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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短缺型经济:对当前中国经济状况的基本认识

陈端计
(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 , 福建　厦门　361005)

[ 摘　要] 当前中国经济状况既非凯恩斯和国内理论界主流派观点所解释的有效需求不足下的过剩经济 , 又不

同于科尔内所阐述的体制型短缺经济 , 也没于一般的市场供不应求或供过于求状态 , 而是一种处于转型期无效供

给过多掩盖下的有效供给不足与体制型短缺并存 , 即隐性短缺与显性短缺并存的二元短缺型经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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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自 20 世纪 90年代中期以来的需求不足 、 供给
过剩问题 , 如何判断中国当前所处的经济阶段 , 理论
界 、 实践界和政界众说纷纭 , 见仁见智 , 且实践效果至
今仍不理想。问题虽与解决问题的手段同时产生 , 但解
决问题的前提是正确地认识问题。如何正确认识当前中
国的经济状况 , 不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极
具重大意义。

一 、 中国近三年来扩大内需实践与凯恩斯有效需求
不足理论的悖逆

理论界对需求不足 、 供给过剩的经典解释是凯恩斯
的有效需求不足论。①这也是目前国内理论界的主流派
观点。为对付 、 解决内需不足 , 自 1998 年 10 月以来 ,
单向强调需求的扩大内需政策是我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

取向的主旋律。如增加发行长期国债 、 增加低收入阶层
的收入 、 提高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 、 储蓄存款 7 次

降息 、 开征利息税 、 增加住房贷款 、 提供其他个人消费
贷款 、 鼓励出口和投资等等。显然 , 我国政府近三年的
扩大内需政策 , 对保证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发挥了不可
低估的作用。 据统计 , 1998—2000 年新增国债的投资

拉动我国经济增长分别为 1.5 个百分点 、 2 个百分点和

1.7 个百分点。
同时 , 我们又不能不看到 , 中国近三年来扩大内需

政策效应的偏差同样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单向片面地强
调需求调控一方 , 而忽视了供给调控一方 , 仅仅在 “市
场需求———宏观需求管理” 这个圈子内寻找对策 , 未能
将需求刺激与供给推动结合起来对市场进行调控 , 故实
践效果至今仍不理想 , 各举措对恢复经济增长活力 , 缓
解通货紧缩现象收效甚微 , 从整体上看并未能实现预期
政策目标。目前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仍然是国内生产能
力严重过剩 , 通货紧缩压力未除。从 1996 年 10 月至

1999 年底 , 中国月度生产资料批发价格指数与上年同
期相比一直是负增长 , 2000 年物价跌势虽稍有缓解 ,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涨 0.4%, 但其很大
程度来自国际石油价格和由政府控制的国内服务价格的

上涨 , 全年全国服务项目上涨 14.1%。而制造业和农
产品价格仍在继续下跌 , 其中蛋品下降 15.5%, 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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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 11.4%, 国内生产能力过剩问题并未缓解②。 2000

年中国经济增长回升 , 主因是外贸突然大增 , 国内需求
并未回升。因此 , 消除过剩生产能力 , 治理通货紧缩仍
是当前中国经济工作的头等大事。

中国近三年来扩大内需实践与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

理论的悖逆的产生 , 主要症结在于诊断有误 , 无的放
矢。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主要矛盾绝不是有效需求不
足 , 而却是有效需求强劲 , 只不过有效需求受到无效供
给过多等强有力的限制;不是有效供给过剩 , 而却是有
效供给不足 , 只不过无效供给多掩盖并导致了有效供给
不足。

二 、 科尔内的短缺经济理论及其局限性
80 年代中期 , 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在其 《短缺

经济学》 一书中 , 对传统社会主义中的政府与企业行
为 、 市场供求等现象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概括。认为在传
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 , 其经济运行型态可概
括为 “短缺经济” , 即生产资料 、 消费资料的普遍 、 经
常的短缺。商品供给的短缺产生于国企的 “投资饥渴
症” , 而 “投资饥渴症” 又根植于国家对企业的 “父爱
主义” 和企业本身的预算软约束 , 最终又根植于传统的
政企不分 、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认为经济运行
型态转变的程度是衡量经济改革从而经济体制转轨进行

的基本标志 , 即:“改革过程的一个目标是要消除短缺。
查看短缺状况是检验改革进展程度的重要标志”③ , “如
果经济的一个或另一个重要方面短缺消失了。这就是一
个相当可靠的信号 , 即改革在那里成功了。如果短缺依
然存在 , 这就表明改革还没有深入经济肌体的内部” ④。

科尔内的短缺经济理论 , 作为一种理论创新 , 将传
统社会主义国家的 “经济短缺” 现象上升到 “短缺经
济” 命题 , 并将 “短缺经济” 归因为传统计划经济体
制 , 抓住了短缺经济的根本原因 , 揭示了体制型短缺的
本质规定性 , 从而对所有实行计划经济国家的经济运行
具有很强的分析力 、 解释力与说服务力 , 并指明了市场
取向改革的方向。

同时 , 我们不能承认 , 科尔内的短缺经济理论本身
也同样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首先 , 该理论将短缺
经济仅归因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 , 虽抓住了问题的本
质 , 但却有失偏颇。现实中 , 短缺经济的产生除体制原
因外 , 还有经济建设指导思想 、 经济发展战略 、 经济增
长方式及社会文化等其他各方面的原因 , 而后面这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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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因素对我国传统体制下和体制变革前期的全面短

缺状态的产生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 具有不可低估的
影响。其次 , 该理论未涉及市场经济条件下一般的市场
供不应求状态 , 尤其是未分析社会主义国家在体制转型
期 , 在一只脚和半个脑袋型的市场经济条件下 , 由于市
场经济的不成熟等原因而导致的由无效供给过多掩盖并

导致的有效供给不足的隐性短缺状态。再次 , 科尔内仅
将短缺经济归因于供给不足 , 而未考虑需求边的影响。
而在现实的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 , 除存在供给不足
外 , 还存在有效需求不足以及有效需求不足对供给不足
的影响。即正是有效需求的不足才使供给不足的格局稳
定化 , 而票证供应等制度安排又使这种格局制度化 , 从
而最终使中国经济在有效供给不足格局下运行了长达

20 多年的历史。此外 , 科尔内的短缺经济理论主要是
基于对国企投资行为的分析 , 换言之 , 其分析框架只对
分析国有经济部门投资品的短缺现象具有较强的分析

力 , 而对非国有部门的经济运行型态分析则缺乏分析
力。同时 , 对于消费品和劳务的供求分析 , 其分析力也
十分有限。

三 、 中国当前的经济运行状况分析
本文认为 ,中国当前的经济运行状况既非凯恩斯和

国内理论界的主流观点所解释的有效需求不足下的过剩

经济 ,又不同于科尔内所阐述的体制型短缺经济 ,也不同
于一般的市场供过于求或供不应求状态 , 而是一种处于
转型时期无效供给过多掩盖下的有效供给不足与体制型

短缺 ,即隐性短缺与显性短缺并存的二元短缺型经济。
(一)隐性短缺。中国当前的有效需求不足 、供给过

剩只是问题的表象 , 问题的实质或根本原因是无效供给
过多与有效供给不足 , 而且通常无效供给过多掩盖并导
致了有效供给不足 , 从而造成无效供给过剩与有效供给
短缺并存的格局。我把我国体制转型时期由于无效供给
过多而掩盖并导致的有效供给不足或短缺称之为隐性短

缺。
一方面 , 由于供需结构严重脱节 、 产品品质缺陷 、

产品价格缺陷 、 供给创新乏力 、 供给观念的偏差 、 重复
建设 、 产品简单量再生产以及粗放型的外延式扩张的生
产经营方式等多方面的原因 , 造成中国目前的无效供给
严重过剩。据 1995 年以来内贸部公布的我国主要商品

的供求平衡情况资料 , 其中供过于求比例分别为:1995

年上半年为 18.3%, 下半年 14.6%;1996 年上半年

为15.0%, 下半年为 9.1%;1997 年上半年为 5.3%,
下半年为 31.8%;1998 年上半年为 25.8%;1999 年上

半年为 72.1%。下半年为 80.0%;2000 年上半年为

78.36%, 下半年为 79.64%。 市场供过于求的商品种
类越来越多 , 范围越来越广。不仅消费品而且投资品乃
至一些基础产品也相继出现供大于求的格局。无效供给
过多的结果累积势必使企业生产下降 , 库存增加。近年
来甚至出现高增长与高库存并存日益突出的现象。据统
计我国 1979—1998 年末库存额分别为:627 亿 、 899

亿 、 1227 亿 、 1494 亿 、 1790 亿 、 2133 亿 、 2878 亿 、
3626亿 、 4206 亿 、 5077 亿 、 6833 亿 、 8545 亿 、 10122

亿 、 11441 亿 、 13459 亿 、 15863 亿 、 19439.8 亿 、
22970.9 亿 、 26275.3 亿 、 28490.4 亿 , 占 GDP 的比重

分别 为:15.4%、 19.8、 25.0%、 27.3%、 29.5%、
29.7%、 32.7%、 35.7%、 35.7%、 34.5%、 41.5%、
46.6%、 47.6%、 44.2%、 39.0%、 34.0%、 33.2%、
33.6%、 35.0%、 35.7⑤。

另一方面 , 有效供给不足或短缺仍严重存在。其突
出表现在许多产品进口势头有增无减 , 走私屡禁不止。

据统计 , 自 1995 年起 , 我国每年进口工业制成品超过
1000 亿美元 , 数控机床的 95%、 轻纺机械的 70—80%
依赖进口 , 关键元器件 、 零部件对进口的依赖度更高。
就是纺织面料每年也得进口几十亿美元。另据最新统计
资料 , 1950 年 、 1978 年 、 1979 年 、 1983 年 、 1985 年 、
1989 年 、 1991 年 、 1994 年 、 1996 年 、 1998 年 、 1999

年 、 2000 年全国进口金额 (单位为美元)分别为 5.8
亿 、 108.93 亿 、 156.75 亿 、 213.90 亿 、 422.52 亿 、
591.40 亿 、 637.91 亿 、 1156.15 亿 、 1328.38 亿 、
1401.66亿 、 1658亿 、 2251亿⑥。此外 , 按国际一般的
走私货物还不到其 1/10。

(二)显性短缺。这里所谓的显性短缺 , 不是指市
场经济条件下 , 由于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导致的商品和劳
务的供不应求现象 , 而是专指科尔内所阐述的 , 在传统
计划经济体制下 , 由国家 “父爱主义” 和企业预算软约
束孕育而成的投资饥渴而造成的一种经济运行形态 , 由
于它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伴随的 , 故也可简称为体制型
短缺。

改革开放以来 , 随着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以及市场经
济的发展 , 作为计划经济特征的那种普遍的 、 经常的体
制型短缺确实在逐渐减弱并正在消失。但同时我们还必
须看到 , 计划经济在我国目前尚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 ,
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立 , 在半个脑袋和一只脚的市
场经济体制转型背景下 , 那种由计划经济体制引致的体
制型短缺仍会局部地发生 , 特别是市场调节作用薄弱的
领域。换言之 , 局部的具有计划经济制度性特征的体制
型短缺还可能发生。具体说来我国目前仍然存在体制型
短缺的根本原因是导致体制型短缺产生的经济体制基础

依然存在。换言之 , 由于国企产权改革至今仍没有到
位 , 政企尚未完全分开情况下的国企 “预算软约束” 表
现为企业的投资饥渴症;而在我国目前的体制转型期 ,
企业的 “预算软约束” 则主要表现为不主动开拓市场机
会 , 不愿意扩大生产和投资 , 从而缺乏承担国有资产保
值增值的责任感。在 “预算软约束” 机制依旧的条件
下 , 一旦市场机会扩大 , 国企必然出现新一轮 “投资饥
渴” , 并进而导致体制型短缺故态复萌 。比如 , 近三年
来 , 跑技术改造贴息 、 跑债转股 、 跑破产指标 , 在西部
大开发的热潮中 , 跑项目 、 跑投资 、 又成时尚。可见 ,
在政府继续控制着的资源方面 ,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
那种体制短缺在一段时间仍会局部地存在。即使是在目
前的通缩经济中。

本文的结论是 , 经济短缺不等于短缺经济 , 过剩经
济也有短缺 , 短缺现象的消失不一定等于短缺经济的终
结。经济过剩不等于过剩经济 , 短缺经济也有过剩 , 过
剩现象的显现不一定等于过剩经济的到来。当前的中国
经济状况是一种处于转型期供给过多掩盖下的有效供给

不足与体制短缺并存 , 即隐性短缺与显性短缺并存的二
元短缺型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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