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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国有企业绩效
评价基本关系的几点思路

唐欲静  赵保卿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逐步完善，国有企业绩效评价的实

践也经历了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然而无论是以单一财务指标评价为主

还是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并重，对

绩效评价的不同理解和争论都只停留

在指标本身的构建上，没有触及业绩

评价的深层次原因。应当看到，国有

企业业绩评价体系不仅是国家作为所

有者对企业进行绩效考评的依据，更

体现了出资人和相关利益者之间的经

济实质和基本关系，理顺并协调好此

类关系，其意义重于对业绩指标本身

的探讨。当前，国有企业绩效评价主

要委托代理、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

国家股东和企业职工、物质资本和非

物质资本价值创造等几个基本关系。

笔者认为，在一些深层次问题尚未理

顺的前提下，协调这几个基本关系的

思路是：

1 、建立出资人制度，完善

综合评价机制

建立和完善国有企业业绩评价

制度的首要问题是建立出资人制度，

出资人是否到位、如何到位，对于国

有企业的业绩导向至关重要。当前，

国资委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依

法对企业的国有资产进行监管，指导

和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重组，对中央

企业负责人进行任免、考核和奖惩，

并对地方国有资产管理进行指导和监

督。但在国家和国资委的委托——代

理关系中，依然没有解决委托人和代

理人信息不对称的矛盾。一方面，国

家作为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不同于

自然资本所有人本身的行为，缺少自

然出资人内在的对企业利润追求的动

力，从而造成了对国资委约束和激励

不足。另一方面，我国国有企业还存

在多层级的委托代理关系，即经理的

经营行为要受股东大会的约束；股东

大会受国资委的约束；国资委受全国

人大的约束。由于在每一次的委托代

理关系中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信息不

对称，从而造成委托人对代理人的监

督约束在一定程度上的失效。因此，

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应以国有资产的

有效经营为中心而构建，包括出资代

表制度、治理制度、经营管理制度、激

励与约束制度、监管制度、收益分配

和投资制度等。其目的是使企业与政

府在财产关系上真正脱钩，明确出资

人的有限责任，明晰企业的法人财产

权，规范国有资产的监管与经营。此

外，国有企业的业绩评价机制不单单

是业绩考核的问题，还必须与激励约

束、公司治理和监督机制等相配合，建

立财务绩效评价和管理绩效评价为一

体的综合评价机制。

2、加快国有经济结构的调

整，将社会效益纳入绩效评价

指标体系

国有企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中，

经济效益指标已经相对成熟，而对社

会效益的衡量则是现实中的难点。一

个可行的思路是利用成本法，将公共

项目的建设成本通过某种类比的方法

转换成可以用货币计量的收益。比如

对于某些重污染企业，对排污的治理

意味着短期内生产成本的提高，进而

导致经济效益下降，但如果从排污治

理所带来的环境改善看，这项成本的

投入实际上就是创造的间接社会效

益。这样，对该类企业的业绩评价不

仅没有下降，反而因其所创造的社会

效益而提高，进而提高了企业排污治

理的积极性。当然，不同行业对社会

效益的衡量方法可能有所不同，但主

旨是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国有资产管理

的真实收益。

3、将人力资本与知识资本

纳入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从我国国有企业目前的情况看，

强调企业职工的利益是十分重要的。

随着人力资本会计理论的完善，将人

力资本纳入绩效考评体系已具有可操

作性。在颁布不久的《中央企业综合

绩效评价实施细则》中，首次将科技

投入纳入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中，这

是对绩效评价指标的重要改进，体现

了中央企业对知识资本的关注。但该

指标依然不完整，因为高投入可能带

来的是低产出，单纯以科技投入指标

衡量企业的技术创新力，反而助长了

企业粗放型经营的态势。因此，将科

技投入指标配合以科技成果转化率，

可能会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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