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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

问题与对策研究

于少 东

【提 要 】 国有企业应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发挥 引领作 用 。 它是新型城镇化经济调整和

产业升级的主要后盾 ,
是改善民生与提升质量的 坚 强依靠 ,

是维护社会稳定与 和谐发展的

重要力量 。 但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过程 中 , 国有企业 的 引 领作用 不 强 , 存在着产业结构失

衡、 环境污染严重 、 内部管理紊乱等 问题 。 国 有企业参与新 型城镇化建设的 出路在 于发挥

其龙头作用 ,
优化其布局结构 ,

改善其机制管理 ,
强化其社会责任等 。

【关键词 】 新型城镇化 国 有企业 社会责任 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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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快速转换 , 消耗了大量的国产和进 口资源 ,

＿

、 弓 1 胃已经不可逆转地改变了 中 国 的面貌 。

”？ 在公有

国有企业与
一

般企业不同 , 是处于特殊地位
制为主体＿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 国有＆

的企业 , 其企业 目标不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主旨 ,

业是工业化
,
新型城镇化的主要

￥
量 , 需要发

更多的是承担社会责任 , 实现
－

定的社会 目标 。

挥重要的主
＾
性作用 。 但是 , 当 即 的 国 有企业

国有企业軸＃－般企业不能雜、 不愿雜或

者不适合雜的社会责任或社会 目标 , 細家安
城镇化中的作用发挥 。 如何加强国 有企业的转

全公益性 、 发顾族产业 、 提供经济发励人民
’

生活的基础条件 、 发展高科技 、 实现社会公平正
是．的重要课题 。

义等 。
① 在新型城镇化过程 中 , 《 国家新型城镇二、 当前我国新型城镇化过程

化规划 ( 2 0 1 4
—

2 0 2 0 年 ) 》 指 出 ：

“

当今 中 国 ,中国有企业的地位与作用
城镇化与工业化 、 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一一

展 , 是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内容 ,

． 彼此相辅相成 。地位与作用决定 目标 , 目标引导路径 。 研

工业化处于主导地位 , 是发展的动力 。

”

国外研

究者也指 出 ：

“

中国最近增加的城市建成环境的① 金碚 ： 《 国有企业渐进式改革的历史轨迹 》 , 《 南京师范大学

面积是前所未有的 , 并 占世界所有新建筑面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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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少东 ： 国有企业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究国有企业如何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 , 首先应社会稳定与 和谐发展 。 中 国在人 口压力 大而资

正确认识其在经济社会发展 中 的地位和作 用 。 源严重短缺的基本国情制 约下提 出
“

城镇化
”

科学认识国有企业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 的 重要战略 , 主要 目 的是在维护稳定 的条件下逐步调

地位和引 领作用 , 对于坚持巩 固和发展公有制整产业结构 、 就业结构和城 乡 关系 , 合理地缓

经济 , 鼓励 、 支持 、 引 导 非公有 制经济发展 , 解农业 、 农村 、 农 民 的
“

三农问题
”

。

？ 在新型

推动新型城镇化的科学发展 、 和谐发展 , 实现城镇化建设过程 中 , 国有企业的国有属性决定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 目 标具有重要意义 。 具了其必须承担维护社会稳定 、 促进社会和谐的

体而言 , 国有企业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 的地位责任 , 为促进新型城镇化顺利推进发挥坚 强堡

与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金作用 。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 中 , 应该发挥

(

一

) 国有企业是新型城镇化经济调整与产国有企业维护社会稳定 、 改善民生 、 完善服务

业升级的主要后盾 。 经过改革开放 以来的实践的重要优势 , 用高度政治 自 觉性保障和落实 国

和理论探索 , 通过股份制 、 混合制等实现形式 , 家宏观调控 目标 , 为维护社会稳定作 出 重大

国有企业找到 了在市场经济体制 中的功能定位贡献 。

和发展途径 , 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重要 主一

体 、 推动科学发展的重要力 量 。 在新型城镇化三、 国有企业参与新型城

中 , 要发挥 国有企业 的 突 出地位 和 引领作用 ,镇化建设的主要问题

＿有企业理应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发挥坚
经济结枸调整与产 、

丨卩升级 , 不 断增强 国有企 仆
强主体作用 , 但现实 中却未 能充分发挥应有作

的控制力 、 兄争力 、 影 向力 ’ 形成新型城镇化
用 因此有必要从国 有企业参与层面考寧新型

健康发展的坚强 主体 。 国有企业科技创新能力
Ｓ城镇化建设过程遇到 的各种 问题 , 进而为 国有
强 , 技木装备好 , 能为新型 城镇化建设发挥产八 ？—＋

业振兴 、 结构优化 、 经济增长 的主导作用 。 ａ

有企业在资金、 技术 、 规模上具有优势 , 能 为 ,
丨
丄

丨

、＿^

ｕｈｈ (
一

) 传统粗放型 、 土地型城镇化道路 , 地
新型城镇化带来足 够的资金 、 技术和规模上 的＿． ．

^

士播 ／ｆｃｍ
区发展不平衡 、 产业结构失衡 , 国有企业转型

支撑作用 , 并 ；Ｓ用现代企业制度 , 为新型城镇
滞后制约新型城镇化进程 。 我 国前些年的城镇

丨二 ) 贿企业是提升城镇化品质与改善 民

生的坚强依靠 。 新型城镇化区别于传统雖化 ｆ ｘｒｆｌ ？^
— Ｍ■入＿

牲环境和 资源 的 觀 现象 。 这种粗放型 、

镇化 , 重则＾賴倾＿＿麵盖＿土麵 、 籠聽＿＿鶴解纯追求城

本公共服务 的均等化 。 国有企业尽管有企业经 ＝ , ＝
指标 ,

严ｉ
了城镇
严

展 基

营特征 , 但社会效卿民生改額是其首位的
是产业基础 ’■了人们 的生产生＿

＠标 。 这些决定了 国有企业必然是新型城镇ａ,

, 牺
＾
了

二
孙
ｆ
代
ｆ
利益

二 2
背
Ｚ土

口 、

、 2
民生改善与质量提升 的坚强依靠 。 在新型城镇

济 、 ＿ 、

化建设过程 中 , 国 有企业可 以通过加大新型ｍ■ 自然■罚 。

2

在《城■■过程 中 ’

镇化过程 中 的基础设施、 社会保障 、 酣 、 文
’

化 、 体育 、 贿 、 保障性住率
等领域的投入力

断资源能源领域 ’ 《务业领域投人不足 ’Ｍ

度 , 不断提高和改善新型城镇 的 民生福祉 。


( 三 ) 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 国有企业是唯护① 温铁军 、 温厉 ： 《中国的
“

城镇化
”

与发展 中国家城市化的

4丄 入二1
＝如

、

比 取 ＩＳ 沾击ｍ ｉ旦ＡＣ ＷＭ Ｗ
＂姑 几教训 》 ’ 《 中 国软科学 》 細 7 年第 7 期 。

社云稳定 与和谐发展 的重要力量 。 新Ｓｉ城镇化
② 彭红碧 、 杨峰 ： 《 新型城镇化道路的科学 内涵 》 , 《理论探

的一个重要 目标是化解和减少三农问题 , 促进索 》 2 0 1 0 年第 4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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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引领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调整的积极作用 。 有些企业甚至虚报经营业绩 , 瞒报实际亏损 。

国有企业垄断了国计民生的核心领域 , 长期 占据国有企业管理人员 自 身的素质存在 问题 , 有些

垄断利润 , 但却没有将这些利润转化为促进产业领导政治 、 业务素质不高 , 缺乏 民 主管理与监

结构调整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积极因素 。督机制 。 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 了 国有企业的市

(二 ) 新型城镇化所需资金量 巨大 , 但资金场化 、 现代化发展 , 制约 了企业活力 , 制约 了

来源匮乏 , 国有企业投入不足 ,
难以支撑新型国有企业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作用发挥 。

城镇化建设 。
《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 2 0 1 4

？

2 0 2 0 年 ) 》 指 出 , 到 2 0 2 0 年我 国常住人 口 的城四 、 国有企业参与新型城

镇化率要达到 6 0 ％左右 , 实现 1 亿左右农业转镇化胃设的对策选择

移人 口和其他常住人 口 在城镇落 户 。 未来各级面对新型城镇化进程 中存在 的各种问题 ,

地方政府需要持续投人大笔资金推进城镇化建 ＾＾ ｊｒｒ , , ｉｒｒ^
ｎ、弁ＫＵｒｆ？士 也 ｆｔ ｒｐ？ 丨 丨

国有企业应在资金筹措 、 加快产业转型 、 减少
设 。 目前我国地方政府的资金主要来 自于税收收

人 、 土地财政以及投融资平台 。 受经济增幅下降 、

？

结构性聽等因素的影响 , 地方财政收人增速将

纖放缓 , 土耐前舰無。 很細細冑

平台负债率超过＿ , 债务负担较重 。 地方赚 ！；

平台在城镇化建设中 的作用难以持续 。 ｆｆｉｊ很多国 ｉ ＾ ＾．ｒ

’

有企业资金雄厚 , 但在新纖镇化建设过程中对
——ｍ

入
对策 ：

、

( 三 ) 生态建设任务繁重 , 环境污染严重 ,
(

一

) 发挥国有企业龙头作用 , 加大对新型

城乡统筹任練巨 , 贿企业未能发挥积极＃

用 。 近些年来 , Ｓ有企业过分 ｉｔ求经济糧 ,

等繊的投人 ’ 满蹄觀镇化建翻资金需

忽视了承担国计民生 的社会责任 , 在新型城镇

化与生态文明建设中 未能主动承担生态责任 ,

关键在于加强基础设施 、 民生改善 、 基本公共

没有重视对難化中生态建设隨入 , 没有优■等＠域￥殳 。 ＿ 有企Ｉ为保＿生 ’ 并不

化结构和节能减排 , 对这些领域的投人和建设
以盈利为第

一要务 , 在保持收人 、 利润增 长 的

力度不够 , 偏离其公共性职能 ’ 未能在新型城 同时 , 国有企业应该发挥龙头作用 ’ 将其收益

镇化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投资于新 镇化Ｋ域的产 ｉｋ发展和升级 ,

( 四 ) 国有企业内部管理问题制约新型城镇 投资于关系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 引 领社会责

化进程 。 第一 , 部分国有企业还没有完全从政 任落实的相关领域 , 将相 当
一

部分资金投人到

府的怀抱当 中解脱出来 , 自 身市场竞争主体地 新型城镇化建设当中解决新型城镇化在建设基

位不稳 , 产权多元化改革进展缓慢 , 资本运作 础设施 、 公共服务 、 生态文 明 等领域 的资金不

水平有待提升 。 第二 , 多数国有企业管理方式足问题 。 第
一

, 国有企业要重视城市环境污染

方法落后 , 决策程序不科学 。 国 有企业的管理治理和生态建设的投资 , 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

经营者多由政府直接任命 , 采用集权管理方式 ,
最突出位置 , 为子孙后代留下最宝贵的生态资

国有企业的负责人身兼数职 , 各种决策集于
一 源 。 第二 , 提高国有企业上缴红利的比例 , 为新

身 , 决策是否科学 , 是否符合企业经济利益等 ,
型城镇化建设筹集大量资金 。 《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

一般职员无法监督 , 这种现状很难适应市场经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 指出 , 要提高国

济发展 。 第三 , 缺乏长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 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的比例 ,
2 0 2 0 年提高到

干好干坏没有 明显的区别 , 不利于 国有企业运 3 0 ％ , 更多地应用到社会保障和改善民生领域当

行绩效提升 。 有些企业片面追求速度 、 规模 , 中 。 第三 , 新型城镇化要求 以人为核心 , 真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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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少东 ： 国有企业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决我国城镇化过去
“

化地不化人
”

的问题 , 需要 (三 ) 改善 国有企业管理 , 构建新型城镇化

持续的巨量资金投入 , 而变现国有企业经营性资的产业升级 、 要素 流动机制 , 激活创新与变革

产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筹资不失为
一种必要和可行的市场活力 。 采用混合制 、 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的选择 。

？ 国有企业通过融资和对部分质量不高优化国有企业运行机制 , 发挥市场机制在新型

的 国有 资产进行变现或者 出售部分 国 有 股权 , 城镇化建设 中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 构建新

为城镇化建设提供大量资金 。 在新型城镇化建型城镇化产业升级 、 要素流动 、 自 由竞争机制 ,

设 中 , 国有企业要优化资本组合 , 充分吸收社激活创新与变革的市场活力与动力 , 促进资本 、

会资本 、 民 间资本进行股份制合作 , 创新体制技术 、 人 口 的 自 由流动和产业的空 间聚集 , 助

机制 , 发展混合制等共同参与新型城镇化的建推新型城镇化进程 。 从动 力机制 角度看 , 城镇

设与投资中 , 不断盘活 国有资产 , 在实 现国 有化可 以依靠 国有企业引 导人 口从农村向 城市的

资产保值增值的基础上提升活力 , 为新型城镇集 中流动 , 发挥市场机制对推进城镇化发展中

化提供充足的资金 , 提高新型城镇化的质量与合理配置生产要素的决定性作用 , 发挥国 有企

效益 。业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宏观调控 、 产业 引 领

( 二 ) 优化 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 , 加快区域作用 , 加强国有企业管理机制创新 , 健全市场

平衡 , 减少城 乡差距 , 促进城乡 统筹发展和新主导与政府引 导相协同的城镇化实现机制 。 要

型城镇化进程 。 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 , 增积极发挥国有企业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产业

强国有经济活力 、 控制力 和影 响力 , 进一步把结构调整 、 升级优化以及要 素流动的坚强依靠

国有资本集中 起来 , 投人到新型城镇化建设 中作用 , 重 视技术创新 , 加大投人 , 完善机制 ,

真正需要 国 有经济进人和加强 的领域与行业 , 改善服务 , 提高质量 , 不断提升新型城镇化活

主要包括涉及重要基础设施与城乡公益性基础力与创新动力 。 改善 国有 企业管理 , 改变传统

设施 、 不可再生的 战略资 源领域 、 以及 国 民经的高度集权管理模式 ,
引 入 民主化管理机制 ,

济支柱产业及重点高新技术产业等 。 国 有企业采用现代企业制度进行管理 。 必须逐步改革 国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要有进有退 、 有所为有所企主要经营者的选拔方式和选拔机制 , 积极探

不为 , 需要重 点控制 的行业和领域主要 包括 ：
索适应市场经济 和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选人用

涉及国家安全 的行业 , 自 然垄断 的行业 , 提供人机制 。 提高国有企业管理者管理素质和管理

重要公共产 品和服务的行业 , 以及支柱产业和水平 , 改革国有企业职工 的薪酬体系 , 引 人市

高新技术产业 中的重要骨干企业 。 在传统产业场竞争机制 , 实行绩效管理制度 , 提高业务 素

中 , 要重点依托大公 司 、 大集 团 的力量推动 城质和能力 , 建立 民主监督机制 。

镇化中 的产业结构调整 、 优化产业布局 , 统筹( 四 ) 强化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 。 面对三农

规划经济布局 、 结构调整 的方 向 与重点 , 完善问题 , 发挥资源优势 , 不断优化城镇体系结构 ,

产业链 , 本着优势互补 的原则 推动跨区域 、 跨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 国有企业应发挥

所有制 的重组 。 在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的 自然垄公有制的优势 , 按照社会主义要求发展生产力 ,

断和技术资金密集型行业要强化产品升级和技术促进共同富裕 , 坚持 以人为本 ,
履行社会责任 ,

进步 , 要加强创新开发能力 , 通过协作配套带动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 新型城镇化发展不是要消

中小企业的发展 , 缩小地区发展不平衡。 新型城灭农村 、 农业 、 农 民 , 而是要注重三农问题的

镇化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 国有企业应集中发展 解决 , 增强农村文明的传承能力 。

② 国企应发挥

大公司 、 大集团 , 直接为生产生活服务 , 把基础

设施建设行业 、 高新技术产业 、 现代服务业 、 现① 林放等 ： 《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国有企业资产变现
一兼谈建

代农业作为国有企业调整产业结构 、 改善地区经立宏观调控的第三手段 》 ’ 《湖北社会科学 》 2 0 1 3 年第 1 1

。

济发展不平衡 、 推动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重点
② 张 占斌 ： 《新型城镇化的战略意义和改革难题》 , 《 国家行政

行业 。学院学报 》 2 0 1 3 年第 1 期 。

7 3



《 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 2 0 1 5 年第 1 期

重要作用 , 承担社会责任 , 破解三农问题 。 新是
一

个经济 问题 , 更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效率 问

型城镇化既是挑战又是发展机遇 , 适度调整 战题 。

( 2 ＞现实生活中 , 每
一

个国有企业都有其独特

略规划 , 充分发挥 国企 自 身 的市场竞争优势 、 的市场 目标和企业定位 。 但在未来的社会竞争

资金优势 、 资 源优势 、 科技信息优势 、 人才优中 , 国有企业 自身形象的维 持与建设是其长期

势 、 特别是强大的政治优势 , 积极调 整生产关发展的重要 目标之
一

。 因此 , 国有企业要坚持

系 , 进
一

步解放生产力 , 主动进军城乡结合部 、 以人为本 , 要敢于担当相应 的社会责任 。 在新

农村地区
,
扩大就业 、 增加收入 , 为当地农民发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关 口 , 抓住机遇 、 迎接挑

展 、 新农村建设 、 新型城镇化建设贡献力量 。 以战 ,
既发展壮大 自 己 , 又要加大对城乡一体化 、

国有企业为基础 , 利用和整合各种社会资源 , 进城乡 统筹发展的投资和建设 ,
不断推进和优化

行产业结构调整 , 尽快形成
“

小城镇
”

效应 , 通城镇体系结构 , 最终为推进新型城镇化 、 实现

过发挥
“

小城镇
”

的功能 , 逐步缩小地区之间 、 人的城镇化作出应有贡献 。

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 , 国有企业应坚持人力资本

理念 , 重视人才 , 挖掘人才 , 培养人才 , 加强 自本文作者 ： 中 国 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

身管理 , 优化机制 , 提高团队人员整体素质 , 强责任编辑 ： 何 辉

化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 。 努力实现
“

以城带乡
”

、



“

以企带农
”

、

“

环境资源集约化
”

、

“

农业现代化
”

、

“

产城
一体化

, ,

、

“

农 民市民化
, ,

, 避免出现各类经① 梁正卿 、 张云钢 ： 《论国有企业所在地的
“

小城镇
”

建设 》 ,

济 、 社会 、 环境资源 、 交通等方面的不可持续的
《— 》 ’

,

、￣
ｉ ｂｗ

■

山加？革与发 究 》 , 中 国经济
刚出现 。

出脈麗 年版 。

总之 , 国有企业从其产生之 日起就不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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