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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我国国有企业的产业定位和布局调整

求 实

一、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始终是我国

转型期的一个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

首先，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重 要性

看。

L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直接关系着

“两个根本性转变 ”的成败，搞好国有企业是

实现 两个根本性转变的基础。 这个基础不 搞

好，两个根本性转变 就是一句空话。
2. 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直接关系着

我国经济发展战略 目标的实现。 尽管国有企

- 业在国民经济中 所占份额近年来有所下降

（据统计，1994 年 国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

中的比重已降至45％左右，国有工业比重降

至约 42% ），但国有企业仍在国民经济的重

要和关键行业与领域居绝对的支配地位。 据

统计在全部大中型企业中，国有大中型企业

仍 占绝 对 优势比 重，其中 工 业 总产值占

67%，销售收入占 73%，实现 利税和利润总

额分别占 74％和 59%。国有企业始终是国家

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不解决好国有企业问

题，“九五”计划和 2010 年的奋斗目标难 以实

现。
．

3. 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 还直接关系

着社会稳定和人民生活。截至1995 年第三季

度末，我国共有国有工业企业 7. 9 万多家，职

工4、5千万人。 去年为冗员支付的工资额便
达 1000 多亿元，为离退休职工支付保险福利

费用 600 多亿元。 国有单位职工总数超过 1

亿人。国有企业的状况，直接影响到我国工人

阶级主体的切身利益，影响到亿万家庭的生

活安定，进而影响到社会稳定。

4. 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直接关系着

社会主义制度 优越性的发挥。 我国国有经济

的发展，既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又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和体现。 搞好

国有经济，正是贯彻社会主义本质的制度前

提和物质基础。所以，这不仅是关系整个经济

发展的重大经济问题，也是关系社会主义制

度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解决不好这个问题，

谈不到改革的成功。

其次，从国有企业和发展的现 状看。

1． 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在某些方面

已取得明显成效。 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

点工作已全面展开，并取得初步成效；在调整

企业资产负债结构，实行兼并、破产，减轻企

业办社会负担和分流富裕人员等方面进行了

有益的探索；国有经济结构 调整和国有企业

战略性改组有所进展；在优化产业结构，培育

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国有经济的新 优势上

有所成就，出现了 一批有活力、有实力的大型

企业和企业集团。

2. 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还存在诸多

问题和困难。目前比较突出的是：有相当数蜇

的国有企业经营困难，资产负债率偏高，产成

品积压增多，产 销率下降，停产、半停产 企业

增加，亏损状况继续加剧。特别是众多的国有

小企业，日子很不好过。
一方面是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特别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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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另 一方面是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现

状还相当严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并非易事，

而其影响却非常大， 这就决定了它始终是我

国转型期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经济问题。

当前，国有企业改革正处在一个关键的

时刻。党中央在通观改革和发展全局、分析经

济工作主要矛盾的基础上．作出了要在今年

切实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的重要决策，国

企改革被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甡上。

二、我国国有经济布局同
“

转型
”

的矛盾

］． 国有经济产生的一般轨迹

在当今世界，国有企业是各国普遍存在

的经济制度，虽然，国有经济的成长、发展和

规模，在各国有很大差异，但其产生和布局的

形成，却表现出明显的趋同性，有 一 般的轨

迹。

从国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看，在发达市

场经济国家，它主要是克服市场失灵或弥补

市场不足的产物，在历史上，西方国有企业的

出现是19世纪产业革命的结果。产业革命引

起的对公共产品的重大需求，特别是对各种

基础设施、共用事业和基础产业部门的急迫

需要，而这些部门大都是投资大、周期长、微

利或无利可图的领域，市场机制作用失灵，私

人资本不愿也无力进入，客观上只能由、也必

须由国家来投资创办。 对此，马克思曾指出：

“在资本还没有采取股份公司形式的时候，它

总是寻求自己价值增值的特殊条件，而把共

同的条件作为全国需要推给整个国家。”(《马

恩全集》第 46 卷（下）第 24 页）因此，国有企

业最初 一般都产生千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和

基础产业部门（包括铁路、港口、机场、水陆运

输、交通、煤炭、供水、供电、供气和电讯等事

业）。

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一些高科技

新兴产业部门涌现，而其中许多产业规模巨

大、资本密集，它们所需投入的巨额资金、大

量资源、高新技术以及高风险成本，也大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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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企业所无力承受的。 但这些产业对一 国

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关系很大＾ 不

少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就是最先进入这些领

域的，像微机处理、生物技术、机器人、节能设

备和高技术通讯等部门，还有宇航、空间技术

等。

国有企业也经常作为实施国家技术政节

和产业政策的最有效手段加以运用，目的在

于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绪构高级化。在欧洲， -

几乎所有先导部门，像计贷机、电子、核电、航

空技术等，都有许多国家企业进入。法国帝特

朗政府还通过国有化进行工业重组，实现经

济结构的调整。

因有企业的发展，还是国家介入国际竞

争的客观需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国家是

私有企业的强有力后盾。 通过建立国有企业

提高国际竞争力，在西欧二战后很为典型。为

了在国际市场上对付新兴工业国的挑战和威

胁，西欧许多国家都建立了 一批国有企业与

之抗衡。

在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的产生，除了有

与发达国家大致相同的轨迹外，还有其特殊

的方面。 这就是对殖民统治者占有的财产实

行国有化；并致力于国家经济独立所需要的

缺门产业。

可以看到，在市场经济国家，因克服市场

失灵或弥补市场不足而产生和发展的国有经

济，其自然形成的布局是：主要在基础设施、

公用事业和基础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部门。

这些领域在相当时期内，一般说较少竞争性，

或具有自然垄断性、非嘉利性和较高的资本

技术密集度、外部经济、规模经济和高风险

性。 这些特点，使私人资本较少进入，而比较

适合千发挥国有经济的固有优势一一实力雄

厚，能集中调配全国生产资源，高风险承受力

以及规模经济优势和高新技术优势。无疑，国

有经济的产业布局并非固定不变的。 在同一

国家（地区）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或由千一

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或由千经济发展、科



技革命带来的某些产业的垄断性、非竞争性、
风险性以及资本高密集度等等发生变化；或
由于产业结构调整、支柱产业转移引起的对
国有经济要求的变化；或由于某些产业国有
经济制度效率的变化，等等，都会引起国有经
济产业分布的变动，进入或加强某些部门，退
出或减弱另 一些部门。其中，也有一定的轨迹
可寻，呈现出排序的变化规律。

2.我国国有经济产生的轨迹
我国国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有自身的

特点。首先它是革命胜利、夺取政权后没收旧
中国官僚资本的产物。通过没收。当时官僚
资本所掌握的旧中国全部工业资本的大约
2/3和全国工矿业、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
80% ，还有大银行、邮政以及十几个垄断性贸
易公司等，都收归国有，成为最初的国有经
济。

其次是通过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
主义改造而形成。这个改造，第一步是变私八
资本主义为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步是变国家
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国有经济。这样，占全国
全部工业生产总值60％以上的12万多户私
人工业企业、占全国商业总户数 98%、销售
额 85％的 400 余万户私营商业企业，都很快
转变为国有企业。

第三则是通过国家投资新建的国有经
济。这部分新建国有经济，是计划经济的产
物，为我国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必须看到，国有经济 在
改变我国经济畸形、落后面貌中的历史功绩
是极 其巨大的．

到60年代，我国工业基本上成为国有经
济的一统天下，国有工业总产值占全国比重
高达 90％以上。另 10％不到为集体经济。国
有经济不仅基本占领了工业各部门、各行业
和金融业，而且遍布其他所有产业，包括商
业、服务业，成为无所不包、无处不在的经济
形式。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各种非国有经济的

迅速发展和进入，国有经济 在各产业、各部门
的比重有所下降（有的下降较明显）。但国有
经济的产业布局并无明显变化。这就同 “转
型 ”产生了矛盾。

3.我国国有经济布局同“转型 ”的矛盾
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

中，相当数量的国有企业不能适应这一转变，
虽说政府一再号召、一再使力，要将国有企业
推向市场，使之成为“ 四自＂的市场竞争主体，
但迄今情况并不尽人意。相当数批的国有企
业还未能成为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微观基础，
向市场经济转型自然受到牵制。国有企业的
困难和问题由来巳久，有历史、社会、体制等
种种原因，但极为重要的还有一个产业分布
和企业组织结构问题。 这个问题在向市场经
济转型中已暴露得越来越明显。就现有产业
布局说：

其 一，国有经济产业布局同发挥国有经
济总体优势相违．我国国有经济战线过长，进
入领域过宽，布局战略重点不突出。据了解，
在我国 39 个工业行业中， 1993 年统计资料
表明，国有企业产值占行业产值50％以上的
行业有21个，即在近60％的行业中国有经
济比重超过一半。即使比重最低的服装行业
也达到 8% 。在商品零售总额中，国有商业比
重也高达 39%，接近 在工业中的比重。 其结
果是：在应该形成强大优势的产业中，国有经
济布局分散，远未形成规模经济优势和技术
经济优势，而未能充分发挥 其 主导作用；在不

必进入或应避开的相对弱势的产业，许多国
有企业虽长期扭亏乏力，却硬着头皮顶着，而
深陷困境。这就同从总体上搞活、搞好国有经
济，着眼千发挥国有经济总体优势发生了矛
盾。

其二，国有经济产业布局同国有企业特
性、功能相违。国有企业既有 一般企业的属
性，又有自身的特性，即具有赢利性和公益性
两重属性，企业经济目标和政府社会目标两
重目标。而且，就国有企业的本质说，公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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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府社会目标应是第 一位的，赢利性和企 进行战略性调整。

业经济目标只能放在第二位，服从于前者。由 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布局调整，首先

此决定的，国有企业的功能，在市场经济国 要突出战略重点，把好钢用在刀刃上。即要集

家，它主要是克服市场失灵、弥补市场不足； 中物力财力大大加强必须由国家控制和发展

在转型期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除以上一 的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产业与基础设施；

般功能外，它还是政府实现社会主义本质要 机械、电子、石化、汽车等支柱产业以及高技

求、强化宏观调控、对市场进行导航、确保国 术产业。 使国有企业在这些举足轻重的产业

民经济命脉掌握在自己手里以实现社会目的 部门进 一步发挥自身优势，在国民经济中发

最重要、最基本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国有企 挥更充分的主导作用。与此同时，要逐步解决

业的共性、特性和功能，决定了它的产业定 国有经济战线过长，力量分散的问题。要逐步

位，既应符合市场经济国家的一般规律，又应 从分散的、小型的、竞争性的一般加工工业、

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特色。 但目前 零售商业、服务业等领域部 分退出或全部退

我国国有企业的产业布局现状是与此不完全 出。 也就是说，该加强的必须大力加强，该紧

相符的。 缩的可紧缩，该退出的便退出。国有企业产业

三、国有企业的产业定位与布局调整
布局的这个调整，一是通过增量资产的战略

性调整，即通过投资结构的调整来实现；二是

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属性和功能决定了 通过存量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即通过破产、兼

它的产业定位，主要应分布在以下领域：市场 并、联合等方式，盘活庞大的国有存量资产

机制一般尚不能到达的或作用失灵的自然垄 （据某大城市调查，国有企业中搁置的、不能

断性、公益性基础性产业；关系国民经济命 发挥作用的存量资产约有1/5，估计在全国，

脉的要害产业；关系人民生活基本需要的薄 这个比重也不会低。按此比重计算，全国不能

弱产业；关系经济腾飞、增强综合国力的支柱 发挥作用的国有存批资产便有6千亿之巨），

性、先导性产业等等。 至千那些竞争性很强、 优化资源配置，让劣势企业获得重组与新生，

市场机制作用很充分、企业规模一般较小而 让优势企业迅速扩张，以形成国有经济新优

分散的领域，或者一时价高利大的部门，国有 势。

企业就大可不必去同非国有企业争市场、争 因此，优化国有资产分布结构，进行投资

利润，以致造成过度竞争、资源浪费的结果。 结构调整和存量资产有效流动和重组，还必

何况，在这些领域，若国有企业也以企业盈利 须同调整国有企业组织结构有机结合起来。

为最高目标，“唯利是图
＇

勹那就既背离了社会 国有企业组织结构调整，要抓大放小，择优扶

主义国有企业的性质和功能，也同它的优势 强，集中资金保证优势企业的发展，使优者更

相违，倒恰恰使它呈现出自己的弱点。例如在 优，强者更强。 通过加大改组和改造力度，明
一般性加工工业、零售商业和服务业等领域 显提高优势企业的水平。 同时要重点抓好一

里，要国有企业同非国有企业一争高低，既无 批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通过资产重组并以

必要，也难以成功，扭亏转盈更非易事。所以， 资产为纽带，连结和带动一批企业的改组和

必须摆正国有企业的产业定位，对现有布局 发展，实现结构优化，形成规模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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