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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千增强公有制大中型企业活力的若干思考

1、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 花二至三年时间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 现已历时

三年。 当时提出的治理整顿六大目标， 属千总量性的浅层次问题， 已经取得成效， 但属结构

性、体制性的深层次问题，仍然困扰着国民经济运行。 例如＄农业丰收而农民收入下降、工业

增长回升而企业亏损增加、出口增长而出口成本增加、物价趋稳而财政补贴急剧上升。 特别

是主要由于体制性因素， 公有制大中型企业活力不足所伴随着的企业三角债和结构性效益问

题，已成为能否 “把经济搞上去” 的主要矛盾。 现在，国际上风云多变， 公有制企业的效益

｀ 与活力问题更关系到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稳固。上述分析提示， 当前似应果断提出，把党的

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阶段性任务从治理整顿逐步转向深化改革开放、搞活公有制大中型企业上

来。既提坚持杜会主义方向、深化改革开放， 又提搞活公有制大中型企业、发展有计划的商

品经济， 这是符合两个基木点的方针的。

J 

2、在具体提法上， “搞活 ” ， 可以提为 “ 增强公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 ” 。公有制大

中型企业与国营大中型企业，在提法上是有区别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相对应的企业所有制形式

是公有制企业，困营企业是斯大林模式的公有制企业形式， 隐含有国家所有与国家经营的意

思，并且也与西方所谓国有企业混淆。不用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提法， 有利于企业组织结构方

面和经营评估方法的深化改革。

3、公有制大中型企业不活的根子，在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相当于统制经

济或命令经济）。 解放初期，为了在一 穷二
、

自的条件下顶住帝国主义封锁政策，建立起社会主

义的社会化大工业经济基础， 我国不得不利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和工商企业统 一管理、

统收统支，由中央集中财力搞大中工业项目的办法来形成工业体系。 这种积累投资方式所对

应的企业形式必然是国营。因此，国营是 一种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条件下具有历史合理性的

企业管理形式。但它存在着与之俱来的的一些弊病： 一是与高积累对应的低工资制， 导致社

会保障乃至住房制度由企业包下来， 形成大锅饭和铁饭碗，二是与高积累对应的低折旧制，

而且折旧费一半还得上缴财政， 导致企业技术进步机制性障碍，企业愈老， 设备愈旧，产品

缺乏市场竞争能力；三是与国营，实际上属于部门和地方直接对应的国有资产实物型管理与

营运， 导致条块分割愈益细化，管理层次愈益繁多， 结果是国营企业婆婆多而经营自主权

少； 四是政府的积累和投资方向失误， 诸如 “大跃进 ” 、 “三线建设“ 和 “五小工业”发展，

一 使在此期间建立的国营企业存在着结构性的先天不足。 上述弊病在改革开放前， 被统收统支

和企业亏损补贴所掩盖， 只是在80年代有了 “ 三资” 企业和乡镇企业作为参照对象和竞争对

手面日趋突出，并集中暴露在结构与效益问题上。 指出公有制大中型企业不活的历史根源，

将提高人们对深化改革开放必要性的认识。

4、公打制大中型企业不活的第二个原因， 在于这批大中型企业是80年代改革开放所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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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代价的最大承受者。 首先， 公有制大中型企业承受了农村改革所付出的改革成本。 国家财

政积系原来主要靠两头， 一 头是农业积累， 另 一 头是公有制大中型企业。 农村家庭承包制辅

之以农产品价格调放， 农业积累减少了， 城市粮食补贴仍得给， 一进 一 出每年数百亿元， 公

有制大中型企业则成为国家财政主要支撑点。 其次， 公有制大中型企业的高税负还支拈f

“三资“ 企业、乡镇企业享有税收减免而迅速发展起来。 再次， 城市改革各项措施出台所对

应的财政支出， 最终也主要压在国营大中型企业头上。 这说明， 一方面公有制大中型企业以

及广大职工和企业领导， 为80年代的改革开放作出了巨大贡献， 对于这点， 必须广为宣传，

充分肯定其功绩， 鼓舞其信心。 另 一方面也应看到， 公有制大中型企业承受税收重负， 进 一

步削弱了它的活力与实力， 不利千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可以说， 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边

缘。

5、双轨并行的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路子，不利千公有制大中型企业搞恬。这休现在以下

六个方面： 一 是宏观调控上计划管 一 块，市场管 一 块，公有制大中型企业大都属计划竹 一 块之

内，在洞控方式仍以实物型资产管理为主条件下，控得较死，二是从市场信号来石，这批大中

型企业产品更多受到计划价格限制，与 “三资“

企业、乡镇企业相比，无法允分山向市场；二是从

市场主体来看， 这批企业 一般实行企业承包制， 由于承包基数类似一 厂一税， 商低悬殊， 承

包制在搞活 一 部分原来效益低因而承包的公村制企业同时， 也捆死f相当 一部分）京米效益高

而承包基数高的公有制企业， 四是从市场规则来看，税负不公平， 造成利益翠比， 钻政策空

子比提高劳动生产率更能盈利， 影响公有制企业改善内部管理和提高效益； 五是从社会保阶

机制来看，“三资“

企业、乡镇企业职工年轻化， 而公有制企业社会保障负担沉重， 加上越来

越重的退休工资负担；六是产业结构方面， 当前， 三资企业通过合资已进入汽车、 飞机、家

电、制药、通讯器材、机械制品以及轻纺化产品等主要加工业部门， 完全公有制的大中型企

业的加工产业阵地趋千收缩。 加之， 其市场信号传递不灵而且失真， 投资展大而且周期长，

结构调整涉及国内外市场估测， 且涉及硬件软件， 比较复杂， 有较大难度。 这都影响这批大

中型企业的结构效益。

6、上述分析的结论之 一是， 搞活公有制大中型企业取决于计划与市场的结合方式。 计

划管一块、市场管 一 块的改革模式不利于搞活企业。 历史经验表明， “一五” 时期特别是

1956年前， 实行的是在市场调节充分发挥作用基础上的计划指导， 价值规律起作用， 计划源

于市场并指导市场， 这个结合方式在 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物质第一性与精神第二性的辩证关

系， 是管用的。 市场调节充分发挥作用基础上的计划指导， 要求把实物型的产品经济的宏观

直接咐控方式， 转变为价值型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宏观间接调控方式。 这 一 宏观调控方式的轧

变， 足公有制大中型企业不致于被计划管死， 从而能与 “ 三资 “ 企业、乡镇企业 一样面向市

场党争的基本前提。

7、结论之二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必须创新。 对应千实物型产品经济宏观直接叫拉方式

的公有制形式， 其不少弊病已如上述， 不改不行。 可否设想， 公有股、企业股为主体并允许

个人股井存的股份制大企业和企业集团， 是对应于价值型有计划商品经济宏观间接调控方式

的公有制形式。 可否设想， 企业组织结构改革， 经过选点试验， 再逐步朝这个方向推行。 进

而， 今后公有股玉可以对 “三资
“

企业、乡镇企业参股控股， 当然持股比例应以保持 “ 三资 “企

业、乡镇企业的活力为限， 这样有利于通过产业政策的导向对产业整体进行计划指导， 而不

仅仅限「现有公有制大中刑介业铅中的口扩仁l勹＼lV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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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结论之三是税负耍公平。 税负公平是市场规则的拈础， 只行与其它所有制企业公平
悦负，才能搞活作为上体的公有制大中型企业，才能打破行政区划与财政包干所形成的市场分
割与自成体系， 中央政府才能建立计划指导市场的真正权威。 如果说搞活公有制大中型企业
是 9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 那么当前这批企业税负过重与效益衰减互为因果， 则是
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问题的关键在于， 中央财政连年赤字， 要财政少收让公有制大中型企
业减税负， 在近期没有现实可能性。但从解决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

，又从必要性与可能性之间
的距离来看， 必须找到一条既保证当前财政收入， 又使公有制大中型企业税负减至与 “ 三资”

企业、乡镇企业公平竞争的途径， 其操作性首先在于计划指导下， 市场调节中， 发展生产，
从而不断扩大税基。

9、 上述三个判断构成的一组约束条件， 勾画了搞活公有制大中型企业的可操作方案，
即： 必须是在中央财政不少收的条件下， 使公有制大中型企业税负减至公平竞争的水平，并
使公有制大中型企业转型为价值型间接洞控的、公有股为主体兼有个人股的 一 批大中型企业
和企业集团。 据此， 我们设想， 公有制大中型企业溢价转让部分股份给其它企业及本企业职

... 工， 以溢价所得充抵高税负， 通过扩大税基达到公平税负。 这个方案可以试点。似可从小部
分效益较高或适中， 但有发展潜力的公有制大中型企业入手进行企业内部部分股份化的改
造， 率先使这部分大中型企业减税搞活，扩大财源， 并使企业效益与职工个人利益联系起
来， 解决承包制捆死高效益公有制大中型企业的难题。

10、 除了率先搞活上述公有制大中型企业之外， 同时还可考虑： 一是多数微利或经济效
益一般的公有制大中型企业，承包可从增量效益中获得较大的活力，应当继续完善承包制。 从
公平税负角度考虑， 思路是承包基数高于33％的酌减承包， 低于33％的递增承包， 拉平税负
后以33％税负作为统 一承包基数。 二是资不抵债的， 通过加快社会保障体制社会化改革， 和
与之同时的住房商品化的逐步改革， 也可为率先搞活的高效益公有制大中型企业持股兼并这
些企业创造条件， 以形成规模经济。 三是极少部分企业用破产法或租赁法重新改造之。 四是
鼓励经批准的部分国营企业合资 “嫁接＇， ， 引进活力。
....L....L入上人上人....L上....L....L人人....L....L入....L人.J.......L.J..入.J...J..入人....L.J...J....J......L....L.J......L.J......L....L土人上

（上接第36页）2. 不得向中央银行发行公债， 只能向专业银行和社会发行公债。 其理由如
同第一 点。 3． 对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实行制约， 对超量发行征收超量发行税， 发挥财政监
督。 儿财政应对银行每年增拨信贷基金。

在银行方而：1. 专业银行分设商业性和政策性两类。 商业性银行实行准企业化经营
（严格地说， 我国的工商企业也只能算准企业， 没有彻底企业化）。 这样就为中央银行利用

利率政策调控货币供给晕创造了条件。 2. 中央银行向专业银行再贷款，为实施货币政策目
标服务， 不再包供信贷资金。 3． 中央银行有拒绝财政透支的权力， 保证货币政策的严肃
性，中央银行代理国库， 严格接受财政监督和管理， 不得自动无偿占用国家资金。 4. 严格
发行库和业务库的制度， 切实把货币发行权集中于中央银行。 形式上银行发行库和业务库是
分开的， 发行库归中央银行管， 业务库归专业银行管。 如果不严格制度， 就有大权旁落的危
险， 造成先斩后奏的被动局面。

（四）这土财政、 中央银行之间的政策协调机构，进行政策的协调决策。 决策机构可以
是由财政、 银行、计划共同组迁的权成性委员会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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