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出国有经济改革误区 

文/孙凤君 傅春兰 

   十五届四中全会为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指明了方向，其改革之势突飞猛进，但传统的思
维定势和改革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使国有经济和国企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实际上，改革的很多障
碍来自于我们认识的狭隘，因此澄清认识上的误区，为推进改革提供思想动力非常必要。 
   1、 国有经济不等于国有资产，国有经济缩小范围并不等于国有资产不占优势。 
   国有经济是指占有国有生产资料进行的生产经营和非生产经营活动，其特点为：第一，国有
经济拥有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第二，国有经济即包括从事经济活动的企业单位，也包括从事非
经济活动的事业单位，如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科技研究、邮电、气象、水利、农林牧副渔等行
业。第三，国有经济创造的使用价值分两类，一类是物质资料的使用价值，它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
展的基础。另一类是非物质资料的使用价值，如各种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和精神产品，它是人类社
会文明和进步的标志。第四，国有经济既然是经济活动，它就是一种产业行为，必然遵循资本流通
总公式G-----G‘，要求有增殖的行为。因此企业创造物质资料价值的增多，事业单位创造服务产
品和精神产品，关于这类产品的价值，国际社会早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达成了一种共识：他们
在于提高民族素质，追求人文价值，促使人类进步。由此，我们可以断定，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和社会文明的进步，生产物质资料的企业和生产非物质资料的事业都应该大发展。而国家投资的行
政、机关、公安、司法、军队等即不生产物质资料也不生产精神资料的部门，他们占有国有资产，
但不发生经济行为，不促使价值的增殖，应该随社会的进步逐步缩小，马克思称他们为由于社会的
缺欠而产生的部门。国有资产又叫公有资产，是指国家拥有的一切财产及财产权利的总和。它包括
以下几部分：一是国家投资企业的经营性资产，二是国家投资事业单位的非经营性资产，三是国家
投资行政单位的设施。四是国家依法拥有的土地、森林、河流等资源性资产。五是国家依法拥有的
各种财产权利，如股票、债卷等。 
   可以看出国有经济是占用国有资产，并使其产生经济运动的行为，必须明确的是，一、国有
经济只是国有资产或公有资产其中的一部分，经济学上又把以国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经营性资产称
为国有资本。传统的观念是，以国有经济概念代替国有资产概念，实际上国有资产除了根深蒂固的
国有经济概念外，还包括其他几部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国有经济虽然退出了一系列的范围，
但国有资产占优势的地位并没有动摇。财政部2002年底发布的统计数字表明，我国国有资产总量为
118299.2亿元，这个数字实际上指的是有形的国有资产，即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而当
年的私人资产个人存款8.7万亿，金融资产8.4万亿，固定资产10万亿，经营性资产6——7万亿，几
项加总为34.1万亿，已经大大超过了国有资产。但国有资产还有其他几部分，仅自然资源一项而
言，价值迄今缺乏确切的统计，有部门推算，仅已探明的部分矿产资源的价值就达11万亿——13万
亿美元，土地资源价值为25万亿元，西北地区矿产资源的价值为33.7万亿元，其优势地位还是不可
动摇的。二、任何社会的所有制形式都不是单一的或纯而又纯的，而一个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取决于
占主体地位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即大部分生产资料掌握在谁手中。目前大部分生产资料仍然以国有
资产的形式掌握在国家手中，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没有动摇。因此对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理解
就是国有资产或公有资产占优势。三、国有经济缩小范围，是针对改革以前国有经济几乎是公有制
的唯一实现形式。改革后对国有经济的认识不断深化，十五大后思路基本定局：《中共中央关于国
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1999年9月22日）指出：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
局；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推进国有资产的合理流动和重组；要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
不为的方针。规定“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
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 
2006年12月《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国资委首次明确了国有经济发
挥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的具体行业和领域。国有经济应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
行业和关键领域保持绝对控制力，包括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
大行业。国有经济对基础性和支柱产业领域的重要骨干企业保持较强控制力，包括装备制造、汽
车、电子信息、建筑、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勘察设计、科技等九大行业。因此国有经济缩小范
围，是从原来过于宽泛的领域中退出来，集中到国民经济的命脉行业，对国民经济起到控制力、影
响力和带动力的作用。他追求的不是数量的和范围的优势，而是质量的提高和控制的力度。 
   2、国有经济不等于受国家保护的特殊群体。 
   改革以来有一种观念认为，国有经济逐步缩小领地，是由于本身不适应市场经济，因此为了



 

保证社会化大生产的正常运行，国有经济只能在非赢利产业，非竞争产业存在。说国有经济和国有
企业是一个特殊群体，承担着特殊使命。这种特殊论具有片面性，一、就经济活动本身而言，任何
经济活动都要遵循产业资本的运动公式G-----G‘，国有经济与国有企业本身也是一种经济行为，
要求创造价值。经济活动不创造价值，不促使价值增殖，就不是经济活动，是不能维持的，只能渐
渐导致死亡。二、这种认识与国有经济改革目的相悖。改革国有经济的目的是由我国基本经济制度
所决定，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是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
力、带动力，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十六大指出：“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
济命脉，对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具有关
键性作用。”“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重要的企业由国家控股”。国家有必要利用
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国有经济，支持集体经济的不断壮大，并与集体所有制一起巩固社会主义的生产
关系，确保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公有制性质）。同时，国有经济以自身的雄厚实力和优势，
通过竞争、投资和信贷等市场行为与机制，从企业内外部影响和制约非公有制经济，扬利抑弊，使
其为社会主义服务，因此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载体。三，从实践上看，国有企业以其强
大的优势，一直独占企业的熬头地位。2002年到2005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户数从15.9万户
减少到12.7万户，减少了20%，但国有资产总量从6.4万亿元增加到8.6 万亿元，增长了34.4%；销
售收入从8.3万亿元增加到14.2万亿元，增长了71.1%；实现利润从3764.3亿元增加到9682.8亿元，
增长了157.2%；上缴税金从6794.6亿元增加到11919.3亿元，增长了75.4%。2005年，全国国有及国
有控股工业企业在全国工业企业中的比重，户数仅占11%，但销售收入占35%，实现利润占45%，上
缴税金占57%。目前国有控股的境内外上市公司共1000余家，其国有权益和实现利润分别约占全国
国有企业的17%和46%，累计筹集资金超过1万亿元，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已成为国有经济的骨干力
量和国有资产的富集区。从2002年到2006年，我国进入世界500强的内地企业由11家增加到19家，
这些企业全部是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包括金融类企业)。实践证明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
中充满活力。 
   3 国有企业的改革不等于产权改革。 
   长期以来一提起国企改革，很多人习惯的思维定势就是对国有企业一卖了之，或者产权私
有。我们认为这种理解有以下几点偏颇： 
   它是一种传统的思维定式。改革开放前，根深蒂固的观念是国有经济是公有制的唯一存在形
式，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并没有错。国有经济就是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国有与国
营合二为一，这也是当时的真实情况。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参与市场的主体必
须拥有独立的自主决策权。全民所有制企业必须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国家把经营企业的权力归还
给企业，国营企业称为国有企业。如果按照以前的思维定式必得出以下结论：国家不进行经营，自
然就是国家不拥有企业，国有经济不存在了，公有制也就不存在了，社会主义也就不存在了。 
   对国有企业改革理解的肤浅化。 国有企业改革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公司制度是现代企
业制度的有效实现形式，它的特征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对现代企
业制度的含义应该做全面理解，第一，这四个基本要素是公司制度的一个整体，不能单独强调产权
因素，或其中某一因素。第二，对产权制度的理解不应该抽象化，一定历史阶段产权制度的选择虽
然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但它必须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客观标准，同时深受社会上层建筑、意识形
态的影响。生产关系或其中的产权制度的选择从来都不是单独私有化就能解决的问题。第三，对产
权清晰的理解不能片面化，以为只有财产私有化和国有资产量化到个人，产权才能清晰，是片面
的。实践中我们已经采取了独资、控股，参股等多种形式。第四，马克思对企业运动规律的剖析指
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企业运行的基础，在一定资本基础之上，企业的顺利运行需要两方面条件，
一是从企业内部看，企业资本要顺次经过购、产、销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必须遵循企业的运动
规律和运行要求，各个阶段资本的空间并存和时间继起。二是从企业外部看，企业必须能够买的
进，卖的出，实现物质替换和价值补偿，这需要社会生产按比例进行，政府的宏观调控和良好的市
场环境等综合性因素。因此企业能否正常运行，产权即资本所有权只是一个即存的条件，而企业自
身运行规律，市场环境才是企业运行的根本，即便是私有制企业也是如此。那种以为私有制能调动
人们生产管理的积极性，把企业改革归根结底到产权改革上，不符合企业运行规律。实际上强调私
有权的无上性，是以抽象的人性论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是唯物论者，他不承认抽象的人性存在，
强调人的本质的社会性，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特性会随实践的推进和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变化。
因此私有权不可能诠释所有的问题（作者单位：孙凤君/承德医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室；傅春
兰/石家庄工程技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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