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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内陆省份如何加快发展” 是个由

来已久的话题，在不久前举行的 2003 .中国

（ 湖南 ）投资环境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樊

纲指出，中部地区要加快发展，关键在于大

胆进行改革，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体制改

革。

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相比，有其独特

的优势。中部的基础建设、交通条件都比较

好，有大江大河，离海岸的距离也不远。目

前阻碍中部地区发展的重要原因是体制问

题，以前，国家在中部地区的投资相对较

少，开办的国企较多，在发展的过程中，计

划经济体制的观念束缚了中部人的手脚。
因此，中部地区要想加快发展，就必须转变

观念，推进体制改革。

一是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国企的改

革重点是产权问 题，中部地区要加快步

伐，特别是要抓住贯彻十六届三中全会精

神的机遇，从改革产权入手，引进民营企业

参与国企改革，加快产权多元化进程，大力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樊纲认为，我国有很

多好的民营企业，东部产业转移、西部大开

发对中部来说都是机遇，中部地区应 “东顾

西盼，左右逢源”。

二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要通过金融

体制的改革，为今后民营经济发展创造条

件。外资可以搞银行，民资也可以参与银行

的改造，形成一些地方的中小股份制金融

机构，为民营经济服务，促进中小企业的发

展。
三是推进政府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政

府应搭建一个公共平台，当好 “守夜人”。
投资者投不投资，投资多少 ，做什么产业，

那是投资者的事，政府不应干涉。政府应尽

力创造一个好的环境，吸引企业来投资发

展。樊纲认为，中部地区的很多企业总是

“长不大”，说到底还是环境问题。据报道，

有的地方办一个企业要盖 147 个公章，有位

外商投资 500 万元搞产业，结果两年项目还

没批下来，商机早就没了。企业要有竞争

力，就必须降低成本。成本低、东西好、服

务好，就可以赚钱，获得发展空间。因此，

改善投资环境，就是合理地把企业的成本

降低。而政府要做的，就是创造出成本较低

的环境，让企业得到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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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新

在一个关于民营企业的论坛上，国有企业的重

组与新生成为主题报告的重点内容，“新公有制企

业” 这一概念被知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所大力倡

导。这是日前在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中国企业

投资协会和中华工商时报联合举办的 “首届光华中

国民营企业投资与发展论坛”上传出的重要信息。
“新公有制企业”这一概念的重要意义，在于

从理论上解决了中国改革的核心问题，即所有制改

革问题，这将加速国企改组的步伐，加速民营企业

的成长，从而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

展。另一方面，中国在达到G D P人均 1000美元的

水平时，也面临着严峻的发展瓶颈，突破了将一路

高歌猛进，不能突破将徘徊不前。从理论高度上的

突破，对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厉以宁介绍说，某些国外的学者经常议论，认为中

国现在进行的国有资产重组就是私有化，这是对中

国改革的误解。而在国内，由于不能从理论上解决

清楚，各级政府在国企重组问题上顾虑重重，生怕

专家视点“股市的全流通不实现，建立流转顺畅的产

权制度就是一句空话”。清华大学教授、经济学家

魏杰在《经济参考报》上撰文指出，现代产权制

度的特点之一就是可交易性，资本市场就是产权

的交易市场，这首先就要求股市上的股权具有可

流通性，目前的症结其实是一个全流通成本由谁

承担及利益平衡的问题。他认为，从不流通到流

通的成本不能由流通股的股民来承担，国家应承

担一部分。决策者可以从利益协调的角度考虑，

把上市公司的国有股比较便宜地卖给二级市场的

股民，使股民能得到一定的利益补偿。
现在场外日益活跃的国有股转让使股市的全

流通变得更加迫在眉睫。因为国有股掌握在国家

手中，国家还可以以低价出卖的方式给予股民一

定补偿。一旦国有股由非国有股东掌握，国家能

够动用的手段和力量将非常有限，那么普通股民

受损和股市大幅受挫则在所难免。因此只考虑在

场外进行国有股减持，而不考虑全流通是十分危

险的。
另外，建立流转顺畅的产权制度还涉及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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