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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改革缺乏逻辑

一贯性及其相对滞后

是通货膨胀的

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的通货膨胀

是从国有部门开始改革之后才逐渐

变得严重起来的。而企业改革本身

缺乏逻辑一贯性和企业改革的相对

滞后是经济转轨时期通货膨胀的一

个重要原因。从 1978 年 10 月四川

选择 6 家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

权”试点以来，历经 1987 年开始实

施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和 1992 年开

始实施的经营机制转换条例，国有

企业改革的基本思路在于认为传统

体制的根本缺陷是权力过度集中，

因而强调对企业自主权的下放，强

调企业的积极性。由于相对忽略了

对企业的监督和约束，国家作为国

有资产所有者没有建立一个有效的

所有权行使机制，因而这一阶段改

革的结果形成了内部人控制，导致

出现很高的代理成本，具体表现在

企业出现短期行为，国有资产流失

严重，工资侵蚀利润，等等。这些代

理成本不仅意味着国有资产的保值

增值未能很好地进行，而且对于通

货膨胀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从投资机制看。随着分权化改

革的逐步深入，企业的自留资金有

了大幅度增加，其使用权也基本掌

握在企业手中。而且，折旧基金目前

已成为自留资金的重要来源。由于

缺乏所有者（或其代表）的必要监督

和约束，企业的管理人员作为决策

者就很可能为了企业职工或他们个

人的利益，甚至投资于一些实质上

无效或风险很大的项目，造成所有

者的损失。例如，在近年的房地产开

发热中，不少企业拆资从事房地产

投机。这不仅使国有资产置于很大

的风险之中，而且往往是肥了一小

部分人。这种预算外投资和投机资

本直接推动了价格水平的上涨即通

货膨胀。十多年来数次出现的投资

膨胀中，预算外投资、特别是企业的

自主投资都占了较大比重。

从分配机制看。职工个人收入

方面多年来未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是工资侵蚀利润，个人收入增长的

速度超过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

例如，国有企业部门的资本收益率

从 80 年代初（1981 年）的 23.8%下

降到 1992 年的 9.7%，而职工收入

却一直增长，从 1981-1985 年的平

均 4.3%上升到 1992 年的 7.0% ，

1994 年职工实际收入 又增 长了

7.4%。这从两个方面影响通货膨

胀：一是推动了企业工资成本上升，

导致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二是这

种被称为“国民收入超分配”的行为

直接增加了消费者需求，导致需求

拉动型通货膨胀。

（摘自《经济研究》杂志 1995 年

第 7期  银温泉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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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二
个
飞
跃
」

是
一
个
很
长
的
过
程

在
我
国
的
绝
大
多
数
农
村
地
区
，当
前

及
今
后
的
一
段
时
间
里
，还
不
具
备
发
展
农

业
规
模
经
营
的
条
件
。
主
要
原
因
是
：1.

人

多
地
少
，农
村
劳
动
力
大
量
剩
余
，难
以
在
短

时
间
内
转
移
。2.

现
行
的
农
村
土
地
制
度

，阻

滞
着
农
地
的
流
转
和
集
中
。3.

农
民
「
恋
惜
」

土
地
，不
愿
轻
易
转
让
和
全
部
放
弃
土
地
。
这

些
因
素
决
定
了
发
展
农
业
适
度
规
模
经
营
是

一
个
「
很
长
的
过
程
」
。
就
全
国
绝
大
多
数
农

村
地
区
而
言
，在
目
前
及
今
后
一
段
时
期
内

尚
无
推
行
农
业
规
模
经
营
的
条
件
和
可
能
，

切
不
可
盲
目
冒
进
，如
若
不
顾
客
观
条
件
和

农
民
的
意
愿
强
制
集
中
土
地
推
行
规
模
经
营

将
会
导
致
难
以
预
料
的
后
果
。
当
然
，农
村
劳

动
力
已
经
大
量
稳
定
地
转
入
非
农
产
业

，具

备
了
实
行
农
业
适
度
规
模
经
营
的
起
步
条
件

的
经
济
发
达
地
区

，则
应
当
不
失
时
机
地
抓

住
机
遇
，在
充
分
尊
重
农
民
意
愿
的
前
提
下
，

从
实
际
出
发
，积
极
探
寻
符
合
本
地
实
情
的

恰
当
形
式
，主
动
引
导
农
业
适
度
规
模
经
营

的
发
展

，实
现
农
业
改
革
和
发
展
的
「
第
二
个

飞
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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