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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经济不仅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贡 

献者 ，同时也是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牺牲者和 

贡献者。”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认为。 

刘伟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发展出 

现过两次大的经济过热。20世纪 80年代中 

后期一次，20世纪 90年代中前期一次，两次 

都是经济增长速度 比较快，导致需求扩张过 

快。刘伟说，说到20世纪 90年代经济过热， 

1993年 7月份开始紧缩，到 1996年宣布中国 

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仔细分析一下 ，1996年 

实现软着陆主要的贡献者是谁呢?是民营资 

本 ，而不是国营资本。在当时 ，国营资本正在 

努力地想通过三年摆脱困境 ，处于那种状态 

下 ，它怎么可能高增长呢?所 以那个时候真 

正实现高增长的主要是民营资本 。 

但是，在 20世纪 90年代，每一年我们 国 

家的银行信贷规模里给民营资本的有多少 

呢?是 l3％。也就是 87％的信贷是给了国 

营经济单位。而民营经济在整个 GDP的贡 

献中已经超过了 70％。这就是说非 国营经 

济用 l3％的信贷资源实现了70％的国内生 

产总值。它占用的信贷少，完成的供给大。 

刘伟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非国营经济是遏 

制通货膨胀的最积极的力量。(摘 自2O04年 

6月7日《中华工商时报》) 

香港中文大学、北京长江商学院首席讲 

座教授郎咸平认为最 近建行分立是多此一 

举。他说，建设银行的做法实际沿袭 了国有 

企业的改制路线 ，采用了惯常的手法 ，即形成 
一 个母子公司关系，集团公司控股 、股份公司 

接管资产并分立。这种改制方式的 目的只有 

一 个 ，甩掉以往的包袱给集团公司，为轻装上 

阵寻求上市融资铺平道路。 

建设银行的改制方式将为集团公司与股 

份公司之间的关系留下隐患。这种隐患表现 

在，集团公司不可能与股份公司彻底分开，从 

而可能侵害公司利益，重蹈 国有企业改制 的 

弊病 。首先，目前为止，建设银行集团的资产 

情况非常模糊。按照建设银行的说法，分立 

后建行股份公司将承继现建设银行的全部商 

业银行主营业务和相关资产；建行集团则承 

继除全部商业银行主营业务和相关资产之外 

的其他资产 和负债。这是个 相当模糊的字 

眼。我们无法得知建设银行集团最后到底能 

拿到哪些资产和负债。从字面的理解上 ，如 

果股份公司拥有所有的银行主营业务和相关 

资产 ，那么作为一家金融机构，集团公司拥有 

的还有什么呢?其次，建设银行集团的业务 

和职能定位不明，极易越俎代庖。按照建行 

发言人的话 ，分立后 的集 团公 司仍为国家全 

资拥有的金融企业法人。作为股份公司的股 

东，不直接经营商业银行业务，而是通过制定 

清晰的发展战略 ，建立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 

经营机制和管理体制，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精 

干 、高效和有相应资产回报的国有金融企业 

法人。这些话更加让人不能明白。集团公司 

如果不直接经营商业银行业务，那么很难称 

得上是一家金融企业。集团公司既然不直接 

经营业务 ，那么所谓“制定清晰的发展战略， 

建立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经营机制和管理体 

制”，是为集 团公司制定还是为股份公 司制 

定?再次 ，两者的利益分配格局无法排除通 

过关联交易侵害股份公 司的可能性。因此 ， 

关联交易侵害股份公司的可能性仍然是存在 

的。 

建设银行不把精力放在如何研究正确的 

经营策略，如何消除非贷款不良资产、坏账呆 

账高筑等问题上 ，而是赶着去改制上市 ，这是 

典型的舍本逐末的做法。 

还要强调的是 ，建设银行与中国人寿的 

改制方式和上市途径基本是类似的。但是中 

国人寿的上市模式的确需要引起国有企业尤 

其是要赴境外上市的企业的警觉。“重融资， 

轻转制”的观念在境外市场是很难吃得开的。 

(摘自2O04年6月 13日《搜狐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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