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提是市场一体化，市场一体化包括市场主体经 

营地点选址的自由化 、产品与服务推销的无障碍 

化和要素获取的全区化。建立大都市经济圈内的 

统一市场，要重点做好三项工作：(1)降低市场准 

入的门槛 ，如各地车辆收费 、各地 车辆管理 以及 

旅游专车管理等事宜都应实行内外一致的标准。 

(2)确立双向认同的产品质量认证、技术标准、农 

副产品检测以及产品检验等标准体系，从而避免 

重复认证 、重复检验 、重复验关等 ，以降低市场交 

易成本 ，打破市场壁垒。(3)坚持立法 ，无论是中 

央集权制国家 (如法国)，还是地方分权制国家 

(如德国和美国)，都制定了严格的禁止地区市场 

封锁的法律 、法规 以及相应的司法体 系 ，用法律 

的形式充分保障区域经济一体化，为大都市圈的 

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4．适当调整行政区划。我国现有的行政区划 

对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以致在行政交界 

地区出现了明显的边缘化趋势，因此，在条件成熟 

时 ，可适当考虑调整行政区划。调整行政区划有两 

项工作要做：(1)减少行政层级；(2)给中心城市更 

多的权利，使中心城市在建立区域性市场，资源 、要 

素配置，监督市场秩序等方面享有更大权利，加快 

形成中心城市的经济圈经济，打破行政区界限。 

5．积极推进体制改革和创新。消除体制性 

的障碍，要在以下六个方面加大改革力度：(1) 

建立起 中央和地方财权 、事权的分级管理体制 ， 

特别是建立起财权的分级管理 ；(2)改革统it制 

度，使统计数据真正体现出行政区的经济实力； 

(3)政企要切实分开，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 

按照《行政许可法》切实转变政府行政方式，减少 

前置性审批；(4)改革投资体制，包括明确投资主 

体和放宽投资领域；(5)改革税收制度，即省和中 

央的税收保持不变，将以生产性税收为主改为以 

间接税为主，将个人所得税 、财产税 、销售税划归 

地方 ；(6)加快制定全国统一 的区域一体化政策， 

加强区域政策的协调和制度的一体化，比如户籍 

制度、就业制度、产业政策都要互相协调 

6．循序渐进地推进大都市经济圈经济社会 

倔所研宪寿考 2004年第15期(总第1783期 

发展的一体化。建议采取三步走的策略：(1)近 

期，即“十一五”期间，重点做好两项工作：①结合 

编制“十一五”规划 ，由国家有关部 门会同有关城 

市共同制定重点大都市经济圈发展规划，规划由 

国务院审定后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审批实施：②加强中央政府对大都市经济圈协作 

组织的引导、规范、监管、服务工作 ，包括推进市 

场 的开放 、实施重大基础设施的统一规划和审 

批 、监督环境保护和治理、建立“大都市经济圈协 

调发展基金”等 (2)中期 ，1~12006～2010年 ，重点 

做好三项工作：①推动涉及大都市经济圈协调发 

展相关法律的修订，如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反不 

正当竞争法》、《价格法》，加快出台《反垄断法》， 

要推进《行政许可法》以及规范市场主体和政府 

行为的新法律 、法规的实施 。②探讨改革 司法组 

织体系，建立跨省级行政区的法院：⑧推进改革 

市场监管体系，建立垂直的市场监督体系 (3)远 

期 ，即2010～2020年 ，重点做好三项工作 ：①确立 

大都市经济圈协作组织的法律地位，对于大都市 

经济圈协作组织的人员构成、职能、经费、权利等 

进行明确界定 。②积极推进修订我国 《宪法》及 

《地方组织法》。⑧推动制定规范地方政府职能的 

法律，考虑制定《地区关系法》： 

(王靖摘 fj《宏 观经 济管理 ))2003年第 12朗i我 

同大都市经济圈的发展与规划 ) 

六大因素制约我国中小企业和 

民营经济发展 

苏 波 

1、观念和认识仍然滞后：目前有部分同志 

认为 ，大企业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中小企业 

在国民经济中仅仅起到拾遗补阙的作用： 

2，政府管理方式 和手段还不适应形势的需 

要。目前，政府对社会经济的管理仍然主要面向 

国有经济 ，没有完全做到覆盖各类所有制企业 ， 

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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锯钎硒宪寿考 2004-ff--~15期(违第1783期 

对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 够，眼 

务也很不到位。 

3．对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歧视性政策仍 

然存在。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现行的中小企 

业和民营经济政策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一是国 

家对私有财产权的法律保护力度不够 ；二是行、 

准人方面还存在诸 多限制 ；三是非公有制企业在 

土地征用、人才引进、信息的获取、户籍管理等仍 

存在不公平待遇。 

4．企业信用状况差，融资环境亟待改善。 

5．面向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服务体系还不 

健全。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 

滞后 ，服务功能不健全 ，成 为制约其发展的最 主 

要因素。 

6．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自身素质有待提 

高。技术装备普遍落后，相当数量还是家族式管 

理体制，职工文化水平低，技术人员更是缺乏 生 

态保护 、安全生产、职工合法权益保护以及依法 

纳税等方面问题也比较突出。 

(徐摘 自《经济参考报7)2003年 12 10}t) 

有关粮食宏观调控的几点建议 

马 晓 河 

在既要增 加农 民收入 又要杜绝粮食安全隐 

患的前提下 ，当前政府可适 当采取如下对策 ： 

1．暂不急于大量抛售库存粮、棉、油等大宗 

农 产品，让农产 品价格相应 上浮，这不但 埘农 民 

有利 ，也对国有粮食企业改革有利。借此机会 ，国 

家可加快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步伐 ，将主产区 

的粮食收购市场尽快放开，同时把流通环节的粮 

食~bC,di直接~bC,di给农 民。 

2．取消鼓励粮食 出 口的相关优惠政策 ，以 

减少粮食的出口量。1999年以来，我国已连续4年 

累计出 口谷物4500万吨 ，2003年 1～9月又出口了 

1447万吨，这对调节国内粮食供求 关系 、减少库 

存压力 、防止粮价暴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从当 

前形势判断 ，2004年不宜继续 大量 出 口粮食 ，为 

此，建议取消粮食出口相关优惠政策 

3．保护耕地资源是维护粮食长期安全的关 

键所在。无论是从短期还是长期看 ，粮食减产并 

不可怕 ，真正可怕 的是耕地资源的大量减少：20 

世纪90年代以来，在城市化、开发区热和高速公 

路热的推动下，许多可供粮食生产的良田被大量 

毁坏，如果这种势头得不到有效制止 ，发展下去 

将使我国种粮耕地过度减少。因此，粮食安全的 

关键是保护耕地 ，是储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即 

“藏粮于地” 为此 ，要坚决执行 国务院有关文件 

精 神 ，清理 开发区用地 ，依法停止乱批 、乱 占耕 

地。同时，鉴于近几年我国已退耕了 』二亿亩不适 

宦种粮的坡地 ，再退空间不大 ，因此建议今后 两 

年放慢退耕还林步伐，把退耕还林的主要政策 目 

标放到提高还林效率上。 

4．健全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救济贫困人口= 

粮食及食 品价格上涨 ，对城 乡贫 困人 口影响较 

大 ，建议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建 和完善社会救 

济体系 ，对生活在贫 困线以下的城 乡居民，实行 

粮食救济政策。(1)根据 目前食品涨价程度提高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补助标准 (2)为处在 

贫困线以下的居民发放粮食券。 

5．加快粮食市场秩序管理j目前 ，我国经济 

发展已开始进入快 车道 ，国内生产总值增 长速 

度加快 ，货 币投放量 也在明显增加 面对此种形 

势，政府要在适度控制货币供给 、防止经济出现 

结构性过热的情况下，严格加强市场秩序管理 ， 

防止有人借机囤积居奇 ，哄抬食品价格 ，扰乱市 

场 ，对借机哄抬物价等不法行为要进行严厉打 

击。 

(王靖摘 自《宏观经 济管理)>2003年第12期《新 

时期需要新的粮食安伞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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