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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营不如集体，

集体不如私营”

的说法不公正

《真理的追求》1991 年第 8 期

刊登了吴建国“关于当前改革问题

之我见”一文，作者说：所谓“国营

不如集体，集体不如私营”的说法，

迄今为止，仍在流传，到底应该怎

么看？是否果真如此？笔者今春在

苏南，听说有一种可以称之为“换

位”试验的经验，具体地说，就是让

经营乡镇企业大有成效的厂长，去

经营国营企业，结果是干脆搞不下

去，败阵而归；相反，让经营国营企

业十分不景气的厂长，去经营濒于

绝境的乡镇企业，却柳暗花明，为

之改观。奥秘何在？答案是体制不

同、地位不同。国营大中型企业的

管理经验，无疑会对乡镇企业起改

造、提高作用。但乡镇企业的运行

机制，却不能简单地移植到国营企

业中去。因为它没有这种机制赖以

运行的“自由度”。能不能给国营企

业以同样的“自由度”，使它也能逢

山开路，遇水搭桥，掉头转向，随机

应变？这样确是可以活起来，不过，

那国家的全局总体利益置于何地？

显然，泛言“国营不如集体”是不公

正的。是不是“集体不如私营”呢？

不，我在苏南这个农村集体经济最

典型的地区，看到的是一片令人激

奋的景象：人民生活不仅普遍提前

进入小康水平，社会公共事业得到

较高程度的发展，人们的精神状态

也是昂扬的，他们继续规划着自己

更加美好的未来。而私营经济，在

那里比重很小，充其量占百分之

二、三，它只是在全民、集体经济顾

不过来的隙缝中游动，有的稍稍遇

到碰撞，就索性申请并入集体经

济。我并不认为苏南的作法已臻完

善，但到底谁不如谁，从这里不也

可以获得启示吗？显然，不是所有

的地区，都象苏南。但把私营经济

培育到冲击、动摇公有制经济主导

地位的程度，并对之加以颂扬，在

改革的全局中总不是大方向吧！

（质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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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活企业应着重

抓完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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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周经济观察栏目中刊登了谢

又乔同志的文章，题目是：搞活企

业应着重抓完善机制。文章说：企

业搞活的基本特征在于转轨变型，

建立新的经营机制。

建立新的经营机制受诸多因

素的影响，占主要地位的则是内外

部条件，因此必须从两方面努力。

首先是外部注入，要从长远发展着

眼，从缓解当前矛盾入 手，解决好

以下六个问题：第 一，结合产业结

构的调整，处理好大中型企业和小

型企业之间组织结构和发展速度

的平衡。现阶段，可考虑把全民所

有制小企业改为全民所有、集体经

营，实行与集体企业一样的办法，

放开对它们的限制，让它们在优胜

劣汰的环境中去竞争，减轻国家多

方面的负担，集中精力搞活大中型

企业。第二，认真贯彻《企业法》，真

正落实企业自主权，特别是具有一

定条件的企业的外贸自主权。按照

《企业法》的规定，实行政企分开、

两权分离“
第三，对那些实践证明

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和改革成果，

不能轻易变动，要保持相对稳定。

第四，切实减轻企业沉重负担，给

企业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减轻大

中型企业负担迫在眉睫。第五，推

进企业技术进步，增强企业发展后

劲。对企业的固定资产进行重估，

提高折旧率，缩短折旧年限，加速

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第六，逐步

取消价格“双轨制”，适时放开生产

资料价格。

内部激发，要从深化改革和加

强管理两个方面考虑，这包括：坚

持和完善厂长负责制，尊重、支持

和保护厂长行使职权，充分发挥他

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开拓创新精

神；建立厂长任期目标责任制，任

期要与五年计划大体一致，与企业

承包期相衔接；深化企业内部配套

改革，完善劳动人事和工资分配制

度，精简组织机构，提高企业工作

质量和工作效率；发展多形式、多

层次、多渠道的横向经济联合，组

建不同类型、不同规模、一业为主、

多种经营的企业集团；加强企业内

部管理，充分挖掘内部潜力。围绕

开展“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转

变管理观念，增强管理意识，健全

管理制度，形成集中、统一、高效的

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莹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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