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向现代企 业 制度
（ 大型调查报告 ）　文/吴戈

【 编 者按 】　国 有 企 业 向 何 处 去 ？这 已 是 掌 握现 代 国 有 企 业
命运 的 厂 长 、经 理 以 及 他们 的 职 工 们 目 前 十 分 关 切 的 话题 ，他们
迫切 地 在 寻 求 一 条 光 明 的 改 革 大 道 。大 型 调 查 报告 《走 向 现 代企
业制 度 》多 层 次 有 条 理 地介 绍 了 我 国 国 有 企 业近 十 余 年 中 改 革 的
探索 之路 ，对 当 前 国 有 企 业 的 改 革 确 有 可 借 鉴 可 参 考 之处 ，不 能
不读 。参 照 《中 共 中 央 关 于 建 立 社 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体 制 若 干 问 题
的决 定 》这 一 经 典 文 件 的 学 习 ，结 合 本企 业 的 具 体情 况 ，以 取 得
相当 成 绩 的 兄 弟 企 业 为 楷模 ，努 力 探 索 前 进 。那 么 ，不 久之 后 ，
我国 国 有 企 业 改 革 的 成 功之路 ，相 信 可 即 将接轨运行 了 。

现代企业制度是企业改革的必 由 之路
七十年代末 ，一位前来我国考察的国际著名经济学家曾断言 ：

中国没有企业 ！此语一出 ，环座震惊 。的确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
制下 ，国家是唯一的经济主体 。全国尤如一个大企业 ，各个企业实际
上是全国这个大企业的分厂或车间 。虽然有国有企业10多万个 ，其
中预算内企业4万多个 ，大中 型企业1.6万多个 ，特大型企业500多个 ，
但对照国际惯例 ，中 国确实没有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拥有主体地
位的真正意义上的国有企业 。

国有企业责权不明 、活力不足 、雄风难振 ，亏损便十面设伏 ，鼙
鼓动地 ，弄得“国家队 ”四面楚歌 ，不但不能为共和国 “输氧造血”，反
而要国家投入巨额的资金作为亏损补贴为其“供奶输血”。于是 ，在
亏态毕露 、危机四伏中苦苦挣扎的国有企业 ，不得不寻求一条行之有
效的能振兴国有企业的改革之路 。

1979年 ，企业改革在中 国刚刚起步时 ，不少人认为国有企业不
活的症结在于缺权少利 ，来 自 “婆婆 ”的“管卡压 ”过多 、过死 。因而
改革呼声最高的是对企业进行“扩权让利”。但这种在不触动企业财
产关系的前提下设法对企业进行行政性分权让利的改革方式 ，并没
有使企业活力明显增强 。

针对这种现状 ，经济界的权威人士们不得不另辟蹊径 ，从企业
利益再分配的 角度出发 ，以充分借鉴农村经营承包责任制改革的成
功经验为基础 ，从1987年开始 ，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中进行了第一轮承
包试点 ，这种探索方式 ，虽然在其试点的初期显示出 了其优于“放权
让利 ”的一些特点 ，但从1991年实施的第二轮承包状况来看 ，承包制
又渐露弊端 ，尤其是企业行为短期化问题 日 趋严重 。令一些有识之
士大声疾呼 ：如果不触动企业产权 ，承包制所设想的“交够国家的 、留
足企业的 、剩下归 自 己 ”的模式又只能是一个美好的充饥画饼 。

在这种形势下 ，有利于企业产权各归其主 、明确清晰及可望实
现政企分开 、使企业真正成为拥有财产支配权的独立法人的股份制
改革被推到了企业改革的前台 。但不久 ，人们又从股份制试点工作

中发现 ，企业往往把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股票上市 ，而忽视了企业内部
组织结构的重组 ，大大小小的“翻牌公司 ”应运而生 。为此 ，严厉的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再一次举起黄牌 ：如果没有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 ，
股份制必然走入歧途 。

就在一派“乱花渐欲迷人眼 ”的改革潮 中 ，也有一些精明的企业
家们想通过“多枝嫁接”，从与外商合资 中 拿来一个机制的 ；想通过
“仿洋皮”，从三资企业 中仿制一个机制的 ；想通过“国有民营”，从
“ 老 乡 ”那里换来一个机制的 ，凡此种种的探索与尝试不胜枚举 ，但其
中传递出 的信息却再也明 白 不过——国有企业活力不足 、亏损严重
的深层次原因是产权关系不明晰 、组织制度不合理 、管理制度不科
学。

1 979年 以 来 的 企业改革所有 的成败得失都在说 明 ：中 国 的
企业改革要进一步深化 ，就不能 回避产权 ，就必须完成对企业
改革观念 的嬗变 ，由 以放权让利为主要 内容 的政策调整转为企
业制度 的创新 。

一句话 ，中 国企业必须走向现代企业制度 ，以 公司 制为其
主要组成形式 ，以公司 法人制度为其主要核心 ，建立具有典型
意义 的 有限责任公司 ，并逐步完成向股份有限公司 的过渡与改
造。

沧海横流 谁驭舟楫竞千帆
沧海 横 流 ，方 显 英 雄 本 色 。在 《决 定 》以 及 继 之 而 来 的

《 公 司 法 》的 导航指 向 下 ，一大批勇于超越 、敢于拓进 的 企业
家们 ，怀着舍我其谁 的神圣使命感 ，甘作走 向现代企业制度的
马前 卒 ，在企业改革的 前哨阵地上 ，导演 出 一幕又一幕探索与
实践 的 活剧 ：

（ 沧海拾粟一 ：深圳风 ）
远在1980年 ，共和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行政管理形式——经

济特区在深圳似春笋破土时 ，一种全新的企业制度——公司制 、
股份制便在这片充满希望与代表希望的土地上得到了最广泛的认同

和运 用 。经 过 近 14年 的 实
践，深圳人 已 经能够为全 国
企业 界 勾 勒 出 一 个 产 权 清
晰、责权 明确 、政企分开 、
管理科学 的现代企业制度 的
轮廓 。其所积极推 广 的 “公
司制”、“员 工制”、“非
官本 位 制”、“产 权 流 通
制”等改革 ，把企业投入 了
公司化改造的熔炉 。

深圳人认为 ，国 有企业
之所 以 活 力 不够 ，其根源就
在于企业产权模糊 ，谁都可
以支配 企业 资 产 ，谁都可 以
不对企业负责 。明晰产权 的
最佳 办 法 ，就 是 采 用 公 司
制，即把非公 司 类 的 企业改
组成公 司 。现行企业一律不
以所 有 制 形 式 划 分 “成
份”，只 以组成形式和法律
责任分 为股份有限公司 、有
限责任公司 、无限责任公司
和股份合作公司 四 类 。到 目
前为止 ，已有157家企业完成
体制改造 ，其 中 已获准股票
上市的35家 。为 此 ，有立 法
权的深圳市人大常委会还先
于国 家 《公 司 法 》审议并通
过了 《深圳经济特区股份有

限公司条例 》和 《深圳经济特区有限责任公司条例》。
打破企业内部干部与工人的界限 ，实行 “员工制”，把过去

企业与员工间的行政依附关系转变为新型的劳动合同关系 ，彻底改
观一次分配定终身的僵化人事格局 ，赋予劳动者充分的择业 自 主
权，实现 员工与企业间的双向选择 ，活跃了劳动力市场 ，形成了
公平的竞争机制 。

取消市属国有企业的行政级别 ，实行 “非官本位制”，按照
企业的经营规模和效益水平分类定级 ，采用 国际通用 的资产 、利
税、销售等三项指标体系对企业进行考核 。

促成企业兼并 、产权转让和依法强制破产 ，实行 “产权流通
制”，1993年2月 8日 ，深圳产权交易所正式挂牌 ，使过去因条块
分割而凝固了的产权进入流通领域 ，让资产转让 、兼并 、拍卖 、
破产和重组 ，按照 国 际惯例进行市场化、公开化 、规模化 。至
1993年10月 ，已有45家企业进行产权或股权转让 ，总额达1点4亿
元。

“ 四制 ”的改造 ，尤其是进行公司化的改造 ，使深圳企业国
有资产第一次从 “全民 ”这一含混不清的概念中被科学而具体地界
定下来 ，并有了法律意义上的认证和人格化的代表来维护 自 身的保
值与增值 。从这个意义上说 ，股份制公司这种现代企业制度无疑更
符合市场经济所要求的高度灵活性和可操作性 。以深圳市通讯工业
股份有限公司为例 ，该公司 国有股 占股本56.16%，法人股 占24.
9%，员 工 股 占 18.92%，1992年 公 司 资 产总 额2.4
亿，1993年升至4.8亿 ，仅一年时间 ，国有资产增值一
倍，这不能不说是现代企业制度赐予的市场奇迹。

（ 沧海拾粟二 ：潍坊潮 ）
在胶东半岛 ，素以 “忙趁东风放纸鸢 ”而著称于

世的风筝之 乡 潍坊市 ，在走向现代企业制度的金光大
道上 ，又率先放飞了一只 引人瞩 目 的成功之筝——以
出售国有企业全部资产给企业 员工的方式 ，来从根本
上改变 国有资产的性质 、完成对100户县属 以上企业

（ 其 中包括一些大型企业）的股份制改造 ，从而实现
生产率提高 、效益增长 、资产增值三大 目 标 。

1993年岁末 ，潍坊市百家企业在市政府的统一部
署下 ，进行了 资产评估 ，将企业的资产总额 （含固定
资产 、流动资产 、专项资产 、无形资产 ）扣减负债总
额后的剩余部分作为一次性出售给职工的净资产 ，先
由企业 自 清 自 查 ，再由 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依照有关法
律文件进行评估确认 ，然后根据职工的承受能力和入
股自 愿性 ，采取配股认购和 自 愿认购两种方式进行出
售。同时健全企业新的领导机制 ，由全体股东民主选
举董事会 、监事会 ，政府不作行政上的干预 。

实践证明 ，这种股份化的方式促成了政府职能和
企业经营机制的根本转化 ，促进了企业内部生产要素
的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 ，它不但使企业求生存求发展的能 力 、自 负
盈亏的压力 、追求最高利润的动力明显增强 ，而且使成为资产拥有
者的职工内凝力增强 、主人翁地位得以真正的体现 。如中兴五金股
份有限公司改制初期 ，其董事长按老一套办事 ，决策不民主 ，用
人不公正 。结果股东大会一个提案 ，便将其罢免 。用职工的话来
说，这就叫 “一砖一瓦有我份 ，我不管它谁管它。”

职工得到了民主 ，企业也告别了 “婆婆 ”实现了 自 主 。这些
“ 无主管”企业不但生产什么怎么生产可完全按照市场的需求 自行

决断 ，就连抗御 “三乱”的能力也得到了明显的增强 。据该市10
家股份制企业统计 ，自职工买断企业所有权以来 ，各种不合理负担
比上年同期减少了30多万元 。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 ，国 有 资产在市场流通 中 实现了 循环增
值。以前 ，潍坊市对国有资产实行实物形态的封闭式管理 ，存量
资产尤如死水一潭 ，兴不起半点波澜 。改制后 ，国有资产以货币
形式收回 ，再以财政贷款形式投放市场 ，在不断的流通中循环增

值。以潍坊电机厂为例 ，改制后 ，国家直接收回资产270万元 ，再投
入后 ，两个月 内即获得19万元的财政贷款利息 ，企业效益亦得到大幅
度提高 ，改制后仅6个 月 ，就完成产值1636万元 ，实现利税近100万
元，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65.3%和62.7%。

（ 沧海拾粟三：“八骏图”）
大风起兮云 飞扬 。当 现代企业制度在 中 国徐徐撩开它朦胧的

面纱时 ，在 中 国 企业群 中 举足轻重 、闻名 遐迩的东 风汽车集 团 、
东方 电气集 团 、中 国 重型 汽车集 团 、第一汽车集 团 、中 国 五矿集
团、中 国 纺织机械工业集 团 、贵州航空 工业集 团 等八家大型 企业
集团 喜获 国 家 国 有资产管理局批准 ，成为全 国 首批进行 “国 有 资
产授权经营”试点企业 。在积极推进大型 企业集 团 公司 化改革的
进程 中 ，勾勒 出 一幅气势恢弘 的 “八骏 图”。

这八家 大型 企业集 团 ，过去与其下属工厂及科研机构 的联 系
纽带 ，主要是行政隶属 以及 围 绕龙头产品形成的生产技术经营关
系。而集 团 内 部 的产权关 系却模糊不清 ，未能 明确建立 以 资 本融
合为 特征 的 产权 连 接 纽 带 。使 总 公 司 对成 员 企 业 无 力 驾 驭 、调
控，难 以进行统一的规划和经营 。

现行的新体制则可望从根本上打破这种格局 ，并按照市场的
要求优化重组 ，总公 司及其子 公司将逐步改造为股份有限公 司
和有限责任公司 。这样一来 ，除了 总公司 对子公司 的纵向持股
与垂直投资外 ，成 员 企业之间亦可交叉持股 ，从而真正形成资
产一体化经营 的 企业命运共 同 体 。这正如 国 家 国 有资产管理局
汤丙 午所说的那样 ：国 资部门将企业集 团 主要成 员 企业的 国 有
资产统一委托给核心企业 （即集 团 公司 ）经营和管理 ，是为 了
使核 心 企业 成 为 企业 集 团 的 母公 司 ，并通 过 参 股 、控 股 等 关
系，使成 员企业成为子公司 ，从而增强集 团 的凝聚 力 ，发挥整
体优势 。

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与改革意义 的 是 ，获权经营 国 有 资 产的
这八家大型集 团 实际上 已成为一种 中 介性的产权经营机构 。它
将依法经营授权 范 围 内 的 国 有资产 ，并 以资产的保值与最大限
度的增值为 目 标开展 经营活动 ，使资源配置更 为合理有效 。

此间 的一些经济学家普遍认为 ，这八家试点集 团所代表的
新体制 ，必将有助于改变 国 有企业产权虚化 、国 有 资产在运营
过程 中 无 人 负责 的 局 面 ，并催 生 出 一 种 新 的 资 产经 营 管 理主
体。

八骏争途 ，谁持彩练 当 空舞 ？
（ 沧海拾粟 四 ：牟氏梦 ）

就在国有企业草拟向产权宣战 ，向现代企业制度进军的豪迈
檄书之际 ，早把市场经济这个多元魔方玩得生机勃勃的非国有经济

成份已经将其机制上的优势向国有
企业进行了渗透和互补 。一种全新
的产 权 改 革 方 式——“国 有 民
营”，在天津 、上海 、福建 、江
苏、黑龙江 、吉林 、四 川 等十数
个省市区内 ，已成为国有中小型企
业一用就 “活”的灵丹妙药 。

就在这种 引 私营 “活水 ”浇国
有“旱 田 ”的探索过程中 ，国有首屈
一指的民营企业——南德经济集团
总裁牟其中先生又于1993年11月 前
后构想出一个推动企业快速靠拢现
代企业制度的崭新思路 ：拟以200万
美元的雄厚资金 ，租赁并改造国有
重庆479厂 、五洲——阿里斯顿制
冷设备厂等大中 型企业 ，实行产品
结构调整与企业内部各种机制的优
化重组 。并敢立军令状 ，保征每年
大幅度增加上缴利税 、实现资产增
值，20年后向 国家归还企业资产应
缴利税 ，并按帐面价值归还资产 。

权威经济人士对此喜上眉梢 ，
评价说 ：如果牟其中 的这一战略想得以实现 ，那将是国有企业又一条
走向现代企业制度的新航线 。

……
（ 画外涛声）：

沧海拾粟 ，仅能挂一而漏万 。据传媒报道 ，自 走向现代企业制
度的企业改革 目 标确立以来 ，除台港澳地区外的全国各省市已 闻风
而动 ，挥鞭催马 。成都 、重庆 、南京 、沈阳 、齐齐哈尔等市甚至已 出台
了详细具体的《深化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方案》，对公司体制的改造 、
“ 嫁接”“民营 ”式的改造 、出售产权 以进行股份合作制的改造 、剥离
经营 、企业兼并 、破产等等问题进行了规范化 、程序化 、政策化……

极目 沧海 ，正爽风吹拂 ，舟帆点点 ，枕戈待旦的中 国企业正在海
之腹中孕育着一场百舸 争流千帆竞的生命律动 。

侧耳倾听 ，正浆歌楫颂 ，渔舟唱晨 ，中 国企业这条曾风雨飘摇的
老船已面向远方的初阳犁开浪花无尽的涛声 。

（ 题 图 照 片 ：何炳 彦　插 图 照 片 ：缪德仁 ）

小萝 卜 头墓前记事 文/田 沾霖

清明 节那天 ，我应 烈士小
萝卜 头宋振 中 的 姐姐宋振平之
邀，同 她一家去祭扫她 的弟 弟
和父 母 的坟墓 。小萝 卜 头宋振
中同 父 亲 宋 绮 云 和 母 亲 徐 林
侠，解放前在重庆与杨虎城将
军一起被害 。解放后 ，他们的
遗骨被迁 回陕西 ，安葬在长安
县少陵原畔杨虎城将军 的 陵 园
里。小 萝 卜 头的坟墓 紧挨着他
父母 的 坟 墓 ，墓 碑 上 镌 刻 着

“ 烈 士 小 萝 卜 头 宋 振 中 之
墓”，他牺牲时年仅九 岁 ，是
我国 革命斗争历史 中 最年轻的
烈士 。

时值清明 ，风和 日 丽 ，前
来陵 园 瞻 仰 祭 祀 的 人 络 绎 不
绝，小 萝 卜 头墓前的那株石榴
树尤为 引 人驻足流连 。现在石
榴树刚 刚抽芽 ，但是 由 于大人
和孩子们给它 戴满了 红花和红
领巾 ，仍 使 它 显 得 火 红 、火
红。一块木牌上记载着 ：“石榴
树由 烈 士小萝 卜 头宋振 中 在监
狱中 栽植，1984年姐姐宋振平
去重庆剪枝带 回栽培于此 ，以
表对烈 士 的 怀念。”这里说 的

“ 监狱”，就是重庆歌乐 山 下
的“白 公馆”，现 已 辟为革命
烈士纪 念馆 。去年我去重庆 ，
专程到纪念馆参观 ，看到它 的
母树 已 经长得葱 笼婆 娑 ，果实
累累 了 。

宋振平告诉我 ，她 的弟弟
小萝 卜 头1940年11月 出 生于西
安市 ，小 的时候 ，圆 圆 的胖脸
一笑起来就露 出 两个小酒 窝 ，
可爱极 了 ，弟弟 同 母亲一起被
捕的时候还未满周 岁 。后来弟

弟同 母亲 、父亲 几经辗转被转移
到重庆 “白 公馆”监狱 ，父亲被
关在楼上二室 ，他 同母亲被关在
楼下女牢里 。在这人 间魔窟 里 ，
弟弟 的 身 心遭受 了严重 的摧残 ，
然而在父母和难友们 的教育熏陶
下，他却成 了 一个聪慧早熟 、爱
憎分 明 、勇敢机智 的 孩子 。特别
是弟弟 经常在看守和特 务面 前 ，
表现 出 一副天不怕地不怕 的十 足

“ 辣味”，使他更加可爱 ，因 此
他也就有了 一个 “小 萝 卜 头”的
爱称 。小 萝 卜 头在监狱里长到该
读书 年龄 的时候 ，经过父母的 多
次严正 交涉 ，才使他有机会跟年
长的难友学文化 。由 于他的 刻苦
努力 ，不仅学会 了 读书 写字和算
术，还学会 了俄语和 图画 。狱 中
的地下党组织还根据他的 人小 、
机灵 ，不 易 引 起 敌 人 注 意 等 特
点，把他培养成一名 地下小交通
员，使他在戒备森严 的秘密 监狱
里，做了 许 多成年人难 以做到的
革命工作 。

有一 次 狱 中 “放 风”的 时
候，小 萝卜头看到院 角 有一位伯
伯正在挖坑栽种一棵小树苗 ，这
位伯伯就是 中 共川 东地下特委 宣
传部长许晓轩 ，后被敌人杀 害 。
伯伯邀小 萝 卜 头一起栽树 ，并告
诉他这棵树叫 石榴树 ，等石榴树
长大 了 ，开 了 花 ，结 了 果 ，全 中
国就变 了 样 。从此小萝 卜 头牢记
着许伯 伯 的话 ，一有机会便去浇
水、培土 ，使石榴树扎稳了 根 ，
一天一天地茁壮生长起来……。

正当 宋振平 向 我娓娓讲述石
榴树故事的时候 ，一队少先队 员
走过来 ，孩子们眼尖 ，一下子 认

出了 她 ，便不住地喊：“宋 奶
奶好！”原来宋振平是西安市
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委 员 ，
多年来 ，她 以 “缅怀先烈志 ，
江山 万代红 ”为题 ，向 青少年
作报 告2000余 场 ，听 众 达200
多万人次 ，在陕西 ，许 多家庭
都有两代人听过她的报告 。她
也因 此被评为 “全 国 老干部先
进个人”、“全 国 邮 电 系统优
秀共产党 员”，并受到了党和
国家领导人的 亲 切接见 。前不
久她 曾专程去咸 阳市铁20局 小
学，讲述小萝 卜 头的故事 ，也
讲述 了 石榴树的故事 。今天 ，
他们是作为这个小学 的少先队
代表 ，怀着崇敬的心情 ，来这
里凭 吊 小萝 卜 头 ，并为石榴树
培土 的 。应孩子们的邀请 ，宋
振平带领孩子们一起在小萝 卜
头的 墓 前 宣 誓 ，为 石 榴 树 培
土，还一起唱起了 “小小石榴
树”的歌 曲 。

宋振平佩戴着孩子们敬献
的红 领 巾 ，簇拥在孩子们 中 间 ，
她的脸也像石榴花一样红 了起
来。这时我忽然感到 ，我们是一
个多 么喜爱红 色 的 民族啊 ！我
们的 国 旗是红 的 ，军旗是红 的 ，
党旗 、团 旗 、少 先 队 旗 都 是 红
的。而眼前的石榴花是红的 ，石
榴果也是红的 。宋振平告诉我 ，
当年 由 小 萝 卜 头同 许晓轩烈士
一起栽种的石榴树 ，除了移植到
西安这棵外 ，还移植到北京 、上
海和江苏父母出生的地方 ，并且
都已开了花 ，结了果 。

我想 ，这 些 石 榴树 的 寓 意
是极为深 刻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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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 生 新 动 向 ：

“ 先 上 山 后 下 海 ”
江钱峰 李 龙 师

去年 以来 ，社
会上 突 然 升 温 的

“ 经商热”、“下
海热”曾波及 宁静
的高 等学府 。不少
大学生也加入摆摊
办班 、兼职行列 ，
某名 牌大学有 的班级几乎全部学生
参与 了 打工 活动 。有 的学校期末考
试不及 格 的 人数达400多 人 次 ，创
下了 近十年 的 “纪录”。是 “先下
海，还是先读书 ”的讨论 引 起了 教

育界和社会极大关注 。目 前情况发
生了 变化 。据北京对外经济贸 易大
学统计 ，该校在非假期时间做买卖
的已 由 38%下 降 为5%，上课 率 、
晚自 习 率 明显回 升 。大学生 的学 习

积极性普遍提高 。
不久前北京社会 心
理研 究所对北京12
所高校1000名 大学
生的问卷调查 ，其中
93.8%的学 生上课
出勤 率保持在70%

以上 ，63.3%的学生保持了全勤 。而
从事经商 、打工 、家教等课余创收活动
的只 占被调查者的6.6%。

“ 先上 山 （攀登科技高峰），后下
海”，成为大学生们的明智选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