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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把脉国企  

http://www.crifs.org.cn  2005年9月24日  赵云旗 

随着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深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正式提到议事日程，成为社会各方

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国有企业有着最直接的关系，这无疑引起广大国有企业

者的种种忧虑和思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会对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什么影响，是值得全面分

析研究的。  

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建立的目的、意义和作用来看，它对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产生多方面的

积极效应是首先应该肯定的。  

第一，实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有利于国有企业尽快建立起现代化产权制度。 

产权制度是现代化企业制度的显著标志之一，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所在和主攻方向，它

要求做到“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密、流转顺畅”。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以国有资产保值

增值为主要内容的。但是，我国的国有企业长期存在着产权不清的问题，由于产权不明确，国有资

本谁也不关心，保值增值难以实现。而且，国有资本能产生多大的增量，靠国有资本经营收益预

算、经营支出预算也难以搞清楚。我国企业改革20多年的实践证明，在现有的这种企业组织形式

下，政府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投入多大的监管人力，都不能很好地实现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

这就说明，要实现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必须深化国有企业产权制的改革，建立现代化产权制度，

把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建立在现代化产权制度的基础上。离开现代化产权制度，就实现不了国有资

本经营的保值增值。所以，通过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可以有力地推动

国有企业的全面改制，加快建立产权制度的步伐。 

第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有利于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 

用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是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和进一步强化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的需要。党

的十六大三中全会明确要求，“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为国有企业改革指明了目

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全面实现股份制改造，使国有企业转变为投资主体

多元化的股份制公司。国有资本预算中长期预算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国有资本预算体系是变

现预算和经营预算的统一，在编制周期上是中长期预算和年度预算的结合。国有资本中长期预算是

配合国资管理，使国有资本集中在涉及国家安全、自然垄断和公共服务等领域，退出一些充分竞争

性、更适于非公有制成分发展的领域。在完成这一过程中，要求必须坚持股份制替代国有企业的改

革方向。同时，国有资本中长期预算的制定必然会给某些企业带来压力，从客观上也推动了国有企

业的全面股份制改造。而且，国有资本经营，应该是在国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股份制公司条

件下的国有股份增减行为，通过国有资本预算，把不能保值增值的国有股权减持，把保值增值的国



有股增持。因此，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实施，有利于企业的全面股份制改造，尽快建立起现代化企

业制度。  

第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有利于国有企业做大做强。  

随着我国财政体制的深化改革，我国公共财政体制日益确立，按照公共财政的理论要求，政府

财政支出的趋向主要是基础设施、社会保障、文化科技等具有公共性的领域，而具有经营性的、竞

争性的国有企业已不在政府支出的范围之内。根据这一原理，我国目前政府财政已不再给国有企业

注入资本金。在这种情况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作用日益突现，它有着公共财政预算不能代替的

功能、特点和作用，给国有企业注入资本金只有它能承担。因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收入主要来源

于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支出安排也以追求经济效益和资本金绩效为目的，这恰恰是公共财政所不具

备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建立后，可以名正言顺地、理直气壮地对国有企业补充资本金，特别是对

国家必须控制的领域和对国家未来发展有重要影响的领域进行投入，有利于国有企业做大做强。  

第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使国有中小企业的改组成本获得保障。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指出：“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机制，进一步推动国有

资本更多地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其

他行业和领域的国有企业，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在市场公平竞争中优胜劣汰。”根据十六届

三中全会的精神，非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国有企业，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的途径，

在市场公平竞争中求发展和生存。其中，有一些必须退出市场的国有企业，要经过破产、倒闭等形

式被市场淘汰。目前我国有17.9万家国有企业，资不抵债和空壳企业占国有企业总数的47.8%。这些

中小国有企业退出市场，需要有国有资本转让受益来支付这种改革成本。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后，国资管理部门就可以分享国有企业的税后利润，包括股息、红利及其他形式的收入，有能力对

这些退出市场的企业做出必要的安排。国有中小型企业改革成本有了保障，就会妥善解决国有企业

因深化改革带来的诸多问题，使国有企业改革顺利推进。  

第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有利于防止国有资本的流失和浪费。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实行“政企分开”，保证国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使其在市场经济中自我

决策，自我经营，自我发展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国经济目前还处在转型时期，各种制度不规

范，国有企业中现代化企业制度很不完善。在这种特定的阶段，由于监督不到位，在国有企业中出

现大规模的资产流失。目前国有企业不上缴利润，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拥有庞大的税后利

润结余，仅2004年1月至8月，国资委监管的186家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利润3203亿元，全年利润总额突

破4000亿元。巨额的利润结余，国资管理部门不清楚，管不着，全部由国有企业自主支配，存在着

很大的随意性，极易造成资本流失，就会因决策失误造成极大的浪费。所以，近年来国有企业中国

有资本的流失成为引人注目的大问题。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建立后，由于将企业的经营收入和支出纳

入预算管理，作为出资人的国资管理部门就可以有效地对国有企业加强监督，并通过预算渠道摸清

国有企业的家底，防止和减少国有资本的流失。  

但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也有让广大国有企业家担心的地方。国有资本的经营预算编制如果伸

延到国有企业一级，企业的收支被统得过死，就会影响到企业独立经营、自我决策的权力，企业就

会退回到计划经济的体制之下，国资管理部门就成为名副其实的“婆婆+老板”了。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就会与市场经济下政企分开的改革方针发生矛盾，就会严重地影响企业的发展。所以，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要把握适当的范围和合理的尺度，只发挥“资产所有者”的职能，不能再充当“社会管理

者”，更不能由此干预企业的经营行为。  

国有资本经营是国有资产管理在微观层次的工作，这一层次的工作只能介入到股东权利。因

此，所有权和经营权严格分离，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的前提之一，只有这样才会避免对国有企

业产生种种负面效应。 

 

    文章来源：中国财经报      （责任编辑： z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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