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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对图3—1，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首先应该明确，行政区经济是所谓从计划
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时期所出现的一种现象和区域经济类型。
换言之，任何国家、任何时期，只要处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换的时期，均会有所表现。
只是西方国家长期崇尚自由市场经济，因而计划一政府的作用一直非常微弱，且相对规范，故其表现
得相当潜在。
前苏联等东欧国家的转型相当剧烈和极端，一下子从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几乎完全的市场经济体
制，因而也不明显。
故而，只有在中国，所谓渐进式改革的方式与“摸着石头过河”的不规范状态，导致出现典型的“行
政区经济”现象。
 其次，从经济体制或日经济类型来分，我们可以将其分为计划经济、计划一市场转型经济和市场经济
，理论上来说，可以有完全的计划经济（即中央政府是唯一的、绝对的控制主体），也可以有纯粹的
市场经济（经济主体无穷多，且地位平等），但现实中当然不可能如此绝对。
我们可以近似地把中国1950年代后期到1978年底的经济体制认为是完全的计划经济，也可以把我们未
来的改革目标（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全建成后的经济体制认为是纯粹的市场经济；那么从1979年
以来至今的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处于计划一市场转型期的经济类型，其体制上的转换就是明显的计
划性减少，市场性增多的过程，其中的一个主要的变化，就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出现从中央政府向地方
政府分权、放权，向企业、个人分权、放权，从而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各级）、企业、个人均成为
经济活动的主体，且份额、比重逐渐向下迁移。
正常情况下，这一迁移过程应尽快结束，使得经济体制成为完全的市场经济。
但恰恰在这一环节，由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导致这一过程被无限拉长，中央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
成为这一时期经济运行中的重要变量。
由于权力大小配置不同，体制机制经常变动，法律法规很不完善，导致地方政府在经济运行中或由于
制度性的缺陷（如行政级别高低而掌控资源能力有别），或由于体制机制不健全，而出现一些不规范
、不合理的举动，造成所谓“行政区经济”现象（负面效应）。
但随着法律法规的健全、体制机制的完善，则负面效应会逐渐减少，地方政府推动地方发展的正面效
应会逐渐彰显，此即为“行政区经济”的正面效应（实际上就是地方政府作为经济活动中相当重要的
主体之一的正面效应）。
相对于这一转型期，在完全的计划经济时期，地方政府完全听命于中央政府，自身的作用很难发挥或
显现（只是执行中央政府的计划而已）；同样在纯粹的市场经济时期，地方政府仅能同企业、个人等
一般主体一样，显现不出转型期的独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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