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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营企业改革

“两权分离”可供选择

的两个方案

“两权分离”乃是国家所有权和

企业所有权的分离，而不是国家所

有权和企业经营权的分离。

现在，在我国国营企业改革面

前有两个“两权分离”的方案可供选

择。一个是国家所有权和企业经营

权分离的方案。在此基础上可建立

起以国家为主体的承包、租赁等经

营责任制。这是一种对传统的国家

所有制不作根本改革，而以物价改

革为重点的改革方案。一个是国家

所有权和企业所有权分离的方案。

在此基础上可建立起以企业法人为

主体的各种股份责任制。这是一种

对传统的政企不分和产权模糊的国

家所有制作根本改革，而以国家所

有制改革为重点的改革方案。我国

经济改革的基本模式，究竟是走哪

种路子，这是我国经济改革中首先

要解决的头等理论大事。目前，在我

国社会实践中已出现了一些实行股

份制的国营企业，同时也并存着大

量试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国营企

业。社会实践迫切需要新理论的指

导和新法规的规范。我国国营企业

改革的成败决定着我国改革的进

程，对此必须慎重。

两权分离要根据现代商品经济

关系中客观存在的产权关系上的两

次分离（投资者所有权和企业所有

权的分离，企业所有权和经理经营

权的分离）为内容，在民法关系和有

关经济法规中划清国家、企业法人、

职工集体、个人各方的产权关系，明

确规定投资者（股东）的权利、义务

和责任，企业法人的权利、义务和责

任，企业经理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企业职工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使我

国的法制建设能满足市场经济和现

代企业制度的需要，密切地为经济

改革和政治改革事业服务。

（摘自《经济研究》杂志 1994 年

第 3 期陈颖源的文章）

简讯·文摘抓内因是

扭亏增盈的出发点

对于企业来说，更重要的是要

彻底改变过去那种向政府、向银行

“等、靠、要”的陈规陋习，把着眼点

放在眼睛向内、苦练内功的基点上，

第一，转变观念，树立强烈的市场意

识。必须置身于市场竞争的第一线，

根据市场需求组织生产，加快产品

更新换代的步伐，努力做到“你无我

有，你有我优，你优我新”；第二，重

视产品质量。质量是企业的生命，企

业要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观点，积

极进行和完善全面质量管理，建立

质量保证体系，从多方面抓好质量

工作；第三，强化企业内部管理。在

企业自主权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企

业更要“严”字当头，加强管理。重点

是加强企业管理的基础工作，特别

要强化成本管理、现场管理、设备管

理和班组建设，同时要严格劳动纪

律和工艺纪律；第四，大力推进企业

技术进步。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扭

亏增盈更要依靠科技进步，采用新

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提高

能源、原材料利用率，坚决走扩大内

涵为主的发展道路；第五，发动群

众，共同努力解决困难。要充分调动

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强

他们自负盈亏的责任感；要采取发

动职工献计献策、开展双增双节活

动……等切实可行的措施，求得扭

亏增盈的实效。

（摘自 4 月 1 日《人民日报》林

沙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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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败斗争

要警惕“诸侯政治”

这些年我们开展反腐败斗争所

以出现反复，有些腐败现象所以屡

禁不止，纠而复生，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一项政策措施出台之后，存在

着明显的此严彼宽，此松彼紧，下紧

上松，内地紧、沿海松的问题，省市

与省市、地县与地县比，抓的力度、

落实的程度严重不平衡。有人说，腐

败是从上面学来的，从特区学来的；

反腐败打折扣也是从上面学来的，

从沿海学来的。此种说法当然有失

偏颇，但这种情况的确是存在的。在

反腐败斗争中，有些地方不是以中

央精神为“参照系”，而是“看上面，

比周边”，看来比去，落实中央的精

神就七折八扣，这与上述问题也不

无关系。

我们这么大个国家，搞经济建

设要“全国一盘棋”，不能搞“诸侯经

济”；反对腐败，搞党风廉政建设，也

要警惕搞“诸侯政治”，要全党全国

统一动作，实行“全流域治理”。中央

出台的反腐败的政策措施要覆盖全

党全国。不能允许此地真抓实干，彼

地多说少干，甚至只说不干。要强调

上下联动，不能上下脱节。统一的国

家，法律必须是统一的；同一个执政

党，党的纪律只能是一套。即使是经

济特区，国家的法律不能特，党的纪

律不能特。不论是什么人，也不能超

越于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之上。要

把反腐败的各项政策措施制定到

位，贯彻到位，执行到位。不能是法

网“网”住了就“网”住了，没有“网”

住的就跑掉了。不然的话，再好的反

腐败措施，再大的反腐败的力度，也

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

（摘自《真理的追求》杂志 1994

年第 3 期燕秦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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