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錄七：訪談記錄三 

時間：2006 年 6 月 2 日 1400-1530 

地點：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訪談人物：權衡（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訪談內容： 

一、在經濟發展中，政府與市場的關係的模式為何? 

權  衡：在現今世界中政府與市場關係有三大模式： 

（一）英美模式：二次調節（分散型市場經濟）。 

英美國家經濟發展是先市場後政府，政府對於市場不足處是先補

充後完善，政府只扮演市場失靈的調節者，間接調節市場，藉由財政

政策和貨幣政策間接調控市場。其作用為充分就業、經濟增長、社會

公正目標、國際收支平衡。 

（二）日本模式：二元調節（協調型市場經濟）。 

     日本是政府與市場同時調節，注動經濟關係協調和諧，日本國

民經濟是建議式，日本政府只制定產業政策，不干預「產、供、銷」

的環節，政府只決大方向，枝微未節由市場來解決。 

（三）德國模式：市場解決模式。 

德國的發展模式是取資本主義中的致富和社會主義的公平，其特

點是在以私有為基礎，以競爭為支柱，市經濟自由為主要內容。在市

場競爭中建立淘汰，不適應市場者淘汰。是一種國家有所調節的市場

經濟形態。宏觀調控目標是貨幣穩定、充分就業。 

三大模式各有其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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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大陸的政府與市場的模式為何？ 

權  衡：中國大陸在 1979 年之前，採計畫經濟體制，政府對市場是

的絕對干預。完全是指令式，而且是中央集權式。改革開放

後，「放權讓利」中央將權利釋放給地方，政府只進行宏觀

調控，權充守夜人的角色。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需訂定相

關法律條文來引導市場正確的發展。對市場提供一個良好的

制度基礎。對市場的管理要適度。建立和完善了市場主體自

身的管理服務體系。隨著市場規模的不斷擴大以及政策原

素，政府部門及時退出市場主辦者的角色，從運動員變為裁

判員，各市場由專門的企業所有人進行市場的建設培育、經

營開發、物業管理。 

三、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各地方辦展會，政府職能的功能

如何? 

權  衡：現在中國大陸各地方興起辦各項展會，以促進區域經濟的活

絡。這和所謂的「退二進三」的未來發展方向有相關連性，

基本上，應交由市場來辦市場，政府只應擔任協助角色，配

合市場的發展。 

四、市場經濟發展中，促成市場活絡的主要關鍵為何? 

權  衡：市場發展是先有市後有場，義烏市場的發展就是這個道理。

市場發展成功除了市場交易需求外，主要是官員理念；政府

官員如繼續存有計畫經濟時代的觀念，則對經濟發展有害。

政府對於市場介入，在於市場的設置，引導市場的發展，擴

大市場範圍，吸引企業投資投入市場中。強化市場宏觀管

理，努力降低商務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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