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中国共产党党史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 当代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发展史 大事记

列宁主义 邓小平理论 科学发展观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 马克思主义研究部 专题参考 辞典

  您的位置：首页 - 上海邓研中心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新认识

   [Time]    来源：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新认识

 

                                    上海市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  

    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提到，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这里讲的公有制经济，是具
有新的认识、富有新的含义的公有制经济。  
  传统体制下的公有制是由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两个部分组成。但是长期以来，全民所有制
始终是处于名实不符的状况之中。全民所有制，按理说应由全国人民所共有，但是在农村集体所有
制同时存在的条件下，全民产权实际上主要是与城市居民相结合，广大农民却不能进入全民企业工
作而游离于全民资产之外；而且当时也难有统一的全民所有制财产，大量全民财产实际上是处于地
区与部门分割之中。  
  公有制特别是全民所有制的实际情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发展，使我
们开始对公有制特别是全民所有制进行重新审视与重新发展。严格意义上的全民所有制，应该是整
个社会的全体人民占有整个社会的全部生产资料，但是现阶段或者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远
没有达到社会发展的这个水平。在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尚有集体经济与全民所有制共存，在改革开放
的历史时期，更有各种非公经济与之共存，从而这样的全民所有制不如称之为国有经济比较科学。
过去国有经济的称呼也有，但那仅仅是作为全民所有制经济的表现形式，即在国家存在的条件下全
民所有制的表现形式。如今国家所有制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已经成为独立的经济形式，这是理论
上的一个创新。  
  国有制或者原来所说的全民所有制探索中的一个最大创新，是认识到国有制或者说全民所有制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完善。这个不完善，不仅是指大批非国有经济存在而对它发生的制约，更
是因为国有制或全民所有制本身的不纯粹，这主要是指国有制或全民所有制内部存在着所有权与经
营权的分离，更透切地说是全民不全，或者说在国有制或全民所有制内部存在着一定的企业集体所
有制的因素。这也是与市场经济的改革导向有关。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一切企业，不论是公有还是
非公有企业，都只能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与主体。市场经济，说到底就是大批自主企业互相运作的过
程与结果。1984年，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已经明确指
出，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就是塑造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制约、自我发展的市场经济的自
主主体。1993年推出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方案，要求国有企业建立自主的法人治理结构，也是为了
塑造国有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自主地位。问题是国有企业改革长期没有到位，从而面对个体、
私营等非公企业从无到有，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如鱼得水、蓬勃发展，而我们的国有企业却大批丧失
原有优势，而渐渐陷于困境，这不能不是一个极其沉痛的教训。但与此同时，却有上海宝钢、四川
长虹等一批国有企业，经改革而取得了辉煌的发展业绩，究其主要原因，也是企业自主权的基本到
位（尽管多是在特殊条件下取得的），并在此基础上取得了经营、管理、技术等方面的创新与发
展。可见，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尊重国有企业的自主权与利益，是客观的必然和要求。也正由此，
不管你把它叫作经营权也好，企业利益也好，企业集体所有制因素也好，都是说企业在国家所有制
的权利中必须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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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与结果。1984年，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已经明确指
出，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就是塑造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制约、自我发展的市场经济的自
主主体。1993年推出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方案，要求国有企业建立自主的法人治理结构，也是为了
塑造国有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自主地位。问题是国有企业改革长期没有到位，从而面对个体、
私营等非公企业从无到有，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如鱼得水、蓬勃发展，而我们的国有企业却大批丧失
原有优势，而渐渐陷于困境，这不能不是一个极其沉痛的教训。但与此同时，却有上海宝钢、四川
长虹等一批国有企业，经改革而取得了辉煌的发展业绩，究其主要原因，也是企业自主权的基本到
位（尽管多是在特殊条件下取得的），并在此基础上取得了经营、管理、技术等方面的创新与发
展。可见，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尊重国有企业的自主权与利益，是客观的必然和要求。也正由此，
不管你把它叫作经营权也好，企业利益也好，企业集体所有制因素也好，都是说企业在国家所有制
的权利中必须有一定的权利分割。国家所有制的不纯粹，或者说国有企业的这个权利分割，正是在
公有制环境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客观基础，也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
要动力源。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还提到，今后的国有资产，将由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
人职责，这无疑也是对国有制的一种新认识。在20世纪50年代初，有一批被称为“地方国营”的小
型企业，不过没过多少时间，“地方国营”之说消失了，全民财产全归大一统国家或者说中央所
有，以与高度集权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而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国家所有的两级分割，是
对改革开放现实的客观承认。长期以来，用地方财政或者地方政府筹资兴建的一些工程与企业项
目，如果也作为中央或者说全国国有而平调出去，那必会降低地方发展区域经济的积极性。而对国
家所有制的两级划分，无疑对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能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所有制或者说国有经济是一种中央与地方政府两级所有、并含有相当
程度企业权益的国家所有制，是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国家所有制。  
  在集体所有制方面，传统的“一大二公”、“政社合一”  
  的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已经成为历史。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基础的农村集体所有制，严格地
说早已是一种集体成分不多的不完善的集体所有制。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双层经营，即在家庭联
产经营层次上组织起来的农业技术、物资供应、农产品销售等方面联合组织或者说新型的合作社，
才称得上是完善意义上的合作组织。但这一层次上的合作组织现实是并不普遍，恰恰是非公企业在
这一层次经营上相当活跃。  
  在乡镇集体企业方面，“苏南模式”曾经是乡镇企业发展的一大典型，尽管有乡镇政府因素参
与期间，但总体上是乡镇大范围内的居民的集体所有。1995年以后，随着股份合作制的推出，大批
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发生了重组。江苏等地除了一部分上规模的企业仍由乡镇控股以外，多数乡
镇企业实际上已由原来的经营者等个人控股。股份合作制作为当前乡镇企业的一种重要形式，实际
上已是具有一定集体所有制因素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形式了。  
  在农村，还有如华西村、南街村等比较坚持传统集体经济模式的地方，并也取得了经济的长足
进步与出色发展，但这只能是一些特例，并且也是不断适应市场经济外部环境的一些特例。  
  在城市的改革与发展中，也出现了一批由个体劳动者重新组织起来的合作组织。  
  可以说，无论是国有制还是集体与合作制经济，都不是处在纯粹的形态，而是从内容到形式，

 



都出现了多方面的变化。  

--2002/12/20--《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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