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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王   珏

    邱志忠同志写作的这部书的出版,对于深化企业改革,

搞活大中型企业,提高经济效益,对于探索企业经营机制理

论,很有意义。

    继续增强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深化经济体

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但目前许多企业,特别是国营大中型企

业,仍然活力不足,效益较差。究其原因主要是许多深层次

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企业经营机制虚弱。因此,搞活企业,

提高效益,根本出路在于进行深层次改革,彻底转变企业经

营机制。在这方面,本书进行了可贵的探讨。

    作者根据我国极大多数企业,特别是国营大中型企业的

实际情况,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需要出发,按照社会主义有

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对企业经营机制进行了较系统、

较全面、较深入的研究。本书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系统性。这本书对企业经营机制从理论规范、内容、作

用、目标模式,到企业动力机制、决策机制、技术更新机

制、竞争机制、抗风险机制、约束机制、企业各种经营机制

的综合运行,以及转变企业经营机制所需的内外环境等,进

行了系统的阐述,提出了一种关于企业经营机制的理论框

架。

    理论性。本书在理论上的论述有一定的深度。如对企业



经营机制的含义、特征的分析;对“企业人”理论、两权分

离理论、企业内在矛盾及其转化的分析;对企业经营机制运

行机理、功能的分析;对社会主义劳动者共有股份制能彻底

转变企业经营机制的功理的分析等,均有一定的理论深度,

有新意。

    开拓性。作者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大胆探索

企业经营机制的各种疑难问题和热点问题。在企业所有权与

经营权的二次分离与双层结合、企业二元动力机制、企业

与政府关系、企业决策机制、分配制度、调整企业“四率”

(留利率、税率、折旧率、利息率)、强化企业自生型技术

更新能力,以及企业竞争力“双层转换方式”、企业发展动

力与约束力的结合等问题上的研究,有作者独立的见解,体

现了作者的开拓、创新精神。

    针对性。本书是作者在通过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

的。作者针对近几年我国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以及

社会敏感的问题,不回避矛盾,知难而进,对许多问题进行

了有益的探索。如针对现在社会上出现的旧体制复归的现

象,提出不能按自然经济、产品经济的要求办企业,而只能

按商品经济要求办企业,搞活企业的关键点是充分运用市场

法则;针对我国政企不分长期难以解决的现象,探讨了政企

不分的深层原因,提出从组织体制上解决的对策;针对企业

普遍存在的“两心”的领导体制,提出企业只能建立“一个

中心”的决策体制的构想;针对企业技术更新缓慢,发展后

劲不足的现象,建议政府对企业真正实行“放水养鱼”的方

针,国家财政困难不能单纯靠企业解决,只能靠积极培育税

源、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减少财政补贴、精兵简政等途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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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

    实用性。本书不仅研究企业经营机制的理论问题,也研

究转变企业经营机制的实际操作问题。在提高企业分配合理

度、启动企业精神动力、协调企业人际关系、改革企业决策

体制、进行企业技术更新、增强企业竞争能力、抗风险能力

和自我约束能力等问题上的研究,具有实用价值,对企业深

入进行各项改革以及搞好企业日常经营管理,具有指导意

义。

    本书是对企业经营机制的初步探索,既然是探索,又是

初步的,就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甚至错误,这些留给读

者自己去评说。但我认为本书探索的方向是正确的,有价值

的。我希望有更多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以勇于创

新、大胆探索的精神,积极探讨我国企业经营机制的各种理

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为增强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活力,振

兴我国经济贡献力量。

    199 1年7月5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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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转变经营机制:企业夺

    取高效益的优化选择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

“八五”计划的建议》指出:  “继续增强企业特别是国营大

中型企业的活力,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同时

要求我们的全部经济工作都要转移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

的轨道上来。那么,怎样才能进一步增强企业的活力呢?怎

样才能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呢?最优的选择是:转变企业经

营机制。

    、我国企业面临的一个重大任务

    我国企业经过1 0多年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这是任何人无法否认的事实。然而,我国企业仍存在许多问

题,突出的问题是经济效益差。1979年至1988年全民所有制

独立核算工业企业资金利润率由1 6%,下降到10.5%,资金利

税率由25%下降到22.6%,产值利税率由26%%下降到24.2%。

1989、1990年我国企业经济效益下降更为明显。我国预算内

国营工业企业,1990年比上年实现利税下降18.5%,实现利

润下降58%,资金利税率为13.8%,比上年下降5.5个百分

点,资金利润率为2.7%,比上年下降4.5个百分点,流动资



金周转天数慢了约20天,可比产品成本上升70%。工业企业

亏损户占全部工业企业数的31.3%,亏损额为286亿元。我

国1980年至1990年经济效益下降情况见图表0—1。

    经济效益太低是我国经济活动中的一个突出矛盾,是实

现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第二步奋斗目标必须解决的一个主要

问题。为此,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

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要求,始终把提高经济效益作

为全部经济工作的中心,并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我国经济发

展的一个基本指导方针。

    这样,我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就面临一个重大任务,

这就是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为了提高企业经济效益,首先必

须找到影响企业经济效益的因素。影响企业经济效益的因素

是多方面的,有主观上的原因,如急于求成,速度过快,管

理跟不上,评价指标不科学等;也有客观上的原因,如我国

劳动力多,就业任务大,就业与效率矛盾突出,以及技术装

备差、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低、产业结构不合理、劳动素质低

以及企业社会负担重经济效益转移等。然而,当我国急于求

成、速度过快的问题基本解决,经济发展速度正常以后,经

济效益差的问题并未扭转,而且越来越恶化。这说明还有更

深层次的原因在起作用。同时,以上所列的主客观因素中,

许多因素是所有企业都面临的,包括集体企业,乡镇企业、

私营企业都面临这样一些问题,但为什么在同样的条件下,

集体企业、乡镇企业的经济效益状况反而要好一些呢?为什

么同样是国有企业,有些经济效益特别好,有些经济效益却

很糟糕?为什么同行业、同规模、同等技术水平的不同企业

的经济效益相差非常悬殊呢?1990年,经国务院批准,我国





对234户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点工业企业实行了“双保”,

即国家保证企业正常生产的资金、能源、物资、运输等,企

业保证完成国家所需产品的生产、调拨和税利。一年多的实

践表明,  “双保”对改变企业外部条件,保证国家重点产品

的生产和分配很有帮助。然而在“双保”以后,企业的经济

效益却出现了有升有降的截然相反的情况。据甘肃省计委和

统计局的统计,该省11家“双保”企业,1990年都完成了

“双保”任务,但金川有色金属公司、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和

兰州铝厂3户企业继1 989年创历史最高水平后,利税总额从

上年的6.2亿元增加到7.2亿元,增幅分别在10%到20%以

上;兰州炼油化工总厂、白银有色金属公司、连城铝厂、酒

泉钢铁公司、兰州碳素厂、西北铁合金厂6户企业利税金额

从上年的6.4亿元下降到5.6亿元,降幅分别在3%到70%之

间;玉门石油管理局、长庆石油勘探局2户政策性亏损企

业,亏损总额从上年的1.12亿元增加到1.86亿元,增亏

65%。①为什么同是“双保”,效益却如此不同呢?笔者认

为,决定企业经济效益高低的根本因素是企业活力的大小,

也就是企业经营机制的状况。转变企业经营机制,是我国企

业夺取高效益的优化选择。

    二、我国企业改革的着眼点

    企业的各种改革,无论是完善承包责任制,还是进行股

份制试点,无论是企业外部环境的改革,还是企业内部的改

①引自1991年2月14日《经济日报》。



革,都应把着眼点放在转变企业经营机制上面。正如有些企

业家所说,现在要搞活企业,不给钱可以,但要给政策,给

机制。这是因为:

    1.转变企业经营机制是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经济效益

的根本问题。

    企业活力就是企业的生命力。企业生命力就是企业动

力、决策力、应变力、更新力、约束力的总和。企业生命力

来自企业生命机制,也就是企业经营机制。正如一篇论及企

业生命机制的论文指出的:“生命机制是使一个企业能够生

存、发展的最根本的东西。在企业发展的某个阶段,就每一

个要素本身而言,都没有如此的根本性。例如,资金可能有

多有少,物质条件可能有好有次,技术可能有高有低,信息

有可能充足或不充足,甚至在管理因素中,管理制度有可能

完善或不完善,管理经验有可能丰富或缺乏,但这些都不可

能从根本上妨碍一个企业自我调节、自我提高、由小到大、

由弱到强、由低水平向高水平地发展起来。但生命机制却不

是这样,没有它,企业将丧失生命力,停滞不前或萎缩。”①

我国党和政府已经十分明确地指出过:增强企业活力是整

个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经济体制改革必须紧紧抓

住这个中心环节。而抓住这个中心环节,就要进行以转变企

业经营机制为重点的改革。这是因为企业经营机制的强弱,

决定企业生命机制的强弱,决定企业活力的大小,决定企业

经济效益的高低。不进行以转变企业经营机制为重点的改

革,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就没有抓住。增强企业活力,

  ①王阳:《试论企业的生命机制》,载《企业管理新模式初探》,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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