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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木清华   我们国家为什么要进行国企改

革？是因为国企效率低，还是其他原因？

吴文学   过去很多年国有企业存在一些问

题，叫政企不分、产权不清晰、责任不明确，到

现在也有很多国企是这样的，带来了很多弊端。

关于国企的效率问题，国际的论证是两说

的，没有结论表明国企效率一定低。有国外的学

者统计过国际上相关研究的论文数，1975-1999

年所有公开发表的文献中，在完全竞争性市场上，

2/3 左右的研究认为私营企业效率高于国有企业，

而在垄断性市场上，认为国有企业效率高和私营

企业效率高的比例大致相当。

但是国有企业确实有很多问题，前一阵子国

企改革主要是进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央企的效

率马上就提升了。现在批判的声音主要集中在国

有企业过去很强大，有信誉，有历史积淀，贷款

的成本比民营企业低，所以挤掉了民营企业未来

的生存空间，而且没有履行自己的使命、履行国

家战略，所以要改革。

水木清华   国企是谁的？老百姓可能比较

关心，国家给国企投了很多钱，国企赚钱了没有？

赚的钱到哪里了，有没有到老百姓的口袋里？

吴文学   首先关于投入的问题，以北京市

市属国有企业为例，北京的国企总资产 3.9 万亿，

净资产 1.3 万亿，中间的 2.6 万亿是贷款来的，这

说明投入严重不足，很大一部分比例是靠企业找

的贷款，它的发展很大一部分是靠企业自己积累

起来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本身，还是要弄清楚国企的

定位和使命，不能简单地评价国有企业的效率。

国企改革：对话吴文学
本刊记者      杨   璐      王   正

国有企业做的很多事情本身是没有经济效益的，

因为这是它的使命所在。而且国有企业作为推动

中国经济发展的知识创造、引进与传播者，通过

知识溢出对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源泉和动

力。新经济学（知识经济学）认为现代经济的发

展主要靠新要素——知识，我认为中国经济制度

的成功是知识溢出的成功。第一次知识引进是建

国初期的苏联援助，对口国有企业，基本健全了

我们的工业体系。第二次知识引进是改革开放后

从西方引进了很多知识，国有企业作为先行者，

通过合资、合作、引进设备等手段引进了大量产

业知识和市场经济的知识，然后通过各种渠道溢

出到其他企业。许多民营企业的老板和管理、技

术骨干，都是国有企业曾经的管理者和员工，这

就是知识溢出与扩散的重要方式。我的博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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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建了一个模型并进行实证，落后经济体的发

展速度，很大程度上受其对外获取知识溢出的速

度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奇迹，事实上是中国改革

开放后成功高速获取先进国家和地区知识溢出的

结果。而其中最为重要的成功原因在于，中国大

量的国有企业无私地充当了对外获取知识溢出的

中介和放大器，使得国外先进的产业知识和市场

知识，通过国有企业“像病毒传染一样迅速扩散”。

哪怕有不少国有企业最终在后来的市场竞争中失

败，但从知识溢出的角度，它们对经济发展的贡

献、对人才培养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

水木清华   我们国家和国外的知识差距已

经越来越小了，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吴文学   过去我们从国外拿来知识然后放

大，现在随着中国和国外先进区域的知识差距越

来越小了，我们对外获取知识溢出速度必然越来

越慢。根据我的模型，中国经济增长必然放缓，

必然面临中等收入陷阱。为此中国必须要创新，

提升知识自主生产能力，才能成功摆脱中等收入

陷阱。提升知识自主生产能力，是中国经济未来

发展的主要动力。

水木清华   国企改革的方向是什么？是混

合所有制改革吗？

吴文学   我认为混改不是目的，只是手段，

国企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市场化。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提出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

用，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国有企业必须作为重要的市场力量，同其他经济

成分一起形成多元化的市场主体和竞争环境，推

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国有企业深化改革

的方向是市场化，是要真正成为一个市场经济的

主体。

市场化的核心是要让国有企业真正成为市

场的一个主体，要成为一个个“特殊目的的市场

经济主体”。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民营经济非常重要，要给民营企业留出广阔的生

存空间。国有企业要履行自己的特殊使命，围绕

战略展开工作。央企要围绕国家发展战略，地方

企业围绕地方发展战略，进行布局。特别是在中

国未来经济发展中，急需国企创新引领、知识创

造，而创新是有风险的，深度知识的创造是需要

长期的、面临高风险的投入，民营企业不会去做

的、冒风险的事情国企就要去做，发挥带队作用，

从而引领中国民族产业不断进行知识创新，参与

全球竞争。

水木清华   国有企业的定位和使命是什

么？相应地应该有怎样的改革措施？

吴文学   必须明确国有企业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经济体系中的定位。由上述分析可见，国

有企业的定位就是成为“特殊使命的市场经济主

体”，这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目标，这也

是建立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要求。

我国的国有企业，不仅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经

济主体，还必须同时肩负起国有经济的“特殊使

命”。

我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首先要端正认

识 找 准 方 向 》（吴文学、祁金利，《前线》，

2015.4）一文中提出，国有企业至少应发挥五大

作用：一、作为重要的市场力量，同其他经济成

分一起形成多元化的市场主体和竞争环境；二、

做中国民族产业全球竞争的领头羊；三、做国家

经济安全与自立的重要保障者；四、做中国经济

发展的知识创造、引进与传播者；五、实现社会

主义共同富裕、消除两极分化、维护社会公平正

义、维护市场秩序等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我国

的国有企业将不仅履行保值增值的企业义务，而

且更要担当产业报国的民族大任、科技强国的伟

大使命、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义务和安全稳定的社

会责任，这就是国有企业必须肩负起的“特殊使

命”。这就是国有企业区别于一般经济主体的重

要特点，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一

个重要特点之一，这也是国有企业加强党的领导

的政治方向和政治使命。

所以改革要明确国有企业的战略定位，调整

国有经济布局，不是简单的国有经济退出。要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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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没有战略意义的国有企业，将国有资本配置到

有战略意义的国有企业中，实现国有资本的最有

效配置，使国有企业成为‘特殊目的的市场经济

主体’。在实际操作中，不是简单划定竞争性、

非竞争性领域，然后国有企业从事不赚钱的行业，

而是根据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和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分别明晰该行业、该地

区国有经济应该发挥的作用，制定国有经济发展

目标和发展规划。

水木清华   国企要围绕国家战略使命展开

工作，实践过程中如何推进这样的改革？

吴文学   首先，顶层设计要想明白，我们

不能光照搬西方理论，认为国企是无效的、国企

应该卖掉等。要站在民族产业发展，参与世界竞

争的高度，看待我们的国有企业。

其次，要改革考核体系。要考核国企是否践

行了国家战略、考核它是否实现了其特殊目的。

考核是指挥棒，平衡计分卡之父、哈佛大学教授

卡普兰说，你考核什么，就将得到什么；反过来

说，你想得到什么，你就考核什么。我们的考核

体系需要改变，不能只考核销售额、利润。央企

一共一百多家，可以一事一议，把每个企业的定

位想明白，分别单独考核。考核体系改了，就会

引导国企战略布局的调整和变化。

第三，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核心在于实现

政府国资监管体制和能力的现代化，即要重构政

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特别是政府与国有企业

的关系，深化改革国资监管体系。要厘清政府公

权力与资本所有者权利的边界，从依靠行政命令

式、单方面的政府公权力，转而采用契约式、平

等的资本所有者的财产权利，来行使国资监管权

利。要厘清出资人监管与国家、社会监管的边界，

要完善法律监管、市场监管、行业监管等国家与

社会监管体制，从而使国资监管主体不再承担资

本监管之外的职责，不再成为一个综合监管者，

真正成为出资者，行使出资者职责，从“管企业”

转变到“管资本”。通过将国有经济的“特殊使

命”，直接体现在公司章程或出资人协议中，从

而使国资监管主体能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对

企业进行依法监管。要厘清出资者的资本管理权

与企业经营权的边界，真正建立起国资监管者与

经营者的委托代理关系。一句话，要防止政府公

权力，破坏企业市场主体地位，从而给予国有企

业真正市场主体地位。这是国有企业参与市场公

平竞争的重要的外部环境。

深入工地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