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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专著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2～2003年度重大课题《加入WTO后我国国有企业
新一轮改革对策研究》（批准文号为02jAZj0790010）的最终成果。
该课题于2002年8月申报，通过全国招标投标，经教育部组织专家评审通过，2002年12月26日教育部社
政司正式批准立项，下达立项课题函。
2003年1月，项目负责人潘石同志召集课题组全体人员会议，学习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落实课题研究
计划。
为了保证高质量地按时完成课题研究任务，经课题组负责人与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协商，
报社科处批准，增聘长春大学张晓辉副教授为课题组成员，任课题负责人助理，协助完成课题研究任
务。

　　课题组全体成员努力搜集资料、艰辛调查、潜心研究、齐心切磋、大胆探索、勤奋笔耕，又几经
讨论与修改，终于在2005年3月底成此书稿。
这是课题组全体成员集体智慧与心血的结晶，也是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联合学术骨干进行
科研攻关所取得的一项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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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认识到所有制结构多元化的重要性。
改革以前，我国的所有制结构是“一大二公”。
因此，对国有企业的改革经历了从分配关系的调整到管理权限的重新划分，再到企业所有制改革的不
断深化的过程。
从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
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是我国所有制改革划时代的
历史进步。
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我们认识到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必须大力发展非公有经济，才能促进国有经济更
快地发展。
因为非公有经济的发展，不仅可以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增加社会积累率，提高科技水平，增加国民生
产总值和国民收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且还能为国有企业的改革提供宽松的经济环境，如吸纳国
有企业下岗职工，弥补国有企业在改革中出现效益滑坡而引起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和国家税收下降这些
损失。
同时，非公有经济的发展还在一定程度上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借鉴，使国有企业的绩效有了明确的
对比参照系。
　　第二，认识到国有经济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
改革之前，我国国有企业的发展主要是采取国有独资的形式，实现形式比较单一。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开始兴办一些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
1984年，国内的股份制企业开始出现。
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更加积极地探索股份制等多种实现形式，到90年代末期，各种形式的公
司制企业纷纷注册登记，大量国有企业也改制成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实践的变化使我们认识到，要改革国有企业，不仅要认识到“两权分离”是可行的，而且是必须的。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人，各类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与其他经济成分的合作十分广泛，大量采取了股本形
式，这些合资公司中的国有资本或集体资本成为公有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价值得到了很好的实现
。
特别是党的十五大以后，一批国有大型企业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建立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
，一部分中小型企业采取多种形式进行了产权制度改革，使国有经济实现形式逐步由国有独资单一形
式向国有独资、控股、参股等多种形式转变。
特别是国有企业改制后上市，通过募集社会公众股和法人股，控制了占总股本近50％的社会资本，而
这些股份的溢价发行又使国有资本得到增值。
一些小型国有企业通过向职工售卖股本而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成为一种新型的集体企业。
　　国有经济实现形式的多样化，使国有资本通过与其他性质资本的合作，对社会资本的投向进行调
控，把社会资本纳入国有资本运行的轨道，大大提高了国有资本的使用效率。
同时，由于资本多元化，必然导致决策多元化，这更加有利于企业实现内部制衡，科学决策。
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客观上也弱化了行政干预的力度。
对市场体制的完善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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