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都要切实做好市场调查
,

围绕提高市场竞争

能力这个中心来进行
,

这样才能使技术改造

收到 良好的效果
。

第四
,

领 导干部考核办法的转变
。

现在许

多地方机关考核下级领导干部
,

实际上是以

外延性增加产值的速度为主要标准
,

从而大

大助长了下面攀比速度
、

片面追求粗放型扩

张的倾向
。

这是向内涵型转变必须克服的一

大障碍
。

要坚决防止和纠正
“

数字出官
、

官出

数字
”

的官僚主义和浮夸作风
。

流通增长方式

也要向集约型转变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李金轩

络组织商品流通
,

可以提供

传统体制所无法提供的东

西
,

那就是横向联系
。

网络

可以以更高的效率和速度传

递和分享信息
、

分享思想
、

分

享资源
,

从而更高效地促成

商品流通
。

可以说
,

通过流

通网络组织商品流通
,

是从

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重要

改革开放以来
,

流通体制的改革
,

取得了

很大成果
。

但流通增长的粗放方式也是举 目

可见的
。

比如
,

在批发市场建设上出现的
“
空

壳
”
市场几乎遍及各个地区

;
在商业网点建设

上求大的倾向也比比皆是
,

你的商店 8 0 0 0 平

方米
,

我就建 1
.

2 万平方米
,

他再建就要 2
.

2

万平方米
,

后者再建就会 4 万多平方米
,

把规

模效益
,

误认为越大越好
。

有一个很有名气

的商场
,

改建扩建后 比原来的营业面积几乎

翻了一番
,

但营业额几乎没有增加或增加甚

少
。

在起店名上
,

也不怕大
,

比如本来是商

店
,

但叫
“

店
”

嫌太小
,

改叫商场
,

再起名商场

嫌小
,

叫
“

大厦
” ,

以后大厦也嫌小
,

叫中心
,

叫

广场
,

甚至干脆叫商城 ! 建筑面积大
,

起的字

号大
,

营业规模大
,

但是内部管理差
,

服务质

量差
,

经济效益差
。

商品流通领域中的这种

粗放经营方式也迫切需要转变
。

在流通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过程中
,

按照五中全会精神的要求
,

我认为应

当抓好三件事
:

一 走建立 健全商品 流 通网 络
,

提进

通过 网伶 进 行 流 通

商品流通网络是一种客观存在
。

通过网

。

1 8
。

途径
。

而这种转变的技术条件
、

设备条件已经

有了初步的基础
。

声 走利 用璐商品产有 中间价格 区
,

提使形 成货杨其流 的
“

感差
”
或

“

价盛
”

体 系

水往低处流
,

货往高处流
。

没有适当
、

合

理的价格落差
,

商品是不会流动的
。

而这个价

格落差是否适当
、

合理
,

又直接关系到商品流

通质量的好坏
。

如果我们有一套适应不同商

品
、

不同经营所需要的
“

落差模式
” ,

对一些大

宗批量生产的
、

由生产厂家定价的重要商品
,

厂家由于市场竞争的压力
,

为达到既定的市

场目标
,

而不肯他的经销商或代理商随意地

改变商品的最终销售价格
,

那么这种明码标

价的商品
,

客观上就起到了保护消费者权益

的作用
; 而在出厂价与最终销售价之间

,

又留

有足以使经营者垂涎的差价收益
,

经营者 自

然会被他切身经济利益所驱使
,

兢兢业业
,

诚

信守法地去经营
,

并讨好生产厂家
; 厂家为提

高自己产品的市场竟争力
,

也就肯多动脑筋

在采用新技术
,

改善经营管理
,

提高劳动效

率
,

降低费用
、

降低成本上下功夫
,

果真这样
,

岂不是一个使生产者
、

经营者和消费者三全



其美的好事
。

三 走重斯划合商品种类

过去在计划经济条件下
,

为了便于计划

管理
,

把商品分为一
、

二
、

三类
,

现在这种分类

方法
,

已经改得差不多不存在了
。

那么
,

用什

么样的符合市场经济需要的分类方法来填补

这个空位呢 ? 我们这里说的不是国际贸易中

的商品分类
,

而是说我们国家
,

为适应市场经

济发展的需要
,

在国内如何对商品进行分类
、

管理或调控
。

我们可以把商品重新划分为基

本品
、

奢侈品
、

选购品与特殊品
,

并依不同的

商品种类
,

确定不同的指导政策
。

像对基本

品
,

无论如何都要保证生产
、

满足供应
。

对奢

侈品
,

就实行高价
、

高税
、

高利
,

既能有利于国

家
、

地方的财政收入
,

又可利于企业经营
,

还

能满足高收入者的高消费需要
,

并可化轻人

们的相互攀比心理
,

易于发扬艰苦奋斗的精

神
。

对特殊品
,

则依不同的客观需要
,

而做适

时
、

适当的调整
。

对选购品
,

就随行就市
,

任人

们选购
。

这对发挥市场配置资源这支
“

看不见

的手
”
的作用和进行宏观调控这支

“

看得见的

手
”
的作用

,

将是有益的
,

对商品流通增长方

式的转变也是有益的
。

在现 代经 济学中屠长和

发展是两个密切相关的不同概

念
。

增长是发展的必要前提
,

但

现 了高速 增长
,

然而
,

两极分

化
,

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但没

有缩小
,

反而扩大了
,

出现了有

规模的粗放式经营破坏了生态

平衡
,

污染了环境
,

浪费了资

源
,

贻害了子孙后代
,

于是提

不 是 充分条 件
。

增长是指量的增

加
,

而发展 则是

质的飞跃
。

战 后

落后国家的社会

鹅
卜

科教放在首位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陶文达

出关心环境与发

展问题的持续发

展的战略思想
。

这就是由粗放到

节约的转变
。

实

经济发展战略思想经历了三次

重大变化
。

最初是以经济增长

速度为核心
,

以为只要输 入资

本
、

引进 技术
,

就可以摆脱贫

穷、落后
,

结果许多国家虽然实

增长而无发展的现象
。

因此
,

在

7 0年代
,

人们认为应该以满足

广大群众的基本需要为社会经

济发展战略的核心
。

9 0 年代人

们又发现大规模地扩大了生产

现这一转变的关键是科学技术

的进步
,

然而
,

科学技术的进

步是靠人民素质的提高—
教

育
。

因此
,

我们一定要将科教放

在首位
。

《建议 》在总结过去 17 年经验的基础上
,

提出了一些科学的新观点
、

新政策和新路子
,

充满拓新精神
,

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
。

这主要表现在
: “

把握好速度问

题
,

速度低了不行
,

速度过高也不行… …防止

经济大幅度波动
,

做到速度和效益相统一
” ;

“

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 ; “

实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张 帆

施科教兴国战略
” ; “

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

… …保护合法收入
,

取缔非法收入
,

调节过高

收入
” ; “

避免盲目发展
,

重复建设
” ; “
积极应

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 , “

避免地区间产

业结构趋同化
” ;
对国有企业

“

搞好大的
,

放活

小的
” 厂基本消除财政赤字

,

控制债务规模
” ,

“

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