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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理论与实践问题研讨会综述

1991年11月29日， 上海财经大学召开了 “挑好
国营大中型企业理论与实践问题研讨会 ” 。参加研

讨会的有来自政府主管部门、 高校、 科研部门和国

营大中型企业的领导、 专家、 学者、厂长80余人。

会议就如何稿好国营大中型企业的一系列问贬展开

了讨论， 现将主要讨论的问题综述如下：

一、国营大中型企业未搞好、搞活的原因

有的同志指出， 国营大中型企业未搞好、 搞

活， 除了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外， 还有一个匡营大

中型企业的地位， 作用和改革开放不对称的原因。

建国头30年， 国营大中型企业对我国计划经济体制

的建立， 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国家财力、 物力的

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 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时期，

作为高度其中计划经济载体的国营大中型企业， 除

了继续发挥社会主义经济的骨干作用外， 理应成为

改革开放的先锋， 但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原因， 却

只能当作改革的后卫。 长期处千改革后卫位置的国

营大巾型企业为别人的改革提供了基础， 为国民经

济的稳定提供了保证， 而自己由于享受不到改革开

放的先发性利益， 共产品结构、 技术结构、 个鼎组

织结构和经营管理行为与亨受到改革开放先发性利

益的乡镇企业、 “三资 ” 企＼W相比都日益落后而明

竖缺乏竞争能力。

有许多同志通过对国营大中型企业与乡镇企

业、“三资 “ 企业的比较， 指出国营大中型企＼朼的活

力之所以不及乡镇企业、“三资
“

企业， 是由于两者

的运行轨道、 体制环境及经营机制上存在差别。 这

个差别表现在： 乡镇企业、 “三资“ 企业从产生到

发展， 都是在宏观间接调控和市场导向的体制下运

行的， 政府对它们基本上没有直接干颓， 由此很自

然地形成了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的经营机制， 也恰

恰是这种机制给它们注入了活力，而国营大中型企

业则是在改革不够彻底的体割下运行， 生产经营和

投资活动受行政千预依然比较多。 这祥的体制环境

又必然维护了原有的经营机制， 即企业既缺乏自

主权又不能自负盈亏， 结果企业既缺少活力， 又戊

有优胜劣汰或破产倒闭威胁的约束。

有的同志联系上海的实际， 指出国营大中型企

业未搞好， 是由外部因素和内部国素共同造成的。

外部因素有： 1. 结构因素。 其一， 是物质资源供

给型结构同物质资凉短缺的矛盾日益加剧，其二，

是传统产品稳定型结构同市场需求迅速变化的矛盾

日益加剧。 汇技术因素。 技术改造滞后， 技术进

步进展缓慢。 3． 组织规模因素。 企业组织规模不

经济 l 大中型企业之间结合效祫考。 4. 政策因

素。1司家在收益分配上较长时同向非国营企业倾

斜， 加上价格双轨制对国营大中型企业产生了不利

影响｀，5. 体制因素。 企业既缺乏自主权又滥用自

主权 ，并存；国家职能未转换， 出现了干预过多同干

预不足并存的现象。 其-,从国家的社会经济职能

来吾． 是直接的多头的行政于预过多， 同宏观调控

职能弱化并存。 其二， 从国家所有权职能春， 则是

以行政权取代所有权， 出现了所有权职能缺位和弱

化的现象。内部因素主耍表现为企业内部经营机制

和管理体制未实行转换。

有的同志认为， 旧营大中型企业未搞好是由传

统体制造成的， 主要表现为： 1. 与高积累对应的

低工资制导致国家不得不把社会保喷制度企业化。

2. 与高积累对应的低折旧制导攷同忤大中型企业

的技术进步机制性陷碍。 8． 旧家对日忤大巾型企

业的条块专政， 造成企业的婆婆多， 日主权少。

4. 政府的投资行为迟戊许多国营大中型企业结构

性的先天性不足。

有的同志认为， 因营大中型企业未搞好很难仅

仅用市场主体的机能未形成或政企不分等有关企业

基本制度方面的原因来解释。 市场主休只是提高生

产经营效率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 自主经

营、 自负盈亏并不必然使企业的潜力得到最大限度

的发挥。 国营大中型企业未搞好的原因在千： 企业

在迈向市场主体的过程中没有同时建立提高生产经

营汶中的机制。

有的同志认为， 国营大中型企业未搞好的主要

原因是这些企业经营机制没有得到根本的转变，

而经营机制没有根太转变， 其首要问题是未能充

分有效地发挥各种政策效应。 具体表现在： 1. 国

家在宏观经济管理政策的失误和偏差： 一是由千引

进管理失控和行业组织和管理方而政策有误， 使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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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1 人 1j1 刊企,II，现校｝，盖』心法'.fL..J气，， 二是投济政策久
卢＇ ， 对闰岱大中呏1叶外1.j月仅行不足。 一是臼

＇－仅在
减少f i勹平l: i I划们1I Ij :I }, i j. Il丿！，j才丿L制1，门完－11;，打1巾场
I休们比自缺乏钉力的政策。 2. 右财政税收政策
l Alhl 仍，大中型介叶的依赖度太高， 过分追求近期

效伈人能从长肋利益考虑， 忽略对国家主要财沪
们健康焙养。 8. l11家政策之同不配套以及和互矛
泊， 使囚家纶j'，因岱大中型企亚的一些政策无祛兑
现和充分发作效）况。 4. ti,l家金融政策出现错伈，
银行贷款过多地偏向丁矩半快项目， 才、愿向建设周
闱较长的「月 '2义币，I．1项门的承抇者同！为大中型企亚岱
J/` °

才］的同志指出， 国特大中荆介业效益明显不如
乡伯企＼jy、 "：飞句 “ 个业， 主要不是由丁两者外部
环城的不同， 也不如由于两者的内部机制的不同，
而是由于两者产权形上－＼的不同， 是由于同吓大中印
个＼II，不拥有独立的广权而缺乏产权音识。

二、 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的设想

抖钉国营大中型介业未捣好的主要原因是改邓
滞后观点的同心认为， 稿好国营大中荆个抑翌探化
改趴统筹安排、 综合怡理、 配套进行。 1 . 要根
据经扣勹1仆会的文际承受能力， 分期分批进石， 多
渠逍探索。 2． 要石力改善企业外部环境： 一是根
据曰家财政实际承受能力， 对首批试点的国营大中
钊介业减轻负担；勹是加快礼会保障休制的建立可

健个；三是改进政府对企业的管理方式。 3. 要抓
1主机制转换这个核心， 探化企业内部改革： 一是建
立茅节会和经珅双层眢押机构；二是割断企亚与政
们的行政联系； 一二兄逐步放开对个业劳动工资的直
拔它理。 4. 1 、［五舌个业仇［王力币点， 不失时机地
抓紧企＼！匠ll夕11创新。 5. 近期内， 企劝耍眼肋向
内， 强化内部符咒， 练好开发产品功， 员；；了质启
功、 内部行理功，夺内功。

在护行搞好［门营大中咽企业的关键问题是转换
经＇作机制观点的同志中， 有的同志认为， 国营大中
印企业经仵机制祁耍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两因素的
促成， 即： 1. 川家要为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创造外
部坏垃， 包括创止一个平飞泛争的环览和建立一个
轧换经 ＇灼机制的监忏机构. 2. 个业要积极为轧换
经扞机制创心内部午件， 要心步形成岗位竞争机
礼1K按芳分配杻刊、 血向市场机制和民E决策机
旧。 有的同志圳认为， 国信人中型个业经供机制的
杠换， 凡建在i斛诀好以下气个方面的回姓： 1. 
格＇）：个＼li}件产经背们自）一权， 包括生产计划权、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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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内邯分配权。 :2.,、; II：企也们凭奇形」1
0 \］ ＇｝ 1妎

平!J护、{!1�[.i.£［上1 ;心｝ ，／、，、／ i丿 － I七1.I、,f巳1 ;L.I,1勹个＼！i'， 勹1,｝
实行吹包纾仵；对丁技木改选和产品见，构I悍招忏芳
比较和＇

l冒浊鼓励采取合贷纾芦制；对J l支1、!,；;
厅、 行押水平奴底、产品饮乏销路的个亚员）动不取

合作经营制；对］发展后劲充足而叉片寸价个伤釱
的企亚， 有计划地将其改组为股份制钉阳，＼ Ir]。
3. 提高企业的内在素质， 包括经营素原、 信玑忱

胀、 技木茛lffi、 组织素损和梢神无肤。
有的同志主张， 搞好回营大中型企＼lk， 必须l

市场主休培育和提忱生产经营效平）［币。 拟好1月小，
大中型令＼lV应围绕门下内容展开： 1. 进行职徙：ir, 1

理制度改革， 2. 建识和究笘市疡交易制，f�休沁
3. 力培育和形成运应商品经济运行要求的打效率

的企业经营者因休创造制度条件， 4. 提高个业的
市场意识，扩大市场谓研机构和炊钻机构人员的比
屯， 建立市场营销人员的＼It'.务沾动费制度; 5. 赏
行令员劳动合同制， 优化劳过组合飞。

有的同，占认为， 婓招好曰沁大中荆个寸k， 抗要
通过管理体制的改苇， 强化国旮大中引个＼lk经营者
的）丘权总识， 使经营者在产权店识们驱动］、 ，［I觉
地去兑戟企业的经汃扒削。 为此， 势做好以F几方

面的工作： 1. 从根本上改变政仑不分的状况， 仗
口营大中型企业的经营恬动只有功正的独立性；
2. 建立团找大中刑企业的千邸觅聘机旧， 选聘合
格的经背者； 3. 完善干郘奖惩任免制以， 形成什
效的利益激励机制； 4. 优化l月｛l贞丿 、 ；

1
;狸形

式。

三、 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对策

勹会者提出订多对策，但尸婴从中在lI.下方加s
（ － ）金融政策

有的同志认为中央上作会议提出揭好曰旮大中
型个＼lV的20条总甩， 都与银行宜桉或同扰有关， µl
此， 中必唉研究执好阳营大中型令＼IV的金隙对策。
他归纳华东地区银行行长联席会议的心见， 贝休促
出口下几点建议： 1． l）\1整金誰政心， 实施l`1大巾
型介＼Iv.为卞休的信贷役放战略。 明确令舶支片国性
如11刑企业的国1炽和环节， 对符合产业政第、 经济
次益好的个＼lk所因斯加的伽动'r气个优先l叮U扜II ; 
／｛积极参与支行1订芦大中荆企＼炉为I，归＇加合、 礼
升及介＼lk如L的飞建和妀织；开办银川贷，饮芹。
2. 叭加对旧区大中型」伈W的技改贷款投入， 正罚
提高固心杏产折旧礼轩昭技改岱忱仇先用l因忖



大中型企＼ll'；对国萱大中型企业又活字握技改贷认

收回再贷，为同营大中型企业开办小额设备技改贷

炊相培设杆技开发贷款等。 3. 发挥利率杠杅作

用， 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效益好的国营大中型企

业实施利率优惠。 4 ． 发展金融市场， 鼓励多渠道

为国营大中型个业融资。 对有条件的企业发行短期

融资券和中长期侦券简化手续，优先审批，支持股

份制的试点，为企业办理信用签证、咨询、 商业汇

票、 承兑和贴现业务，进一步发展外汇调剂市场；

组织推进信托投资公司和外资银行扩展委托、 代

理、 租赁等业务和扩大引进外资。 5. 帮助企业清

理 “三角侦 ＂ ， 搞好结算服务，严格结算纪律。

6. 为国营大中型企业提供信息咨询。 7. 对国营

大中型企业进行 “ 支、 帮、 促＂ ， 协助其制定流

动资金增补计划， 支持其发行长期债券， 解决增补

前的铺底资金的不足，拊助和促进国营大中型企寸

健全资金管理制度。

（三）解决减轻国营大中型企寸V的负担与财政

困难两难局面的对策

有的同志认为， 现在国家下决心在三年时间

内， 把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所得税降到33%， 这是进

了一大步， 但这还不足以救活国营大中型企业。 因

为， 现在流转税这一块大了， 而所得税所占比重小

了。 还有 “ 两金 ” 和其它 一 些税负， 国营大中型企

业， 特别是效益好的企业仍将承担高税负， 而国际

经验巳证明高税负不利于经济发展。 因此， 理想的

做法是把广义税负降到33％左右。 在中央财政、 地

方财政都拿不出更多的钱来降低企业税负的悄况

下， 是否可以选择经济效益好的国营大巾型企业，

通过类似溢价发行股票的方法来做到这一 点。 这些

企业的股票可以溢价1~2倍发行， 甚至可以更高

些， 溢价所得三年填税负，如果企业经济效益好，

广义税负可以内70~80％下降到33%。 这样， 虽然

税负下降， 但税基扩大， 这就是所谓拉弗曲线。 只

有这些经济好的企业搞好了， 国家财帐才能扩大，

财政困难与企业负担太重这一 对矛盾才能解开。

有的同志结合上海实际， 提出了举债减税的思

路。 他认为， 上海在对中央实行了财政承包， 每年

上缴基数不存在讨价还价的余地。 近年来， 地方财

政的经常项目支出呈现刚性啦长的趋势。 财政支出

的扩大， 要求财政保持相应的增长。 在这种情况

下， 财政再向国营大中型介业减税让利， 显然是力

不从心。 但如果变换一 下思考问题的角度， 由单纯

的财政观点转向再生产的循环过程， 那么减税让利

具有现实可行性。 目前上海地方财政收入主要由工

商税收（包括广品祝、 」抇心悦、 芦业悦）、 目岱企

业收入（包括所得税、 调节税）以及其它收入三

大板块构成。 负担大部分压在企业， 行别是旧营大

中型企业身上。 现在可以考虑减少国芍大巾型企业

的工商税、所得税、 调节税， 同时由财政向居民发

行地方财政债券或向金融机构贷款， 来弥补由千减

税而减少的财政收入， 以继续保持财政收入的适

度增长。 一 旦企业搞好了， 随若生产经营规模的扩

大和效益的提高， 财政收入的税基和税琼也就相应

拓宽了。 这样就能起到既搞活企业又确保财政的双

重效益。

有的同志从减轻企业负担同进一 步理顺国家企

业资金的责权关系相联系的角度提出以下对策： 顺

应改革的总趋势， 进一步减轻国营大中型企业的负

担， 减少财政收入的比重，同时增加企业的责权，

减少财政支出， 主要措施是把企业的税前还贷改为

税后还贷， 降低业企所得税或利润承包上交比例，

以实现企业在扩大再生产方面完全的自主权。 这一

方面减轻了企业的负担， 另 一方面，由千企业扩大

再生产的职能由财政承担转为由企业承担， 减少了

财政支出， 不会加剧财政赤字的压力。

（三）韶决劳动制度改节与补会稳定的两难问

题的对策

企业优化劳动组合与保持社会花，定是另 一个两

难问题。 有的同志通过对美国、 目本人工成本弹性

的研究， 指出应采取以下几条措施， 使企业能根据

生产经营状况变化适时地凋整芳动力的数饶与结

构， 又不致千使社会产生很大的不稳定。 第一， 给

予企业以充分的人事权， 使企业有权调动、 招聘和

解雇人员，同时建立社会失业救济金和社会保险制

度。 第二， 在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尚不完善、 规

范， 社会保险制度尚未建立时， 企业在用工制度上

可搞 “ 双轨制 ” ， 即对部分表现良好， 而在飞作投

入最需保障的中青年职工实行长朋雇佣制， 确保这

批骨干的安全感， 以提高他们的责任心；对退休职

工和工作不满三年的青年， 在用工上实行弹性制。

第三，在工作制度上可搞多样化， 可试点推行各种

工作副， 如弹性工作制、 铝周五天工作制、 工作分

享制（二人合作一份工作），对返聘的职「主 试行半

天工作制， 在遇上市场疲软或经济衰退时， 介业可

采取灵活多样的工作制度， 这比单纯让职工拿折扣

工资不干活或解雇要有利千社会稳定。 第四， 允许

企业内部和企业间的人才自由流动。 第五， 改革退

休制度和医疗保障制度。

（ 一 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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