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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高慧琪

我＠＠唷企业产权刹众妀革咳祈

一、现代企业产权制度的构造与特征

西方国家的企业产权制度变革经历了 一

个由建立在自然人产权结构基础上的企业制

度向建立在法人产权结构基础上现代企业制

度过渡的过程。现代的产权结构可以归纳为以

下几个方面：（ l）以产权所有权分散化为前提

的多元持有者的产权结构；（2）具有民主程序

特征的集体产权结构；（ 3 ）剩余索取权与控制

管理权分离的产权结构；（4）剩余索取权可以
转让的产权结构。现代企业制度以企业法人产

权独立运作为基本特征，归纳起来，现代企业

产权制度具有以下四大特征：
1.法人产权特征。现代产权制度中企业

所使用的现实资本作为法人产权与终极所有

权相分离， 通过市场化方式，资本从原始的狭
义的所有权主体手中流出，集中到法人企业手

中，形成现实资本其独立的法入财产权。 现代

企业产权制度中保持产权独立性的同时，有着

较为明显的资产运行的稳定性，这是现代企业
产权制度具有生命活力原因之 一。

2. 权能分离特征。现代企业产权制度表

现出所有权能分化的特征，便于对所有权实现

过程中的各项具体责任加以分解、界定、促成

责任明晰化，形成有限责任关系。这有助千提

高资产运营效率和分散资产经营风险。
3.开放性和流动性特征。投资者主体、法

入产权主体和经营者主体完全可以自主、随机

进入或退出，不同权能接收社会化的市场评价

检验，这种自主组织使产权关系与市场运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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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地联系在一起，产权成为“商品 ”进入市场流

通，使资源配置不断优化。
4. 资产的聚合特征。由千现代企业产权

制度能够突破原始的所有权关系所受到的单

位资本数量和资产管理实物形成的制约，在资
本组合上跨越实物的使用价值局限性。在资本

价值的统一尺度下，更快地实现资本数最的积

聚集中，有利千实现规模经济的目标。

二、当前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策略

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有其必须遵

循的客观原则。首先，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

地位。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公

有制，长期经济建设积累的国有资产是广大人
民的劳动成果。 中国不能走西方私有化的道

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既是坚持社会主义的要
求，也是推进改革健康发展的要求。其次，要发

展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元产权结构。坚持以公

有制为主体，并不意味着国家只是唯一的所有

者。我们对公有制的理解，应该从“
一大二公”

的平面产权结构的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为适

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要求从平面结构转向立体
结构，积极发展多元产权体系。在此过程中，国

家股的比重虽有所下降，但国家通过再持股可

以用现有的国有资本去调配更多的社会资本，

不断扩大国有经济的辐射范围，这也是坚持公

有制为本，壮大公有制经济实力的过程。根据

以上原则，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具体策略

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企业法人产权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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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法人产权是现代企业产权结构

的重要特征，那么改革的关键就在千建立企业

法人产权制度。法人产权指企业对国家授予其

经营的国有资产和企业负责构成的全部法人

财产，享有以其法人名义独立支配自主经营的

财产权利。 国家作为出资人一旦完成出资行

为，就仅对其国有资本及其利益进行所有权管

理，企业以其全部法人财产承担民事责任，国

家以其投入资本承担有限责任，法人产权由企

业所有者出资人选聘任命的法人代表或组建

的法人机关来行使。把传统的国家所有权分立

为终级所有权和企业法人产权，可以较好地把

全社会劳动者的共同利益和局部团体劳动者

的利益结合起来，确立企业法人产权，从法律

上保护了企业法人财产权的完整性与不可侵

犯性，奠定了建立企业法人产权结构的基础。

2. 进行角色定位

在复杂的产权结构中，诸权能的界定必须

清晰明确，而权能界定实际上就是对权能角色

人格化的载体、股东、董事、经理等几种企业当

， 事人的责任、权利和义务的界定。

角色定位之一 ：谁是经营者？在传统体制

下，企业的厂长、经理是当然的经营者。现代企

业制度中，蓝事会和经理，谁应该是股东的
”

代

理人
”而承担

“

受托责任
“

成为一个必须明确的

问题。 结合我国实际，应该肯定作为全体股东

代表的董事会的经营权，由它来决定公司的经

营计划和投资方案，经理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

管理工作，经理的任免由董事会决定。 这样的

法人治理结构具有角色明确，责、权、利清晰的

特点。

角色定位之二：经营者责任是什么？应该

肯定，经营者最大的责任就是使投资者利益最

大化，对董事、经理的第一要求应是
“

忠千职

守“，这需要规则约束以及高报酬、高待遇两个

方面来保障经营者职责的履行。

角色定位之三：大股东最重要的权力是什

么？实践证明，股东大会的诸种权力中，人事权

具有基础性意义。 如果人事权旁落，其他如战

略决策权、股利分红权、资产处笠权都有可能

流失。 在我国，国家所有者作为企业中的大股

东，最重要的权力应该是保持对董事和经理的

任免权，这样既可以避免股权的过分分散导致

所有者最终控制的削弱乃至消失，保护中小股

东利益，又可以在企业中贯彻国家的产业政策

与宏观政策，确保企业发展方向符合国家利益

的需要。

3. 监督机制的边立

首先，是资本市场的监督机制，资本市场

能对经营者施加压力以保证企业的决策过程

有利千所有者。我国资本市场上一些不合理规

定应加以修正，使我国资本市场更具竞争性，

更好地发挥监督功能。 其次，产品市场的监督

机制，产品市场的竞争同样有利千代理成本的

控制，消费者对产品的选择，对经理形成压力，

促使其改善经营，为实现产品市场的监督作

用，要求产品市场具有充分竞争性、开放性。第

三，是经理市场的监督机制。 经理人才市场的

存在，董事会可以通过市场来选择合理的经理

人员，这种潜在的竞争对在职经理入员形成压

力，迫使其改进工作，从而形成经理市场的监

督机制。我国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几乎不存在经

理市场，应该充分认识到经理市场的重要性。

4.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

就我国的实际情况，对国有资产实行
“

两

种职能分离
”

式的管理是一 种可行的改革方

案。首先，政企应该分开，应使掌握行政权的政

府部门结束与企业的纵向的隶属关系、专管所

有权的部门仍需掌握住所有者的权益，国家必

须用法律和政策保障权益的实现，现阶段我国

由国有资产管理局来行使国有资产的所有权。

其次，国有资产管理局再将所有者的权能与经

营者的权能分开，即国有资产管理局不直接经

营国有资产、而对竞争性的经济组织实行资产

的委托经营或承包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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