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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利益关系与企业所有权结构调整——以中国国有企业为例 

  

【中】周小亮  黄杰阳 

  
如何协调企业内部的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而建立利益兼容基础的效率与财富增长模式，这是

企业和谐发展中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可以推知：利益关系本质上是一

种所有制关系，不同的所有权结构决定了不同的利益关系，因此，协调利益关系的制度基础是调整企业所有权

结构。为此，本文： 

首先，从理论上，简要回顾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相关企业理论的生产要素的分类，基于效用价值论与生产

函数分析的要素分配论，以及现代企业理论中企业所有权结构与各类权利主体的收入分配关系等有关理论要

点。同时着重围绕着企业的性质及企业所有权如何在各个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匹配，简要地评述各个经济理论

流派在此问题上的不同的看法。指出：（1）马克思经济学是立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侧重从剩余索取权（“剩

余价值”）角度，主要分析了资本主义企业所有权在雇主（人格化的资本）与雇员之间极端不对称匹配以及由

此引起的劳动异化和阶级矛盾问题，强调马克思关于企业的理论观点是系统综合的，对于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分

析与资本主义企业现象相符合。（2）新古典经济学企业理论通过引入生产函数、微积分求导等分析工具，使该

理论具有较强的逻辑性和可操作性。但是新古典经济学企业理论的忽略了社会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对企业生产

的影响，抽象掉了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契约网络。（3）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新古典价格理论中引入交易

费用，强调企业的本质是一种合约结构，认为企业物质资本所有者必须拥有剩余索取权，组成一个专门从事监

督合作成员行为的团体，才能提高监督效率，其中心要点论证资本雇佣劳动的股东至上主义模式是最有效率的

企业所有权结构。但他们忽视了人力资本和广大劳动者的利益企求，因此其本质是一种忽视公平的不和谐企业

理论。（4）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企业的雇员与资本共同控制理论将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引入与应用到主流企

业理论之中，强调应赋予企业中人力资本所有者一定的剩余索取权，把“分享剩余”与“共同控制”作为一种

“激励工具”，从而形成有效的公司所有权结构与治理结构。这种理论揭示出不同要素所有者利益协调共享企

业所有权的前景。 

其次，分析了传统计划体制下因国有企业所有权单一、集中的归属结构而产生利益不兼容的问题，并借用

利益集团的范畴，从整体主义方法研究国有企业所有权改革过程不同利益集团的偏好要求及两种不同的改革模

式。本文认为计划经济时代物质资本稀缺，国有企业所有权集中于政府主管部门行使的安排，有利于国家集中

统一调度资源，凝聚人心士气，减少贫富差距。但是物质资本的地位过分强调，致使企业职工无法直接与生产

资料结合，丧失了劳动积极性，同时，国有企业人力资本产权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失，制约了企业职工收入水

平的提高。不仅如此，国有企业所有权单一集中的归属结构会产生利益不兼容的问题，如（1）企业所有权单

一、集中地属于国家，需要通过层层委托代理人行使，代理成本很高，治理效果不好。（2）高度单一化、集中

的国有企业所有权机制不能对成员有效地激励，不能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3）现代企业聚合了各种不同类别



的生产要素，技术生产工艺复杂，而国有企业所有权单一集中的结构也不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多种生产要素有机

耦合、相机治理的要求，也就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结合国有企业所有权的改革进程，借用利益集团的范畴，建立三个理论假设，运用整

体主义方法分析了国有企业三大不同利益集团的偏好要求、要素禀赋和职能分工，以及这三大不同利益集团之

间互动与企业所有权结构调整及体制改革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指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重构面对两种模式：

第一种方案是以企业物质资本所有权为轴心将国企整体改制为股份公司模式，这是非对称的改革方案；第二种

方案是在股份公司制基础上共同治理的分享制模式。这种模式是在现代股份公司改制的框架内，基于利益相关

者共同治理原则，让职工和经营管理者等内部人获得股份，并且使全部股权能够流通转让，代表着国有企业所

有权改革的一种较为均衡方式。这种国企改制模式的特征是企业内部成员持股，共同治理和利润分享，因此，

可以称为共同治理的分享制。 

再次，分析了按照非对称模式进行国有企业所有权改革过程产生一些主要问题，并在理论上，分析了国有

企业三个不同利益集团在企业所有权结构改革中的互动选择，指出它们对于三种所有权结构模式有着不同的偏

好，因此，在选择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方案时，会发生互动性的影响，但国有企业中经营管理者的权力优势、集

团组织优势决定了他们更容易获得改革过程的主导地位。在此，我们一方面分析了依照非对称模式进行国有企

业所有权改革过程产生一些主要问题如：（1）按照非对称模式改制会引起企业所有权结构不合理；（2）按照

非对称模式进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出现了以经营管理者为主体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并产生新的既得利益集

团，致使少数人通过资产操纵、财务操纵等手段，利用巨额国有资产无偿占有多数人的劳动，为自己谋取私

利；（3）在非对称的改革方式下引起国有资产流失现象大量存在。 

   另一方面，依据奥尔森理论模型分析了三个利益集团对于企业改制选择集里的三种所有权结构模式有着不同

的偏好，并在三个利益集团权力均等的假设条件下，借用“投票悖论”模型模拟分析了利益集团之间的互动影

响，指出如果按照利益集团选择偏好的分析，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以各利益集团表决的机制进行，碰到的就是集

团之间利益冲突的“投票悖论”局面，就无法通过投票选择形成具有帕累托改进性的改革方案。但这只是在一

种假设前提下的抽象分析，在企业改革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为此，我们基于现实企业改革，认为构造利益集

团互动选择模型的三个利益集团，其权力、地位是不同的。在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就国企体制改革模式进行决

策，不同利益集团的规模、权力和信息就将发挥重要影响。中国实施的是偏重效率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增长

主要依赖于资本推进，代表资本与权力的利益集团处于强势地位。相应地工人团体的地位相对下降，并且由于

普通职工组成的集团人数众多，较易产生集体行动中的“免费搭车”行为，因而容易成为企业改革中的弱势利

益群体。 

最后，本文从实践的角度，提出利益兼容微观机制的塑造，有赖于在利益兼容与协调的框架下，依据产权

多元化和资本社会化的生产方式变化趋势，实现劳动与资本的联合，实现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市场均衡。 

非对称化转轨过程中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资产流失、财务造假等问题，不仅仅是理论描述，现实中也确

有存在。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往往导致大量多年为国有企业做出贡献的工人下岗失业，丧失生存资源，而少数握

有特权的人利用各种手段收购、转移、攫取企业的资产，从而得到暴富的机会。这种现象迫使我们思考如何调

整企业所有权结构才能实现体制改革中的利益兼容，使国有资产得到有效管理和运营,以适应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而企业理论的发展与现代企业的实践表明：我们有必要从物质资本（非人力资本）“决定论”和“至上

论”的传统思维转变到多种性质资本或多种资本化的生产要素聚合而成“共享论”。尤其是在知识经济时代，

人力资本在企业中具有越来越大的主导性力量和专用性，专门匹配于企业的经验和技能离开企业很难获得报

酬，在企业经营过程和破产时也要承担风险。因此，人力资本享有企业所有权的谈判实力越来越高。利益兼

容、均衡化的企业改制应做到让劳动、资本、管理、知识等各种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 

为此，在实践上，我们必须在利益兼容思想下构建新型的企业收益分配制度与企业所有权结构的调整。作

为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我们在发展壮大、完善企业制度过程中需要思考如下几点：（1）完善现代企

业制度建设，需要积极推行职工持股与建立职工持股会，提高各类主体参与企业治理的程度，积极探索共同治

理模式，消除内部人控制问题。（2）实现利益兼容，应在微观企业领域建立起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

的现代产权制度。（3）企业剩余索取权结构的调整，要让物资资本所有者与人力资本所有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

共同分享企业收益分配权及剩余索取权。（4）在企业深化所有权结构改革过程中，应注意改革过程中效率与公

平的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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