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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权侵犯所有权

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

产权不明晰

对于国有企业经营中所存在的

问题，现在常常被归咎于国有企业

产权不明晰，因而把希望寄托于旨

在明晰产权的企业经营机制改革上

面。事实上，中国国有资产的所有权

归属于国家从来都是十分明确的。

但作为所有者的国家无法自己经

营，因而必须委托厂长经理来经营，

这与市场经济国家中的大型私有企

业一样，即同样存在着委托代理问

题。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和

经营权从来就是相分离的。所以，问

题在于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情况

下监督企业经营的成本太高。为了

避免实现国家战略意图的国有企业

倒闭及出现失业问题，政府只好对

亏损的国有企业不断给予补贴，而

预算无法硬化，则给国有企业用经

营权侵犯所有权创造了更大的可

能。

其实，这种因所有权和经营权

分离而产生的所有者目标与经营者

目标相离异的现象，是伴随着现代

公司的出现而与生俱来的，并最突

出地表现在公司制企业中。然而在

发达的市场经济中，有一系列条件

使监督企业经营的信息成本和惩罚

不合格经理人员的成本降低，使经

营者总体上要按照所有者的意旨行

事。第一，有一个充分竞争的产品和

要素市场，没有产业壁垒和地区封

锁，企业可以自由进入或退出。第

二，有一个充分竞争的经理人员就

业市场和一个自由流动的企业家阶

层。第三，有一个充分竞争的股票市

场。可见，市场经济是将对企业的评

价和对经理人 员的约束和奖惩交由

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来完成，这也

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

如不能创造竞争条件和环境去

完善市场机制，而是在所谓产权关

系上作文章，对于解决真正的问题

只能是缘木求鱼。试想，如果明晰企

业产权的思路是削弱经营权，无异

于对于 16 年放权让利改革的倒退。

如果明晰产权的努力是要把权利进

一步向企 业倾斜，对于解决国有资

产被侵蚀的问题，则是南其辕而北

其辙；或者更干脆地说，如果明晰产

权的真实含义是实行国有企业的私

有化，让居民成为企业的持股人，但

没有市场机制来评价约束经营者，

所有权仍然要受到侵蚀。

（摘自《改革》杂志 1995 年第 3

期  作者：林毅夫  蔡 昉  李

周）

文摘我国经济在整体上还未

进入发展的良性循环

《管理世界》1995 年第 3 期刊

登了邵宁等人的文章，认为我国经

济从整体上还未进入发展的良性循

环，表现在：1.中央政府对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调控能力降低，适应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制尚

未确立。目前政府掌握的财税杠杆

由于各种包干体制和税收征管薄

弱，已基本失去弹性；金融手段由于

金融改革滞后和微观反应不敏感，

调控效能也在弱化。利益调整受制

于中央财力的拮据和财政再分配功

能的缺陷，难以进行有效的利益调

节和补偿，个人收入差距、地区间经

济发展差距、工农业的分配差距都

处于难以调节的状态。地方政府经

济作用的强化对于推动区域经济发

展和加快改革发挥了积极作用，但

也出现了中央政令不通、地区间相

互封锁等经济地方主义现象。中央

政府宏观调控地位的削弱，降低了

国民经济发展整体的协调性，造成

了经济波动和社会矛盾。2.产业发

展不均衡，产业链条中存在明显的

薄弱环节。我国人均农业资源不足，

农业发展面临巨大压力。由于要素

市场不够发育和国家动员资源的能

力不足，我国基础部门的“瓶颈”约

束长期未得到缓解。工业内部技术

结构不均衡，技术进步主要靠引进

技术和设备实现，国内装备工业和

科研力量参与不足，其水平也不适

应结构调整的要求，致使产业结构

升级缺乏国内的技术基础，企业新

产品开发能力薄弱，新主导产业群

成长缓慢。3.社会生产全过程各个

环节的经济效益都有待于提高。国

有企业由于缺乏自负盈亏的约束机

制，企业分配行为扭曲，积累能力不

足，生产经营效益不高，国有资产流

失严重，在市场竞争中处境日益艰

难。国有单位投资缺乏明确的责任

约束，投资资金使用效益不高，流动

资产投资也超出了合理的水平。外

贸出口基于多头对外、自相压价竞

销，造成出口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利

用外资由于各地区竞相滥施优惠，

加之对三资企业在财务上监督管理

不严，使一些低技术素质的三资企

业仅靠政策优惠就能挤掉国内企

业，导致国民财富向境外流失。4.
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法制建

设进展不理想，经济秩序不佳，腐败

现象蔓延。我国经济法制化建设远

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吴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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