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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的影响’

丁 冰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京100070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正确引进西方经济学，使之为我国现代化事业服务的同时，

西方新自由主义也乘虚而入。作为一种经济思潮，新自由主义积极鼓吹个人主义价值观，积极

鼓吹私有化，鼓吹与西方“全面接轨”。这一思想严重动摇了我国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导致

贫富悬殊矛盾日益突出，造成内需不足，内外经济严重失衡，国家干预的作用缩小，贪污腐败之
风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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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在正确引进西

方经济学，以便从中有批判地吸取其合理有益成份

为改革开放事业服务之际，西方新自由主义也乘虚

而人，不断干扰我国经济改革的健康发展。这已成

为有目共睹的事实，但近年来却有人企图予以否

认，甚至认为反对新自由主义就是反对改革。客观

事实果真如此吗?本文即拟从经济方面就新自由

主义究竟对我国有哪些影响谈谈自己的一点看法。

    一、什么是新自由主义

    作为一种经济思潮，新自由主义是在继承新古

典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上，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国家

干预主义为主要特征，并为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要求的经济理论体系和

政策主张。这种经济思潮是在第二次大战后，特别

是在上世纪60、70年代随着西方国家出现经济“滞

胀”和凯恩斯主义“失灵”而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

而后又广泛流行于80、90年代，至今还强势未减。

归属于这种自由主义思潮的流派，除早期的哈耶克

新自由主义外，主要有货币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

学、供给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

    这个定义说明，新自由主义是一个特殊的历史

范畴，而并非一切自由主义或市场经济都是新自由

主义。具体地讲，所谓新自由主义，它与古典自由

主义以反对封建主义、重商主义为特征不同，而是

以反对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为特征的;它虽然渊源

于古典自由主义，却主要是在上世纪70年代随着

凯恩斯主义“失灵”而纷纷涌现出来，换言之，它是

从70年代开始，随着高新技术发展而来的，以国际

金融和跨国公司的急剧发展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全

球化的新形势下，为适应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逐渐取

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居主导地位的需要而出现

的新的思想理论。因而新自由主义所反映的不仅

是一般的资产阶级的利益，也不仅是垄断资产阶级

和国家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主要反映的是国际

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它的政策主张，在当前最集

中的体现就是“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是指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于

1990年在华盛顿召开的，有美国和拉美等世界各

国经济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参加的，为讨论总结

80年代后期拉美各国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调整、

改革的经验所达成的共识。这个“共识”共有10

条政策要求，其核心是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国内

全面市场化，国际完全自由化，要求各国(实际主

要是要求发展中国家)放开商品、资本市场，让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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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商品、资本无障碍地自由进入本国，直接投资办

厂等，因此所谓“华盛顿共识”，实际就是实行以全

盘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

不难看出，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对处于弱势地位的

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无异于

是要自己放弃独立自主地发展本国经济，甘当外国

资本和国际垄断资本的经济附庸或殖民地。因此，

所谓“华盛顿共识”或新自由主义的实质，不过是

美国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推行新殖

民主义政策的思想武器，对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

家来说，更是实行和平演变，从根本上瓦解社会主

义制度的一把软刀子。正如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

教授说的:“西方国家在国内甚至国际经济生活中

厉行国家干预政策，但要求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

是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和经济

政策，取消国有企业，取消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管理

特别是计划管理，洞开国内市场，与西方国家牢牢

控制的世界经济接轨，其目的无非是要在发展中国

家恢复殖民主义统治，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

变，演变为资本主义，或外围资本主义。①
    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与我国改革开放的目标

和要求是完全背道而驰，格格不人的。后者是要进

行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更好、更快地建设和

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前者却要把我国引向资本主

义，甚至充当外国资本的附庸。因此，反对新自由

主义绝不是要反对改革，恰恰相反，是为了排除干

扰，使我国的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社会主义轨道更

健康的发展。

    二、新自由主义对我国有哪些思想影响
    从思想理论上讲，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的影响主

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积极鼓吹个人主义价值观。这是新自由主

义思想体系的出发点和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是承

认和维护个人利益的.但同时认为当个人利益与集

体利益矛盾时，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市场

经济允许经济人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但在我们的

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能让利己主义无限膨胀，不能

“一切向钱看”。正如胡锦涛同志最近在中国文联

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的，我们要“形成符合传

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反对拜

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而新自由主义

则把市场经济中经济人的利己主义假设绝对化、广

泛化，鼓吹人的本性就是自私的，并认为利己主义
  2

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

    2、积极鼓吹私有化，主张国有企业退出一切竞

争性领域。私有化是新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核心。

冯·哈耶克在他1944年出版的《通向奴役的道

路》一书中，把个人自由奉为人们至高无上的追求

目标，而生产资料私有制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重

要的保证。他说:“正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

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这个唯一的缘故，才没有人控

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才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

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落到一个人

手里，不管他在名义上属于整个社会或是属于独裁

者，谁操有这个管理权，谁就有权管制我们。’，②随
后，在50一60年代米尔顿·弗里德曼又步其后尘，

进一步明确地把“企业是私有的”作为保证经济自

由的首要前提条件提了出来。③因此，他们极力主
张实行私有化，攻击公有制。只因当时在正处于蒸

蒸日上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这种私有化观点并未引

多大反响。直到20世纪80一90年代，由英国带头

掀起全球私有化浪潮，特别是在苏联解体后，在我

国私有化思潮才逐渐扩散开来。然而，这时鼓吹私

有化者，除极个别的人而外，一般都绝口不谈私有

化，而是在”非国有化”、“民营化”等等各种模糊含

混的用语下进行的。他们还特别借助于新自由义

的科斯产权理论，以明晰产权、提高效率为借口，要

求把国企产权量化到个人，以达到变国有为私有的

目的。

    在科斯产权理论的指导下，如何实现把国有资

产量化到个人呢?国企有大有小，要想一下都量化

到个人，显然是不现实的。于是一些热衷于产权改

革、改制的人就在“抓大放小”的名义下实行“小卖

大股”。“小卖”可以立即实现量化到个人，“大股”

可以为日后切块出卖准备条件，实际是仿效俄罗斯

私有化改革的模式。到90年代未，当国有小企业

已卖得差不多了，需要把重点转到大中型企业的时

候，某学者又提出“国退民进”的口号，要求国有企

业一律退出竞争性领域，让“民营企业”进去取而

代之。有的还说要国企“迅速和坚决地从竞争领

域退出来，将这些事情交给社会去办，交给私人去

办，交给外商去办，是当务之急。④随后，有关方面
又提出要以“三套马车”来拉动国有企业改革的主

张。所谓“三套马车”，即对国有企业，一是让企业

管理层收购(MBO);二是让私营企业收购;三是让

外资企业收购。当时这股新自由主义思潮之如此

强劲，以致尽管在学术界引起很大争议，遭到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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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良知学者的质疑和批评，但私有化的进程不仅没 口国企效率低下，非出卖不可，这不等于是在“贼
有被遏制，甚至还有所加速。 喊捉贼”么?

    3、极力散布“国有企业低效率论”。这是信奉 4、采取偷梁换柱的手法，用股份制来冒充公有
新自由主义者故意贬损国企以图达到“国退民进”制。马克息主义的公有制的含义本来是很清楚的，
之目的的重要理论依据和借口。实际上国有企业 即它的基本特征是广大劳动者共同平等地占有生
由于企业职工成了国家和企业的主人，能自觉地充 产资料，从而任何人都不能以生产资料为手段来谋
分发挥主人翁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因而更有可 取和占有特殊的利益。⑤如果股权是公有的，股份
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国 制企业当然属于公有制企业;否则，一般的股份制
有工业企业资金利税率，1952年为25。4%、1957企业就只能是私有制企业，或混合所有制企业(公
年为34·7%、1965年为29.8%、1975年为22.7%、有股、私人股共同组成的企业)。但某些人却故意
1978年为24·2%、1988年为20.6%。这就等于 混淆视听，把股份制企业不分青红皂白地通通称为
说，投资新建一个企业，只需3一5年就可收回全部 “公有制”企业。长期行骗、最后落人法网的私营
投资，再重建一个同样规模的新厂。即使除去税 企业主、南德公司集团总裁牟其中就妄言“股份制
金，而实现的纯利润率，同期也分别达到19.2%、就是公有制”。1997年3月28日出版的南德经济
24%、20·9%、14.9%、12.8%、8·3%。从国有工业 集团主办的《南德视界》第276期，登载南德研究
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来看，在1952一1975年间，院摘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股份制的语录中，在
年均增长率达3.9%。(以上统计资料均见马洪主 “股份制就是公有制”的大标题下，硬把恩格斯在
编《现代中国经济事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说明股份公
1982年版)这在世界经济史上都是罕见的，如美国 司已不再是“由单个企业家所经营’，的“私人生产’，
1950一1978年间每年劳动生产率只增长1.5%到 的本意，而径直挑出全文中“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
2%。再从宏观经济的GDP来看，我国1952一1978 本主义生产，已不再是私人生产”⑥的表述，歪曲为
年年均增长6·5%，其中1966一1978年间尽管受 似乎恩格斯也承认股份制是否定了私有制的公有
到“文革”的干扰，GDP也年均增长6.62%，大大高 制。

出同期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年 5、在借口“经济全球化”的幌子下，鼓吹与西
增长水平。这些铁一般的事实说明，从总体上、本 方“全面接轨”。我们不否认当前随着世界分工和
质上看，我国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绝不是低下的。 商品经济特别是国际金融与跨国公司的发展，经济
    我国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亏损，主要是在上个世 全球化已成为大势所趋，因而我国有必要参与经济

纪90年代，特别是1992年后出现的特殊现象，而 全球化的进程。但我们也决不能忽视当前的经济
并非从来就如此。那时形成国企效率低下、亏损的 全球化实际是在美国主导下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是
原因很复杂，这既有国有企业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些 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企图统一全球，掠夺世界的制度
客观因素，也有现实经济活动中种种人为的因素，安排。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所谓全球化在内容上包
特别是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和影响，关系极 括了技术和制度、意识等不同方面。从技术发面看
大。如鼓吹“烂苹果论”、“冰棍论”、“靓女先嫁 由于我国相对落后，当然需要与国际接轨，而且还
论，’.“一卖了之”等等。在这种一片“非国有化”、要力争赶超国际先进水平;但在制度和意识形态方
“私有化”·“民营化”的舆论环境下，既给那些存心 面，就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我国特色社会
以权谋私的国企经营管理者以极大的精神支持，又 主义的国情出发作出独立自主的决策，而不是简单
使有心搞好国企的经营管理者感到独木难支，不合 的或“全面接轨”的问题。因此我国作为社会主义
潮流，丧失了搞好国企的信心，于是许多国企经营 国家，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还必须保持独立自
管理者普遍存在国企迟垮不如早垮、迟卖不如早 主精神，高度警惕落人“全球化”陷阱，被“全盘西
卖、你捞不如我捞的心理。有的地方甚至下令限期 化”为资本主义强国的经济附庸或殖民地。张五
出卖，专挑好的企业出卖。这样，要想搞好国企 常就唯恐中国不成为西方附庸。他在1999年《给
实在是难乎其难了。可见，当时国企陷人效率低 中国十个经济建议》中有五条就是按照‘。华盛顿共
下，似乎不出卖就没有出路的困境，新自由主义的 识”的精神主张要中国完全开放国门，屈从于西方
鼓吹者和推行者难辞其咎。然而现在他们却又借 资本主义全球化要求的。这五条的内容是: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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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许所有外国货币在中国流通;第二，取消所有外

汇管制，让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第三，容许外资在

中国开办任何金融事业;第四，取消所有出人口关

税;第五，只要经济搞得头头是道，外汇储备是可有

可无的。近年来，国内的一些媒体也热衷于鼓吹不

分是技术性项目，还是非技术性项目，都统统要与

西方“全面接轨”，有的还说“民族工业”的概念已

经过时。不难看出，所谓“全面接轨”，就是“全盘

西化”。照此下去，要不多久，西方新自由主义者

所着力于中国“和平演变”的目标就可能完全实

现。可见，我国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若以新自由

主义替代马克思主义，或者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后

果将是多么严重!

    三、新自由主义给我国带来的经济后果
    1、严重削弱和动摇了我国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

    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真正

建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必须坚持以

公有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共同

发展的方针。但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特别近十

多年来，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侵蚀和影响下，公有

经济的主体地位被严重削弱、动摇甚至被改变了。

    据全国工商联2006年3月发布的“‘十五’民

营经济形势分析报告”提供的数据，截至2005年，

内资民营经济(基本土是私营经济)在GDP中的比

重约为49.7%，外资和港澳台经济比重约为巧-

16%，二者共占约65%，比2000年增加了约10个

百分点⑦。这就是说，近些年来公有经济的主体地
位已逐渐为非公有经济所代替。如果就工业产值

来看，私营经济更明显地占据主体地位。原国家宏

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日新同志根据国家统计局

公布的资料，在剔除重复计算部分后测算出2003

年我国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

产值的比重仅26.6%，其余73，4%都是由股份合

作企业，股份制企业、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的非公

有企业生产的⑧。难怪在今年3月“新西山会议”
上有的人说，现在“经济改革实际上已经结束了”。

即在他们看来，以非公有经济代替公有经济主体地

位的目标已基本达到了。

    2、贫富悬殊的矛盾日益突出

    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由于公有经济主体地位被

严重削弱和动摇，相应的非公有经济的过度膨胀，

就势必使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因为在非公有经济

中，除有一部分个体经济外，占据主体和主导地位
  4

的私营和外资(包括外商和港澳台资本)经济实质

上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资本主义企业中，

由于广大工人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全部剩余价值被

资本家(企业主)所无偿占有，除资本家外，极少数

资本家的代理人或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也能通过高

额年薪等方式分享一部分。因此，企业主和高管人

员与广大职工之间的收人必然存在明显差距，甚至

很悬殊。如根据国家工商局和全国工商联公布的

材料，2003年私营企业职工人均年工资8033元，

相当于当年国企职工人均工资的55。1%⑨。而根
据第三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的数据，还在更早

一些的2(X又)年每个私营企业主平均年总收人为

110470元。，即全国资本家与职工之间收人差距按
平均计算，至少有12.75倍!少数大型民营企业的

高管人员年薪与普通职工平均工资的差距，更是高

达几十倍，上百倍甚至几百倍之巨。如据调查深圳

2(X川年有20家民营企业高管人员平均年薪在5.

76万元至90.11万元之间，科隆电器高管最高年

薪达450万元⑧，即与普通职工收人相差560倍以
上!在私营企业主及其代理人高管人员高收人的

影响下，国有企业的高管人员也纷纷效仿，普遍推

行高额年薪制、期权制等，进一步拉大企业高管人

员与广大职工之间的收人差距。据全国人大代表

赵志全同志在20肠年全国人大会上提供的材料，

2004年河南省实行年薪制的部分企业中，年薪最

高的企业职工年平均工资为18，178元，而企业管

理者的年薪有的则高达255万元，二者比例为1:

140倍。在此情况下，中央企业也不示弱，从2(X)4

年起，企业老总平均年薪25万元;2005年建设银

行、交通银行行长年薪都有100多万元。这些活生

生的事实说明，在企业内部，收人差距的扩大都无

不直接、间接地与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包括高额年

薪，2在内)的成长壮大有关，因此，这些贫富差距拉

大的现象，从一定意义上都可以说是与资本主义两

极分化有关。如果我们进一步扩大视野还可以看

到，在依靠所谓“三套马车”(私企收购、管理层收

购一MBO、境外合格投资者一QFll收购)来参与国

企改制(私有化、外资化)的“国退民进”浪潮中，有

大批职工下岗失业，形成大量新的贫困群体，从而

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加上近20年来城乡收人差

距和东西收人差距都呈拉大趋势等因素，便使我国

基尼系数过度膨胀。

    如下表1所示，我国基尼系数在1981年只0.

26，到2(拟)年已经上升至0.458。据有关专家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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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到2004年更高达0.47，已明显超过国际公认

的安全警戒线0.4的水平。也大大超过各周边国

家和西方发达国家。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供的

资料:目前中国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所占

收人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最

富有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50%。又据权威部门

2005年6月调查，占中国人口10%的最富有人口

拥有的财富占45%。。
  表1:1981一2002年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及其变动趋势

年 份 基尼系数 年 份 基尼系数

1981 0.26 1991 0.43

1982 0.25 1992 0.45

1983 0.29 1993 0.41

1984 0.27 1994 0.43

1985 0.28 1995 0.42

1986 0.29 1996 0.43

1987 029 1997 0.40

1988 0.30 1998 0.456

l99() 0.41 2(X)0 0.458

长，而且外贸总额所占CDP的比重也呈上升趋势，

如下表3所示，我国经济对外贸易的依存度(进出

口额/GDp)由1978年9.8%，上升到20()5年的

63.9%，大大超过世界平均约40%。以2001年各

国对外贸易的依存度水平来看，美国为18.9%、日
本为18.3%、英国为42.5%、印度为19.7%、巴西

为23.2%。‘4而中国该年却为43.3%，即已超过各

强国、大国的水平，充分显示我国经济的“出口导

向”型特征。这作为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也

是不正常的。

    表2:1978一2(K科年中国的对外贸易额 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1981一1997摘自王振中主编《中国转型经济的

政治经济分析》(中国五家出版社2(X犯年出版，第351页)。

1卯8一2(X刃年摘自财政部科研所课题:(我国居民收入分配

状况与财税调节》(载《经济日报》2(X)3年6月16日)。

    3、内需不足，内外经济严重失衡

    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本来是拥有世界最广阔

消费市场的独特优势，但在贫富悬殊愈益严重的形
式下，作为最大消费群体的广大劳动群众却消费力

十分有限，这就势必形成国内市场需求不足。据商

务部对605种商品的调查统计，有70%以上产品

都供过于求，其余产品基本供求平衡，而无一种是

供不应求的。不仅如此，这种有限的国内市场在

90年代以来实行“以市场换技术”的情况下，因被

外商的挤占而更显得狭窄，以致迫使我国经济发展

从90年代中期以后实行了由“进口替代”战略，向

“出口导向”战略的转变。如下表2所示，我国对

外贸易在80年代逆差年份居多，但在1994年以

后，迄今一直都是顺差，而且顺差额度也呈上升趋

势，到2005年顺差已达rolg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699亿美元，2006 年的前 10月累计顺差又达

1336.2亿美元，预计全年可能多达巧00亿美元。

外贸顺差是国际收支经常项目收人的主要来源，一

国对外经济关系中最佳状态是国际收支平衡，外贸

如此多年顺差，而且绝对额也呈增长趋势，就必将
破坏国际收支平衡。

    我国对外贸易不仅顺差数额很大，延续时间很

年 份
进出口总额

      竹

出口额

  EX

进口颇

  IM

贫易差额

  BLC

1978 355 167.6 187.4 一19.8

1979 454.6 211.7 242.9 一31.2

1980 570 27 1.2 298.8 一27.6

1981 735.3 367.6 367，7 一0.1

1982 771.3 413.8 357.5 56.3

1983 860 .1 438.3 42 1.8 16.5

1984 120 1.0 580.5 620.5 一40

1985 2066.7 808.9 1257.8 一448.9

1986 25 80.4 1082.1 1498.3 一416.2

1987 3084.2 1470.0 1614.2 一144 .2

1988 29896.2 1766.7 2055.1 一288.4

1989 4156.0 1956.1 2199 .9 一243.8

l99() 5560.1 2985.8 2574.3 411.5

1991 7225.8 3827.1 3398.7 428.4

1992 9119.6 4676.3 今443.3 233

1993 11271.0 5284.8 5986.2 一701.4

1994 20381.9 1以21.8 9960 .1 461.7

1995 23499 .9 12451.8 11048.1 l4()3.7

1996 24133.8 12576.4 11557.4 1019

1997 26967 .2 15l6().7 11806.5 3354.2

1998 26849.7 15223.6 11626。1 3597.5

1999 29896.2 16159.8 13736.4 2423.4

20(X) 39273.2 20634.4 18638，8 1995.6

2(X) 1 42183.6 22024.4 20159.2 1865.2

2002 51378.2 26947.9 244 30.3 2517.6

2003 70483.5 36287.9 34195.6 2092.3

2《洲科 95539，1 49103.3 46435.8 2667.5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5》、《新中国50年统计

资料汇编)

    不仅如此，我国巨大的与日俱增的进出口额，

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外资企业来完成的。下表4

说明，外资企业(FDI)在我国出口中所占的比重在

1980一1986年还不到1%，而到2(X)2一2(X又年已超

过一半，达55.17%，显示出我国出口对外资的严重

依赖性，我国尽管有巨额的出口收益，却并不完全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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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享有而有很大一部分落人外人腰包。
  表3:1978一2田5年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变化 单位:亿元，%

年份
国内生

产总住

国内生

产总值

对外贸易

依存度
年份

国内生

产总值

国内生

产总值

对外贸易

依存度

1卯8 3624 .1 3550 9.8 I姚 67捌.6对133.8 356

1兜0 4517.8 570.0 12.6 1997 7撕26珊67.2 36.2

1985 8%4 .4 2晰 .7 23.1 1卯878345.2298%.2 38.2

198916卿 24156.0 24，6 1州 8么巧752雌49.7 32.7

1卿 18547.955印.1 劝.0 2姗 89468.13兜73.2 43.9

】卯}2161787225.8 33.4 珊 l9?314.842183.6 43.3

1卯226638.19119.6 34.2 2眼 105172.351378.2 489

1卯334634.411271.0 32.5 姗3川251.97以83.5 印.1

1州 46759.420381.9 43.6 2恻 136515.095577.0 70.0

1卯558盯8.1234卯.9 40. 溯5 182321 11翻94 63.9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印5年统计资料。2加5年统计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期5

年统计公报计算。

    我国长期巨额外贸顺差，难免不加剧外贸摩擦

和人民币升值压力，而且还会不断增加外汇储备;

加之受新自由主义的迷信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忽视

独立自主的优良传统，盲目大量引进外资，便使外

汇储备迅速过度膨胀。据统计，截至2005年底，我

国外汇储备余额已达8189亿美元，仅次于日本，居

世界第二位，到2006年2月则超过日本跃居世界

第一，迄至今年10月更突破1万亿美元，超过正常

实际需要约两倍之多。一定的外汇储备是必要的，

但储备过多也会产生负面影响，不仅会造成国家资

金的浪费和不必要的利息损失，还可能增加通货膨

胀的压力，以及国际游资冲击的风险。

表4:FDI企业出口额占我国出口额及增量的比重 金额单位:亿美元

时 期
出 口总 额 对出口总额的贡献

  率(A/B，%)

出 口额 增 量 对出口增长的贡献

  率(灯B，%)FDI企业(A)全部企业(B)FDI企业(A)全部企业(B)

1980一1986年 13.72 1691.04 0.81 5.74 128.23 4.48

1987一1994年 1057.45 5711.12 18.52 341.31 900 .64 37.90

1995一2(X)1年 6055.48 13767.18 43.98 985.22 1451.49 67.88

2002一2(洲又年 7488.84 13573.10 55.17

资料来源:根据杨先明等著(国际直接投资、技术转移与中国技术发展》科学出版社2以”年出版，第Zro页表9一9

及《中国商务年鉴》20()5年版，第894页资料整理。

    4、国家干预经济的作用缩小，贪污腐败之风盛行

    受新自由主义市场万能论或全面市场化的影

响，各行业都强调用市场配置资源，实行所谓大社
会、小政府体制，甚至要求教育、医疗和一切公益事

业也要市场化，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穷人上学难，看

病难，买房难的尴尬局面。此外在新自由主义的个

人主义价值观的腐蚀下，有些人财迷心窍，损人利

己。从商者丧失诚信，假冒伪劣横行;从政者贪污受

贿屡禁不止，越反越贪，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和党与

政府的形象。这些固然与监管不严有关，但最根本

的原因还是受剥削阶级腐朽意识的影响，再加上有

全面市场化的环境条件，腐败之风就难以遏制。

    四、对策建议
    以上说明，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的影响是广泛而

严重的，最主要的是严重削弱和动摇、甚至改变了

公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以致造成贫富

悬殊、两极化，由此而出现国内市场需求不足，遂不

得不实行出口导向战略，加之盲目大量引进外资，
最后使得外汇储备过度膨胀，呈现出一片内外经济

失衡的局面。因此，为了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使
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沿着健康有序的轨道持续、
快速发展，特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6

    1、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宣传，坚决抵

制、批评和清除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影响。

    2、认真切实地贯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方

针，立即刹住国企私有化、外资化之风，坚决抵制和

反对某些人企图以“反对垄断”为借口来取消目前

国家已仅有不多的大型企业，如资源型、能源型以及

银行金融等国家经济命脉部门的国有企业;特别要

十州茧慎处理外资并购，避免国企外资化，附庸化。

    3、国家要积极扶持和投资重振国有企业雄风。

办法是以对被出卖或搞垮的国企为对象，以反腐败

为切人点，把已流失的国有资产尽可能地全部收回

来，重建国有企业。这种反腐败的斗争，应由当局

主动出击，而不应是被动地等有举报才去查处;而

且应当专业队伍的检查与积极发动群众的揭发相

结合，实行“言者无罪”的原则，而不能苛求揭发者

必须证据确凿。由于此事极为复杂，牵扯面广，为

保持社会稳定，应有重点、有步骤地逐步推行。

    为了收回已流失的国有资产，当务之急是要立

即坚决制止以含有保护某些私营企业主“原罪”为

目的(物权法》(草案)的通过。最近李成瑞同志对

此问题已上书全国人大提供的意见“一个核心，六大

问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理应得到中央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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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振国有企业的资金还可以从超额的大量外汇

储备中来，这同时也解决了更好用活外汇储备问题。

    4、建设新农村是一个好主意，但必须强调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不能走公司十农户或农业企业主

的资本主义新农村的道路，为此，宜于大力提倡南

街村、韩村河、华西村等集体经营的共同富裕的示

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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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Chinaimplemented.thepolicyofreformandopeningtooutsideworld，whileChinaproperly
imPortswesterneconon]icsandmakeswesterneconomicsserveChina乞modemizationcause，westem一style

liberalismfindsthewaytocometoChina.Neo一liberalism，asaneconomicthought，activelyadvocatesindi-

vidualismvalueoutlook，activelyadvocatesPrivatizationandactivelyadvocates”overallwesternization”.This

thoughtseriouslyshakesthepositionofthemainbodyofChina，spublicly一ownedecono卿 andincreasingly

leadstocontradictionbetweenthepoorandtherich。insufficientdomesticdemand，seriousimbalancebetween

inwardeconomyandoutwardeconomy，smallerandsmallerroleofChina乞cadresandpopularizationofcomip-

tionandde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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