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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转变政府部 门职 能 ，在直接 关 系上 ， 

需要解决两个相互关联 的1'4题 ：一是政府部 门-9 

国有企业之 间的行政 性产权 关系；二是政府部 门 

的职能定位、行为边 界和约束机制 。行政性产权 

既是传统计划经济机制得以发挥作用的经济基础， 

也是政府部门在 市场 经济体制 中职 能定位 、行 为 

边界和约束机制难 以完善 的经济原 因。 国家所有 

制实际上是政府所有制。 由于政府不是 一个机构 

而是一个 自上 而下 的庞大行政 系统 ，所 以，每个 

上级行政机构都是财产 的所有者 ，每个下级行政 

机构都 是财产 的管理运作者 ，而相对于整个政府 

系统 而言 ，国有企业 又只是财产 的经劳运作 者。 

这种格局决定 了，国有企业从而 国有财产不仅 是 

政府行政部 门的经济基础 ，而且 是政府 行政部 门 

运作 的主要 内容 ，由此 ，一方面各级政府部 门运 

用各种行政机制直接 监管国企运作 以保 障国有资 

产 的保 值增值 、防止 国有 资产 流 失，另一方 面， 

国企也努力通过行政机制从政府部门争取资金、 

技术 、人员、债务减 免、市场准入等 一系列 “优 

惠”，由此 ，形成 了行政部 门-9国有企业之间 “谁 

也离不开谁” 的复杂联 系，也决定 了政府部 门职 

能的转变是一项极 为困难也极为艰 巨的系统工程。 

政府部 门是整个经济社会的行政 主体，其政 

策和行 为本应面 向全社会各种经济主体，在 坚持 

“公开、公平 、公正”原则的基础上 ，一视 同仁地 

对 待各种经济成分。但 是，在行政性产权严 重存 

在 的条件下，政府行政部 门的法规政策 既不协调 

又 时常相互矛盾 ，由此 引致 了一 系列不符合 “三 

公原则”也不利于职能转变的现象产生： 

其一 ，一些主管经济的政府 部门，立足 于为 

国企服务 ，或者将 由此形 成的法规政 策贯彻 于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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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或者忽视公平地为其他经济成分服务。 
一 些 主管部 门的设立 ， 只服 务于 国有经济 ， 

不服务非国有经济，结果给非国有经济部门的相 

关活动设立 了制度 障碍 ，甚至使 非 国有财产 “流 

入”国有经济部 门。 

其 二，为 了推进 经济增长 和经济发 展 ，政府 

部 门又不得不扶持 非国有经济部 门，由此，又 出 

台了一系列有利 于非国有企业而不利于国有企业 

的法规政策。例如，对非国有企业实行税收减免 

政府而对国有企 业的税 收则严加监 管，使得 国企 

税赋明显高于非 国企 ；又如 ，国有企业 的人事工 

薪 由政府主 管部 门审定 ，使得 国有企业在人才竞 

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 

显而易见 ，在行政性财产关 系条件下 ，要理 

清行政机构 与国有企业 (从而 国有经济) 的关 系 

是极其 困难 的，要弄清政府部 门的职能定位 、行 

为边界也是极为 困难的 ，要形成对这 些行政 机构 

的经济社会约束机 制更是 困难。20多年来的 国企 

改革实践证 明，仅 靠在 国有经济 内部改革是极 难 

改变行政性产权关系的，只有大力发展包括民营 

财产关系和民营经济在 内的非 国有经 济，切 断国 

有企业 (及其财产 )与政府行政部 门之 间的千丝 

万缕联 系，实现经济运行 中的财产关 系-9政府行 

政 关系的分 离和分立 ，才能有效 改变行政性财产 

关系。 因此 ，政 府部 门职能转 变的步速 和程度 ， 

将主要取决于民营经济及其他非国有经济发展的 

进程。 

第二，市经 济运 行机制 的形 成，在 中国条件 

下，直接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是按照市场 

规则展开经济实践程度 (包括 时间、空间与深度 

等)和经验积累程度 ；二是市场规则形成 中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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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体制 的影响。1992年 以来，在 中国经济 

实践 中，市场规 则快速成长 ，正逐步成长为有效 

配置经济资源的重要机 制，但同时，计划经济机 

制也在强力发挥作用，不仅严重限制 (甚至抑制) 

了市场规则 的顺利形成 ，而且 严重影响着经济资 

源的有效配置。 

计划经 济是运用行政机制组 织经 济活动以实 

现政府 目标 的经济格局。在这 种格局 中，政府 经 

济目标服从于行政 目标并导向着经济运行，由此 

引致如下一些现象发 生：其 一， 由于政府 行政机 

构是 一个 自上而下的庞 大系统 ，各 个政府部 门从 

不同方面直接或 间接地 管理着 国有企业的各项 事 

务，所以，政府 目标通过各级行政系统贯彻到国 

有企业的结果是，行政 目标、行政机制从而计划 

经 济机制不仅成为宏观经 济的主导机 制，而且 成 

为制约 国有企业微观运作 的主 要机 制。其 二，等 

级制和等级管理 既是行政运行 的重要机制 叉是维 

护行政关系的重要机制 ，由此 ，将行政关 系落实 

到 国有企业必然发 生按行政等级 的权 限来管理 国 

有企业的结构 (即令各家国有企业按其行政级别 

分属对应的行政机构管理)。在这种结构中，国有 

企业 的经营运作在严 重的行政 约束 中展开 ，很难 

说清究竟应以市场为 导向还是应 以行政 目标为导 

向。其三，信息封 闭传递是行政运行 的一个重要 

机制 ，也是每个上级监控下级 的重要机制 ，由此 

极容易发 生两类现象 ：一是在信息不透 明的条件 

下进 行 “暗箱”操作 ，并将这种行为延伸至市场 

操作，使 市场运行发生扭 曲；二是行为标准依行 

政等级 的高低而界定 ，同时各级政府部 门又各 有 

所好，使得国有企业时常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 

行政机制并非经济机 制 (实际上是一种超 经 

济强制 的机制)，等级关 系与市场经济 的 “公开 、 

公平 、公正”原 则分属不 同的 范畴、无法 融合 ， 

为此 ，要改变计 划经 济机 制对企业运作 从而国民 

经济运行 的严重制约，推进 市场原 则的成长 ，就 

必须使企业运作切 实摆脱行政 关系的约束 。但在 

现有 国有经济 范围内，通过深 化国企改革来做到 

这一点，是极为 困难 的。 改革企业运行机制必须 

跳 出以行政关系为主要框架 的国有经济范畴 ，由 

此，国有资产应逐步退出完全竞争的产业领域， 

在这些领域 中的国有企业应逐 步改变 为非 国有企 

业。这 一进程 的实现 ，既取决于 民营企业等非 国 

有企业的发展步速 ，也取决于 民营经济等非国有 

经济进 入国有企业 的步速和 程度 。市场经；齐是 以 

民营企业等非 国有企业 为主体 的经济， 只有大力 

发展 民营经济等非 国有经 济，才能真正改 变计划 

经济机制支配 国民经济 的格局 ，有效推进 市场机 

制的形成 ，实现经济资源 的有效 配置；也 只有在 

大力发展 民营经济等非 国有经济 的环境 中，人们 

才能真正从事和展开市场经；齐的实践活动并推进 

符合 中国国情 的市场 经济体制及 其规 则 的形 成 ， 

由此推动中国市场经济 的成熟。 

第三 ，深化 国有企业 的改革 ，直接 受到国有 

资产调整 、企业领导调整 、职工就 业、企业发展 

等一系列 问题 的制约。不解决好这些 问题 ，国企 

改革难 以迈 出步子 ；要解决这些 问题 ，在 国有经 

济范畴内又举步维艰 ，与此相 比，积极发展 民营 

经济是一条现实之路。 

其一，对 国有企业 来说 ，国有 资产 的调整 主要 

涉及两个 问题—— 资产存量盘活和资本金(数量和 

结构)调整。在 国有经济 范畴 内将优 良资产 向某些 

国有企业集 中，是有可能优化这些 国企 的资产结 

构 、提高其资产质量 的，但就 国有资产总量来说 ，不 

仅资产存量没有多少改变从而并未真正盘活，而且 

资本金结构也难有实质性改善。实践证明，国有资 

产 的调整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非国有资产的介入。 

通过将国有资产向非国有经济部门转让来实现国 

有资产存量的盘活 ，通过非国有资本向国有企业 的 

注入来实现 国有企业 的资 本结构调 整并补充 国有 

企业资本金的不足 ，是国有资产调整的必 由之路。 

因此，在调整 国有资产的过程 中，不能不重视发 挥 

民营经济及其他经济成分的积极作用。 

其二 ，国有企业领导 的调整 主要 涉及 两个问 

题—— 弱化行政机 制和企业家市场 的形成。从 弱 

化行政机制来说 ，在现有 国有独资 范围内，要减 

弱行政机制对 国企领 导人的制 约是极为 困难 的． 
一 个可选择 的路径是 ，通过大量引入非国有资本，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改变 国有独资格局 ，使企业 

从基础性财产 关系上脱 离行政约束 ；从企业家市 

场形成来说 ，只有在非 国有资产的基础上 ，企业 

高级管理 人员才可 能通过 市场机 制 的遴选 成长为 

真正的企业家 ，企业家才可能在竞争中成长成 熟。 

《经济界}2002年帮4期 61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显然 ， 离开 民营经 济及其 他 经济 成分 的充 分发 

展，要实现 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 员的调 整，使他 

们 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是相 当困难的。 

其 三，改革开放20多年来 ，职工 下 岗已成为 

国有企业 的一个普遍现象。 虽然就 个量 而言，一 

个国有单位下岗的职工有可能在另一个国有单位 

重新就业，但就总量而言，国有部 门下 岗的职工 

不可能都在国有部门重新就业，因此，解决下岗 

职工再就业的根本出路是，使这些下岗职工在非 

国有经济部f-l中再就业。事实上，90年度 以来， 

下 岗职工 的再就业问题主要不是靠 国有部 门而是 

靠非国有经济部门解决 的。 国有企业正面临着大 

规模的改革调整，在这一过程中，期待它们来解 

决 大量职工下 岗的再就业 问题 是不切 实际的，相 

比之下 ，只有大力发展 民营经济 等非国有 经济才 

是基本 的政策选择。 

其四，在市场经济中，企业发展取决于两个基 

本因素——资本金的充实和产业选择。对国有企 

业发展 来说 ，要靠政府 财政 不断投资来补充营运 

资本 已陷入近乎无望的境地，由此，资本金的充实 

不得不主要通过市场机 制从 非国有经济部 门 中取 

得。这 一机制决定 了，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部 门实 

际上 已经成为 国有企业发展 的重要条件 。另一方 

面 ，国有企业的继续发展必 须有效解决其产业定 

位问题 ，即国有企业应逐渐从竞争性产业 中撤 出、 

向提供公共产品的产业集中，这在客观上要求，民 

营经济等非国有经济 的发展应足 以“填 补”国有企 

业从竞争性产 业撤 出所 留下的产业“空位”，否则， 

国有经济难从竞争性产业中撤出，国有企业在公 

共品产业中的发展能量也将受到制约。 

综上所述，在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既是推进 

体制 改革 的重要经济 力量 ，也是 深 化体制 改革 、 

市场机制形成的重要经济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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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短讯 

中国农产品出口积极应对m571,反倾销措施 

中国农产品出口正在越来越多的反倾销战中 

总结教训，积累经验，学习利用世贸组织的规则 

保护 自身的利益。 

中国是农业大国，由于劳动力价格低，种植 

历史长 ，中国的一些大宗农产品如大蒜等具 有很 

好的价格和质量优势。但总的情况是，中国相当 

多的农产 品生产及加 工具 有经 营规模小 、附加值 

低 、科技含量低 、缺少现代 化的生产模式和管理 

模式等特点。同时，农产品出口对中国部分地区 

经济影响很大 ，关 系到数百万甚至数千万农 民的 

生计和社会稳定。 

近年来，中国农产品出口遭遇的反倾销越来 

越 多。 中国食 品土 畜进 出口商会 张志彪 副秘书长 

说，自1980年以来，涉及食品土畜行业的反倾销 

案商 品有薄荷 醇、塑料编 织袋 、松香 、蜂 蜜、大 

蒜、小龙虾、浓缩苹果汁等17种，被诉案件39件， 

涉及金额约3亿美元。1995年以来，中国食品土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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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出口商会组织 了对蜂蜜 、小龙虾 、大蒜 、蜡烛、 

浓缩苹果汁、蘑菇罐头等6种商品10件反倾销案进 

行应诉和行政复审。 

“面对国际上越来越 多的反倾销诉讼 ，坚决应 

诉是企业保护 自己合法权益和保 住市场唯 一有效 

的办法。”张说。一个明显的案例是，1999年美 国 

商务部立案，对中国出口的浓缩苹果汁进行反倾 

销调查，中国企业积极应诉，并采取行业 自律行 

动 ，在2000年 美国对 此案终裁 中， 中国应诉企业 

取得了农产品行业在美国商务部税率裁决方面最 

好的结果。 

由于种种原因，目前中国一些农产品反倾销 

应诉还存在困难。但在外经贸部的指导和协调以 

及有关进出口商会认真组织下，这一情况正有所 

改变，越来越 多的农产 品企业采取 积极应诉 的态 

度。有关方面也在积极努力，进一步加强宏观调 

控，同时，行业 自律和互律 也将得到加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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