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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公有制 积极探索国有大中型

企业改革与发展的新思路
`

魏晓峰 张桂华

(盐城工学院成人教育处
,

盐城工学院教务处
,

盐城
,

2 2 4 0 0 3)

摘 要 论述 了国有大 中型企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支柱
,

国有大中型企业必须积

极探索
,

拓宽改革和发展的思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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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大中型企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要支柱
,

它们改革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社

会主义制度的兴衰
,

所以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一直为党和国家所高度重视
。

但近几年来
,

国

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却步履艰难
,

面临种种困境
。

一些人借机对国有经济大肆抨击
,

有人说国

有经济同市场经济不相容
,

香港有些学者说得更露骨
,

国有企业晚死不如早死
,

慢死不如快死

等等
,

更为严重的是有些地方当权者打着
“
产权革命

”

的旗号
,

开始实行基本取消国有企业或严

重削弱公有经济的举措
。

针对这种情况
,

我们很有必要进一步认清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社会

主义方向
,

澄清模糊认识
,

同时
,

还要积极探索
,

拓宽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与发展的思路
,

这在

理论与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

一
、

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和壮大公有制经济
,

改革所面临

的困境不能归咎于国有制自身

党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三 中全会都明确指出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紧

密结合在一起的市场经济
,

是既应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又应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

市场经济
。

因此
,

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应该是
:

既要从总体上保持公有制经济

的主体地位
,

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

又要找到公有制的最佳实现形式
,

使它们真正成为市

场竞争的主体
,

按市场经济规则运行
,

让他们充满生机与活力
。

目前
,

国有企业的改革确实 已远远滞后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
,

困境重重
,

亏损严重

(三分之一盈利
,

三分之一明亏
,

三分之一暗亏 )
、

负债经营
、

没有活力等等
。

那么国有企业所面

临的困境是不是因为
“

国有
”
而造成的呢 ? 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

我们说社会主义能使生产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
、

更高
,

根本原因就在于社会主义经济是

以公有制为基础
,

从根本上消除了资本主义社会所无法解决的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

占有之间的矛盾
,

就在于社会主义公有制 比资本主义私有制能容纳更高水平的生产力
。

国有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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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所面临的困境
,

并不在于 国有制 自身不好
,

而在于 目前国有制的实现形式有缺陷
,

在于国有

企业 尚未完全从过去统得过死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中解脱出来
,

真正成为自主经营
、

自负盈亏

的经济实体
,

也在于企业内部的经营机制还存在许多弊端
。

有人看到实行私有制的西方发达 国家经济富裕
,

就认为私有制能促进生产力发展
,

这是典

型的片面之见
,

是只见现象
,

不见本质
。

全世界实行私有制的国家有 100 多个
,

其中真正经济发

达的国家不到五分之一
,

大多数实行私有制的国家经济并不富裕
,

如亚
、

非
、

拉等有些实行私有

制的国家还相当贫穷
。

我们对国有企业连连不息的改革
,

正是为了让 国有企业充满活力
,

在多种经济成分中起主

导作用
。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国有大 中型企业改革的过程中
,

我们只有通过改革
,

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

而决不能动摇和削弱这种地位
。

否定
、

取消公有制经济的主体

地位
,

实际上就是否定和取消社会主义
。

二
、

改革国有大中型企业
,

使之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
,

确实有很大的困难
,

所

以我们要积极探索
,

拓宽公有制企业改革的思路

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
,

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和改革成败的关键
,

是世

界上没有成功先例的开创性事业
,

我们既要稳妥前进
,

又要大胆探索新的思路
。

首先
,

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应放在搞活国有资产方面
,

确立资产可以经营的新观点
,

以确

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
。

目前国有企业缺乏生机与活力的根本原 因在于国有企业资产处于凝固状态
,

这既不利于

国有资产的保值
,

更不利于国有资产的增值
。

有人讲
,

国有企业不活的核心在于利益机制
,

包括

国家和企业
,

企业与职工的利益关系
,

这个说法虽有一定的道理
,

但却仍 只是注重表面现象
,

虽

然经济利益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间题
,

但一切利益关系归根结底都是由财产关系决定的
,

在

企业与财产的关系上
,

资产及其资产的增值才是本质
。

搞活国有资产
,

其实就是把静态的被凝固的国有资产变为动态的可流动的国有资产
。

我国

有相当一批国有企业的资产处于实物形态的凝固和闲置状态
,

其价值形态在加速流失
,

我们如

果把这部分国有资产变为可流动的
,

那么就可以避免这种浪费
。

国有企业有流动的资产可以能

够适时地将资产投入到社会最急需发展的部门
、

行业
、

产品上去
,

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

这样使

资产不断获得增值
,

国有资产的流动
,

可以及时对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及时起到导向作用
,

实

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
,

这对于壮大整个社会主义经济无疑是大有好处的
。

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
,

要搞活国有资产
,

就必须出售部分国有产权和直接处置部分闲置的

国有资产
,

这样做不会使国有资产流失
,

而是把实物形态转化为价值形态
,

再用这部分价值形

态去形成更多的实物形态
,

这对国有资产的存量没有任何影响
,

反而能扩大国有资产
。

要搞活 国有资产
,

还必须改变国有企业的资产主体一元化的状况
,

实现资产主体的多元化

和资产经营方式的多样化
。

用什么方式能够形成市场竞争的优势
,

能够赚取更多的利润
,

企业

就可以采取什么形式 〔’〕
。

因此我国国有企业就完全可以通过拍卖转制
、

股份合作
、

国有民营以

及同外资嫁接或同乡镇
、

集体与私人企业合资等
,

经营方式或承包
、

或租赁
、

或股份制
,

这样使

国有资产灵活运用
,

才能流水不腐
。

其次
,

在强调给国有企业以更大 自主权的同时
,

关键是落实 自主钱
,

使国有企业有自负盈

亏
、

自我积累
、

自我发展的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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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有企业改革难度最大的是企业的自负盈亏
,

这也可以说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中的

尖端问题
。

解决这个难题最主要的是明确负亏的主体和负亏的能力
。

国有企业理论上讲
,

应是

国家所有者去负盈亏
,

但现实的间题是
,

我们既不能改变国家所有
,

又要让企业去自负盈亏
,

这

显然就是一个矛盾
。

我们也清楚
,

国有企业不能躺在国家身上吃
“

大锅饭
” ,

统统由国家承担亏

损的责任
,

弄得国家财力很紧张
,

企业效益普遍不好
,

所以国家必须甩掉这个沉重的包袱
,

让国

有企业自负盈亏
。

现在的问题是国有企业有无能力 自负盈亏
。

据国务院有关部门调查
,

目前国有企业上交利

税达 90 %左右
,

企业留利只有 10 %
,

而企业自身的负担却相当沉重
,

从债务看
:

固定资产 3 万

亿元左右
,

欠银行的贷款已过 2 万亿元
; 冗员

.

:

国有企业中的多余职工
,

至少有 20 % ~ 30 %
,

加

上已经退休的 20 %
,

总计达 40 % ~ 50 %
;
办社会吃

、

喝
、

拉
、

撒
、

睡
,

幼儿园
、

学校
、

医院等一应俱

全
,

企业根本就无钱搞技术改造
、

开发新产品
,

企业不具有 自我积累
、

扩大再生产能力
,

一旦出

现亏损
,

企业拿什么去负亏呢 ?

有了自主权
,

但没有自主钱
,

好比是光杆司令
,

权力很大
,

但指挥谁呢 ? 目前美国
、

英国的企

业留利达 50 写左右
,

香港更是高达 80 %
。

有人讲
,

目前我国的财政比较困难
,

国家还 比较穷
,

所

以企业多交点利税也是合乎情理的
。

但问题是你既要国有企业有活力
,

又让它没有积累能力
,

好比是既要马跑得快
,

又要马少吃草
,

这是不可能的
。

所以我们认为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
,

当务之急是使企业有充分的自主钱
,

可以使企业留利

达到 30 %或 40 %
,

象首钢
、

二汽经过承包
,

逐步达到留利 40 %
,

企业就有了很大的活力 21[
。

再次
,

强化国有企业的管理
,

核心是解决人的问题
,

应大力提高国有资产代理人及经营者

的管理水平
,

增强他们的党性
。

就私有制经济来说
,

企业的所有者是谁明明白白
,

企业主关心 自己的企业
,

干方百计不让

自己的企业遭受损失
,

是不言 自明的
,

在全民所有制经济条件下
,

全民资产的所有者是全体人

民
,

但 12 亿人民当然不可能直接去管理企业
,

最终将落到一些代理人或经营者手中
,

这些管理

者能否克尽职责
,

真正用全民资产增进全体人民的利益
,

从我国实践来看
,

主要取决于他们的

党性
。

从一些亏损企业中可以发现
,

他们的管理者与经营者责任心很不强
,

而盈利企业的管理

者与经营者党性觉悟都很高
。

1 9 8 8 年以来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大幅度滑坡并非出自产出的减少
,

而在于全民资产的所

有者代理人并没有真正维护全民利益
,

出现了不负责任的投资浪费
、

集团购买力浪费等
,

一些

国有企业的经营者没有战略眼光
,

缺乏现代管理水平
,

习惯于封闭经营
,

使企业潜力没有挖掘
,

产品缺乏竞争能力
,

更有甚者
,

视国家财产如草芥
,

吃喝挥霍
,

化公为私
,

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

尽管全国有
’

2/ 3 的国有企业处于亏损状态
,

但庙穷方丈富的现象比比皆是
。

所以我们认为要选择真正优秀的人担任企业的领导
,

这些领导人不仅要具备较高的现代

管理水平
,

而且他们应当具备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优秀品质
,

象爱护个人财产那样爱护全民

财产
,

那么国有企业走出困境将充满希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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