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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与腾飞（之五）：
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出路在于干部体制的改革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龚刚

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基本上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区别：第一是它的经济运行机制，或者说是经济资源的
分配和调节机制；第二是企业体制。就经济运行机制来讲，主要有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划分；而就企业体制来
讲，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所有制形式。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企业体制取决于所有制形式，然而同样的所有制形
式可以有不同的企业体制，例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有企业体制已经有了不同形式的演变，有些企业体制甚
至可以说是不同所有制形式的混合。如果上述观点能够成立，那么，对企业体制的改革绝非一定是所有制的改
革。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企业的所有制形式（或产权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企业体制的设计。

这里我们不妨提出一个问题：构成经济体制的两大要素, 即运行机制和企业体制, 之间是否存在着一个相适应
的问题。本人认为，这一问题显然是存在的。例如，我们很难想象西方现有的企业体制能够在计划经济的框架中
生存。如果这一适应性问题确实存在，那么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提问：我国目前的企业体制，特别是国有企业体
制，是否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当然，这一问题的提出在于我们假定市场经济已是一条不归之路。因此，为使我
国的经济运行更为有效，我们不得不去研究什么样的企业体制才能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

一个企业能否适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主要由企业的行为所决定。当我们研究经济体制的设计时，我们必须假
定企业作一个经济人，它的行为是理性的，也即企业在从事经济活动时都是在追求着某种目标，并使之最大化。
于是我们的研究又可进一步地体现为：什么样的企业行为目标才是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

在以研究市场经济为主要对象的经济学教科书中，人们通常假定企业所追求的目标为利润，其行为通常体现
为使利润最大。这似乎在告诉我们一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才是适合市场经济的要求。然而，情况绝非如此简
单。经济学的教科书通常给出的是一种静态的分析，它没有考虑“时间”上的区分。事实上，利润可以有长期和短
期之分。所谓短期利润是指当前或近期内的利润，而长期利润是指从现在到未来相当长时期（甚至是无限期）的
利润总和。需要说明的是，这两种不同的利润绝非可以互补，恰恰相反，在很多情况下，它们是相互矛盾和相互
排斥的，也即增加企业的短期利润有可能损害到企业的长远利益，从而造成企业最终被市场所淘汰。例如，企业
可以为增加短期利润而减少用于研究和开发新产品和新技术的费用，而新产品和新技术的不断推出，则是企业在
市场竞争条件下，立于不败之地的长远战略思考。因此，一个适合市场经济的企业，其行为目标并不是追求短期
利润，而必须是追求企业的长期利润并使之最大。

遗憾的是，我国目前许多国营企业，其经济行为通常表现为过分地追求短期利润，从而忽略企业的长远利
益，更有甚者，许多企业甚至不惜以牺牲企业的长远利益来交换短期利润。究其原因，有些是企业决策者因对市
场经济缺乏了解而造成的经营决策上非理性的失误，然而更多是企业决策者为追求自身利益所做的理性决择。而
这种不适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理性选择则完全由现有干部的培养和选拔制度所造成。

目前，我国的干部体制可以说也是政企不分。一位领导干部从他被列为培养对象起就开始不断地在企业和政
府（或行政部门）之间走马换位，而其职务则在不断的走马换位中呈螺旋式上升。领导干部们在企业中的经历又
通常被冠之以“懂得经济”。因此，我们的干部通常是既懂政治又懂业务的全才；既可当企业家，也可当政治家；
既是厂长、经理或总裁，也是局长、县长或市长。这种干部选拔机制尽管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和干部，
然而勿庸置疑它是以损害企业利益，特别是企业的长远利益，为代价的。

在我们研究经济体制的设计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每个人，包括企业的领导干部，当他们在从事经济活动时，
都是为了追求某种自身的利益，尽管这种追求受现有制度的约束。由于国有企业的所有制特点，我们有理由相
信，我们的企业领导他们所追求目标是“仕途”，也即希望能更上一个台阶。而按照我国长期以来所执行的干部选
拔制度，干部的提拔必须看“政绩”。就一个企业来讲，这里的政绩主要反映在以利润为中心的考核指标上。于是
追求短期利润的最大化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企业经济活动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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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这种追求可以发挥得淋漓尽致。为了达到短期利润的最大化，老总们甚至可以不顾企业的长远利
益，挖空和掏空企业，并出现各种各样的违规作业。例如，以减少折旧率延长设备寿命来增加短期利润；以高于
账面价值卖掉设备，从而形成短期利润的猛增，与此同时，作为回报，又以高于市场应有的价格，与该交易者签
订类似设备（甚至同一设备）的长期（如20年）租约。此种例子可以说是屡见不鲜。于是，我们经常发现一些陷
于困境或已倒闭的国有企业，它们曾经都有过辉煌的过去，也曾孕育了出色的既懂经济又懂管理的领导干部。然
而，这种辉煌通常不能持久。当我们这些出色的领导干部更上一个台阶以后，这些企业开始走下坡路，这又在另
一个角度佐证了前任领导的出色和智慧。然而，更为惊奇的是在前任领导的关怀下，我们的企业却仍然奇迹般
地存活着，尽管它已债务累累，甚至资不抵债。

治标不如治本。国有企业的病根与其说是它的国家所有制形式，倒不如说是它的干部任用制度，正是这种国
有企业的干部任命制度造成了不适合市场经济的短期化的企业行为。改革干部体制，转变企业目标，使之适合于
市场经济的要求，仍是中国未来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根本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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