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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为何想

收购国有企业

一是技术水平。国有企业已

经成为我国科学技术研究开发一

个重要的“方面军”。在需要高技

术的通信、冶金、化工、汽车制造、

航天、航空等产业中，国有企业现

在处于绝对支配的地位。
二是设备。作为投资的一部

分，国家多年来为国有企业购置、

增添了大量先进的设备。
三是管理水平。尽管在整体

上国有企业的管理水平还有需要

改进的地方，但是，国内第一流的

管理成果还都是国有企业创造的。
四是人才。国有企业几十年

来建立了一整套吸引、储备人才的

机制，工业经济部门的许多权威专

家，往往都在国有企业做贡献。这

批人才是国有企业一笔最宝贵的

财富。

五是经营规模。国有企业代

表了国家的投资能力、经济能力。
总体上看，国有企业普遍都存在规

模较大的优势。如果有效地解决

“船大能掉头”的问题，这种规模优

势能产生相当大的竞争优势。
六是后勤资源。由于历史的

原因，许多国有企业在后勤服务上

自成体系，一旦向社会开放、让它

们走向社会，普遍都能创造出较多

的就业机会和经济效益，成为企业

的一部分可珍视的财富。

七是名牌、信誉。经过几十年

的发展，我国许多国有企业已经创

造出了一大批在市场上、在消费者

中有良好信誉的名牌产品。在许

多国有商业单位，货真价实、童叟

无欺的信誉至今还牢牢地保存着，

并占有巨大市场。
八是政治协调。我国国有企

业传统的党委会、职代会、工会这

“老三会”，加上近年来随着建立现

代企业制度而出现的董事会、监事

会、股东大会这“新三会”，能够集

中起各方面的优势，从而发挥出集

体的力量。
（摘自《经济世界》1996 年第 7

期 作者：吴锦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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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重视农业

对经济发展的贡献

发展经济学家早在 60 年代初

就概括了农业对于经济发展的四

种贡献，当时看来，每一种贡献都

与较低的发展阶段相关。第一是

“产品贡献”。经济发展总是以 对

农产品需求的增长为特征，非农产

业对于农产品的原料需求及非农

业人口对食品的需求，都要求农业

的相应增长。第二是“外汇贡献”。
经济发展的初期，农产品等初级产

品的出口构成了一个国家的出口

的主要组成部分，该国家实现工业

化所需进口的设备，在很大程度上

仰仗农业的创汇。第三是“要素贡

献”。随着经济发展和农业劳动生

产率的提高，农业中的资本和劳动

力逐渐转向非农产业，成为后者发

展和扩大的要素源泉。第四是“市

场贡献”。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农

业人口占整个人口的比重很大，非

农产业的产品和服务在相当高的

程度上要依赖农业人口作为消费

对象。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

高为非农产业提供着不断扩大的

市场。

在今天，农业对经济发展的四

种传统贡献依然在发挥着重要作

用。首先来看“产品贡献”。“民以

食为天”，这句老话仍然是一个颠

扑不破的真理。在发达国家，人们

的一切现代化享受，都是建立在

“衣食足”的前提之上。没有发达

的农业基础，其他消费和享受都不

过是水中之月、镜中之花。事实

上，经济越发达，人们越是追求新

的享受，越是要求有一个高度发达

的农业经济。其次看“外汇贡献”。
勿庸讳言，对于大多数发达经济来

说，依靠农业作为外汇主要来源的

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农业作为外

汇来源或作为平衡经常项目的重

要工具，仍然没有过时。这是因为

在各国之间存在着农业比较优势

的差别，就必然有大规模的农业贸

易存在，农业的创汇就不容忽视。
第三看“要素贡献”。在发达程度

低的经济中，非农产业的发展固然

要靠从农业中转移出资本和劳动

力的剩余，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

非农产业发展转而更多地依靠自

身的积累。但劳动力的来源通常

仍然有赖于农业中的剩余。并且，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农业这个剩

余资本的来源并未消失，只不过改

变了资本转移的方式。譬如说从

强制积累转变为自愿积累，从征税

渠道变为间接融资渠道。即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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