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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部分国家国有企业

转轨的模式和启示

陈为群

东欧国家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国有

企业转轨采取了不同的模式。本文旨在通过对俄罗斯、

匈牙利、原东德国有企业转轨模式的介绍和评价，为我

国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提供经验教训。

一、俄罗斯模式

俄罗斯在国有企业转轨时，对小型国有企业和大

中型国有企业采取了不同的政策。

俄罗斯对小型国有企业的转轨，以职工人数不超过

1 000人、企业固定资产帐面价值低于 100万卢布的小

企业为对象。这此小型国有企业分布在零售商业、公共

饮食业、生活服务业、食品工业、建材和汽车运输等行

业。到 1993 年 10 月已转轨的小型企业达到 57 720 家，

占应转制国有小型企业总数的 61% ，到 1993 年底这个

比例已接近 70% ，但速度已明显放慢。小企业的转轨以

拍卖、公开招标和发行股票等方式为主。1993 年在俄小

型国有企业转轨过程中拍卖占 9.2% ，招标占 45.9% ，

发行股票占 42.8% 。拍卖由俄罗斯国有资产基金会主

持，主要对象是已清产核资的小型国有企业的资产。拍

卖价格一般不低于法定最低价的 30% ，若不能按这个

标准成交，拍卖将被取消。招标同样由国有资产基金会

主持，招标条件必须提前 30 天公布，若企业不能以招标

方式售出，招标计划也要被取消。发行股票的对象主要

是内部职工，但也有一部分可公开发行。收购这些小型

企业的资金来源有商业银行贷款、内部职工集资、国家

的专项拨款或优惠贷款，以及商业中介活动的收入等。
俄罗斯对大中型国有企业的转轨，以职工人数超过

1 000 人、固定资产帐面价值超过 100万户布的国有企

业为对象，主要采取向股份公司转轨的方式。从 1992 年

起，向公民发放面值为 1 万卢布的证券，让证券持有者

购买股份制企业发行的股票。大中型国有企业实行股

份制改造的具体步骤是：首先，由企业建立以总经理

（厂长）为首的转轨工作委员会，其基本任务是：评估企

业资产，制定改制方案（包括股票分配方案和发行程

序），制定股份公司章程，召开企业全体员工大会，审批

资产评估报告和公司章程，并将这些文件呈报给俄国

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其次，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审核

各项文件，并出具同意建立股份公司的文件，股份公司

凭该文件去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登记。这样，股份公司即

告成立。届时，俄国有资产基金会负责清算原国有企业

的资产，并将资产和债务一并转到新组建的股份公司

名下。
俄罗斯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股份制的第一个特点

是股份分配方式多样化，其主要方式有三种：第一种是

有偿与无偿、内部与公开相结合的分配方式，即企业职

工可一次性无偿取得占该企业法定资本总额 25% 的优

先股，但股值不得超过俄联邦规定的每一职工最低工

资的 20倍；另外还可以按股票面值的 70% 购买占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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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总额 10% 的普通股，但每个职工的持股额不得超

过最低工资的 6倍。而企业的管理人员则有权按股票面

值购买一定的普通股，幅度为法定资本总额的 5% 。余

下的交给国有资产基金会，由其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第二种方式是经企业职工三分之二同意，每

位职工可按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规定的股票售价秘密

认购内部职工股。这种股票在一定期间内不允许无偿

转让，但认购条件较优惠。内部职工股一般占总股份的

51% ，其余 49% 是国家股。第三种方式称作“先改组，后

分股”，即在企业大多数职工同意下，部分职工同有关国

有资产基金会订立企业改组协议，并缴纳不低于其最低

工资 200 倍的资金作为保证金。若协议得到履行，这部

分职工不仅有权按面值认购 20% 的普通股，还可以按

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规定的售价再认购 20% 的股份。
俄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股份制的第二个特点是通过发

行私有化证券从企业外部来推动国有企业的改制。俄

罗斯政府发行了 1.5亿张私有化证券，总值达 15 000

亿卢布。这些证券既可以用来购买企业的股票，也可以

委托投资基金会代为从事投资活动，尤其是收购企业的

法定资本。截止 1993 年底，俄罗斯已改制或转轨的企业

已占国有企业总数的五分之一，其中部分或全部股份化

的占 31% 。在这中间，中央一级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占

17% ，地方国有企业占 22% ，市属国有企业占 61% 。三

者的股份化资产值，分别占总值的 68.4% 、21.1% 和

10.5% 。

二、匈牙利的股份制模式

匈牙利将国有资产分为三类进行管理：第一类是社

会共有资产，如公路、学校、医院等，交给地方政府管理；
第二类是能源、邮电、铁路、金融等行业，归各部委管理；
第三类是竞争性企业，归国有资产局（SPA）管理。

匈牙利在对国有企业进行转制时采取了不同的政

策，对第一类公共设施仍由地方政府管理，对第二类基

础行业仍由各部委管理，对第三类国有企业进行了转

轨，采取的主要方式是股份制方式。参与国有企业股份

制转轨的机构主要有：国有资产局、匈牙利国家持股公

司（HSHC）、国库资产管理机构、地方政府、各部委、清算

机构等。1989 年匈牙利颁布了公司法和公司改造法，将

原有企业改造成有限责任公司。由于在改造过程中做

法不一致和不规范，为此于 1990 年成立了国有资产局

来加强管理和控制。当时有 1 848家企业转交国有资产

局管理，并由国有资产局负责转轨工作。到 1994 年底，

有 653家公司完全卖出，523 家公司在清算过程之中或

已清算完毕，由国有企业转变成股份公司以待出售（还

未售出或只是部分售出）的有 642 家，即将转轨的有 23

家。国有资产局除使用拍卖国有企业方式处理国有资

产外，还利用雇员股份计划，以“已存在贷款”（即商业银

行以 3% 的利率从中央银行获得资金，再以 7% 的利率

贷给私人用来购买股份）、分期付款、销售补偿券方式向

个人出售国有资产。在转轨过程中，公司和企业的所有

权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转型公司（目前的非纯国有

企业）成立之初 88.2% 的财产由国有资产局持有，而目

前已下降到 53% 。1993年底，国有资产局在其中有股权

的公司中，外国所有者的财产占公司总财产的份额是

10.9% ，私人投资者的财产占 17.3% ，1994年，这两个

比例分别上升到 12.9% 和 31% ，而且已经有 20% 至

25 %的前国有企业在私人所有者的控制之下。归国有

资产局管理的资产的市场价值有 160 亿美元，其中已卖

掉 40 亿美元，正在破产清算的有 40亿美元（包括设备、

厂房等），还剩 120亿美元帐面资产的市场价值是 80亿

美元，这 80亿美元的资产有些由政府保留，有些由政府

控制 25% 至 50% 的股份。
匈牙利国家持股公司成立于 1992 年，它的基本任

务是管理国有资产，它持有那些至少有一部分所有权可

能永远属于国家的公司。HSHC 成立时包括 184 个公

司，这些公司在 1993年底前已陆续转为股份制公司。这

些公司的国有股份在不断下降，国有股在公司成立时占

92% ，到 1994年底下降到 74% 。1994 年底，HSHC 下属

的公司中，有 153 个公司国家持有的股份多到可以控制

公司运营的程度。

三、原东德国有企业转制的多样化模式

在东欧进行国有企业改革的国家之中，原东德是一

个特例。两德统一使原东德的计划经济在一夜之间几

乎不再存在，原东德地区的所有国有企业被推向市场。
由于企业生产设备和技术相对落后，劳动生产率低，再

加上原有的计划生产和供销渠道瞬间消失，使原东德国

有企业难以适应这一变化，面临企业倒闭和失业人数剧

增的境地。为重建德国东部经济，实现让东部经济发展

水平很快赶上西部的诺言，除了德国联邦政府给予大量

财政资助之外，尽快促使东部经济体制转轨，实行国有

企业转制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原东德国有企业转制

采取了多样化的模式。
原东德国有企业的转制是从 1990 年开始的，转制

任务由国有资产托管局负责。托管局在两德统一前就

已存在，当时的主要任务是监管国有企业。自 1990 年 6

月开始，托管局的职责变为受政府委托管理国有资产，

保护国有资产，并负责国有企业改制工作。托管局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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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企业改制方面的任务主要是：对东德的约 8 500 家大

联合体、国有企业以及其他经济组织进行重组、清算，对

2万多家商店、饭店、旅馆、书店、影剧院等小型企业及

拥有 250亿平方米农田、196亿平方米森林的企业进行

改制。
托管局在对原东德国有企业实行改制时采取的多

样化方式主要有：

1.将一部分涉及公共服务的国有企业无偿划给地

方政府或社区经营，这部分企业约占国有企业的 2% 至

3% ；

2.将一部分被原东德政府没收的国有企业尽可能

归还给原所有人或法定继承人，这部分企业约占国有企

业的 15% 左右；

3.通过产权交易的方式将国有企业出售给私人投

资者，这部分企业约占国有企业的 20% 左右；

4.将一部分国有企业卖给国外投资者，这部分企

业约占国有企业的 6% 至 7% ；

5.对一些难以改造的国有企业进行清算，实行破

产关闭，这部分企业约占国有企业的 25% ；

6.对于那些未能卖出，而出于政治原因又不能关

闭的国有企业，托管局在一些州里设立了五家控股公司

形式的国有风险基金和投资公司，即中期转型控股公司

负责接收，有 70 余家拥有 3 万多雇员的中型企业转到

这些控股公司。
1994 年底，托管局基本完成了对原东德国有企业

的大规模转制任务，因而被撤消，但保留了其部分下属

机构，如托管局的不动产公司、东欧事务公司等，来完成

其尚未完成的工作，如负责企业转轨后有关合同条款的

落实，监督企业购买者实现对企业投资、职工安置等方

面的合同以及其他方面的工作。

四、俄、匈、德国有企业转制对我国的启示

俄、匈、德在国有企业转制方面的经验教训，为我国

国有企业改革留下了深刻的启示：

1.俄、匈、德国有企业的转制是在东欧国际环境发

生重大变化的时候进行的，主要是因为计划经济体制受

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击影响，这与社会主义

国家内部主动采取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体制的调整和

改革是有根本区别的。同时，由于这几个国家的社会环

境、政治背景、经济实力不同，因而选择的国有企业转制

方式不同，产生的影响和取得的效果也不大相同。我国

国有企业的改革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吸取不同国家国有

企业改制方面的成功经验，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
国有企业改革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而要采取较为

灵活的多样化模式，根据不同企业的特点，对症下药，找

到适宜各自情况和发展的方式。
2. 国有企业改革要逐步推进。俄、匈、德国有企业

改革都采取了较为激进的方式，因而产生了较大的经济

和社会动荡，出现了劳动生产率下降、通货膨胀、失业增

加、两极分化等问题（其中尤以俄罗斯严重，原东德国有

企业转轨由于有西德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力量的支

持，因此产生的动荡较小）。我国国有企业规模巨大，因

此，不能走激进式的企业改革道路，要循序渐进地推进

国有企业改革，最大限度地减少改革成本，保持社会安

定。
3. 国有企业改革要与产业结构调整和提高经济效

益结合起来。俄、匈、德在国有企业转制时，不同程度上

出现了不注重产业结构调整，不注重相应提高经营管理

水平和经济效益的现象，如俄罗斯没有调整具有军事特

征的经济结构，因此使得直接生产军品的企业以及相关

的上游和下游企业面临倒闭和破产；俄、匈、德不少转制

企业由于没有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能力，因此

企业开工率低，生产下降，效益指标下滑，财务状况恶

化，普遍带来了社会动荡和社会生产力的破坏。我国在

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要根据市场需要，以提高经济效

益为目标，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切实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前提下妥善处理好国有企业改

革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
4.国有企业改革要有利于减少政府对国有企业的

直接干预。德国托管局作为政府的一个临时机构，并不

是控股公司，也不直接从事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在它完成对国有企业的转制之后，立即解散，而不转为

政府直接控制企业的代理机构。这对实现政企分离，使

国有企业彻底摆脱政府的行政干预，真正走向市场，自

主经营、自负盈亏和自我发展，提高竞争能力具有积极

意义。
5.对国有企业改革要实行分步实施和分类指导。

分步实施要抓大放小，从小到大。分类指导要将企业划

分为垄断性企业、公益性企业和竞争性企业（垄断性企

业是指对国民经济全局具有重要影响的企业，如能源、

邮电、铁路、航空、金融等企业；公益性企业是指对人民

生活具有重要影响的企业；竞争性企业是指能够完全由

市场调节其活动的企业），然后实行分类指导，对垄断性

企业和公益性企业国家要直接指导，对竞争性企业国家

要放手经营。可纳入由市场调节的竞争性行业中的国

有企业的改革，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避免产生新的企

业垄断。
6.国有企业转制过程中要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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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在对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化和进行拍卖时，由于资产

评估方式不当，出现了流失，也出现了通过各种不正当

手段低价收购高价抛出，从中牟取暴利或大量侵吞国

有资产的现象。我国在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或

出售中小型国有企业时，要发挥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

作用，加强统一管理和控制企业改革全过程，要用立法

来保证转制做法的统一和规范，切实搞好资产评估和财

产处置清算，避免因腐败、舞弊而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

和浪费。可建立国家持股公司来统一监管国有股权及

其收益，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责任编辑  周文荣

会计人物

“老 牛”明知 夕阳短  

不用扬鞭自奋蹄
——记广西维尼纶厂总会计师李景云

覃鸾玉

广西维尼纶厂总会计师李景云，今年 71 岁，1947

年毕业于天津工 商学院会计财务系。1969 年响应党的

号召支边，带老伴从天津市来到广西河池地区南丹县六

寨供销社工作，1978 年又调到广西维尼纶厂 当会计，

1980 年任财务科长，1985 年任总会计师。几 十年来，他

扎根山区，为企业管家理财，为广西维尼纶厂的腾飞，默

默耕耘、奉献。
广西维尼纶厂从一个亏损企业，发展成为集化纤、

化工、建材于一体的国家大型一类企业，产品畅销国内

外，目前已跻身于“广西的脊梁——优 秀国有企业”的行

列，先后荣获自治区“经济效益百强企业”、“科技进步先

进企业”、“优 秀科技型企业”、“最佳对外型企业”等称

号。随着广西维尼纶厂的腾飞，李景云的人生价值也得

到了充分的实现与升华。1980 年以 来，他曾多次被评为

厂里的“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被河池地区财

政局、广西财政厅评为“先进会计工作者”，1995 年 10

月又被评为 “全国先进会计工作者”。他以 自己的实际

行动，显示了一个老会计工作者的时代风貌。

老牛奋蹄学为本

在长期的会计管理工作中，李景云以“书山有路勤

为径，学海无边苦作舟”为座右铭，常以“老牛奋蹄学为

本”来激励 自己。他常说，要适应时代的需要，光凭“老

本”是不行的。每天，他都要抽时间阅读财经方面的有

关书刊，学习国家的有关财经法规政策，用以 指导工

作。即便 出差也是书不 离身。由于坚持学习新财会知

识，加 上原有的专业功底，他对有关财经法规政策和基

础知识 了如指掌，运用自如 ，成为“广维”理财、用财、管

财的行家里手。
李景云在认真学习的基础上，还注重调查研究。他

说，作为一个总会计师，既要吃透国家的方针、政策，又

要对下面的情况了解清楚，只有这样，才能制订出符合

本企业的各种管理制度和办法。通过调查，他发现厂里

存在财务制度不健全、基础管理薄弱等问题。针对这些

问题，他立即组织财务人员认真学习《会计法》、《企业会

计准则》和《企业财务通则》等法规政策，还结合厂里的

具体情况，组织财务人员先后制订和修订了《加强财务

资金的管理办法》、《成本管理办法》、《固定资产管理办

法》、《财务会计业务稽核制度》、《费用审批制度》等 16

项管理制度和办法，把财务管理渗透到生产经营活动的

每个环节，使会计工 作实现了“五化”，即工作制度化、帐

簿设置规范化、会计凭证统一化、记帐标准化、凭证装订

整齐化。同时，还组织财会人员制订了内部审计、检验、
索赔等 7 项制度，不仅使会计人员素质不断提高，也使

整个企业的会计基础管理工作走向规范化、制度化。

精打细算 盘活资金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一方面资金短缺，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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