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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国企改革模式在强调股权激励之时却 

未能兼顾公平，让一些国有企业管理层的 

少数人可能“一夜暴富”同时，更让多数在 

企业工作了十多年乃至一辈子的中下层工 

人群众感到失落。 

有专家分析了国企MBO过程中常见 

的“三步走”招术。 

第一步是评估。利用有关联的评估企 

业。比如会计师事务所将国有企业的资产 

“高值低估”。比如一家企业有2个亿资产， 

一 个评估就完全可以将2亿元缩水到1．5 

亿元。 

第二步是折扣，而且是一折再折。先是 

所谓的“贡献折扣”。一些企业管理者利用 

地方政府急于将下属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中 

小企业“脱手”的心理。以“长期在企业工 

作。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为由，要求在MBO 

中给予其“贡献折扣”．这样 1．5亿元就可 

能折成了1．4亿元甚至更低；在实际交易 

时，又会索要一定折扣，要个“优惠价”，将 

1．4亿元“优惠折扣”成1-3亿元。乃至更低 

的价格。 ， 

第三步就是购买．这既是“空手道”手 

法最明显的一步。也是完成整个MBO最关 

键的一步。经过“低估高折”后的资产。在通 

过一番“空手道”手法。将国有资产完全转 

移到个人名下。 

“有两种手段可以让国有企业管理者 

自己一分钱不花，利用银行贷款将国有企 

业搞到手。”上海财经大学教授程恩富说。 

第一种是利用正在进行MBO中的目标企 

业。作为财产抵押向银行贷款，第二种是用 

企业将来的利润作为抵押，并以今后的利 

润还贷。变成“赊账贷款”。“总之是自己一 

分钱不花。羊毛出在羊身上，以要购买的企 

业作本钱来购买这家企业，这不就是人们 

常说的‘空手套白狼’嘛。”剩下的过程就是 

把企业资产转走，用半年到1年的时间，变 

着法子让现在的企业经营不下去。那样对 

银行的债务也就可能逃避掉．这就更加恶 

劣了。这种情况下，那些在企业工作了大半 

辈子的员工，特别是4o-50岁之间的员工， 

其出路可想而知。 

国资委、财政部此次痛下决心，决定大 

型国有企业产权不向管理层转让．一些中 

小型国企则可以进行“探索”。不过。也有来 

自经济学界的声音称，当前的突出问题，不 

在于搞MBO的是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关 

键在于MBO的不规范操作。对此。上海财 

经大学程恩富教授建议。国有企业改革应 

着眼于整体制度设计。如果没有一整套完 

善的制度设计，那么，大多数普通所有者的 

利益必然会被损害。 

(摘自《经济参考报)2005年4月20日) 

三大争论显露民企财富道德观 

争论一：增加就业机会是最大慈善? 

正方：只要我守法经营。给社会创造财 

富，增加就业机会，这就是最大的慈善。 

反方：富豪做老板开工厂。平民做工人 

出气力，完全是基于契约的互利行为，谈不 

上谁“慈善”谁。 

“我认为，只要我守法经营，给社会创造 

财富，增加就业机会，这就是最大的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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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位袁姓企业家说。认为办好企业本身就是 

很好的慈善方式的，在中国富豪中并非少 

数。出生于西安的搜狐CEO张朝阳也持同 

一 观点：“至于富豪是不是要做很多其他的 

事情来尽自己的社会责任。比如投身慈善事 

业，我觉得那完全是个人的选择。一个企业 

家能够为经济做贡献，创造就业机会，纳税， 

这才是他的本分。如果不专心做这些，有了 

钱去捐献。那只是小的贡献。” 

在张朝阳自己创办的搜狐网上．他的 

这一观点遭到了网友们的无情批驳：。富豪 

做老板开工厂，平民做工人出气力，完全是 

基于契约的互利行为，谈不上谁“慈善”谁。 

工厂为国家纳税。富豪因为出资成为纳税 

人，工人因为出力而成为纳税人，一样光 

荣，谈不上谁比谁高贵。如果富豪因为创造 

了就业机会就可以称为慈善的话。工人创 

造财富使富豪衣食无忧。更是不折不扣的 

大慈善家。 

争论二：税收减免政策跟不上? 

正方：慈善捐赠之所以力度有欠，根源 

在于制度不健全，尤其是减税方面。 

反方：根据有关法律，个人向慈善事业 

的捐赠不得超过其应纳税所得额的30％。 

企业不超过3％。 

目前我国的慈善捐赠之所以力度有 

欠，根源在于制度不健全。尤其是减税方 

面。”在国内，企业家的捐赠善举似乎并未 

得到国家政策法律的鼓励。目前我国没有 

遗产税，与其将自己一生所得捐赠给社会， 

不如留给子孙。这是中国富豪的普遍心 

态。 

某地税局所得税处人士表示。个人和 

企业向农村义务教育、公益性青少年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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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红十字总会、慈善总会、2008年北京 

奥运会、抗击非典、老年服务机构、高校科 

研机构的新技术开发等捐赠可获全额抵免 

所得税。个人向慈善事业的捐赠不得超过 

其应纳税所得额的30％。企业捐赠慈善事 

业的数额不得超过其应纳税所得额的3％。 

按3％的限额计算，超过限额，税务机关不 

予认可。 

争论三：3％限额影响捐赠热情? 

正方：3％的限额影响了他们的捐赠热 

情，应该在适当时候予以调整。 

反方：在一些国际知名的富豪眼中．慈 

善已成为人生追求。 

一 位企业家辩称，3％的限额影响了他 

们的捐赠热情，也制约了中国慈善事业的 

整体繁荣，应该在适当时候予以调整。当 

然，目前最迫切的焦点是，中国许多企业的 

捐赠还远不及应纳税所得3％的限额。 

在一些国际知名的富豪眼中。慈善已 

成为人生追求。比尔·盖茨的父亲听说小布 

什总统准备提请议院立法取消遗产税时， 

公开发表言论表示反对。他说，富人的钱如 

果都留给后代。会使后代失去进取之心。那 

样会害了下一代。比尔·盖茨也为此多次表 

示，要将全部遗产献给社会公益事业。 

今年75岁的华人巨富李嘉诚也自称有 

三个“儿子”，两个儿子是李泽钜和李泽楷。 

“第三个儿子”是以他名字命名的基金会。该 

基金会历年来捐款累计逾港币5O亿元。而 

他手上至今戴着 26美元一块的手表。“年 

薪”5000港币。“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对子孙也一样，否则“富不过三代”。 

(摘自《民营经济报》2005年4月22 

日 穗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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