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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资源性国有资产
的产权管理

侯专政

随着人口膨胀和经济发展速度的

加快，我国自然资源承受的压力，面临

着严峻的挑战。自然资源日益紧缺，承

受能力愈来愈脆弱，与我们长期忽略资

源性国有资产的产权管理有着十分密

切的关系。产权管理是资源性资产管

理的核心，也是其他管理工作的基础。
因此，我们应通过有效的产权管理来克

服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外部性”，降低交

易成本，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从制度

上保证合理、高效地使用资源。

一、产权的概念及对资源配置的作

用。

1.产权的概念。产权是现代产权

学派、交易成本学说和新制度学派中的

一个极为重要概念。直观地看，产权表

现为人与物的某种归属关系，因而它最

基本的涵义就是财产权。作为经济学

的一般范畴，人们通常把它视为一种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一种人对物的关系

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尽管给产权

下定义的出发点和着力点大不相同，但

我们仍可以找到一 个为马克思主义经

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以及现行的法

律和经济学研究基本同意的产权定义：

产权不是指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指

由物的存在及关于它们使用所引起的

人们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产权安排

确定了每个人相应于物时的行为规范，

每个人都必须遵守他与其他人之间的

关系，或承担不遵守这种关系的成本。
因此，对共同体中通行的产权制度可以

描述为，它是一系列用来确定每个人相

对于稀缺资源使用时的地位的经济和

社会关系。

2.产权的起源和产权制度对资源

配置的作用。在可能导致产权出现的

各种因素中，产权经济学家特别强调，

由于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产生的资源

稀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远古时期，

人类尽可能通过无限制地渔猎和采集

活动而维持生存，所以，在那时，排他性

的产权是不存在的。但是，随着人口的

繁衍，消费量增加，各部落之间为争夺

可以自由猎取的动物资源的斗争日益

加剧，而自由滥猎的方式使动物资源大

大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当固定的农业

活动变得对猎畜活动更有吸引力时，人

类社会就开始由自由狩猎向在排他性

的公有产权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定居农

业过渡。农业共同体这种公有产权的

安排虽然阻止了外人对本部落资源的

占用，但又导致了部落内部成员对公有

资源的滥用和浪费，即所谓“公共地的

悲剧”。为了避免或者减少出现这种资

源浪费或损失的现象，使社会成员使用

资源的行为公平化、合理化和高效化，

就必须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并明确界

定产权，使“社会成本”内化为资源使用

者的个人成本，只有这样，才能维护资

源性资产的所有者合法权益。
在影响资源配置和经济绩效的诸

制度变量中，完整的产权制度是最为重

要的。它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

方面：（1）有利于克服交易的外部性，降

低交易成本。所有运用市场调节手段

的交易活动都存在交易成本。交易成

本是市场价格机制运用对社会资源的

浪费。因而，当市场交易费用太高以致

不值得时，人们就会借助强有力的产权

制度，通过确定和实施一系列的规则，

消除合作性谈判的障碍来降低交易成

本。这个过程就是所谓“内在化”的过

程。这个过程常常伴随着产权的变迁，

同时会影响市场制度运作的效率。（2）

有利于人们着眼于长远利益使用资源。
稳定有效的产权制度，不仅使财产所有

者的权益得到保护，而且使当事人在交

易活动中形成一个可以把握的较稳定

的预期，使经济行为长期化。否则，人

们就会因制度不稳或产权界定不明而

滥用资源，致使经济行为短期化。（3）

有利于刺激资源的有效使用。在产权

特别是收益权得到明确的界定的场合，

产权主体就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有效

地利用资源并积极从事财富的积累。
不然，当事人便不会积极去有效地利用

资源，且由此产生的“搭便车”行为还会

使资源受到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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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统资源性国有资产产权管理

存在的弊端与后果

1.资源产权界定不清，导致资源性

国有资产管理失控，“乱抢滥采”现象愈

演愈烈。产权管理的前提是界定产权，

产权管理的实质是所有者与非所有者

之间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化。资源产权

界定就是要明确区分资源所有权、经营

权、使用权与管辖权等；明确区分资源

行政管理职能和所有权职能；明确区分

全民所有（国有）与集体所有的产权关

系。此外，还应明确界定中央与地方在

资源所有权权利方面的关系。我国宪

法规定，所有的资源（部分土地集体所

有）都归国家、全民所有。但是，在实际

生活中，在资源的产权问题，产权与使

用权的关系等有关管理制度的具体细

节上仍有许多不明确之处。如资源的

所有权与使用权混淆，并常常表现为所

有权与经营权合二为一，产权关系十分

模糊。谁是国有资源的人格代表，谁代

表资源所有者综合管理国有资源，都没

有明确的规定和管理制度。再如对中

央与地方、全民与集体所有权界限不

明，导致资源开发利用中矛盾尖锐。对

资源的使用者的管理也极不完善，对使

用者缺乏行之有效的约束机制，导致滥

用管理权、争夺使用权，出现了前所未

有的“乱抢滥用”的现象。总之，在资源

产权不明确特别是使用权（开采权）界

定不清的情况下，多元利益主体（如个

人、集体、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等）下只

能产生掠夺，而不能产生真正有效的竞

争，客观上纵容了对资源破坏性的开发

利用，并且可能由此而引发一系列严重

的社会问题。这些年为获取资源开采

权（使用权）而出现的多元利益主体之

间如地方与地方之争夺，集体、个人与

国家之争夺，地方与国有企业之争夺就

是资源产权关系未理顺、管理权限不清

的必然结果，这种前所未有的“乱抢滥

采”现象是对我国本已十分稀缺的资源

的极大浪费甚至破坏，是一种短期狭隘

的观念，这种狭隘的不可持续的效益观

念将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严重

的隐患，后果不堪设想。
2.资源产权转让的市场机制不健

全，资源性国有资产得不到合理高效的

配置。这是资源产权不明确，资源无偿

使用制度派生出来的又一个问题。在

存在资源产权转让市场的情况下，资源

的使用权是根据提供租金的多少，以及

是否能更有效地使用资源这一经济学

上的效率原则来决定的，在不存在资源

产权转让市场的条件下，使用资源的效

率原则是很难“显性化”的。由于现行

资源产权关系缺乏灵活的产权转让方

式，导致谁占用资源谁就垄断资源使用

权的状况，影响了资源的优化配置。
这一切都说明，必须推进资源产权

制度的全面改革。也只有明确解决资

源的产权关系，改变资源的无偿使用制

度，才能从根本上建立起抑制资源过度

消耗的内在机制。

三、加强资源性国有资产产权管理

的对策

1.搞好资源性国有资产的产权登

记工作。资源性国有资产产权登记是

资源性国有资产管理的一项基础性工

作，是实施产权管理的前提，而对资源

性国有资产的占有、使用单位进行产权

登记，又成为加强国有资产管理的基本

手段。离开了资源性产权登记，资源性

国有资产管理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

木，这正像企业产权登记是企业国有资

产管理的基础一样。要弄清什么是资

源性国有资产的产权登记，必须先弄清

什么是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依据

国务院 1996年颁布的《国有企业国有资

产产权管理办法》，可以把企业国有资

产产权登记界定为：国有资产管理部门

代表国家对国有资产进行登记，依法确

认国家对国有资产的所有权以及企业

单位占有、使用国有资产的法律行为。
据此，可将资源性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定

义为：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及其受托部门

代表政府对国有资源性资产的产权状

况，依法进行登记，确认产权归属关系

的行为。一般地说，资产按其价值运动

方式和存在形态可分为五大类：；固定

资产、流动资产、资源性资产、无形资产

和金融性资产。资源性资产正是基于

对土地、矿山、水流、森林、草原、滩涂、

山岭等自然资源的使用和收益而形成

的权利，它在所有资产中占有重要而独

特的一席之地，不能把它湮没。做好资

源性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工作，主要是为

了摸清国有资源资产的“家底”，对于建

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新型

资源型资产管理体制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通过产权登记，国家作为所有者

的地位在法律上得以确认，由此获得了

国有资产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的法

律依据，有效地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
第二，也保障了占有人和使用人的合法

权益。资源性国有资产的产权登记，同

时确认了占有人和使用人的合法权益，

使占有人也获得了对资源性资产占用

权的法律凭证。第三，有助于促进资源

性资产的合理利用，提高经营效益。过

去，资源无价，无偿使用，人们不懂得珍

惜，更谈不上对资源的合理利用，经营

效益很差。通过产权登记，使资源的价

值外在化，促使人们重视资源性资产的

合理开发和利用。第四，产权登记有利

于实施财政部门的管理职能。通过产

权登记，保障国有资产的安全和增值，

把应上缴的税后收益及时足额地集中

在所有者手中，有利于防止资产和收益

的流失，有利于增强国家财政的职能。

2.严格界定各自然资源产权权能

的界限，使各产权主体人格化。要真正

塑造出具有人格化的自然资源所有权

主体，对全民所有制的自然资源需要成

立有关各种自然资源的公管局（如：土

地管理局、流域管理局等），让它们作为

供应自然资源所有权的人格代表。对

集体所有制的自然资源，让有关集体经

济组织（如：村土地管理处）的负责人作

为所有者的法人代表。负责人可以由

该集体民众选举产生，也可由有关行政

首长（如村长）兼任。给这些人格化的

所有权代表权力，让它们拥有行使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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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使用费和监督经营者利用自

然资源的行为规范等权力，承担自然资

源增值和自然资源使用过程中的环境

保护等责任。在此基础上，清晰地界定

自然资源所有权主体、经营使用权主体

应享有的权力和利益，以及应承担的责

任，使它们之间形成法律、经济等方面

的内在约束机制。
3.培育国有资源产权转让市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建立资产转让

制度和产权交易市场，实现产权商品

化，促进产权合理调整和优化，提高资

产的使用效率。这一要求对于资源性

国有资产也是基本适用的。加强和完

善资源性国有资产的产权管理必须构

建资源性国有资产的产权转让市场，促

使资源性国有资产的开发、出卖、转让

进入市场，以便资源性国有资产的国家

所有权得到维护，并在经济上得到实

现，要让资源性国有资产充分活动和合

理开发，必须重视产权市场的培育和完

善。只有资源性国有资产进入市场，其

价值才能得到确认和实现，也只有通过

产权市场才能发挥激励或抑制功能，实

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走向良性循环。
在推进资源性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

进程中，培育产权转让市场是极其重要

的工作。就当前而言，主要是要做好以

下几方面的工作：第一，明确资源性企

业的法人主体，能自主决策、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1993 年国务院颁布的《全民

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

其实质就在于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

政企分开，这一要求对于资源性企业同

样是适用的；第二，资源性国有资产能

够自由转让，排除政府不必要的行政干

预；第三，产权交易过程中对自然资源

资产评估除了要计量其经济价值外，还

要正视资源的环境价值，以免造成国有

资源资产严重流失；第四，产权市场应

是公开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第五，建立

经济信息采集分析、引导和监控服务系

统，为优化配置资源提供外部条件。当

然，这只是一 般的原则和要求，对于不

同的资源资产，应有所区别。如国有森

林资源，它是一种特殊的资产，在全球

环境保护中具有决定性的、不可替代

的作用，所以在产权交易过程中，必须

慎之又慎。对国有公益森林资源资产

的管理应体现其特殊功能，其转让应

该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转让幅度要

经过严格的控制。经营性森林资源的

资产转让也要遵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转让手续。森林资源资产的转让与单

纯的木材交易具有严格的区别，具体

到某一片森林时，其环境价值要客观

分析，具体对待。单纯的木材交易，也

应考虑到对环境的影响，以便兑现生

态效益补偿制度。
（作者单位：湖南省税务高等专科

学校）

艺 苑

飘扬的 红旗
——致战友

崔 飞

昨天，我们扛着枪，

驻守在祖国的边防。
你  在老山，

我  在雪山。

今天，黄色的军装才脱去，

我们又投入这蓝色的海洋。
不变的，是那面红旗，

永远在心中高高飘扬。

柳芽初露的春天，

我们下村串巷，

宣传、讲解

把税法的种子到处播放。

硕果压枝的秋日，

我们涉河越岗，

开票、收款

将税法的果实满满装上。

启明星还未离去，

我们已奔行在乡间的路上。
为了多收一分税款，

我们总是匆匆忙忙。

返家的途中，

我们常借着朦胧的月光。
为了收缴税款，

时间已被我们遗忘。

偷税者的慌张，

逃不脱我们的眼光，

抗税的歹徒猖狂，

不敌我们的胸膛。

骗税者的巧语花言，

软不了我们的心肠，

逃税者的糖衣炮弹，

撼不动我们的信仰。

不论何时何日，

不论身处何方，

不变的，是那面红旗，

永远在心中高高飘扬。
（作者单位：江苏东台国税安丰分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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