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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 也 要 警 惕
“重复投资病”

近年来，曾经对我国工业危害深

重的“重复投资病”在农业领域也开始

潜滋暗长。农业重复投资的表现主要

有两种：其一为产品结构趋同。以水

果业为例，北方种苹果，南方种柑桔，

南北部种梨，全国 1.27 亿亩果园中，这

三大品种就占了 60% 以上。由于品种

单一，“大路货”多，优质品种少，势必

使市场空间拥挤不堪。去年许多地方

出现水果卖难，正是这种重复投资酿

就的苦果。其二为地区结构重复。在

今年制定的各省的种植业长期规划

中，花卉、蔬菜、林果三大产业被不少

省区列入，现在看市场空间不小，但如

果没有控制。摇钱树也会变成苦菜

花。目前，全国仅在农业部挂上号的

果园面积超过 10 万亩的基地县已有

340多个，各地大上果园的热情依然不

减。
农业重复投资，必然使一些农产

品的收益下降，这里有平均利润率的

原因，但更主要的是供过于求。北京

市年产鲜蛋三亿公斤，但年消费量仅

为两亿公斤，就是不算各地及周边农

村调入北京的鸡蛋，年过剩也达一亿

公斤。农业重复投资的危害是巨 大

的。然而，令人担忧的是，这个问题并

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现在已到

了解决农业重复投资问题的时候了。
（摘自《半月谈》1997 年 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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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改革进程缓慢的症结

究竟在哪里

经济学家吴敬琏最近在接受《中

国企业家》杂志记者采访时说，目前，

国有企业改革进度缓慢，原因并不是

思路没有理清或方案尚不明确。十四

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的四项要求，即产权明晰、权责分明、

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应该说，这些要

求是既具体又明确的。
但为什么迟迟不能落实呢？从表

层看，国有企业改革牵涉到的问题太

多，而这些问题又是积累多年形成的，

因此，要改变也必然会有一定的难度。
深层的问题还在于以上四项要求，特

别是一、三两条的实现会改变现有的

利益格局。这种利益格局是和旧的行

政管理体制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动这

个体制就要牵动某些机构和个人的权

利。因此，这一改革自然会碰到自觉

或不自觉的惰性、障碍，甚至反抗。一

个明显的现象就是，说到原则，如建立

现代企业制度、四项要求等等都表示

赞成，但一触及自己的权利就变得寸

步不让，打出各种旗号来保护原有的

体制。
从局部利益出发阻碍改革，弄不

好就会让整个国家受惩罚。为什么外

资企业在我国的势头越来越强？并不

是中国人和中国企业家天生无能，而

是许多中国企业存在着制度缺陷，因

而即使是在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里也

常常显得不堪一击。
出路是有的，那就是坚决地进行

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坚决进行国

有企业的改革。只有这样，一个以公

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

的繁荣局面才会真正出现，也一 定会

出现。
（摘自《中国企业家》1997 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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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重视国 有企

业的“贫血病”

经济学家王琢在《经济纵横》1997

年第 6期撰文说，

为什么 18年来的国有企业改革，

作了多种改革试验，反而使相当多的

国有企业陷入困境？

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

只看到国有企业患有“体制病”，没有

认识到国有企业还患有体制外的“贫

血病”。我国在完成“一五”计划之后，

实行了数量扩张的经济增长方式，一

些地方和部门热衷于上新项目、铺新

摊子。这些建设项目一旦投产，国家

就开始向国有企业索取，要税要利，连

折旧基金也要上交一块。国家财政再

把这些资金集中起来，再上新项目，再

铺新摊子，就是不给或很少给国有企

业技改投入，以致许多国有企业风光

一时，可是拖了十年、二十年，乃至三

十年，设备老化了，技术落后了，产品

过时了，退休职工成堆。此时国有企

业已患了严重的“贫血病”。这个病的

根子在国家财政已从五十年代的建设

财政退化为八 十年代的供给财政，由

此造成两个“养不起”的相互矛盾：国

有企业“养不起”国家财政，国家财政

也“养不起”国有企业。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不但没有完

全落实对国有企业休养生息的政策，

反而加重了国有企业负担，1995 年全

国工业总产值 91 894亿元，其中国有

工业总产值 31 220 亿元，占 33.97% ，

非国有工业总产值 60 675 亿元 ，占

66.02% ，而当年国家财政收入 6 242

亿元 ，其中来自国有企业 4 441.04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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