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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脱困的

理论思路及政策思考

吴易风

　　国有企业改革是目前我国改革所面临的攻坚战, 这一改革

不仅关系到我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 而且更关系到我国

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命运。

一、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

同发展是国有企业改革和脱困的前提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公有制为主

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

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经济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 非公有

制经济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多种所有制经济

共同发展是指包括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在内的各种经济成

分的共同发展。现在部分经济理论工作者把多种所有制经济共

同发展曲解为只是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而排斥了发展

和壮大国有经济, 也排斥了发展和壮大集体经济。不仅如此, 他

们最近还进而要求“国有中小企业合法地、公开地让位给非公

有者”, 要求“集体企业改制为私营企业”。如果按这种观点去

做, 不用很久, 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会发生动摇, 非公有制经济

不仅会同公有制经济平起平坐, 而且会喧宾夺主, 使公有制经

济丧失主体地位。

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改革、搞好、搞活国有企业

什么是市场经济? 西方多数经济学家把市场经济定义为以

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 少数经

济学家把市场经济定义为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国内一些

经济学家所说的“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错误论断, 正是

从“市场经济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

经济”这一定义出发, 而不是从“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配置资源

的经济”这一定义出发的。

正确区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必要

的。市场经济总是同一定的基本经济制度相结合的。同资本主

义经济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同社会主

义经济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基础

的, 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则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这

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市场经济最根本的区别。有人认为“公有制

经济是市场经济不合格的主体”、“非公有制经济是市场经济合

格的主体”、公有制主体应该“让位”。这些主张如果被付诸实

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蜕变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三、正确区分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和西方

产权理论, 正确解释企业法人财产权

西方产权理论所说的产权清晰是“产权私有”, 是“公有财

产必须取消”, 是“一切财产应该属于私人或个人”。为了避免误

解, 有必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我们所说的国有企业“产权

清晰”作出解释: 保障国家对企业的所有权, 落实企业经营权,

明确政府有关部门和其他监督机构的职责, 明确企业的权利和

责任。那种主张按照西方产权理论要求“将财产权还原为个人

权利”、“‘细分’公有权”、“每个选民都拥有一份排他性的财产

权利”、“把国有财产分到个人腰包”等主张都是错误的, 从根本

上背离了社会主义。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企业法人财产权的概念。对

此, 我们要有正确的理解。从国外的历史和实践来看, 经营权或

控制权是一种企业财产权, 这种企业财产权和法人制度的结

合, 构成法人财产权。因此, 企业法人财产权是同企业法人制度

相结合的经营权或控制权。有人现在把企业法人财产权解释成

为“企业法人所有权”, 这是不正确的。所有权具有排他性, 不能

二重化, 不能既归国家所有, 又归企业法人所有。如果企业法人

拥有国企所有权, 就必然会逐步侵蚀国家所有权, 直至最终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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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企业的国有制性质。

四、要识别并反对各种私有化主张

在西方国家, 私有化是指国有企业改变为私有企业。在原

苏东社会主义国家, 私有化除了指把国有企业改变为私有企业

之外, 还指把集体企业改变为私有企业, 把国家和集体所有的

土地改变为私人所有。现在我国公开主张私有化的人虽然较

少, 但是公开主张“非国有化”、“民营化”的人则为数较多, 许多

新闻媒体也常常出现“非国有化”、“民营化”这类提法, 而且常

常说“非国有化”、“民营化”决不是私有化。有的还公开主张将

国有经济为主导改为“民营经济为主导”。事实上,“非国有化”

和“民营化”就是私有化。非国有化一词来自西方国家, 现在一

些英语辞书已经收入非国有化一词, 解释是: 将国有企业重新

改变为私营企业, 即私有化。民营化一词来自日本, 我国台湾也

使用民营化一词, 涵义也是把国有企业或公营企业改变成为私

营企业。在我国, 私有化或非国有化、民营化主张是同社会主义

背道而驰的。

五、要正确诊断部分国有企业陷和困境的病因

我国国有企业有不少经营得很好, 有些经营得相当好。也

确实有相当一部分国企问题不少, 困难较多。突出的问题有: 结

构不合理, 管理水平低, 产品质量差, 经营机制不活, 设备陈旧,

资金不足, 负债率高, 竞争能力不强, 效益低下, 亏损严重, 以及

某些经营者腐败严重。有人认为, 国有企业“天生”就搞不好, 病

根就在公有制。这种诊断纯属庸医误诊。按照这种误诊, 就必定

会开出私有化药方, 不是救活国有企业, 而是把国有企业整死。

马克思主义从理论上证明了公有制的优越性, 我国社会主义经

济建设又从实践上证明了公有制的优越性。从 1952 年到 1989

年的 37 年中, 除 60 年代的困难时期有两年例外, 国有企业资金

利润率是两位数, 至少百分之十几, 多则百分之二十几, 甚至百

分之三十几。效益非常好。如果资金利润率为 25%, 那意味着 4

年国家就可收回对企业的全部投资。从 1989 年开始, 国有企业

资金利润率突然降到 7%, 过一年降到 3%, 再过一年降到 2%,

一直到现在。对于从 1989 年以来国企资金利润率下降为一位

数的原因, 要做深入的调查研究, 以便对症下药。总的看来, 有

历史原因, 有企业内部原因, 也有企业外部原因。这就要求针对

具体原因采取具体对策, 让国企脱困和发展。

国企产生困难的原因到底有哪些? 应该怎么解决呢?

11 国企困难的重要原因是重复建设, 造成大家都无市场,

开工不足, 人员大量裁减。重复建设问题太严重。本来市场经济

的好处是资源合理配置, 但现在资源配置极大浪费。据最新统

计, VCD 有近 1000 家, 大家都开工不足, 资源浪费, 让外国赚

了钱, 因为VCD 最关键部分是进口的。根子在哪儿? 在于市场

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与追求局部利益的部门行为、地

方政府行为的结合。这个问题只靠市场没法解决。计划与市场

都是手段, 两种手段都要用。

21 国企处于不平等地位。它的产值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1ö3, 却承担约 2ö3 的税负。财政学最重要的是讲税赋公平, 不

管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西方的财政学都讲公平。目前的国内税

负情况不符合公平原则。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认为, 对外资

优惠就是对民族企业的歧视。所以, 必须进行改革, 逐步取消对

外资企业的优惠措施, 地方政府不能另搞优惠, 要做到全国统

一。

31 用市场换技术、换资金的做法欠妥。许多地方吸引外资

的办法是用市场换资金、换技术, 实践结果表明资金来了一些

(很少有完全到位的) , 技术不给你, 市场却让给了人家。让出市

场对国企的影响相当大。所以对市场换资金、换技术的作法应

当思考、总结。

41 下岗问题是个两难问题。不下岗富余人员太多, 下岗又

带来那么多问题, 除了不利于社会稳定外, 从经济发展来说, 几

千万人下岗, 造成内需缩小。能否考虑采取这种做法: 一是下岗

不要太集中; 二是不要都通过下岗来解决问题, 有些岗位可参

考某些西方国家的做法: 一岗两人。从收入来说都要低一些, 但

都有收入, 不至于两人收入集中在一人身上, 另一人没有收入。

要让两人都有饭吃。这个办法比两个人的饭一人吃好。12 亿人

口这个现实是任何改革家都改不掉的事实, 到底采取高工资低

就业, 还是采取高就业低工资, 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合理

的战略选择。如果考虑问题不从 12 亿人口的现实出发, 就难以

解决中国的问题。

51 对大型老国有企业必须进行技术改革。国企技术装备陈

旧落后是历史原因造成的。过去只把国企当成下金蛋的鸡, 只

取蛋不养鸡。到头来就会无蛋可取。对这些老企业国家应进行

技术改造, 都靠企业自改已不可能。财政、银行可各拿一点, 再

由政府担保企业发行一些企业技改债券, 三个方面各凑一点,

一步步地分阶段进行改造。

61 国企缺乏激励监督机制。对经营者、技术人员、普通工人

都要有激励办法, 真正体现按劳分配。监督机制也很重要, 现在

有稽查特派员制度, 但光靠这个不够, 还要有一整套的监督机

制, 对经营者、技术人员、工人都要有。

71 关于对外开放问题。对外开放的程度必须与我国的经济

发展水平相适应。与开放有关的进口、引进外资、参加WTO 的

条件等一系列问题都直接关系到能否搞好国企。西方国家都经

历过幼年工业保护阶段, 很少例外。否则, 让一个未成年的孩子

与国际著名运动员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起跑比赛, 孩子怎么努力

也不会跑赢, 到头来倒有可能被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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