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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经济理论探析 

吴敬琏是把我国国情与经济发展问题相结合，研究中国经济改

革的理论和政策的主要经济学家之一，是我国经济理论界“市场经

济论”和“整体改革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所提出的经济改革和

发展战略基本思路以及不少政策主张，如 1984～1988 年间的反通货

膨胀主张，1989～1991 年期间的“市场整合解决法”主张等等，现

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从 1979 年开始，吴敬琏把研究的重点逐步转向关于社会主义经

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的比较研究方面来。在其研究的基

础上，逐步形成了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的想

法。他和其他经济学家一起，为在中国开辟比较经济体制研究这个

新的学术领域，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一、关于市场导向改革 

1982 年，吴敬琏与他人合写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经济

属性和商品经济属性》和《试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调节方式》等

文章，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商品经济的属性。 
1986 年，吴敬琏在总结 20 世纪 80 年代初社会主义各国的改革

时，明确提出“所有真正的改革，无不是所谓以‘市场为方向’的”，

提出真正的改革是以“市场为方向”的理论。他大胆地提出，中国

应该实行市场经济，并对市场经济进行全方位研究。吴敬琏在给国

务院领导的一份报告中提出，要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

1984 年以来的国家经济政策实践进行反思。他的主张得到了国务院

领导的充分肯定，他主持起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建设与改革

经验的研究》在社会上引起了震动。 
1988 年的中国变幻莫测，人们的心被年初对经济发展的乐观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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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和年中的市场抢购风潮完全给弄糊涂了。年初一些人对闯过价格、

工资改革关的呼声慷慨激昂，吴敬琏对此表现得十分冷静。他认为，

价格改革作为整个经济改革的重要步骤，既不能绕行也不宜长期拖

延。实践证明，吴敬琏的预见是正确的。这年冬天，吴敬琏参加了

在维也纳召开的改革经济学国际讨论会，向大会提交了《经济理论

的演变与改革战略的选择》的论文，赢得国内外同行的一致好评。

1988 年初，吴敬琏与他人合著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一书，

他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进行了批判，认为旧体制效率低

下的根源在于用行政命令配置资源，主张用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

置方式取代以行政命令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认为除了建立市场经

济就没有别的出路。 

二、关于企业改革 

在现代企业制度问题上，吴敬琏指出，我国大多数挂上了公司

牌子的国有企业，并未从根本上解决企业“无老板”现象，建立现

代企业制度还只是形式。他认为，现代企业制度有两个基本内容，

其一是建立法人制度，即明晰股权，把出资人也就是股东入股的资

本组成具有独立生命的法人资本；其二是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公司治

理结构，即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相互制衡的领导结构、管理机构、

统治机构。从这两个实质内容来说，我国大多数挂了公司牌子的企

业并没有实现。 
吴敬琏指出，从第一个基本内容来说，关键是所有者虚位，所

有者功能丧失的问题没能解决。到底谁是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抽象

地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国务院。但国务院是一个非常庞

大的机构，到底哪一个机构行使所有者的权力和承担所有者的责任

呢？都可以似乎又都不可以。他说，我们的改革仍存有思想误区。

企业不应当有上级，却不可以没有老板。这样的无老板企业在世界

上都是没有的。他指出，在所有者缺位或所有者功能缺位的情况下，

很难建立起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目前国有全资和国家控股企业存

在三种不正常的情况：其一维持旧制度，上级主管机关仍然把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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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经济理论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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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财、物、供、产、销管起来，所有权与经营权没有分离。其

二改得较好的企业其实是“内部人控制”的无老板企业，无上级、

无主管，经理人员可以做一切，于是出现了利益输送、企业被挖空

等不正常现象。其三是两者兼而有之，上级主管机关经常干预公司

的正常决策，但是如果董事长、总经理与上级主管机关关系好，那

就干什么都可以。这些状况必须加以改变。 
1997 年，吴敬琏主持的课题组提出了“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

的观点，指出“有限的国有资本难以支撑庞大的国有经济盘子”，国

有企业必须从竞争性的行业退出。这一观点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

同，其基本思想和观点直接影响了我国决策层的决策。 
1999 年初，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清泰和吴敬琏两个

人为总负责人，召集 15 位研究人员组成课题组，其主题非常明确，

即瞄准国企改革这个目标。陈清泰、吴敬琏设计了课题的总体框架，

提出了 15 个子课题的基本思路。经过 4 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写作，

于 1999 年 7 月完成了这份《国企改革攻坚十五题》，并上交中央。

这份报告涉及国企战略调整、股权结构调整、党组织在企业中的工

作方式、中小企业改革、养老保险、下岗分流、证券市场、处理不

良资产等 15 个子课题，犹如为国企改革开出的 15 味良药。 

三、关于资本市场建设 

1997 年 7 月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吴敬琏认为，东南亚金融危

机的原因很多，极为复杂，但从根本上说是东南亚各国政策出现失

误，导致经济运行失衡，出现了“泡沫经济”。东南亚金融危机再次

证明，搞“泡沫经济”是不能使一个国家繁荣起来的，靠高投入实

现经济增长是不可能长久的，早晚要撞“南墙”。事实上，早在 1993
年，他便针对我国证券市场过度投机、房地产奇热等现象，告诫政

府、企业界，大好经济形势面前要好自为之，不要落入金融和‘金

钱游戏’的陷阱。他十分清醒地指出，“泡沫经济”对中国是灾难性

的。经济没有一定的投机活动，会变成死水一潭，这个经济就没有

活力。但是过度投机却会产生“泡沫经济”现象，投机资本横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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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是一个致命的问题。日本和中国台湾省 20 世纪 80 年代后

期“泡沫经济”的经验教训十分深刻。我们的经济刚开始起飞，就

出现了“泡沫”现象，很糟糕！必须加强宏观控制，维护改革的声

誉，排除危害经济发展的消极因素，用市场的方法来解决目前我国

证券市场存在的问题。应着力于市场制度的基础设施建设，尽快建

立市场经济的基本的组织制度、基本的法律规章、基础的支持系统。 

四、关于改革战略 

1985 年 2 月，吴敬琏发表了《经济改革初战阶段的发展方针和

宏观控制问题》一文。该文指出，为了保证经济改革能够平稳进行，

首先需要创造一个宏观经济关系比较协调，市场不太紧张，国家财

政、物资后备比较宽裕的良好经济环境。此后，他针对现实经济中

的问题，进一步论述了以上观点，并提出对改革目标和实施步骤作

出总体规划的时机已经成熟。1985 年 11 月，他领导一个课题组对

“六五”时期的经济发展经验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在以《正确处理

经济建设、体制改革和提高人民生活三者的关系》为题的报告中提

出，中国正处在二元经济迅速向现代经济转化的阶段。在这个经济

发展阶段，必须始终十分注意经济效益的持续提高，十分注意社会

资金的积累，恰当地把握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移的速度和城乡

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1986 年初，他参加了国务院经济体制改

革方案研讨小组的工作。他有机会将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加以系统整

理。这一时期，他写的《关于改革战略选择的若干思考》和《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发展和改革的经验总结》等文章，在国内外引起了

极大关注和高度评价。 
吴敬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好比行百里路，

现在已经走了九十里了，还差十里即将完成这项伟大的改革，但最

难的也在这最后的十里路了。中国有句俗话“行百里者半九十”。我

们不能这样，一定要咬牙走完全程。 
在 1999 年 11 月，中国与美国就加入 WTO 达成协议以后，吴

敬琏及时提出了中国应尽快开始第二阶段的市场经济改革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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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指出，为了让中国企业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能够立于不

败之地，必须加快市场化进程。他指出，国有企业缺乏国际竞争能

力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们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起来的，没有足

够的动力、压力和能力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吴敬琏认为，在第一阶段市场取向的改革取得进展后，应明确

第二阶段改革的重点。吴敬琏指出，20 年来，中国第一阶段市场取

向的改革取得了长足进展，但在一些重要环节上，例如国企改革和

国有经济改组等方面，改革尚未到位；同时市场秩序混乱，竞争缺

乏规则。可以说，市场经济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还没有建立起来。

吴敬琏提出，为实现在 20 世纪末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目

标，第二阶段改革的重点应放在四个方面，即：在国有大企业中真

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放小”，为中小企业创造良好的经营环

境，促进它们大发展；建设发达和健全的金融体系；建立市场交易

的竞争规则，实现法治。 

五、关于政府的作用 

改革以来，如何正确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始终是一个很费斟酌的

问题。吴敬琏明确指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是“抬牛腿”，我

们现在处理好多问题还是习惯于“抬牛腿”。不能再用这个笨办法了，

要“牵牛鼻子”，就是要通过改革，把市场经济建立起来，这样政府

用很小的力量就可以把整个经济带着往前走。有些事情，当市场能

管的时候，培育市场，强化竞争，比你“抬牛腿”、靠行政命令、管

头管脚要有效得多。现在有句口号，叫做“小政府”，好像政府越小

越好，管事越少越好，这话有点片面。政府不该管的事管了，不好，

但政府该管的事不管，也不好，应多提“好政府”，即廉洁而有效的

政府。 
吴敬琏是我国第一位运用布坎南“寻租”理论来分析经济改革

中腐败现象的经济学家。早在 1987 年以前，吴敬琏就组织了“寻租

理论与腐败现象”的专题讲座，并结集出版了《腐败、权力与货币》

一书。经济学家们认为，在两种体制更替的过程中，双轨制是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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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的温床。吴敬琏认为，要铲除腐败的根子，关键是要清除寻租

的环境。20 世纪 90 年代初，针对特权经商和土地低租、银行贷款

中权力干扰严重等现象，吴敬琏疾呼：“必须给权力下海亮红灯！” 
吴敬琏深入探讨我国经济改革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主要在

以下四个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1）对世界上各类经济体制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分析，为我国经

济改革的方向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2）从理论上论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树立这一改革目标

做出了贡献； 
（3）对腐败现象的体制根源、金融市场的发展途径等作出了科

学分析，为处理这些重大社会经济问题提出了方案； 
（4）发展了宏观经济分析的方法，在几个关键时刻提出了事后

证明为正确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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