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摘
建立有利于

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

机制和制度

建立有利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机

制的核心是培养企业良好的利润动机

和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动力。而培养

企业形成良 好的利润 动机 和 自 我 积

累、自我发展的动力，就必须解决当前

企业普遍存在的收入超分配问题。解

决问题的办法是尽快地实行年薪制，

将企业资本增值与经营者收入挂钩，

同时建立起企业业绩评价体系，做为

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中介，客观公正评

价企业资本保全和增值的水平，并以

此为依据确定经营者的年薪。要科学

地计算和利用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

的系数，合理地确定职工报酬，实行有

升有降的 浮 动工资为 主体的工资制

度，从而激励职工和经营者共同努力

来实现资本的保全和增值。

在建立激励机制的同时，必须深

化所有者的约束机制，从一 般意义上

说，所有者更加看重的是企业的长远

利益，是资本的增值与扩张。国家的所

有者权益在企业中要靠企业中的所有

权代表机构来行使，一般是企业中的

董事会来行使。可以考虑在国有资产

管理机构中建立董事局一类的机构，

专门考核和评价派出董事会成员的业

绩，并据以决定其年薪，要逐步考虑将

董事 会成员的收入从企业中 脱离出

来，以 形成董事会对经理人员的有效

约束。

要重视制度建设，特别是在由计

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企业的

良好机制尚未建立，企业行为也很不

规范，在这种情况下，要着眼于从根本

上解决问题，既要重视机制的培养，也

不可忽视制度的建设。要 十分重视基

本法规的建设，使企业资本经营行为

符合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则，

做到以法治产。

（摘自《中国改革》1996 年第 2 期

作者：朱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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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直接投资锐减
1981—1990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

总投资由961.01亿元上升为4 449.29

亿元，平均增长速度为 22.1% ；而农业

固定资产投资则从 88.68 亿元增加到

243.36 亿 元，平 均 增 长 速 度 为

14.3% ，仅 为 前 者 的 64.7%。虽 然

1986、1989 两年农业固定资产投资比

前期减少，但总的趋势是缓慢增加的。

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的缓慢增长与全社

会总投资的快速增长的反常合拍，导

致了农业固定资产投资份额由 9.22%
下降 为 5.47% ，下降了 3.75 个百 分

点，目前，我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恰

处于 300—1 200 美元区间的始端，根

据钱—塞标准结构，农业固定资 本投

资 份 额 至 少 应 达 到 10% 左 右，而

1981—1990 年的 十 年间，只 有 1982、

1984 年 两年 达到并略微 超过 这 一 界

限，其余八 年投资份额均低于 10% ，并

且偏差越来越大。

农业投 资的下降，不仅反映在固

定资本投资上，而且还表现在所有的

农业投入方面。根据莫利特经验公式，

对农业物质费用投入与固定资本投资

进行的匡算表明，1978—1987 年，我国

农业投资至少少投资 4 900 亿元，平均

每年少投资 490 亿元，农产品总值中

再 投 入 农 业 的 比 例 由 1978 年 的

38.6%下降到 1987 年的 36.4%。可

见，农业直接投资的变动是趋于减少

的。

（摘自《投资研究》1996 年第 2 期

作者：罗剑朝）

文摘什么样的经济成份

结构比较合理
在我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应当

建立一种合理的经济成份结构（比例）

来维护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公有制经

济主体地位的很好实现和国有经济主

导作用顺利贯彻。在我国的现阶段，比

较适宜的结构应当是“三三制”。所谓

“三三制”就是指在国民经济总资产中

国有经济大致占有 1/3，集体经济大致

占 1/3，非公有制经济大致占 1/3，即

三分天下各有其一的结构。在这个“三

三制”模式中，1/3 国 有经济 十 1/3 集

体经济 = 2/3 公有制经济。就是说公有

制经济占 66% 以上，三分天下有其二，

当然牢固地占据着主体地位。在坚持

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不变的情况下，

使三者在平等的基础上竞争，各尽其

能，各显神通，相互提携、共同促进国

民经济的繁荣、兴旺和发达，这是社会

主义社会梦寐以求的最理想的大局。

（摘 自《经 济 理 论 与 经 济 管 理 》

1996 年第 1 期 作者：宋养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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