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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新思路》

内容概要

吴敬琏亲自担纲《智石丛书》总顾问并作序！中国高层智囊前瞻力作!
吴敬琏 汤　敏 江　平 白重恩 保育钧 陈全生
陈志武 胡祖六 李佐军 任玉岭 肖四如 卫祥云
魏建国 张　平 张维迎 左小蕾
众多名 家携手打造！
热点覆盖：国企改革、既得利益集团、房地产垄断、国退民进、顶层设计、天价灯⋯⋯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之一，国企改革既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关键环节，也与国家政治
体制改革密切关联。本书从价值层面和操作层面，厘清“什么是正确的事”和“如何正确地做”；再
从分配、思路、垄断、效率、体制等方面，论述改什么，以及如何纳入“顶层设计”体系；最后从分
类管理、统一出资、行业监管、阶段推进、产权到民几个方面，论述怎么改。
本书适合所有对中国国企改革感兴趣的政府官员、企事业管理者、个人阅读学习。
石油、石化、电信、铁路、金融⋯⋯垄断国企改革已拉开序幕，未来几年如何破除垄断，民企的机会
在哪里？
●
亮点1：国企管家亲述如何通过顶层设计，破解垄断
●
亮点2：国资委大员痛陈如何有效避免垄断国企用全国人民的钱再去购买天价灯等奢侈品
●
亮点3：上市公司独董力挺“国退民进”的诸多理由
●
亮点4：揭示民企的机会何在
名家推荐：
国企改革一直在“摸着石头过河”。国企几乎成为我们最为艰难的改革方面，每走一步都不可避免地
出现“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似乎陷入了一个怪圈。卫祥云先生的《国企改革新思路》一书
既分析了国企改革本身的要求，也阐述了我国新一轮改革成败的关键。
——马国川　智石副总编、《财经》杂志主笔兼评论主编
现代市场经济，应以融合发展为取向，以股份制企业、上市公司等混合经济型企业为微观主体。这决
定了“国企改革下一步”的基本脉络或基本方向。偏离这一方向，就意味着我们还在或还将为国企改
革徒增成本，意味着旷日持久的国企改革还将“持久”下去，且不知何为“倒计时”。
——王忠明　国资委研究中心原主任、全国工商联秘书长
国企有其正面因素，似乎能由政府直接监管；但也有自己的问题，也会为了经济利益不顾其余。人们
很少注意，影响收入分配更为严重的是垄断利益集团的合法侵夺。而卫祥云的《国企改革新思路》一
书，正是以此为逻辑起点。
——盛洪　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山东大学经济学教授
垄断的利益有自己的持续生命力，那么多人削尖脑袋往里钻，进去之后就自然会保卫固有的既得利益
。这是一条恶性循环的道路，是断送国家前途的事情。
——白重恩　智石专家、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
倘若变行业垄断为有效竞争，哪怕根本不搞私有化改革，现有的“国企病”也将得到极大的救治。研
究如何破除垄断、至少是制约垄断，是国企改革的正途之所在。
——林晓慧　著名思想期刊《文化纵横》杂志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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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新思路》

作者简介

卫祥云，独立学者。长期关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改革，重点研究国有企业改革、非营利组织发展、
产业经济及食品安全监管。
山西财经大学毕业，高级工程师。先后在原商业部、国内贸易部、国家经贸委内贸局、国资委商业科
技质量中心担任科员、处长、副司长、主任。兼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经济导刊》学术顾问、工
信部《现代产业经济》杂志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上市公司独立
董事。
著有《第三者生存：中国行业热点扫描》《改革的逻辑》《国企改革新思路》等多部著作，并发表《
从国企改革看体制机制的创新》《论企业家才能发挥的制约因素》等多篇经济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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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新思路》

书籍目录

上 篇 国企改革改什么
第一章 国企改革路线图 // 003
一、国企改革的真问题 // 004
二、国企改革的三个阶段 // 011
三、竞争性国企如何退出 // 017
四、非竞争性国企如何改革 // 023
五、终极目标：产权到民 // 029
第二章 “国进民退”与“国退民进” // 037
一、“国美案例”的启示 // 038
二、“效率”问题的真伪 // 050
三、症结在于“全民化”与“私有化”之困 // 056
四、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 // 062
五、民营企业改革的问题 // 068
下 篇 国企改革怎么改
第三章 国企改革，把正确的事做对 // 081
一、国企改革：如何做正确的事 // 082
二、分类管理：如何把正确的事做对 // 090
三、“十二五”规划与国企分类管理 // 102
第四章 国有垄断企业改革的两大误区 // 111
一、国有垄断企业不宜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 112
二、国有垄断企业分配机制不宜“市场化” // 129
第五章 “大国资”已经破题 // 141
一、“大国资”统一监管是必然趋势 // 142
二、“国新”，新在何处 // 151
三、“整合”的目标是“退出” // 160
四、国有银行业改革的突破口 // 167
五、“文化国企”的定位与监管 // 175
第六章 国企改革需要“顶层设计” // 189
一、空谈“主义”只能贻误改革契机 // 190
二、必须“顶层设计”的十大问题 // 202
三、“顶层设计”：最不坏的路径选择 // 211
四、经济学家如何参与“顶层设计” // 220
五、国企改革如何“顶层设计” // 229
附录 // 237
附录一 国有企业改革大事记 // 238
附录二 改革的逻辑与制度创新 // 244
附录三 论企业家才能发挥的制约因素 // 259
参考文献 //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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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新思路》

精彩短评

1、前面不错，对于国企分类管理、产权明晰、大国资、全产业链等问题谈得比较清楚，“如何把正
确的事做对”的表述，我深表同意。但个别地方，如国资硬性要求完全退出竞争领域，对柳传志、张
瑞敏这类企业家极尽推崇，可见其眼界不高。
2、侧重顶层设计，强调垄断性国企应该采取准公务员管理、竞争性国企逐步实现民营化，与张文魁
的全民营化观点不一致，更具备中国特色
3、条理不清，拣别人观点，理论性可谓全无
4、巨无霸的未来如何 事关每年至少几万亿的市场份额
5、一本值得读的社科著作
6、1.观点暂且不讲，作者的论证思路甚是讨巧，把赞成国有化的观点拿来论证公益性质和自然垄断企
业，把民营化的观点拿来论证竞争性企业。
2.分类管理是一种思路，但是如何分类是注重需要论证和研究的，帽子扣上了操作得跟上来。
3.书里面数据很多，细细琢磨却不是都有论述力，数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作者却只把一个方面拿来
说事，有的数据有点因果倒置。
4.自然资源垄断性国企、公益性国企、竞争性国企，作者是按照什么标准分成这三类的，完全不在一
个层次上，偏偏还要指摘别人的逻辑错误。
5.这个课题真心太难了，希冀能有官员背景的治学严谨的学者来破一破题。
6.还不如就以最简单的方式进行，逐步放开不涉及国家需要控制的根本利益的行业，其他的保持现状
，适当竞争。如作者所讲，划归国有化企业类公务员进行管理，效率将何其低下。
7、涉足这个领域的第一本，这些书是辅助，作为以后比较之用。//三星，不能再多了。每节作者观点
基本不超过两页，之后是大篇幅的“专栏”讲国外的经验等。文章前后重复，且都是原句重复较多，
真正正文篇幅过小，排版间距大，实在不适合出书。且错字多。//逻辑有时候很差，举例：作者在27
页，非竞争性国企改革里提到股份改革、政企分离，但本书论点之一就一直在说这部分国企应该实行
“公务员式”管理，实在是逻辑矛盾太大。而且说要引进市场人才、甚至国外人才，这部分人才进来
当公务员吗？实在不理解其逻辑。//要注意书中有些新的知识点，并非一无是处。读书就是要记住这
部分，加上思考。其实国企能做的改革绝非精密设计面面俱到，一定是粗放的、一刀切的，甚至笼统
的。并且可选的路径非常稀少，所以本书可以切中一些要害是没问题的。有需要者可看。
8、改革方案的可操作性强
9、这套书都很不错，尤其是这本国企改革
10、看了开头。主张全准公务员体系。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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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新思路》

精彩书评

1、卫祥云先生作为一名曾经的政府官员、两家行业协会的掌门人，再到研究经济社会改革的学者，
他始终关注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改革，近年来重点研究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并且就此写出了多篇很
有价值的理论文章，可谓成果丰硕。手头这本《国企改革新思路：如何把正确的事做对》，建设性的
提出了关于国企改革和社会发展的新思路，凝结了他近年来对国企改革问题的集中思考。国有企业作
为共和国的长子，它的改革是中国改革进程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关系到改革的成败，一直以
来都牵动着人们的神经，近年来也一直深陷舆论漩涡。从中石化的天价吊灯、天价烟酒，到最近中铁
建的8亿元招待费，国有企业近年来屡屡成为公众舆论的靶子。而除了这些因为垄断、暴利、浪费、
低效等原因而遭受的指责与诟病之外，它的赚与赔——在亏损时被认为效率必然低下而挨骂，赚钱了
又被认为只能依靠垄断赚取利润而挨骂，可谓是左右不讨好，里外不是人。同样，它的改革也是社会
关注的焦点，其成败与否都会招来骂名，改也不是，不改也不是，动辄得咎⋯⋯国企怎么了？国企改
革怎么了？这些问题看似两难、无解，但作者就对这些问题的症结一一进行了剖析，指出了解决之道
。他把国企改革问题划分为价值和操作两个层面来分别加以论述。在价值层面，主要界定什么是国企
改革的“正确的事”：关于分配，他认为要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对国企经营
者实行公务员或者准公务员管理；关于思路，他认为应该把垄断性、公益性国企与竞争性国企分开，
分别研究和部署具体的改革措施和办法；关于垄断，他认为必须在正确区分垄断国企与竞争国企的基
础上进行改革；关于效率，他认为应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对改革思路进行校正；关于体制，他认
为不能纠结于概念之争，而应该着眼于现象背后的实质问题。在操作层面，明确了国企改革应该如何
“正确的做”，他就此提出了分类管理、统一出资、行业监管、阶段推进和产权到民这五个方面的内
容。应该说，纯就所述内容而言，作者的分析很严谨、很客观，论述也很精确、很理性，提出的措施
针对性很强，很具操作性。但是，他所提到的这些方法与措施，真的能够落实吗？真的能够奏效吗？
照这样做就真的能够成功吗？我看未必，因为国企改革的成功与否，还取决于另外一个关键因素——
政治。他在专栏10《全民化如何蜕变为权贵化》一节中，引用了社科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罗仲伟
的观点——国有企业不只是一个效率问题，而且是一个政策问题，是执政党的合法性需要以国企来保
证，来体现，无论是调动财富还是自愿上缴，都需要直接控制一些企业实体。这才讲到了问题的实质
——当前国企存废的争论，国企地位的尴尬，以及国企改革的两难都在于一个根本的原因——政权与
政治！所谓国有企业，实质上是一个政治与经济的混合体，包含了国家、国民、国体、领袖、军队、
意识形态等政治要素，同时也包含了产权、产品、市场、分配、管理等经济内容。可以说，它的存在
，是政权的需要，是控制资源的一种手段，是经济战略安全的一种保障，也是一种象征，一张社会主
义的遮羞布；而它的改革，则关系到经济与社会控制的强弱，关系到利益结构的调整与厘清，是政治
改革的必然一环，没有政治改革的成功也就不可能有国企改革的成功。作者显然是对此有足够认识与
思考的。与他在《改革的逻辑》一书中的提出的观点一脉相承，他有关国企改革的思路，仍然对“顶
层设计”情有独钟，甚至是膜拜有加，依然强调必须把国企改革问题纳入到“顶层设计”的体系中去
，系统的加以解决。这一点我深以为然（当然还有书中与民让利，为民说话的态度）。但政治体制改
革必然是一个非常保守、非常缓慢的过程，这就决定了国企改革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也并非一朝
一夕可能解决，还需要足够的耐心和韧劲——路漫漫其修远兮，上下求索⋯⋯
2、国有资产的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渐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难点，而核心问题又突出反映在国有企
业的改革上。最近几年国有企业改革的各种策略、形式不断的出现在社会舆论中，基本反映为两种态
度：其一，对国有企业应该一并改制，彻底的消灭国有企业；其二，强化国有企业的经济地位，甚至
扩大国有企业的基本规模。可以说，这两种看法都是很片面的，卫祥云先生的《国企改革新思路：如
何把正确的事做对》倒是给出了另外的选择。自读过《改革的逻辑》，我就认为卫祥云在国企改革领
域的研究是比较深入的，尽管他的研究成果并非能让我全盘接受。国企在改革初期成为商业改革的重
点，“抓大放小”的原则让很多不必要的、低效的企业成为被改制的对象，相应的国有资产也被私有
化，也同时产生了一批下岗工人，当然企业开源节流的阵痛最终还是过去了。当时遗留下的一个问题
即国有企业是否真的全然低效和无用，卫祥云用很多的数据和例证进行了证明，实际上新加坡的国有
企业就做的非常的不错，因此完全的否定国有企业本身就是站不住脚的。其实，国有企业的性质就是
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它既然是企业就必须以营利为目标，目前相当部分的国有企业是在盈利的，不论
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我认为国有企业目前是有生命力的，但是国有企业的生命力并非是长期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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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新思路》

，它必须依靠有效的监督，这一点卫祥云在书中也有提及。国资委现在的作用发挥的比较有限，必须
把政府机构相关的考核机制引入对国有企业绩效的检查制度中来，当然卫祥云在《国企改革新思路：
如何把正确的事做对》提到了关于建立“国新公司”的作用，实际上是一种对国有企业的资源整合，
我认为这个办法是可行的，但是在目前条件下有效的监督则是第一位的。一些人很不理解为什么国有
企业大多的绩效很差，为什么国家还是要下大力气扶持，这一点其实可以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来看
，中国历史上现代企业、公司的出现就是在清末，洋务运动的兴起也带动了商业的繁荣和发展，但是
那些早期的企业都是政府出资创办的，实际上就是政府对私人企业的不放心，其中因素很多但最大的
原因莫过于经济安全的问题。在现当代社会，就会面对更加艰巨的经济安全问题，对于国有资产的信
任是绝对大于私人的，在每个政府的眼中国家控制资产的比重一定是要大于民营和外资的，南美洲曾
经的悲剧是不可能被人忘怀的。当然，这仅仅是一些外部因素而已，仔细的思考后它们并不是国家推
动国有企业影响经济的充足理由。总的来讲国家控制整个社会的大部分资源一定程度上会有利于保证
国家经济的安全，但也会因为资源的过分集中使得社会活力衰退，垄断的出现也必然会引发利益集团
和特权阶层的产生。因此必须要对国有资产的比重进行相应的调整，国有企业本身需要进行进一步的
资源整合。在对于国有企业管理模式的改革问题上，我十分认同卫祥云的观点，他认为国有企业是否
应该存在不是一个整体的问题，要进行具体的为分析和归类。国有企业有公益性国有企业和垄断性国
有企业等类型，而相应的类型又要进行相应的配套机制。国有企业的竞争问题是很明确的，国有企业
的地位特殊本身就是国家公权力的一种象征，它自产生之日起就有很浓厚的官方背景，这样的企业在
与其他企业竞争的过程中很难做到公平，也就是最终会违背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张维迎的态度在这
里表现的很激动，他认为国有企业的存在本身就是罪恶，甚至认为国有企业应该彻底消失，还给社会
一个纯粹的市场竞争。谈到这里，卫祥云的观点我就不敢苟同了，他认为国有企业改革是实际的问题
，而曾经有过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现今要把解决问题作为重点，谈
及主义只能空谈误国。然而，我却认为在谈及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上的区别本身就是主义之
争的具体化，张维迎、茅于轼等人主张的将国有企业急速改制、私有化的背后就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
态在作祟，当然大家可以认为这是两位学者研究具体问题的结果，行为的出现必然有意识在作为指导
，只要还是认得行为，那就必然不是自然的、无意识的。新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本身不是空虚的意
识，意识形态本身就是对具体问题的思考，最终的结论还是要先明确主义，也就是为什么邓小平当年
即使制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市场经济但是要加上社会主义几个字。卫祥云在《国企改革新思路
：如何把正确的事做对》中谈到“国民经济是公平分配的基础，是社会公正的平衡器”，然而国有企
业现今显然是在背道而驰，因为没有人感觉到国有企业的存在会让社会更加的公平公正，相反却让民
营企业感到生存空间的积压，面对明显的垄断也是束手无策；让普通民众感觉到国有企业里存在着特
权阶层，他们不用很努力就能得到大的惊人的收益。其实这就是现今国有企业面临的第二个问题即公
平公正问题，作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它们本来是要在社会保障体系外对社会贫富差距进行调整的主体
，但是现实却是它们本身就是社会贫富差距的具体表现。在石油、电力、铁路等国企垄断行业中存在
着巨额的暴利，甚至包括国企的普通员工都有着普通民众难以企及的福利。在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上，
很多关于国企改革的著作似乎都没有深入探讨过，即使有过探讨也如同隔靴搔痒一般。卫祥云的观点
则是将分类后的公益性、垄断性国企的领导划归准公务员序列，这一点建议在我看来简直就是一针见
血，我甚至为此还有些激动。在国企人事变动实践中，国企领导一直是最优的选择，既能瞬间成为地
方行政首长掌握政治权力，又可以在国企掌门人的位置上享受高薪的待遇，这种双向选择可以让一个
本来有着坚定原则的人轻易的坠入特权阶层，倒也不会轻易的堕落腐败，毕竟在国企掌门人位置上做
上几年就不会在物质有别的所求了。实际上，国企的掌门人的性质只是为全民产权“看门”而已，然
而现实中他们把国企当做了自己的企业，甚至还出现了所谓“管理层收购”的怪异理论，看似是想促
发管理者的潜力，更好的带领企业发展壮大，实际上却是在随意的变卖国有资产。这些都是过分给予
国企管理者自由权的结果，要将这一所谓的官场精英集团尽快的纳入准公务员序列，让他们接受公务
员管理制度的约束，也许有人会怀疑这样做的后果会严重的挫伤他们的积极性，但是卫祥云已经一针
见血的指出这是一个“伪问题”，因为“当下中国，‘官本位’体制对人才还是有相当大的吸引力的
。”这句话在我看来是最大、最经典的论述，我非常认同卫祥云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很多事情是我
们自身想的太多，实际上改革的进展并非那么难以操作，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国有企业领导不会因为人
事改革而进行难以调和的阻挠，他们很清楚自己的利益应该如何实现。国企的公平如何体现卫祥云提
到了陈志武的观点，我是一只反对他的观点的，陈志武认为全民所有制企业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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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利润和收益很难直接让全体民众感受到，那么应该以股票认购的方式将企业的股权分到每个民
众的手中，这一建议是对社会大众的不了解。卫祥云甚至还在《国企改革新思路：如何把正确的事做
对》中也提到了一个问题即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曾经也出现过国企向民众分送股票，但广大民众都不
清楚股票的具体价值，甚至还不清楚股票是什么、如何运用等等的常识，最终很快被一些投机的人或
者说新寡头阶层以低价收购，国有资产等于间接贱卖。我不明白卫祥云既然知道俄罗斯的经验，为什
么还要赞同陈志武这个别有用心的建议，虽然社会发展到今天普通民众的知识储备和人文素养都有了
很大提升，但是我也能十分肯定的指出一旦把股票分散到民众手中，用不了很长时间就会出现中国的
寡头阶层，国有资产的流失就是必然现象。关于顶层设计，卫祥云是下了功夫的，国有企业的改革是
牵一发而动全局的重要举措，当然会涉及到国家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甚至教育、医疗、
农村等全方位的改革。那么顶层设计就是非常重要的，早在《改革逻辑》一书中卫祥云就表露出了“
暗度陈仓”的谋略，实际上就是认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即通过各种掩护实现自己的真实目标，戈尔巴
乔夫的改革最初以经济改革为主，但是最终还是落脚到政治体制改革直到把苏联改的分崩离析，这里
我是不赞同卫祥云的暗度陈仓的，但我很认同他关于顶层设计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决定政治
、政治反作用于经济，对于国企改革来讲经济结构中出现大量的垄断企业和寡头阶层，政治也就必然
受到影响，整个政治的结构也必然畸形发展，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缓慢也必然使得市场经济改革步伐
缓慢，国企改革举步维艰面临重重阻力、压力。因此顶层设计在我看来，关键还是在于政治体制、文
化体制、社会体制的改革，它们才是真正撼动改革阻碍的关键步骤。国企的性质决定了它虽然要追求
利润，但它不能以追求利润为核心目标，它的利润最终是要让全体民众受惠的。那么对国企的改革就
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如何提升效率；一是如何体现公平，当然孟子云“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
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效率和公平亦是要做出选择，国企与民企最大的不同就
在于效率和公平的平衡单要更加靠近公平一些，这才是国企存在的真正目标，也才是国企改革的最优
目标了。
3、以一句话来概括《国企改革新思路》就是，让国企退出竞争领域，对非竞争领域的国企实行准公
务员管理。而正如副标题“如何把正确的事做对”其实也就包含着上述两个意思：一是什么是正确的
事？二是如何正确地做？前者是价值问题，后者则是操作问题。一直以来，国企该做什么总是国企改
革争论的热点。从改革开放之初，国企由于自身适应缓慢，尤其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三角债问题，
许多国企频临倒闭，而后随着入世的临近，中央提出来要“抓大放小”，于是就有了像中石油、工商
银行等世界500强，然而当时间进入21世纪第2个十年，人们发现入世以后，来的不一定都是老虎，但
自己培养的央企却不仅没有成为民族的骄傲，反而在房地产热潮中一日出现三个地王，随着人们重新
思考国企与民企关系，人们发现国企不但没有惠之于民，反而成为挡路的老虎。于是，对于国企的指
摘不绝于耳，然而纠结怎么改，却成为各是其所是的问题。作者卫祥云认为，对于国企不能一竿子打
死，至少要区别对待，分类管理，对于公益性国有企业、垄断性国有企业和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分别
对待，制定不同的发展战略、方针政策及具体办法对于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完全可以退出来。然而究
竟什么才是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呢？正如当年所谓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你可以说通讯是关系到国计
民生的，衣食住行也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但是这么多年发展看来，在通讯领域的移动、联通是反逼
微信收费，反而在制衣行业，中国企业表现不俗。而现在的高科技的另一个趋势就是，军用与民用的
界限越来越模糊，比如美国租用中国卫星。所以，个人认为与其讨论什么是国企该管的，还不如建立
国家与个人的契约，保证在非常情况下的合理利用，让市场更好地为国家、为社会服务。而在如何正
确地做这件事上，其实主要还是牵涉到国企利益的分配。从当年的顾雏军案件开始人们就在讨论国有
资产的流失，而后来上市央企的分红，大小非问题，MBO问题，高管高薪问题，其实都是在讨论如何
保证国企的财产真正归于人人。在提出让国企退守到非竞争领域的基础上，卫祥云认为，国企应该实
行准公务员制度，参照公务员体系来保证公平公正。说白了，就是让国企员工作为国有资产的看护者
，而非经营人。在这里，卫祥云特别提出了对于国企适用现代产权制度的不合理性，比如国企的资产
的自然增值可以达到无限大，这显然不是经理人的功劳，既然国企是全民所有，产权再清晰不过了，
但企业资产的可交换、转让和出售，显然不能通过全体公民的投票通过。只是有点值得商榷的是，作
者认为国有垄断企业只有实行单一的国有体制，才能完成使命，但其前提“社会主义的举国体制能够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经验之谈是否能站得住脚还是存疑的。应该是，国企问题的背后包含了太多力量
的角力，有意思的是，反对国企改革的同盟，既有既得利益者——他们害怕“革了自己的命”，更有
计划经济的怀旧者，然而不管前路多么艰险，我们所努力的方向依然还是明确的，那就是让国企做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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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该做的事，至于未来还有多少反复，那取决于人们在实践中的经验总结。
4、这本书的作者是卫祥云先生，卫先生先后在原商业部、国内贸易部、国家经贸委内贸局、国资委
商业科技质量中心担任科员、处长、副司长、主任。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之一，
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关键环节，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卫先生关注的重点，
而这本书可以说是作者几十年工作和实践的积累的成果，是作者厚积薄发的之作，作者对国企改革的
睿智见解尽在其中。对于国企改革，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争论很多。在卫先生看来，
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分配”问题、“思路”问题、“垄断”问题、“效率”问题和“体制问题”这五
个问题是亟需要认真研究解决的。垄断国有企业管理人员与国家公务员在薪酬分配上的存在着巨大差
距，对于这一点，我认同卫先生的观点，也认为不妥。参照实公务员管理模式或者是“准公务员”管
理模式来解决垄断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薪酬过高的问题，是比较符合我国国情的一种选择。卫先生关于
国企改革中有关“垄断”问题的思考，我也认为值得借鉴参考。他提出：国有垄断企业不宜建立“现
代企业制度”和“现代产权制度”。不同的国有企业经营的领域有所不同，都搞现代企业制度，都搞
股份制并不是最好的选择。竞争性领域的国企实行现代企业制度，这是可取的、合理的，是发展的方
向。但国有垄断企业的资产（行政垄断、资源垄断等）有自然增值和经营增值两种属性，并且其的自
然增值属性可以无限大，达到无穷无尽。因此国有垄断企业实行单一的国有体制是更合理的选择。君
不见，国有垄断企业搞了股份制 改革后，多少国有资产流失海外？在书中，卫先生提出国企改革也需
要进行“顶层设计”，我认同作者的想法。根据我的理解，“顶层设计”的问题的提出，实际上是为
了明确未来改革的正确方向。国企改革也需要明确大方向。而卫先生提出的“大国企”思路，对垄断
型国企和竞争型国企实施分类管理等的政策建议，我认为也是比较符合国企改革的大方向的。对于卫
先生对中国国企改革的新探索、新思想，我觉得很有借鉴意义。卫先生的关于中国国企改革的思路是
清晰的，分析比较准确到位，极富理性和建设性。当然你可以批评卫先生的想法和思路，但基于卫祥
云先生是一位关注中国宏观经济、社会发展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并勇于说实话、敢于说真话的经济
学人，我愿意抱着“了解之同情”的心情，向读者朋友们推介阅读这本书。
5、　　以前读过卫祥云的《改革的逻辑》，关于国企改革也说了很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此公的
主张多数是围绕“顶层设计”来进行的。也就是说，他的主张不是我们普通人可以决定的，当然，绝
大多数的经济学家的理论都不是我们能决定的。不过，如果我们大多数人都同意某一种观点的话，自
然也会对其产生足够的影响。所以，每一个普通人倒也不能随便妄自菲薄。换一个角度来说，即使是
“顶层设计”，也要先深入群众。所以，对于每一个搞“顶层设计”的经济学者来说，他首先还是希
望他的书有读者。　　其实，我们中国人比较习惯于思考政治问题，贩夫走卒不在其位也喜欢深谋其
政，而关于国企的改革更是人们最常议论的话题之一。谈到国企，人们普遍的印象首先就是它“姓”
国，占尽了国家的资源，这一点最为典型的就是“三桶油”和移动运营商，对于后者，可能不像“三
桶油”给人的印象那样直观，但是要知道，移动运营商所使用的空气可是要归全民所有的；其次，国
企可以得到各种优惠政策，尤其是贷款，同样是国企的各大银行都喜欢把款贷给国企，而民营企业想
要融资则是难上加难；再次，就是国企垄断了市场，不管是“三桶油”还是移动运营商，表面上的竞
争其实是寡头垄断的另一种形式而已。而占尽如此多的便宜之外，国企给人的另一个印象就是——它
并不为普通老百姓带来什么实际的好处，它姓国，却只是占尽国家的便宜，却不为国家尽义务——也
许会交利税，但它的利税还不如民营企业；也许它也会带动就业，但它也不如民营企业。所以，国企
就像某些政府部门一样，占便宜的时候到处可以看到它的身影，让它付出的时候就消失不见了。　　
那么，如果把国企全部变成私营又如何呢？我个人觉得这样也不行。就像郎咸平教授质问的那样：我
不知道那些一心想把国企分掉的人是何居心。如果真的把国企全部变成私营，只会把这些名义还是国
家的财产直接变成个人的，那些现在还打着国家名义聚敛财富的人会更肆无忌惮。也就直接滋生了我
们一直担心着的“权贵资本主义”。如果因为无法分得国企的红利就把国企分给个人，这种逻辑就像
别人欠我的钱不还，我就把钱直接送给欠债人一样。只有彻头彻尾的傻瓜才会想得出来。　　国企不
能私营，但国企又确实没有给老百姓分红，这就像欠债人一直不还钱一样，当务之急就是想尽办法让
欠债人还钱。那么，国企这个“欠债人”应该怎样还？还有就是如何让这“欠债人”不欠更多的债。
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卫祥云的观点还是正确的，那就是要分别去对待，不能搞一刀切。对于竞争领域
的国企，一定要退出来。比如有些国企钱多得没有地方弄，就投资房地产，这样的国企一心只知道赚
钱，注定会对国家没有什么好处，所以就一定要勒停那些只知赚钱的行为。而对于一些真的事关国计
民生的领域，则一定要严格把关，让一些“国企”真的一心为国，而不是一心为利。像“三桶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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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国企，则要尽量收缩它们的经营范围，不能一直与民争利。总之，国企在一些领域不必一心只为
赚钱，而真的赚了钱之后，则要尽量投资国家回报社会。就像一直为人们所诟病的教育、医疗、养老
这压在普通百姓身上的三座大山，就可以让国企去直接投资，这样就是变相与全民分红利了。　　现
在对于中国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政府、国企和银行绑在了一起，共同与民争利，这样下去，社会就危
险了。
6、国企改革在经历上世纪90年代朱总理执政时的轰烈后，因为下岗工人再就业问题的风波骤起以及“
郎顾之争”导致的管理层收购遭大幅谴责，忽然停下脚步。国人的疑问由此诞生：改革停滞的真实背
景是什么？改革还有没有继续前行的必要？如果要深化改革，其新的思路乃至举措是什么？事实上，
进入21世纪，对国企与民企孰是孰非的争论不绝于耳，我的一个报社朋友就曾连篇累牍发给我这方面
的争论稿，并表明了他对国企的推崇。当时，虽觉得他的观点有失偏颇，但我无法说服他，这自然源
于我对其中的理论认识不足和实践体验不深。今天，读了卫祥云的《国企改革新思路》，不禁击节叫
好！应该说，本书率先并系统解答了上述三个急迫而必要的问题。政企分开、厂长负责制、利改税、
承包制、价格双轨制、股份制改革，改革开放30年来，这些词我们国人耳熟能详，但时至今天，改来
改去，国企腐败问题仍是摁下葫芦浮起瓢。尤其是金融危机使国企利润大幅下滑表明，在国际市场上
，我们的国企抗风险能力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其利润几乎都是靠对资源的垄断获得。当垄断性国
企比如中石油等也开展了“与时俱进”的股份制改造，一个巨大的悖论同时形成：国企股份制改造是
在为谁造福？全民所有制下的我们，享受到的是不是一个空幻的口号？甫一看到卫祥云的独立董事身
份，以为他理所当然地会替权贵资本说话。等看到他曾有的国资委要员身份，又以为他要替政府开腔
。怀揣着这样的一颗批判之心打开书，却没看到我臆想中的那种景象。卫祥云在为谁说话？众所周知
，现代企业制度在提升中国市场经济的GDP占比方面，无疑是成功的，但垄断性国企该不该建立现代
企业制度？作者指出，“国有企业负有重要的社会责任和公共使命。尤其是公益性和垄断性国有企业
，更应该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现实的情况恰好相反，垄断性国企把手伸进了市场，中粮买下蒙
牛，央企干起了地产。谁能竞争过这些寡头？国企赚了钱，就给自己的经营贴金，赔了则坐等国家大
把的补贴，全民所有制的优越性对国企来说在这时倒体现得极其充分。如果垄断产生的巨额利润能够
拿出来用于国民福利，当然会获得国民拥护。这其实也正是国企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在政府尚未成为
一个有限、高效、廉洁的政府时，让我们震惊的是，股份制的改革使垄断企业绝大多数的利润被小股
东分去，真正的大股东—全民所有制里的“全民”，却什么也捞不到！书中提到胡耀邦在1969年给毛
主席写信，描述“全民所有”已经变成“全民所无”，多么振聋发聩却又实事求是！造成社会分配严
重不均的，正是垄断国企的“合法掠夺”！民众对国企的抨击自然铺天盖地而来。但作者认为，“打
倒国企”这种情绪化的言论，来自大脑过热导致的短路。事实上，因某些领域的自然垄断特性、行业
规模经济的需要等原因，部分国企在国家宏观调控中具有私企所不具备的特殊功能，国防、电力、重
要能源等方面，必须由国家牢牢控制。解决垄断，并不能解决国企的本质和全部问题，作者就此推出
他的系统性改革构想：将国企分为垄断性、公益性和竞争性三类，并加以针对性的改革。如何改？一
言以蔽之，就是让公益性和垄断性企业变成准行政和准公务员管理，厘清其社会责任，并通过具体措
施确保实现；让竞争性国企彻底退出中国企业阵营。作者在此着重并明确提出了可以进行国有独资亦
即“垄断”的行业组成，并建议对在这些领域中已经实施股份化的国企分期分批回购股份，回归国有
体制，这些企业“大小不是关键，完成国家赋予的提供公共服务的功能才是关键！”而竞争性国企因
受政府溺爱拥有关键权力，在与民营经济角力中能够轻易获得诸多稀缺资源，是对实施市场化改革的
极大阻碍，必须全部退出竞争领域。任何一种具有良好意愿的改革，都是要解决效率与公平这两个问
题。作者认为，在效率方面，国企天然敌不过民企，而由于国家的偏袒性保护，公平则无从谈起。在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转化的时代大变革中，首要的就是明确企业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和市场竞
争主体的地位。其实，说穿了，国家不改革，企业改革只能是肚子里盖楼，永远成不了建筑。这才是
国企改革的真正破题之解！作者强调国企改革与国企管理体制改革是两码事，其意深矣。而国企管理
体制改革，要解决的正是国企定位问题。因多年来学者与官员的双重经历积淀，作者的逻辑清晰、语
言强势，字里行间，那一连声的设问咄咄逼人：如果说中国改革的希望在于市场经济的真正崛起，那
么市场经济的崛起则在于民企的真正抬头！民企如何抬头？破除垄断，破除国企的不公平争利！作者
独特的身份，能让读者了解到改革背后的实质、改革遭遇重重阻力的真相，而无论对政府高层、企业
高管以及普通民众，本书的最大价值无疑是充斥全篇的敢为天下呼的直谏。作者也清楚，这种呼吁有
待于顶层设计。而改革如再没有顶层设计，再没有实质性进展，必将使改革成本越积越高，最后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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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可恶的千斤顶，推翻了既有的改革成果和发展成果！这种略显无奈的憧憬，也透射出作者对改革阻
力的持续担忧，读者当然会同步思考，“最不坏的国企改革路径”，究竟在触犯着谁的利益？读完这
部内容沉甸甸的《国企改革新思路》，惊悉健力宝之父李经纬去世的消息，也看到某网站适时打出的
“产权改革之殇”专题。李经纬的健力宝15年雄踞中国“民族饮料第一品牌”，却因在企业产权改革
中与地方政府交恶被迫退出管理舞台，后戴上“涉嫌贪污”的帽子，晚景凄凉。而在这其中，三水政
府的干预和控制，是健力宝走向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本书在谈到现代产权制度时，重点解剖并批判
了时下一个比较流行甚至上下都看好的说法，即“为防止跌入权贵经济，把民营化改造停止”，呼吁
不要因噎废食，更需防止某些既得利益集团别有用心的复古。国有经济本来是公平分配的基础，是社
会公正的平衡器，但现在，国企的存在却造就了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对民营经济产生了严重的破坏
性击溃。周其仁说：“我们有世界上最昂贵的企业制度和最便宜的企业家”。在国企改革中，该怎样
保护企业家这种稀有资源？企业家该如何创造适合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产权改革中，有关国退民
进的路子到底该怎么走？本书带给读者深深的思考。而如果说国企改革曾经“摸着石头过河”尚属情
理之中，现已进入深水区的国企改革已没有了退路，必须坚定不移走正确的路！坚决排斥政府的机会
主义，坚决排斥国企的官僚本质，坚决树起民企一统天下的鲜明大旗！卫祥云是这一理念的坚决提倡
者，并以其具体的措施，成为这一理念的坚决实施者。社会主义的要旨是人民民主专政，国企的要旨
是全民所有，国企改革的要旨，则必然是为了提升全体国民的福祉，让社会主义真正放射出太阳般的
光辉，让每个国民都能感受到其带来的温暖和实惠。40多年前胡耀邦的真知灼见，至今仍未得到广泛
的重视，是不懂乎？是不为也！愿更多的有识之士能够如卫祥云一样理性思考、勇于直谏，也请更多
的人读一读卫祥云这部为全民说话的好书！
7、分类管理与国企改革评《国企改革新思路》国企改革应该是老生常谈了，而且随着近年来改革的
不断推进，各种不同的声音交杂在一起，很难得到一个大家共同折中妥协、认可支持的方案，毕竟国
企改革的背后涉及经济、政治和社会种种问题千丝万缕，且一旦开始行动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于是
国企改革陷入了“不想改、不敢改，情况越来越糟越不想改、不敢改”的境地。如何从纷繁芜杂的众
多利害关系中梳理出一条相对可行且有操作意义的改革思路来？卫祥云老师在《国企改革新思路》中
给我们提出的是：分类管理。我们的一生都在努力做正确的事、正确地做事，对于国企改革这个老大
难问题，同样面临这种要求。卫祥云老师从政府官员到行业协会管理者再到学者的工作经历，对于国
企改革有着相对全面和深入的见解，早在他《改革的逻辑》书中，他的“顶层设计”方案作为政府的
循序渐进、不断深入的改革措施，也是一种可控、可用的改革方案，体现了卫祥云老师作为官员的政
治高度、作为行业管理者的政治智慧和作为学者的政治素质。在《国企改革新思路》中，他的“分类
管理”思路对于广大读者来说，属于简单易懂且有操作性的方案。方向不明决心大，简单问题复杂化
，具体问题抽象化，理论问题教条化：这个尴尬现状凸显了改革的难度和思想转变的必要性。政府不
断介入市场、国企不断侵占民企经营范围成为现今经济发展的一种常态，“对抗”（官民之间、国企
与民企之间甚至是企业管理者与工人之间）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一种特有的现象，体现了进入深水区、
敏感期改革的难度。“先分类，再退出”则是一个分步实施、循序渐进完成的改革方案，分类管理其
实就是一种实用的改革手段，卫祥云老师建议把国企分为公益性国企、垄断性国企和竞争性国企，然
后针对不同类型的国企，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公益性国企、垄断性国企继续保持现状，但可采取不
同的运行和兼管方式，竞争性国企分期分批不断退出，最终达到完全由民企经营的目标。触及利益比
触及灵魂还要难，近期国务院取消了多项行政审批权，宣告政府减少市场控制的承诺的逐步实施，让
我们对于改革的推进多了一份信心。先划清界限，然后再确定规则，这种改革的思路看起来非常清晰
易懂，然而很多浅显易懂的改革思路，在涉及到利益的时候总会变得复杂多样化，这也是中国改革的
现状。分类管理，抑或其他别的更好改革方案，无论是什么样的思路和方法，如果能不断推进国企改
革，我们都会赞成并拥护。2013-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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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国企改革新思路》的笔记-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

        一. 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需考虑的十大问题：
1. 农民问题。核心是土地改革，包括土地、所有制、小城镇建设、新农村建设、乡村基层政权建设的
子问题；
2. 土地问题。核心是土地产权，包括房地产、私有财产权、国企土地、城市规划与建设、环境保护等
子问题；
3. 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核心是国企“非企”问题，包括土地、出资人、代理人、分类管理、文化国企
定位、国企边界、管理人员薪酬、编制等问题；
4. 房地产问题。核心是土地私有化，包括土地、产权、房产税、遗产税、保障房和公租房问题；
5. 医疗问题。核心是看病难问题，包括基本医疗、享受性医疗、养老问题；
6. 教育问题。核心是公平教育问题，包括学龄前教育、中小学义务教育、大学教育改革、公办大学的
边界、民办大学的发展等问题；
7. 社会保障问题。核心是公平问题，包括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全面统筹养老保险问题；
8. 政府职能转变问题。核心是放松管制，包括行政许可、减少审批、放松管制、公平竞争、政府职能
边界、社会组织创新、行政及行业管理等问题；
9. 社会组织发展问题。核心是放开，包括公平进入、业务审批、双重部门管理等问题；
10. 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核心是民主法治建设，包括执政党合法参政议政、其他党派参政议政、宪法的
贯彻实施、基层政权的建设、提高政府执政水平、政府政务人员和公务员的分类管理等问题。

二、国企改革顶层设计的三个流派
1. 纯市场化流派。张维迎、张文魁，“国企改革的终极目标是民营化”，国资比例要降到10%甚至以
下；
2. 现代化治理流派。吴敬琏，“对大部分国企进行股份制改造，建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有效治理
的现代公司制度”；
3. 宪政改革流派。盛洪、王小鲁、卫祥云，“从宪政层面深化改革”，“垄断企业应该实行准公务员
管理，控制垄断企业的员工薪酬，竞争领域分阶段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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