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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心鉴包心鉴包心鉴包心鉴：：：：国际金融危机中的政府与市国际金融危机中的政府与市国际金融危机中的政府与市国际金融危机中的政府与市场场场场 

 【内容提要】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长期认识不尽一致乃至大相径庭的争议问

题。在国内，针对二者的争论近年来也一直没有停止过，甚至将上述争论引申成为市场经济

体制改革的正反观点，并借西方金融危机爆发之机进一步深化。其实，如果把这次金融危机

放到一个较长历史过程中审视，不难发现，美国政府严重违背市场经济规律，是造成这次危

机的真正原因。而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与经验表明，政府与市场这两只“手”的作用都非常重

要，要抓住制度与规范、道德与情操两点，实现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结合，确保经济社会平稳、

健康、安全地发展。 

 

  【关键词】 金融危机 市场 政府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一个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发展中的共性话题，也是一个长期认

识不尽一致乃至大相径庭的争议问题。在金融危机引致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政府与市场

的关系再一次成为讨论中的焦点问题。 

 

  关于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争论关于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争论关于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争论关于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争论 

 

  长期以来，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和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孰是孰非，一直争论不

休。上世纪 20年代末 30年代初，世界经济危机导致西方经济大萧条后，凯恩斯主义大行其

道。“凯恩斯革命”直接导致国家概念的重新确立和政府职能的重新界定，赋予“国家干预行

为”以深厚的理论依据。这时，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普遍遭到质疑甚至似乎将寿终正寝。

无独有偶，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关于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和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

义的争论又起。许多人将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简单地归咎于“市场失灵”、“市场泡沫”。法国

总统萨科奇严厉地批评自由市场主义，认为“自由放任主义结束了”。有些人甚至这样乐观地

认为：“1929年经济大萧条时没有凯恩斯，今天人人都是凯恩斯。” 

 

  在我们国内，2004 年以来，这一争论被引申到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上，并愈演愈烈。有

些人对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某些现实问题，如收入差距拉大、公平问题凸现、

民生诉求以及权力腐败等等，认为存在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从而对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乃至整个改革开放加以否定。有些人对政府实行的经济调控措施产生误读甚

至错误引申，认为这是要重新实行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只有计划经济才能解决市场经济中的

问题。 

 

  对这样一种思潮，党和国家理所当然地予以明确回应。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精辟

指出：我国改革开放 30年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

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

主义”，“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

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但是，市场导向和政府调控之争，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再一次成为有些人的“兴奋

点”和争论焦点。有些经济理论人士没有把注意力放到深入研究金融危机发展趋势及其对我

国经济的严峻挑战上，而是表面化地看问题，将这次金融危机作为市场自由主义罪恶的铁的

证明。有些人甚至把美国政府的救市措施当成计划经济而津津乐道。这样一种认识和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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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要害不仅仅在于对西方金融危机的无知，更重要的在于向人们传达一种错误信息：市场经

济是万恶之源，只有政府调控才是万能的，万不能再走“市场化”改革之路，必须回到计划经

济中去。 

 “政府失灵政府失灵政府失灵政府失灵”是引发这次西方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之一是引发这次西方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之一是引发这次西方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之一是引发这次西方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之一 

 

  表面看来，这次西方金融危机是由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破灭而引起的，是市场这只“看

不见的手”出了问题。但事实上，如果我们把这次金融危机放到一个较长历史过程中审视，

就不难发现，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正是由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吹起来的。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美联储就一直在美国市场注入巨大的货币量，继 90年代把网络吹成泡沫之后，

又将房地产吹成了泡沫，从而引发了金融风暴。而美国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和金融衍生产品

又监管不严，“看不见的手”缺少了“看得见的手”的科学调控，政府与市场脱节。展开来看，

这次金融风暴的抵押信贷制度和机构（如“房利美”和“房地美”）、金融衍生产品制度、资产

证券化制度等等，不是政府亲自安排的，就是政府认同和支持的。如“房利美”和“房地美”

部分地代表着政府的意愿进行着所谓“金融创新”。总之，造成这次西方金融危机的“罪魁祸

首”，不仅有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且有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不仅是由于“市场失灵”

造成的，而且也是由于“政府失灵”造成的。政府与市场相脱节，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由理

性走向非理性，从而引来市场的无序与疯狂，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严重违背市场经济规

律，从而给市场埋下更大的隐患，才是造成这次金融危机的真正原因。 

 

  危机既已爆发，关键在如何应对。是迷恋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对危机的抗击作用，还

是着力探索应对危机的现代市场机制？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与回答，直接关系到各国政府在危

机面前能否保持清醒的头脑，能否采取科学的对策。令人不无担忧的是，在美国等一些国家，

人们多把金融危机的原因指向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对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引发危机

的根源性作用则没有进行深刻反省。事实上，美国社会各界并非不清楚政府这只“看得见的

手”的无度使用正是这次危机的真正根源，而是采取了轻描淡写或视而不见的立场，反而严

厉指责市场的非理性，以转移世人的视线，为政府出手救市广造舆论。不难看出，虽然美国

大力度运用“看得见的手”来救市，可能给美国经济发展带来更大的灾难。但是，借助美元国

际货币的特殊地位，美国完全可能将危机在更大范围向外部经济体转移，以减轻美国承担的

危机损失。这种出自美国利益需要的理论和舆论渲染，无疑有着美国国内深厚的利益支持基

础，“看得见的手”再次过度使用的救市方案，很容易在国内达成一致。就这一点看，美国的

政府救市措施，具有强烈的以邻为壑的底色，在给美国应对危机带来某些效益的情况下，将

有可能给其他国家乃至全世界带来潜在的难以估量的灾难。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的日益严重的冲击，我国政府保持了清醒的头脑，采

取了科学的明智的应对措施。一方面，充分发挥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及时果断地调整

宏观经济政策，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迅速出台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

展的一揽子计划，对缓解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信心，发挥了重要作

用。另一方面，继续加大经济体制改革力度，按照现代市场经济规律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

着力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和结构性矛盾，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全面提升各种

生产要素的质量和水平，为保持我国经济长远发展打下更加牢固的基础。我国应对国际金融

危机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及其已见的成效，再一次印证了我国改革开放的一条基本经验，即

必须把社会主义制度同现代市场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把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同市场资源配

置的基础作用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既是我们应对危机的信心与力量所在，也是我国经济能够

保持长远平稳较快发展的根本原因所在。 



方略学科导航（www.firstlight.cn） 
 

 市场运作与政府干预的两个结合点市场运作与政府干预的两个结合点市场运作与政府干预的两个结合点市场运作与政府干预的两个结合点 

 

  无论是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采取的措施及其效果，还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成就与经验，都无可辩驳地表明，政府与市场这两只“手”的作用都非

常重要，缺一不可，绝不可把两者对立起来。 

 

  现代市场机制与政府管理体制，在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具有各自独特的功能，不

可相互取代。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走向现代化，尤其如此。实践表明，现代市场机

制的功能与作用主要体现在：（1）配置社会资源；（2）促进公平竞争；（3）提高经济效率；

（4）调动社会成员积极性。而政府管理体制的功能与作用则主要表现在：（1）对经济发展

进行宏观调控，以确保经济平衡稳定发展；（2）对市场运作进行行政监管，以确保市场秩序

与规范；（3）对社会机体进行协调保障，以确保社会安全稳定；（4）向社会成员提供公共产

品，以确保人们在市场经济中共同受益。显然，市场机制与政府管理，两者既具有各自不可

相互取代的优长，也同时存在着各自不可克服的短处。必须将政府与市场有机地结合起来，

才能融两者之长，克两者之短，形成强大的经济社会发展动力。 

 

  西方经济学理论逻辑指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之所以必需，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市

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具有相当程度的盲目性，这种盲目性如果得不到有效扼制，完全自由放

任，就会使市场由理性走向非理性，从而导致市场的无序和疯狂，乃至引发经济危机。这便

是所谓的“市场失灵”。因此，“看不见的手”需要“看得见的手”适时适当地干预。 

 

  那么，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会不会“失灵”呢？如果政府干预“失灵”了又由什么来

弥补和挽救呢？许多事实表明，无论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还是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

都不是万能的，都有“失灵”的可能。市场运作“失灵”，主要表现为由于利益的驱动而导致的

对社会公平正义秩序的干扰和破坏；而政府干预“失灵”，则主要表现为由于权力的驱动而导

致的对市场竞争原则的干扰和破坏。这两种“失灵”，都会走向极端，给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危

害。所以必须把市场运作这只“看不见的手”，同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有机地结合起来，

相互作用，相互补充，这是防止和克服市场运作“失灵”或政府干预“失灵”的唯一正确选择。 

 

  关键在于如何将二者结合起来。“结合点”选在哪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实践

表明，市场运作与政府干预的“结合点”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制度与规范，二是道德与情操。 

 

  首先，要建立健全制度，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确立制度化的市场规范，以使市场

运作在规范的制度体系中进行；同时，按照现代服务型公共政府的职能确立制度化的政府规

范，以使政府行为在规范化的制度体系中进行。无论是市场还是政府，都不可游离规范，陷

入随意化的误区。 

 

  其次，要树立良好的道德与情操。现代市场经济是“道德经济”，不可没有道德内涵。现

代政府机构是“道德政府”，不可没有道德内力。在市场经济运作过程中，任何市场经营实体

都应具有起码的道德底线，绝不可以损人利己为目的。而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和行政干预

过程中，任何政府工作人员都应具有公共服务道德，绝不可滥用权力、以权谋私。只要我们

既具有规范的政府和规范的市场，又具有道德的政府和道德的市场，就一定能实现政府与市

场的有机结合，克服一切困难和危机，确保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安全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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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山东省马克思主义研究

中心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