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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9B_BD_c26_646847.htm 金融危机时期的政府救市，就

经济学的意义而言，是指在“国家干预”的框架下，政府对

经济进行更多介入。在金融危机冲击下的政府介入，需要有

扩张性的调控。 我国启动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来配合适度宽

松的货币政策作总量扩张，并注重结构优化。就“国家干预

”的调控中财政、货币两大政策的搭配类型而言，这是一种

“双松”的搭配。这种扩张性调控的目的其实很清晰，就是

为了提升景气、改善预期，为下滑的总体经济运行增温供暖

，对企业起到抗寒作用。这在当下是十分必要的。同时，这

种国家干预、政府介入，显然不应该也不可能颠覆市场原则

，而是要贯彻“补充市场”的原则。 在现实生活中，与“市

场失灵”相对应的，还存在着“政府失灵”。我们要理性考

虑政府的介入，要制定合理的方案和得当的具体政策措施，

防止“政府万能”的幻觉。这种“政府万能”的幻觉在政策

扩张期和加大政府干预的操作环境里，是非常容易产生的。

而且，坦率地说，在具体管理部门的政策实践方面，又往往

容易走偏。经济出现危机的时候，当然要充分发挥政策的调

控作用，政府应当有所作为。但是，不能把这理解为政府什

么都可以去直接调控一把，什么事情都可以去审批一番。 在

具体的实践上，可以举两个例子从正反两方面得到启发，来

认识在这一轮政策调控中，应怎样注意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

原则，使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机制，同时适当加大政府

介入的力度，注意采用合理的介入方式。 2008年初，西部一



个省会城市的管理部门提出要把这个城市的牛肉面控制在2.5

元一碗的价位上，而不许增加一分钱。舆论报道后，出现了

很多批评意见。而当地的物价部门非常委屈，说我们这里的

老百姓有习惯早上到街上吃一碗牛肉面，中午又是一碗牛肉

面，晚上可能还是一碗牛肉面。这么重要的关系民生的事情

，我们不管好怎么行？但如果真的把这样的具体管理方式操

作下去，一定会变形。因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所有的原材

料、燃料、用工成本等都在上升的情况下，只控制产品终端

售价，只会迫使生产者缺斤短两，以次充好，降低商品的品

质。 怎么正确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个正面的例子。在西北某

地，当地老百姓习惯吃米粉。当地的物价部门也认为需要介

入这个事情。于是，通过调查，政府方面公布了一碗标准量

米粉的成本构成信息。信息公布后，促进了生产方和消费方

信息对称性的提高，消费者可以通过“用脚投票”来选择其

提供者。这样，就促进了各个米粉生产者之间的良性竞争，

达到了很好效果。以上两个例子的对比可以告诉我们：政府

调控的政策理性应以市场为前提。 另外，从政府必要的审批

来看，也存在一个体制演变过程中怎样渐进地减少遗留下来

的计划经济色彩，从而进入越来越合乎市场经济内在规律的

新体制状态的问题。在不同阶段，审批的力度和方式应当有

调整，发展方向是应减少审批。这不是意味着现在对于4万亿

元的项目不审批，但是也绝不意味着把这种审批长期化、万

能化。有关部门采取审批权适当下放的新举措、新探索，是

值得肯定的。 应当指出，在有些政府管理部门和官员的意识

中，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一种旧意识复归的现象。前不久笔者

参加一个座谈会，会上不少企业界的人士反映，原来在环卫



、市政这样一些公共工程和公共设施的项目上，政府方面已

明确承诺，欢迎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进入。但随着一系列扩

张性政策的公布，环卫、市政管理部门的领导很快对他们说

：你们不用再参加了。我觉得这是把政府投资的“扩张效应

”直接变为对民间资本的“挤出效应”，与宏观调控的初衷

背道而驰。这种情况反映出我们有些政府官员又回到原来的

思维定式，并没有真正消除计划经济的认识误区。 所以，笔

者觉得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在政策调控、扩张操作这样的

背景之下，有必要提醒方方面面，特别是政府管理部门，应

该注意到我们现在政策里面可称为灵魂的内容，就是积极通

过政府的扩张来拉动社会资金、民间资本跟进，应该努力拉

动更多的非政府资金参与调控过程。这是政府使用资金争取

放大效应、乘数效应的一个正确思路。我们的短期调控一定

要和长期的深化改革、转变机制紧密结合在一起。《半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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