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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产业结构调整于治理整顿之中

杨建德 陈彦夫

我国目前面临的主要经济问题和经济困难,主要表现在通货膨胀加剧,总量不平衡,产
业结构不合理,经济秩序混乱。其中,,产业结构失衡居于主要和突出地位。通货膨胀加剧,

固然是社会总需求大大超过社会总供给的结果,但如果把分析的透视力深透下去,就可以发

现它同时也反映着深刻的产业结构的矛盾。经济总量的平衡,从来都是同产业结构的协调分

不开的;在产业结构严重失调的情况下,要求得经济总量的平衡相当困难,即使实现了也难

以持久。产业结构不合理引起的企业组织结构和产品结构不合理,市场有效供给不足,是经

济秩序混乱的客观物质基础。所以,在进一步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过程中,必须

重视对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的调整。治理整顿实质上也是一场以产业结构调整为主体的经济结

构调整。

当前,我国产业结构严重失衡突出的表现是工农业比例关系严重不合理,现有农业已支

撑不了过大的工业生产规模;蓦础
=业

、基础设施与加工工业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能源、

交遍运输。原材料供应能力已文撑不了过大的加工工业。

我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在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等

改革措施后,农村曾出现了短暂的所谓卖猪难、卖粮难。卖油难的繁荣局面。但19泓年后,

农业重又陷入徘徊的局面,甚至出现了萎缩趋势。1985-1988年 ,工业平均每年递增17。 8%,

农业每年只增长3。 9%,工水业速度比由前六年平均的1.25△ 陡升为4.56:1。 在工农业总产

值中,农业占的比重逐年下降,19卩 8年仅占2遮。3%,比农村改革前的1978年 还低0.5个百分

点。以工农业总产值为100,近几年工农业比例如下:

1978  1983  1984  廴985  1986  1987  1988

农业 24.8 29。 9 29。 7 27.1 26。 4 25.3 24.3

彐匚⊥L  75.2  70.1  70。 3  72.9  73.6  7压 。7  75。 7

当然,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在工农业总产值申的比重逐年下降是合理的,但近四年下

降如此之迅速,却是不正常的。特别是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产量连年徘徊。1985-1987

年。我国粮食平均年产量为1984年 的96.2%,棉 花平均产量仅为 1984年的63.9%。 1988年

稂食产量为39401万吨,比 1987年减少13.6%,种植业产值下降0:5叻 。如果按正常的工业与

农业的增长速度3:1计算,1988年农业占的比例也不应低于27%。 近年来,农业陷入徘徊不



嵛,崮然同1θ g1年至1084年 农业迅速发展后的盲崮乐观有关,但更带粮本性的原囟却是对农

业甾投入两足。

长期来,通过推行
“
两个价格剪刀差

”
的玫策为城市加工工业的发展积累资金,因而形

成了工农业产品比价极不合理,农业比较利益低:改革后,农民的收入明显增加。但是,由
于目前的非农产业收益远高于农业,因而农民对农业,特别是种粮、种棉的投资普遍缺乏热

情,将提高了的收入投向比较利益较高的第二、三产业b1987年,农村集体和个人固定资产

投资是106丑 亿元,但其中用于农业的投资仅为12⒎亿元 ,占 11。 0%。 农民对农业投入不足,还表

现在劳动力投入不足和农用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涨。近年来,从农村转移到非农产业的劳

动力,大多具有初中或初等文化程度,或受过专门练训,而留在农村生产第一线的大多是妇

女、老人和儿童。靠这样的队伍,怎么能保证农业的增长后劲呢?农业生产资料价格~L涨过

猛,农民种粮种棉的成本大幅度上升,已经难以承受。据估计,1988年与198逆 年相比,平均

农用生产资料涨价幅度为:尿 素8%,农膜 6%,柴油⒛%,农药25%。 议价的农业生产资

料涨得更猛。在农业资金和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过程中,还挤占了许多本来就稀缺的农业

耕地,耕地面积每年减少五百多万亩,许多农田设施损坏、老化,失修严重。在 以 上 情 况

下,农业停滞不前就在所难免。

农业比较利益低,农业要紊向非农业转移,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农业自身

发展的需要,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在我国农业生产力相当落后,目 前生产徘徊不 前 的 因境

下,这种转移反过来会拉大农业与工业的比较利益的差别,吸引更多的人携金离土。这样,

农业不仅无力进行扩大再生产,而且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出 现萎缩局面。农村集约化

经营和规模经营更无从谈起,土地生产蓝必然下降。同时,农业生产要素的流失,使得国家

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以剌激农业的政策效应减弱了,等于国家用自己的资金支持农业资

金外流,反过来造成国家对农业投资力的降低。

三中全会之后,国 民收入的分配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地方财政收入和农民个人收入增

加很快,而国家财政收入相应减少。因此,原来主要靠中央财政拨款来增加农业投资的局面

难以维持。而地方政府在自主权扩大以后,为了获取急功近利,往往把大盘资金 投 入 周 期

短、见效快、利涧高的加工工业项目,所以,近年来我国农业投资呈递减趋势。农业基本建

设投资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比重,“ 一·五”
至

“
五·五”

期间平均倮持在10%以上 ,“六·五”

下降到0。 3%,1986年、1987年又进∷步下降到5.2%左右,1988年下降到饪。6%。 国家 对 农

业投资的大幅度下降是造成农业发展后劲不足的又一重要囚紊。

我国近年来加工工业发展过快,而基础王业发展严重滞后,这是产业结构不合理的又一

重要表现。1988年上半年,我国加工工业,包括轻工业、机械、电子工业增长了13.6%——

34%,而能源、原材料工业只增长了10。 1%,其中有色金属、石油、煤炭仅增长了2%——

3%,铁路运输增长了5.2%。 1988年,加工工业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达 43。 9%,加工

工业比上一年增长了32%,而采掘、原材料工业只增长了10。 8饣3,发 电量也仅增长9。 3%,一

次能源只增长3,2%(其中煤炭增长 4%左右 )。 1989年第一季度工业增长了10。 5%,能源却

接近于零增长。从T表我们可以看到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同其它:工业比例失调 的 发 展 过

程: ⋯ ~⋯       ∵i^     ‘ .



能源工业在全部

工业总产值中的

比重(%)

能源工业同其

它工业之比

重工业中原材料工

业同制造业之比

1o78    198嗅     1985    1θ 86    1987    1988

1硅 。1    10。 θ    10,4    10.2    θ。6     9,0

1:6.1  1:8.2  1:8.2  1:8.8  1:9。 逑  1:1o.1

1:0。 96  1:1。 压0  1:1。 49  1:1。 姓7  1:1.53  1:1.67

加工工业的过快增长是以消费品加工工业的膨胀为龙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

玫府为了纠正过去片面推行重工此化道路而压抑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失误,在国民收入分配

中有计划地压低积累,扩大消费,增加市场供应,鼓励消费品工业的发展。但是在给企业放

权让利的同时却没有建立起相应的对消费品需求的约束机制,造成企业消费基金的膨胀,这

自然剌激了消费品加工工业的过快发展,并且还牵动了为之提供机械设备和中间产品的非消

费品加工工业的加速发展,从 而带动了整个加工工业的膨胀。而整个加工工业的发展都要依靠

基础工业和设施为其提供能源、原材料等生产资料和服务的。我国基础工业和设施因许多制

约因素的存在而发展缓慢,甚至出现萎缩的局面,这就无力支撑过大的加工工业的需求。

我国基础工业缓慢,还因其比较利益低雨致使本身内部缺乏自找积累、自我发展的积极

性相能力有关。以能源工业为例,能源品价格长期偏低,加之税收不合理和生产成本上升,

煤炭、石油工业已严重亏损,电力工业已到了亏损的边缘。象大庆油田,每年原油产量占全

国总产量的一半,其原油的国家调拨价格多年来是每吨 100元,仅是国外市场原油价格的六

分之一,硅 斤原油的价格还低于一斤食盐的价格。能源工业中的煤、电价格同样长期偏低。

目前,一吨煤还抵不过一吨沙子夕̂度 电还抵不过一只蜡烛。这样的价格结构,使基础工业内部

不仅没有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积极性,而且也没有客观的经济条件。基础工业发展缓慢还

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外部投资也不足。众所周知,基础工业发展所需的投资规模大、周期长、

风险大,而且超前投资,其投资主体是中央政府。但是-近几年,由于实行放权让利的改革

描施,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有所下降,投资能力减弱,而地方政府和企业又将大量资金投入

加工工业,致使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基础工业投资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19Bs年能源投资

为21.65亿元,只 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硅 ,22%,1987年形势更加恶化,虽绝对投资数

增长了1.9亿元,但远远赶不上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颔的21.97%的增长速度,该年能源投资

额仅占当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的12.7%,比 上年下降近两个百分点。即使是能源投资状

况较好的1988年 ,也仅占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5。 4%ρ 这种资金投入的反差结构,必然

造成基础工业发展因难,加剧工业内都结构的不合理状况。

从改革和发展的整个过程和深层的动因上看,当前我国产业结构失衡有其深刻的背景。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苴是沿着放杈让利的思路进行,其主要内容是实行有利于地方财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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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承包制,以及下放 一大批企业的管理杈和投资审批权给地方。这对于改变原有的僵化的

指令性计划体制,充分调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是十分必要的和有益的。但是,由 于改革措

施不配套,放杈让利的改革也削弱了国家通过计划和行政手段在宏观上约束地方和企业的短

期行为,以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能力,而新的宏观机制又未能建立。这样,中央下放的杈力

常常被地方政府截留,企业权力未真正落实,加之财政承包制使地方政府的区域经济利益被

强化,势必造成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

苜先,财政承包制实际上是财政分灶吃饭。这样就强化了地方利益和地方政府的决策地

位,导致地方政府忽视社会整体目标和长远目标ρ片面追求地区利益和局部利益的最大化。

一方面,地方政府出于财政的动机,急功近利地发展比较利益高、投资少、见效快的加ェェ

业,特别是发展那些可以增加地方财政的小烟厂、小酒厂之类的加工企业,而将能源、交通

等基础工业留给中央政府进行投资,这样势必造成地区产业结构趋同,违背工业化分工原则

和规模经济的要求,恶化产业结构和企业的组织结构,导致企业及社会经济效益下降,加剧

能源、原材料的严重短缺。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财政拨款、信贷流量和物资供应方面,对
地方企业实行优惠,雨对中央企业进行歧视、甚至截留大型骨干企业计划内的能源和物资,

使中央重点企业陷入重重因难之中。这些重点企业一般应是优先发展的能源、原材料等基础

工业,这势必造成国家挟持的短线企业度日艰难,加剧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短线制约。

其次,财政承包制的实施,使得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相互依赖性加 强。一 方 面,企 业

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源,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gO%来 自企业的工商税收及利润,企业的生存

与发展决定着地方财政状况;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又掌握着地方企业生存发展的人、财、物

大权,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更强化了地方政府主管部门的上述权力,造成了中央放权地方收

权,以致于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没有弱化,而只是进行了分解。这样,必然加强企业对地方政

府的依赖,企业难以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企业也因此缺乏改善经营、

提高经济效益的积极性,使得许多企业效益低下,甚至出现了经营亏损的地方加工ェ业。而

这些亏损的加工工业,在地方政府的保护伞下,仍能继续生存。这无疑会加剧产业结构的失

衡和企业组织结构的不合理,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加剧能源生产资料供应的紧张状况。

第三,财政承包制实施的结果,使得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 ,

削弱了调节经济的物质手段的作用,从而为加工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据统计,1978年财

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是 3z。 2叻 。1987年降为24.1%,1988年又降为19.3%。 中央财政在

整个国家财政中的比重从19zB年的50%下降到1988年的45%以 下,地方财政收入已超过申央

财政收入。中央财政收入的减少,使得中央在农业、能源、原材料等重点产业上的投资能力

减弱了。与此同时,一方面财政承包制使税收失去其作为经济杠杆调节生产的弹性作用,面

对日益膨胀的加工工业便显得无能为力。另一面,中央及地方的减免只税政 策,是 针 对 企

业,没有从优化产业结构出发,以产业政策作依据,有的放矢,这样就使得一些企业借减免

税收的优惠涌入加工工业,实际上等于政府用自己的资金鼓励加工工业的发展。

第四,财政分灶吃饭的实行,以及下放投资审批权给地方,加 速了投资主体多元化和投资

渠道多样化的进程,预算外投资和地方投资每年都保持较高的溜长速度,大大超过国家预算内

投资的增长幅度,这是加工工业失控的另一重要原因。在1985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国家

预算内投资只占39%,1987年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3640。 sG亿元,比 上年增长⒛,5%,超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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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生产陋值10.6%的增长速度。其中:国家预算内投资仅475.54亿元,占 13%;预算外投

资3165,32亿 元,占 87%。 治理整顿开始以来,被压缡的首先是中央和预算内投资,而 地 方

和预算外投资却依然膨胀。1989年第一季度基建投资额中,中央项目比去年同期下降8.3%,

地方顼目却增长14,8%,国 家预算内投资比去年同期下降2在 。2%,预算外投资增长 3.5%。

地方和预算外投资大量涌向加工工业,加剧了基础工业和加工工业的矛盾。

第五,宙于银行改革朝着企业化地方化方向发展,一方面使银行贷款有明显的利润化倾

向,过多地强调资信和偿付能力,而对贷款顼目在产业中的地位则心中无数;另 一方面,银

行受地方政府的强烈干预,大大削弱了银行对产业结构的调节能力,致使加工工业的贷款超

常增长,支持了加工工业的膨胀。

上述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给改革和发展带来了严重影响,不仅极大地妨碍着资源的合理的

有效配置,降低了经济效益特别是宏观经济效益,引起物价上涨,而且严重延缓改革前进的步

伐,妨碍经济的正常运行,影响了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因此,调整产业结构,是正

确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困难的重大课题,治理整顿过程中必须着重进行产业结构的调

整。

首先,调整产业结构,是治理整顿的内在要求。治理整顿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消除经济过

热现象,将过高的经济发展速度降下来。但是,为了避免在治理整顿期间出现经济停滞,保

证有效供给,稳定物价,又必须使经济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这就要求该压缩的就必须压缩

下来,该保上去的就应该保上去。这本身就要求对产业结构进行较大的调整,否则,治理整

顿的自标和任务就会落空。同时 ,∷ 在治理整顿期间,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控制长线产品

的生产,不少企业进行兼并、破产或关闭,许多行业和企业的工人需要另谋职业,一些生产

能力也将闲置。对此,不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不进行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不仅经济运行不能

顺利进行,而且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也难以稳定。在治理整顿期间,资金和能源、原材料的

供应将相当紧张,解决这些矛盾可供选择的办法就是把有限的资金、能源、原材料和运输能

力等,相对集中地用于农业等基础产业以及能增加有效供给和效益好的产业和产品方面,相

应地控制和减少对其它方面的资金和物资的供给。

其次,调整产业结构,也是继续深化改革的要求。十三属五中全会指出,治理整顿决不意

味着改革停顿不前,更不是不要改革,治理整顿不仅将为改革的深入和健康进行创造必要的

条件,而且它本身也需要改革的配合,必须继续深化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与产业结构有着直接

的联系。在工个产业结构严重失衡的经济体系内部,改革原来的僵化的指令性计划体制,将

其运行机制逐步:转化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以及政府的政策引导,巨大的产业结构差异就

会在市场货币关系中突出显露出来,引起整个内部的剧烈震动。但是改革要真正见效,势必

要求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一定的调节作用。如果生产要素不能流动,不能重新配置 ,

显然达不到目的。另一方面,如果在重大改革措施出台时,产业结构调整非常集中,要求流

动、重配范围和规模在短期非常之大,越出了经济和社会可能的承受能力和可能保 证 的 限

度,最终将造成事与愿违的结果ρ由此可见,改革自身馋蓐味着产业绮构的调整,如果没有



恰当冉I产 业结构调整与改革措施合拍,后者是难以奏效的。从另一个角度讲,产业结构调粹
革身就是改革。加强农业、基础工业的发展,限制和压缩加工工业的发展,就是要改革长期
⒓l来 我们没有解决的工业与农业、轻工业与重ェ业、基础工业和加工工业比例严 重 失 调 状
况。只有不断地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改革的目标和任务才能完成。

笫三,在治理整顿期间,搞好产业结构的调整,才 能防止新的一轮通货膨胀。经济总量
失衡和产业结构失衡.都会引发通货膨胀。近年来出现的通货膨胀,固然是社会总需求大大
超过社会唐,供给的结果。但同时也与产业结构扭曲有深刻的联系。在经济生活中,总量失衡

和产业纬杓失衡往往是工对孪生兄弟。在总量失衡的情况下,产业结构一般皇现不合理甚至

趋于恶化;而产业结构不合理乃至恶化,不仅使总量平衡失去牢固的基础,并且 或 早1或
迟

会反映到总量上面,使它从平衡转为失衡。大量的事实证明,产 业结构扭曲,不仅是经济总

量过份扩张的绪呆,而且还会迫使经济总量进一步膨胀。因此,治理整顿期间在实行紧缩政

策的同时,如果不改变不合理的投资结构,不压缩处于长线的加工工业,虽然哲时可以控制
生产发展的速度,但它仍然存在着不合理的扩张基础,对基础产业的需求压力依然存在。同

时,基础产业在治理整顿期间得不到相应加强,资源的供给依然受到约束,经济缺乏后劲,

势必将迫使追加资金的投入。,一旦放松银根,整个经济就会在原有不合理产业绪构的基础上
出现新的过热和需求过旺,从而再次引起通货膨胀。

笫四,只有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才能解决目前消费品衤场供求矛盾状况,满足人民群众
消费需求的增长及其结构变化。产业结构决定消费结构,消费水平的增苌和诮费结构的实现
取决于产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取决于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相适应。十一属三中全会

以来9人民的收入逐步提高,消费需求不断甥长,需求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我国的
产业结构发展,消费搌供给结构的变动,都满足不了这种消费需求的增长及其结构变化的要

求。突出表现在近来市场销售疲软,但消费性储蓄存款大幅度增加9同时消费品积压也日益
严重。到目前为止就有几千亿元储蓄存款未能转化为现期消费,这对于经济稳定、衤场和物
价的稳定是一个严重威胁。之所以会这样,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产业结构不合理,从而消
费品供给结构不适销对路、与消费需求增长及其结构变动之间脱节,市场供求关系中的结构
矛盾极为突出。因此,治理整顿期间,应在压缩生产过剩的产业的同时,挟植和发展适销对
路的产品,开辟新产业新产品,以适应人民群众消费需求及缔构变化的要求。

总之,在治理整胡中,我们必须根据现实经济情况,在压缩总需求,增加有效供给的前
提下,抓紧调整产业结构9理顺经济关系,促进闼民经济协调发展和资源的最优配置。只有
这样,冈民经济才能在合理的产业结构的基础上健康发展。那么,怎样进行产业纬杓的调整

呢?我们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按照十二属五中全会枵神统一思想认识,做到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眼前利益
服从长远利益。

治理整顿,实质上是一次新的经济调整,这是稳定经济,继续深化改革的要求。进行治
理、整顿,调整产业结构,必然要打破现有的物质利益格局和经济格局,重新拥整利益分配
和利益格局,不这样,压缩濡求和改善产业结构就成为纸上谈真,而调整又会使一些地方、
部门、企业以及个人的利益受到损伤。因此,一切地方、部门的企业和个人,都必须顾全大
局,着眼未来,牢田树立局部利益服从仑局利益丬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的观点9北外扌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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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集中领导,反 对芬散圭义。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整体,只 有同心协力,求得全国大的产业绪

构的根本改善,各地区产业结构才能趋向合理,产业优势才能得到发挥,各地区、部门的经济效

益才有可能提高。因此,必须克服地方、企业的短期化行为,服从中央统∵指挥,反对分散主义。

第二,实施适度的产,业倾斜政策,加强农业、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拥J制和压缩

一般加工工业。

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它 的稳定发展,是经济稳定、政治稳定和社会 稳 定 的基

础,是关系国家安危的问题,也是调整产业结构的关键所在。我国入多地少,雨且入口以每

年1OOd多万人的速度增加,耕地却以每年几百万亩的速度减少,加上技术落后,农副产晶供

应紧张的状况在短期内难以根本缓解。谬就需要全国上下要形成一个重视农业、支援农业和

发展农业的热潮,集中力量把农业搞上去,确保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的稳定增长,促进

农、牧、副、渔全面发展。为此,增加对农业等基础产业的投入是调整产业结构的最重要的

物质手琴,它对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具有决定性的影晌。我国六十年代初和八十年代初改变

农轻重比例失调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依靠调整投资结构来实现的。根据党的十三属五

中全会决定,各方面都必须膺加对农业的投入。中央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要逐年坩加用于农

业的比重;各级地方政府一定要尽可能多地把地方机动财政投资于农业建设;乡 镇企业税后

留利的绝大部分应用于农业投资;要通过改革农副产品的价格和购销体制,使工农业产晶比

价和农产品内部比价逐步趋于合理,以调动和稳定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剌 激农民 自身 投 入

(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 )的增加,这实际上是增加农业投入的主体。在膺加对农业

投入的同时,要加强科学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和推广,把农业生产逐步推向主要依靠科技进

步的发展轨路。过去3o多年,我国农业发展是靠扩大耕种面积增加总产和靠多投入劳力提高

单产,这两种方式取得的。现在受水土资源和财力限制,靠大规模开垦荒地,以扩大耕种面

积已不可能,仅靠嘈加劳力投入、精耕细作来提高单产也有局限,只有依靠新的 科 技 的 广

泛应用和增加物质技术的投入,才能打破农业的徘徊局面,更上一个新的台阶。对此,我亻门

应采取一些优惠政策,让农业科技人员下乡,深入生产笫-线 ,积极地推广 成 本 低(产 出

离、适用性强的良种技术、栽培技术、施肥技术和其它科学技术。与此同时,应加强对农民

进行科学文化知识的教育,提离农民自身的紊质。为了倮证农此生产的稳定发展,还应在稳

定原有农业改萆措施的基础上,逐步完善农村经济政策,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十三届五中

全会指出,以家庭经营为主的联产承包制,应当倮持稳定并不断宪善。在此基础上,还必须

发展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在试点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适时地、逐步地、稳要地摧进农业生

产的规摸经菅,发展新的集体经济。这应该成为我国今后改革农业生产方式和加速农业现代

化的追求目坏。

为了实现调整产业结构,必须加强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发展,努力使之满足整

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在今后几年内,国家不可能拿出更多的钱来进行基础工业和基础设

施的建设,使产业结构升级换代,而只可能进行力所能及的调整。可供选择 淘 办 法 是:第

一口调动各方两i丿J蠹 ,尽可能地增加对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投入。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总颌中逐步 j纟 加对嬉础工业、基础设施的比重。闰前应该注重对矽i算外资金的控制,铡定相

应的政策”引导这部分资金尽可能投向基础产业。与此同时,应改革刁i合 理的价 袼 绀 拘 体

系夕调整△∶业内部下合理的产品的比价'捉 离基础Πl业品n饣 L匕 较利益,以 调动这些部门t彳j



业及其职工的积极性和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第二,要按照产业结构优化的要求,大
力克服加工工业盲目发展的倾向。在控制和压缩高耗能、高耗原料、高用汇、低水平和严重

重复生产的一般加工工业以及助长高消费、超前消费的行业和产品的同时,要扶持那些能够

增加有效供给、能够生产出口创汇和替代进口产品的行业和企业。在增加对基础工业的投入

和调整加工工业的同时,一方面,要加快对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发挥现有企业的潜力;另

一方面,要调整企业的规模结构,实施适度的规模经营。目前,我国企业资产分散,集中程

度低,固定资产的效益不能完全发挥出来,资本存量难以充分利用和调整。大中型企业不协

同,专业化协作差,企业大而全、小雨全,资源浪费严重。近年乡镇企业有了很大发展,这

虽然对安排就业和改变农村经济落后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加剧了资源、原材料供

应紧张的矛盾p还造成了工业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的下降。显而易见,企业规模 结 构 不 合

理,对产业结构的优化进程形成了制约。为此,应当按专业化分工原则和规模经济的要求,

实施适度的规模经济,在继续深化改革的前提下,发展新的经济联系。

第三。改革宏观调控办法,充分发挥经济杠杆和经济政策的作用,辅之以法 律 手 段 和

必要的行政措施。

在旧体制下,调整产业结构主要靠增加或减少国家的投资,以及运用指令性计划手段等

来进行。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原有的经济利益格局和经济格局已打破,形成了多元化的利

益结构和决策结构,在这种情况下,调整产业结构,试图单靠提高国家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

中的比重,从而加强宏观调整手段已不够了。还必须更多地注重发挥经济杠杆和经济政策的

作用,按产业政策,实施差别税率、利率、免税等区别对待的办法,剌激产业要素更多地流

向重点产业和效益好的地区与企业,引导产业结构合理化,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这次中央

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的决定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当然,我国市场体 系 还 不 健全,经济杠杆

和市场调节作用还难以充分合理地发挥作用,因此,在一定时期还有必要强化法律和行政手

段的作用,以迅速取得治理整顿产业结构的效果。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已发展到非下决心动大手术不可的时候了。在治

理整顿期间,必须把调整产业结构寓于其中,并放在首位,切实抓好,这是搞好治理整顿的重

要环节。产业结构调整好了,既可以增加有效供给,又可避免新的通货膨胀,促进国民经济

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也为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良好的经济环境,治理整顿的任务也就可

以比较顺利地完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