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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经济学家让·拉费、雅克·勒
卡莱在其合著《混合经济》中指出：“在
大多数发达国家，整个国民经济都变
成了混合经济，以至看来已经成为一
种特定的社会组织制度。混合经济的
根本思想，就是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
国家及其计划机制实施市场调控和监
督，从而对市场缺陷进行纠正和救
治。”

研究中国建材“央企市营”模式，
便可发现这位混合经济学家的理论，
用在中国建材实践是多么贴切。中国
建材的实践显然是在某种程度上履行
了国家实施市场调控责任，展现了强
有力的中央企业的职能。

虽然，很多人并不能理解混合经
济的本意，过分夸大所有制的对立性，
而忽略其相通性。使得央企与民企的
关系成为当前我国市场经济运行中的
一个焦点问题。尽管在国家现行的经
济政策中，一直鼓励国企和民企并行，
但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有人将原
本是同一个产业链上不同组成部分的

央企和民企，人为地对立起来，人为地
对抗起来，这无疑对央企和民企都是
有害的，更有悖于市场发展规律。

中国建材的“央企市营”模式，其
内涵即是公有制与市场的结合，其核
心竞争力也在于此。按照市场机制运
行，采用市场手段联合民企发展，以包
容性增长方式推动整个产业健康化，
这是“央企市营”的本质所在。而一个
“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垣独有的职业经
理人制度”架构的控股的多元化股份
制体系，确保了这一探索在市场实践
中被成功地广泛应用。

中国建材近年来联合重组的民企
达上百家之多，一般都在新组建的企
业中为民企创业者保留 30%的股份。
而多数原来民企创业者继续担任新企
业的管理者，成为规范治理企业中的
职业经理人。

中国建材在水泥产业兼并重组过
程中没有“血淋淋”地吃掉民营企业，
而是把民营企业拥入温暖的怀抱，挽
救民营企业于倒闭的困境，创造了一
个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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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材和国药集团都是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被冠
以“中央”二字，也意味着中央企业对地方企业的责任。“央企
市营”新模式得以为社会所认可所赞扬，与他们在产业结构调
整与转型中所起的重大作用是分不开的。

现在是国家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我国经济从过去的粗
放式、重视快速成长，向集约化、重视效益的方向转变，这是我
国整个经济转型的核心。

经济的结构调整归根结底需要企业进行结构调整，企业
要充当结构调整的主力军。另外要增加集中度，对组织结构进
行调整，尤其是原燃材料等行业，例如钢铁、煤炭、电解铝、水
泥、汽车等制造工业现在面临大规模的组织结构调整，这是我
国在组织结构调整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报告中专门讲到，对于汽车、钢
铁、造船、水泥等行业，要控制增量，优化存量，推动企业兼并
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和规模效益。问题提出来了，但是由谁
来调整？由谁来把众多散、乱、差的企业组织起来，这是我国整
个组织结构调整或者产业结构调整无法回避的问题。

从行业环境看，无论是建材行业，还是医药行业，都存在
行业集中度低的问题。全世界的水泥产业集中度，前 10家占
了 70%，而我国水泥行业有几千家企业，“十五”期末前 10家
的集中度是 10%，“十一五”是 25%，2011 年是 26%左右，到
“十二五”末按照我国工业规划要到 35%。同样，医药行业也是
如此，以医药销售为例，美国的医药销售、分销、配送由三家企
业覆盖整个美国市场，而中国的医药商有两万多家小药店。

中国建材和国药集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站出来给出回
答：中央企业能够完成这个任务。

中央企业确实具有得天独厚、其他企业无法比拟的优势。
具备跨区域经营的优势，科研院所和外贸资源留在央企，构成
独特的优势。中国建材和国药集团分别拥有我国最大的行业
研究院———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和中国医药研究总
院，拥有行业最好的研发和技术。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建材浮出水面了，他们的央企市
营模式顺势而生。在联合重组之初，有报纸刊登“中国建材是
不是疯了？”然而中建材没有退缩，先后在淮海、江南、东北、西
南等区域实现重组，对我国水泥行业进行分类调整，引领地方
企业开展转型升级活动。

这种结构调整活动实质上是代表国家利益对市场“实施
调控与监督，从而对市场缺乏进行校正和救治”。

这使人想起法国经济现代市场经济调控经验。在法国的
市场经济体制模式中，既有自由经济的特征，又有强烈的国家
干预色彩；既有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又有强烈的计划性；既
有私人经济的广泛发展，又有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
重要地位。从 1981年至今的经济调整时期，他们以实行“法国
式社会主义”为口号，采取了更为激进的国家干预政策，主要
体现在大规模推行国有化和改革并加强经济计划上。在法国
的经济中，国家干预是主旋律，市场调节或实行经济自由化充
其量是校正或调整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以便二者更好地发挥
调节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与法国经验不同的是，中国完成这种干预的是中央企业。
尽管像中国建材这种调整结构方式在中国还是少数，但已显
示出这种中国特色模式已经出现，标志着中央企业在履行着
国家干预与结构调整的职能，已经承担起这种特殊的社会责
任。

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国有企业属于资源密集型、资本密集
型、科技密集型、人才密集型企业，它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要与
世界 缘园园强企业开展激烈的竞争，占据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科
技创新制高点，还要成为几百个行业中的领军企业，带头“走
出去”，拓展更大的发展空间；而民营企业大多属于劳动密集
型、就业密集型企业，每年创造就业在 员园园园万人以上，发挥民
营企业灵活性强、创新力强的优势，已经在国际竞争中崭露头
角。结构调整是让这两类企业分别承担不同的责任，在不同的
领域进行转型升级。

在这种结构调整过程中，中国建材、国药集团扮演的是行
业整合者的角色，他们利用自身的央企优势，将单打独斗的民
营中小企业组织起来，通过整合和优化，实现规范与共赢，带
动了企业与行业的价值提升与健康化发展。

本来是需要国家做的事，现在由中央企业完成了，而且是
用市场化方式推行这一进程，这是多么令人鼓舞的消息。

中国建材、国药集团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企业快速发展的
成功经验告诉我们，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是一次生产力的飞越
过程，这同时也是生产关系的调整过程。

未来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发展，必须根据中国国情，坚
持“两条腿走路”，既要大力发展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
优”，还要大力扶植民营企业，“做活、做精、做细”，使“两条腿”
都很强壮，使两类企业都能健康成长。这就不存在谁进谁退的
问题，而是齐头并进、有进有退的问题。可以相信，中央企业在
结构调整中会发挥更大的引领作用，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企业
将在结构调整中实现集体崛起。

近年来，山西煤企重组、山钢收
购日钢、中粮入股蒙牛等央企并购
民企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讨论，
中石化以 21.5 亿美元的价格联合
竞购中国燃气的失败，使得国企与
民企间矛盾凸现出来。似乎国企正
在攻城略地，大有取代民企之势。
于是有人提出，这是国进民退的表
现。种种负面评价令国企联合民企
发展的行为困难重重。

是否国企并购民企真的那么令
人诟病？

宋志平和他所管理的中国建材
用自己的行为向世人表明国企并购
民企是可以双赢的。中国建材 6 年
中吸纳了 481 家企业，其中水泥企
业超过 300家，半数以上都是民企。
宋志平说：“民企进来，不能简单地
驯服成央企，要保留它们过去的野
性，我一向主张联合，主张包容性成
长。”

好一个保留它们过去的野性 !

这个“野性”便是指民企内在活力，
也不乏其文化上的难以容纳的一
面。

中国建材的“央企民营”模式产
生于 2007年汪庄会谈。了解这个艰
难的开始，有助于我们理解宋志平
和央企市营的文化源头。当时浙江
等地区各家水泥企业为求生存拼得
你死我活，不得不竞相降价，一天内
就会有成百万、上千万的损失。在
这次会谈中占据浙江半壁江山的浙
江水泥、三狮水泥、虎山水泥、尖峰
水泥的老板各怀心思，分歧甚大。
“过去打仗的是你们，只有大家联
合起来，形成一个主体，我们才能达
到市场协同、市场健康化的目的”。
宋志平终于用“竞争同归于尽，联合
皆大欢喜”的包容之心，赢得了这场
改变未来中国水泥和世界水泥发展
格局的战役。在解释中国建材发展
动因时，大家往往看到的是清晰的
战略和坚定的执行力，但促成中国
建材稳定快速成长的还有包容文
化。

就在那次会谈后，“南方水泥”
出世，以后被广为传颂的“央企市
营”模式也新鲜出炉。3 年时间，南
方水泥重组 200 多家水泥企业，使
水泥产能从零到 1.2 亿吨。4 年之
后，“南方水泥”作为世界企业并购
重组的经典案例，写入世界顶级商
学院哈佛大学的教案之中。

多年后，人们仍然津津乐道：共
生多赢。央企具有得天独厚、其他企
业无法比拟的优势：资金、人才、研
发和技术。这些有利于提升企业的
核心竞争力。然而，没有这些，民企
何以向你靠拢？

然而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国企
也有着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比如
企业的活力不够，适应能力较差，制
度呆板等等，而这恰恰是民企的优
势所在。民企资金薄弱，这使得民营
企业主更加关注自己企业的效益，
努力提升企业的盈利能力，因此民
企总是活力十足。同时民营企业经
营方式较为灵活，有较强的适应性。

正是这个时候，宋志平提出了

央企市营，即央企和民企高度融合、
互相补充，一方面，央企用较低的成
本完成了资源整合，形成了竞争的
新优势；另一方面，广大民企非但没
有被通吃，反而使自身资本的价值
变大。央企与民企携手走上双方互
利共赢的道路。

显然，“央企市营”不仅是一种
经营模式，而且是一种文化。中国
建材集团和中国医药集团分别收购
了很多企业，但在整个收购过程中，
遵循市场化的原则、自愿化的原则、
共生和多赢的原则，并不像有些人
想的那样是强买强卖、抢占地盘。
恰恰相反，中国建材收购了三百多
家水泥企业，至今没有和任何水泥
一家企业闹过矛盾。

正因为包容文化的确定，使央
企市营模式得到快速发展。事实
是，过去中国民营企业在过于分
散、无序的竞争中承担了严重的后
果，在这种情况下，央企通过联合重
组，把大家从困境中解放了出来。
汶川大地震后，周围新建了很多水

泥厂，当时每吨水泥价格涨到 800
元，后来跌至 190元，很多企业经营
不下去。一些企业说，中国建材怎
么还不来“解放”我们？于是中国建
材去年年底成立西南水泥，这个“解
放”不是无情剥夺和赶走，而是把区
域内的水泥企业协同起来，让大家
共生多赢。仅仅 12个月时间，西南
水泥快速整合 1亿吨水泥，为什么
速度这么快？而且重组后首先解决
了生存问题，然后再进行资产优化、
技术改造等工作，实现了行业良性
发展。

央企市营文化的核心是包容和
谐。宋志平提出了中国建材的“4大
和谐”主张 :一是与自然和谐，善用
资源；二是与社会和谐，服务建设；
三是与竞争者和谐，互利共赢；四是
与员工和谐，让员工和企业共同成
长。我们读懂了这种宽容和谐文
化，便容易理解什么是央企市营模
式了。

日本的现代经济体制通常被称
为“政府指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

其基本特征是 : 以私人企业制度为
基础；资源按市场原则进行配置；政
府以强有力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
产业政策对经济运行进行干预；同
时注重政府与企业的伙伴式关系的
培养，政企关系中的东方文化传统
的色彩较浓。我们不可忽视日本企
业发展的文化因素。

松下幸之助说过，带领十几人
的团队，言传身教就够了；带领几千
人的团队，用管理就够了；而带上四
五万人，就要用思想去感化他们。宋
志平在后面加上一句话：“如果你带
的是十几万人，你可能就要双手合
一，用一颗包容的心去拜托他们。”
至此，我们终于找到了“央企市营”
文化的“根”。

我们要坚持与完善我国基本经
济制度，就必须造就新型制度文化，
这种文化的核心应该是公有制对私
有制的宽容、协调与和谐，而央企对
民企的宽容、协调与和谐是这种文
化的精髓所在，也是社会主义国有
企业做强做优的希望所在。

一边要在所有制问题上坚持公有
制，一边要在体制上实现市场经济，犹
如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这是一个世界
性难题。

所有制理论创新对于社会主义国
家而言更需极大的政治勇气，提出并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彰显了中国共
产党人既实事求是、又与时俱进的改
革智慧，助推了社会主义中国举世瞩
目的腾飞跨越。而在实践上解决这个
难题，更是难乎其难。中国建材和国药
集团“央企市营”模式的提出，便是在
解决这个世界级难题上的实践突破。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
曾表示，“看不见的手”虽然是一个有
价值的见解，但是经过两个世纪的经
验之后，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学说的
局限性。据此我们可以认为，混合经济
是一种非常智慧的经济形式。

在我国，所有制改革问题的难度
是由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所决定
的。党的十四大，确立要建立“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的决策。
这一决策既要确保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的性质，又要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资源
配置方式的要求。开始只是在市场经
济前面加上“社会主义”这四个字，这
是一种定性。因此，在所有制改革形式
的选择上，结果必然是具有“公有”和
“私有”两者互能相容的，而又为国外
市场经济发展实践证明是有效的“实
现形式”。然而，人们的认识并不清晰。
甚至到现在很多人仍未认可这种混合
所有制的结论。

恩格斯曾说，在建设社会主义过
程中实行社会占有所有生产资料，只

有在实现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的时
候才成为可能，才成为历史的必然。目
前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和性质决定了私
有制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存在。我们既
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
就必须在解决与私有制融合上取得成
功，这是一种经济规律。

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
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
有制经济发展。“两个毫不动摇”之所
以能激发活力、提升效率、发挥优势，
就在于它尊重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基本国情，不搞单一公有化，也不
搞全盘私有化，而是实行多元化、多样
化、混合化，从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发挥各方面优势，实现共同促进，共同
发展。国有企业一方面坚持公有制方
向，一方面调动民企积极性与活力，做
到两者相容而不产生对抗，这就需要
更高的智慧了。

其实在这方面，现代国家已经做
了近 200年的探索。混合所有制最初
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是在完全自由
放任的市场经济终于难以为继的时候
开始崭露头角并发挥作用的。自由市
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国家配置资源的基
本制度。“市场失灵”的存在要求国家
对经济活动进行必要干预，但是政府
为调节经济所制定的经济政策同样也
会“失灵”。正是由于市场机制和国家
干预在调节经济中各自出现不同的缺
陷，因此，市场与政府在国家经济运行
中的有效结合，也就是所谓的混合经
济制度，才被当今各国所普遍接受，成
为区别于纯粹市场经济制度和国家干
预经济制度的一种配置资源的经济制
度形式。

西方搞市场经济 200年，而我们

只搞了 20年，便大踏步赶上来了。从
中国建材“央企市营”模式看，宋志平
是大量吸收现代国家成功因素而创造
这个智慧之作的。

英国施政纲领是放弃凯恩斯主义
的国家过多干预经济的做法，充分发
挥市场的调节作用。美国在政府干预
经济的同时，并未放弃自由经济的传
统，而是将二者较好地结合在一起，呈
现一种典型的混合经济状态。但是在
具体的运作中，无论是国营部门还是
私人部门都按照市场化原则进行，所
以，美国的市场经济模式是“管理下
经济自由”的模式。中国建材的“央企
市营”模式，核心是市营，为什么不是
“民营”而称“市营”，“央企市营”模式
便是典型的市场经济模式。在“央企市
营”中能找得到欧美市场经济模式的
思想因素。

日本政府以强有力的国民经济发
展计划和产业政策对经济运行进行干
预；同时注重政府与企业的伙伴式关
系的培养，政企关系中的东方文化传
统的色彩较浓。宋志平的宽容文化充
分具有东方文化特征，与稻盛和夫“敬
天爱人”文化特征有相似之处。

法国从 1981 年至今的经济调整
时期，主要举措是以实行“法国式社会
主义”为口号，国家干预是主旋律，市
场调节或实行经济自由化充其量是校
正或调整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以便二
者更好地发挥调节资源配置。中国建
材实施的是央企结构调整的运行方
式，与法国政府干预模式极为相似。

放开眼光看世界，再把眼光收敛
回来凝视中国建材“央企市营”模式，
不难发现，我们这种模式集中了当今
发达国家智慧的精华，同样迸现中国

人探索国企改革的智慧。
考察一个国家所有制结构是否优

越, 关键要看是不是符合经济社会发
展要求, 是不是能够解放和发展社会
生产力。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让
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中相互公平竞争、发挥各
自优势，共同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现代
化建设。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德里克在分
析世界各种市场经济模式时发现，大
凡是运转良好的市场经济，必定是国
家与市场的混合物。混合所有制经济
是最宝贵的遗产，也是 21世纪中国发
展市场经济最高的智慧。

在当代社会经济条件下，各国经
济既不是纯粹的市场经济，也不是单
纯的国家干预经济，而是一种国家与
市场在其中都发挥作用的所谓混合
经济。尽管当前各国经济中的国有部
分和私有部分所占比例不同，但总以
一种经济成分为主。在这种混合经济
中，市场和国家分别覆盖国民经济的
情况已不存在。而是国家与市场相互
交织在一起，对国民经济所起的作用
覆盖于全社会。由此可见，无论在国
有经济中，还是私人经济中，国家和
市场所发挥的作用紧紧地交织在一
起。正是国家与市场对整个国民经济
活动同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才使得国
家干预和市场调节实现了在全社会
范围内的有机结合，形成了国家和市
场的内部结合。
“央企市营”是一个多好的概念，

这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时代意义、历
史意义的新名词。渗透着智慧，携带着
思想，是一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模式。

解决世界性难题的改革智慧

本报评论员

———二论中国建材“央企市营”新模式

本报评论员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混合内核
———三论中国建材“央企市营”模式

本报评论员

包容性成长的文化
———五论中国建材“央企市营”模式

本报评论员

央企引导
经济结构调整的新范例
———四论中国建材“央企市营”模式

中国建材日产 6000吨水泥熟料生产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