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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认为一般时国有经济的退出问题的探讨都是从体制内的角度出发，而在转轨期，这一 

退出方式面临层层壁 垒，增加 了退 出的成本。因而试图寻求另外的退 出逢径——体 制外的被动退 

出， 便实现同样的目标 体制外的被动退出是由国有经济的目标函数内生决定的，具有动态自发 

演进的特征，体制外的被动退出是一种卡尔多改进，井具有渐进性、与市场化进程的同步性和时资 

源配置的有效性等特．最，班定了其退出的可行性，继而通过退出机制的设计，组消除体制外退出的 

壁垒，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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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般对国有经济退出问题的探讨都是从体制内 

的角度出发，而这种体制内的主动退出是一个公共 

选择的过程，造成其退出成本的增大，同时退出在转 

轨期面临层层的壁垒[1]，使这一退出方式难以发生 

或不会发生，所以我们必须寻求另外的退出途径，以 

实现同样的目标，在此不妨从体制外探寻一条退出 

的通道 。 

一

、国有经济体制外被动退出的界定 

体制外被动退出是指退出行为不是国有经济的 

主体主动进行的，而是由于在体制外的非国有经济 

的发展速度明显高于国有经济，使得非国有经济的 

比重逐渐增加，而国有经济相对地逐渐减少，相对于 

非国有经济的大幅度增长而国有经济的不增长或很 

小幅度的增长，对国有经济来说也是一种退出，而且 

这种退出是被动的。 

从体制变迁的角度讲，体制外的被动退出明显 

呈现出“渐进式改革 的特点。所谓“渐进式改革”的 

特点不在于慢，而在于最先实行的改革不是立即取 

消旧体制，在暂不触动旧体制的情况下先发展新体 

制，然后随着经济结构的改变逐步改革lEl体制 体制 

外被动退出即不以国有经济为着眼点，而是通过在 

体制外发展非国有经济。非国有经济比重的增加和 

国有经济 比重的减少是一个 渐进 的过程，我 国在转 

轨时期所有制结构的这种渐进的演进过程是中国经 

济得以快速发展而且整个经济系统比较稳定的一个 

重要原因 在将中国经济的转轨与苏联、东欧等转型 

国家进行比较分析中发现．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成 

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经济总量的增长主要是靠非 

国有经济的拉动。转型国家国有经济退出的成功经 

验之一就是在国有经济之外，应使非国有经济得到 

迅速发展 ，而不是在非国有经济还未成长起来，就对 

国有经济进行彻底改革。中国过去20多年渐进式改 

革的一个主要成就，就在于发展起来一个以市场为 

导向的非国有经济。到 1g 98年，非国有经济部门已 

经创造出 73 以上的工业总产值，63 的 GDP， 

lO0 以上的新增就业机会和 80 的经济增长[2]。 

取得这样的成就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创立和发展了 

许多新企业，而不是把原有的国有企业市场化。 

二、国有经济体制外被动退出的内生决定性 

国有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中比重的变化，即国有 

经济的退出过程是由国有经济 目标 函数内生决定 

的。在此，我们先对国有企业的目标向量进行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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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目标向量分解为公 目标和私目标 公目标即国 

家的目标，也是国有企业存在的理由，诸如提供公共 

产品，保持经济的稳定，保证社会分配的公平等以弥 

补“市场失灵”；私目标即国有企业主要以追求利润 

最大化为目标。 

国有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中所占比重的变化即其 

退出的过程是随着其目标函数的变化而变化的。当 

其 目标向量和国家的目标向量完全一致，以追求社 

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就保证了其所处的垄断地位 

不会被动摇和在所有制结构中的绝对 比重；而当其 

目标向量发生变化，即除了公目标以外，还存在着寻 

求利润最大化的私 目标，则其垄断地位就会动摇，受 

到来自于非国有经济的竞争。由于体制上的原因，使 

得其在效率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导致在竞争性领 

域国有经济的逐渐退出。 

⋯  
f处于垄断地位，在所有制结构中是一个均衡值 其目标为公 目标 

⋯  l处于竞争之中，在所有制结构中比重趋于减少(退出) 其目标不完全为公目标 
当国有企业的目标完全为公目标，即其目标向 有企业会有背离行为使均衡难以成立。反之，若(6) 

量与社会目标完全一致时，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式成立，使价格等于边际成本 ，则非国有的私人企业 

若市场需求函数为线性，边际成本为常数(规模报酬 i无论生产多少，其利润只能为零。这时，私有企业无 

不变)，则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便不会动摇E33。 法通过改变产量来使国有企业就范。因私人企业的 

设一行业中有 n家私有企业， 家国有企业，市 产量惟一能改变的方向只是减少，但任何减少私人 

场需求的反函数为： 企业产量的行为都可由国有企业同样幅度的产量上 

P—P(x + +⋯+XH+m)一n一6∑ ，(1) 
l 

每一企业 i的总成本函数为 

e —mz， ( 为大于零的常数) (2) 

对于私有企业 ∈ {1，2，⋯，n)来说，其支付函 

数为 

( )=声(∑ ，)西一卅 ． (3) 
一 】 

其中， ==( 1，372，⋯， + ) 

而对于国有企业 ∈ { + 1， + 2，⋯，n+ m} 

来说，其支付函数为： 
+ 

W (z)=I∑x~p(t)dt一∑C(x ) (4) 
，一 】 r 1 

(4)式表明，单个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就是作 

为国有企业总体的目标函数 。 

在 一个产业处于均衡状态时，均衡要求 37。使 

(3)式与(4)式的一阶导数为零，但(3)式的一阶条 

件与(4)式的一阶条件分别为： 

芦( z，)一芦( )一m+bx． (5) 
r一 】 

与 

芦(∑z，)=P(x )一 (6) 
l一 】 

若置>0，(5)式与(6)式不可能同时满足，如果 

社会选择 ，则国有企业 J可以通过增加产量使价 

格下 降最终达 到(4)式的极 大化，而非国有 企业惟 
一 可以采用的对策是缩减 自己的产量 ．以维持市 

场高价；如果国有企业一直增加产量 ，，则会迫使私 

有企业的产量37 趋于零，这说明在(5)式成立时，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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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所抵消，最后非国有企业会 由于 P — MC而无利 

可图，进而全部被逼出。而在z 一0( ∈{1，2，⋯ }】 

时，(5)式与(6)式相同，说明该均衡定义满足[4]。 

这一结论说明，若边际成本是一常数(规模报酬 

不变)，则国有企业可以利用社会福利极大化这一 目 

标函数逼迫全部的非国有企业退出，社会福利极大 

化既是目的，又成为一种与非国有企业进行竞争的 

有力手段。当国有企业的目标向量与政府的目标向 

量完全一致，即追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时，在非竞争 

性领域保证其垄断地位是完全可能的VsJ。 

在转轨时期，当国有企业的 目标向量发生变化 ， 

即其不仅追求公目标，而且还追求私目标，国有经济 

在所有制结构中的地位也会随着国有企业这种 目标 

函数的变化而变化 纵观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也是 

国有企业目标向量发生变化的过程 国有企业改革 

最早实行 的“放权让利”政策，“让利”会鼓励 国有企 

业至少部分地追求利润，而“放权”又允许国有企业 

至少部分地按市场竞争形势对非国有企业的策略做 

出反应 ，这样 ，国有企业就会按演进方式逐渐地进入 

与私有企业进行混台寡头博弈的格局。在国有与非 

国有竞争的过程中，由于国有企业在体制、技术设 

备、社会成本、权力的空间等方面存在的弊端，使得 

其和具有机制灵活、经济成本的自我约束力和经济 

发展的内在膨胀力较强 的非国有经济相 比 效率低 

下且明显缺乏竞争力，并不断呈现出收缩的态势。非 

国有经济的大量增加，不仅体现在数量上，而且体现 

为其在工业总产值中所 占份额的增加、在工业企业 

资产结构中所占比重的加大、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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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速度的加快、所进人行业的多元化和产业结构 

的变化 ，同时还体现在其对整个工业企业技术效率 

的提升和同市场经济发展 的同步性。 

由此可见，国有经济的退 出是 由国有企业的 目 

标函数内生决定的。当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是完全 

追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时，可保证其在经营的领域 

中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使得理性的非国有企业(以 

利润最大化为 目标)无法进入。而在转轨时期 ．由于 

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发生了变化，由完全追求公目 

标转化为公、私 目标 兼顾，其垄断地位被打破 ，而在 

竞争中处于劣势使其逐渐退 出。 

三、国有经济体制夕 被动退出的动态演进性 

国有经济体制外的被动退出过程呈现出动态演 

进的特征 

为 了便于分析，在此将转轨时期的经济类型划 

分为两大部门：国有部门s和非国有部门Ⅳ，将它们 

所创造的 GNP之间的比重定义为“所有制结构”，用 

_，表示，即所有制结构J一 。用J。一 表示改革 

初始状态的所有制结构[2]。 

转轨时期所有制结构 _，到底怎样决定的?其表 

现为一均衡值，还是处于不断变动中?若是变动的， 

则所有制结构 _，又呈现出如何的变动趋势?在此，我 

们用 g 代表国有部门的增长率，g 为非国有部门的 

增长率，则在时间t期的所有制结构为 

S。(1+ ) (1+ ) 

一 百 一 帝  
从长期看，所有制结构会发生如下变化 。 

； 一{ 
当g <g 时，无论初始状态 _，。如何， 会趋于 

零，只要非国有经济的效率及增长率比国有经济高， 

国有经济在所有制中将趋于零 ，_，趋于零并不意味 

着国有经济在绝对数量上不增长，只是相对于非国 

有经济的增长而比重缩小，趋于一个比较小的均衡 

值，就是非竞争性领域 在现实中，即使 <g ，J也 

不会趋于零。我们认为，非竞争领域也应是一个动态 

的区间，由于资本的社会化、技术进步、市场经济的 

发展和政府财政状况等因素的影响，这一动态的区 

间呈现出不断收缩的趋势 可见，国有经济体制外的 

被动退出是由于其增长率小于非国有经济的增长率 

而逐渐退出。所有制结构 _，趋于一个比较小的均衡 

值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也体现了这种退出方式的 

渐 进性 同时 g < g ，由于非 国有经济 比重 的逐渐 

增加，国有经济的比重相对来说逐渐减少，即由于体 

制外非国有经济的增加．不触及或很少触及体制内 

的利益既得者，通过这一渐进的过程，使国有部门的 

比重逐渐减小，这种退出是“无声无息”进行的，避 

免了体制内主动退出所面临的壁垒和带来的阵痛， 

在改革的同时也保证了稳定。 

当g >g 时，_，会趋于 oo，即国有经济的比重 

愈来愈大，几乎覆盖所有领域 如我们上述分析国有 

经济退出的内生决定时指出，出现这种情况的条件 

是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和政府 的目标函数完全一 

致，以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为目标。但转轨之际国有经 

济的目标向量已发生变化 ，这种情况产生的条件已 

不存在，同时国有部门的全方位介入所造成的“供给 

不足”、“商品短缺”、。排队”等现象是我们所不愿再 

看到的。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如果国有部门中各种 

阻滞改革的力量过于强大，而本身的状况又不断恶 

化，要想继续生存，就势必会利用自己对资源的垄断 

地位 —— 所有制垄断，通过强制手段将大量非国有 

部门生产 出来的收入用各种 形式转移到国有部 门， 

使非国有部门越来越难以增长。这种人为的强制性 

的资源配置是对效率的抹杀，显然和我们改革的初 

衷是相悖的，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退出的重要性在 

于，它们若不退出．不仅会占有大量资源并对这些资 

源进行低效率的配置，甚至浪费，还要投入新的资 

源，这样在资源的配置上存在着比较大的机会成本． 

致使整个社会经济效率低下。 

四、国有经济体制夕 被动退出的绩效分析 

我们认为，转轨时期国有经济体制外被动退出 

的路径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决定了其相对于体制内 

主动退出更具有可行性．相对而言是一条最优路径。 

(1)体制外被动退 出是一种卡尔多改进．从而 

保证了这种退出的可行性。体制外的被动退出尽量 

不去触动原有的利益既得者，受到的阻力相对较小。 

这一退出路径的着眼点不是去思考改革原有的旧体 

制，而是在旧体制之外怎样发展新体制，即不是直接 

改革国有经济，而是设法来促进非国有经济的发展 

这样就可避免和国有经济利益既得者的正面冲突． 

从而减少改革的摩擦成本 况且非国有经济的发展 

是改革的产物，而同时它也加快了改革的进程，其发 

展的初衷是和市场经济中的微观主体——企业的目 

标是一致的，是一种自发的行为。通过非国有经济的 

快速增长．有能力提供一定的收入增 长和“经济剩 

余”，并通过某种方式利用这部分收入增量对在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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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改革中受损 的利益集团进行一定的补偿 ，可以 

减少改革可能带来的痛苦，从而使改革的阻力减小 

[6]。 

(2)体制外被动退出的渐进性保证了改革的稳 

定性。所有制结构 J趋于一个比较小的均衡值是一 

个长期的过程，体现了这种退出方式的渐进性。国有 

经济的退出和非国有经济比重的增加是一个长期 

的、渐进的过程，这样可以保证改革的稳定性。从国 

家来说，由于国有经济的退出和非国有经济的增加 

是同步进行的．国家的财政收入不会因为国有经济 

的退 出而减少 ，相反还是一种收人的增加 。这是 由于 

一 些低效的、亏损的国有企业的逐渐退出，国家对这 

些国有企业所做的无任何经济收益的投人减少，节 

约的资源投在效率更高的地方．会带来更多的收益。 

同时劳动力在两个不 同部门之间的转移和思想观念 

的转变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体制外退出的渐进性 

适应了这种观念转变的长期性，从而也保证了改革 

的稳定性 

(3)体制外被动退出和市场化进程的同步性， 

保证了其和改革 目标的一致性。从我国改革的历程 

来看，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的进程是同步的， 

市场化程度高的地方，非国有经济也就发达，而发达 

的非国有经济会进一步促进市场化的进程。经济转 

轨就是要使资源配置从以计划配置为主转向以市场 

配置为主 ，相对于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更具有市场 

经济中微观主体的特征；况且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是 

改革的产物，而同时它也加快了改革的进程，其发展 

的初衷是和市场经济中的微观主体的目标是一致 

的，具有运行机制灵活、经济成本的自我约束力和经 

济发展的内在膨胀力较强的特点 ，更能适应市场的 

竞争。国有经济相对于非国有经济发展的体制外退 

出与市场 化的进程 是同步 的，与我 们改革 的 目标 

— —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致的。 

(4)体制外被动退出在资源配置上的有效性保 

证了其和社会主义本质的同一性。体制外的被动退 

出是由于非国有经l济的增长速度超过国有经济的增 

长速度 出现这一增长速度上的差异主要是由于两 

种不同的所有制在资源配置效率上的差异 国有经 

济的退出使得要素从原有的体制束缚下解放出来， 

发挥其应有的潜能，资源在两部门之间的流动是为 

了追逐更高的效率。体制外被动退出的过程是解放 

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 的过程 ，和社会 主义的本质是 

～ 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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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有经济体制外被动退出的机制设计 

改革的实践证明：多元的所有制结构更适宜于 

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在多元的所有制结构中．一些领 

域的国有经济和机制灵活，经济成本的 自我约束力、 

经济发展的内在膨胀力较强的非国有经济相比一效 

率低下，缺乏竞争力，并呈现出不断收缩的态势，国 

有经济的体制外退出正是顺应这一趋势。体制外的 

被动退出相对于体制 内的主动退出更具有可行性． 

在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已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如何 

顺应这一 自发演进的退出方式，成为解决转轨时期 

国有经济退出问题的关键 目前，国有经济体制外被 

动退出的最大的阻力来源于所有制和社会制度关系 

认识上的误区。传统的观点认为．所有制的性质决定 

了社会制度的性质，要坚持社会主义，关键是要坚持 

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国有经济的退出就会 

改变社会主义的性质。要使改革进一步深化，顺应这 
一 变化的趋势 ，就必须对原 有的所有制和社会制度 

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的审视 不是所有制性质决定 

社会的性质，而是相反，社会制度是由一个国家的政 

权性质和执政党的性质和价值观决定的I-7]。所有制 

结构的确定应以资源的最优配置为依据。 

(1)以“三个有利 于”为标准 ，为发展非 国有经 

济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要进一步消除 

对非国有经济的政治偏见和社会偏见，真正把非公 

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来对 

待 通过建立商会、协会等，使非公有制经济与国家 

有关机构建立起正常的联系 通过宣传，使人们明白 

不同所有制之间的转换成本和收益，特别是在短期 

内看来成本大于收益时更应大力宣传，使人们认识 

时滞的存在，从而消除“短视”。要使不同所有制形式 

下的劳动者享受同等的政治待遇，使各种所有制的 

经营者、工人都有相同的社会地位和个人权利等。 

(2)积极引导和扶持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为其 

发展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国家宏观管理和政策调 

控对不同的所有制应一视同仁，为其提供公平 平等 

竞争的条件 ① 对现行的以所有制为依据的倾斜政 

策要进行清理，极少数需要保留的，也应从经济稳定 

发展的角度出发 ，而不应简单地以所有制类型为依 

据 ② 应将非国有经济中的大企业和企业集团纳人 

各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中，在立项审批、市 

场准人、采购能源和原材料 、进人 国际市场 、股票发 

行上市、贷款、税收、关税政策、人才引进、企业人员 

评定职称、产品评质定级、基础设施服务等方面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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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平等对待。③ 给予非国有经济切实有力的支 

持 ，提供切实有效 的服务，鼓励他们 向资产社会化、 

管理规范化和经营国际化方 向发展 

(3)通过法律的形式对各种所有制的财产予 以 

保护，强化对各类经挤的依法管理 规定各种所有制 

财产都神圣不可侵犯．制定公正 公平的竞争规则 ， 

规范各种所有制的经济行为，使 他们对 自身的利益 

追求理性化．政府真正起 到裁判的作用 ，维 护好竞争 

秩序 通过管理，使非国有经济必须在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法规约束下从事经营活动 协调好各管理部门 

之间的职责．加强他们之间的配合 ，搞好对非国有经 

济的综台管理 

(4)继续积极、台理、有效地利用外资 提高利 

用外 资的质量 。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继续鼓励外商 

投资设立出口型企 业．加强外资导向目录的制定和 

调整，引导外资向我国需要的产业方向投资。加大农 

业利用外资的力度 ，鼓励外商投资能源、交通、重要 

原材料工业，防止环境污染 的新技术、新产 品项 目。 

引导外资向中西部地区投资，对中西部国有骨干企 

业合资项 目的外方 股权限制、外商投资企业开放程 

度、产业指导 目录中限制类项 目，可以适 当放宽，并 

在利用国外贷款、国内配套资金、贴息贷款、财政返 

还和外汇平衡上给予必要 的支持。在中西部有条件 

的大城市进行银行、保险、零售商业、外贸吸收外商 

投资试点，依法维护合 资企业中中方 的权益 ，支持内 

资企业增强竞争力。 

总之．通过国有经济体制外退出机制的设计，消 

除退出壁垒．实现资源 的优化配置 ，就必须消除人为 

的所有制垄断．为各种所有制特别是非国有经济的 

存在、发展、转换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使它们在机 

会均等的前提下公正、公平地竞争．在市场规则内自 

由地发展，将各种要素的潜能充分地释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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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ssive Exit from the Exterior of Institution Is a New Perspective 

for Exit of State—owned Economy in Transition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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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wing to exit barriers from every interest group，the COSt of the initiative exit from institutional 

interior is so high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exit．This thesis chooses the other exit path for state—OWned econo 

my the passive exit from institutional exterior and points Out that it is endogenously determined bv the 0b 

jcetlvC functions of state—owned economy．Compared to the initiative exit trom insthutional interior．the 

passive exit from institutional exterior has its possibility and feasibility．W e design the mcchanism for the 

passive exit from jnstitutional exterior in order to dispel monopoly of administrations in resources a】loca 

tlon·and create a fair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for development of the non—state owned ec0n0mv and real 

ize the optimum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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