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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公有制企业的发展、

调整、改革及启示

宋智一　薛振希

　　在西欧诸国中, 意大利国有经济所占比重相对

要大一些, 并且在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方面形成了

自己的特色——国家参与制。据意大利《经济世界》

杂志1983年第38期公布的材料, 在意大利最大的20

家工业集团的营业额和雇员中, 国有企业约占50%

以上。在全国工业部门的就业人口中, 这20家最大的

工业集团占22%, 而其中的国有企业占12%, 在美国

《幸福》杂志列举的世界50家最大工业企业中,1985

年埃尼公司和伊里公司分别占据第15、16位,1986 年

分别居于第20位和第11位。

意大利公有企业的发展大致可划分为以下几个

阶段: (1) 国有企业的起步时期。以19世纪40年代成

立国营铁路公司为标志。1861年全国实现统一后, 意

大利公有部门开始涉足邮政、电话、烟草专卖及军火

企业领域; (2) 发展时期。1903年国家颁布法律, 规

定各市必须成立市政公司统管当地的公用事业,

1910年成立国家森林管理公司及首批国营义务保险

公司,1913 年成立国有银行,1916 年底国家垄断了意

大利城市间的电话业务; (3) 国家参与制时期。一战

后, 国家参与制一出现就带有国家干预经济的政治

——社会目标。1922年, 意大利为对外扩张, 买下了

Sudbabn 公司的大部分股权, 当时的目的十分明确。

就是要削弱奥地利、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在铁路修建

方面的优势, 但这种体制很快就又被注入更多的经

济内容; (4) 快速发展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意

大利公有企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1950 —1963年的

“经济奇迹”确立了意大利工业大国的坚实地位。其

在1953年成立了国家碳化氢公司 (ENI , 即埃尼公

司) ,1957 年在政府中设立了国家参与部, 据1958年

5月国家颁布的第574、575、576号法律, 意大利先后

成立了采矿企业自治公司 (EGAM ) , 电影管理自治

公司和温泉管理自治公司 (EAGAT ) ,1962 年成立了

制造业投资公司 (EFIM ) , 同年, 实现了电力工业国

有化, 成立了全国电力公司 (ENEL ) ; (5) 调整改革

时期。1964年的经济危机, 宣告了“经济奇迹”的结

束。由于种种原因, 国家参与制企业以往的许多功能

逐步丧失, 亏损严重, 意大利经济开始进入调整改革

时期; (6) 第二次“经济奇迹”时期。从80年代中期

开始, 意大利的国内总产值超过了英国, 成为资本主

义世界中仅次于美、日、德、法的第五工业大国。1986

年, 意大利国内总产值为6012 亿美元, 超过英国

816%,1988 年, 全世界按人均国内总产值计算最富

的25个国家中, 意大利排名第16位。

国家参股式的公有企业, 有的叫做国家参股制,

有的叫国家投资系统, 其实质特指这样一种模式: 在

不同程度上拥有某些公司股份的国家, 通过政府内

专门的部对该公司进行监控, 虽然这些公司由国家

委托给国有实体经营, 但它们依然遵循私人公司的

经营原则。国家参股制使得私人资本和国家资本在

微观上开始融合, 从而丰富了混合经济的内容。首

先, 国家参股制企业的资金来源于国家和私人两个

方面, 尽管在量的比例方面有所不同, 但毕竟与纯粹

的公有或私有发生了本质的区别; 其次, 私营企业的

经营决策权完全被私人控制, 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

标是其唯一选择, 而纯国有企业的决策经营权则由

国有资产的代表控制, 决策后果概由国家负责, 权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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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对等以及信息是否对称则成为其效率高低的关

键因素。

80年代意大利几项主要经济指标 (% )

年 份
国内总产

值增长率

消费物价

上涨率
失业率

固定资本投

资增长率

1980 319 2112 716 914
1981 011 1719 814 -0 12　
1982 -0 15　 1613 910 -5 12　
1983 -0 14　 1417 914 -3 18　
1984 315 1018 1010 411
1985 219 912 1013 313
1986 215 519 1111 112
1987 310 417 1210 618
1988 412 511 1210 617
1989 310 613 1210 416

　资料来源: 戎殿新、罗红波、郭世琮:《意大利经济

政治概论》,46 、48、55、332页,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1988 。

列宁说过, 德国工业之所以超过英国, 国家资本

主义与官僚制度的广泛结合是其原因之一。由于意

大利是一个发展较晚的资本主义国家, 它要赶超发

达国家, 就特别需要借助国家的干预和宏观调控。本

世纪30年代始, 国家干预成为意大利资本主义再生

产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为了挽救濒临崩溃的银行

体系和工业体系, 意大利政府成立了国家控股形式

的金融资本集团——伊里公司。该时期的突出特点

是: (1) 国家对经济干预的规模空前扩大; (2) 公有

企业开始发挥“企业病医院”的作用, 把濒危的私营

企业整顿转好后再交还私人经营; (3) 公有企业在国

家干预经济方面的作用发生质的飞跃, 即由特殊的

干预手段升级为重要的调控工具。

意大利的国有经济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层次: (1)

国有部门。包括国有自治公司, 如国有铁路公司, 邮

政电讯局, 国有电话公司, 国有烟草、食盐、奎宁专

卖公司, 国家农产品市场干预公司, 国有森林公司以

及主要吸收邮政储蓄、专门为公共工程筹资的储蓄

和贷款银行等。 (2) 公共部门。除包括以上国有部门

各公司外, 还包括了全国公路自治公司, 各大区所属

的公司, 其他地方政府所属的公司, 各地医院以及其

它国有和地方政府所属的实体。 (3) 广义公共部门。

公共部门再加上全国电力公司、市政企业等。 (4) 公

有经济。即广义的公共部门再加上国家参股企业, 大

区参股企业、其它地方政府参股企业以及公有股份

的管理机构。 (5) 公有经济与合作经济。即上述公有

经济再加上合作社企业。

根据经营方式的不同还可以把意大利公有企业

划分为四大类, 即国有自治公司、国有化企业、市政

企业和国家参与制企业。其中, 国家参与制系统在整

个公有企业中居于首要地位, 根据意大利《公共经

济》杂志1984年3月专号公布的资料, 国家参与系统

占全部公有企业的比重依次是: 增加值的5915% (在

工业部门占6018% ) ; 投资额的4814%; 雇员人数的

4417%。

意大利总理府1975年的正式出版物《意大利的

国家参与制》指出: “国家参与制现在成了国家手中

一个现代化的有效工具, 它可以使国家推行必要的

经济政策, 以便取得社会和文明的发展”。国家参与

制的宏观调控目标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 弥补私人

资本的不足, 向薄弱部门注入资本, 增强企业实力。

(2) 向私人资本不愿意涉足的高风险部门、投资回收

期长的部门以及有关的战略部门注资, 促进建立合

理有效的部门结构。 (3) 注巨资建立巨型企业, 以规

模效益对付国内外市场的强大竞争对手。 (4) 维护

市场竞争秩序, 参与制企业充当反垄断的角色。 (5)

平抑周期性的经济波动, 发挥某些反危机、反衰退的

作用。 (6) 充当“企业病医院”, 出面收买虽经营濒

危但对国计民生有意义的私有企业, 经过整顿改造

等企业恢复活力并运行正常之后, 再转让给私人经

营。 (7) 广泛的社会目标。如提供就业机会, 缓和就

业压力, 提供社会福利产品和服务等。

公有企业对战后意大利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

极大的推动作用, 特别是对创造被经济学家们誉为

50—60年代的“经济奇迹”功不可没。然而, 自1964

年经济危机之后, 意大利的公有企业陷入困境而且

无力自拔。 (1) 企业效率低下。长期以来, 国有企业

在吸纳社会剩余劳动力、维护基础工业的亏损性生

产等方面为国家承担着政策亏损, 随着意大利经济

结构的调整及技术革命的挑战, 公有企业的基本结

构却没有及时调整, 从而使公有企业以往的诸多功

能失效。 (2) 亏损严重, 负债剧升。1975年, 两个最

大的国家参与制 企业伊里公司和埃尼公司共亏

损6320 亿里拉,1982 年达39180 亿里拉。为使两公司

摆脱困境, 国家曾赠款4580 亿里拉,1978 年又向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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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参与制企业赠款16490 亿里拉。 (3)公有企业领导

人的任命成了平衡党派权力分配的筹码, 其经营企

业的能力服从于政治需要。同时不少企业领导人将

资金用于贿赂政府官员、议会议员及执政党领导成

员, 严重地削弱了企业发展的动力机制。 (4) 公有企

业在资源利用方面存在极大的浪费。 (5) 经过两次

石油危机以后, 公有企业在承担挽救濒临破产企业

的“企业病医院”方面负担过重, 资不抵出, 严重地

危及自身发展。

1976—1985年, 先是国家碳化氢公司将其控制

的19家企业卖给了私人, 接着制造投资公司也将其

属下的15家企业私有化, 此后, 最大的国家参与制集

团工业复兴公司把自己的14家企业卖给私人。1985

年秋天, 意大利国家参与部宣布成立“国家参与制企

业出让和购买委员会”, 专门审查国家参与制企业买

卖条件、批准出售企业, 从而加速了私有化的步伐。

据统计, 自1988—1992年5年间, 伊里集团、埃尼集

团和埃菲姆集团共卖出94家下属企业。紧接着, 意大

利对公有企业的调整改革重点由参与制企业向国家

自治企业及其他国有化企业扩大, 其中包括: 国家电

话自治公司的全部业务由工业复兴公司下属的伊里

电话股份有限公司接替; 国家铁路公司改为股份公

司, 全部股份先由国库部拥有, 然后逐步部分出售,

股东权利由国库部在征求预算和经济计划部、交通

部的同意后行使; 国有化的全国电力公司也改为股

份公司; 伊里集团总部和埃尼集团总部变为以私法

为准则的股份制企业, 股份先为国库部所有, 然后可

部分出售; 对制造业投资公司进行清算; 原属伊里集

团的意大利商业银行、意大利信贷银行和意大利融

资银行的股份可向其它基金组织出让; 在内阁中撤

消原有的国家参与部;1994 年私有化进一步向保险

业及其它服务行业拓展。截止1995年初已有16家公

有的社会保险机构实行了私营化。

和英、法、德等国家相比, 意大利对国有企业私

有化的思想认识、规模、程度以及指导方针都有着显

著的“意大利特色”。首先, 许多意大利人认为, 公有

企业同私有企业的关系应当是协调一致和互相补充

的, 调整和改革的目的不是要把它们对立起来, 而是

要使其达到新的平衡, 故此, 有的经济学家提出意大

利的私有化不能称之为“运动”, 它只是一场公有企

业内部结构的调整; 其次, 意大利的私有化除去出售

国有企业及国家参与制企业中的国有股份外, 还包

括: (1) 增加公有企业中私人资本的比例。 (2) 将私

营企业经营管理机制引入公营企业。 (3) 扩大同国

内外大型私营企业的合作。

意大利对公有企业的调整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效

果。1984年全国碳化氢公司开始扭亏,1985 年盈利8

220亿里拉;1986 年伊里集团扭亏 , 当年即盈利2

990亿里拉;1990 年, 埃尼集团收入达416亿美元, 成

为欧洲最大的能源集团之一。随着90年代初改革力

度的加大, 伊里公司已由完全官办的以公法为准则

的纯粹持股公司变成了以私法为准则的股份制公

司, 据《伊里集团年鉴 (1992—1993)》的数据显示,

当时私人股东已超过43万人。通过大规模裁减冗员,

调整下属企业的结构, 使公司活力明显增强, 市场竞

争力快速提高。1994年5月, 贝卢斯科尼政府一上台

即宣称将继续加快公有企业的私有化进程。看来, 如

何确定混合经济的比例最有效率, 仍然是一个需要

长时间探索的问题。

研究90年代以来意大利经济发展的轨迹, 可以

看出其经济成长率的波动态势比较明显。譬如, 在

1991—1995年, 国内生产总值 (GDP ) 增长率 (% )

分别年增113、019、-0 17、212、311, 同期工业生

产较上年增减 (% ) -0 12、019、-2 13、419、517。

到1996年意大利经济增长率明显下降, 仅为018%,

而同期的政府预算赤字高达13815兆里拉 (折合905

亿美元) , 高于意大利政府原先预估的10914兆里拉,

占 GDP 比重达715%。对于未来几年的经济态势, 经

济学人咨询中心 (Economist Information Union , 简

称 EIU ) 预测意大利1997年经济增长率也将仅在

117% 左右, 估计到1998年, 在消费者信心增强, 利

率下降及欧洲经济普遍回升的情况下, 意大利经济

有望回升, EIU 预测其1998年的 GDP 年增长率在

212% 左右。

分析意大利90年代之后 GDP 的增长率和公营

企业私营化进程之间的关系, 似乎这种联系还不太

明显。那么, 意大利及其它西欧国家公营企业私营化

的速度及规模是否会持续发展或者呈加速趋势呢?

根据摩根证券公司 (JP Morgan Securities ) 公布的报

告,1997 年西欧国家公营企业私营化规模预期将创

新高, 来自公营企业私营化的收入将达到530亿美

元。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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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国家民营化收入波动情况

年　份　　
民 营 化 收 入

(单位:10 亿美元)

1994 3210
1995 2311
1996 4218
1997 (估) 5312
1998 (估) 4214
1999 (估) 2214

　　资料来源: 《伦敦金融时报》,1997-01-13 。

JP Morgan 的报告预估1997—1999年西欧各国

私营化总收入可达1180 亿美元, 虽较1994—1996年

的979亿美元高出许多, 但逐年回落的势态不可避

免。1997年西欧国家私营化之所以达到高峰, 其诸多

原因中的根本原因之一是, 西欧诸国为了达到进入

欧洲货币同盟的标准, 许多国家必须以出售公营企

业的资产将财政赤字控制在占 GDP 比重的3% 的范

围以内, 以及政府举债余额占 GDP 的比重在60% 以

内, 而并非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就产业类别而言,

JP Morgan 认为西欧国家未来三年私营化将集中于

电信、公用事业、能源、金融及工业等几个产业, 其

中1997年电信及公用事业私营化占总金额的比例有

可能高达56%, 就个别国家而言,1997 年西欧国家私

营化金额将以意大利近200亿美元居首位, 其次为法

国的110亿美元, 而西班牙及德国则分别以86亿及50

亿美元列第三、四位。

意大利国有经济的产生、发展及调整改革给人

们以下启示:

11即使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 公有企业的

出现及发展壮大并非完全是某种社会思潮的影响,

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所致。在社会经济活

动中, 公有企业执行一部份“特殊功能”。私营企业追

逐的唯一目标是利润的最大化, 而公有企业最根本

的目标是作为一种工具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

这项“功能”是私有企业所无法取代的。例如象伊里

和埃尼这样的国家持股公司, 不仅跨行业、跨部门,

而且已成为融合工业资本、商业资本与银行资本于

一身的金融资本集团。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巨

型私人企业极有可能在某个部门或领域形成垄断,

从而扰乱经济秩序, 损害消费者利益, 意大利是欧共

体内唯一没有制订“反垄断法”的成员国, 而运用伊

里和埃尼这样的大型企业集团就可以扮演反垄断的

角色。从微观领域入手, 获得宏观调控的实效。

21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中, 对濒危企业一律

实行倒闭破产往往会导致社会成本高于经济成本的

后果。由意大利国有企业充当“企业病医院”, 为市场

经济国家开发公有企业的“潜能”方面开辟了新的渠

道。

31一般而言, 公有企业的产生是建立在多元目

标之上的, 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改变其初始功

能可能会逐渐丧失效力, 其初始目标可能也会发生

变化。因此, 对公有企业的改革是全世界所有国家面

临的共同问题。

41不要把公有企业同私有企业的关系对立起

来, 公有企业同私有企业的关系是协调一致和互相

补充的关系。就整个发达资本主义世界而言, 各国公

有经济占全部经济的比重大约在10～ 25个百分点左

右, 然而这个比例是不是最佳比例, 由于社会经济文

化背景不同很难得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

51除经济活动本身的因素之外, 公有企业的效

率直接受政府效率的制约, 不要指望一个低效的政

府拥有高效的公有企业。

61对市场经济国家来说, 尽管公有化及私有化

的规模、程度及内容有所不同, 但共同的一点是: 公

有企业仍然是经济活动中必不可少的重要调控杠

杆。当然, 随着国家宏观调控的形式、手段、规模、范

围、力度的变化, 公有企业的功能会有所不同。一般

而言, 市场经济越活跃, 对宏观调控的技巧要求也就

越高, 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 私有化并非是改革的唯

一途径, 改革并非就是对公有制的否定。

71公有制有多种形式。国家参与制作为意大利

公有企业的主体对意大利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过重

要作用, 市场经济国家应当继续不断探索适应本国

国情的公有经济新形式。

81公有企业并非都是低效的。公有企业对创造

1950—1963年意大利“经济奇迹”起到过关键性的作

用, 然而公有企业的体制必须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而

不断调整改革。否则, 僵化体制下的公有企业极有可

能成为经济发展的包袱。

(作者单位: 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西北纺织工学院自动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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