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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论竞争性市场体制》，是吴敬琏同志与一位青年学者以对话的形式写成的一本新著。
由于我目前精力不济，要仔细读完这本书已不可能了，但我与敬琏同志长时期共事，经常在一起研讨
问题，对他的观点是了解的，在许多问题上有相同的看法，因此，我完全相信，这本书的出版也会像
敬琏同志的其他著作一样，对我国的经济理论研究和经济体制改革将发挥促进的作用。
　　敬琏同志是一位在理论上卓有建树的经济学家，尤其是近十多年里，他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
的理论、战略和政策等方面，发表了许多独到的、并被实践验证了是正确的见解。
在改革的时代潮流中，他的学识和才华得到了较好的发挥。
　　我是50年代与敬琏同志相识的，但到相互比较熟悉，经常一起探讨问题，切磋文章，则是80年代
以来的事情。
　　50年代敬琏同志还是一位刚刚跨出大学校门的青年学生，曾经参加过我与于光远同志共同召集的
一次理论讨论会，在我的领导下工作过一段不长的时间。
他是孙冶方同志的学生，有比较深厚的理论功底和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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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论竞争性市场体制》在汲取新古典经济学资源配置理论和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理论的精华，总结
国内外尤其是我国20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针对当时一些人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
主义经济、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观点，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体制转轨的原则
策略，全面讨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问题，产生了重大影响；1998年被评为“影响新中国经济
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之一。
《论竞争性市场体制》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最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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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敬琏（1930～），江苏南京人。
著名经济学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当代中国最早提出并倡导市场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家之一，其经济学思想和理论对当代中国经济的改革
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刘吉瑞（1954～），浙江余饶人。
经济学家。
曾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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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前言第一章 除了改革，我们别无选择一、改革的必要性来自“球籍”之忧二、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难
点三、危机触发改革，改革促进发展四、双重体制不宜久拖不决第二章 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一、
什么是改革的目标模式二、传统体制的不可行性：模式转换的最初尝试三、改革先驱者的教训四、理
论探索：从兰格到锡克五、结论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体制第三章 中国不能没有生机蓬勃的企业一、
传统体制下不存在真正的企业二、公有制能不能与企业的独立性兼容三、大型企业能“私有化”吗四
、在职职工集团所有和“企业股”的弊端五、法人化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新形式六、现代化需要企业家
第四章 竞争性市场的形成一、市场机制ABC二、市场的竞争性和规则三、加快市场的形成发育四、价
格改革的战术原则：“管住货币，放开价格”第五章 宏观调控体系一、市场失灵和政府干预二、需求
管理和供给管理三、计划、财政、税收、金融体制的改革四、政府职能转变和为政清廉五、新经济体
制的总框架第六章 改革的战略选择一、协调改革的基本战略二、对几种局部改革主张的评析三、两个
基本前提四、分歧反映了不同的思想方法第七章 行政性分权。
此路不通一、弊端仅仅在于中央权力过于集中吗二、财政“分灶吃饭”及其他三、再论改革的区域推
进四、中央——地方关系的规范化、制度化第八章 跨越企业承包制一、承包能使企业自主经营、自负
盈亏吗二、“包”与“改”的矛盾三、这不仅是笑话：非生产性部门的承包制四、走出非规范的行政
控制第九章 利益关系的调整和新利益格局的建立一、从“十年寒窗苦，不如个体户”谈起二、平等与
效率：替代还是互补三、与其放权让利，何如理顺基本经济关系四、突出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第十章 
经济改革、政治民主与观念更新一、处理相互关系的各种历史经验二、经济改革是政治民主的前提三
、民主的程度与形式受文化水平的制约四、改革时期价值观念的更新五、现阶段经济、政治体制改革
的配合第十一章 农村社会的变革一、城乡关系的重新思考二、城乡一体化条件下的价格问题三、“粮
食危机”和土地制度四、农村工业的发展模式五、工业化过程中的乡村建设第十二章 改革时期的发展
方针一、改革需要宽松的经济环境二、稳定成长的战略方针三、结构优化和产业政策四、改革与开放
的关系附录 经济体制中期(1988～1995年)改革规划纲要一、中期改革的指导思想二、中期改革的实施
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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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吴：需要注意的是：后起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政府干预的必要性，不仅是由需要用以弥补市场失灵
引起的，而且是由于市场的发育形成离不开政府的扶植和引导。
　　刘：这就是说，后起国家的市场也不是自然发育而成的，需要政府采取措施，加快市场力量的成
长和统一市场的形成。
　　吴：战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它们之所以能取得较好的发展成就，很重要的一条
是利用政府力量加快市场发育。
从老牌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中，也可找到类似的证据。
政府在市场形成中既可起到阻碍作用，也可起到促进作用。
譬如，英国和法国的差别就很大。
英国从资产阶级革命后，就采取了自由贸易政策，因此国内的统一市场很快就形成，并且在政府的推
动下，迅速扩大了国际贸易。
而在法国，虽然在重商主义时代政府也采取推动国际贸易的政策，但在国内采取了一些不利于统一市
场形成的做法。
结果行政权力占支配地位的状况终波旁王朝之世而未能有大的改变，从而使法国国内市场的形成以及
产业革命的起步比英国晚了几十年到100年。
　　刘：具有现代意识的政府与市场制度结合，是后起国家抓住发展机会，加入赶超梯队的必要条件
。
从历史的经验看，中国由于没有这套体制，失去的机会实在太多了。
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都未能使中国富强起来，关键在于没有建立起能够推进现代化的
体制。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如果缺乏能促使经济持续增长的机制，光靠少数人的努力是很难改变落后面貌
的。
1840年以来，因为没有这套体制，多少志士仁人的奋斗都以一事无成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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