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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工业重复建设辩析

魏后凯

前些年
,

国内有许多学者都把重

复建设单纯理解为狭义的不合理重复

建设
。

如有的学者认为
,

重复建设是

指从全国范围来说超过适度竞争的合

理界限
、

造成总体生产能力过大
、

单

个生产规模过小的盲 目重复建设
。

这

实际 是对重复建设的一种误解
。

由

于这种误解
,

人们很容易会得出要消

除重复建设的结论
。

把这种结论延伸

到政策 上来
,

就会产生一些像前些年

提出的
“

不许新建一个工业项 目
”

这

样的不符合市场规律的天真想法
。

事

实上
,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

产业结构

的调整和升级
,

也就是在更高水平 上

不断重复建设的过程
。

换句话说
,

市

场的竞争也就是不断地重复建设和不

断地淘汰的过程
。

正因为如此
,

我们

才说市场的竞争是残酷无情的
。

重 复建设并非是中 国特有的现

象
。

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
,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

由

于诸多方面的原因
,

都不可避免会出

现
一

定程度的重复建设现象
。

在计划

经济中
,

由干决策的失误和体制性弊

端
,

很容易出现低水平的重复建设
。

例如
,

在
“

大跃进
”

时期
,

由于中央

决策的失误
,

导致全国各地
“

五小
”

工

业盲 目上马
、

遍地开花
,

资源浪费十

分严重
。

改革开放以来
,

我国出现的

重复建设则与地方财政大包干和地方

政府盲 目投资密切相关
。

可以说
,

在

计划经济体制下
,

重复建设的产生主

要是一种地方政府行为
。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

由于市场需

求的波动
、

信息的不完善
、

市场退出

的困难以及出于市场竞争的需要等
,

也必然会产生一定程度的生产能力过

剩和重复建设现象
。

可以说
,

重复建

设往往是与市场竞争紧密联系在一起
的

,

它既是市场竞争的前提
,

又是市

场竞争的结果
。

一般地说
,

适度的重

复建设将有助于企业之间的竞争
,

有

助于企业调整产品结构
,

降低生产成

本
,

提高产品质量
。

但过度的重复建

设也不可避免会产生企业之间的恶性

竞争
,

导致各种短缺资源的严重浪

费
。

特别是
,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

许

多企业在投产后不久
,

有的甚至还未

投产就面临着关闭的危险
。

一般地说
,

判断一个工业行业或

工业产品重复建设的程度
,

主要是看

市场供求的状况和企业的开工率
,

综

合性的数量指标是生产能 力利用率
。

按照国际上公认的标准
, 一

个行业的

开工率若降到 以下
,

就算是发生

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

我国
一

些学

者则认为
,

生产能力利用率在 以

上的
,

大体可视为在适度重复建设范

围以内
,

在此以下的就步人过度重复

建设的范围 了
。

很明显
,

上述这种二分法有些过

于粗略
。

根据国际通行的标准
,

井结

合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
,

我以为
,

大

体可把重复建设分为 种类型 生

产能力利用率大于
,

为轻微的 重复

建设 生产能力利用率在 一

之间
,

为中度的重复建设 产上

产能力利用率小于
,

为严重的重

复建设
。

同时
,

还可以根据产品的技

术水平和质量等指标
,

把重复建设分

为合理的重复建设和不合理的重复建

设两类
。

从发展过程看
,

重复建设是我国

各地区工 业发展中长期存在而至今仍

未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
。

早在 一

年以及 年代末至 年代初
,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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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当时片面强调地方工业发展 自成体

系
,

工业布点严重脱离现实条件
,

大

搞
“

遍地开花
” 、 “

星罗棋布
” ,

由此在

全国范围内造成了两次严重的重复建

设
。

年以来
,

随着地方经济权益

的不断增加
,

特别是地方财政包干体

制的实施
,

极大地调动了各级地方政

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

为了迅速增加

森财政收人
,

各地方政府大多把主

要精力放在发展那些价高利大的
“

热

点
”

产品上面
。

尽管中央再三强调各

地区应扬长避短
、

发挥优势
、

合理分

工
,

建立各具特色的地区产业结构
,

但由干受传统体制特别是条块分割的

影响
,

加上中央宏观调控乏力
,

工业

建设中重复引进
、

重复布局现象依然

十分突出
。

在改革开放初期
,

重复建设主要

集中在初级产品的加工方面
,

各地盲

目建设一些小烟厂
、

小酒厂
、

小棉纺
、

小丝厂
一 、

小化肥等
。

然而
,

自 年代

中期以来
,

重复建设逐步延伸到以家

电为代表的机电产品和高档耐用消费

品
,

先是 自行车
、

缝纫机
、

收录机等
“

老三大件
” ,

然后是彩电
、

冰箱
、

洗

衣机等
“

新三大件
” ,

继而又扩展到空

调器
、

吸尘器
、

录像机
、

摄像机
、

排

油烟机
、

电淋浴器
、

电饭煲
、

机
、

摩托车
、

小轿车等各个领域
。

最近几

年
,

各地的重复建设又开始进人基础

设施和支柱产业领域
。

当前
,

我国各地区工业发展中出

现的大量重复建设
,

绝大部分都属于

低水平的不合理重复建设范畴
。

而

且
,

重复建设的程度 已经达到十分严

重的地步
。

据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

料
,

在 种主要工业品中
,

生产能力

利用率大于 的只有 种
,

占

生产能力利用率在 一 之间的

只有 种
,

占 而生产能力利

用率在 以下的有 种
,

占

其中
,

生产能力利用率不到 的有

种
,

占
。

这说明
,

目前我国

约有 以上的工业产品存在着严重

的重复建设现象
。

其中
,

有近 的

工业产品存在着十分严重的重复建设

现象
。

很明显
,

当前我国工业生产中出

现的严重不合理重复建设和生产能力

大量闲置
,

是政府投资办企业
、

产业

进人壁垒较低
、

产业退出机制缺乏
、

发展初期高额利润的吸弓
、

市场信息

不充分以及条块分割等诸多因素综合

作用的结果
。

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

训 已经证明
,

要消除并防范这种严重

的不合理重复建设
,

单纯依靠政府的

计划手段
,

是难以实现的
。

事实上
,

从

某种程度上讲
,

这种低水平的不合理

重复建设
,

恰恰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

的产物
,

或者是传统体制弊端所造成

的结果
。

四

一般认为
,

由于近年来各地区盲

目投资
、

重复建设
,

由此造成我国产

业组织分散
,

市场集中度较低
,

生产

能力大量过剩
,

经济效益持续下降
。

从供给的角度看
,

虽然盲 目投资和重

复建设会加剧生产能力过剩的状况
,

但把生产能力过剩完全归结为盲目投

资和重复建设
,

这显然是一种误解
。

因为生产能力的过剩是市场供求失衡

的结果
,

它不仅取决于供给方面的因

素
,

而且也取决于需求方面的诸多因

素
。

自建国以来
,

我国的重复建设就

一直没有停止过
,

尤其是在
“

大跃进
”

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
,

各地区盲 目投

资
,

乡镇工业和
“

五小
”

工业遍地开

花
。

事实上
,

近年来我国出现的生产

能力过剩现象
,

是由过去长期大量重

复建设
、

市场退出机制不健全
、

当前

国内有效需求不足
、

结构性矛盾加剧

以及世界性的通货紧缩等多方面原因

引起的
。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

当前生产能

力 的过剩 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

题
。

自 年代以来
,

许多国家的生产

能力利用率都趋于下降
,

有的甚至已

下降到 的严重过剩临界线之下
。

从 年到 年
,

美国制造业在

充分生产条件下的利用率由 下降

到
。

其中
,

耐用品制造业由

下降到
,

非耐用品制造业由

下降到
,

先进加工制造业由

下降到
,

初级加工制造业由

下降到
。

从各行业的情况来看
,

年在

美国制造业 个大行业中
,

充分生产

利用率在 以下的有 个
,

而

年只有 个
,

所占比重由 提高到

在 个三位数代码行业中
,

充

分生产利用率在 以下的有 个
,

而

年只有 个
,

所占比重由

提高到 在 个四位数代码

行业中
,

充分生产利用率在 以下

的有 个
,

而 年只有 个
,

所占比重由 提高到
。

这

说明
,

目前美国绝大部分产业都出现

了严重的生产能力过剩
,

只不过我国

的情况更为严重一些
。

从经济史的角度来考察
,

重复建

设和生产能力过剩是经济发展过程中

的必然现象
,

它并非是计划经济体制

下的特殊产物
。

很明显
,

无论是在计

划经济还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

由于

信息的不完善
、

市场退出的困难
、

投

资决策的失误以及出于竞争上的考

虑
,

都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重复

建设
。

适度的重复建设和生产能力过

剩
,

将有利于市场竟争
,

而过度的重

复建设又将会导致资源的严重浪费
。

现在的问题是
,

重复建设
、

生产能力

过剩与产业集中度之间究竟存在什么

样的关系 很明显
,

重复建设无疑将

导致市场结构的分散化
,

但这种分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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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是否又会进
一

步加剧生产能力的过

剩状况呢

由于目前我国还缺乏各行业生产

能力利用率的数据
,

所以我们采用美

国商务部调查局颁布的 个制造业

行业 四位数代码 的系统数据
,

来

考察生产能力利用率与产业集中度之

间的关系
。

分析表明
,

年美国制

造业的市场集中度
,

包括 指数
、

、 、

和
,

与 一

年各年度充分生产利用率之间都

呈现出十
一

分显著或者显著的正线性相

关关系
。

这说明
,

从美国制造业的情

况来看
,

市场集中度越低
,

生产能力

利用率也就越低 反之
,

市场集中度

越高
,

生产能力利用率也就越高
。

对于生产能力利用率与市场集中

度之间存在的这种高度相关性
,

可以

从理论上加以说明
。

在一些竞争性行

业
,

在市场需求 一定的条件下
,

由于

进入的厂家数量太多
,

造成大量的重

复建设
,

由此导致生产能力利用率下

降
。

一般地说
,

市场集中度较低的行

业通常是高度竞争性的产业
。

在这些

产业中
,

由于进入壁垒较低
,

或者对

规模经济的要求不高
,

当经济出现高

潮或者投资机会增加时
,

中小投资者

就很容易进人
。

然而
,

无论是新建还

是扩改建
,

从投资到最终形成生产能

力都需要有一个过程
,

在信息不完全

而大规模搜集信息又需要花费较大成

本的情况下
,

很容易出现重复建设
,

由此造成生产能力的过剩
。

一旦遇到

宏观经济不景气或者市场低迷
,

这些

行业的生产能力过剩状况将会进一步

加剧
。

在一定时期内
,

进入某一行业的

企业数量太多
,

而退出又需要花费一

定的时间和成本
,

并受到诸多因素的

限制
。

这样
,

在市场容量有限的条件

下
,

将会导致市场集中度出现下降
。

也就是说
,

由于经济发展中重复建设

的存在
,

一方面会造成生产能力出现

过剩
,

使产品供大于求
,

生产设备利

用率下降 另一方面
,

企业数量的增

加又将导致市场结构出现分散化
,

使

产业集中度出现下降的趋势
。

然而
,

从长远发展来看
,

随着市场竞争程度

的加剧
,

一些效率较低
、

缺乏竞争力

的企业将逐步淘汰出局
,

生产要素将

逐步向优势企业集中
。

这样
,

市场集

中度和设备利用率又将出现上升的趋

势
。

一旦出现新的投资机会
,

如市场

需求增加
、

新技术的出现等
,

新的企

业又将重新进入
,

从而产生新一轮的

重复建设
。

因此
,

可以认为
,

任何产业的发

展都是在这种新的投资机会出现 —企业大量进入 —形成重复建设 —生产能力过剩
、

集中度下降 —市场

竞争加剧
、

企业退出增加 —利用率

和集中度上升 —需求增加
、

新企业

进人
—产生新一轮重复建设这样一

个竞争循环中取得进步的
。

当然
,

在

市场经济条件下
,

迫于市场竞争的需

要
,

新一轮的重复建设将是在更高水

平上的重复建设
,

而不是低水平的重

复建设
,

或者落后技术的简单复制
。

五

总之
,

重复建设是一个中性的概

念
,

它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

现象
。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
,

要消除和防范低水平的不合理重复建

设
,

逐步建立一个高效有序的市场竞

争新秩序
,

推动企业按照市场需求进

行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
,

就必须采取

一些得力有效的综合性措施
。

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看
,

一般主要通过企业内部的结构调整

包括区位调整
、

工厂关闭和合并
,

以及企业的破产
、

收购
、

兼并和联合

等途径
,

来消除和防范不合理的重复

建设
。

近年来
,

随着我国资本要素市

场的逐步完善和企业资本经营的兴

起
,

通过企业破产
、

并购
、

联合和结

构调整等途径形成的跨地区资产重组

与改造
,

在消除和防范不合理重复建

设中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很明

显
,

积极推动跨地区性的资产重组与

改造
,

这是防范和缓解低水平不合理

重复建设的重要途径之一
。

除此以外
,

对中央和地方政府来

说
,

还应采取多方面的政策措施了当
务之急就是要进一步完善国家产业政

策
,

特别是产业组织政策
,

要采用行

政
、

经济和法律等综合性的手段
, ’

「

决心坚决淘汰
、

关闭一批生产技术落

后
、

产品质量低劣
、

严重浪费资源和

污染环境的小企业
。

最近 一段时间
,

国家经贸委会同有 关部门已经制订了

一系列的相关政策法规
,

如 《淘汰落

后生产能力
、

工艺和产品的 目录 》 第

一批
、

《工商投资领域制止重复建设

目录 第一批
、

《关于关停小火电机

组有关问题的意见 》和 《关 于清理整

顿小玻璃厂小水泥厂
一

的意见 》等
,

并

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

然而
,

从长远发展来看
,

关键是

要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
,

逐步建

立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和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
。

特别是
,

要进一步深化投

资体制的改革
,

从根本 上改变政府投

资办 工商 企业的状况
,

逐步消除
“

诸侯经济
”

的影响
。

同时
,

要强化企

业破产
、

关闭
、

清算等法律制度建设
,

加快产权制度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

步伐
,

以为今后逐步建立一个健全的

市场退出机制创造条件
。

很明显
,

如

果没有一个完善
、

自由
、

灵活的市场

退出或者淘汰机制
,

大量的企业只能
“

生
”

而不能
“

死
” ,

要促进产业结构

的不断优化
,

缓解和防范低水平的不

合理重复建设
,

将是十分困难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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