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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济转轨过程中，经济人的非理性行为导致一种非信用现象，这种现

象对国民经济产生极大的负面效应，治理其关键在于制度创新。

关键词：经济；非信用现象；制度创新

收稿日期：2020-07-01；录用日期：2020-07-16；发表日期：2020-07-18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非信用现象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经常存在的现象，即某些个体（个人或企业）

在经济交往中不遵守承诺，不履行契约行为方式，打破长期形成、固有的社会

各阶层、集团、经济组织相对的稳定预期。非信用现象是“经济人”之间不讲

信用的现象，是转轨期间制度不健全，导致普遍存在的非信用现象。

1  非信用现象的负面影响

市场经济即是信用经济，不同经济人之间建立维持正常的信用关系，不但

是市场正常运营的基础。而且也是市场运行效率的保证。但在经济转轨过程中，

由于各种约束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因而，经济人的非理性行为导致一种非信用

现象，这种现象的蔓延和存在对市场经济发展以及国民经济正常运行都产生极

大的负面影响。

非信用现象的存在和蔓延，造成市场失灵，政府失市场信号失真，信息不

对称，严重阻碍了资本的正常循环和资源的优化配置，降低了市场效率。主要

负面效应有以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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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市场运行失序

市场经济要求在商品生产的交换过程中必须做到有序安全、高效、公正，

各市场主体地位是平等的，其行为必须遵守共同的市场规则，但目前，市场经

营主体却存在混乱现象，突出的表现为经营主体身份资格不明确，市场进入行

为不规矩。一是党政机关和权力机构如政府、公检法机关，甚至工商行政管理

机关经营商办企业，直接参与经营活动，政企不分，成为非正规的市场经营主体。

二是个体私营户挂靠集体、国有企业，并以集体、国有企业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

但实际上财产和利润皆归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所有，形成所谓“假集体”“假

国有”现象，主体身份十分模糊。三是借外商名义通过签订假协议，开办所谓

“合资”企业，但事实上外商不注入一分钱资本，全部资产皆由内资企业投入，

这是一种明显的假合资企业，经营资格极不规范，这种假合资企业不仅沿海地

区比较多，内地也存在。四是缺乏构成公司的基本要件的同时，却大置开办“无

资本、无固定场所、无固定工作人员、无健全组织机构”的“四无”企业，到

处流动，骗买骗卖，“皮包公司”四处泛滥，屡禁不止。五是无证经营，非法

进入市场。经营者不到主管部门登记注册，不办理营业执照，不接受市场管理

机关的监管，不交纳税费，从事地地道道的地下经营或黑市交易。

1.2  信用链条中断，导致生产中断

国民经济的运行不但是一个复合的载体，而且是一个有机运行链条。然而

非信用现象不但在形式上存在，而且实际起着负作用。从“债务链”角度分析，

信用链条中断。一是导致整个经济无法正常运行。1991 年全国清理三角债时，

三角债仅 300 亿元，而到了 1997 年底，在全国工业系统中，产成品资金和应收

贴款净额竟高达 1.69 万亿元，其中，仅应收帐款净额高达 1.1 万亿元。二是多

方拖欠拟了经济发展速度，侵蚀了经济的增长效益，折扣了经济运行质量。以

1997 年全国工业上述指标为例，产成品资金占销售收入的比值达 9.91％，占现

有工业产值比重达 9.27‰，占贷款比重的 7.9‰，应收帐款净额占销售收入比重

达 18.33‰，占现行工业产值成品比达 17.15％，占贷款比达 14.62％。三是多方

拖欠使银行无法正常经营而陷入困境，银行应收未收的债务、逾期贷款、呆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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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等数额急剧上升，已超过安全警戒线。四是各类经济主体的正常经营十分困难，

企业之间的正常经济活动受到千扰，并已恶性循环，导致生产中断。

1.3  市场经济推行正常发育

市场经济发育的直接体现是消费品市场，而在这方面虽然颁布了《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但现在的运行过程中由于非信用现象的存在，消费者的“一性”

也在不同的程度上受到了侵害。首先是消费者消费活动的自主性。消费者自由

地选择各种适合自己特点和需要且合理合法的物质消费生活和精神消费生活方

式，但是某些个体或企业用欺骗手段影响消费者的决策。经营者以广告误导消

费者：强迫消费者购买某种商品：或者以其他不平等的方式威胁强迫消费者支

付某种费用，这些都成了对消费者自主性的侵害。其次，消费者消费生活的平

等性。在商品交易过程中，有的组织、企业、个人不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有

的人把个人的社会身份、地位等作为商品交易中的法码。对消费者消费平等权

直接侵害，如，环境的优劣，关系到公民体质健康和经济建设的发展。随着社

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由于环境污染而造成的危害正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环

境污染主要来自于工业生产活动中的废弃物质以及农产品耕种中使用的农药。

另外，对自然资源所进行的不可恢复使用也影响消费者和生活环境。由此可见，

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个人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发展，致

使信用条中断。

2  制度创新是消除非信用现象的有效途径

非信用现象正在侵蚀市场经济机体，因此，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

构建新型的信用关系体系具有其深刻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

个方面构建新型的信用关系体系。

2.1  构造正常的使用率关系基础

信用关系的基础是银行企业关系 . 首先要使企业真正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实施

规范的公司制改造，使企业成为适应市场法人实体加竞争主体。其次使银行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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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独立性，构筑新的银企关系，使银行不但成为现代企业的“血源”，而且成

为企业的监督者，同时盘活银行资金，促使银行向企业化方向发展，增强抗御

金融风险能力。再次，建立其自我约束机制，激励市场主体，保证其行为合理。

2.2  确立和健全严格的市场规范

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要求有严格的法律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说，布场经济

是法制经济。因此，法制是市场经济竞争性、市场体系统一性、国际性的要求，

更是市场经济活动契约性的要求。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主体形式多样，为了适

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虽然已经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企业破产法》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私营企业暂行条件》《公司法》等，但这些远不能

满足实践中所需要的法律、法规，应当予以规范，因此既要建立，又要完善。

要严格规范同领域、不同领域之间：同行业、不同行业之间：同层次、不同层

次之间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在建立和健全市场规范的同时，不仅要积极立法，

而且要抓好司法、执法、用法和守法、法律监督和服务各个环节，这是市场经

济健康发展的保证。

2.3  建立完善信用监督体系

第一，建立个人信用与社会信用体系。1999 年 8 月 24 日，国家经贸委有关

负责人在“企业全程信用管理高级研修班”上指出，建立现代企业的信用管理

机制，将是解决我国企业合同履约率低，帐款拖欠、三角债、贸易和金融欺诈

等问题的根本途径之一，为此，国家经贸委和财政部出台了有关建立《企业信

用管理体系的意见》。因此，建立个人信用、社会信用体系监督是极其必要的。

第二，形成信用链条。在生产和经济活动中，除了通过国家政策和市场交易外，

还存在各种形式的、协调某一个产业或行业的治理机制·因为不论是竞争或垄断，

这些活动都得在一套市场主体共同接受的游戏规则和分工下进行。这些规则包

括产权制度、监督市场交易的法律。工业守则和行规、价值规范等，还有遵守

或违反游戏规则时的赏罚制度等等。执行这些规则的，除了政府机构和法院外，

更重要的还有专业团体、工商组织、半官方机构、银行财团、保险机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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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等等。治理机制往往能担当起应该由政府或国有企业承担的协调职能和发

展性角色。这样的治理机制就是在不同层次，要用不同的手段予以维持，做出

不同的制度安排，从而在经济活动中。社会各阶层、集团、经济组织即会形成、

固化为相对的稳定的预期·因而发展成为良性的信用链条。

2.4  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建立正常的政企关系

政府职能转变，建立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正常关系，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也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要求。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

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

主要是制订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

境。同时，要培育市场体系、监督市场运行和维护平等竞争，调解社会分配和

组织社会保障，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管理国有资产和监

督国有资产经营，实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笔者认为，政府按《决定》

精神在转变职能时，必须注意几个问题。一是提高服务素质。关键在于转变观念，

即由“官本位”向“民为本”转变：转变政府衙门作风，树立为基层服务作转

变推委不负责任的作风，树立讲效率和讲质量的作风：转变形式主义作风，树

立讲求实效，实事求是作风。二是政府要定位，不能越位、错位和空位。政府

作为经济管理者，要培养和完善市场体系，建立规范市场规则和秩序，保证市

场主体公平竞争。政府职能的转变，关系到现代企业制度的实施，关系到改革

的深化。因此，政府职能的转变不仅是政府与企业之间正常关系发展的必然要求，

而且是信用链条良性的可靠保证。

总之，遏制非信用关系的发展，笔者认为应从以上途径建立良好的信用关

系体系，不但对调整经济结构、生产布局、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调整企业

经营和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利益关系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而且能使计划经济

向市场经济转变；经营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速度加快，以及对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发展和完善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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