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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导，这种主导作用主要通过
国有企业表现出来。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国有企业与
市场机制的结合。因此，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一直是中国经济体
制改革的核心内容。而国有企业改革的落脚点是建立现代企业制
度，实行市场化经营，以获取体现其价值最大化意义上的效率。

实行市场经济，使国有企业得以摆脱行政桎梏，与其他市场
主体一样平等自由地驰骋商海。但是国有资本、企业的所有者是
国家政权体系，并非如私人老板般的天然主体、能够灵敏有效地
应对市场信号，而且现代市场经济不是单纯的自由竞争，而是有
序的运行过程。依赖 “看不见的手”无法达成此目标，“看得见
的手”更是经常失灵，这就加大了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运行的
成本和代价，导致改革的绩效不佳。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就是说，从市场主体到交易和竞
争、信用，都是通过法治来形成和维持的。如果没有适当的法
治，就意味着市场化运行的企业，犹如脱缰的野马瞎撞乱窜。一
个国家的企业法律制度结构、企业制度环境、企业制度走向等，
决定了其经济的模式和水平、效益，为使国企改制、运行顺应财
产关系和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少走弯路，及早取得成功，就必
须将其纳入法治轨道，将国企改革与现代企业法律制度和相关法
律制度建设结合起来，由此产生了对现代企业法及相关法理论研
究的迫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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昝淑珍同志执著于这一重要课题，经过两年多的潜心研究，
完成了这本专著。它主要以国有企业改革实践和现行的企业法及
相关法律法规为依据，借鉴国外的相关学说和实践，探讨了国有
企业市场化运行的企业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论述了企业产权、
企业领导体制、企业市场竞争和国家宏观管理等法律制度的基本
内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不少有益的见解。她的一些看法未必正
确，但其意义不仅在于让读者了解其见解本身，而且在于引发人
们的思考，带来同行和专家的批评、争论，以提高我国企业法律
制度的品质，为国企市场化运行创设完善的法律制度和运行机
制，并有效地实施，因而欣然为本书写序，作为推荐，期待它能
够发挥应有的社会效益。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史际春
２００３年４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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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国有企业市场化运行是国有企业改革成功的标志和体现。一
个国家企业运行的法律制度安排、法律制度机制、法律制度环境
等，影响或决定了企业的经济绩效。我国国有企业经过２０多年
的市场化改革后，如果其运行的法律制度不能有效地调动参加者
的积极性，不能充分发挥国有企业的特殊职能和作用，那么，国
有企业制度改革是不成功的，或者说是失败的。

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现
代企业制度无疑是在私有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要将其制度和机
制移植于公有制的国有企业，的确是件不容易的事情。本书研究
的目的就在于进一步提升国有企业法律制度的品质，以建立现代
国有企业制度，实现国有企业市场化运行。

一、国有企业的概念及定位
“国有企业”一词，人们并不陌生。按照传统的说法，“国有

企业”是指由中央或地方的一个财政主体或一个国有企业单位所
设立，利用全民所有的财产从事经营，并隶属于政府主管部门，
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以下简称 《企
业法》）的企业。① 但是，随着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发展，
国有企业现状与其传统内涵不相适应了。实践中，不仅出现了原
国有企业的股份制和中外合资、公私合营的企业形式，而且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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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同财政主体或大型国有企业之间纷纷投资组建新企业的状
况。显然，国有企业概念需要重新界定。按照国际惯例，在某一
企业中，国有资本投资或国有持股占到总资本的５０％，该企业
就被认为是国有企业。① 借鉴国际经验，笔者认为，在我国，不
仅国家全额出资的企业为国有企业，而且国家出资超过５０％，
甚至在特定情况下 （同一企业几个股东出资大体相当或其他股东
持股为５％以下），国有企业在企业中持股超过１０％时，也可以
将该企业认定为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是国家投资兴办的企业，但它不是社会主义公
有制独有的企业形式。世界范围内，国有企业在近代诸多国家都
有记载。如１７世纪中期，英国政府将邮电局改组为由中央政府
控制的企业；日本１９世纪７０年代的国有企业就已经相当发达，
曾在国民经济比重中占到７０％左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
是本世纪５０～６０年代的世界性国有化浪潮是国有企业集中的、
普遍的发生和发展时期，战后有１５０多个国家建立了国有经济。
在 《幸福》杂志１９８５年统计的前５００家世界 （不含美国）最大
公司中，国有企业就达７１家，占１／７左右。在我国，国有企业
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其发端可追溯到殷商时期。那时，已有的
专门为王公贵族生产宫廷用品的手工业作坊，可谓国有企业的雏
形，而两汉时期的由国家经营盐、铁的专门机构，可以说是名副
其实的国有企业。但是，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有企业，还是
中国从古代的手工作坊到近代洋务时期的官办企业及国民党南京
政府时期的 “国营事业”，都无一例外地建立在剥削阶级占统治
地位的私有制基础上，与新中国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国有企业
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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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有企业所属性质上讲，可以说，我国目前的国有企业是
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有企业，是资本主义生产
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的激
化，而导致了寻求国家这只 “看得见的手”取代 “看不见的手”
来解决这一矛盾的产物，只是被作为战争工具或国家干预经济的
手段而存在，本质上是为资产者的利益服务。我国古代封建制度
下的国有企业，是 “官办企业”，是作为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和
聚敛钱财的工具。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有企业，是全体国
民公有的企业，在本质上是为全体国民利益服务的。显然，我国
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有其独特的内在规律性，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
国有企业。因此，国有企业市场化运行的法律制度设计与控制，
不能背离我国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这是本书研究的
一个重要前提，也是笔者研究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及运行法律问
题，一贯坚持和始终不渝的信念与原则。

二、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及运行的理论依据和目标模式
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与运行，实际上，也就是公有制与市场

经济的结合问题。如果说，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能很好结合，国
有企业市场化运行就无从谈起。在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
体制下，国有企业的运行与市场无涉。那时，在生产上，政权与
所有权合一，所有权与经营权重合；在流通中，只承认生活消费
品是商品，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所以，国有企业运行根本不
存在市场关系。在经营决策上，只是执行政府计划或国家命令；
在原材料供应和产品销售上，只是接受政府的统一调拨。改革开
放后，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成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题，国
有企业市场化运行中所涉及的产权问题、治理结构问题、宏观调
控问题、市场竞争问题等，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焦点。国有
企业能否重振旗鼓，提高经济效益，发挥应有的作用，就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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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改革这一举。然而，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必须具有强有力
的理论支点。否则，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无异于一场 “胡闹”。

笔者认为，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及运行符合社会发展的一般
原则，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具有统一的内在的根据和社会基
础。其中最主要的是生产社会化带来了现代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
的结合。如前所述，国有经济并非社会主义公有制独有，不仅私
有制的资本主义社会有，古代社会同样有。但是，国有经济与市
场经济结合只是近代社会的事。资本主义社会在产业革命后，伴
随大机器生产的 “工厂”取代了手工操作的 “工场”，生产资料
由个人使用变为许多人共同使用；生产过程从分散的个人行动变
为许多人共同协作的社会行动；产品也由个人的劳动成果变为社
会的劳动成果，生产已经不是一家一户 的小生产，而是社会化
的大生产了。这样，一方面，生产的社会化把整个社会的生产连
接成一个整体，使商品经济成为覆盖全社会并占据统治地位的经
济形态，商品经济发展到了高级阶段，即市场经济。另一方面，
生产社会化加剧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加之，市场经
济固有的缺陷和不足，资本主义经济不得不寻求国家这只 “看得
见的手”来调整，资本主义的国有企业正是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
手段或工具而产生和存在的。显然，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在资
本主义社会里是结合在一起的。按照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社会主义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社会主义
必然是生产社会化的高度发达。但是，按照马克思的设想，社会
主义没有商品，更没有市场经济。然而，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的
伟大创造，是人类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必须遵循的经济运行规
则。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社会制度可以跨越，但人类得以
生存的社会经济形态是不能跨越的。实践表明，在社会主义革命
取得胜利的国家，恰恰是没有商品经济，生产力较为低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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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极其落后的国家。因此，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
后，必须实行市场经济。否则，社会经济难以赶上和超过发达国
家。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使生产社会化的程度更高。在
生产社会化这一经济前提下，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不言而
喻的。

现代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就要求作为国有制实现形式
的传统的国有企业，必须进行市场化改革，并按照市场机制来运
作。

众所周知，自１９７９年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改革经历了
“放权让利”、“经营承包”、“股份制”试点和建立 “现代企业制
度”四个阶段。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前中期，国家分别采取了 “举
借国债”、“放权让利”、“两权分离”和转换经营机制等措施。虽
然，这些举措在国有企业改革的不同阶段上曾发挥了一定的作
用，但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比如，“杀鸡取卵”、“竭泽而渔”、
“搭便车”、短期行为及假冒伪劣公司等，使国有企业改革收效甚
微。目前，国有企业改革已到了攻坚阶段，即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的关键时刻。可以说，这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最后一招了，如果这
招失灵，国有企业可真无路可走了。因此，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实
现建立现代企业的目标。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代
企业制度，国有企业市场化运行，也必然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
要求来运作。那么，什么是现代企业制度？

所谓现代企业制度，是指具有产权多元化功能及由此产生的
分权制衡的治理结构的现代公司。它的组织形式是有限责任公司
和股份有限公司。它的特征是产权清晰、政企分开、权责分明、
管理科学。

所谓产权清晰，是指在法律形式上明确企业出资人与企业的
财产关系。其实质是界定企业出资人投资企业财产的所有权和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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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法人财产所有权。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的产权是不
清晰的，企业的财产是国家的，国家的财产也是企业的。在这种
情况下，企业产权的运作，是以所有者对企业的直接占有为前提
并且与作为所有权的客体 （如厂房、机器等）直接联系在一起，
产权主体要素难以流动，产权客体要素作为主体直接占有的对象
物，产权运作是僵化的、行政命令式的，导致了企业的低效益。
但是，随着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产权清晰，使得产权主体与产
权客体发生了分离，所有者失去了对投资企业财产的直接占有和
控制权，形成了非所有制者占有、使用并合法处置所有人所有的
财产。这样，企业产权的运作便独立于物质资本和物质生产过
程，产权客体要素也不再是被主体直接占有的对象物，企业产权
运作，完全可以按照市场和社会对企业生产的要求，来不断地进
行资源配置和重组。

所谓政企分开，是指理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明确政府与企
业各自的角色、定位和职能。在传统的经济体制下，政企不分，
从政府方面看，表现为行政管理职能与所有权代表职能不分；从
企业方面看，表现为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权与企业经营权不分。
那时，企业没有自主权，企业运作完全听命于政府的安排。政企
分开，则要求政府转变职能，该管的必须管，不该管的或管不好
的事自觉地交给企业，不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对于
企业来说，在政企分开条件下，企业脱离了政府温暖的怀抱，独
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
束、自我发展，国家不再事无巨细的大包大揽，也不再对企业债
务承担无限责任。这就要求企业必须把应有的经营权用好、用
足，同时也必须实现经营机制的转换，按照市场需要组织生产经
营，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营效率。否则，便失去了国有企业市
场化改革和政企分开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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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权责分明，是指应当合理的设定企业出资人的权责和企
业法人的权责，以使其明确对企业财产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从
企业出资者方面看，出资人投资企业后，其所有权只能按照投入
企业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权益，即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参与和
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当企业破产时，出资者只以投入企业的出资
额对企业债务负有限责任。从企业法人方面看，在产权清晰、政
企分开条件下，企业享有占有、使用和依法处分出资人投入企业
的全部资产，即企业法人财产所有权，并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
亏，政府及企业出资人不得随意干预企业自主经营。企业享有独
立的法人财产权利，同时也负有相应的财产责任。企业的责任有
两条：一是企业必须对出资人承担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出资者
投资企业的目的就在于获取相应的收益，如果投资企业不能获取
利益，他宁可贮藏货币也不会投资企业，因为投资具有风险性。
而对于企业来说，既然占有和使用了出资者的财产，就有义务为
出资人财产增值效力。二是企业应以自己的全部法人财产承担责
任。企业享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自主经营，必然也应当是自负盈
亏。当企业破产时，企业债务不能用企业内部成员的财产、出资
人出资额之外财产以及其他法人的财产偿还。企业权责明确，有
利于充分调动和发挥企业的积极性，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保持优
胜而不被劣汰。

所谓管理科学，是指在企业内部建立科学的领导制度和组织
管理制度，形成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经营机制。大家知道，管理
是企业永恒的主题，任何企业运行都离不开它。但管理是否科
学，则关系着企业经营的成败或企业的生死存亡。同样资质的企
业，管理科学就可能起死回生；管理混乱则可能会面临破产。在
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领导体制是 “一长制”，即
高度集中的 “一把手”说了算。无论是建国初期的生产、行政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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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厂长负责制，还是文革时期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或
者今天的 “领导”与 “负责”相结合的厂长 （经理）负责制，仍
然都是 “一长制”的模式。这种领导和管理体制，与现代企业制
度分权制衡的 “民主”管理相比，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前者
高度集权，却形成了企业无人负责、经营者胡作非为的局面；后
者分权制衡，形成了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相互监督和制约的
层层负责。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就是要建立科学的规范的公司法
人治理结构，这是企业正常运转和有效经营的基本保证。

三、国有企业市场化运行法律控制的社会价值
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国有企业市场化运行离不开法律的

保障。国有企业市场化运行法律控制，对于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的建立，乃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推进，
具有积极重要的意义。

１．国有企业市场化运行的法律控制，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
国有经济为主导，使市场经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重要保
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 “公有制＋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无
疑是在私有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要将其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度结
合起来，是一项艰巨的社会工程。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及运行是
这一开创性事业的核心和重点。要保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
向，就应当是实际的而不是虚假地坚持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坚持
国有经济在整个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如果市场上
占绝对优势的是非公有制经济成分，而不是公有制经济，尤其是
国有经济占不了主导地位，那么，这种市场经济一定不会是社会
主义的市场经济。要保障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性质，只有依
靠作为国民经济主要支柱和公有制主要依托的国有企业强大。这
样，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及运行的方向正确与否，是公有制与市
场经济结合这一巨大工程成败的关键。而要保证国有企业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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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及运行的社会主义性质，就只有依法办事。法律是社会关系
的调整器，它不仅具有为人们行为设定模式和方向的规范性，而
且具有阶级性。一方面，它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引导和保障
企业运行的方向；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法律是广大人民意志的体
现，是为社会整体利益服务的，把国有企业市场化运行纳入社会
主义的法制轨道，保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肯定无疑。

２．国有企业市场化运行的法律控制，是促进国有企业经营
机制转换，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条件。经营机制
是指企业与其机能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这是企业这个经济机体
中最为主要的一个机制。企业是一个经济组织，经济效益的好坏
与经营机制的科学、合理与否具有很大的关系。在传统的计划经
济体制下，曾把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
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企业没有经营自主
权。改革开放后，企业经营管理职能虽然从政府无所不包的管理
中分化出来归于企业，但却又集中于厂长 （经理）一人手中，实
际上并未触动企业的经营机制。自１９９２年国务院发布了 《国营
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以下简称 《转机条例》），国有企
业进入了 “转机建制”的改革阶段，至今，十多年来国有企业的
经营机制始终未能彻底转换。主要表现在改制的企业 “换汤不换
药”，有公司之名而无公司之实。究其原因，法律的 “粗略疏漏”
和不依法办事是一重要原因。所以，在国有企业市场化的运行
中，必须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并严格执法，以确保现代企业制度
的建立和完善。

３．国有企业市场化运行的法律控制，是实现经济法制化的
必要条件。经济法制化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备条件之一。中国经
济要与世界接轨，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就必须实行经济法制
化。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要求必须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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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经济法律法规治理、调控经济，把经济建设纳入社会主义法制
化轨道。市场经济是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的经济。但在市
场中，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各部门之间分配，是依据市场价格信
号而自由流动。实际上，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由经济。所以，有人
认为，搞市场经济就是投机取巧，惟利是图，只要能盈利，什么
办法都可以用，甚至可以违法搞不正当竞争。无规矩不成方圆。
经济法制是一切不正当的市场投机行为和市场竞争行为的克星。
要使国有企业市场化运行健康有序，则要求有健全的法律法规来
导引、规范、约束和保障国有企业主体行为，同时净化市场环
境。西方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法律对市场行为的规制，如美国是
利用法律手段干预经济获得成功的国家之一。它特别重视利用经
济立法管理经济，较早地颁布了 《谢尔曼法》、 《克莱顿法》和
《联邦贸易委员会法》三位一体的反垄断法规。日本也是重视利
用经济立法管理经济的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一种法制经
济，国有企业市场化运行的法律控制能够更有效地确保市场经济
的健康发展。

四、本书的主要内容和结构
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是一项巨大的社会工程，需要经济学

界、社会学界和法学界的共同努力。在法律领域探寻国有企业市
场化改革的思维空间，研究国有企业市场化运行的保障机制，构
建适应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结合需要的法律体系，引导、规范和
保障国有企业市场化运行，是本书研究的宗旨。在这一思想指导
下，本书主要研究了国有企业市场化运行的内外法制环境。其结
构为上下两篇。

上篇，是关于国有企业市场化运行的内部法律机制研究。第
一章主要就企业产权性质、产权制度的特征和功能，以及传统企
业产权制度的弊端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并提出了重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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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新思路。第二章是第一章的 “姊妹章”。为了
确保产权制度改革目的的实现，本章提出了国有经济制度二重构
建的大胆设想，并建议在中国宪法中注入国家所有制的二重制
度，以解决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难题。第三章是关于现代国有企
业法人治理结构问题的探讨。通过对西方发达国家，公司治理模
式和我国传统国有企业与改制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分析和研
究，构建了较为适合我国现代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模式。第
四章从法治的角度对企业人力资源的科学管理进行了研究，并提
出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法治化的新思路。

下篇，是关于国有企业市场化运作外部环境的研究。第五章
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及宏观调控法的
必要性、宏观调控法的原则、特征、目标和任务等，并建议制定
宏观调控基本法。第六章分析和研究了国有企业市场化及改制后
的国有企业，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公平竞争、自由竞争的市场环
境问题。主要是研究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的基本问题，
强调市场竞争法是国有企业市场化运行不可缺少的法律保障机
制，提出了反不正当竞争法与 ＷＴＯ规则协调的对策和措施，并
建议修改 《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制定 《反垄断法》。第七章分析
了中国加入 ＷＴＯ对国有企业的影响，提出了国有企业适应国际
市场经济需要及企业法与 ＷＴＯ规则协调的对策和办法，以保障
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顺利进行，保障国有企业按照市场经济要求
健康有序地运行。

１１

导　　言



书书书

目　　录

导　　言 （１）…………………………………………………………

上篇　内部结构

第一章　国有企业市场化与产权制度重构的法律构架 （３）………
第一节　产权与产权制度 （３）…………………………………
第二节　国有企业产权重构的实质 （１２）……………………
第三节　国有企业“产权清晰”与“法人财产权” （２２）………
第四节　国有企业产权重构模式 （３２）………………………

第二章　国有企业市场化与国有制二重构建的法律构想 （４５）…
第一节　国有制的二重构建 （４５）……………………………
第二节　中国宪法中相关理念的重构 （５２）…………………
第三节　国家所有制实现形式 （５６）…………………………

第三章　国有企业市场化与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

　法律调整 （６３）…………………………………………
第一节　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分析 （６３）…………………
第二节　我国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现状及分析 （８０）…………
第三节　我国现代国有企业治理结构模式 （９７）……………

第四章　国有企业市场化与企业人力资源法治管理的

　法律设计 （１３２）…………………………………………
第一节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法治化的必要性 （１３２）…………
第二节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与法治 （１４０）……………………

１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