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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资产管理》

前言

神州大地风雷激荡，海峡西岸春潮澎湃。福建师范大学省重点高校建设项目《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
研究》文库与大家见面了。本文库以坚持、发展和弘扬马克思主义为宗旨。这既是神圣的使命，又是
历史的责任。马克思主义问世已经一个半世纪了，尽管她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围攻、谩骂、禁锢、歪曲
，但仍顽强地成长、广泛地传播、蓬勃地发展；尽管也有成百上千种理论、学说来与之较量，企图取
而代之，但都无法得逞。苏东剧变虽然使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但无损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
。马克思主义者在认真总结苏东剧变的教训后，将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变得更纯洁、更成熟，朝着更健
康的方向发展。当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英国广播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举行过一次“千年风云人物”
的网上评选。结果，马克思被评为千年思想家，得票高居榜首。中国共产党人80多年来，坚持以马克
思主义为指导，取得了革命和建设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一个贫困落
后的中国，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欣欣向荣的中国。在进入2l世纪后，中国共产党人再次庄严宣告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并且以极
大的决心和气魄，在全国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的宏大工程，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留下光
辉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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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资产管理》

内容概要

《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变迁与改革模式》运用逻辑演绎与历史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历史纵向的视
角，大跨度地深入考察了1927年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曲折演变轨迹及
其阶段性特征，揭示了这一历史变迁所蕴含的内在规律，从而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模式的建构提
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作者在充分论证以往国资管理模式成败得失的基础上，以党的十六大以来党
中央关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创新理论为指导，运用现代产权理论、公共财政理论等分析工具，
从目标定位、产权改革和国资预算等三个方面，前瞻性地建构出中央与地方“分级所有”框架下的新
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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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资产管理》

作者简介

陈少晖，1962年11月生，福建安溪人。教授，经济学博士，厦门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现任福建师
范大学经济学院财政金融系主任、二级学科博士点经济史专业学科带头人。主要研究领域为国有资本
财政与国有资产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以及当代中国经济史研究，同时还涉及闽台区域经济的比较研
究。主持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公共财政框架下省域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研究》（2008）以及省部
级科研项目10余项；出版Ⅸ国有资本财政研究））等学术专著（含合著）8部；在《经济学动态》、《
财政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先后获得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一、二、三等奖。廖添土，1983年2月生生，福建省安溪人，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财政与国有资产管理、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史等。参与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公共财政
框架下的省域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研究》、省社科基金课题《国有资本财政的理论创新与框架设计》等
国家与省部级课题研究6项。在《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经济研究参考》、《中国财经信息资料
》、《福建论坛》、《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上独撰、合撰论文23篇。与他人合著书稿《统筹城
乡发展：历史考察与现实选择——以福建省为例》（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12月）获福建省第八届
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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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一  研究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  二  关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问题近期研究综述  三 
本书的结构安排  四  本书的研究创新第一章  国有资产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理论分析  一  资产与国有
资产  二  资本与国有资本  三  国有资产管理  四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第二章  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公营经
济(1927～1949)  一  中央苏区的公营经济  二  陕甘宁边区的公营经济  三  解放战争时期的公营经济第三
章  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管理体制的形成(1949～1957)  一  新中国国有资产的三个初始来源  二  国营经济
领导地位的形成与确立  三  国有资产的第一次清产核资  四  “一五”计划时期国营经济在调整中发展  
五  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管理体制的形成第四章  以权限下放为特征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调整(1958～1960)
 一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确立与“大跃进”运动的兴起  二  国有资产管理权限的大幅下放  三  “大跃
进”时期的投资与收益分析  四  国营企业利润留成制度的改革  五  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管
理制度第五章  以权限上收为特征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调整(1961～1965)  一  “大跃进”给国民经济造
成的严重后果  二  “八字方针”的提出与国民经济的调整  三  国有资产管理权限的集中上收  四  国有
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与第二次清产核资  五  试行工业托拉斯与国有资产管理权限的适当下放第六章  “
文革”时期国有资产管理的混乱与整顿(1966—1976)  一  “三五”计划的制定与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转
变  二  “文革”前三年对国民经济的严重冲击  三  第二次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放权”改革  四  两次
全面整顿与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  五  国有资产的第三次清产核资  六  “文革”期间国有资产的损失评
估第七章  改革开放初期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探索(1978～1984)  一  扩大国有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
试点  二  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改革  三  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  四  基本建设投资
体制的“拨改贷”改革  五  国有资产的第四次清产核资第八章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全面推
进(1984～1987)  一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出台  二  投资与金融管理体制的改革探索 
三  以增强活力为核心的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转变  四  国有企业租赁经营与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推行  五  《
企业破产法》的颁布与实施难点第九章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组织机构与理论探索(1988～1991)  一
 “两权分离、政企分开”指导思想的确立  二  国家国有资产专职管理机构的组建  三  两次全国国有资
产管理的理论研讨与成效  四  国有资产的产权处置与保值增值  五  地方政府国有资产管理的积极开展
第十章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1992～2002)  一  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改革的探索  二  
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革的成效与难点  三  国有资产的第五次清产核资  四  现代企业制度的争论与试
点  五  《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的制定与实施  六  国有资产的存量调整与结构优化第十一章  十
六大以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新探索(2003～2008)  一  十六大报告中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论
创新  二  国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  三  推进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改革  四  国有资产重组与
国企主辅分离  五  建立有效的国企激励与约束机制  六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试点与展开第十二章  
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一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论前提与目标定位  二  我国现
有国有资产管理模式的比较分析  三  发达国家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模式的借鉴价值  四  国有资产管理体
制改革中的政府定位  五  新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目标模式设计第十三章  国有资产产权改革：从分级
管理到分级所有  一  现行的国有资产“分级管理”体制模式所引发的矛盾  二  地方政府作为国有资本
产权主体的依据与优势  三  分级所有目标框架下深化中央与地方国资产权关系改革的思路  四  分级所
有体制下地方国有资本运营的战略调整  五  走出国有资产实行“分级所有”的认识误区第十四章  国有
企业利润上缴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构建  一  我国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的缺陷与成因  二  重建
国有企业利润上缴制度的基本思路  三  现行复式预算制度的局限性与改革导向  四  建立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制度的必要性与目的  五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框架设计的基本思路第十五章  构建分级所有框架
下的新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一  新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构建原则  二  地方国有资产的区域分布及排
序分析  三  分级所有过程中中央与地方国有资产的划分标准  四  构建新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总体思
路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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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资产管理》

章节摘录

插图：在革命胜利之初，主要是通过没收官僚资本来建立国有经济的基础。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
义国家所有，具有双重的革命意义。一方面，官僚资本具有买办性和封建性，是国民党政权的经济基
础，因此，没收官僚资本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性质。另一方面，官僚资本又是中国资本主义经
济中的主要部分，即垄断部分，所以，没收官僚资本，就是消灭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因而具有
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可见，没收官僚资本，“就在经济方面来说，已经超出民主革命的范围。”④
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建立起的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解放区时期建立的国营
经济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的国营经济不同，前者主要不是靠没收官僚资本，而是靠军队、干部和根
据地人民的劳动积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立起来的，主要形式是手工业作坊、小型工厂，生产某
些军需和民用产品，有轻工业，也有重工业，主要是自给性的。而没收官僚资本建立起来的国营企业
，大多是现代化的机器生产，是具有垄断性的商品经济，并控制了国民经济的命脉。解放战争后期，
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各大中城市的相继解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按照新民主主义革命
三大经济纲领的要求，各级军事管制委员会立即执行没收官僚资本的任务，将以蒋、宋、孔、陈四大
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收归新政权所有，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没收官僚资
本的工作首先从东北开始。1946年哈尔滨解放时，我们开始没收官僚资本，但没收的数量不大。
从1948～1949年初，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基本没收了长江以北的官僚资本主义企业
。1949年4月渡江战役开始到1949年底，基本没收了长江以南的官僚资本主义企业。至此，除台湾等岛
屿之外，大陆上的官僚资本先后被没收为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从行业上看，在被没收的官僚资本主
义企业中，金融方面，有被四大家族所控制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
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合作金库系统，国民党省市地方银行系统，共2400多家，还有官商合办银
行账号的官股。工矿企业方面，有国民党中央政府、省、市地方政府以及大官僚经营的工业企业2858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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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资产管理》

后记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滞后是长期以来困扰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制度性障碍，是经济体制改革绕不
开的攻坚难题。这项改革是否取得突破性进展，不仅关系到国有企业改革的成败，而且也是推进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与完善的关键环节。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下，如何正确
处理好政府既是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者又是国有资产所有者的双重身份，解决好国有资产产权主体缺
位与政府干预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矛盾，不仅需要理论上的重要创新，而且更需要在体制创新方面具
有不断突破的胆略与策略。为此，学术界和实务部门的学者专家自改革开放以来进行了长期的理论探
索，不仅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而且提出了各种极有实用价值的目标模式和对策建议，为我国国有
资产管理体制不断改革和完善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但值得注意的是，已有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于
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问题的现状分析与改革思考，而较少将研究视角投向历史的纵深，去系统地考察
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演进轨迹，分析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形成的历
史必然性，把握其模式特征和内在矛盾，从而在总结体制变迁规律和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论证传统国
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反思传统体制的深层次弊端及其在现行国资体制中的历史积淀，从而
使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研究具有更为深远的历史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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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变迁与改革模式》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研究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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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给单位买的书，总体上还不错，对工作有一定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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