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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集团发展要

防止贪大图快

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所在1998

年 1 月 5 日的《经济日报》上撰文指

出，目前，一些企业集团和政府部门

明确提出要在本世纪末、下一世纪初

使一结企业（集团） 进 入 世 界 500

强，这种提法的可行性是有疑问的。

企业发展、扩张可以采取两种途

径：一是内部扩张，通过资本积累，

凭借自己的技术优势、资金优势和管

理优势，向相关产品、相 关 产 业 发

展。一是外部扩张，通过资产购并、

重组，将别的企业拿过来。目前，不

少企业集团、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认

为第一种发展太慢，有的企业集团领

导明确提出：照目前的发展速度，本

集团三、五年乃至十几年都不大可能

进入世界 500 强企业之列，因而强调

第二种发展思路。有些企业集团进行

大规模扩张，兼并过来许多没有什么

优势的企业；有些地方政府和政府部

门则实行“拉郎配” ，或整行业建制

地变成一个大公司、大集团。这样一

来，确实可以在短期内把企业的销售

额、资产规模 “做”大，但企业（集

团）的内涵如科技研究与开发水平、

管理水平等等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

化。能进入世界 500强固然很好，但

这不是硬争过来的，譬如说，目前把

所有的钢铁企业合并成一个公司就能

进入 500 强排行榜，但这并不能改变

我国钢铁工业结构不合理、产品技术

含量低的局面。贪大图快凑“大个”

的做法很可能“欲速则不达”，反而

把核心企业，把好企业拖垮，最后一

死（破产）一片。韩国的企业集团已

经有这样的先例。

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提

出发展“四跨”企业集团时，同时提

到了一些前提条件，就是要以资本为

纽带，通过市场形成， 要建立面向市

场的新产品开发和技术改造机制，等

等。不具备这些前提条件，即使实现

了 “四跨”，可能也是泥足巨人，难

以稳定地持续发展。

财经文摘经济全球化的

负面影响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有许

多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其负面

影响具体表现为：

（1）国际竞争加剧，国际 投 机

增多，国际风险增加。经济全球化使

生产要素流动更为无序，经济运行速

度加快，金融创新工具增多。这增加

了各国政府实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

难度，却为国际投机者在国际经济活

动中，尤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兴风作

浪提供了机会。发达国家由于信息技

术等先进和跨国公司强大而处于国际

竞争的主导地位，具有较强的风险回

避能力，即使发生危机也可向其它国

家，尤其向发展中国家转嫁，进而造

成“强者全胜”的局面。而发展中国

家却由于经济技术低下而处于国际竞

争的被动地位，常常成为国际投机和

国际风险的牺牲品；

（2） 穷国和富国 的 差 距 将 拉

大。市场经济就是实力经济，其成果

按实力（资本）分享。因此，参与经

济全球化的各国，由于经济实力不同

而所得相差悬殊。发达国家及其跨国

公司受益最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

最不发达国家所得不多，可 能 更 趋

“边缘化”；

（3） 冲击“国家主权”， 冲 击

民族工业。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跨

越国界的无国界经济逐渐 发 展 的 过

程。它要求国家减少干预，甚至交出

部分经济决策权，由全球协调和仲裁

机构去实行。尤其是随着经济全球化

的深化，有些经济活动绕过国界直接

进行，使某些国家的经济主权形同虚

设。在此过程中，跨国公司的作用越

来越大。这对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

无疑是巨大的冲击，一些弱小的发展

中国家经济有被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控

制的危险，一些经济发展较好的发展

中国家经济也有可能由于偶发事件而

陷入困境；

（4）更有利于发达国家利 用 信

息技术和国际互联网络等手段向发展

中国家输出其生活方式、 价值观念、

政治体制。

（摘自《经济管理》1998 年第 1

期 作者：谈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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