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适度降低国有制比重

曹思源

有一种观点认为
,

我们的经济问题仅仅是管理制

度不 行
,

所有制是无比优越的
,

我们的经济工作的弊

病与所有制无关
。

可是
,

人们不禁要问
,

马克思主义在

革命时期对所有称问题那么敏感
,

那么敏锐
,

资本主

义 的这个毛病跟所有制有关
,

那个 毛病跟 所有制有

关
,

可是在建设 时期
,

怎么在所有制问题九就那么不

敏锐呢 � 为什么要把所有的毛病跟所有制隔离开来

呢� 根据我的研究
,

几乎所有的经济领域的弊病都跟

国家所有制有关系
�

现在经济改革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

就是国家所有

制的间题
�

具体的讲
,

就是要适 度降低国有制比重
�

一
、

国有经济三大症状

我 们的宣传工作时常跟改革的实际工作发生矛

盾
。

现在改革的实际是非改国有制不 可了
,

但是我们

的宣传工作却在给国有制唱赞歌
。

最近的报纸上老是

宣传 � � � 家怎么怎么好
,

还 要办展览
。

我不反对办 ���

家好的国有 制企业展 览
,

若能同时也办 ��� 家最差的

国有制 企业的展 览
,

不是挺好的吗 � 对照一下
,

干嘛只

办占 �
�

� � 的那一部分企业呢 � 可是代表 国有制 ��
�

�� 的企业的状况为什么不如实的说一说呢 � 改革就

是要 治病
,

治病就是要搞清楚病症
,

大 唱赞歌是不 能

治好病的
。

当然
,

我们要树立改革与发展的信心
,

本人

对我国的经济发 展就是持乐观态 度
。

国有制能够动
,

能够改
,

我们国家经济腾飞就有希望
,

我的乐观是 建

立在这一 个基础上 的
。

而前提 就是要 承认 国有制有

病
,

病很重
,

表现在 以下三点
�

第一是速度缓慢
。

今年上半年
,

有一 个省的工业

生产增长率是 � �
�

� �
,

这个速 度看来还 不错
,

可是 细

分析一下
,

它 的国有 工业企业 的增长 速 度是 � �
,

如

要把统计误差考虑上去
,

几乎等于零
。

那么它为什么

会有 � �
�

� �的增长速 度呢 � 原 因在于 非国有制经济

增长了 � � �
,

综合起来才有 了一个 整体的发 展速 度

� �
�

� �
。

这个情况好象一首歌
� “

纤夫 的爱
” 。 “

纤夫的

爱
”
唱的是

“

妹妹 你坐船头
,

哥哥 我岸上 走
” ,

现在是 国

有经济是老大哥
,

非国有制经济是小弟弟
,

歌词要改

一下
, “

哥哥你坐船头
,

弟弟我岸上走
” ,

非国有制经济

拉纤
,

我们整个经济速度才达到 ��
�

��
,

而这并不是

个别省市的情况
�

《金融时报》� � � � 年 � 月 �� 日有一

篇文章指出
�

据统计
,

八五时期
,

国有企业平均每年以

�
�

�纬的速度递增
,

而非国有制企业是 ��
�

�写
,

其中三

资工业企业几乎是每年翻一番
,

年递增 ��
�

��
�

国有

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在每年的新增生产份额当中
,
� � � �

年国有部分占 ��  
,

非国有部分是 �� � � � � �  年国有

部分占 �� 写
,

非国有部分是 ��  � � � �� 年国有部分占

� ��
,

非国有部分是 � �� � �� � � 年国有部分是 � ��
,

非国有部分是 ��  
�

由此可见
,

八五时期
,

我国工业

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

是非 国有制经济工业所带

动的
。

第二是效益低下
。

有些人说
,

非 国有企业也有亏

损的
�

可是
,

我们要深究一下
,

国有企业的亏损比例有

多大
,

非国有企业亏损 比例又有多大
,

国有企业亏损

的额度有多大
,

非国有企业亏损的额度 有多大
,

这样

就能比出问题来
。

我们国家的独立核算国有工业企业

亏损总额
,

十多年来是扶摇直上
,
� �  ! 年亏损 �� 亿

元
,
� � � � 年亏 损 � � � 亿元

,

� � � � 年上升到 � � � 亿元
,

� � �  年又创下 了亏损 � �� 亿元 的纪录
,

这十年间亏损

总额高达 � � �� 多亿元
。

而且这仅仅是明亏
,

暗亏还没

有算进 去
。

� � � � 年全国预算的国有企业明亏是 � � ��

亿元
,

暗亏是 ��� 亿元
,

加在一起是 � � � � 亿元
。

我们

国家怎 么经得起一年 � �。。亿的亏损 � �  。。亿元是个

什么概念呢 � � � � � 年在亏损 � ��� 亿元的同时
,

我 们的

全 部国有企业 职工的工资总额是 � � � � 亿元
�

就是 全

部的国有企业 的工人不干活
,

就坐在那里 拿工 资
,

要

消耗 的是 � � � � 亿元
。

加上我们亏损的 � � � � 亿元
,

这

个损失有 多大 �

除了亏损
,

咱们也讲讲盈利 吧 � 有人说国有企业

还是盈 利的主力呀 � � � � � 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第 ��

页上面有这 么一个数字
,

就是 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



实 现 利税 从 � � � � 年的 � �� 亿元增 长到 � � � � 年的

� � � � 亿元
,

这 �� 年间增 长一倍
,

看来是不少
。

可是
,

我

们再翻一翻中国统计年鉴
,

第 � �� 页有这 么一个 数

字
,

这 �� 年的物价上涨也恰恰是翻一番
�

那就是说扣

除物价上涨因素
,

我国的国有工业 企业这 �� 年的利

税分文未涨
�

我们再比一 比集体所有制企业
,

它 的利税 由 �� �

亿元增加到 � �� 亿元
,

增长是 � 倍
,

其它企业 �主要是

个体企业
、

私有企业和三资企业 �
,

利税 由 �
�

� 亿元增

长到 ��� 亿元
,

增长了 �� 倍
。

我们看到一些文章 只说

我国的国有工业企业 �� 年利税增长一倍
,

可没 有看

到集体企业 � 倍
,

其他企业 �� 倍
,

这个能比吗 �

下面再比一 比盈亏综合情况
。

� � �  年国有企业

工业利税总额是 ��� 亿元
,

它 的亏损总额 是 �� � 亿

元
,

亏损率是 �� 纬
。

而同一年非国有制经济利润总额

是 � �� 亿元
,

亏损总额是�� 。亿元
,

亏损率是 �� 写
。

那

也就是国有企业赚 ��� 块亏 �� 块
,

而非国有经济赚

� � � 块只亏掉 �� 块
。

由于亏损率有如此之大的差别
,

导致国有工业的净利润只有 �� � 亿元
,

而非 国有经济

净利润是 ��� 亿元
。

与此同时
,

国有企业占有的 固定

资产原值是 � �  �� 亿元 �非国有经济是 � � �  亿元
�

国

有企业固定资产是非国有企业的四倍
,

就是在 ��� 个

里面
,

国有企业生产资料占 ��
,

非国有只占 ��
�

可是

在利润总额当中是非国有企业赚了 �� � 的钱
,

而 国

有企业只赚了 �� � 的钱
�

如果把这个 比例简化一下
,

每 ��� 元固定资产创造 的净利润
,

在 国有企业是一块

钱
,

在 非国有企业是 �
�

� 元
,

这就是国有企业 跟非 国

有企业综合效益的 比较
。

我们以前有些方法
,

抓典型
,

抓一个特别好的 国有企业来跟 一个特别差 的非国有

企业比
,

是没有说服力的
。

第三是资产 空壳化
。

有人说瘦死的骆驼 比马强
,

你不要说 国有经济不行
,

它还是 架子大呀 � 可是我们

看一 看
,

我们国家统计到 � � � � 年的数字
,

国有的资产

总额是 �
�

� 万个亿
,

其中经营 性资产 �
�

� 万个亿
,

到

� � � � 年有变化
,

它 的资产是最 多的
。

问题是这个架子

下面是负债累累
。

我们先用一个 湖北 的数据
�

湖北曾

经对 � � � � 家国有企业 进行过调查统计
,

到 � � �  年底

有 � �� 户企 业的资产 负债率 已经突破 了 ��� �
,

就是

全部 没有了净资产
。

有 �� � 万块钱的 资产
�

实际上就

有 � � � 万块钱 的负债
。

有的还高一倍
�

它有 �� 。万块

的资产
,

可是其负债是 ��� 万
。

统计结果是 ��
�

� �的

国营企业资产 �净资产 �为零或者 负数
。

那么全 国范围的情况又怎 么样呢 � 据统计
,

十几

年来
,

我国 国有工业的 负债率是不断 上升的
,
� �  。年

为 � � � �
,

� � � � 年上升到 ��
�

� �
,

到 � � � � 年底资产

负债率率达到 �� �
,

净资产剩下 �� 写
,

可是这个 �� �

中还有很 多亏 损挂帐的
,

已 经是报损了没 有冲销 的
,

占多少呢 � 占 � �
。

负债占 ��  
,

亏空的
、

假的占 � �
�

加在一起是 � � �
。

所 以我上一次在 北京一个单位讲

课的时候说
,

� � 是很 发
,

可是在这儿是负债
,

我 们的

净资产只有 ��  
。

这还是跟 总资产相 比
。

那么还有一

种比法就是跟 流动资产相 比
,

这个就更惊人 了
。

据权

威部 门统计
,

全 国十万 户的企业 自有流 动资金
,

占流

动资产的比重
,

到 � � � � 年初只有 �
�

� �
,

过了 � 个月
,

也就是到 � � �  年 � 月
,

进一步 降为 �
�

�� �
。

就是我们

国有企业每 ��� 块钱资产当中
,

真正是 自己的只有 八

角一分钱
。

国有企业表面上有 很多资产
,

实际上都是别人的

钱
。

为什么这么说呢 � 因为国有企业大量负债
,

其中有

� � �的负债来自银行
,

我们的银行原有的 自有资金和

国拨资金最新统计
,

只有 �写
。

这 � � 据权威部门提供

的情况还有水份
。

那么银行的钱还有 �� �是大量用

居民存款
,

居民存款到银行
,

银行贷给企业
。

企业 的自

有资金不足
,

银行的自有资金也不足
,

就是国有企业
、

国有银行的整个净资产变成 了空壳
,

这是长期以来 国

有企业经济效益低下积累的结果
�

二
、

国企亏损
、

祸及全民

国有企业有亏损
,

非国有企业也 有亏 损
,

不仅它

们的数量不是一样 的
,

它 们的性质也全然不一样
。

国

有企业的亏损
,

它有财政补贴
,

银行也
“
补贴

” 。

看起 来

银行从来没给企业发 过补贴
,

但企 业到银行贷款
,

贷

了款以后说人是一个
,

命是一 条
,

赊帐补 贴
。

国有 企业

� � � � 年的各种亏损 � ��� 个亿
,

财政就补 了 ��� 个亿
,

还有 � � �� 个亿是银行的赊帐
。

那么国有企业和 非国

有企业的亏损对干 我们国家来讲
,

财 政的影响就 不一

样
,

非 国有企业 就不 能把这种困难转 嫁到 别人头 上

去
,

而国有企业就很方便地把它 的困难转嫁到别人头

上去
,

转嫁到财政补贴
,

转嫁到银行的呆帐上面去
。

而

财政补贴
,

银行呆帐最后要 掏的是老百姓 的钱
,

所以
,

叫做
“
国企亏损

,

祸及全 民
。

”

哪些方面祸及全 民呢 �

第一
,

喝干 了纳税人 和盈利企业的
“

血
”

。

这个由

国家补
,

那个 由国家补
,

可是国家拿什么补 � 还不是拿

纳税人的税款来补 �还不是把盈利企 业上交的利润拿

来补吗 � 还不 是拿大家的存款来补 吗 � 有人说
,

没有

啊
,

我存进去是 ��� 块
,

后来我取还是 �� � 块
,

还有 利

息 �� 块
。

可是 你取 出来 的那个 � �� 块钱
,

由于通货膨

·

�
·



胀大约相当于 �� 块钱
。

第二
,

推动恶性通货膨胀
�

我们现在很多人分析

通货膨胀的成因
,

列举了很多方面
,

但是很少见到跟

国有企业亏损联系到一块
�

而事实上
,

国有企业亏损

明明白白地减少了国家财政收入
,

增加国家用于财政

补贴的支出
,

当然扩大了 国家的财政赤字
�

扩大了财

政赤字就扩大了财政性的货币发行
,

当然会导致通货

膨胀
,

这是明明白白的部分
�

还有那么不明白的部分
,

就说国有企业盈利的发了 �� 万块钱工资
,

它有 �� 万

元的劳动产品摆在商店里卖
�

可是国有企业当中的非

盈利的亏损的企业
,

它 只要还作为企业存在
,

它也要

给工人发工资
,

它 亏了本
,

那么它拿的钱也要到市场

去买商品
,

我们假定抽象点说
,

就买那 �� 万块钱的商

品
,

可是购买力是 �� 万块钱
,

是我们假定它发了 ��

万块钱
,

可 �� 万块钱的商品不见
,

盈利企业的 �� 万

块钱和亏损企业的 �� 万块钱加起来去买 盈利企业创

造的 �� 万块钱的商品
,

那就是整个物价上涨一倍
。

由

于这个问题 比较复杂
,

我 们只能用抽象的方法讲讲
�

由这种亏损企业的严重亏损
,

财政补贴
,

发工资导致

的通货膨胀
,

它跟那种结构性的物价上涨本质是不一

样 的
�

牛奶贵了
,

赚钱 �人们就拼命去养牛产奶
,

牛奶

量就会增加
,

增加 以后
,

牛奶就会便宜下来
�

在一定范

围内结构性的物价上涨会刺激商品的生产和供应
。

可

是亏损企业发工资它不可能刺激供给的增长
,

只能刺

激那种依顿思 想的加重
。

反正不管亏不亏
,

每个月工

资照发
�

所以我写 了一篇文章题为《国企亏损是恶性

通胀的原凶 》
。

第三
,

国有企业的严重弊病导致了国民素质的严

重下降
。

非国有企业没有透支 能力
,

钱不够用不能到

银行去透支
。

国家是有透支能 力的
,

它这个透支能力

就能够维持国有企业虚假的存在
�

在破产法没有执行

的时候
, “

大锅饭
”
加

“
不 倒翁

”
加

“
长生 不老

” ,

就没有

紧迫感
,

这就导致职工混 日子过
。

我们伟大的中华民

族向来有两个光荣的称号
� “

勤劳勇敢的
” ,

可是我们

的大锅饭搞得相 当一些人既不勤劳也不 勇敢
�

他不勤

劳也有饭吃
,

何必勤劳呢 � 不去捍卫你的饭碗
,

没有必

要去捍卫饭碗
,

那又何必勇敢呢 � 所以我们说国有企

业的大锅饭必然会导致我们国民素质的下降
�

第四
,

堵塞就业门路
。

前几年一个大报还在说我

们的国有企业是城市人 民最可靠的衣食父母
,

就业还

要靠国有企业
�

如果这样说
,

还能鼓励人们到非 国有

企业中去就业吗 � 事实上 的情况是国有企业 占用 了

� 。�的生产资料
,

新的就业人员要靠国家投资办新企

,

�
�

业来增加就业岗位是非常困难的
,

而且是很少的
。

据

北京一家调查事务所的调 查统计
,

有 �� 写的新劳动

力是非国有制经济企业吸收了
。

而国有经济占用了这

么多生产资料
,

处于低效率的运转之中
,

国有制经济

这弊病不 改变的话
,

它恰恰是堵塞了就业门路
。

第五
,

孕育了社会不稳定 因素
。

国有经济的低效

率
,

首先吃亏的是人 民群众
,

老百姓
。

国有企业是低效

率
,

低工资
�

景德镇
,

我去调查过
,

人们不是跟我专说

好的
,

我有很 多朋 友在那个地方
,

了解实际情况
,

他们

告诉我现 在是不到 � �� 元的工资
,

还不 能保证每个月

都有
�

我看到成都的《厂长经理 日报》上专门有一段材

料讲到 低工资
、

低效率孕育着不稳定因素
。

我认为国

企 亏损
,

或者低效率的 国有企业的长期不改变面貌
,

危害是不可低估的
�

三
、

病根在于国有制企业比盆过高

辩证法说
,

要一分为二
,

可是我们马克思主义的

宜传品上 �� 。多年以来
,

只讲国家所有制的无比优越

性
,

还没有看见哪里说过国家所有制的毛病
�

在此我

们讲一讲国家所有制的弱点
。

这个弱点是基于它的特

点而产生的
。

国家所有制的特征第一个是所有者非人格化
�

个

人的
、

私 人的
、

股份的
,

它 的最后所有是个人
,

个人利

益是与资产经营的状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

而国有的

是跟 国家联在一块
,

国家当然是人 民的
,

可是它 的距

离比较遥远
,

你不能说洛阳那个企业亏损了
,

武汉大

学管理学院院长降一级工资
,

不能吧� 虽然他是所有

者之一 因此
,

它的所有者约束就比较弱
,

它就不能形

成一种对企业经营的驱动力
。

因此国有制企业相比非

国有制企业
,

效率是比较低的
,

这个不能怪中国人没

有做好
,

外国人也没有做好
�

在世界各国的统计资料

中
,

国有制企业的效益就是比非国有制企业要低
,

这

是所有者非人格化这种基本特征所造成的
。

应 当承认
,

国有制有它的优越性
,

它的优越在于

它 是国家所有
,

它能够超越企业的眼界
,

国家可要求

这个企业极力符合国家利益
。

在人人为 自己
,

上帝为

大家的私有制社会里面
,

搞那个国有制企 业
,

它可直

接听命于 国家利益
,

当然显得出它的优越性
。

那么既有优越又有弱点
,

我们就是要研究在什么

条件下
,

它的优势能 够发挥
,

在什么条 件下它 的弱点

不足为害
。

条件是比重不太高
,

在 比重不太高的情况

下
,

赔钱 我们国家就补
,

很豪爽
,

很 潇洒
,

但有一个前

提
,

就是补一点
,

你不能补一 片
。

我们原来国有制的比

重 是 ��  
,

现 在是 �� 纬
,

还是太高 了
,

补不 起
。

在 美



国
、

法国
,

一 般是 巧�
�

当然
,

我这里要解释一下
,

我

们说的国有制比重太高
,

它有不同的比较
,

有的比产

值
,

有的比利润
,

有的比资产
,

比较科学的是比资产
,

就是用于经着性的社会生产资料
,

有多少是国家所

有
,

有多少非国有
�

我认为要降到 �� �
,

这是不是从

美国抄来的呀� 不是
,

是我的研究的心得
�

根据国有制的特点
,

我认为国有制只能在三个部

门去实施
,

这三个部门的产业企业可以搞国家所有

制
、

或者国控股这样一种所有制
�

第一
,

垄断性的产业
�

垄断性的产业只有国家搞
,

不能由张老板
、

李老板搞
�

比如说人民币就得国家去

生产
,

造币业只能由国家经营的这种垄断性产业摘国

有制
。

第二
,

公益性的产业
。

比如说
,

城市公共交通
,

很

多人都买不起小汽车
,

半个小时骑自行车是可以的
,

一个小时骑得太累
,

那么你就得坐我的公共汽车
�

我

提高价格你没辙
,

我提到 �� 。块钱一 张公共汽车票
,

我就很赚了
,

可你们就哇哇叫
�

所以你让张老板
、

李老

板来摘
,

老百姓就有意见
。

公共汽车票 不能卖 �� � 块

钱一张
,

它只能卖一毛钱一张
�

那么张老板
,

李老板就

没有积极性了
,

他不愿意干
。

公益性的事业
,

政府从国

家的利益考虑
,

从大家利益考虑
,

由它来干
。

城市公共

交通
、

城市建设
、

下水道
、

自来水厂
,

它不能破产
,

破产

了以后
,

你喝水喝不 了
。

类似这些部门
,

应由国家来

搞
。

第三
,

导向性 的产业
。

比如说微机
,
� � � � 年的 时

候
,

大家都是很 新鲜的
,

当时提出科技革命
,

大家都不

知道微机 有多大 作用
,

很 多单位买 了不知道怎么用
。

这样的产业对于 国民经济的科技水平提高很 有价值
,

但一般的又 看不到
,

那么 国家有产业政策
,

它 能指导

这一点
,

生产微机给它降税
,

给它贴息
。

除了用这些优

惠政策以外
,

还可以用 一种办法
,

叫做以身作则
,

作表

率
,

国家来办微机制造业
。

国家办 的结果起一个 表率

作用
,

引导作用
,

其它的投资者
,

非国有的投资者也来

干
,

国家就可以把它的 比重降低一点
,

再在 新的需要

引导的那个产业中去投资
�

还有搞铁路
,

搞公路
,

几年

才能见效的
,

张老板
、

李老板 没有那么大能力搞的
,

国

家率先投资
。

这种产业都是流动性的
,

不是十年一贯

制
,

这都是引导性的
,

引导 完了再转移到其它更新的

需要引导的产业中去
�

现 在这些部门占多大比重呢 �我查了一下中国统

计年鉴
,

邮电
、

城市公共交通这样的一些部门
,

即以上

讲的前两 类的产业
,

它 占有固定资产的 比重是 �
�

� �
�

我们再加一点
,

�� �就够了
�

现实是 �� 写以上
,

这个太高了
,

所以就有这么多弊病
�

四
、

如何看待国有制比重下降的客观趋势

国 有比重 因为它 太高 了
,

不利于经济生 活 的发

展
,

它们就受到经济生活的惩罚
,

客观规律的惩罚
,

它
�

的 比重就开始出现下降的趋势
�

非国有制经济发展速

度快
,

效益又高
,

那么它再投放能力就大
。

于是乎
,

拿

唐诗来概括
,

那就是
“

沉舟侧畔千帆过
,

病树前头万木

春气此消彼涨
,

非国有制的比重就增加了
。

据统计
,

独

立核算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原值
,

国有制经济的比重在

��  � 年是 占 � �写
,

到 � �� � 年只是 � �
�

� �
,

下 降了

��
�

� 个百分点
�

那么工业总产值呢 �
」

由 �� �下降到

� � �
,

下降了 �� 个百分点
。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由 ��  

下降到 ��
�

��
,

下降了 � 个百分点
。

国家财政收入最

能说明问题了
,

我们宣传报道上 总是说我们国有经济

现 在是财政的支柱
,

占我们国家财政收入的 �� 纬
。

可

是 � �� 。年是 ��  
,

这 �� 年下降了 �� 个百分点
,

呈明

显 下降趋势
。

而且这个 �� 写还是有水份的
,

仅仅把它

的利税 上缴这一部分算进去 了
,

还有财政挖出来的没

有算进去
。

我 们国家是一个提倡公有制国有制为主体的国

家
,

而 国有制比重下降了
,

这决不会是政府的号召的

结果
,

但是也不是反革命分子破坏的结果
,

它是客观

的经济规律导致的
。

现在就有一个间题摆在我们面

前
,

如何认识
,

如何看待国有制经济比重 自发下降趋

势� 如果这个 自发趋势是倒退的
,

那么我们每个人就

要站起 来捍卫国有制比重
,

要力挽狂澜 � 如果这个下

降趋势是客观规 律
,

是进步的
,

我们就不但不 能搞力

挽狂澜
,

反而要推波助澜
。

下面谈谈我的认识
。

第一
,

是进步不是倒退
。

我们过去总认为所有制

间题上越大越公越好
,

集体要向全民所有制过渡
,

小

集体要向大集体过渡
,

个体要向小集体过渡
,

搞穷过

渡
。

它的前提
,

它的政治经济学的概念
,

就是国有制最

先进
,

国有制的工业化程度最高
,

所以它无条件就是

最进步 的
。

这一个政治经济学的结论据说是马克思主

义的结论
�

但是我查了一下马克思主 义的创始人的著

作
,

马克思主义 的创始人并没有国有制无条件进步的

论点
�

在《反杜林论 》里面恩格斯说
,

只有在生产资料

交通工具发展到 不适合于 由股份公司来控制的时候
,

国有制才意味着经济上 的进步
。

一家一户干不出小高

楼来
,

就要搞一 个大企业 � 股份公司管不了全国 的邮

电
,

那么就 由国家来经营
,

就是小规模的那种生产资

料组织形式没有办法运转的
,

不得不由国家 来控制
,



这个时侯
,

国有制 才意 味着它的经济上的进步
,

这是

恩格斯的观点
。

他当时就反驳 了那一种只要是国有制

就是进步 的这样 一种结论
。

他说如果凡是国有制就是

进步的
,

那么现在有一个提议
,

妓女院那应该 国有
,

那

个妓女院赚贱应该归国家收入
,

那么这位聪明人提 的

主义可能也算社会主义了
。

我这里不得不用恩格斯这

样长的一段论述
,

就是要告诉大家这个观点并非马克

思主义创始人的观 点
。

既然国有制并非是无条件进步

的
,

那么国有制比重降低
,

也就不是无条件倒退
。

恰恰

相反
,

根据实践的检验
,

它是比重太大
,

不利于国民经

济的发展
,

而 比重下降来减低国家的负担
,

来增加新

的经济活力
,

是进步而不是倒退
。

第二
,

是不是我 们的经济生活一定要 由政府来控

制� 现在有些观点认为
,

经济生活的命脉必 须由国家

直接控制
,

这句话的潜台词似乎就是不相信非国有制

的所有者能够保证经济发展健康运行
,

实际上是把非

国有的力量认为是异 己的力量的一种观念的表现
。

相

信我 们的省长
、

市长
,

不 相信那个张老板
、

李老板搞经

济能保证发展的速度
。

我们说经济的发展应该跟法制

建设相配套
,

那么经济的发展就要通过法律手段去 调

节
。

张的股份公司
,

李的股份公司
,

其运转按照国家法

律的调整
,

不是靠某一个人 的官位来保证 的
,

要靠官

位来保证
,

要靠政 府直接控制来保证
,

这往往也 会落

空
。

那王宝森不是北京 市常务副市长吗 � 他曾掌管的

国有资产 多少 个亿
,

他最后干的又是什么呢 � 当然我

们不能说每个 省
,

每个市都有王宝森
,

但是起 码说 明

经济运行不一定要抓到政 府手里才靠得 庄
�

在股份公

司就靠不 注
。

前几年
,

有过这 么一个报道
,

讲美 国的阿

波罗号登月飞船
,

它的组织工作牵扯到一万多个合作

单位
,

协调得很好
,

它不是登上月球上去了吗 � 它没有

王宝森不是干 得很好吗 � 所以 我这里要打破这个迷

信
,

这些并非要抓到 我们政府手里
。

你通过法律的
,

通

过经济的
,

通过合同的方式联系起来
,

它同样能保证
。

谁犯法
,

就论罪
。

政府官员犯法也治罪
,

张老板
、

李老

板犯法同样治罪
。

第三
,

有人 说国有 制 比重下降了
,

那么很 多赚钱

的企业让那张老板
、

李老板去办 了
,

政府就不能多收

点钱了
。

把赚钱 的企业都拿到政府手里来
,

那么国家

收入就高了
。

这个愿望不是不好
,

但是 效果却是很 糟

糕
。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
高效益也意味着高风险

。

有的

企业今天是赚钱 明夭就亏损
,

不能保证永远盈利
。

过

去是油田最赚钱
,

现在也不一定
,

这种情况在变化
。

那

么你要把赚钱 的企业抓到手里来
,

就 意味着它亏损的

时候你要 补贴
。

我们政府要收钱
,

也要用钱
,

这种财政

的分配渠道是要用于那些非经营的项 目上面去
,

比如

学校要 盖校舍
,

如果用于经营的项 目当中去
,

那个太

不公道 了
。

把赚钱 的企业抓到手里面
,

就意味着整个

国家的经济生活都要 为之付出过大代价
,

可能带来很

剧烈的振动
,

不利于安定
。

应该怎么办呢 � 应该是收

费
,

你办得 好我就 多收税
,

你办得差 我就少收税
,

你不

赚钱
,

我不收所得税
,

但要收工商税
。

那么你亏本呢 �

我不 贴
。

所 以收税是最好的方式
,

是包赚不赔的方式
,

政府应该做这么一件事
,

不要眼红别人赚钱
。

第四
,

国有制比重 下降为客观趋势
,

它反 映了资

源状况 配置的需 要
。

我们说资源要优化配置
,

现在是

逆 间配置
、

劣化配 置
。

国家有 �� �的贷款
,

�� 吓的投

资投到 国有企业里去了
,

可是他带来的产值的增额只

占 � 。�
,

就是我 们把这么多资金
,

不论是信贷的
,

还

是财政的拨款
,

用到一 个低效益 的部门中去
,

这不是

低效益 的配置 吗 � 黑 龙江还有一 个统计数字
,

它的

�。�的 固定 资产投资和 � 。�的流动资金贷款都投入

到 了国有企业
,

而它 的产值在 � � �  年比上一年下 降

了 �
�

� �
,

而非 国有制企业只用了 ��  的固定资产和

流动资金
,

它的产值比上年增长了 17 %
。

所以对国有

制 比重 自发趋 降的现象
,

我的评价是积极 的
,

符合客

观规律的
。

因此
,

我的结论是要主动的
,

自觉的进行改

革来 降低国有制的比重
。

五
、

如何降低国有制的比重

降低国有制比重有一个 目标模式
,

就是上面讲的

垄 断型 的产业
,

公益型的产业
,

导 向型的产业实行国

有制
,

或者国家控股的方式
。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过渡

模 式
。

根据我 的研 究
,

十年时间
,

由 75 % 左右下降到

15 写左右
,

降低 巧。个百分点
。

那么这就需要用过渡 的

方式
,

这个过渡的时候
,

它就有不同的提法了
,

抓大放

小也是一个提 法
,

抓大即抓 500 家企业
,

或者抓 10 。

家企业
,

那也 就是现 有的国有 企业的 0
.
5% 左右

,

那

么 99
.
5 % 的现有国有企业都可以放开

。

怎么放呢? 途

径有二
:

第一是
“

改
” 。

包括改制
、

改组
.
改制是把国有企 业

改成集体所有制
,

改成合作制
,

改成股份制;改组跟改

制有关 系
,

改组改制有一个条件
,

就是要效益 比较好
,

效益不 好
,

谁来跟 你投资呢 ?现在有一种趋势
,

把原来

的国家所有制企业
,

国有
、

国营 企业改组 成为国有独

资公司
,

还是 10 0% 的 国有
,

说得很 简单是换汤不 换

药
,

甚至汤都没换
。

国有制的改组 要有一个基本的色

彩
,

叫引进 多元投资主体
,

要有非国有经济搀进 去
。

当



然这里原因讲起来很复杂
.
由于国有是非人格化的所

有制
,

它 的经营管理
、

监 督成本比较高
,

而个体户用不

着你说好好做
,

他自己的钱
,

他会好好的赚
。

如果国有

的有股民
、

公民的投资
,

股 民
、

股东就会关心这个国有

制的发展
,

如果这个经理干得不好
,

股东就 要投票
,

把

他撤换
。

但是撤换一个总经理
,

要有足够的票数
,

我 们

是散民
,

我们是 小股 东
,

没有办法罢免他
,

可以把股票

卖掉
,

你也卖
,

我也卖
,

股票下 降
,

他这个信誉就 不行

了
。

这也是施加影响的方式
。

只有那个垄断性的部门
,

就可以不这样做
,

那个 相当少
。

那就是一个工人后面

站着一个解放军拿着枪看着你造人民币
。

我到过一个

生产黄金企业里面去过
,

每个工人出来洗澡全身都检

查一遍
。

但是什么煤炭
,

石油不可能都这么监督
,

其它

的部门就是 自我监督
.

人格化的所有制就会 自我监

督
,

不会自己去乱花自己的钱
。

我曾在深月11鼓吹股份

制花 了一段时间
,

我当时说股份化又不可能把国有企

业全化走
,

即便是一千万资产有 250 万拿出来给职工

或 外面的 人买股 票
,

就等于这个汽车三个轮子是国

有
,

一个轮子是非 国有的
,

非国有的就必 须关心那三

个轮子
,

因为一 旦开到悬 崖上去 了以后
,

那三个轮子

掉 下
,

这个轮子 也会掉下
,

它这种休戚与共的关系就

使得 国有企业得到 了充分的监督
。

第二是
“

卖
”

。

这个
“

卖
” ,

又有两种方式
,

一种是兼

并
,

一种是破产
。

效益 比较 好的国有企业 目前比较少
,

效益差 的企业搞改制改 组没有吸引力
。

那么对效益差

的企业大量的要走兼并的路
,

就是一 个优势企业通过

产权有偿转让的方式取得另一个企业的控制权
。

而对

少数企业则要 实行破 产处理
。

兼并与破产
,

都要体现

一个
“

卖
”
字

,

即都是通过产权有偿转让的形式
,

使劣

势企业的生产(经营)能力向优势企业集中
,

以实现优

胜劣汰
,

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
,

实现 国民经济的

良性运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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