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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

校研究生部专门组织了一次博士生研讨

会
,

认真学习讨论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
,

交流各自

的学习体会
,

并就小平同志讲话中涉及的一 些
“

热

点
”
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

现将研讨会上涉及的

若干观点简要综述如下

一
、

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基本特征问题

有的同志指出
,

我国理论界对社会主义商品经

济的认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逐步深化的
。

党的

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首次提出了
“

有计 划 商 品 经
户 济

”
的命题

,

表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社会主

义经济是商品经济
,

但
一

也保留了将计划作为社会主

义商品经济基本特征的传统观点
。

现在小平同志很

据国内外运用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发展经济的历史

经验和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
,

明确指出计划与市场

都是资源配置的机制和经济调节的手段
,

社会主义

商品经济的基本特征不是计划
,

而是公有制基础上

有先有后的共同富裕
。

这再次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商

品经济的认识
。

根据这一认识
,

社会主义经济不宜

再以
“

有计划商品经济
”

来概括
,

而直 接 表 述 为
“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

或
“

公有制商品经济
”

更为

确切
。

有的同志进一步认为
,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作为
诬

现代商品经济
,

需要以发达的市场为依托
,

它不能

停留在物质产品的市场化
,

而必须建立在资金
、

劳

务
、

技术
、

土地等诸要素均市场化的基础上
。

从这

个念义上说
,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也就是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
。

也有的同志从市场机制与传统的国有产权

管理制度的矛盾出发
,

对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的相容

性抚生出疑虑
,

认为公有制 全民所有制 更适用于

搞计划经济
,

市场经济更适用于私有制
。

对此
,

有

的同志提出
,

计划与市场各有利弊
,

只要两种机制

结合得当
,

功能互补
,

并相应改革国有产权管理制

度
,

那么
,

符合现代社会化大生产需要的公有制是

、 完全有可能同市场机制相容的
。

不过
,

从社会主义

国家的计划更自觉
、

更完善
、

复盖面更广的特点来

看
,

这种相容性需要以计划作为桥梁
,

因而
,

社会

主义商品经济的特征
一

也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
。

加快改革开放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

改革开放是对具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大胆探索
,

应该允许试

验
,

既不能把市场机制 和国际惯例简单地判定为不

姓
“

社
”
的异己力量

,

也不能匆忙地将一些具体的

改革开放措施贴上姓
“

资
”

姓
“

社
”
的标签

,

更不

能停留于姓
“

资
”

姓
“

社
”
的争论而失去改革开放

的大好时机
。

经过讨论
,

大家对这一问题形成了以

下三点共识 首先
,

有许多东西 如计划与市场

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产

生的
,

是不同社会制度下所共有的
,

它 们 既 不姓
“

社
”
也不姓

“

资
” 。

其次
,

资本主义制度下产生

的某些东西 如经营管理方式和工资
、

利息
、

股息

等经济范畴 也可以借鉴
、

改造
,

变为社会主义的

东西
,

即在改变剥削性质的前提下干却月其形式
。

再

次
,

包括经济管理在内的一切管理都具有两重性
,

即不但有制度性
、

阶级性
、

价值取向性的一面
,

也

有技术性
、

手段性
、

非价值取向性的一面
,

前者是

社会属性
,

后者是自然属性
。

我们不能只注重其社

会属性的区别
,

而忽视共自然属性的共性
,

人为地

束缚自己在借鉴与改草中的手脚
。

根据土述认识
,

有的同志提出
,

我们在改车开放中应该更太胆地俗

鉴包括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在内的一切外国的经

验
,

破除过去那些因担心姓
“

资
”

而产生的
“
只可

引进技术不可引进管理
” 、 “

只能引进管理方法不

能引进经营手段
” 、 “

只能借鉴微观不 能 借 鉴 宏

观
” 、 “

只能借鉴方法不能借鉴理论
” 、 “

只能借

鉴理沦只能借鉴政策
”

等种种片面认识 与 巴 想 禁

区
,

不但要大胆地引进与借鉴外国的先进技术设备

和会计
、

财务
、

营销与企业管理等微观经济管理经

验及共理论
,

而且也要大胆地借鉴外国 的 货 币金

融
、

财政税收
、

计划统计
、

市场运作
、

景气监测
、

法制监督等宏观经济竹理经验及其理论
。

三
、

关 于加快改革开放的机遇与战略问

题

二
、

关于
一

睦 “
资

”
披

“社” 问题

大家认为
,

小平同志这方而的论述的确抓侣了

有的同志回顾八
一

卜年代以来我国经历的几次改

苹开放的离潮
,

说明加快改革开放不仅取决于主观

努力
,

也同客观上的机遇有关
。

现石邓小平同志提

出改节开放的步子州迈千针丸一点
,

也刃充分考虑了

机 兰问题的
。

大宝
一
致认歹

,

了仁
一

年代的国际代治



风云与战略格局的变化
、

国际高新科技产 业 的 发

展
、

我国周边国家地区 尤其是新老亚洲
“
四小

龙
”

的经济起飞
,

既对我们形成了严峻的挑战
,

义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机遇
。

当前
,

全国人民在邓小

平同志南巡讲话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的鼓舞下
,

精神振奋
,

人心思干
。

我们必须抓住这 一 有 利 时

机
,

在九十年代将各条战线的改革向前 推 进 一 大

步
。

有的同志指出
,

当前加快改革开放 既 需 要 鼓

劲
,

需要形成良好的舆论环境
,

也需要冷静地总结

八十年代几次改革高潮难以持久的教训
,

合理地预

期与制订改革开放的总体战略
。

大家认为
,

我国九十

年代的改革开放战略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按照
“

先立后破
”
的原则

,

对凡是符合三个
“

有利

于
”

标准的改革
,

都要允许试验
,

放开胆子闯
,

尤

其要注重在沿海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创造经验
,

并

及时形成规范的东西向全国推广
。

要敢于抓

重点
,

打好改革的
“

攻坚战
” 。

与价格改革相比
,

企业 尤其是国营大中型企业 改革的难度更大
,

必须毫不放松地一抓到底
,

并且不回避产权制度
、

就业制度和领导体制等敏感问题
,

才能真正完成企

业机制的转换
,

从根本上解决大部分企业效率低下

的瘤疾
。

围绕企业进行公平竞争
、

合理竞争

所需的市场环境与政策环境
,

进行价格
、

税制
、

财

政
、

金融
、

计划
、

统计
、

物资
、

外贸
、

劳动人事等

诸方面配套改革
。

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来保

证和促进经济体制改革
。

有的同志指出
,

近年来
,

政府机构又出现扩张趋势
,

这 不 仅 使 改 革 成 果

之一的财政收入增量被行政事业费的迅速膨胀所抵

销
,

而且许多政府机构 尤其是企业主管部门 的

职能仍然以管企业的投资
、

生产
、

经营
、

定价
、

用

人
、

分配等为主
,

对企业机制转换形成 了 重 重 阻

力
。

此外
,

当前企业内部体制随着股份制等企业模

式的出现也涌现出许多新问题
,

如企业党委与董事

会及总经理的关系
、

公司董事会与职代会的关系
,

等等
,

也需要及早研究解决
。

储敏伟 整理

上按封三 场及早而稳定地形成和发展
,

我们必

须深人研究和发展证券投资字
,

以理论为先导
,

从

实践中总结出理论
,

进一步指导实践
。

作者的上述

观点和书中的一整套论述 在此不一一赘述
,

应

当说确实是起到先导作用的
。

本书论述的证券投资学原理
,

不但对当前我国

正在开展的证券投资事业具有先导性
,

而且对于今

后我国证券投资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

具有一定的先

导性
,

这是本书的又一成 功 之 处
。

值 得 例 举 的

诸如关于期权和期货的论述
。

期权作为一个专门的

金融范畴
,

是专就有关普通股票买卖的 权 利 而 言

的
,

而现在正在逐渐推广运用于其他方面
,

如货币

期权等
。

为此
,

作者在书中作了系统的 先 导 性 阐

述
,

向读者展示了前景
。

更应着重指出的是书中关

于
“
证券组合

”

管理的论述
,

以及关于当代
“
证券

组合
”

理论的研究等等
,

其先导性可谓尤为突出
。

作者周密地一一阐明了当代
“
证券组合

”

理论的产

生与发展 当代
“
证券组合

”

理论的内容 资木市

场线 , 资本资产价值模型 分析法及其局限

当代
“
证券组合

”

理论的发展等
。

这些理论对于我

国广大读者来说无疑是颇能打开眼界的新 鲜 的 学

说
。

因为
,

简言之
,

当代
“

证券组合
”

理论提出了

一套证券分散的方法
,

可以使投资者把
“
组合

”
的

风险减少到最小的限度
,

并使投资者选择一个含有

最小风险的最为有效的
“
证券组合

” 。

诚然
,

这是

证券投资中人们关注和敏感的一个新课题
。

这里
,

本书的论述是超前的
,

也具有导向参考意义
。

综上所述
,

以 匕三大待色
,

使本书具有很张的

可读性和启示性
,

正如有的中青年读者所说
“
此

书在手
,

手不释卷
” 。

值得一提的是
,

据悉朱教授 前已经在本书基

础上
,

对证券投资学的一些新课题 诸如
“

投资市

场
” 、 “

投资公司
”
等等

,

正作进一步的探索和

研究
。

我们热切地期待着作者在新的耕耘中
,

喜获

更多的新的科研成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