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市场

林文益 李金轩

一
、

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的涵 义

“ 七五
”
期问经济改革的三项主要内容之一

,

就是要 “ 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 商 况
:

一

}11

场
,

逐步完善市场体系
” 。

如何认识
“ 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 的商品市场

” , 、毕清它的涵义
,

对 犷落实
“ 一

七五 ” 计划
,

搞好 “ 一

七五
” 期间的经济体制改革

,

是有重要 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

义的
。

但是
,

我 国经济学界对发展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的涵义看法不尽一 致
:

有的同志认为是

扩大 }每显
:

流通 ; 有的同志认 为是增加市场设施
、

改进流通手段 ;
有的同志认为

,

应建立各种

形式的贸易中心
,

j补以此来发展社会主义商品市场 ; 还 有的同志认 为应是 商流
、

物流和信息

流的分立
,

通过 “
_

月流 ” 的分立和有机结合来发展商品市场
。

这些 见解
,

对改珊
一

原有不合理

, 的经济体制都是有益的
,

但按照这些观点来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商占
l

、
`

市场
,

贝lJ是远 远 不 够

的
,

`

已们还没有触及问题的要否
。

因为
:

第一
,

扩大商品流通
,

主要是指商
!

W
,

流通在数 量上

的增加以 及相应 的流通结构的改善
,

它属于 商配
!

流通发展 }〕勺问题
,

是生产得到发展
、

生产资

都拿卜林挤的
_

」二资
,

这不符合商品经济的要求
。

( 4 ) 技术市场
,

即技术商品化
。

在当前科技

革命的时代
,

生产力的提高更多的是靠技术
,

所以
,

技术市场是
一

市场机制的一个重要因索
。

( 5 ) 信息
一

市场
。

八十年代
,

信息已成为生产力的一个要素
,

因此必须有信息市场
。

i]J 场机制中的关键是价格
。

如果没有价格的涨落
,

就谈不上
一

市场机制
,

一

叮J’ 场机制发挥作

用就在于价
一

格能适应供求变动而变动
。

这种价格变动既是压 力
,

又是动力
,

它可以 促使效益

, 差的企业努力提高经济效益
。

国家的宏观调控力的增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掌握价格杠

杆
。

为此
,

必须首先进行价格改革
。

价格改革有两种思路
:

一是走快点
,

即价格联动
,

把生

产 资料价格理顺 ; 二是走稳点
,

一项一项地进行
。

进行全面的价格改革
,

要有三个 丛 术 条

件
:

( 1 ) 刹住了通货膨胀 , ( 2 ) 生产增长率要适当
,

不 搞超高速 ; ( 3 ) 财政 后 备 要

足
。

目前
,

价格尚未完全稳定
,

消费基金增长过快的势头还 没有完全控制住
,

丛建规模仍然

~ 过大
,

财政后备问题仍未完全解决
。

因此
,

我认为
,

价格联动没有条件
,

还是以走 稳 步 为

宜
。

生产资料价格的改革不能停
,

但要走小步
,

不能孤立地搞市场建 设
,

要力11强市场建
一

设的

微观荃础
。

llJ’ 场建设的微观丛础就是企业
。

目前放活了一部分价格
,

有的企业有反应
,

有的

企业却没有反应
,

或反应迟钝
,

这是因为企业没有责
、

权
、

利
,

没有风险
,

吃 “大锅饭
” ,

, 软预算约束
,

企业眼 iiJ宁盯住国家
,

而不盯住市场
。

要使企业两眼旧住市场
,

就应使企业成为

自负盈亏的实体
,

切实下放自主权
,

调整国家和企业的分 }呢关系
。

而要做到这一点
,

企业烟矛

有制的改
一

羊是
一

I
一

分必要的
。

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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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和生活资料商品供应量增多
、

投资增加
、

居民货币收入增多以及社会购买力提高的结呆
,

但它并不是体制改革本身
。

而社会主义商品市场 的进一步发展则能为商品流通规模的扩大和
’

流通结构的改善创造良好 的条件
。

三十多年来
,

我国社会商品零售额年年增加
,

近儿年来增

加速度更快
,

从二千多亿元剧增至四千多亿元
,

但这种情况并不能证明我 国的商品市场已经

很发达
,

相反
,

它还有待进一步发展
。

第二
,

增加市场设施
,

改进流通手段
,

这对于改善我

国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的物质保证条件确实很必要
,

但问题在于
,

离开合理 的市场的 内 在 机

制
,

单靠增加物质设备和改善流通手段并不足以使商品市场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

第三
,

建立各种形式的贸易中心
,

这对于打破过时的
“
三固定

” 的流通体制当然是很重要的
,

但这

属于商品流通机构 的问题
,

也还不是市场发展本身
。

问题还在于要有健全的市场 的 内 在 机

制
。

近几年来
,

我国的贸易中心广泛设置
,

而商品市场仍不够发达
,

这就是明证
。

第 四
,

“
三流

” 的分立和有机配合是发达的商品流通的结果
,

又是组织发达的商品流通之必需
,

但

它仍不是商品市场发展本身
。

尽管
“ 三流

”
分开了

,

又能互相配合
,

但若市场的内在机制不

健全
、

不完善
,

商品市场仍然难以发挥它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应有作用
。

因此
,

我们认为
,

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商品市场 ( 主要是指狭义的商品市场— 即物质产品的市场
,

包括生产

资料市场和生活资料市场在内 )
,

关键在于健全和完善市场的内在机制
,

充分发挥 市 场 作

用
,

按照商品经济中交换
、

市场
、

流通的特性和商品市场的特点
,

以其自身运动规律 的要求

来创造条件
,

使商品市场 的各方面得以协调
,

商品流通得 以顺畅地运行
,

从而使商品市场得

以充分体现交换的职能
,

发挥它在经济建设中应有的作用
。

为了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商品市

场
,

就必须从总体上
、

从它运行的原动力上
、

从它借 以运行的机制上进行深入探索
。

二
、

健全和完善市场的内在机制
,

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商品市场

在我国
,

社会主义现阶段的经济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

我国的

商品市场是整个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
,

而市场又是整个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
。

因此
,

我国的

整个市场都体现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特征
,

从总体上以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市场或商品市场 的形

态而存在
。

任何有机统一体的运行都有内在的机制
,

市场作为一个独立 的经济机体
,

自然也有它内 ~

在的经济机制
。

市场 的经济机制是市场这个经济统一体运行的内在的动力结构所形成的总功

能
,

它通过一定 的调节方式
,

保证市场这个经济机制在运行中能够从不平衡趋向平衡
,

在绝

对不平衡中保持相对的平衡
,

并使供求能够恢复和保持协调的比例
。

任何合理 的经济体制都

必须有合理的经济机制作为内核
,

经济机制是按照经济体制的原则和要求去牵动和控制各种

调节系统
,

从而调节经济机体的运动
。

既然我国社会主义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

商品经济
,

那 么在市场上就客观地存在着两种经济机制— 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
。

计划机制

是计划经济特有的调节方式
,

其原动力是从社会整体的利益和需要出发
,

对社会经济进行有

计划的调节
。

`

已是在有计划按比例规律作用的支配下
,

通过各种计划调节的手段去制约计划

任务的承担者和执行者的经济行为
,

以保证计划经济得以正常进行 的机制
。

而市场机制则是 ~

商品经济特有的调节方式
,

其原动力是商品生产者
、

经营者和消费者这些市场经济 人 的 利

益
。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阶段存在的多种经济成分是以社会主又经济为主体的
,

而市场的主体

部分是社会主义的计划市场
,

计划机制自然就要在市场上起调节作用
。

但是
,

我国的整个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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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又是社会主义商
!

显
J

经济的组成部分
,

因此在整个市场上
,

市场机制也必然要起调节作用
。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
,

计划机制不仅存在于整个经济中
,

而且也存在于市场上 ; 而市场机制不

仅是市场的调节机制
,

同时也是整个经济的调节机制
。

经济机制的调节作用有自觉的和 自发的两类
。

自觉的机制是指社:会经济在运行中发生不

平衡时
,

人们能自觉地运用客观经济规律
,

利用各种调节系统来发挥机制的功 能
,

克 服 不

平衡
,

保持经济的协调发展
。

这种调节机制是事前的调节机制
。

而 自发的经济机制则是事后

的调节机制
,

它是在经济运行发生不平衡时
,

由经济内在矛盾的盲 目力量
,

在自发 的 波 动

中
,

强制地通过各种调节手段系统地发挥机制的功能
,

迫使经济从不平衡自发地恢复平衡
。

计划机制必然是自觉的机制
,

市场机制则既可以包括 自觉的机制
,

也可以包括 自发的机制
。

所以
,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阶段的市场上普遍存在市场机制
,

但只有在作为市场主体 的计划市

场上才
’

有计划机制
,

也就是说
,

在 市场上是自觉的经济机制起主导作用
,

同时 也有一部分 自

发的经济机制起调节作用
。

在这种情况下
,

我国商品市场 的进一步发展
,

关键就是如何使这两种经济机制协调地发

挥作用
,

从而调节整个商品市场 的顺畅运行
。

为此
:

第一
,

要理清我国现实市场经济机制的结构
。

我国社会主义统一 的国内市场
,

按其经济

性质的不同
,

可初步分为社会主义经济内部和外联的市场与非社会主义经济的市场
。

在这 两

种不同性质的市场上
,

发挥作用的经济机制是不同的
,

在社会主义经济内部和外联 的 市 场

上
,

是计划机制与 !仃场机制相结合发挥作用 ; 在非社会主义经济的市场上
,

则是市场机制发

挥作用
` ,

在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而发挥作用的
一

市场上
,

又
一

可再分为市场 的核心部分
、

基木部分与次要部分
。

这种
一

不同部分的划分
,

在相当长 的时期内是相对稳定的
` ,

对其核心部

分
,

实行计划调节为主
;
对其基木部分

,

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漪节互渗互补
,

二者 密 不 可

分 ; 对其次要部分
,

主要实行市场调节
。

而在非社会主义经济 的市场上
,

则完全实行市场调

节
。

这样
,

在社会主义统一 的国内市场上
,

两种经济机制的组合
,

可以形成三种形态
,

即 :

自觉的或有计划的
一

市场调节机制
,

白发的
一

、
}了场调节机制

,

自觉的 ( 有计划的 )
一

!-TJ 场调节与自

发的
一

市场调节互为补充的调节机制
。

第二
,

要加强 自觉发挥作用的市场机制
。

如上所述
,

计划机制是计划经济特有的调节方

式
,

其原动力是从社会整体的利益和需要出发
,

对社会经济实行有计划地调节
。

它是在有计

划按比例规律作用的支配下
,

通过各种计划调节的手段去制约计划任务的承担者和执行者的

经济行为
,

以保证计划经济得以正常进行的机制
。

有计划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内在要求
,

按

比例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内在要求
。

但是在现实 的条件下
,

社会经济又必须通过商品经济来组

织
,

经济活动的参加者又离不开市场
,

他们的个另lJ利益必然要通过市场来实现
。

这就使得计划

机制的调节作用不能离开市场
,

相反
,

必须通过市场
,

必须与市场机制紧密地结合起来
,

融

合成自觉的 ( 有计划 ) 的市场机制
。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体制改革的深入
,

计划机制发挥

作用的范围不会缩小
,

作用的强度也必将加 强
。

但是
,

调节的形式将发生变化
,

即从以指令

性计划的直接宏观控制为主的轨道转到指导性计划的间接宏观校制的轨道上来
。

这就需要认

真研究如何发挥自觉的 ( 有计划的 )
一

市场机制的作用形式
,

如 怎样 自觉地主动地去了解市场

需求的发展和供求的变化
,

_

正确地制定计划
,

按照指导性计划的要求
,

有目的地协调地运用

各种经济杠杆
、

物质手段和合同制去调节商品生产者
、

经营者和消费者 的利益
,

通过调节市

场 引导和督促市场交换活动的参加者去落实计划和实现计划
。

由于自觉的 ( 有计划的 ) 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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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是我国现阶段市场上起主导作用的机制
,

是对整个市场乃至整个经济在宏观上进 行有效

控制的必要保证
,

因此
,

进一步发展商品市场
,

具有决定意义的就是要寻找出合理 的表现形

式
,

以确保这种机制的调节作用顺利地
、

充分地发挥出来
,
使之成为市场进而是整个经济正

常运转的轴心
。

为此
,

应该不断地把从社 会整体利益出发的要求传导给经济活动的参加者
,

不断地协调这些参加者 的个别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矛盾
,

引导和督促他们在关心 自己的利益的

基础上自觉地去实现计划的要求
。

如果不能确保这个经济机制起主导作用
,

就难以控制整个

市场乃至整个经济的运转
。

决不能因为允许自发的市场机制在市场某一部分与自觉的市场机

制同时发挥作用或单独发挥作用
,

就可以放松计划机制的作用
。

第三
,

利用 自发发挥作用的市场机制
。

自发的市场机制是 由商品经济内在矛盾运动的盲

目力量
,

在市场的供求变化和价格变动的波动中
, 强制地迫使商品生产者

、

经营者和消费者

放弃某种倾向的经济行为而采取另一种倾向的经济行为
,

它是使经济得 以从不平衡 自发地恢

复平衡的一种机制
。

市场机制对市场的各种参加者
,

都是一视同仁
、

自由平等的
,

对所提供

的外部条件或市场环境也是机会均 等
、

同等对待 的
,

各个参加者之间通过竞争
,

力求使自己

的个别利益能够通过市场行为在市场上体现出来
。

尽管这种机制在自发的条件下是一种盲 目

的力量
,

但是我国的生产力水平不高
,

多种经济成分并存
,

经济发展不平衡
,

因而不可能在

一切领域
,

在整个市场 的每个部分都实
、

行计划经济
。

只要把自发的市场机制作用限制在一定

的范围内
,

它的盲目的力量对整个市场和社会经济就不会发生重大的破坏 作用
。

相反
,

可以

利用它的事后调 节
,

来促使局部的市场和经济从不平衡恢复平衡
,

对市场乃至整个经济的发

展起补充性的有益的作用
。

因此
,

要进一步发展商品市场
,

就不能不认真研究如何利用 自发

的市场机制 问题
。

这里
,

关键在于找到合适的作用范围
,

找到防
_

止盲目力量膨胀
,

从而破坏

计划市场
,

造成失控的手段
。

但是
,

在允许 自发调节的地方
,

切不要人为地去干预正常运行

的市场机制
,

相反
,

要创造必要的条件
,

使 市场的参加者在这种市场机制的运行中
.

各得其

所
,

正常地发挥应有的作用
。

第四
,

协调好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之间
、

自觉机制与 自发机制之间的关系
。

如上所述
,

计划机制必然是 自觉的机制 ; 而市场机制则既可以包括 自觉的机制
,

也可以包括自发 的 机

制
。

在我国社 会主义的统一市场上
,

必须以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相结合为主
,

或者说以自觉

的 ( 有计划的 ) 市场机制为主
,

以自发 的市场机制为辅
。

这就决定 了我国对市场 的组织和管

理只能以计划控制和指导的商品流通为主
,

同时允许一部分 自发的商品流通存在
,

作为必要

的
、

有益的补充
。

它还决定 了在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内部和外联的市场上
,

对其墓本

部分和次要部分
,

实行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相结合 的经济机制
,

即 自觉的 ( 有计划的 ) 市场

机制
。

这种有计划的市场机制
,

在我国市场上的作用范围将得到扩大
。

健全和完善我国商品

市场的经济机制
,

必须搞好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的结合
,

搞好 自觉机制和 自发机制的组合
,

在这种不同机制的结合和组合中
,

其核心部分实行指令性计划为主 ; 其基本部分实行指导性

计划为主 ; 而在社会主义经济内部和外联的市场上
,

对其次要部分
,

应允许以 自发的市场机

制为主进行调 节 ; 在非社会主义市场上
,

则是市场机制进行完全自发的调节
。

能否搞好上述

不同机制 的结合和组合
,

关键在于创造能够体现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的条件
,

以及按照经济

和市场的不同情况提供结合和组合的条件
。

就计划机制来说
,

要靠市场信息来调整计划
,

靠

市场来落实和实现计划
,

避免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和主观臆断
,

把统一性和灵活性有机地结合

起来
。

就市场机制来说
,

则要取消对商品流通和商品价格的不必要的限制
,
贯彻

~

在国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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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导下的自由济己通和等价奋换 的原则
,

子日鹉自由竞午

三
、

进一步发展社会主 义商品市场的重点和条件

在我国现阶段
,

进一步发展商品
一

市场的币汽应放在扩
`

大生产资料
一

市场 卜
。

`

长 )r)] 以来
,

我

国的工业生产资料是被当作产品来进行分配的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

生 } 资料体制进

行了若干改革
,

如减少国家统配的生产资料品种等
。

与此同时
,

还开办了各种形式的生产 资

料市场或贸易 中心
。

但是
,

总的说来生产资料市场从木 卜还不是开放式经首
,

还主要是搞协

商调剂
,

品种串换
,

生产资料的流通并不顺畅
。

商
1

异
t

市场的范围仍然是狭小的
。

为此
,

进一

步发展商品市场
,

一定要以扩展生厂资料市场为爪点
。

第一
。

一定要从理论土立正认识对: 产

资料的商品属性
,

不能只在供过于求时刁
`

水认生产资料是商屏
: ,

而在供不应求时又认为月丁
“

资料是产品
。

第二
,

一定要把生产资料的流通从
“ 集中分配

” 转到真正按商品流通原则组织

流通的轨道上来
。

第三
,

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
,

继续逐步缩小统配的品种
,

!洋低统配资源在

全社会资源中的比亚
,

逐步打
`

大 国家计划指导下 的自由流通范田
。

第四
,

创没
了

条 件
,

尽 可

能实现主要农产品 ( 尤其是原材料 ) 的合同制
,

把按计划任务签订合同过渡到真正按 自愿两

利
、

平等协商的原则订立合同的合同制轨道
_

_

卜来
。

第五
,

与生产资料市场 的开放与扩大相适

应
, `

缪继续放活生产 资料价格
,

改变原有惬化的固定价格
,

技照价俄规律和供求规律 的要求

实行合理的浮动价格
,

利用价格 仃
_

杆合理调 整 “ 民线 ”
产品与

“ 短线 ” 产
,

汗
,

的比例关系
。

第

六
,

建立典正按商
:

}子
:

流通原 则组织流通的生产资料流通机构和组织系统
。

讹七
,

打破条 J沙乏分

害l
,

以城市为中心
,

按经济区域组织
Z仁产资料流通

。

把进一步发展商品市场的垂点放在扩大生产资料市场上
,

一

冲不是说消费资料市场不再需

要扩大
,

而是说在按商粼
,

经济原则组织市场的问题上
,

扩大生产资料市场比扩大消抉资料市

场要迫
一

切和严垂得多
。

在消费资料市场上
,

同样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
,

包括进一步按商品

经济原则来组织市场
,

打破部门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封锁
,

广泛开展横 向经济联系
,

建立开放

性的流通组织系统
,

以城市为中心
,

按经济区城组织商品流通
,

按平等协商
、

自愿互利原则

进行交易
,

开展同等条件的市场竞争
,

按照市场开放的实际钻况继续调整消费资料的价招
,

搞活市场价格等
。

为 了进一步发展商品市场
,

还必须努力为商品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

首先
,

要继续理顺价格
,

逐步建立和坚持合理的价格体系
。

价格是市场 的灵魂
,

是搞活
一

市场
,

实现宏观控制和微观搞活有机结合的关键
。

这里需要指出
,

我国原有的不合 理 的 价

格
,

不仅在于它不反映价仇
,

而
_

11
`

还在于它不反映供求关系
。

价伯长丸定价格
,

但并不等于价

格必须等于价仇
,

而是说要以价位为华础来规定价格
。

但同时
,

价格还必须反映供水规律的

要求
,

要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化
,

叩在供不应求时适当提高价挤
,

在供过
一

于求 }1寸适当 {;华

低价格
。

如果价格不能反映供求规律的要求
,

就会使市场价格启经死
,

使长线的商品更
一

长
,

短

线的商况
,

更辣
,

流通阻塞
,

市场难 以发挥作用
。

所以
,

在建立和坚持合理的价格休 系 问 题
_

L
,

关键在于有条件地开放价格
,

以适应供求变化趋势而采取灵活的价格形式
。

这 种 灵 活

性
,

不在非计划市场上和非计划价格中
,

而在计划市场上和计划价格中
。

因为这种价格是市

场 仁起主导作用的价格
,

如果这利
,

价格僵化
,

不合理
,

商品市场就难以搞活
,

难以发展
。

终次
,

建立和保持供求比例 协调的市场局势
。

这是经济休制改节能否顺利进行的从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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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能否进一步发展商品市场
,

建立和完善市场体系必要的保证
。

建立合理 的经济体制
,

要适应我国的生产力水平相扰况
。

在供水比例不 协调的们
工J况

一

-l\
,

合理的经济体制是难以建立 的
。

例如
,

在供不应求时
,

所有制形式就容易走向单一化
,

组织

经济的形式和管理经济 的制度就容易走向高度集中
、

以行政管理为主而排斥商品经济原则的

体制
。

只有供求比例 协调
,

才能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结构中坚持以社会主义 经 济 为

主
,

才能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
,

特别是商品经济规律的要求来组织和管理经济
。

在现阶段
,

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问题有三
:

一是微观搞活
,

二是建立和完善市场休系
,

三是把直接的宏观控制过渡到间接的宏观控制上来
。

这三者都 必须以供求比例协调为保证
。

因为所谓微观搞活
,

实质上是要使企业能够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
,

具有 自我 改

造
、

自我发展和 自我约束的能力
,

不断地提高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
、

主动性和创造性
。

要搞

活企业
,

就要有外部的条件一一供求比例协调白勺市场
。

如果市场供求失调
,

企业就可能走上

邪路
,

不通过改进生产或改善经营管理来提高经济效益
。

例如供不应求时
,

物价猛涨
,

企业

就会把增加盈利的希望寄托在价格上涨的趋势上 ; 相反
,

供过于求时
,

物价猛 跌
,

销 价 困

难
,

生意萧条
,

企业就会消极
。

就间接的宏观控制来说
,

要贯彻宏观控制的意图
,

主要要通

过市场
,

要利用属于市场范畴的经济杠杆
、

物资手段和合同制
。

供求比例不协调
,

这些市场

的范畴就很难起作用
。

例如供不应求时
,

物价猛涨
,

价格杠杆就会失灵
,

合同制就往往会被

扭曲而变成强制性的合同任务
。

就市场体系来说
,

关键在于市场的经济机制能否发挥作用
。

无论是 自觉的或者是 自发的市场机制
,

都必须有供求比例 协调的局 势作保证
,

否则市场机制

就难 以正常地发挥 它的功能
。

在市场体系中
,

特别是商品市场的发展中
,

建立和坚持合理的价格体系是关键
。

然而合

理的价格体系的建立和坚持
,

必须以供求比例协调的局势作保证
。

如果供求比例失调
,

不是

物价猛涨
,

就是物价猛跌
,

价格体系就会混乱
。

要使价格体系既反映比值关系
,

又反映供求

关系
,

就一定要有正常的市场环境
。

近几年来
,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浅也证明
,

供求比例

协调的市场局势
,

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措施得 以顺利实施的保证
。

要创造供求比例协调的市场局势
,

就必须实现经济建设发展战略指导思想的转变
,

抛弃

片而追求高速度
,

不顾国力搞华木建设
,

不顾市场需要为生产而生产的道路
,

走一条面向市

场
,

围绕市场
,

以市场为中心
,

按照商品市场的需求发展和结构变化
,

以及供求变化趋势来

组织生产
、

组织经济的新路子
。

要实现这种战略思想的转变
,

就必须深入进行政治体制的改

苹
,

同时建立新的决策体系
,

改革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
,

真正实现政企分开
。

最后
,

市场体系中各种市场要紧密配套
,

特别是金融市场要尽快地建立和发展
。

没有与

商品流通相适应的 货币流通
,

商品市场就不能正常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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