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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循环论与经济增长的支撑点

刘建明

　　摘　要　经济的每一次增长都是循环过程中某一环节的更新。经济发展是多种

环套啮合系统, 当某个环节滞后, 失去对其他环节的适应, 生产力就要暂时遭到破

坏。经济运动每个网格、每个侧枝循环都不可忽视, 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价值系统

的循环, 集中表现为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相互作用、相互平衡及螺旋式发展。当生

产力发展超过居民消费的增长, 增加国民收入成为 “生产、分配和消费”循环中的

击发性环节, 由此牵动经济增长点的出现。在解决生产关系、经济体制和产业结构

之后, 依据国民经济总值的增长, 以按劳分配原则及时向劳动者提供充足的消费基

金, 保证供需双方旺盛, 是经济增长的支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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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循环”不同于 “经济周期”, 但包

含经济周期的全部内涵, 指经济在闭合网络

中的螺旋式增长方式。

社会经济的每一次增长, 都是循环过程

中某一环节的更新, 而消费基金的有效投入

则成为增长的总支撑点。当代世界经济腾飞

的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 都

冒着通货膨胀的危险, 随即实行高工资政策,

才得以清除经济循环的梗阻, 推动新一轮经

济增长。对于一个人口众多、国内市场广袤

的大国来说, 认识消费基金的投放对培育新

的经济增长点的作用, 具有重大意义。

一、经济循环规律的

　　刚性运行

　　无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 富有复杂制

约因素的机体都是循环演变的。经济运动是

社会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复合体, 也是循环

发展的。

经济循环是社会机体循环的主要部分,

其循环脉络是个多网络、多侧枝系统。经济

周期是这种循环的表征, 可称作外在总体循

环。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 经济发展要不

断经历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到再繁荣的

循环过程。在任何社会制度下, 经济运行都

会出现这四个阶段的螺旋式发展,不同的是,

由于政治制度本身调节能力的强弱, 循环的

频率、幅度和持续的时间有很大差别, 每次

循环对生产力质量的提高也有明显不同。

经济外在总体循 环即经济周期的演变,

取决于若干侧枝循环的状况, 其中占重要地

位的是: 生产关系和经济体制同生产力发展

由不适应到逐渐适应的循环, 工业和农业平

衡发展的循环, 从生产者素质、科学技术进

步到提高生产力水平的循环, 产业结构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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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关系的循环, 生产、分配和消费相互作

用的循环。这些侧枝循环沿着由不平衡到平

衡的环形线路复归, 呈现循序渐进的闭合网

络式运动,最终推动经济周期各阶段的更替。

所谓闭合网络, 是指这些循环有自己的内在

规律, 外界因素的干预和影响不能根本扭转

循环路线, 因此它是刚性的。也就是说, 人

的主观意志无法改变循环中各因素的制约,

除非以破坏经济发展为代价来切断这种循

环。

经济循环无疑是个不幸的过程, 因为每

个循环要素和阶段都互为条件, 也互为苦果

的吞食者。但这只是阶段性悲剧。一旦度过

循环中某个环节的失调性变动, 经济运行的

再生就打开了大门, 展现出光辉前景。例如,

生产力的进步要求生产者具有更高的素质,

生产者素质落后, 即使占有先进的生产工具

和手段, 也无法产出高质量的产品, 生产者

就要吞食苦果。这时, 经济发展要求生产者

提高教育水平, 进而提高生产技能和科学管

理水平, 使生产力获得新的发展。在生产力

新一轮发展的终点, 生产设备和技术手段的

更新, 又使多数生产者的素质落后了, 还需

要进行新的教育培训。如此往复不断, 使经

济运动呈现循环过程。

经济循环论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理

论, 即经济发展是一种环套啮合, 当某个环

节发展到一定水平超越下一个环节的适应

力, 使生产力的正常发展遭到破坏。经济发

展的良性秩序, 来自经济机体内各环节的相

互协调, 某个环节如果对其他环节发生遏制

作用, 理顺这个环节成为经济变革的重要使

命, 也是寻求经济增长的机制性调整。

二、在经济循环中选择

　　经济增长点

　　经济运动的每个网络和每个侧枝循环都

不可忽视, 但起决定作用的是价值系统的循

环。在经济运行的每个环节, 参与经营活动

的人都以有无价值和价值大小作为目标。

尽管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异常复杂, 但最

核心的内容是利益原则。企业扩大生产规模,

尽量采用先进技术,是为了获得更多利润。工

人、农民勤奋劳动也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报酬。

社会主义国家生产的利益原则是满足人民群

众不断增长的生活需要和按劳分配。一旦利

益原则失衡或遭到践踏,生产效率就要降低,

经济运行就会进入衰退期, 这样, 经济价值

和利益的每一次调整, 都会使经济运行产生

或中断新的循环。

从根本上说, 利益原则是 “生产、分配

和消费”这一经济循环的起动点。经营者和

劳动者获得的利益越大, 收入越多, 消费需

求愈趋旺盛, 越能推动生产加速发展。当生

产有了一定发展,如果社会消费水平滞后,生

产必然受到抑制。马克思关于生产、分配和

消费相互作用的观点建立了经济循环论的理

论基础,为摆脱经济衰退找到了一条线索。忽

视这条经济规律, 就会使生产者的劳动兴趣

降低, 或由于资金投向不合理造成经济结构

失衡、居民购买力萎糜和产品积压等一系列

问题, 企业停产、工人失业 (或开不出工

资) 等经济衰退的征兆开始暴露出来。

居民的消费水平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

展, 不单表现为社会总需求数量的增加, 也

表现为消费质量的提高。当生产力发展超过

居民消费收入的增长, 生产耐用消费品的一

些企业首先出现产品积压, 由此牵动大量生

产中间产品的企业生产停滞。如果社会建立

了大量生产高消费或“亚消费”品的企业, 而

绝大多数公民的收入还不足于大量消费这些

产品, 生产这些产品的大部分企业必然效益

萎缩。这时, 增加国民的收入便成为 “生产、

分配和消费”循环中的击发性环节, 由此牵

动经济增长点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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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消费者对

最终产品的选择和需求量, 即取决于人民群

众的生活需要和实现这种需要的可能。当国

民收入增加到能够购买款式更新、质量更好

的服装,发展轻纺工业就成为经济增长点, 于

是大量纺织厂建立起来,由此牵动纺织机械、

钢铁、化学纤维、电力、棉花种植和牧业等

行业的发展。当国民收入增长到足以买得起

小汽车时, 汽车工业成为新的增长点, 由此

带动钢铁、公路交通、橡胶、微型电子产品、

炼油等行业的发展。如此等等。在经济循环

中出现的增长点一般是由居民的消费需求确

定的, 而消费需求又是由国民收入的增长带

动的。

三、消费基金充足是经济

　　增长的支撑点

　　这里存在着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万

古之谜, 即先有生产力的提高还是先增加劳

动者收入。由此, 产生了两种经济学观点。一

种认为, 先致力于生产发展, 创造出大量社

会财富, 然后才能大幅度提高居民收入。另

一种观点认为, 先向社会投放一定数量用于

消费的货币, 刺激生产要素的快速聚集, 使

经济出现新的增长。后一种观点往往被视为

用通货膨胀的手段换取经济发展, 甚至认为

是破坏经济发展。

笔者认为, 这两种措施应交替使用。二

者衔接的时空非常紧密, 稍有较大间隙就破

坏经济的有序循环, 遏制生产的发展。当企

业看不到社会有新的需求时, 就总是小心翼

翼地确定自己的发展目标, 不敢生产更新、更

好的产品。那些大胆开发新产品的企业一旦

产出批量的先进产品, 在一两年内销售不出

去, 就要陷入负债累累的困境。社会需求狭

小、消费水平过低, 即使生产出大量先进产

品, 也只能是浪费资源。因此, 对经济发展

的宏观调控,关键在于根据生产发展的水平,

及时向社会投放充足的消费基金 (主要指个

人消费基金) , 保证供需旺盛。

经济现代化以产出高科技含量产品为标

志, 购置生产费用高的商品又是生活质量提

高的标志, 实行适度高收入和高消费必然成

为经济现代化和社会全面现代化的前提。当

城市工薪阶层的月平均工资仅仅达到 500元

的水平, 就全面推行住房改革, 吸引人们购

买私人住宅,期望由此带动其他产业增长,只

能是一句空动的经济口号。因为在低工资条

件下, 城镇 80%的劳动者倾其一生的积蓄,

也只能买得到 50平米住宅的几面墙壁。同

样, 当广大农民和多半市民买不起高档电冰

箱、洗衣机、微波炉等家用电器及高档家俱、

高级呢料和价格昂贵的一切生活耐用品, 而

这些产品却堆满了商店的货架和企业的仓库

时, 生产萧条的严酷灾难必然降临。比如,

1994年我国轻工业增长 19. 6%, 而同期社会

商品零售额实际增长率城市为 9. 5% , 农村

仅有3. 45%。1996年生活用品的销售额占轻

工业产值的比率仅有 40%左右。可见, 消费

需求远远落后于生产总量的增长, 经济发展

的市场动力明显衰减。从 60年代起, 西方几

个大国和日本出现经济高速发展, 无不取决

于大幅度提高国民的工资和薪金收入, 培育

市场需求, 推动了经济的阶段性繁荣。而每

次循环的复苏阶段, 大都是由提高国民消费

基金开始的, 而它的持续发展, 又是由国民

坚挺的购买力支撑的。

在 60年代, 美国的决策者们认为, 收入

分配政策能脱离增长政策而存在, 并可在以

后再加进去, 从而获得任何需要的 “分配”。

在这一政策指导下, 美国在 1969和 1974年

间社会保险费增加了一倍, 福利费支出在

1974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18%, 家庭月平均

收入由 1950年的约 300美元, 增加到 1200

余美元, 家庭消费由 1950年的 1500余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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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到 4139美元。到 80年代中期, 处于中

等平均收入的美国中小学教员的月收入约为

2000美元, 3年的积累可买一辆汽车, 10年

后可买一套 150平方米的住宅。据 1990年的

数字, 美国每百人拥有汽车 73. 9辆, 电视机

65. 8台, 电话 78. 8台, 64%的人拥有自己的

住房。不在六七十年代实行分配适应增长的

政策, 美国的汽车工业、家电业、住房业及

其相关的产业就不能迅速发展。

在 50年代初, 日本国民的生活水平和中

国相差无几, 每台黑白电视机售价 20万日

元, 而中等水平的工薪收入者的月薪只有 3

万日元左右, 他们只好望洋兴叹, 电视机产

量全年才为 866部, 更谈不上购买汽车和住

宅及发展汽车和建筑业。到 1961年, 全国劳

动者家庭平均月收入提高到 8 万余日元,

1982年又增加到 40万日元。日本推行高工

资政策, 使多数家庭的月收入可买 2～3台大

屏幕彩电, 3～5个月可购置一台轿车。这样,

日本仅用 10余年, 家电、汽车和建筑业就高

速发展起来, 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起飞, 成

为世界经济大国。

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四小龙进入

经济高速发展期, 同时也是消费基金大幅度

增长期,由于向个人消费投放充足的货币, 仅

在十几年间实现了经济腾飞。由此形成的重

要经济规律值得重视: (一) 社会给劳动者提

供的工薪只能维持生存的需要, 生产就要徘

徊不前; 经济发展以提供基本的衣食为临界

点, 社会和现代化毫无缘分。(二) 当大量企

业生产出科技含量高的产品, 而社会给劳动

者能够提供购置这类生活用品的消费基金,

经济发展才有可能进入现代化, 经济的全面

繁荣才能长期持续。(三) 各类企业创造了巨

量财富, GDP 每年虽以两位数增加, 但由于

不能及时向国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来消费这些

财富, 会出现大量产品积压, 企业资金严重

不足, 开工率急骤下降, 微观经济运行恶化。

(四) 社会消费能力有限, 只能使一部分活力

充沛、产品质量好的企业保持赢利, 亏损企

业即使进行了适应市场的彻底改革, 但原来

的亏损面仍不会缩小, 因为由购买力体现的

市场容量并没有扩大, 产品销量不会增加,改

革的结果只能使亏损主体转移。在经济持续

发展的情况下, 改革企业不适应市场经济的

体制和产业结构, 要以提高居民购买力为重

要条件。

四、通货膨胀与

　消费基金投向

　　投放充足的居民消费基金会不会导致通

货膨胀? 这是经济学家和社会管理部门始终

担忧的问题。正是这一高悬之剑, 使他们在

产品过剩时一筹莫展。但只要消费资金投放

量和投向合理, 注入的时机成熟, 就不会产

生或不会出现太高的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通常是指总货币流通量超过了

商品交换所需要的货币数量。产生通货膨胀

的多数情况是社会缺少人们需求的产品, 导

致物价上涨,不得不投放大量货币来平衡,造

成物价再度飞涨。本文所说的消费基金增长,

是指在社会财富增长、产品开始出现相对过

剩时的货币注入, 而不是随意向社会投放巨

量的货币。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认为, “物

价的普遍上涨就叫做通货膨胀。”莱德勒指

出, “通货膨胀是一个价格持续上升的过程,

也等于说, 是一个货币价值持续贬值的过

程。”物价是否上涨, 主要取决社会产品是否

丰足和市场调控能力, 和消费基金的增长不

一定有必然联系。大量投放消费基金不等于

通货膨胀, 不一定引发物价上涨, 这要看货

币投放量是否超过了 GDP 的增长。日本、西

德在近 20年中许多年份工资增长率虽然超

过了两位数, 物价上涨的幅度却仅为 4%至

5%。美国在里根时代, 严格紧缩货币, 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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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 虽然物价明显回落, 但经济回升

仅持续了一年半, 从 1984年开始, 国民生产

总值逐年下降, 不得不以扩大军费刺激经济

增长。

实际上, 只有在物价基本稳定的前提下,

增加工资才能提高消费水平和劳动者的活

力, 使经济保持发展势头。如果工资提高

10%, 物价也提高 10%, 等于消费基金没有

增长。进入 80年代, 亚洲四小龙的平均工资

要比我国公民高几十倍, 但耐用消费品的价

格不比我们这里贵。每次涨价, 为了保持社

会需求旺盛, 同时按涨价的幅度给公务员和

盈利企业的劳动者提高工资或补贴。

我国在 16年的改革中, 产品价格上扬过

猛, 商品价格和它的实际价值反差太大, 绝

不是消费基金投放量过大, 更不是产品不足

造成的。大幅度涨价的原因是, 几乎所有产

品多次倒手, 层层加价, 或销售环节漫天要

价, 许多奸商谋取了暴利。多数重工业和精

加工产品生产成本高, 销售环节收费多、浪

费大和腐败支出惊人, 商品到达消费者手中

的价格已经昂贵得离奇。一方面有近万亿元

的日用消费品积压, 另一方面售价高, 广大

职工和农民收入低, 买不起, 社会消费的供

需比率没有按预期的愿望增长。可见, 我国

物价上涨和消费基金增长的额度无关。实际

上我国每年工资增长的比率很小, 1995年扣

除物价因素, 实际工资增长幅度仅为 3. 8%。

据初步统计, 1996年全国职工和农民收入的

增长约为 10%, 而物价上涨为 7. 6%至

6. 4%, 实际增长幅度不足 4%左右, 远远落

后于国民经济产值的增长率。

增加消费基金投放的额度, 应把握在上

一年增加的最终产品产值的 80%以下, 投放

的时机选择在产品总值超出社会消费力的年

份。例如: 当出现产品严重过剩, 而内销和

外贸的年销售额仅达到年产值的 30%时, 就

应把工薪提高到国民总产值的 50% (含救济

金) , 其余 20%的最终产品的产值作为库存

和积累, 以防出现特殊情况对最终产品的大

量急需 (例如自然灾害、战争和突发事件) 和

扩大再生产。即使每年按照这个速度增加国

民的工薪, 也不会使国民财富消耗一空, 因

为每隔 5年积累的产值就达到基期产值的

100%。如果有的年份 GDP 下降, 不仅不能

增加工资,效益下滑的企业还要减发工资。消

费基金投入的上述时机和合理比率, 不可能

形成过度需求, 出现物价上扬, 造成通货膨

胀。

造成通货膨胀最可怕的因素, 是国家对

企业投资规模过大, 不断进行重复建设。政

府把货币投向生产要素死寂的地方, 造成结

构性通货膨胀。近 10年来, 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规模每年平均达1万亿人民币, 1992年和

1993年投资分别比上一年增加了 42. 6%和

58. 6% , 1996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已突破 2

万亿元。投资需求膨胀, 经济总量失衡, 孕

育着潜在的通货膨胀。更为严重的是, 国家

注入大量资金搞集团消费、公款消费和各种

补贴, 使许多人无偿占有国有财富, 形成

“馈赠式通胀”。与此相反, 消费基金要投向

每个有创造力的劳动者,提高个人消费水平。

对失业者, 要发给与其工龄或工资比例合理

的救济金, 回报他们在就业时对社会做出的

贡献。即使国有企业的生产资金, 也大都要

通过销售自己的产品、吸纳社会闲散资金

(例如实行股份制) 或贷款取得。这是推动经

济循环发展的唯一正确的金融政策。否则,不

仅通货膨胀压不下来, 而且由于产品积压造

成企业严重的债务重负。比如, 消费者长期

处于低工资状态, 无钱购房, 住房分配只能

导致不公平的无偿福利。一方面国家每年大

量投入资金建房,另一方面商品房大量积压,

几千亿资金收不回来, 根本原因是钱投错了

地方。如果房地产业通过贷款或实行股份制

取得资金, 全国职工大幅度提高收入后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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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至 10年的积蓄就可购置一套住宅 (或在这

一期间能够偿还购房贷款) ,建筑业必然出现

良性循环、持续高效益的发展势头。

五、消费基金的协调增长促进

全面、健康的经济循环

　　大幅度提高公民消费基金, 并不需要央

行增加货币供应量, 只要改变原有的资金投

向就能保证消费基金协调增长。国家除把对

企业不必要的投资转为消费基金外, 还要压

缩集团消费和各种补贴, 再把企业办社会的

大量福利费 (养老、失业、医疗、保险、住

房) 也打入工资 (含社会救济金) 总额, 足

可以促成工资大幅度提高。消费基金的协调

增长, 是指它要随着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增长

的幅度相应增长, 逐年扩大递增额。经济发

展的历史成果是个可把握的经济量, 从上一

年度的产值中确定下一年度分配的比率, 在

统计学上并不是难题。

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不具备实行高工

资、高消费的条件, 但这并不等于国民工资

收入不要跟上经济发展的速度逐年提高。重

要的是, 要坚持分配的公正原则和适度、持

续增长的原则。

分配消费基金的唯一公正原则是按劳分

配,不是随意给任何一个劳动者增加工资。其

他分配方式也应以正当的劳动收入为基础。

在吃惯大锅饭、按资历而不按能力和效率分

配劳动报酬的社会, 人们拼命攀比收入, 却

不攀比对社会的贡献, 这是长期戏虐按劳分

配原则的必然恶果。以法保证机会均等是贯

彻按劳分配的前提。想获取高报酬的人必须

能胜任高效率、高智商的工作。所有的人都

可通过考试或考核进入竞争程序, 决定是否

有能力获得这种机会。坚持这一公平原则, 就

不会产生不看贡献而攀比收入的倾向, 借助

走后门、拉关系进入分配领域的人身依附体

制也会随之消除, 以投机取巧、贪污诈骗掠

夺人民财富的不法行为也才能最大限度地杜

绝。收入公平不在于人们获取利益的多少,而

在于每个人占有的财产是他应当得到的。

早在 1992年, 人们多次预测我国2万亿

私人存款可能冲垮市场, 至 1996年, 又有人

惊呼近 4万亿私人储蓄要杀向市场。但预言

一次次变为皂泡。岂不知, 1亿 4千万城镇工

薪阶层从 1983年的 100元到 1996 年的 500

余元的月平均工资和广大农民的低收入, 仅

够维持温饱生活, 在13年间怎能积累4万亿

的私人财产? 人们在盲目的乐观中忽略了这

样一个事实, 少数人 (约占 12亿 8千万人口

的 4%左右) 窃取国有资产、经商谋取暴利、

走私贩私、公款私存、偷税漏税可能占有 3万

亿。这种掠夺式分配破坏了按劳分配原则,出

现了两极分化的苗头, 使绝大多数人占有消

费基金的份额很小, 国民的整体购买力极其

有限。据统计, 最近两年, 全国人口每月对

家用工业品的平均消费额仅有16元, 只能买

几枚上等衣扣, 这种消费水平使工业现代化

和科技现代化根本无法发展。

实行按劳分配原则为主, 高收入一旦进

入勤劳或富有创造精神的家庭, 生活提高将

进一步释放出他们的创造力。一批发明成果

累累的科学家、高级技师, 企业家和政府官

员很快把科学技术推向前沿, 迅速提高社会

管理水平, 使生产力不断更新和质变, 新的

科技要素和卓有成效的管理将不断推动经济

出现新的增长。

农民收入低,是抑制消费的突出矛盾,而

提高农业人口收入只能来自城镇职工的富

裕。城镇居民工薪大幅增加, 随之按一定比

例提高农副产品价格, 农民收入才能激增。农

民有了钱, 农村这个大市场才会有真实的购

买力,为整个工业的全面增长提供了需求。那

些销售不出去的商品逐渐减少库存, 停工的

企业开始恢复生产, 失业的工人纷纷回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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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农民有了钱, 对农业生产加大投入, 发

展农业机械工业可能成为新的增长点。工农

业的平衡发展使经济循环快速运行起来。

职工和农民收入逐年迅速增加, 每个家

庭要购置两三台大屏幕电视和其他高档家用

电器, 要购买住宅、汽车, 安装电话或使用

多媒体系统, 建筑业、汽车业、电子工业和

邮电事业才能成为增长点。同时, 他们的闲

暇消费扩大, 文化消费成为生活的重要内容,

文化产业可能成为不可忽视的增长点。高收

入使国民子女自费求学成为可能, 教育经费

充足, 教育改革才能健康地发展。人们富裕

了, 许多城乡居民在一天之内可能有两餐走

进饭馆和公共食堂, 外出旅游的人数也会大

大增加⋯⋯。这一切又推动了服务行业迅速

发展, 失业的工人和裁减的政府冗员拥入这

些行业, 找到发挥才干的再就业机会。再就

业由民间第二次分配需求来解决, 国家不用

花一文钱, 也不用投入更大的社会管理, 社

会自组织作用在消费基金的流动中使就业呈

现出良性循环。职工只要勤奋劳动, 每年都

有公平提薪的机会, 社会分配公正, 人民安

居乐业、殷实富足, 人心思定, 社会自然会

稳定。

人民手里握有充足的货币, 除了消费还

用于储蓄和投资, 在低息情况下, 民间资金

的这种流向有利于生产和积累。严格地说,老

百姓手中的钱越多,放在银行里才越放心,这

些钱也就为国家所用。老百姓取出钱来消费,

又是为企业启动 “购置原料——生产——销

售产品盈利”这一微观经济循环。濒临破产

的企业通过资产重组, 使资源和生产要素向

优势企业集中。只要有了市场需求, 产品滞

销和资金涸竭自然会迅速扭转。

在高收入中, 实行聘任制的政府公务员

将拿上等工资, 也要以最好的管理水平报效

国家。高收入带来相应的责任感, 国家的管

理水平和效率将大大提高, 大量压缩国家机

构和工作人员同时提到日程上来。被裁减的

人面对广泛的人才需求, 不再有危机感, 精

简机构才可能彻底实施。政府严格依法向一

切企业、一切高收入者征税, 除了向国有文

教事业、军工企业和少数大型国有骨干企业

投资外, 一般不再抛出大量资金实施膨胀的

投入, 同时向企业和个体经营者发放贷款为

国民积累财富。政府的支出减少, 财政收入

剧增, 国强民富的盛世迅速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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