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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目前国有小型企业经营前景的思考
’

康桂芬

(盐城工学院管理工程系
,

盐城
,

22 4 0 03 )

“

九五
”

期间
,

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方针是
“

搞好大的
,

放活小的
” 。

国家经贸委将集中精

力抓好 1 0 0。 户优势大中型企业
,

而对于为数众多的国有小型企业
,

将根据经营状况采取灵活

的改造
、

改革措施
。

其中对经营状况 尚可的
,

进行股份制
、

股份合作制
、

合资
、

承包
、

委托经营等

改造
; 而对于濒临破产的

,

进行出售
、

兼并
、

租赁
、

破产等多种形式的产权改革
。

因此
,

国有小型

企业在当前国家加快经济结构调整
、

国有企业改革的紧锣密鼓声中
,

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抉择
。

国家对国有企业之所以采取
“

抓大放小
”
的战略方针

,

是和大部分国有小型企业多年来经

营状况恶化
,

日益成为国家经济建设的包袱直接相关的
。

目前
,

不少国有小型企业面临倒闭
,

它

们缺乏适销对路的产品
,

缺乏再生资金
,

内亏严重
、

负债累累
,

地方政府对其也无能为力
,

既无

血可输
,

又别无 良策
。

据
“
中国市场经济报

”
19 :)5 年初报载

:

国有小企业亏损面高于 33
.

3%
,

且

有 日益增高的趋势
。

这只是帐面上反映的明亏状况
,

若考虑清户核资中发现的资产净损失和潜

亏挂帐等因素
,

国有小企业净资产几乎亏光
。

据财政部 1 9 9 4 年 3 月对 1 2
.

4 万户企业的清产核

资的结果来看
,

其中 8 万户国有小企业
,

国有权益损失占国有净资产的 82
.

8 % ;
资产负债率高

达 84
.

1% ; 高于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平均水平 4 个百分点
;
净资产利润率也远远低于国有企

业的平均水平
。

所以说
,

这些 国有小企业非但不能为国家创造财富
,

而且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

的重负
。

因此
,

国家经贸委出台了加大国有小企业改革力度
、

同各地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相结合

的改革方案
。

本来
,

小型企业与大中型企业相 比
,

有其独特的优势
:

灵活多变
,

更贴近市场
,

接近用户
,

拥

有更多的 自主权
,

决策迅速等等
。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
,

江浙一带的乡镇企业
,

小型私有企业如

雨后春笋蒸蒸日上
,

小企业吞并大企业的事例已不鲜见
。

而且从全球来看
,

工业发达国家的企

业都在向小型化发展
。

美
、

英
、

日本雇员不到 50 人的小企业为数众多
,

而且大多经营高科技产

品
,

经营效率很高
,

而我国的国有小企业 自改革开放以来一撅不振
,

在市场竞争中节节败退
。

究

其原因
,

除了和国有大中型企业同样存在着管理体制
、

经营机制
、

管理效率上的问题之外
,

还有

比大中型企业更多的劣势
:

其一
,

企业虽小但人员不少
,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

机构臃肿
,

办事效

率低下
。

有的百余人的小企业
,

非生产人员占了 30 %以上
,

比大中型企业 比重高得多
。

其二
,

设

备陈旧
,

技术落后
,

产品质量低劣
,

无竞争力
。

其三
,

缺乏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
。

由于效益低
,

发

展前景不好
,

无法吸引技术人才
,

现有的人才也
:

干方百计外流
。

其四
,

资金短缺
。

自从国家对企

业的资金投入由
“

投
”

改
“

贷
”
后

,

国家不再直接拨款给企业
,

而是要从银行贷款
,

贷款要付利息
。

而且市场经济条件下银行都长着
“

势利眼
” ,

对于无偿贷能力的企业不予贷款
。

因此
,

资金问题

是国有小企业无法摆脱困境的枷锁
。

基于以上的分析
,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

国有小企业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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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中型企业
,

尤其是国家重点扶持的企业相抗衡
;
也无法与拥有国外先进技术

、

资金雄厚的

三资企业相抗衡
。

那么
,

目前形势下
,

国有小企业该如何生存和发展呢 ?

笔者认为国有小企业要生存发展必须扬长避短
,

改变 目前的经营方式
,

必须尽力做到
:

1
、

以灵活为资本
。

国有小企业要充分发挥自己
“

船小调头快
”

的灵活优势
,

根据市场需求多

变的特点来进行经营
,

调整产品结构
,

开发新产品
。

消费者追求新潮
,

企业要开发新潮产品
,

消

费者崇尚复古
,

企业要开发传统文化产品
,

只有发挥灵活多变
、

高效运转的特点才能抢占市场
,

争取主动
。

2
、

加快股份制改建和资金注入
。

国有企业的通病是经营机制
、

产权
、

管理效益以及国有资

产的保值
、

增值问题
。

因此
,

推进国有小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
,

改变资金注入方式 已势在必行
。

根据一些地 区的经验可以采取下面几种形式
:

( 1) 存量折股
、

增量扩股
。

对生产经营状况 尚可
,

盈利情况较好的小企业
,

经过资产评估后
,

把净资产折为国家股
,

并吸收社会法人
、

自然人和企业的部分工人入股
,

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

和有限责任公司
。

( 2) 出售存量
、

吸收增量
。

即将企业评估后的净资产在核减政策性亏损
、

报废
、

坏帐和待处

理损失后
,

出售给本企业职工
,

并按一定比例吸收增量股份
,

改组为内部职工持股的股份制企

业
。

这是一种较为彻底的改制形式
。

( 3) 转债入股
,

债权变股权
。

对一些效益较好的企业
,

经银行部门同意
,

把由银行贷款形成

的一部分 固定资产分解给本企业职工
,

职工按所承担的贷款权额入股
,

并等额匹配 了增量股

份
。

职工股的分红先用于偿还承担的贷款本息 (可以分期偿还 )
,

不足部分 由职工出资补足
。

全

部还清后
,

这部分资产归职工所有
。

对于经营状况不好的
,

扭亏无望的企业可以采取公开拍卖
,

民有民营的形式
,

对长期亏损
,

无法挽救的小企业则坚决地依法破产
。

以上措施可以有效地解决国有小企业产权和奖金注入

问题
,

建立起企业 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的机制
。

3
、

以科技为先导
,

以吸收和稳定科技人才为根本
。

国外的经验表明
,

获胜的总是那些以科技为先导
,

以新产品抢占市场的小公司
。

在科研方

面投入的经 费越多
,

盈利率就越高
,

产品的技术含量越高
,

市场占有率也就越高
。

因此
,

小企业

能否生存发展
,

能否抢先研制出市场需求的新产品是关键
,

而研制新产品
,

提高产品技术含量

要靠企业科技人才
,

所以任何一个明智的企业家都应把吸收人才
,

稳定人才作为治厂之本
。

4
、

建立起不同形式的联合体
,

形成同盟阵线
。

小企业势单力薄
,

要和资金雄厚
、

技术先进的大中型企业相抗衡
,

就必须进行小企业间的

联合或和某大企业进行联合
,

形成在技术上或生产上的联合体和同盟体
。

如和同盟厂进行联合

技术攻关研制新产品
,

互相借用设备
,

形成共同的产
、

供
、

销联合体等
,

这是 目前国有小企业避

免孤单作战
,

求得生存发展的重要策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