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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成本扩张”不宜提倡

首先，“低成本扩张”违反市场经济的交

易原则。市场交易的等价交换原则，不会因

为交易的对象由商品变为资产而发生变化。
在正常的市场交易条件下，买方不可能以较

低的出资（即低成本）购买价值量较大的资

产，卖方也没有理由以较低的价格卖出价值

量较大的资产。“低成本扩张”不能成立。
其次，对国家来说，“低成本扩张”的成本

并不低。自 1995 年以 来，为了推进国企改

革、缓解企业的债务负担，国家每年拿出一部

分资金用于冲销企业的不良债务（包括长期

拖欠的利息）。一些企业实行“低成本扩张”

实际是看中了这部分资金，试图通过冲销目

标企业的债务，减少其资产数额，然后以较低

的出资收购实际价值较高的资产。显然，低

成本和正常成本之间的差额，实际上是国家

拿出的冲销资金。因此对企业来说是低成

本，对国家来说成本并不低。
再次，对国有资产来说，“低成本扩张”的

成本并不低。一些企业通过评低目标企业的

国有净资产数量，然后进行购并来实现“低成

本扩张”。在这个过程中，国有净资产应有的

价值 与低成本之间的差额，构成了国有资产

为“低成本扩张”所付出的成本。在这种情形

下，提倡“低成本扩张”，不仅将严重影响国有

资产的保值增值，严重影响资产评估的正常

秩序，而且将严重影响国有资产的正常交易

秩序 、存量盘活的正常进程，同时还将企业的

购并活动引向误区。
最后，对企业来说，“低成本扩张”的成本

并不低。“低成本扩张”简单以企业在资产交

易环节中付出的代价来计算成本，但对购并

企业来说，真实的成本并不以此为限，它还包

括购并企业在购并目标企业后进行的技术开

发 、项目投资、设备更新、经营管理、产品调

整、市场开拓、人员培训及处理各种复杂事务

方面所付出的代价。
（摘自 1998 年 4 月 14 日《经济参考报》

作者：王国刚）

财经文摘如何调整企业结构

1、牢固树立行业调控观念。有些人以为，搞市场经济就不要干预

企业生产，造成行业管理（调控）观念淡漠，放纵重复建设，从而造成企

业结构分散和低水平。应该转变这种观念和作法。行业调控是居于国

家宏观调控和微观主体之间的中观调控，它既接受国家宏观调控，又承

上启下，指导、协调、服务、调节本行业微观主体，我们正在建立的新体

制是社会主义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行业调控是宏观调控的基础和

中介。如果行业管理混乱或失控，行业供求严重失衡，宏观调控就不能

实现。

2、优先使本行业“龙头”企业达到最优经济规模。这里的“龙头”企

业是指本行业排名前几位的国有大企业或企业集团。应该使“龙头”国

有大企业主要产品的生产优先达到最优经济规模。达到最优经济规模

的途径，一是调整资产存量，“消化”重复建设，按照国家生产布局的要

求，选择好“龙头”企业，用合并、股份制、有偿转让、兼并等方式集中生

产要素，达到最优经济规模；二是使企业资产快速增加，采用发行股票、

债券、中外合资等形式。
3、优先促进本行业“龙头”企业专业化协作。行业调控部门首先要

为“龙头”企业的专业化协作进行指导、促进和服务，选择或培育适宜为

大企业配套、协作的中小企业，提高其技术水平。指导大企业“大而强、

大而优”，小企业“小而精、小而专”。要把专业化协作水平作为考核企

业管理和企业享受优惠经济政策的参数，以此促进专业化协作。
（摘自 1998 年 4月 13 日《经济日报》 作者：董术）

财经文摘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理论经济学

简新华在 1998 年第 2期《经济学动态》上撰文指出，一个国家在一

定发展阶段需要什么样的理论经济学，是由这个国家在一定发展阶段

的经济状况和发展趋势决定的。要明确中国现阶段需要什么经济学，

首先必须弄清中国现阶段的国情，即中国的经济现状、所处的经济发展

阶段、面临的基本任务、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正在进行的主要经济活

动。根据这种判断准则，我认为，最需要的理论经济学是市场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现代制度经济学和过渡经济学。中国现阶段的基本经济

活动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需要市场经济学；中国是发展

中国家，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现代化，所以需要发展经济学；中国

正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制度变迁和创新，所以需要现代制度经济

学；中国正在实行两个转变，所以需要过渡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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