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萎缩阶段煤炭企业转型中的体制问题

张复显

(抚顺市体制改革委员会辽宁抚顺 131100)

摘要 萎缩阶段的煤炭企业在转型中存在所有制结构羊一、条块分割、统得过元、政企不分、封闭运

行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使煤炭企业转型工作更加复杂和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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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资源萎缩阶段的煤炭企业转型的难点在

于现行体制存在严重的弊端，一般表现为:一是

所有制结构单一。单纯的公有制结构和国有资产

所有权与经营权的高度统一及长期的国家计划管

理，构成了管理体制的基本框架。这种体制一方

面造成了投资主体缺位，企业盈亏无人负责也无

法负责:另一方面企业没有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和

积极性，无法成为市场的主体，难以适应市场经

济的要求。'二是条块分割。许多都是条块领导，

几次下放和上收，总体上一直是在条块分割的体

制下按国家计划组织生产经营，企业的人、财、

物、产、供销等都由条条领导和指挥。条块分割

割断了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防碍了资源的合理

配置和开发利用，不利企业和地方经济协调发展。

三是统得过死。在内部管理体制上实行单纯生产

型的统一计划管理，实行"多级管理、一级核算"

制度，实行一个法人实体，统一核算，统负盈亏。

在这种"大一统"的管理体制下，全部下属企业

和单位，一切生产经营活动都围绕着煤炭生产一

个中心组织进行，无法考虑本单位如何开辟生产

门路，提高经济效益，限制了基层单位生产经营

积极性的发挥。四是政企不分。计划经济体制形

成了政企不分的局面。许多煤炭企业目前仍承担

着部分属于政府行政职能范围内的社会公共事

务，如司法、大中小学、医院、社会保障等。企

业为管理这些事务相应地设立了众多的职能部

门。机构庞杂，管理人员众多，工作效率低，运

作成本高，增加了负担，制约着企业的发展。五

是封闭运行。政企不分的领导体制和高度集中的

管理体制;使企业内部自成体系，形成了自我封

闭运行的局面，与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相背离。

条块分割、部门管理割裂了煤炭企业与区域经济

之间的必然联系，企业无法从自身生存与发展的

需要出发更多地主动参与地区经济活动:地方政

府也无法从推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角度出发

协调解决企业生产经营中遇到的问题。企业与地

方政府难以很好地协调处理地区产业结构调整、

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下岗职工再就业、地区社会

稳定等问题，不利于企业和地区经济发展。特别

是在煤炭企业处于资源萎缩阶段，对关系到企业

转型的重要问题，更需地方政府与煤炭企业之间

的协调动作，共同努力来解决。

煤炭企业的主管部门及地方政府对煤炭企业

的转型问题应给予高度重视，并给予多方面的帮

助和支持。

1.组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

要求，从政企分开入手，实行国有资产的所有权

与经营权分开，按规定的权限和程序，由政府授

权成立煤炭国有资产经营总公司，受权经营企业

原有的国有资产。作为国家独资公司，总公司是

这部分国有资产的经营主体，对其资产享有占有、

使用、处置、收益等权力，承担相应债权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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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公司出资组建企业，并依其投入企业的资产份

额享有相应的权利，承担相应的责任，不干涉企

业日常经营活动。新组建的企业享有出资者投资

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独立享有民事权利，承

担民事责任，对出资者承担相应责任，面向市场

自主经营。

2. 组建煤炭(矿业)有眼公司 根据煤炭工业的

特点和生产的必要条件，由煤炭生产的矿井、供

电、运输、供销等单位生产经营的主体部分组建

煤炭(矿业)有限公司。其中的国有资产经过清

产核资、界定产权、评估和确认后，作为国有资

产经营总公司的投资与其他出资者的投资共同组

建煤炭(矿业〉有限公司。公司按《公司法》的

要求组建并运营。

3. 放开放活辅助单位和事业单位 原企业所属的

辅助企业和事业单位与原来主体分开，其国有资

产作为总公司投入的资本金，由该企业或单位根

据总公司统一规划，从实际出发，采取出售、股

份制、股份合作制、兼并、合资、租赁及其他形

式进行产权制度改革，面向市场，放开经营。原

企业所属的集体全部要脱离主办单位，走向市场。

4. 社会职能逐步移交地方政府 如:中小学校、

公安、检察院、法院、医院等。社会养老保险也

要井入地方养老保险体系。地方政府与转型企业

都要围绕着社会公共事务做好有关前期准备，确

定移交办法和程序。妥善地处理好各项具体工作。

地方政府和企业主管部门要为构建煤炭工业

新体制创造良好条件。构建新体制是一项复杂、

艰巨的工作。它不仅是企业内部企业组织结构、

产业结构的一次重新调整，更是冲破条块分割和

行政界限的一次地区经济结构、产业布局和社会

发展目标的一次大调整。各方面都要着眼于大局、

着眼于未来，共同协商，共同努力，做好各项工

作。一是成立专门的工作领导小组，由有关方面

的领导担任组长、副组长，对这项工作实行高层

决策、集中领导。领导小组下设若干工作小组，

具体负责各项转型、改制方案的拟定、论证工作，

报请审批后组织实施。并负责协调各方面的工作

关系，以形成工作合力。二是制定总体规划和各

项扶持政策和优惠政策。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

从产权制度改革入手，围绕各项实施方案制定有

关组建公司、放开辅助企业、推进事业单位改革、

安置分流下岗职工等方面的政策规定，并监督各

部门、各方面的执行情况，为保证转型改制工作

提供切实有力的政策保障。三是地方政府要大力

支持、扶持转型改制工作。地方政府要对涉及这

项工作的部门明确责任，落实任务。要从有关经

济综合部门、经济职能部门抽调得力人员到转型

企业有关处室对口工作，为逐步确立新体制、推

进企业改革，完成社会公共事务顺利移交做好各

项工作，并帮助企业解决转型改制中遇到的具体

问题和困难。四是转型企业要兼顾生产与转型改

制工作两不误，实现两种体制的平稳过渡和顺利

交替。按照构建新体制的基本框架，划清职能范

围，明确责任，理顺关系;搞好机构设置人员调

整方案，根据转型和改制工作进程逐步实施，同

时逐步向地方政府部门有秩序地移交社会职能。

这期间，要强化生产调度指挥、安全保卫工作，

为转型改制的顺利进行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

煤炭企业转型工作，是一项复杂、繁重、艰

巨的工作，关键是要解决思想，坚持用改革的办

法解决改革中的问题，用发展的办法来解决工作

中的困难。在转型过程中，要广泛学习借鉴国内

外的成功经验，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大胆开拓，

积极探索，逐步探索处于资源萎缩阶段的煤炭企

业转型改制，重新振兴的新途径，为推动地区经

济发展和社会事业进步做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