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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私有化的失误及警示 

  陆南泉 来源：《人民论坛》2008年第2期 

 

  由于俄罗斯私有化的首要目的是尽快摧垮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因此，俄罗斯私有化从指导思想与方法等方面，都存在严重失误。私有化

为原领导人和投机者大量侵吞国有资产大开方便之门。 

  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30年，实际上也是我国所有制改革不断深化的30年。在深化所有制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取得了许多成绩，但也走过

一些弯路。如何让我国的所有制改革更加顺畅，从而促进民营经济更好发展。俄罗斯所有制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 

  俄罗斯的私有化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改制后的企业效益并不明显，俄罗斯私有化从指导思想与方法等方面，都存在严重失误。 

以西方产权理论为指导的私有化 

  俄罗斯在上个世纪90年代推行的私有化，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从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可以说，私有化作为一种经济思潮已波及全

世界。 

  俄罗斯私有化的构想是以西方产权理论设计的。西方产权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以私人占有权为主要基础来实现产

权交易与重组的机制；私人产权是最有效的产权，它能保证给个人行动提供最大的激励与必要的成本约束；私有产权制度是最具效率的产权

制度形式；等等。上述西方产权理论，符合20世纪90年代初刚上台的俄罗斯民主派国有制企业改革的思路。 

  俄罗斯推行私有化的政策与理论一般有以下几点：所有制改革的基本出发点是取消国家的直接经济职能，把权力交给企业；改革所有制

政策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国家所有制绝对没有效率这个总体想法的基础上的；私有化是市场化的必由之路；把小型企业，特别是商业、服

务行业、饮食业等，通过转让、出售等途径变为私有实行私有化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不论何种所有制形式，都必须实行自由经营；不再

坚持以公有经济为主体。 

  俄罗斯想通过私有化达到的目标是：使所有制结构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企业不再受政府的直接控制；使国家摆脱亏损国营企业的包

袱，减少财政补贴，回收资金以弥补财政赤字；提高企业经营效益，为整个经济注人活力；建立起以私有制经济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 

  俄罗斯的私有化分为小私有化与大私有化两种基木方式。小私有化是指对小型工商企业、饮食业、服务业及一些小型的建筑企业实行私

有化。对实行小私有化的小企业的标准.各国都有一些规定，俄罗斯规定的标准是：截止到1992年1月l日，固定资产净值不超过100万卢布，

工作人员不超过200人。 

  小私有化一般采取只种办法进行：公开拍卖、租赁和出售。小私有化 进展较顺利，速度也较快，一般在2一3年内完成。从1992年实际

起步到1993年底结束，俄罗斯小私有化基本完成。 

  大私有化是指大中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这比小私有化复杂得多，进展也较慢，出现的问题也较多广大私有化的具体办法分无偿分配和

有偿转让，采取的主要形式是股份制。考虑到大私有化难度大，因此大多数国家对大私有化实行分阶段进行，俄罗斯先实行非国有化，之后

逐步使产权转移。 

  1996年，俄罗斯以转让国有资产为主要内容的大规模的产权私有化己基本结束。私有化企业在俄罗斯企业总数中的比重与其生产的产值

占全俄 GDP的比重均约为70%。 

私有化造就了经济和国家政权的寡头化 

  由于俄罗斯私有化的首要目的是尽快摧垮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因此，俄罗斯私有化从指导思想与方法等方面，都存在严重失误。 

  为了尽快培植起一个广泛的私有者和企业家阶层，形成一个资产阶级，俄罗斯实行无偿的证券私有化，力图用相当于当时国有资产总值

的1/3的证券，让公司购买私有化后的企业的股票。但实际上，由于严重的通胀因素，原值可购买一辆小汽车，变成只能购买一箱啤酒。 

  更为严重的是，广大居民手中持有的私有化证券大部分落人领导人手中，或者落人搞欺诈和投机的公司手中。据一项调查显示，俄罗斯

61%的新企业主原来都是党、政府、企业的精英成员。就是说，私有化为原领导人和投机者大量侵吞国有资产大开方便之门。他们从事投

机，大发横财。 



  俄罗斯在私有化过程中，企业治理实行的是经理人员控股的“内部人控制”的模式。据调查，1994年，私有化的企业中，65%股权为内

部人所掌握，13%仍在国家手中，而外部人与法人总共只控股21%。这样，企业内部人主要是经理人员的利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在改造国有企业过程中，没有考虑如何保护国有企业已经形成的潜力，并使其继续发挥，而是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匆匆把国营企业

推向市场。在改革国有企业的同时，也并没有去研究和解决如何改变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机制问题。这些因素，也是导致俄罗斯在转轨初期

产生严重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通过私有化，造就了经济和国家政权的寡头化。从1992年到1998年，俄罗斯从大量的、全面的私有化中仅仅得到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1%

的收人。其余全落人人数很少的所谓“寡头”集团的腰包。俄罗斯经济转轨进程中，出现了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的互相融合与发展，形成了

寡头政权。 

  此外，俄罗斯的私有化还导致了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私有化后，经济效益没有提高或者变化不明显，产生了许多社

会问题。主要有：失业人数增加；经济犯罪日益严重；对整个社会经济犯罪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加速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如一方面出现了

暴富的“新俄罗斯人”；另一方面出现了大量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广大居民阶层，这必然招致社会大多数人的不满，使社会处于紧张状态。 

  普京第二任期以来，在国民经济的一些主要部门出现了明显的重新国有化现象。重新国有化后，形成的大型企业集团，就有可能在某个

行业与部门产生垄断，从而阻碍正常竞争环境发展，出现有国家背景的腐败，从而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效率的提高起到不利的影响，这些问

题值得关注与研究。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原副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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