 12．7％、51．6％、 

35．7％ 尽管国有经济占 GDP的份额不足 40％，对 

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小，但国有资产占社会总资产达 

6o％以上，分布在 6OO多个行业，银行信贷资金 80％ 

流向国有企业。从制度安排角度看，非国有经济还 

没能替代国有经济，其中低成本——高技术在位的 

非国有经济替代高成本——低技术在位的国有经济 

明显，低成本——低技术在位的非 国有经济与高成 

本——高技术在位的国有经济处于僵持阶段。党的 

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 

代企业制度 国有企业改革向产权制度改革方向推 

进和深入，但股份制的内在机理却简化为筹资手段， 

内部治理结构中经济权力结构、角色分工成为原企 

业书记、厂长等的对号入座等等。这并非建立现代 

企业制度方向有错，而是传统制度安排的刚性使不 

够完善的新制度安排“失真”。尤其是国有企业领导 

干部管理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不少国有制企业变成 

厂长所有制企业，企业内部的办公室主任、财务主 

管、销售主管三套马车集中于个别主要领导和亲信 

手中，大肆敛财，“穷庙富方丈”。不仅造成国有资产 

流向个人腰包，而且极大伤害了广大群众参与改革 

的热情，有可能使创新主体(集团)减少。广大职工 

利益受到侵犯，劳动创新供给行为的缺口会更大，加 

剧了企业行为效率下滑势头。 

市场经济的微观制度基础尚未建立，与之相应 

的宏观调控也显得力不从心；企业行为的低效率在 

“条块”间生成大量无效供给。一方面“条块”对高增 

长的偏好依旧，继续重复、盲目投资；另一方面，“条 

块”着眼于各自既得利益，产业整合能力差，缺乏“吐 

故纳新”、“取长补短”的机制，使无效供给累积。 

二、低收入型的相对过剩 

我国是人口大国，人口多数在农村，如没有高效 

的现代化农业保证农产品供给和增加农民收入，不 

仅会动摇农业的基础地位，阻碍农村工业化、城市化 

进程；而且影响整个产业结构的关联度、耦合度，阻 

碍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最终使产业结构不 

能发挥成长效应 ，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国家计委研 

究所一份报告表明相对国民收入度量的二元经济结 

构度，t978年中国达到 6．08，超过所有发展中国家， 

I978 I984年农业超常规发展，1984年下降为3．58， 

1985--1988年农业生产徘徊不前，1988年上升到 

3．89，之后农业增长迟缓，1994年上升到4．14；日本 

工业化初期(1955年)为2．94，台湾地区(1965年)为 

2．3。二元经济结构强度再增生，劳动力就业结构和 

产值结构严重错位，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下降，广 

大农民收入增长趋于停滞，是目前相对过剩的另一 

主要原因。 

(一)农民收入增长较快时期收入分配的供给 

和需求效应 

1979--1984年，农民收入增长较快产生供给效 

应。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了过去“吃大锅 

饭”的平均主义分配机制，实行“缴足国家的，剩下是 

自己的”劳动贡献与所得相称的分配机制。激励机 

制的变化，调动了劳动者积极性，名义劳动与实际劳 

动相符，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民收入迅速增加， 

收入分配增加的供给效应明显。农产品供给大大增 

加，1984年粮食总产量达到 4．073亿吨，l978一l984 

年，我国农业生产值按可比价计算增长了55．4％，年 

均增长7．6％；198l—l984年，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 

实际增长率 15．3％。第一、二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 

率之比1978年为0．45：3．71到 1984年为0．4：2．62； 

农业劳动力的比重由 1978年的 70．2％下降到 t984 

年的64．2％。这不仅增加了城乡居民消费品供给， 

为轻工业发展提供充足的原材料和资金，改善了经 

济结构严重失衡状况；同时，为乡镇农业发展及农村 

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了经济环境。 

农民收入增长较快不仅产生供给效应，而且产 

生需求效应。农民收入水平提高，激活了农村消费 

市场，农村消费品占全社会消费品比重由 1978年的 

40_8％提高到 1984年的52．5％，对轻工业产生了巨 

大的拉动力，轻工业 1978一l984年年均增长 11．7％。 

轻工业占工业产值比重由1978年的43．1％上升到 

1984年的47．4％，使重工业摆脱长期自我循环局面 ， 

国民经济结构耦合度提高。研究表明：1978年以前， 

中国重工业产值同固定资产投资变动密切相关(r= 

0．9254)，与轻工业增长的相关性弱(r=0．678)；轻工 

业产值与固定资产投资竹相关程度也较高(r=0． 

7214)，与居民消费水平之间却不存在相关性(r=0． 

2768)。t978年始到∞年代，轻工业产值增长速度 

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的相关关系消失，与社会 

货币收入的增长速度呈高度相关性(r=0．8496)。 

(=)农民收入增长迟缓时期收入分配的供给 

和 需求效应 

1985--1988年，农业陷入“一年减产 ，三年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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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地，农业总产值的增长率只占 l979一l984年的 

54％，年均增长率为4．1％；农业经济个人纯收入实 

际增长率 2．9％，农民家庭平均纯收入实际增长率仅 

为 1．09％，城乡居民收入之比由 1．72上升到 2．05， 

农民储蓄占城市储蓄存款年末余额比重由34．8％下 

降到30．0％；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总产值占轻 

工业产值比重由68，7％下降到65．0％。加之工业产 

品价格轮番上涨，工农产品比价回归，农业的比较劳 

动生产率下降，加速了农业内部资金向非农产业转 

移。农业的基础地位受到影响，1988年引起物价上 

涨的重要因素是粮价上涨。9o年代，农业产值增加 

较快，1991--1996年，年均增长率7．8％，粮食产量 

1995年达到46662万吨，但增产难以增收，农业的比 

较效益低下。城乡收入比由 1985年的 1．72扩大到 

1990年的 2．02、1995年 2．47，城乡基尼系数 由 l99o 

年的0．37扩大到 1995年的0．4343，超过了国际公认 

的收入分配结构合理区间(0．3—O．4)；第二与第一产 

业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之比由1985年的4、54上升到 

1996年的5．20；1996年第一产业的增加值比重和就 

业人数比重分别为 20．0％、50．5％，由此导致二元经 

济结构度继续上升。 

农民收入增长停滞，收入分配的需求效应弱化， 

使产业结构供给的需求弹性减小，加剧了国民经济 

结构的失衡。1985、1990、1995年农村人口比重分别 

为76．3％、73．6％、71．0％ ，而农村销售商品占全社 

会零售商品总额却分别为 53．0％、48．5％、39．9％。 

1990年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571元，扣除物价因素，仅 

相当于 1984年的消费水平；城乡消费水平之比由 

1985年的 2．3扩大到 1990年的 3．0、1996年的 3．2。 

工业总产值1986---1996年年均增长率为17．5％。但 

工业总产值增长受广大农民最终消费需求拉动力较 

小。 

1985--1988年，轻工业产值年均增长 17．8％，轻 

工业产值 占工业总产值 比重由 47．1％上升到 

49．3％。轻工业比重的上升，较大程度由城市居民 

消费结构的变化所推动，加之对技术引进缺乏消化 、 

吸收和创新能力，“移入结构”与原有产业的关联度 

小。耐用消费品工业在 80年代末、9o年代初就过饱 

和，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新一代耐用消费品的 

销售量同时在 1988年达到高峰值。当满足了全国 

超过2o％人口的城市消费群需求后，农村庞大消费 

群空位。家电工业设施利用率下降，开工不足持续 

整个 9o年代。 

1991年轻工业产值比重开始下降、重工业产值 

比重上升．重工业成为工业增长的主导力量。主要 

由能源原材料工业的大投人所驱动，原材料工业占 

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比重和总资产比重 

1995年分别比 1990年上升 3．9和 3．4个百分点；原 

材料工业在制造业增加值 中的比重 1993年为 

35．6％，不仅高于发达 国家，也明显高于发展中国 

家，如 日本 1953年 为 32．0％，韩 国 19971年 为 

29．1％，巴西1974年为34．5％。能源、原材料等基础 

产业的高投人率和增长率抬升了重工业占工业产值 

的比重，但并不代表工业化进程呈现重工业化趋势； 

对推动重工业化十分关键的机 电工业供给不足， 

1995年机电产业与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仅22．4％， 

比日本 1965年的机电产业化比重还低 2．8个百分 

点，致使投资品供给产业关联规模不能深化，关联耦 

台度下降。产业结构升级得不到机电工业支撑，原 

料工业供给增加，满足了一般加工工业数量扩张对 

高物耗的要求，导致低水平的一般加工工业供给能 

力过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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