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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资产产权管理体

制改革的思路是保证

所有权，落实经营权

汤丙午在 1992 4 月 28 日

《经济参考》报发表文章提出，国有

资产产权管理体制改革，大的思路

应该是明确的，就是所有权应保证，

经营权要落实，要明确所有权和经

营权的各自内容、职责和相互关系。

所有权要保证，首先要坚持中

央人民政府代表全体人民对全民所

有制资产统一行使所有权的原则。

坚持这个原则是实现全体人民按劳

分配的保证，是全国人民共同富裕

的保证，是中央人民政府积累一部

分国有资产经营收益在全国范围内

进行重大建设项目投资的保证。也

是各地区、各民族协调发展、共同走

向富裕的保证。其次，要建立起一整

套适应商品经济的产权管理组织体

系和方法，以法律形式规范出这个

体制的运行规则。要通过建立严格

的产权代表责任制，明确产权代表

对国有资产保值和增值的目标和奖

惩办法，从机制上解决产权代表对

国有资产保值和增值的关切度问

题。要把所有权机制推进企业，形成

所有权和经营权既相互分离、又相

互激励、相互制约的机制。即由所有

者通过必要的规定和程序在基层由

产权组织或产权代表对企业的资本

金利润率进行考核和奖惩，以切实

把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到以资本金增

值和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上来。

经营权要落实，就是要在保障

所有权前提下使企业具有充分自主

权。企业没有自主权，就没有财产经

营的相对独立性，也就不可能形成商

品经济所要求的首创精神，进取意识

和竞争能力。企业经营权至少包括这

样几个内容：一是经营决策权。二是

要具有自主理财权。三是要有内部分

配和自主用工权。本意是要实行按劳

分配原则，按照职工劳动成果给予相

应的报酬，把职工收入的高低同企业

经营好坏和个人贡献大小紧密联系

起来，打破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切实

地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

时也是为了经济地组织生产要素，减

少企业不经济经营的状况。

（明摘）

文摘打破“三铁”，
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李仰珍在今年第 7 期《求是》杂

志发表文章说，打破“三铁”，转换企

业机制不可避免地要触及企业现行

的干部人事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和收

入分配制度，因此，有的同志担心会

影响社会稳定。近年来企业改革之所

以走走停停，难以深入，与人们的这

种担心有着直接关系。其实，企业兴

旺、社会生产力发展是社会稳定的条

件。如果不打破“三铁”，企业机制不转

换，企业效益上不去，必然影响职工收

入和社会安定。通过改革，打破“三

铁”，增强企业的活力和动力，促进生

产力更快发展和职工生活逐步改善，

才会使社会更加安定。从另一个角度

讲，保留“三铁”，表面上似乎“天下太

平”，而实际上却存在着不稳定的因

素。干部不分优劣和能力大小，干好干

坏都照样当官；工人不论技术高低、贡

献大小，一样拿工资、奖金，这种不合

理现象早已为大多数干部职工所不

满。工人说：这是“花钱买平安，越买越

不安”。如果不尽早改革，矛盾积累到

一定程度，就会爆发。打破“三铁”，克

服干部人事、劳动用工和分配上的弊

病，带来的是绝大多数干部职工心情

舒畅和劳动热情的提高，有利于社会

稳定。只要干部以身作则，打破“三

铁”先从自己做起，全心全意依靠工人

阶级，把道理讲清，把工作做细，干部

职工是能够理解和支持的。事实也是

如此。1991年上半年，徐州市有 28 家

企业被迫停产、半停产，1.2万名职工

无事可干，少数职工到市委、市政府上

访，要求复工、发工资，影响了机关的

工作和社会安定。而实施打破“三铁”

后的几个月来，没有人到市委、市政府

上访了。这说明，在深化企业改革，转

换企业机制问题上，思想更解放一点，

视野更开阔一点，方法更灵活一点，步

子更大一点是必要的也是可以做到

的。

（尚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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