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有资产管理
为逐步建立国有资产管理新体制开拓奋进

——国有资产管理专家咨询小组座谈会简述

最近，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在京首次召开

了为期两天的国有资产管理专家咨询小组在京

成员座谈会。会上专家们对今后如何搞好国有

资产管理工作的思路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并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现将会上的主要观

点介绍如下：

一、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改革，做好

国有资产管理工作

会上，许多 同 志提 出，国有资产管理工

作，既有理论问题，又有实践问题，要在今后

的改革中不断探索，但根本的东西不能改，即

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既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又要坚持改革开放。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许毅

同志特别强调，讲国有资产管理，不从巩固和

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出发就无从谈起。我们现在

搞的是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它不同

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我们要进一步发挥国

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不仅要讲经济效益，还要

讲社会效益，要为长期的社会主义发展目标和

任务服务。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成立专门的国有资产

管理机构，对国有资产实行统一管理，十分必

要，它是我们总结几十年经验教训的结果，是

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坚持走以公有制为

主体的社会主义道路，坚决反对私有化，加强

国有资产管理工作就更显得紧迫和重要。
二、关于国有资产的管理方式、对象及机

构的设置问题

一些同志提出，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是政

府管理国有资产所有权的职能机构，它不是经

营实体，不能直接去经营国有资产。资产经营

应通过投资公司、控股 公 司 等中 介机构去进

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管理方式主要是通过

法规、制度的制定和监督执行，通过产权代表

或产权代表机构，对 国 有 资产实施所有权管

理，推动国有资产运营效益的提高，实现国有

资产的保值、增值。
对于 “是管实物还是管价值形态” 这一国

有资产的管理对象问题有不同看法。一种意见

认为，作为所有者的管理，不应直接去管理企

业里的机器、设备等实物形态的资产。因为，企
业资金来源多元化，很难说清某台设备的资金

来源，从而确定产权归属进行直接管理。另一

种意见则认为，价值形态、实物形态的管理，
二者要兼顾，有的国有资产脱离了实物形态，

就无从管起。如 非经 营 性的国有资产就是这

样。又如对于企业里的设备闲置问题，我们就

应从政策制度上促其处置。
关于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下边的机构设置

问题，也有不同看法。一种意见认为，纵向应

设置专门 机 构，即 在 各省、市设立国有资产

管理机构，否则国家局没有 “腿”，不好开展

工作，也无法贯彻统一的方针政策。横向可采

取审计署的办法，在各主管部门、专业部门内

部设置代表机构，或派驻人员，对行政事业资

产和政府垄断经营的国有资产也可实行委托管

理。另一种意见认为，地方不应设立机构，认

为地方机构代表地方政府讲话，不便于统一管

理。要设机构，可考虑由国家局按经济区划或

省派设机构。
三、关于国有资产的管理范围和当前抓什

么的问题

会上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成立国有资产

管理的专门机构，从它本身的职责来讲，应该

把全部国有资产管起来。包括：固定资产、流

动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形态的资产；包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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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到企事业单位经营的和行政事业单位非经营

的国有资产，以及资源性资产；不仅要管存量

资产，还要管增量资产，并参与投资的分配决

策。但鉴于目前的改革尚在进行中，国有资产

的规范化管理，即新体制的建立，还有待改革

的进一步深化。当前的国有资产管理要立足于

现实，先行使监督管理权和资产处置权，先抓

几件实事，站住脚，扩大影响。投资和收益权

可参与，太具体的暂时不要管，也管不了。
四、关于摸清家底，搞国有资产普查的问

题

目前，我国国有资产家底不清的问题是众

所周知的。国有资产到底 有多 少，谁也说不

清，预算内的还有一些基本的数字，预算外的

就更不清楚了。所以，有人提出，要管好国有

资产先要摸清家底，搞一次国有资产的全面普

查。先普查经营性资产，然后再铺开搞，应尽

快搞起来。但对此也有不同意见。有的同志对

全面普查国有资产 的 意 义 究竟有多大表示怀

疑，说物价在不断上涨，查完又涨上去了，还

是家底不清。也有 的 同 志 认为，搞普查太费

劲。建议摸家底要尽可能利用现有的工业普查

资料和其他有关资料，经过分析，从中得出一

些概念，发现问题，这也是现状调查的一种方

法。当务之急不是要花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去搞资产普查，而是尽快制定出一些有关产权

界定的对策，以及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措施、
办法，使国有资产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发挥得

更大，更合理、有效。
五、关于产权能否按管辖权划分的问题

在旧体制下，国有 资 产 名义上是国家所

有，实际上大 量的情况是部门 所 有、地方所

有。过去搞的是产品经济，按产品分类设置管

理部门，产品多了，部门也多了。搞商品经济

就应该打破部门、地区的界限，破除旧体制的

束缚。对国有资产所有权有没有层次之分，存

在着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要坚决打

破中央、地方、部门所有的界限，可以分级管

理，但所有权只能是一个，不要分什么中央资

产、地方资产、部门资产，由资产局统一管起

来，以打破国有资产的僵化、凝固状态，促其

合理流动和有效使用。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除

国有资产外，还应有地方公有资产。国有资产

所有权也应有层次之分，无所不包的所有权是

管不好的，也影响地方的积极性。
本刊通讯员

纪线索很难彻底查清。他们在每年大检查期间对这类

违纪线索都做了“待进一步查清”的记录，待大检查

结束后，市大检查办公室再组成专案组，一件一件详

细地深入彻底查清，从中又核实出很多 违纪案件，今

年 3 至 5月份查出的违纪案件中，有32.5% 就是用这

一办法查出来的。
三、复查1988年大检查中作出的违纪处理决定的

执行和整改落实情况。例如，长春市第二锅炉厂一位

领导用生产流动资金为自己预购商品房的违纪行为，

在1988年大检查中自查自纠，受到从宽处理。在复查

中发现，大检查结束后，他又把已转回生产流动资金

的购房款，再次转给房屋开发公司，为自 己购买了一

套三室一厅的住宅，并已搬进新居。对他这种明知故

犯、屡查屡犯的行为除 在报纸上“曝光”外，他们与

有关部门协商，对其处以 没收住房，工资降一级，罚

款300元的处罚，并由有关部门免去了他的领导职务。

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称赞。

四、加强对驻外地单位的检查工作。近几年， 由

于经济发展和工作需要，长春市在广州、上海、北京、

大连、深圳等地设立了一些办事机构，开办了一些经

济实体，这是历年大检查中容易忽略的单位。在今年

经常性检查中，长春市派出检查组全面检查这些单位

的财经纪律执行情况。经初步检查，发现这些单位和

企业有相当一部分存在许多 违反财 经纪律的问题。目

前，这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五、发挥群众监督作用，认真做好人民来信来访

的处理工作。长春市大检查办公 室在1988年大检查中

成立了“举报中心” ，发动群众揭发检举违反财经纪

律的问题，这一措施起到了相当好的 作用。在揭发检

举的材料中，经查证属实和基本属实的占64.8% .为

开展经常性检查提供了线索和目标。在今年 3 至 5 月

份经常性检查查出的违纪案件中，有51.2% 是根据群

众举报材料，经深入调查查出来的。 本刊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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