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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改革開放下的經濟發展 

資料二 

 
為什麼要進行國企改革？國企改革的目的是什麼？ 

 

國有企業在中國產生了50 多年，由於在改革前的20 多年當中，國有企業的運轉機制和模

式跟現在市場經濟的運作模式相差很遠，國有企業主要是按照國家的指令進行生產，國有企業承

擔就業職工的生老病死各方面的問題，所以一方面來講，以就業為主導，所以過份過渡就業的情

況嚴重，常常叫“三個蘿卜一個坑＂，人浮於事，另外國有企業的薪酬機制也是比較落后的，也

就是通常說的“干多干少都一樣＂，多少年才可以適當調整一級工資，也就是幾塊錢，然后大家

都一樣，又是多少年，這種機制沒有任何激勵作用，不能充分調動干部員工努力工作的積極性，

再就是國有企業的市場機制也是不完善的，比如說反映很遲鈍，決策的程序比較多，打個比方，

如果是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一起競爭一個定單，民營企業可以在很短的時間調整它的價格，使它

的競爭更有競爭力。但是國有企業就沒法做到，因為他要有很多決策程序。如果價格調整過大或

者是讓利幅度比較大，或者是報價比較低，常常就會讓人懷疑個人做手腳，謀取個人利益，作為

經手人、經辦人，為了避免這種猜疑，就讓單位按照正常的程序討論決策，所以他的反映很遲鈍，

然后常常的情況下就是定單已經被人家搶走了。再有就是國有企業的人事管理機制是比較落后

的，也就是說職工不好好工作，你沒有什麼辦法去懲罰或者制裁，也沒有什麼辦法讓他走，讓他

離開，一個企業有了幾個典型案例，對於其它努力工作的員工就是一種不公平，所以負面作用很

大。我們知道如果一個企業，比如說100 個人在工作，還有50 個人在玩兒，那麼另外工作的100 

個人也不會安心，而且在90 年代以前，國有企業的員工基本上不犯法、不犯罪，企業不能解雇

他，他不好好工作也能享受一份工資，所以長此以往，大家的工作積極性也會降低下來。再一個

就是在市場競爭當中，人才的價值沒法體現，在國有企業，一個有專長的工程師也許就是2000 塊

錢的月收入，但是外資企業或其它民營企業可以出萬元的月薪來雇佣他，這樣子國有企業的一些

優秀的技術人才就會慢慢的流失了。再一個就是國有企業的領導體制也有問題，政府對企業的干

預比較多，比如說每年有大量的就業任務，讓國有企業承擔﹔比方說政府主管部門希望企業新上

項目，還有很多跟企業無關的會議、任務讓企業領導人參加，這都耽誤了企業的正常的生產經營

活動，另外國企領導人幹得好與不好，跟上面主管領導對他的評價好不好有很大關系，領導的個

人關系搞好了，工作沒有搞好，他還可以繼續在那個崗位上。所以時間長了以後有相當一些領導

班子成員會把精力用來搞好關系，而不是搞好工作。另外，由於國有企業在這麼多年來退休職工

比較多，社會負擔比較重，跟外資企業、民營企業不在一個起跑線上競爭。此外還有相當一些問

題，這些問題都導致如果不進行改革，國有企業就沒有辦法發展下去，甚至生存都有問題。當然，

我們所說的這些國有企業主要是競爭領域的國有企業，主要是指資本構成和技術構成比較低國有

企業，這些企業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困難特別多，需要加快進行改革。 

 

現在國企改革處於一個國有產權的市場化的階段，就是說產權能夠在市場中進行流通，應

該是這樣的一個階段。過去大家都知道，作為國有企業的產權一直是不流動的，一直沒有進入市

場。從十六大之后，特別是十六大三中全會、四中全會建立產權流動的機制，現在從中央到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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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著力的推動這件事情。但是，作為國有產權的流動，從方向上講是按照十六大的要求向“兩

國兩重＂，就是國家經濟安全和重要行業、關鍵領域集中，在結構調整中出現國有產權在市場中

的流動。 

 

國有企業的改革應該是轉型國家，我們講的原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轉制過程當

中，是改革當中的重頭戲。俄羅斯是國企改革這一段現在還在繼續當中，但是主要的階段已經過

去了。因為俄羅斯是從1991 年開始通過第一部，就是俄羅斯的改革是在私有化的過程中進行，

用私有化界定國有企業改革和所有體制的改革，這個階段是從1991 年開始到1994 年是一段，從

1994 年到1996 年，一直延續到今年是分幾個階段進行，大規模的急風暴雨集中的階段過去了。

但是，這個過程中，眾所周知出現了很多的問題，特別是對私有化過程中的國有資產的大量流失，

整個俄羅斯社會出現的貧富差距的擴大，還有整個改革當中宏觀經濟的不穩定，就是產權改革對

宏觀經濟的穩定沒有作出作用，經濟一直處於衰退狀態，這段大家印象比較深刻。 

 

現階段的國有企業的改革一個主要的特點就是產權改革，或者說產權的流動，或者產權進

入市場，產權進入市場的流動的過程中必然產生交易，交易就會引發一個價格，價格的合理性、

公平性肯定是受到方方面面的關注的。特別是作為國有資產來講，應該講是全國人民的資產，就

是說作為全國人民都肯定會關注自己資產的保全性。 

 

目前從國有企業改革的階段性來講，是產權的流動和改革，交易可能要產生價格，方方面

面都在關注這個問題，是否公平？什麼叫公平？公平就是處理有關事情存在不存在偏私的問題，

我個人理解公平，就是相關的利益主體對處理一件事情的認可和保護相對利益的平衡。就是說作

為國有產權流動過程中如何保持公平，這應該要辯証的看。大家知道，作為國有產權流動過程中

可能有幾個價格確定的方式，一個是帳面價格，大家知道國有企業的帳面價格不是非常的漂亮，

而往往虛的數比較多﹔還有就是淨資產，但是國有企業做這麼多年，不可能完成靠淨資產去計

算，但是從規範文件來講不可能低於淨資產，還有評估價格，把國有企業市場經營中一般企業涉

及的問題都包括裡面去。作為交易，肯定是願意買和願意賣，湊到一起就形成了交易的過程。但

是因為是國有資產，是全國人民的資產，所以你們兩個交易的時候，你代表全國人民把資產賣掉，

它可能代表自己的一個資本所有者，把這個東西買過來，這個過程中涉及到一些股東，如果全國

人民都是股東，肯定會關心這個價格，如果全國人民都是股東，誰都希望價格賣的越高越好，這

是股東心理。但是實際情況看市場中值多少錢，這就是國有企業產權交易和一般產權交易不一樣

的地方。所以，這是當前這段方方面面都非常關注的。 

 

應該說改革的中心是價格的問題，或者是公平公正的問題，這是其中的一個問題，還有產

權流動過程中的人員的問題，原來一講到國企改革的時候大家都提出“人往哪裡去、貨往哪裡

銷＂。一個國有企業產權在市場上出賣，就有可能變成非國有企業，比如說股份制、民營或者外

資，這裡面就涉及到人員的安置。在人員安置方面，近兩三年，原來的國家的經貿委，包括國資

委，財政部門等等發了一批有關這方面的文件，這些文件都是對於國有企業深層次的改革過程

中，國有企業職工未來的一些事情進行了密切詳細的規範。作為國有企業在市場中大家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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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來不是完全按照《公司法》操作，這裡享受一些政策，我個人叫做“特別法＂。 

 

作為國有企業改革未來方向，應該逐步的利用或者應用公共法，像《公司法》公共減少“特

別法＂，這樣和所有的企業在一個平台上競爭，這樣才是公平，才是市場的主體，這是國有企業

和其他的企業不同。 

 

再回到國有企業的改革，剛才說國有企業改革的核心是價格，價格在市場上來說，如同我

們買菜，比如說菠菜，賣一塊，你說不行九毛，之后說九毛五，有一個砍價的過程，國有自查把

這個砍價的過程復雜一點，國有企業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問題，包括人員安置的問題，我說如果作

為一個企業資產在市場上交易，好比一個杯子拿起來就拿起來了，給你了所有權就是你的，但是

如果是國有資產的話，杯子拿起來就連著很多的東西，當時你第一眼看這個資產很好，但是連著

很多的東西，可能就很壞。所以，由於這些因素存在，可能就非常難，同時也受方方面面的關注。 

 

資料來源：http://www.people.com.cn/BIG5/32306/32313/32330/292709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