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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近年来，在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全面提升的同时，其反腐倡

廉建设也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国有企业中寻租现象的出现，正逐渐成为不容忽视

的问题。寻租是近年来一个在学术界广泛讨论的问题，各种学术见解不断出现，

研究成果大多建立在研究政府机构权力寻租的基础上取得，本文则试图以国有企

业为视角，研究国有企业中的寻租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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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国有企业(State owned enterprises，简称 SOEs)是指国家拥有、经营或控

制的生产经营单位。我国《宪法》第七条：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

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保障国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第十七条 ：集体

经济组织在遵守有关法律的前提下，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1]。  

  存在于市场经济中的国有企业，或是为了提供公共产品、控制关键行业，或

是出于政府管制的其它需要，其规模与作用都不同于其他所有制企业。与此同时，

国有企业又处在不断发展和自我完善的阶段。这些情况决定了国有企业具有市场

经济中企业的基本性质，也具有一部分政府机构的性质。从经济领域出发，企业

是经济系统中日常决策和创新活动的基本主体，所以企业归根结底是要提高自身

效率和生产能力，并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既逐利性（国有企业这方面属性属于经

济学范畴，本文不做深入研究）。本文从国有企业产权结构的性质出发，研究由

国有企业具有的政府机构属性而产生的寻租问题。  

  一、 国有企业产生寻租成因  

  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作为经济系统中的单元，提高生产效率、创造价值（既

盈利）是其天职。几乎没有人否定企业作为一个典型的’‘经济人”从而追求利

润的原始动机，关干企业对利润的唯一偏好也在传统经济学中获得了最充分的诊

释和最有力的支持。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受指出:“企

业仅具有一种而且只有一种社会责任——在法律规章制度许可的范围内，利用它

的资源从事旨在于增加它的利润的活动。”另一诺奖获得者科斯则基于对企业产

生与性质的分析得出了企业“是不可超越逐利边界”的结论[2]。与此同时企业

的产权作为一种财产权利制度直接影响作为企业经济主体的经营方式，并通过产

权归属方式影响着企业的实际活动，这便是国有企业具有特殊属性的原因。由于

国有企业的产权归属为国家，或国家政府将其自身具有经营性质的资源委托给国

有企业管理经营。通过国家这样授权、委托的过程，使国有企业具有了部分国家

政府的属性既行使对国有资产的管理的权利。因此，从前只出现在国家政府中的

寻租现象伴随着资产管理权力的流动出现在了国有企业当中。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安 •克鲁格提出：“在多数市场导向的经济中，政府

对经济活动的管制比比皆是。这些管制导致各种形式的租金，以及人们经常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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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租金而展开竞争。在某些场合，这种竞争是完全合法的。在另一些场合，寻租

采取其他形式,如贿赂、腐败、走私和黑市” [3]。国有企业在政府对经济的管

制中表显出先天的优越性，并因其自身具有的性质，所以在国家的管制中国有企

业往往能够通过自身的先天条件在各种管制中占取得优势。这些优势又可以在经

营活动中通过市场竞争直接转化为利益，从而为寻租现象在国有企业出现创造了

天然条件。  

  二、国有企业寻租的危害  

  国有企业的寻租，本质是属于权利寻租范畴的。寻租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取

租金，只有明白了租金和寻租的本质，才能更清楚地理解政府官员权力寻租的内

涵。首先，分析国有企业追求的租金究竟是什么? 租金一词是由亚当 •斯密首先

提出的。其最初的含义是指“地租”。 [4]后来马歇尔提出了长期与短期的概念，

并进而提出准租金的概念，这样把租金的词义一般化了。马歇尔认为，就长期而

言，所有的生产要素(包括土地)都可以改变，但短期只有某些生产要素(如劳动、

原材料等 ) 可以改变。他认为生产要素若在短期内收入变化了而供应量却不变，

那么该收入就称为准租金。[5]准租金后来又称经济租金，或简称租金。由此不

难看出，权力寻租中的租金不是全部的经济租金,而是指那些因政府因素和人为

因素造成的租金。 

 国有企业是怎样寻找、如何获得租金的？即怎样来寻租？寻租的具体形式多种多样，如贪

污、贿赂、生活腐化、为特殊利益者提供优惠便利、徇私舞弊等，但从本质上讲，是非生产

性的有损于社会福利的活动,它们非但不能增进社会福利，反而会白白消耗社会经济资源。

根据塔洛克的定义，寻租是指通过政治过程获得特权从而构成对他人利益的损害大于租金获

得者收益的行为。[6]按照柯兰得尔给寻租下的定义，则是为了争夺人为的财富转移而浪费

资源的活动。[7]无论怎样定义，都是指权力人凭借一定的权力或制度进行的寻求财富转移

而造成的浪费资源的活动。权力寻租的主体特指掌控者，即权力的掌握者和制度的制定者，

而不是泛指一般意义上的腐败主体。当具备一定环境和条件时，他们就会运用手中掌握的政

治权力、经济权力和社会权力假借“改革”、“发展经济”之名以鬻其权、以售其奸，从而实现

权力的价格，达到侵占社会资源、中饱私囊、满足享受的目的。  
  寻租影响党和政府形象，破坏经济改革政策的执行和实施，恶化经济环境，浪费社会资

源 ,阻碍经济增长，严重威胁着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正常发展，阻碍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建设。从“租金”本身而言 ,由于它是那些因素所造成的市场价格的扭曲，它的存在将导致需

求大于供给，市场无法出清，从而使市场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使经济效率降低，从而使总

体社会福利受到了损害。除了“寻租”行为对社会福利的直接损害外，它还容易导致理性人纷

纷效仿，使“寻租”陷入恶性循环。一旦发现有利可图，他们就会主动“设租”，迫使被管理者

为其提供实惠。如果其他人都在寻租，那么做一个廉洁者的相对成本就非常之高，其他人也

会加入到寻租的行列中。对全社会而言，寻租不创造新的社会财富，只是将大量社会财富集

中到政府官员手中，对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福利产生巨大危害，也对社会稳定和

国家长治久安构成巨大隐患。据估算:中国 1992 年的租金总额为 6243 亿元，占国内生产总

值 23938.11 亿元的26%；1996年的租金总额约为6229亿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 67795. 0 亿
元的 9.18 %。近年来随着体制的改革和完善，租金总额有所减少，但仍不可小视。著名经

济学家万安培先生指出“：国内外经济转轨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与巨额租金长期存在相伴

随的必然是寻租活动的持续活跃。”[8]“寻租活跃本身既是社会腐败的突出表现，同时也是

加剧腐败的催化剂。”[9]为此，需要探寻权力寻租的根源，研究治理腐败的有效对策。  
  三、应对国有企业权力寻租的建议  
  国有资产管理部门通过教化，弘扬人性善良的一面，抑制人性恶的一面，才能从思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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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树立正确的利益观,牢记宗旨。要不断进行法纪教育、警示教育,通过持之以恒的教化，使

各级国有企业真正明法纪，懂规矩，有依循，知行止，守住道德底线，过好廉洁自律关，把

真理的力量与人格的力量统一起来，坚决摒弃寻租的思想。  
  推进改革，完善制度，压缩寻租的空间一切制度设计都应从防范和遏制人性“恶”的角度

出发，在制度的设计、建构和运作中将拥有权力的人假定为潜在的“腐败者”，然后进行设计

和有效管理。不断推进现代化企业建设，提高质量，使国有资产在经济活动中保值增值。从

源头上理顺各种关系，建立健全各项法规与制度，推进依法治企进程，加强监督，把党内监

督、群众监督、法律监督结合起来，同时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防止滥用权力。完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创造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取消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审

批权限，把更多的权力还给市场，特别是具体项目坚决由市场机制公平竞争，防止权力干预。

充分发挥市场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尽快缩短双轨制历程，减少寻租的空间。  
  四、 结 语  
  寻租自古有之，世界各国均感头疼；要彻底消除腐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只有加强教

育和引导，加快改革步伐，完善法律制度，扩大民主监督，在思想上打消政府及企业官员腐

败的念头，在体制上和机制上清除腐败产生的土壤，在权力运行上缩小权力寻租空间，千方

百计地堵塞腐败路径，才能逐步实现根除权力寻租行为的艰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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