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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论和实践

中国企业市场化进程

指数研究 ( 2 0 0 4一 2 0 0 6 )
`

高明华 柯希嘉 曾广录

t提 要 ] 笔者借鉴美国传统基金会的方法
,

选取 29 个指标
,

从非 国有经济和 国有企

业两个方面
,

测度了 2 00 4 年至 2 00 6 年中国企业的市场化进程
,

得 出 2 00 4 年中国企业 市场

化进程指数为 2
.

0 3 ( 7 9
.

4 % )
,

2 0 0 5 年为 1
.

8 9 ( 8 2
.

1 % )
,

2 0 0 6 年为 2
.

8 1 ( 8 3
.

5 % )
,

并对

中国企业市场化的进一步发展进行了展望
。

【关键词】中国企业 市场化进程 指数

〔中图分类号〕 F 2 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 0 0 0一 2 9 5 2 ( 2 0 0 9 ) 0 2一 0 0 5 2一 0 5

一
、

企业市场化进程指数测度

指标的选择及评分标准

企业市场化是指企业的资源配置按市场规

则进行
,

企业的生产要素 (资本
、

劳动
、

土地

和企业家等 ) 和产品 的获取
、

交易都由市场提

供和决定
。

①据此定义并同时结合中国市场经济

发展的实际状况来测度中国企业的市场化进程

指数
,

应当从非国有企业和 国有企业两个方面

来予以考查
。

非国有企业
,

尤其是其中的非公有制企业

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最为活跃的部分
,

在中

国市场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

对此类指

标的选取
,

既要反映出非国有企业对中国经济

增长所发挥的作用
,

同时也要反映出非国有企

业在制度确立和市场行为规范方面的实际情况
。

此类指标的选取具体包括三个方面
:

一是非 国

有经济的贡献率 ; 二是非 国有企业的治理
; 三

是非国有企业 的生产经营
。

考虑 到数据的准确

性和可得性
,

在少量指标的选取时
,

我们采用

非国有经济来替代非 国有企业
,

因此
,

这些指

标会涉及非企业范畴 (如农业 )
。

国有企业是中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

随着中国经济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

变
,

国有企业已经逐步建立起了符合市场经济

特征的现代企业制度
。

在衡量 国有企业的市场

化程度时
,

所选取的指标应能够反映 国有企业

市场化改制和市场行为规范方面的情况
。

此类

指标的选取具体包括两个方面
:

一是国有企业

治理
;
二是国有企业生产经营

。

测度企业市场化进程指数所选取的指标应

当具备一定的代表性
、

独立性
、

可得性和连续

性
。

代表性是指所选指标能够反映市场化进程

的本质特征或主要特征 ; 独立性是指所选指标

应相对独立且不与其他指标兼容或重 复
;
可得

性有两层含义
:

一是指标能够量化
,

二是具有

相对完整的数据
;
连续性是指各指标每年均可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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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相应的数据
。

本次企业市场化进程指数的研究基本上沿

用了笔者2 0 05 年的研究方法
。

①所选取的企业市

场化进程测度指标共9 2 个
,

基本上与 2 0 0 5 年所

选取的指标相一致
,

从而从整体上保持了研究

的连续性
。

为了能够对各年度企业市场化进程

进行动态比较
,

本次研究的数据全部来 自权威

机构编写的具有连续性的相关统计年鉴或统计

月报
。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

在本次测度研究中
,

个别指标因国家权威统计部门统计 口径 和统计

方法的变化而做了相应的适 当调整
,

但基本上

不影响本项研究的科学性和连续性
。

评分标准继续沿用笔者 2 0 0 5 年研究中采用

的美国传统基金会的五等级评分方法
,

即采取

区间估计的方法
,

一个分值对应一个指标值区

间
,

一个指标的数值划分为 5 个区间
,

分别对

应 1 分
、

2 分
、

3 分
、

4 分和 5分
。

1分说明该项

指标和因素反 映的市场化程度最高
,

而 5 分则

说明该项指标或因素所反映的市场化程度最低
。

在规定评分标准时
,

首先确定上限和下 限
,

中

间三个区间则一般根据等距的形式来划分
。

指

标值区间的上限和下限的确定参考了美国传统

基金会 ( T h e H e r i t a g e F o u n d a t i o n i n U
.

5
.

A
.

)

和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 ( T h e F r a s e r I n s t it u t e i n

C a n a d a) 的评价标准
,

以及中国市场经济发展

进程的实际情况
。

例如
,

大型企业集团中的多

数是国有企业集团
,

国有企业集团或多或少会

受到政府的某种控制
,

因此对这些指标的评分

标准规定得比较严格
,

并且把国有企业集团与

非国有企业集团的评分标准进行一致性处理
,

如改制的国有和非国有大型企业集团中母公 司

建立股东会的比重均确定为 90 % 以上才得 1 分
,

( 8 0
,

9 0 (为 2分
,

( 7 0
,

8 0 ( 为 3 分
,

( 6 0
,

7 0

(为 4 分 ; 60 及 60 以下为 5 分
。

具体指标选择参见表 1
。

所有 29 个子指标

归结为 5 个类指标和 2 个因素指标
,

5 个类指标

包括非国有经济贡献率
、

非国有企业治理
、

非

国有企业生产经营
、

国有企业治理和 国有企业

生产经营 ; 两个因素指标即非国有经济和 国有

企业
。

表 1 21洲” 年 ~ 200 6 年中国企业市场化进程指数测度指标及评分标准

序序号号 指标 ( % ))) 评分标准 (5 分制 )))

一一一
、

1卜l司有经济济济

11111
.

非国有经济贡献率率率

lllll 规模以 t !卜国有工业增加值
`, f规模以上 七业增加值的比重

,, 【E指标
。

8 0 以 l几为 l 分
; ( 6 0

,

5 0 ( 为 222

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
; ( 4 0 ,

6 0 (为 3 分
; ( 2 0

,

4 0 (为 4 分
;;;

22222 l卜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
`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重 20 及 20 以下为 5 分分

33333 城镇非囚有单位从业人员占城镇从业人员比重重重

44444 1卜国有经济创造的税收占个社会税收的 比重重重

55555 1卜国有经济进 出「1总额
「l了全部进出 口总额的比重重重

22222
.

!卜国有企业治理理理

66666 1卜国有大型企业集团毋公司改制面面 一f 指标
。

90 以 仁为 l 分
; ( 80 ,

9 0 ( 为 222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分
; ( 70

,

80 (为 3 分
; ( 6 ( )

,

70 (为 4 分
;;;

77777 改制非国有大型企业集团中母公司建立股东会的比重重
.

6。 及 6 0 以下为 5 分分

88888 改制非国有大型企业集团中母公司建立董事会的 比重重重

99999 改制非国有大型企业集团中母公司建立监事会的比重重重

lll 000 改制非国有大型企业集团中毋公司享有重大经营决策权的比重重 正指标
。

8 5 以 t三为 l 分
; ( 7 5

,

5 5 ( 为 222

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
; ( 6 5

,

75 (为 3 分
; ( 5 5

,

6 5 ( 为 4 分
;;;111 lll 改制非国有大吧企业集团中母公司享有经营者选择权的比重重 5 5 及 55 以下为 5 分分

lll 222 改制非国有大型企业集团中母公司享有资产收益索取权的比重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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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序号号 指标 (环 ))) 评分标准 (5分制 )))

333 lll 非国有大型企业集团中建立母子公司体制的比重重 正指标
。

9 0以上为 l分
; ( 80

,

9 0 (为 222

分分分分
; ( 7 0

,

8 0 (为 3分
; ( 60

,

7 0 (为 4 分
;;;

6666666 0 及 60 以下为 5分分

33333
.

非国有企业生产经营营营

111 444 非国有大型企业集团中享有投资自主权的比重重 正指标
。

8 5 以上为 1分
; ( 7 5

,

8 5 (为 222

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
; ( 6 5

,
7 5 (为 3 分

; ( 5 5
,

6 5 (为 4 分
;;;111 555 非国有大型企业集团中享有对外担保权的比重重 5 5及 55 以下为 5 分分

lll 666 非国有大型企业集团中享有自营产品进出 口权的比重重重

二二二
、

国有企业业业

11111
.

国有企业治理理理

111 777 国有大型企业集团母公司改制面面
一

正指标
.

9 0 以上为 l 分
; ( 80

,

9 0 (为 222

································

分
; ( 7 0

,
8 0 (为 3 分

; ( 60
,

70 (为 4 分
;;;

lll 888 改制国有大型企业集团中母公司建立股东会的比重重
`

60 及 60 以下为 5 分分

111 999 改制国有大型企业集团中母公司建立董事会的比重重重

222 000 改制国有大型企业集团中母公司建立监事会的比重重重

222 lll 改制国有大型企业集团中母公司享有重大经营决策权的比重重 正指标
。

8 5 以上为 l 分
; ( 75

,
8 5 (为 222

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
; ( 6 5

,

7 5 (为 s 分
; ( 5 5

,

6 5 (为 4 分
;;;222 222 改制国有大型企业集团中母公司享有经营者选择权的比重重 5 5 及 55 以下为 5 分分

222 333 改制国有大型企业集团中母公司享有资产收益索取权的比重重重

222 444 国有大型企业集团中建立母子公司体制的比重重 正指标
.

90 以上为 l 分
; ( 8 0

,

9 0 (为 222

分分分分
; ( 7 0

,
8 0 (为 3分

; ( 60
,

7 0 (为 4分
;;;

66666660 及 60 以下为 5分分

222 555 上市公司中国家股比重重 逆指标
。

2 0 及 2 0 以下为 1分
; ( 2 0

,

3 000

(((((((为 2分
; ( 30

,

40 (为 3分
; ( 4 0

,

5 0 (为为

4444444 分
;

50 以上 为 5 分分

22222
.

国有企业生产经营营营

222 666 国有大型企业集团中享有投资自主权的比重重重

222 777 国有大型企业集团中享有对外担保权的比重重重

222 888 国有大型企业集团中享有自营产品进出 口权的比重重 正指标
。

8 5 以 上为 1分
; ( 7 5

,

8 5 (为 zzz

分分分分
;

( 6 5
,

7 5 (为 3 分
; ( 5 5

,

6 5 (为 4 分
;;;

5555555 5 及 55 以下为 5分分

222 999 财政对国有企业的亏损补贴占 G D P 的比重重 逆指标
。

0
.

2及 0
.

2 以下为 1 分
;

(0
.

2
,,

0000000
.

5 (为 2分
; ( 0

.

5
,

l (为 3 分
; ( 1

,

1
.

555

(((((((为 4分
,

1
.

5 以上为 5 分分

注
: ,

行所选取的指标在笔者 2 0 05 年的研究中为
: “
非国有经济创造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 ( G D P ) 的比重

” ,

因国家统计局

统计口径和统计方法的变化
,

在此次研究中做出相应的调整
.

将
“

规模以上非 国有工业增加值占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
”
作为

其替代指标
,

相应的评分标准未变
。

这一调整造成数据产生微小的变化
,

但基本不影响最终的测度结果
。

二
、

2 0 0 4 年一 2 0 0 6 年中国企业

市场化进程指数测度

中国企业市场化进程指数采取分级简单算

术平均计算得出
,

遵循
“

子指标 ~ 类指标~ 因

素指标~ 企业总体
”
的整合过程

。

首先
,

根据

29 个子指标值得出每个指标的得分 ; 其次
,

对

5 个类指标下各子指标得分先加总再简单平均
,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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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各个类指标的得分 ; 再次
,

对 2 个因素下

各个类指标得分先加总再简单平均
,

得出各个

因素的得分
;
最后

,

对 2 个因素得分先加总再

简单平均
,

最后的得分便是中国企业市场化进

程指数
。

据此计算出 2 0 0 4 年
、

2 0 0 5 年和 2 0 0 6

年的企业市场化进程指数分别为 2
.

03
、

1
.

89 和

1
.

8 1 (参见表 2 )
。

折算成百分比的方法是
:

1分的百分比区间

为 ( 8 0
,

1 0 0 )
,

2 分的百分比区间为 ( 6 0
,

8 0 )
,

3 分的百分比区间为 ( 40
,

6 0)
,

4 分的百分比

区间为 ( 20
,

4 0)
,

5 分的 百分比 区间为 ( O
,

20 )
。

其中 2 分的最高百分比为 80 %
,

3 分的最

高百分比为 60 %
,

依此类推
。

假设市场化指数

值落在 2一 3 分值区间内
,

设 5 分制市场化指数

值为 x
,

折成的百分比为 y
,

则有
:

2一 3 8 0 一 6 0
, 。 。

又 , 一一~ 一
气二二 , 一 - - 二 ) V一 1乙 U一 乙 UX

乙一 x 匕U一 y

如果市场化指数值落在其他区间
, _

L述公

式同样成立
。

根据上述公式
,

可以计算出 2 0 0 4 年
、

2 0 0 5

年和 2 0 0 6 年的企业市场化程度分别为 79
.

4 %
、

8 2
.

1 % 和 8 3
.

8 %
,

2 0 0 6 年分 别 比 2 0 0 4 年 和

2 0 0 5 年提高 4
.

4 和 1
.

7 个百 分点
,

2 0 0 4 年 一

2 0 0 6 年年均提高 2
.

2 个百分点
。

通过此次研究
,

笔者认为
,

2 0 0 4 年一 2 0 0 6 年中国企业市场化程

度已达到很高水平
,

而且市场化进程继续保持

稳定增长
。

表 2 2心阅峙年 ~ 2 0 0 6 年中国企业市场化进程指数测度表

序序号号 指标 ( % ))) 2 0 0 444 年年 20 0 555 年年 20 0 (((5 年年

指指指指标值值 得分分 指标仇仇 得分分 指标值值 得分分

一一一
、

!l
毛国有经济济济 2

.

1 33333 1
.

900000 1
.

8 666

11111
.

1卜国有经济贡献率率率 2
.

4 00000 2
.

200000 2
.

2 000

11111 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重 5 7
.

6 444 333 6 2
.

3 555 222 6 4
.

2 222 222

22222 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重 5 1
.

6 333 333 5 6
.

4 333 333 5 9
.

2 555 333

33333 城镇非国有单位从业人员占城镇从业人员 比重重 7 4
.

6666 222 7 6
.

2 666 222 77
.

2 999 222

44444 非国有经济创造的税收占全社会税收的比重重 7 3
.

0 888 222 7 5
.

7 444 222 7 8
.

5 888 222

55555 非国有经济进出口总额占全部进出口总额的比重重 7 1
.

4 222 222 7 4
.

2 666 222 7 6
.

3 444 222

22222
.

作国有企业治理理理 2
.

0 00000 1
.

500000 1
.

3 888

66666 非国有大型企业集团母公司改制面面 8 7
.

9 333 222 8 8
.

7 888 222 9 2
.

4 999 lll

77777 改制非国有大型企业集团中母公司建立股东会的比重重 8 5
.

4 888 222 9 5
.

0 111 lll 9 4
.

9 333 lll

88888 改制非国有大型企业集团
`
卜母公司建 立董事会的比重重 9 1

.

1 222 lll 9 9
.

8 444 111 9 8
.

8 444 lll

99999 改制非国有大型企业集团中母公司建立监事会的比重重 7 5
.

5 888 333 8 4
.

9 444 222 8 5
.

1444 222

111OOO 改制 1卜国有大型企业集团中母公司享有重大经营决策权的比重重 8 7
.

1 111 lll 9 6
.

3 000 lll 9 6
.

6 777 lll

lll lll 改制非国有大型企业集团中母公司享有经营者选择权的比重重 7 4
.

8 999 333 8 3
.

2 555 222 8 2
.

3 222 222

III 222 改制非国有大型企业集团中母公司享有资产收益索取权的比重重 6 7
.

9 888 333 7 6
.

0 111 222 7 8
.

0 444 222

lll 333 非国有大型企业集团中建立母子公司体制的比重重 9 4
.

9 999 lll 9 5
.

5 777 lll 9 6
.

0 555 lll

33333
.

非国有企业生产经营营营 2
。

0 00000 2
.

0 00000 2
.

0 000

111 444 非国有大型企业集团中享有投资自主权的比重重 9 5
.

1 666 lll 9 5
.

5 000 lll 9 5
.

6 444 lll

lll 555 非国有大型企业集团中享有对外担保权的比重重 7 5
.

3 777 222 7 8
.

0 666 222 7 7
.

8 888 222

lll 666 非国有大型企业集团中享有 自营产品进出 口权的比重重 7 1
.

4 333 333 7 4
.

1222 333 7 3
.

7 333 333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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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序号号 指标 ( % ))) 2 0 0 4 年年 2 0 0 5 年年 2 0 0 6 年年

指指指指标值值 得分分 指标值值 得分分 指标值值 得分分

二二二
、

国有企业业业 1
.

9 33333 1
.

8 99999 1
.

7666

11111
.

国有企业治理理理 2
.

1 11111 1
.

7 88888 1
.

7888

111777 国有大型企业集团母公司改制面面 7 4
.

3 999 333 7 6
.

4 222 333 7 6
.

6 999 333

111888 改制国有大型企业集团中母公司建立股东会的比重
二二 8 7

.

6 777 222 8 9
.

5 999 222 9 7
.

8 444 111

lll 999 改制国有大型企业集团中母公司建立董事会的比重重 9 5
.

6 555 lll 9 5
.

1 111 lll 9 5
.

4 111 lll

222 000 改制国有大型企业集团中母公司建立监事会的比重重 7 7
。

9 111 333 7 9
.

1 999 333 7 9
.

8 333 333

222 111 改制国有大型企业集团中母公司享有重大经营决策权的比重重 8 9
.

9 111 111 9 0
.

9 555 lll 9 2
.

3 555 lll

222 222 改制国有大型企业集团中母公司享有经营者选择权的比重重 8 6
.

2 666 lll 8 6
.

4 333 lll 8 6
.

8 111 lll

222 333 改制国有大型企业集团中母公司享有资产收益索取权的比重重 74
.

9 666 333 7 6
.

7 444 222 7 4
.

6 777 333

222 444 国有大型企业集团中建立母子公司体制的比重重 9 5
.

1 555 lll 9 5
.

5 777 lll 9 6
.

1999 lll

222 555 上市公司中国家股比重重 4 6
.

7 888 444 2 7
.

9 000 222 2 0
.

3 111 222

22222
.

国有企业生产经营营营 1
.

7 55555 2
.

0 00000 l
。

7 555

222 666 国有大型企业集团中享有投资自主权的比重重 8 9
.

0 777 lll 8 8
.

3 888 lll 8 8
.

4999 lll

222 777 国有大型企业集团中享有对外担保权的比重重 7 6 9 111 222 7 4
.

6 222 333 7 5
.

4 444 222

222 888 国有大型企业集团中享有 自营产品进出 口权的比重重 74
.

3 222 333 7 4
.

0 000 333 7 1
.

1 111 333

222 999 财政对国有企业的亏损补贴占 G D P 的比重重 0
.

1 444 lll 0
.

1 111 111 0
.

0 999 lll

55555 分值总得分分分 2
.

0 33333 1
.

8 99999 1
.

8 111

111110 。 分值总得分分分 7 9
.

44444 8 2
.

11111 8 3
.

888

注
: ,

根据 《公司法 》 ,

国有独资公司不设股东会
,

尽管少部分国有独资公司设立了股东会
,

但在计算
“

改制国有大型企业集团

中母公司建立股东会的比重
”

时
,

不包括国有独资公司
。

资料来源
:

根据相应年份的 《中国统计年鉴 》
、

《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 》
、

《税收统计月报 》
、

《海关统计年鉴 》
、

《中国大企业集团 》

和 《中国金融年鉴 》 中的相关数据整理和计算
。

表 3 19 93 年 ~ 2 1洲拓 年中国企业市场化程度比较

年年份份 1 9 9333 1 9 9 444 1 9 9 555 19 9 666 1 9 9 777 2 0 0 111 2 0 0 222 2 0 0 333 20 0 444 2 0 0 555 2 0 0 666

市市场化程度 ( % ))) 3 4
.

777 3 9
.

666 4 6
.

444 4 8
.

888 5 lll 7 444 7 5
.

444 80
.

222 7 9
.

444 8 2
.

111 8 3
.

888

结 合笔者 19 9 7 年
、

1 9 9 5 年
、

2 0 0 3 年和

2 0 0 5 年的研究结果① (参见表 3 )
,

我们可 以看

出
,

1 9 9 3 年一 2 0 0 6 年中国企业市场化程度发生

了巨大变化
。

表 3 显示
,

中国企业市场化程度由 1 9 9 3 年

的 34
.

7 % 提高至 2 0 0 6 年 的 83
.

8 %
,

年均增 长

3
.

8 个百分点
。

其中
,

1 9 9 3 年一 1 9 9 7 年年均提

高 4
.

1 个百分点
,

1 9 9 7 年一 2 0 01 年年均提高
5

.

8 个百分点
,

2 0 01 年一 2 0 0 3 年年均提高 3
.

1

个百分点
,

2 0 0 4 年一 20 0 6 年年均提高 2
.

2 个百

分点
。

尽管每年发 展程度不太均匀
,

但 中国企
5 6

业市场化进程一直在不断推进
。

近三年提高幅

度有所放缓
,

主要是由于企业市场化程度已经

达到较高水平所致
。

具体变化见图 1
。

① 高明华
: 《中国企业市场化

:

含义
、

测度及国际 比较 》 ,

((l 杏
:

国研究》 1 9 9 7 年 10 月 号和 12 月号 ;
常修泽

、

高明华
: 《我

国国民经济市场化的推进程度及发展思路 》 , 《经济研究 》

19 9 8 年第 H 期
;
高明华

: 《中国企业市场化进程研究 》 ,

《管理世界 》 2 0 03 年第 8 期
;
高明华

: 《中国企业市场化指

数研究 2 0 0 2一 2 0 0 3 》 ,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

2 0 0 5 年第 5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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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9 3年 ~ 2 00 6 年中国企业市场化程度的变化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厂厂一一一 / 一一

/////
了了了

户户 / 一一一闷闷

一一
口口

... 嘀

二
侣 . , 心 . 111

g侧脚攀要籽

199 3 199 4 199 5 19 9 6 1 99 7 2的 1 2 0 0 2 2 0() 3 2以抖 200 5 2加6

年份

注
:

山于 19 9 8 年
、

19 9 9 年和 2() ()0 年的数据未曾测算
,

所以这 三年的数据利用 19 9 7 年和 2 0 0 1 年的数据计算出年均增 长率后
,

通过年均递增的方法估算而得
。

需要指 出的是
,

2 0 0 4 年笔者测度的企业市

场化程度为 79
.

4 %
,

比 2 0 0 3 年略有下降
。

究其

原因
,

我们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
:

一是由于个

别指标因 国家权威统计部门统计 口径和统计方

法 的变化而 造成数据的轻微 波 动
;
二 是 由于

2 0 0 4 年非国有大型企业集团总数相比上一年有

了快速地增长
。

从测度数据的结果看
,

第一方

面的影响 可忽略不计
,

影响较大 的是第二方面
,

这主要是 由于在中国企业 市场化进程 中
,

非 国

有企业的快速发展与其相应的制度建立 和 市场

行为规范之间存在一定的时滞
,

通过 2 0 0 5 年 和

2 0 0 6 年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
,

这一情况 已经迅

速得到改变
。

三
、

中国企业市场化

发展趋势展望

从中国企业市场化发展 的 整体趋势来看
,

国有经济在国 民经济中的 比重将进一步降低
,

而非国有经济的 比重则将持续 上升
,

中国企业

市场化环境将进 一步优化
,

国有企业和非国有

经济在制度建立方面将进一步完善
,

在市场行

为方面也将进一步规范
。

(一 ) 非国有经济

1
.

市场化环境将进 一步促进 非国有经济的

发展

2 0 0 6 年 10 月
,

中共 卜六届六 中全会通过 r

《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 卜重大问题的决

定 》
,

《决定 》 进一步阐明 了在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的过 程中
,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 壮大对大

力发展生产力
、

缩小城乡差距和区域发展差趾
、

促进社会充分就业
、

增加城乡店 民收人 以 及推

进技术自主创新等方 面
,

将发挥越来越 币要的

作用
。

国家出台的
“

十一 11
;
”

发展规划
、

自主

创新战略和新农村建设 战略等 一系列推 动社会

经济发展和非 国有经济发展的 币要政策
,

为 1卜

国有经济保持快速发展势 头提供 r 良好的政策

环境
。

纵观中国经济发展 的进 程
,

中 }川作 !川有

经济的发展环境得到空前改善
,

非 L川有经济已

进入了更好的发展时期
。

首先
,

法律法规建设

逐渐完善
。

《中小企业促进法 》 的颁布实施
,

以

及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的实行表明

中国中小企业的发展 已经走 1几了法制化
、

规范

化的发展道路
; 《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

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 于意见 》 进 一步放宽

了非公有制经济行业和经营领域
,

为
一

1卜公有制

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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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 《物权法 》

的颁布实施对明晰产权和有效配置资源都将起

到巨大推动作用
,

并为非国有经济的进一步发

展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
。

其次
,

政府加大了对

非国有经济的财政支持力度
,

在
“

十一 五
”

期

间
,

中央将加大公共财政对非国有经济的支持

比例
,

重点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
、

中小企业

与大企业配套协作以及开拓国际市场 ; 《中小企

业促进法 》 和 《政府采购法 》 的实施
,

使政府

采购与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联系起来
,

一定比例

的政府采购项 目向非 国有经济倾斜
,

这将为非

国有经济提供间接的财政支持
。

再次
,

非国有

经济服务体系基本建立起来
,

各级各地政府转

变职能
,

简化对中小企业服务的程序
,

并为中

小企业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

这将会大大降低非

国有经济的经营成本
。

2
.

非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进一

步提高

第一
,

国务院发布的 《关于鼓励支持和引

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 》

进一步放松了非国有经济在行业和经营领域上

的限制
,

非公有制经济必将在更加广阔的领域

迅速发展
;
第二

,

国家支持非国有企业参与国

有企业辅业分离和改制工作
,

这将会使很大一

部分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 国有企业剥离的辅业

和国有中小企业改制成为非国有企业
;
第三

,

西部大开发
、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环渤海经

济圈的规划和相应的优惠政策
,

将为非国有企

业提供很多的发展机会 ; 第四
,

国家实施发展

小城镇战略将主要依靠非 国有企业 的投资
,

这

将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提供广泛的机遇 ; 第五
,

《中小企业促进法 》 将刺激更多的非国有中小企

业产生和发展
。

3
.

非国有经济的产业分布将更加广泛

第一
,

《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

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 户允许非国有企业

进人更多的行业
,

包括原国有企业垄断的大部

分行业
,

如银行
、

电信
、

能源 和 基础设施等
,

从而使各类市场主体将在这些行业享有平等的

投资
、

生产和经营权利
;
第二

,

随着国家对私

营企业进出 口 限制的解除
,

在进出 口 贸易领域
5 8

将涌现一大批私营企业 ; 第三
,

随着非国有企

业广泛参与国有企业
“

主辅分离
、

辅业改制
”

工作
,

必将使非国有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
,

竞

争能力不断增强 ; 第四
,

由于发达 国家的技术

优势
,

中国的高技术产业仍是外商投资企业 的

重要进人领域
。

4
.

内资非国有企业的经营质量将得到更大

程度的提高

内资非国有企业在未来的市场竞争 中将面

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压力
,

从而促使 内资不断提

高自身的经营质量
,

以增强企业 的竞争力
。

第

一
,

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
,

内资非国有企

业将会逐渐从劳动密集型转向重化工业和以科

技创新
、

信息化为主要标志的新型工业
;
第二

,

内资非国有企业发展战略将由单纯量的扩张转

向做大做强
,

逐渐摒弃多元化投资方式
,

更加

注重专业化发展
,

做强主业
;
第三

,

内资非 国

有企业将积极应对市场尤其是国外市场的竞争
,

不断扩大国内和 国际市场的份额 ; 第四
,

内资

非国有企业将积极推进产业转移的进程
,

将产

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

突破发 展过程中面临的

土地
、

资源 和劳动力等瓶颈
;
第五

,

内资非国

有企业将通过不断加强企业内部管理
,

完善薪

酬制度
、

信息化管理以及加强营销管理和财务

管理
,

实现由家长式管理向科学管理的转变
。

5
.

非 国有企业 的公司治理状况将进一 步

完善

非国有企业将全面推进产权制度和治理制

度的变革
,

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

通过吸

纳更多的投资主体
,

从而实现企业产权的多元

化
。

通过多元化产权主体的相互制衡
、

相互激

励进一步增强非 国有企业的活力
。

同时
,

非国

有企业还将积极通过国内外上市
,

促进企业改

善公司治理结构
,

积极关注投资者及其他利益

相关者的利益
,

严格约束企业 自身行为
,

从而

实现非 国有企业的跨越式发展
。

(二 ) 国有企业

1
.

国有经济在 国民经济中的布局和结构将

得到进一步优化

中共十五届 四中全会提出
,

到 2 0 10 年要基

本完成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和 改组
,

从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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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比较合理的国有经济布局 和结构
。

通过坚持

有进有退
、

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
,

建立起 以

市场配置资源为主 的运行机制
,

支持和鼓励 国

有经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资源节约
、

可持续

发展的道路
,

这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

第一
,

国

有经济将向关系国家安全和 国家经济命脉的重

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 ; 第二
,

国有经济将 向

具有竞争优势的行业和未来可能形成主导产业

的领域集中
;
第三

,

国有经济将向具有较强 国

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集 中
;

第四
,

国有经济

将向国有企业的主业集中
。

此外
,

中央 国有企

业
“
主辅分离

,

辅业改制
,

强化主业
”

工作和

国有中小型企业退出工作将进一步加强
,

并积

极鼓励非国有企业参与改组国有企业的工作
。

2
.

国有资产监管法规体系将得到进一步

完善

各级国资委 已经全部建立
,

中央政府和地

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的监管体

系已经基本形成
。

各级国资委将继续做好国有

企业运行状况的统计分析
,

加强清产核资
,

完

善相关规章制度
,

以 防止出现新 的不 良资产
;

财务监督制度体系建设将不断加强
,

审计监督

工作体系将不断完善
;
财务快报和 国有资产统

计工作体系将会健全
,

以加强企业财务动态检

测和分析
;
产权界 定

、

资产评估
、

资产划转
、

产权登记
、

产权转让监管
、

产权纠纷调解处理

等产权管理的基础性工作将会进 一步规范
。

此

外
,

《企业国有资产法 》 已经出台
,

这从法律上

最终确立 了国有资产运 营和监管体系
,

国资委

作为出资人
,

将以特殊民商法 主体参与企业的

监管并行使股东权利
,

而不再是行使行政管

理权
。

3
.

国有大型企业的公司治理将更加规范

随着国有资产监管体系的确立和监管法律

法规的不断完善
,

切实推进国有大型企业产权

制度改革
、

规范国有大型企业公司治理将是未

来深化国有经济改革的重点
。

在今后的一段时

期
,

国有大型企业将更多地改制为非国有独资

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
,

通过规范上

市
、

集团上市
、

引人战略投资者
、

产权置换
、

相互参股等途径最终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和

产权的明晰化
,

真正摆脱政府的行政干 预
。

同

时
,

出资人和经营者的权利将更加明确
,

公司

内部有效的激励机制和 约束机制将基本形成
。

中央企业中的国有独资公司将全面建立董事会
,

董事会内设立独立董事
,

并在董事会内建立 战

略
、

提名
、

薪酬与考核等专门委员会
,

这将使

中央 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组更加符合市场规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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