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入本站旧版   
站内信息检索

  搜索

《世界经济》2004年第12期                                                   [PDF全文下载] 

国有企业改制的成因：对五个假说的检验 

郭凯  姚洋 

[内容提要] 我们利用1995～2001年期间11个城市企业水平的面板数据对5种国有企业改制成因的假说进行了检验。我们

发现，改制与企业预算约束的硬化之间有正向的关系，而过高的债务和冗员率则抑制了企业的改制。市场化和地方政府的

财政状况对企业的改制也有一定的影响，但企业效率的改进在改制决策中不起作用。这表明，市场建设对于促成有效的制

度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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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结  论 

    我们的研究发现，改制并不是地方政府为了改进企业的效率而发起的；银行的商业化硬化了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而

市场化加强了国有企业所面临的竞争，两者降低了国有企业的生存能力，导致政府税收的减少以及就业的下降；但是，过

多的债务和大量的冗员严重束缚了改制的进程。这些结论和中国的总体情况及主要事实相符。改制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共

识，而惟一的障碍就在于缺乏足够的财政资金来处理过多的债务和冗余的职工。 

    政府之所以在进行是否改制的决策时不考虑效率，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亏损的企业仍然能够向政府支付税收，并维持

相当规模的就业。相反，市场化和改善了的预算约束则常常会导致企业的停产，这样政府的税收和职工的工资就都成问题

了。效率假说不成立的另一个原因是，改制是多个主体之间的相互博弈，这会阻碍有效制度变迁的产生。 

    国有企业给政府带来的财政负担并不影响改制决策，这一特点可能和地方政府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有关。一方面，政

府可以拒绝为不缴纳社会保险企业的企业支付养老金；另一方面，它们可以向中央政府寻求更多的补贴，来弥补资金缺

口。目前，中央政府向一些省份提供补贴，同时还设立了社保基金，以应对养老金体系的突发性资金缺口。这些措施可能

增加地方政府对于危机发生时中央政府将会给予资助的期望。总体说来，避免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预算软约束问题

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当对整个社会稳定有重要影响的危机发生的时候。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市场建设对于有效制度变迁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我们的研究对制度研究的一个贡献。尽管制

度变迁总是意味着巨大的利益再分配，但是中国的经验则清楚地表明，市场建设可以是渐进的，其分配后果也是温和的。

一次市场驱动的制度变迁，或者是决策者自愿的选择，或者是集体行动的均衡结果，但往往两者都会适应市场环境的变

化，因而效率可以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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