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约束失效的原因 

文/茹长云 齐荣光 

当前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尚未完善，激励约束失效，国有资产流失仍很严重。国有企
业经营者激励约束失效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重点从宏观（国家）、中观（国资委）两个层次进
行分析。 

一、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约束失效原因的宏观视角 
（一）产权主体虚置是经营者激励约束失效的根本原因 

从理论上讲，我国国有资产的最终所有权是明确的，即全体人民；现实生活中国有产权主体“悬
空”和“虚置”，说起来人人都有一份，也“人人有责”，但运行起来并没有全民利益的人格化代
表真正负责，出了问题，造成损失，找不到人承担责任。国资委作为一个特设机构、国有出资人层
层授权链条的一个环节，国有资产管理的结果与国资委有关人员的自身利益没有密切的关系，国有
资产保值增殖，他们的自身利益不明显增加，国有资产亏损流失，他们的自身利益也不明显减少，
因此，他们根本不会像关注自身利益那样密切关注国有资产的权益。国有资产产权主体虚置是国有
企业经营者激励约束失效的根本原因，不解决产权主体虚置的问题，企业经营机制不可能从根本上
得到完善。 

（二）用人制度传统是经营者激励约束失效的重要原因 
国有企业经营者由主管部门任命的比例较最高。自国务院国资委成立以来，189户中央企业中

有53户企业的“一把手”仍由中央组织部考核、任免。①国有企业经营者行政化的机制，存在的问
题有：一是负责选择企业经营者的国资委工作人员在选拔工作中可能会产生逆向选择。二是被选中
的行政型经营者，只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和严重触犯刑法，大中型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一般不会失去
自己的官职。 

（三）法律制度缺失使得约束乏力 
法律制度供给不足，无法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问题依然存在。首先，国有资产法缺位。作

为国有资产法律体系中最核心的环节——国有资产法尚未出台。目前国有资产基础管理工作都是靠
国有资产管理行政法规来加以规范的，不仅约束力相对较差，而且与其他法律法规存在冲突，对国
有资产行政法规的权威性带来了挑战。其次，法律法规不完善。除2005年修订了《公司法》之外，
现行《破产法》、《国家预算法》等法律已经不适应经济的发展，急需修订。 

（四）绩效考核指标体系设计不科学，影响激励约束作用的发挥 
建立企业经营业绩考核体系是激励约束经营者的准则。但从各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做法

来看，有的用同一个指标考核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企业。这种做法操作简单，但由于不同行业资产
质量、所背负的历史人员包袱、盈利能力等均存在较大差异，所以利用无差异性的指标来考核不同
类型和规模的企业，显然达不到应有的激励作用。有些部门设计的考核指标过于复杂，执行起来难
度较大，不同指标的权重设计也不尽合理，导致在事后评价的过程中难以反映企业经营人员的真实
业绩。 

二、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约束失效原因的中观视角 
（一）国资委定位矛盾，影响出资人职责的发挥 
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和国务院以行政法规形式发布的《条例》规定，国资委作为特别

设立的法定机构，既不同于政府其他部门，也不是企业事业单位。事实上，自国资委成立以来，一
方面将自身定位于“老板”角色，对所出资企业行使出资人之责，包括管理企业负责人、确定企业
发展规划、审核企业重大投资等；另一方面国资委还负有监督指导地方政府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改
革的重任，还参与政府的宏观调控，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政策及国有股减持有关政策的制定。国资委
既是出资人代表，又行使着一些公共管理职能，定位上存在矛盾，事管多了势必会影响出资人职责
的发挥。 

（二）激励约束机制尚未建立，缺乏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动力 
多级委托代理关系的特点，要求对国有资产管理各环节上的领导者进行必要、完善的激励和约

束。只有控制权而没有剩余索取权，没有动力去选择合格的经营者和搜寻信息，导致监管失效、行
为扭曲。目前可以说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组织体系——三级国资委已经初步形成，如何依法履行好出
资人职责，当好出资人代表，这是至今尚未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确立一个拥有所有者权利的专门
监管机构，并不意味着该机构就一定能够很好地履行其被赋予的职能。国资委的工作人员作为具有
个人私利的"经济人"，必然会发生追求个人私利的行为，这就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能真正维护反

 



而侵蚀国有资产权益的原因。 
（三）人才队伍专业素质较差，难以负担相关职责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覆盖面广、涉及行业门类多，专业性、业务性较强，对人员专业素质有

着很高要求。但目前国资委机关人员大多数是整合了原经贸委、企业工委的党政、人事、纪检、办
公室等人员，而熟悉国有资产监管、资本经营、投资理财以及财税、土地政策等方面的人员很少，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 
（本文为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200501019）“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和约束机制
研究”的阶段成果。项目主持人：梁毅刚。作者单位：石家庄铁道学院经济管理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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