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有企业管理制度发展简论 

文/孙圣勇 

   1 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国有企业制度 
   1.1 扩大国营企业自主权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企业经营管理没有自主权。扩大企业自主权就是要确认企业应有的经
济利益和经济责任。扩大企业的自主权，改变了“吃大锅饭”的局面，提高了企业生产经营的综合
经济效果。 
   1.2 包产到户 
   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开端，“包产到户”，犹如烧不尽的野草，一旦春回
大地，便盎然勃发，充满生机。大量农民涌入乡镇企业，国有企业开始遭遇乡镇企业的竞争。 
   1.3 企业实行承包制 
   我国企业实行承包制中出现经济责任制的形式很多。所有的经济责任制各种形式，都贯彻
责、权、相结合的原则，并首先从“责”上作为工作起点。 企业实行承包制后，经济效果显著。 
  2 十二届三中全会与国有企业制度 
   2.1 发展多种经济形式 
   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现阶段实行多种形式的经济形式，不是偶然的，而是由我国现阶段的
生产力状况决定的。必须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货畅其流，能够促进生产、满足消费需要；渠道堵
塞，会抑制生产发展，给人民生活带来不便。 
   2.2 发展多种经营方式 
   一业为主，多种经营，是搞活企业的一条重要途径。搞活企业，特别是国营大中型企业是城
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正确解决经营方式问题，是搞活企业的契机。 
   2.3 工效挂钩 
   企业职工的工资和奖金要同企业的经济效益提高更好地挂起钩来。这种办法能进一步调动企
业和职工的积极性，能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做到了“国家增收，财政满意；增强活力，
企业满意，多劳多得，职工满意”。 
   3 十四届三中全会与国有企业制度 
   3.1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按照供求规律配置资源的一种经济。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理论，使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有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 
   3.2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政府干预过多是国企改革的主要矛盾，建立现
代企业制度是国企改革的必由之路，只有政府和企业都摆正了自己的位置，国有企业有能真正成为
市场经济的主体。 
   3.3 决定生产要素市场是市场体系发育的重点 
   按生产要素分配是十五大报告中确立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分配方式。发展生产要
素市场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按生产要素分配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和普遍规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例外。 
4 十六届三中全会与国有企业制度 
   4.1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到十六届三中全会为止，我们只是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还有艰巨
的完善任务。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实践，有利于有效克服当前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中存
在的突出问题，有利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全面发展和现代化，有利于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提供强大
合力。 
   4.2 建立现代产权制度 
   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要调整国有产权的分布，建立和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4.3 进行股份制改造 
   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科学的组织形式。大型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中国有股权要处于控股
地位，股权结构具有状态依存性。 
   4.4 建立混合所有制经济制度 
   混合所有制指一个企业或公司，其出资人有不同的所有制投资主体。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我国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必须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得到体现（作者
系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英语副译审，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006级行政管理专
业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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