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摘
搞好搞活国有

企业的五要素

从各地的实践经验看，搞活搞

好企业的基本要 素主要是：第一，

市场开拓能力。国有企业要通过

改革 与市场经济接轨并成为它的

主体，必须从计划经济体制下什么

都依赖国家的“ 等 、靠、要”的思想

状态中解放出来，努 力适应市场，

进而开拓市场，不断提高市场占有

率，否则 一 切都无从谈起。第二，

产品更新能力。企业要占领市场，

必须要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并且坚

持生产一 代、开发一代、研制一代，

不断推出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有

竞争力的新产品。第三，技术改造

能力。只有不间断地进行技术改

造，更新企业设 备和提 高工艺水

平，才能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和在市

场上的竞争能力，增强企业的发展

后劲，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第四，科学管理能力。决不能在改

革中放松管理甚至把改革与管理

对立起来，而要以 改革的精神促进

管理的加强，以管理的加强巩固改

革的成果，努力实现企业管理的科

学化、制度化。第五，领导班子决

策能力。企业要开拓和占领市场，

产品要 更新换代，技术要不断进

步，管理要不断加强，并抓住这些

环节促进经营机制的转换，建立现

代企业制度，必须有一个好的领导

班子依靠广大职工来加以落实，否

则都会流于空谈，再好的国家政策

和改革措施都难以 奏效。
（摘自《求是》1996 年

第 11 期作者：袁 木）

文摘
“九五”时期我国面临的世界经贸环境

综合分析国际经济形势及其发展趋势，我们面临的机遇 与挑战是并

存的。主 要的有利因素有：1 、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的主题更加突出，国

际政治局势总体趋 于平稳和缓和，各国主要精力转向发展经济和增强综

合国力，我国周边环境相对稳定。2、世界经济处于相对繁荣时期，国际

市场保持活跃，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和乌拉圭回合协议的逐步实施，将

推动世界贸易向自由贸易的方向发展，有利于我国国外市场的开拓和扩

大贸易机会 。 3、亚太地区经济仍将保持强劲增长，是当今世界最有活

力 、增长最快、潜力巨大的地区，这有利于我国与本地区各国和地区的经

济合作和贸易的开展。4、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经济因素

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明显增强，有利于我国潜在优势的发挥。主要的不

利因素有：1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未解决，不能享受世界贸易

组织多边协议的权利，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平等地位。2、世界经

济区域集团化趋势加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排它性和贸易保护 主义，对我

国外贸出口影响很大。3、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我们面临发达国家

在经济和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在国际关系中面临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

治的压力。4、台湾的“弹性外交”、“务实外交”，对我国发展外经贸带来

不利影响。  （摘自《经济与信息》1996 年第 5 期  作者：陆 燕）

文摘 中国是否会使世界饥饿
来自中国 、美国 、菲律宾的几十个专家经过 4 年多的潜心研究，在对

中国过去粮食经济增长作 一综合评估的基础上预测 21 世纪中国粮食可

能会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在评估过去粮食生产和消费增长中，他们认为

技术创新是中国粮食增长的原动力，城市化、市场化和收入增长是食品

消费结构变动的根本原因。在预测未来粮食供需状况时，他们认为，在

目前的政策环境下，中国的粮食进口在以后的几年内将会上升；到 2000

年粮食年净进口量可能要达到 4 000 万吨，相当于中国历史上净进 口 最

高年份的 3 倍多。粮食净进口的上升主要是由于畜产品和水产品需求

的迅速增长导致饲料粮需求的增长以及 80 年代以来科研投资的增长速

度下降而导致未来科技储备量的增长速度下降而引起的。进入 21 世纪

后，粮食总需求的增长将减慢，而供给增长（由于政府 可能会增加投资）

使得粮食净进口保持在 4 000 ～ 4 300 万吨的水平上。然而中国不会饥

饿世界，这样的进口水平（相当于国内总消费量的 8% 左右）只能促进国

际粮食市场的发展，对中国（资源合理分配）和世界都是有利的。在研究

模型所考虑的因素以外，实际上还有些别的因素使得粮食净进口在中短

期内不会超过 4 000 ～ 5 000 万吨。中国的港口设备已经严重紧张，粮食

装运几 乎全部依靠人力，国内运输和市场设施也很差。中国也不会愿意

把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绝大部分外汇用在食品进口上，而且更 重要的

是，中国仍然坚信国家的安全同粮食自给密不可分，在思想意识上信奉

粮食自给，如果进口量太大的话，政府一定会制定补偿性的政策。
（摘自《改革》1996 年第 3期  作者：黄季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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