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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的缺陷、弊端与失灵绝不能忽视 

 

王毅武 

 

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既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与关键，也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主题与核

心。新中国 30 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现实告诉我们：一方面，中国特色

市场经济是改革开放的重大过程与成果，然而市场经济的缺陷与弊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均已

逐渐显现，如出现严重贫富差距，生态环境污染破坏，经济周期性波动、腐败干扰与腐朽思

想入侵、道德失范与诚信缺失等等。另一方面，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包括汶川救灾、应对美

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与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实践证明，计划性与政府干预（并

非苏式传统计划经济）也并不是什么都不好，在灾害包括危机与战争情况下，是适合与有效

的资源配置形式。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多元经济，市场与计划是其发展过程中的基本特征。剖析人类社会发

展的历史，分工与协作是社会的生产方式革命性的突破与创新。分工要求协作，协作深化分

工。分工在利益专属（私有制）条件下必然带来交换，从而形成市场；协作是因为分工，因

而在资源配置上必须具备时间的有序性与空间的比例性，这就是市场内在的计划（企业内部

更是如此）。当今世界，没有不干预经济的政府，也没有不受政府干预的经济。政府干预经济

的重要手段是计划。计划既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逻辑。特别是，

市场的缺陷、弊端与失灵，更需要国家通过对经济的干预与校正加以补充与完善。 

我国现阶段是一种集中的举国体制，实施系统的整体一盘棋，统筹、协同、简约、有序、

迅速、实效是其基本特点；市场经济的重要特点在于：利益导向、自我调节，追求利益、注

重成本，决策迅速、质量务实。计划与市场是现代经济相互联系、不可割裂的两个特征，二

者扬长避短、互补同行，共避其弊、各扬其利。无可否认，我国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重大成就

与成功就在于坚定与稳定的从苏式传统计划经济走向了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已成为

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载体、平台与经济的基本运行方式；但补充、校正、弱化、消除市场经济

的缺陷、弊端与失灵同样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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