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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企业经营机制应妥善处理好五个关系

当前， 深化企业改革已从主要以放权让利为基

本内容的改革思路转向以转变企业经营机制为基本

内容的改革思路。 为探索出 一 条适合社会主义商品

经济发展要求的转变企业经营机制的成功之路， 在

推进企业经营机制转变的实施过程中， 应当妥善处

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一、 远与近的关系

转变企业经营机制的总目标是， 适应企业真正

成为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 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

商品生产经营者的要求， 形成企业奋发向上的发展

机制、 按劳分配的激励机制、 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

和盼叩顾后的约束机制。 这个目标的实现受到各种

因素的制约， 不能寄希望于 一就而就， 这也从一个

侧面反映了深化企业改革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因

此， 转变企业经营机制， 既要有进行长期艰苦努力

工作的巴想准备， 研究和提出长远的治本的措施办

法， 又要有积极进取的精神，研究和提出近期治标

的对策措施。 不考虑企业经营机制转变的总目标，

提出的近期对策措施就难免会出现顾此失彼的短期

行为， 甚至会给将来总目标的实现设置障碍。 但

是， 不注重对近期机制转变过程中亟待解决的突出

问题进行对策研究， 不顾及经济、 社会各方面的实

际承受能力和其他现实条件， 就会使企业经营机制

的转换陷入空谈或无法具体操作。 因此，转变企业

经营机制必须注意治本和治标措施办法的远近结

合， 并立足当前， 面对现实， 以求实精神分析和研

究近期的突出问题， 拿出在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都能

承受的措施办法。当前，特别要抓紧抓好现有的各项

转变机制的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 巳明确给企业的

权限尚没落实的要尽快促其还权于企＼！Y.' 改善外部

经营环境， 措施搁浅的要马上促其重新运转实施，

新制定的办法尚没到位的要迅速促其到位， 使企业

经营机制的转变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和实实在在的成

效。 同时兼顾长远， 研究和提出治本的措施办法，

并随着经济和社会各方面承受能力的逐步提高而适

时推出， 循序渐进， 稳步推进， 达到企业经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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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的总目标。

二、 外与内的关系

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 祧及到国民经济的各个

领域， 影响到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 因此， 为了保
证企业经营机制的顺利转变， 达到）侦期的改，'1',: I � 

标， 必须从企业的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术取付力扒

施， 综合治理， 配套改革。 为此， 一 方曲， 耍石力

改善企业的外部环境。 企业总是在一｝亡的外部环境

中从事各项生产经营活动的， 哩使个业竹别让囚秤

大中型企业真正成力l
1

]主经背、 门负岔心、 们伐发

展、 自我约束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片和经＇忖片， 客

观上要求为其创违勹之相适位的最忱本门外郘坏

境， 如相对稳正、 协侥友展的经济环屈， 入体I'

等公正合理的竞争环境， 心效畅通、缭·开放们巾

场环境， 有法可依、 违法必究的法仆环说节。另 －

方面， 要大力提高和增强企业的适位能力。 个汕从

韦生产经营活动的外部环说总是作不断发 ＇！变化

的， 企业能否把外部环挠变化所带来的1对对扣挑战

转为新的发展机遇， 能否在不断变化内坏垃巾生右

和发展， 关键在于企业对变化巾的外邓环垃行无正

应能力及适应能力的强说。 为此， 仑仲必坝怅化市

场观念， 制定以市场为轴心的经营么展战略；加快

产品结构调整， 形成滚动发展的产品史听仪片系

列，优化企业组织结构， 买行淙合忏、 多元化经

营；从严治厂， 深化内部改革· 全面提心企业的整

体素质。 企业适应能力不强， 外部坏说再好也无济

千事，外部环说不好， 企业适应能力再强， 也很难

保持持续稳定发展。 芍然， 把不沾的职1 i、1 一 概归咎

广外部， 坐等外部环院的改善， 或木汁飞改，，I
＇

r外部

环境， 一味指责适应能力不强， 也不旯f1宁的态

I泛。 因此， 在推进企业经营机割转变们飞施过几I

中， 必须把改善企业的外部环蜕扣提高今＼II`［外部

环境的适应能力， 放在同等五复的地f,、 1人丸对待，

内外结合， 相互衔接， 加快企lV经尥机制轧变的步

伐。

三、 活与死的关系



搞恬企业特别是搞活国营大中塑企业， 不仅是

关系到能否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第二步战略目标的经

济问题， 而且关系到巩固和增强社会主义制度物质

基础的政治问题。 这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和经济体制改革经验的深刻总结， 也为今后改革

的中心任务指明了方向。 而转变企业经营机制的根

本着眼点就是要搞活企业特别是国营大中型企业，

但是， 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是一个整体概念， 绝不

意味着所有的企业都要搞活， 每个企业都能搞活，

而是该活的就活， 并创造条件让其活得更好，该死

的就死， 并采取措施对其进行关停并转。 因为， 随

若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 必然会把

作为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国营企业推向市场竞争

舞台， 竞争作为外在强制力晕迫使每个企业的尽可

能少的投入获得尽可能多的产出， 在市场竞争中处

于优势。 优则生存， 劣则淘汰， 其结果必然会对那
些处千劣势并将被淘汰的国营企业实行关停并转，
使其生产要素向技术先进、 善千经营、 管理水平较

高、 经济效益较好的优势企业栠中， 这是商品经济
发展中正常、 合理的经济行为。 既使国营企业经营
机制实现了转变，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优胜劣汰规
律的作用之下， 总还是而且必然是只有一部分企业
能够活起来， 一 部分企业活得差些， 有一些企业活
不下去，最终被淘汰和关停并转。因此在任何时候，
企业都要有如履薄冰的危机感， 切实全面提高企业
的整体素质， 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和抗击市场风险
的能力， 争做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弄
潮儿 ” 。

四、 上与下的关系

政府经济管理机制的转变必须同企业经营机制
的转变相适应， 上下衔接， 相互协调， 同步进行？
政府经济管理机制的转变滞后千企业经营机制的转
变， 不利于实现从主要以放权让利为基本内容向主
要以转变经营机制为基本内容的探化企业改革思路
的战略性转移， 不利于消除企业经营机制转变过程
中出现的各种体制障碍。 因此， 适应企业经营机制
转变的要求， 政府经济管理机制一要政 、 企职责分
开， 加快职能转换， 将管理经济的重点从具体管理
企业的人财物、产供销转到加强和改善宏观管理方

面来， 做好统筹规划、 组织协调、 咨询服务、检查
监督等方面的工作。 二要改变管理经济的方式， 调
控对象要从对企业的 “一事一调 ” 转变为对市场调
知调控手段从各自单一使用转变为各种调控手段
配合使用，主管部门通过委托企业性公司（集团）

对企业进行管理转变为通过行业协会对企业进行间

接管理，经济综合部门通过专业性管理部门对企业

进行中转管理转变为直接面对企业进行管理。三要

改革经济管理机构， 粘简合并重叠或业务相近的专

业管理机构， 充实加强经济综合管理机构， 完善经

济调节机构， 强化经济监督机构， 建立健全经济咨

询研究机构， 形成职责分明、 功能齐全、 结构合

理、 运转协调、 灵活高效的政府管理机制。 转变企

业经营机制就是要使企业从行政机构的附属物变为

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 成为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经济法人。 政府经

济管理机制不相应转变， 企业的经营机制就转变不

了， 企业也就无法真正的活起来。 因此， 必须使上

下两个机制的转变相互衔接， 相互促进， 联动改

革， 既要探索和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营企

业的经营机制， 又要探索和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特大

城市政府的经济管理机制， 并使两者相互适应， 相

映成辉。

五、 人与物的关系

转变企业经营机制， 搞活企业， 固然离不开厂

房设备、 资金技术、 能源、 原材料等必要的物质条

件， 因而国家正在并将继续通过经济的、 行政的、

法律的办法和措施， 为搞活企业、转变企业经营机

制提供直接或间接的物质支持， 这是完全必要的。

但与此同时， 绝不能忽视人的因素， 特别是在当前

要注意克服和防止见物不见人的倾向。 我们知道，

生产力诸要素中人是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 物的因

素只有也只能通过人的作用才能发挥昴大效用。 企

业的活力和生机归根到底来源于广大职工群众的积

极性和创造性。 因此， 必须树立全心全意依靠工人

阶级的思想， 确认职工是企业的主体， 建立健全保

障职工主人翁地位的制度， 使民主管理经常化和制

度化， 强化思想政治工作， 激发职工同企业共命运

的主人翁责任感和凝聚力， 这是企业是否具有生机

和活力， 经营机制能否顺利转变的关键所在。 为

此， 各部门、 各行业和各企业， 都要重视人的因

素， 做好人的工作， 促进人的思想观念转变， 调动

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每个人都理解、 支持和自觉

参与各项改革和管理， 形成千斤重担众人挑的局

面。 只要我们切切实实地在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

和创造性上下苦功夫， 促使每个职工想主人事， 说

主人话， 于主人活， 尽主人责， 转变企业经营机制

和搞好搞活企业， 就一定会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使上海国营企业的改革从后卫走向前沿阵地， 为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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