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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是钉

紫竹评论

李克强总理在 2015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国企改革

明确表态，即“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分类推进改

革”。 他表示，将加快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运营公司试点，

打造市场化运作平台，提高国有资本运营效率。

如果国企是真正的企业，那么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

毫无疑问一定是要市场化。 但目前的改革却更多是采用

行政化的手段。无论是央企高管的薪酬制度改革、南车和

北车的合并以及传说中的未来由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

要由目前的 112家重组为 30—50家，这里面基本看不到

市场力量的因素，更多是行政干预和命令的结果。

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的

巨大能量，让市场机制失灵，非强制性的行政手段无法推

动其变革。 但这里又会出现一个严重的悖论———用行政

手段推动的改革，会让国企植入市场化的基因吗？

国企改革的第一难题，来自于其巨大的体量。物理学

原理告诉我们，质量越大物体其惯性越大。 在 2012 年央

企的总营收达到 22.5 万亿元，接近当年中国 GDP（51.9 万

亿元）的一半，而民企 500强的总营收才仅有 9.3 万亿元。

更直观的表现是， 中石化和中石油的营收分别相当于在

全国 GDP 排名中第五名的河南和第六名的河北。 这样巨

大的体量所产生的能量， 让所有市场化的力量在央企内

部化于无形，甚至于有能量与行政体系进行抗衡和博弈。

如果央企数量真的由目前的 100多家重组为 30—50

家，央企就有可能成为国中之国。 不但是大到不能倒，而

且是会大到不能改。 在改革开放 30 多年后，去国企工作

依然采取“世袭”的方式，因为子女不再能够无条件“接

班”，老牌国企大庆油田的职工居然会抗议，都说明国企

已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制度中的“飞地”。 其利益和运行

方式已经严重固化，而且体量越大的企业，其固化的程度

就越高，与外部力量抗衡的能量就越大越强。

这也就是说，如果用行政化的手段去推动国企重组，

让单个国企的体量变得更大的话， 对于该国企内部运行

机制的改革就会变得更加困难。 这样就会得出一条让人

哭笑不得的推论：用改革让改革变得更困难。

不言而喻， 目前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强势地位是由

上一轮国企改革奠定的。 上世纪 90 年代国企的艰难困

境， 是当初进行国企改革的理由和动力。 当时官方对于

国企的描述是：三分之一盈利；三分之一持平；三分之一

亏损，也就是所谓 3 个三分之一。 而实际运行中，国企的

困难更大。 （下转第六版）

国企改革：

行政化与市场化的纠结

（详见 5—12版）

王利博制图

一个企业家代表的“场外”提案

（详见第十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