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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玲玲

政府工作报告透露：

2014 是国企改革分类和试点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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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国企改革提案议案升华的时刻

孟书强

本月 3 日起中国正式进入“两会”时间。

作为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的首次“两会”，其

意义不言而喻。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的

变革史，也是一部把企业家的共同呼声上升

为国家意志的历史，而两会正是这一愿景得

以实现的平台。如何通过自己的建言献策在

制度和法律上为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提供

充足的动力，考验着所有“两会”代表委员们

的智慧和勇气。

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 我国国

有企业在整体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

依然保持了稳步发展的态势，但同时一些深

层次的问题和矛盾依然在沉淀、累积，在一

定程度上牵制了整体改革的进程。到目前为

止，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的结构仍然占相当

大比例，“一股独大”的产权结构下，外部制

约不强，体制内有形无形的行政性干预很难

避免。 国企内部机构设置过于复杂的同时，

对各个机构权责关系和运作规范的制度规

定又过于粗疏简单，存在不少交叉、模糊地

带。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甚至整个班子

都是由上级任命，对上级负责，相互之间没

有明确的责任链条。这些都迫切需要进一步

改革。

正如中央高层屡次提及的，改革已经进

入深水区。 新一轮改革需要勇气，更需要智

慧，需要讲究策略和方法。大变革年代，国企

面临众多变量影响， 商业生态已截然不同。

法治已经成为公司治理的基本方式，法治思

维成为深化改革、化解矛盾的重要武器。 在

建设法治中国的今天，国资国企改革必须在

法治轨道上推进，任何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

据。 这是时代对当代国企人的要求，也是历

史对当代国企人的考验。

不必讳言，很多时候，改革是从违规开

始的。如果说这是改革早期探路者们必须付

出的代价的话， 那么在建设法治中国的今

天，这一幕就不应当再发生了。 历史已经证

明“违规”乃是时代之限，是法律滞后于实际

的发展，是我们没有及时把企业家的共同呼

声上升为国家意志。

新一轮国企改革的新问题、新现象也都

是我们前所未遇的。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推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打破国有企业行

政性垄断， 一系列复杂问题需要我们去解

决。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主要的力量就是那

些敢为天下先、富于开拓创新精神的当代企

业家们。 在这个意义上，通过“两会”建言献

策在法律上为这些企业家们最大限度地保

驾护航，降低他们的后顾之忧，就是对这轮

国资国企改革的最大支持。

知政失者在草野，知屋漏者在宇下。 国

资国企当前的实际情况如何、改革的难题和

具体路径是什么，那些准备大刀阔斧改革的

企业家们最大的忧虑是什么，他们最需要什

么样的法律保护？ 此时此刻，我们尤其需要

共同倾听那些来自一线的企业家们的共同

呼声，通过两会上的建言献策使其上升为国

家意志。 这是历史赋予代表委员们的责任。

再过几天，两会就要闭幕了。到那时，我

们将再次见证国企改革提案议案升华的时

刻，这将是这次“两会”代表委员对新一轮国

资国企改革的最大支持。

●三中全会决定是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宣言书，《报告》是进军令

●“两个不可侵犯”是对“两个都是”提法的新深化

●混合所有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两种办法：“股本加项目”

●国企体制改革速度不会太快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指出，2014年国资改革主要任务是“增强各

类所有制经济活力。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

度。 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加快发展混

合所有制经济……”

政府工作报告释放出的哪些新信号、新

亮点？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和即将出台的

国企改革方案有什么联系？《中国企业报》记

者对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进行

了专访，他就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国资国企

改革的方面进行了解读。

国企改革列入 2014四大工作

《中国企业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

混合所有制改革作出部署，此次李克强总理

的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对混合

所有制改革的提法有哪几点值得我们关注？

有什么新亮点？

李锦：政府工作报告是经济改革的最高

决策，在国企改革方案还没有出台时，这个

报告就更为引人关注了。《报告》在 2014 年

重点工作主要包括 4 个方面：一个是行政体

制改革，一个是金融体制改革，一个是财税

制度改革，一个是国有企业改革，这是 2014

年改革的四大板块，也是核心的板块。

此次《报告》是对企业改革的再部署、

再动员、再组织，如果说三中全会决定是国

有企业改革尤其是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宣言

书， 那么这次报告就是推进混合所有制改

革的进军令。 这个《报告》可以说是一个充

满改革精神的报告， 也是贯彻落实十八届

三中全会精神的实践报告。 从整体上把握

2014 年改革的四项工作， 其中把国有企业

改革作为 2014 年重点提出来，放在突出的

位置，并把三中全会精神与 2014 年工作部

署结合起来，意义重大，我们要深刻学习理

解。

《报告》 中国资国企改革这个段落分为

四个层次，分别从指导思想、改革内容、操作

方法与制度保障来谈，是个相对完整的工作

部署。 从行文上看，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

的 5—9 条是大致对应的。

我们应该注意到， 报告的一个突出变

化，通篇都是讲的国有资本，国有企业字

样只是以特定名词出现，这与十八届三中

全会决定中“管资本”为主的思想是相契

合的。

四个层次谈混合所有制改革

《中国企业报》：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

混合所有制改革部分，您是怎么理解的？

李锦：《报告》 的这一块文字简约，共

303 个字，是通过四个层次展开的。 前面两

句是讲增强各类所有制经济活力，坚持和完

善基本经济制度，虽然话很短，只有两个句

号，甚至连逗号也没有，却相当重要，类似于

总纲，是混合所有制的指导思想和目标。

增强各类所有制经济活力，坚持和完善

基本经济制度，这两句对仗式的表达，就和

三中全会决定第五条， 强调两个“都是”一

样，即是指导思想，又是终极目标，因为是工

作报告，在这里是高度浓缩，言简意赅，是混

合所有制的理论基础。

紧接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是讲完善

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容，一个是混合所有制的

治理结构和企业制度， 一个是管理体制，一

个是预算制度。第三层意思是混合所有制实

施办法，重点是非公有资本的参与。 国有资

本项目划出，国有资本怎么让出，非国有资

本怎么进入， 这是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部

署、路径与办法。第四层次是产权保护制度。

尽管这是工作部署，但仍然看出鲜明的制度

建设的特征，与完善基本制度的指导思想以

及三中全会的要求是吻合的。

三项制度建设是国企改革重点

《中国企业报》：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国

有资本的三项工作内容，您是怎么理解的？

李锦：《报告》对国资的三项工作，一个

是混合所有制的企业制度，第二个是监管制

度，第三个是预算制度，这实际上也是国企

改革的三个重点，都是围绕制度来讲的。 回

答了国企改革的主体、客体与背景的三者关

系。 企业制度讲的是所有制问题，完善国有

资产是管理体制问题， 第三个讲的是预算，

上缴公共财政是预算制度。

应当注意，这里讲混合所有制的前提是

优化布局与结构，即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来

重新配置资源，怎样布局，形成怎样的结构，

在经过功能分类定下来后再决定哪些向民

资开放。 根据这个前提来推动混合所有制，

然后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

现代企业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没有展开来

讲。

另外，预算制度，上缴分配比例，这一点

很突出地出现在报告中，与整个《报告》强调

民生这个重要主题相联系。这属于分配改革

内容，从而与企业改革、体制改革一起，构成

三项制度。

一“让”一“进”路径出来了

《中国企业报》：我们注意到，报告中这

一段内容不长，却讲到两个“办法”给人一个

强烈的信号， 混合所有制的路径出来了，这

是不是报告中最实的地方？

李锦：这两个“方法”在《报告》中看出，

分量很重。 目前的混合所有制关键在于两

个字，一个是“让”，一个是“进”。 怎样“让”

呢？ 就是制定非国有资本参与中央企业投

资项目的办法， 还有一个是怎么让非公有

制进入特殊经营领域的具体办法。 首先，由

公有制企业来“推”出一批项目。 前几天广

东省推出了一批项目，已经在开始做了。 下

面在全国范围内，尤其是金融、石油、电力、

铁路、资源开发等七个领域会逐步实施。 值

得注意的是， 这七个领域多是我们通常所

讲的垄断领域，也有公益性项目，而非垄断

领域并不包括在内。 因为非公益性、竞争性

的、盈利性的企业自然而然允许民资进入，

这是不言而喻的。

由垄断性企业让出一批项目，即国有企

业要主动让出，实际是“退出”。 报告中提及

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具体

办法，是“进入”这个词。说白了，实际上是一

个怎么让，一个怎么进的问题。 首先从项目

着手，由上面来推动，来制定，就克服了各家

央企推行混合所有制发展参差不齐状况。现

在，有的企业是不知标准，按兵不动，作壁上

观，有的则是试探性的进入，有的企业是雷

声大、雨点小。

《报告》 还提及实施铁路投融资体制改

革，在铁路建设的过程中来实现投融资的资

本开放， 为民资提供一个大显身手的舞台。

显然， 铁路建设工程这个口子是开得很大

的，改革上会更宽松些，铁路投融资体制改

革可能是动作最快的领域。

显然，这个段落分为三个板块，一个是

民资怎么进入，一个是国资怎么退出，一个

是以融资形式作为重点对民资开放。

我们注意到民资进入已经呼吁很多年，

包括“新 36条”的制定，后来各部委出台实施

意见，一直是重视的，但是可操作性不强。 现

在这两个“办法”出来，我们可抱更大的期望。

（下转第五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