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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上市公司“国企病”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治理结构上

的不规范，造成很多弊端。一 是某些

上市公司由母公司承担其所有产品的

销售及原材料采购，变成了名符其实

的“生产车间”，市场经济的风雨与他

们全不相干。二是只有圈钱的功能，

缺乏当家理财的能力。上市公司募

股、配股圈到的钱，有不少到了控股母

公司的口袋里。一些上市公司非但没

有独立的融资渠道，用钱得靠母公司

安排，甚至还要为母公司贷款提供担

保，成了母公司的“摇钱树”。三是关

联交易盛行，弄虚作假成风。上市公

司亏损了，跟控股股东做做资产置换，

搞搞关联交易，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制

造“白条利润”；控股股东想圈钱，就往

上市公司的筐里装进漂亮的业绩，诱

使中小股东参与配股，甚至抬高股价，

以达到多圈钱的目的。四是百般向上

伸手，习惯依赖补贴。上市公司是控

股股东手里的一张牌，过去打中外合

资的牌可以 两免三减半，如今打上市

公司的牌，可以获得所得税地方返还

18% 的优惠，打高科技牌可以免税，打

资产重组牌可以挂账减债免息，总之，

什么牌能向国家多要点就打什么牌。
五是盲目扩张，乱上项目，不注重投资

收益。盲目兼并收购，片面追求低成

本扩张，被亏损企业拖累者有之；项目

刚上，行情已变，增长点变成亏损点者

有之；引进设备质量差，致使新生产的

产品出现质量缺陷，无法投放市场者

有之；兴建与主业无关的标志性大厦，

高楼刚耸起，生产停下来的也有之。
上市公司投资收益差，对股东没有回

报，且并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只须轻

轻一句“暂不分配”就可以搪塞过去。
由于上市公司上述弊端大都发生在国

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并且一般都能从

控股方找到病根，很多问题其实与国

有企业存在的问题如出一辙，所以不

妨称之为上市公司的“国企病”。
（摘自 1999 年 4 月 21 日《中国经

济时报》  作者：黄湘源）

财经文摘解决水资源危机的建议

1.南水北调。我国西北地区的开

发与发展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解决

水环境危机所直接引发的自然生态环

境的危机。只有进行大规模的、跨流

域的南水北调和西北调工程，才能从

根本上解决西北地区严重缺水的状

况，从而彻底解决我国西北地区水环

境危机和自然生态环境危机的现状，

有效地调整我国西北地区与东南沿海

水资源的严重不平衡状况。2.海水利

用。大力发展海水直接利用技术和海

水淡化技术，是一条解决水资源危机

的可行出路。①发展海水直接利用技

术。我国城市用水中，工业用 水占

70% ，其中大约 70% 是工业冷却用水。
发达国家多将冷却用水量大的电力、

化工、钢铁、石油等企业布置在滨海地

区，利用海水做工业冷却水。我国目

前海水取用总量却很少，与发达国家

的差距甚大。海水可替代淡水用于消

防、喷洒街道、游泳池、人工喷泉、洗刷

及卫生间冲厕等。农业若能实现大规

模的海水灌溉，将可大量节省淡水资

源。②发展海水淡化技术，开辟长期

稳定可靠的淡水水源，是解决沿海地

区水资源短缺的战略措施之一。在一

些发达国家，海水淡化在技术上已发

展到可大规模生产、在经济上可以接

受、在生产上已形成 为新兴的高技术

产业。3.提高水资源利用率。为解决

水资源的短缺问题，中国必须找出适

合自身特点的解决方案。为此需要对

整个国家的农业、能源和工业进行结

构调整，以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
（摘自 1999 年第 2期《经济理论与

经济管理》  作者：王红星）

财经文摘
我国农业发展

面临五大挑战

1.需求压力增大的挑战。面对

日益扩张的农产品需求，如何发展生

产，增加农产品的有效供给，更好地

满足这些需求，将是我国农业面临的

最大挑战。
2.耕地数量减少的挑战。耕地

减少是影响我国粮食增产潜力和未

来粮食供给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
如何面对耕地减少形成的压力，迎接

耕地减少诱发的挑战，是我国农业发

展必须回答的一个重大问题。
3.单产提高障碍的挑战。在耕

地减少的态势下，土地生产率的提高

就成为我国农业增产潜力的核心内

容。然而已有多种障碍因素对我国

粮食单产水平的提高构成了制约，主

要是：新技术突破和应用的速度放

慢；水资源短缺严重；化肥施用出现

明显的报酬递减趋势；工业污染的威

胁；全球气候变暖趋势的影响。
4.资金投入不足的挑战。尽管

国家对发展农业高度重视，但由于财

力的限制，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对农

业资金的投入有可能增加，但不会有

大量增加。另一方面，农户及社会对

农业的投资，由于受比较利益的驱

动，增长也不会很快。如何突破资金

瓶颈约束，提高农业比较利益，增强

农业发展后劲，强化农业的市场竞争

能力，不仅是我国未来农业发展面临

的问题，也是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发展

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5.加入世贸组织的挑战。国际

化是我国农业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
如加入世贸组织，将主要有两方面不

利影响：一是世贸组织规则的约束，

缩小了我国政府对农业的宏观支持

空间；二是国外农产品会对国内农产

品的生产形成一定冲击。
（摘自 1999 年第 2 期《管理世

界》  作者：冯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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