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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呈职工身骨霆邕的言蹋鴃口分霍

吴幼喜-- -

全民职工身份是一个特定的历史范畴，它
形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 在新旧体制替代中，
全民职工身份退出却呈粘性化，由此构成全民

｀经济就业制度的市场准入问题，症结在千全民
职工身份退出存在 一个市场缺口 一一 明晰全
民职工的个人产权要求。

全民职工的个人产权问题素来是全民经
济中的一个盲点，理论忽视、实际存在。从我国

公有制形式结构来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
实行全民经济和集体经济（分城镇和农村集体
经济）并存。 这两种公有制形式在社会资产拥
有批和就业人数指标上呈现不对称的结构，全
民经济拥有社会资产中的绝大部分，吸纳的就
业人数却只占社会劳动力总批中的小部分，集
体经济则反之。这意味着全民职工的人均拥有
资产批高千集体经济的职工和农民，相应地生
产效率也较高。 在这种生产力差别的基础上，
形成了两种公有制形式内部的不同产权安排，
全民职工身份和集体职工身份具有不同的经
济含义。 从全民经济内部 关系来看，全民职工
是在放弃个人或集团分散直接占有生产资料
的前提下，借助联合劳动共同占有、使用和支
配生产资料，劳动者获得这样一些个人产权：
终身就业权、按劳取酬权、剩余索取权，产权基
础是个人劳动质和址的状况。对这些个人产权
享有和行使的关键是取得全民职工身份，在其
时的历史背景中，由千生产效率的优势和政府
的倾斜政策，全民职工身份的相对含金蜇较
高，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不可替代性。因此，
成为全民职工是众多劳动者择业的第一目标。
全民职工的王要来源是综合素质较高的城镇

居民、大中专毕业生和转业、复员军人等。
从历史成本比较来看，全民职工身份相对

较多的含金批并不能掩盖劳动者的个人产权
是缺损的，其产权收益屑于不足额的支付，这
体现在：

其一 ，全民经济是以社会利益为取向的经
济形式，这意味着经济决策的着眼点是全局利
益和长期利益，较易发生忽视或损害局部利益
和个人利益的情况。如在全民资产由政府信任
托管的情况下，缺乏行之有效的产权约束，长
官意志可迫使国家经济进行脱离实际的超经
济强制、严重破坏经济发展规律，1958年的大
跃进、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均属极端例证，这
都对全民职工的个人利益造成长期的伤害。

其二，全民经济是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形
式，政府在推进工业化的压力下，为了工业化
必需的巨额资本形成，长期采取了高积杲、低
消费的政策方针。 在年国民收入既定的情况
下，通过压低全民职工的个人现期消费水平来
取得积累资金．提高 积累率，以供工业化的资
金需求。建国以来，多数年份的积累率达30%
或30％以上，因此，经济发展中的积累和消费
矛盾一直比较尖锐。 不容否认，昔日全民职工
的一部分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凝聚成今日数
万亿元的国有资产。

其三，国家对全民职工的劳动支付形式有
些象银行的定期存款一样，在存款未到期以
前，主要是利息支付。 在资源和产品短缺的情
况下，国家支付有三个特点：（］）实行终身就业
和终身福利，意味着这种支付将在一个职工的
生命周期中砓终完成 心 (2) 实行平均分配和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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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制度， 职工的收入随工龄增加而递增．即 目前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和再就业机会
所谓八级工资制。(3)较低的生活质批， 全民 少，职业转换困难也构成难以逾越的市场缺
职工的消费主要用千必需的生存资料和必要 口，这也使 一 部分职工在比较利益的驱使下．
的医疗护理，劳动力再生产费用较低。在上述 ＼ 更不愿放弃全民职工身份 3

安排下，一个职工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由 在全民职工身份退出问题上客观形成了
国家承担，造成对个人产权的忽视。 全民职工对政府的倒逼机制，一些全民职工不

市场取向改革充分暴露了全民所有权构 约而同地制造了种种压力，要求政府正视个人
造基础的缺陷，它是一种没有微观基础的宏观 产权的价值补偿间题。政府之所以回避全民职
所有权，这在全民职工身份退出问题上体现出 工的个人产权要求，有两点基本考虑：
来。 象银行存款到期还本一样．鉴千国有资产 L赎买全民职工身份的费用浩大，在国家
的历史形成特点，劳动者要求在放弃全民职工 财力匮乏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分解国有资产存
身份时获得相应的价值补偿，这是其市场准入 批来对全民职工身份进行赎买，因此政府担心
的基本条件。 引起国有资产的“雪溶 “效应，瓦解公的制的物

横向比较来看，同属公有制经济的集体所 质基础。
有制的职工退出机制就构成一个参照系，因其 趴就业是政府的公共政策目标，涉及到社
个人产权在企业契约中界定清晰，集体财产聚 会稳定的基本问题。在市场难以实行充分就业
散灵活，平时，职工的个人股本可参加分红，在 的情况下．还必须由国有经济实行非效率就
退出时可按出资额或股份返还给职工。这个特 业。况且政府目前能依赖的经济力显只有国有
点使集体经济的就业制度能较顺利地和市场 经济，国有经济自然承担主要的就业任务。
经济对接。 无疑，这也会使一部分全民职工的 笔者认为用用漠视个人产权去置换国有
心理更趋千不平衡，加剧皋比行为。 资产的完整性，用效率损失去笐换政府就业目

现行国有资产管理的指导思想和相关政 标是短视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是行不通
策是回避全民职工身份退出的个人产权要求， 的．国有经济的效益持续下降和国有资产的大
希望无成本或低成本地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 世流失的事实深刻地暴露了这种做法的保守
求的国有经济就业制度。如有意无意地借助自 性和负面影响。解决这一难题的思路选择应是
然退休的政策来规避个人产权要求．这主要涉 加快建设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国有经济就业机
及到第一代拥有全民职工身份的人．这批人巳 制的市场化改革，具体做法是：
陆续进入退休状态，而且实际退休金在高通货 第一 ，在社会保障对象和范围还不能覆盖
膨胀率的影响下严重下降。对第二代人的全民 全社会的情况下，应优先考虑将那些具有全民
职工身份退出基本上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立 职工身份的人纳入社会保障系统。
场。这种漠视态度使一些拥有全民职工身份的 第二，采取工龄折算方法，结合当前的物
人采取反市场的自卫行为，宁愿选择呆在国有 价水平．使具有全民职工身份的人分类、分级
经济中等待、空耗，造成国有经济的职工流动、 进入社会保障范围，等级最高者可免交全部费
重组困难。 由于其生产积极性下降，出工不出 用，其他视情况由个人补足。一般来说，工龄长
力，职工内部矛盾也很尖锐，特别是新老员工 短代表了 一个人对全民资产的贡献水平，应成
之间。另 一个市场自卫行为则导致国有资产大 为估算个人补偿价值的基本依据。
批流失。国有经济中各利益集团和个人借助各 第三．理顺社会保障基金管理体制，避免
种产权变动途径如股份、债券、承包、租赁乃至 政出多头、分而治之的情况，这样有利于集中
破产来侵吞国有资产，以建立个人财产基础， 使用基金，提高基金管理效率，降低代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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