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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瞥骂攫鳖攫戮置攫纂翰
老工业基地在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

居于重要地位
,

加快

老工业基地改造
,

使

之适应市场经济的要

求
,

具有重要的战略

意义
「

国务院总理温

家宝在东北考察时指

出
,

加快东北地区等

老工业基地调整和改

造
,

是党的十六大提

出的战略任务
,

我们

要在积极实施西部大

开发战略的同时
,

把

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

业基地放在更加突出

的位置 国家实施西

部大开发战略和推进

东北等地区老工业基

地改造
,

就如同一辆

车子的两个轮子
,

东

西互动
,

协调 发展
。

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

业基地加快调整和改

造
,

支持 以资源开采

为主的城市和地区发

展接续产业
,

这是我

们党在我国进人现代

化建设新的发展阶段

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和战略部署 加快东

北 等老 工业 基地 调

整
、

改造和振兴
,

有利

于促进地区经济的协

调发展
; 有利于增强

淤拭翼擞)

;芳认………

胞
,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

对甸个企业的最基本的要求

是利益独立
、

公平竞争 从这一点上看
,

最不适应市

场经济要求的就是传统的国有制经济
,

或者说至少

其适 !淤胜远远低于非国有制经济成分
。

随着改革的

深入
,

国有企业存在的许多深层次问题逐渐暴露出

来
二

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国有企业不能够适应 9 0 年代

以来 的环境变化
,

最终导 致国有企业步人效益困

境
。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

使老工业基地焕发活力
,

刻

不容缓
。

目前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是
:

1
、

企业制度不规范
。

为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

大

型国有企业基本
_

L都进行 了股份制改造
。

我们知道
,

股份制是适应市场经济要求 的现代企业制度的主要

形式
。

可是很多国有企业股份制都流于形式
,

没有建

成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
,

甚至可以说也没有建立真

正的股份制
。

就连土市公司召开的股东大会仅仅有

几个人参加
,

甚至 2 一 3 人召开股东大会并
“

一致
”

通

过决议的事件屡见不鲜
。

政府对企业的行政干预问

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
,

政企职责不分这个老

生常谈问题依然难 以扭转
。

2
、

管理手段和管理理念严重滞后
二

管理是企业

永恒的主题
,

也是国企改革的重要方面
。

特别是管理

基础相对薄弱的老国有企业
,

矛盾更为突出 管理一

个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和管理一 个计划经

济的传统企业
,

无论对企业本身还是政府的行为要

求和理念都是不同的 尤其是加人世贸组织后
,

管理

一个适应世界市场要 求的现代企业
,

更 是一 个挑

战 目前的国有企业在人才管理
、

生产管理
、

财务管

理等方面还存在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
,

与市场经济

的要求还有相当距离
。

3
、

包袱重
,

下岗分流压力大
.

〕

老国有企业历史包

袱重
,

与民营企业
、

合资企业等新兴企业相比
,

在体

制
、

机制上有很大差距
,

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老

工业基地国企的包袱问题是历 史造成的
,

主要是职

工问题
,

既包括离退休职工
,

也包括在岗职工 几乎

所有的国企都存在这一共同的问题
,

也是最难解决

的问题
。

目前我 省有一些煤炭
、

有色金属等行业出现

资源枯竭
,

企业的转型已成必然
,

这就涉及一些不能

或无法转型企业的职工安排 问题
。 _

仁世纪 6 0 年代针

对德国产煤区鲁尔区的衰退趋势
,

当时的联邦德国

政府采取一系列产业转移援助政策
,

使鲁尔区成功

地走 上产业结构多元化的道路
。

在 日本
,

对衰退的产

业 专门设有产业援助基金予以扶持
。

这些经验值得

借鉴
、

4
、

主业不突出 主业不突出就会使企业在竞争

中处于不利地位
,

也不能使企业充分发挥其优势
,

也

不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分工越来越细的基本规则

彭ù扩缸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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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主业
,

主辅分离
,

使老工业基地国企轻装前进将

是今后国企发展的必山之路
。

二
、

对策思考

国务院 2 0 0 3 年 8 月 4 日在吉林省 长春市召开

振兴东北老 1
_

业基地的决策会议
,

这是近年来国家

为东北举行的一次最高规格的会议
。

这个会议正式

把振 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列为国策
,

放到和西部大开

发同
几

等重要的地位
,

并出台一系列相关措施
。

温家

宝总理在东北考察时指出
,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

总
、

体要求是
: 以

“

二个代表
”

重要思想为指导
,

全面贯

彻党的 1六大精神
,

围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

提高经

济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
,

实现东北地区全面
、

协调和

可持续发展
,

进一步解放思想
,

进一步深化改革
,

进
一

步扩大开放
,

做到发展要有新思路
,

改革要有新突

破
,

斤放要有新局面
,

工作要有新举措
。

用新思路
、

新体制
、

新机制
、

新方式
,

走出加快东北老工业基地

调整
、

改造和振兴的新路子
,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

实现现代化做出新贡献
。

我省在进行老工业基地改造过程中
,

必须利用

两方而力量
,

即外在力量和内在力量
。

首先要争取

国家在政策土倾斜和资金 上支持
。

总的看
,

我省国

有企业改造进展不快
,

职工安置
、

企业债务
、

企业办

社会等历史包袱沉重
,

积累下很大的改革成本
,

仅仅

依靠自身无力全部承担
,

迫切需要国家加大支持力

度 要继续实行企业关闭破产的政策
,

加大对企业

政策性破产和依法破产的支持力度
,

保持兼并破产
、

核呆
、

债转股等政策的连续性
。

我省现有 28 2 户企业

急需实施政策性破产
,

需核销呆账 2 30 亿元
。

省内四

大国有商业银行已经剥离不 良资产 43 3 亿元
,

但不

良资产率仍为 35
.

28 %
,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 5 个百

分点
。

我们要争取 国家允许我省将这 巧 个百分点的

4 5 4 亿不良贷款一并剥离
。

而对那些资不抵债
、

资源

枯竭
、

具备破产条件的企业
,

分批优先列人国家破产

计
一

划

在内在力量方面
,

主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

1
、

主辅分离
。

2 003 年 l 月国家经贸委等 8 部委

联合推出重大举措
,

推进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
,

辅业

改制
,

分流安置富余人员
。

国家经贸委主任李荣融

曾表示
,

目前国有企业改革仍处于攻坚阶段
,

无论是

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
,

还是国有企业 内部的改革
,

都需要切实解决大量富余人员的出路问题
。

为此
,

国家将鼓励有条件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在进行结构调

整
、

重组改制和主辅分离中
,

利用非主业资产
、

闲置

资产和关闭破产企业的有效资产
,

改制创办面向市

场
、

独立核算
、

自负盈亏的法人经济实体
,

多渠道分

流安置企业富余人员和关闭破产企业职 工
,

减轻社

会就业压力
。

主辅分离
、

辅业改制着眼于放开搞活辅

业
,

集中有限的资源做大做强主业
,

这是企业适应市

场竞争
、

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必由之路 ;分流安置不是

简单地把富余人员养起来
,

而是要变
“

养人
”

的机制

为发展的机制
,

为富余人员创造就业机会和发展条

件
,

使分离后的辅业能够通过 自身努力得到更好的

发展

2
、

搞活中小企业
,

发展民营经济
,

创造更多的就

业机会
,

安置国企改造过程中下岗人员
。

我省中小企

业和民营经济不发达
,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

重大轻

小
、

结构不优
、

县域经济不强
,

不能有效地发展 中小

企业
、

民营经济
,

这是我省 与经济发达地 区差距拉大

的重要原因之一
。

所以
,

我们要大力促进 中小企业发

展
,

促进 民营经济发展
。

这一方
一

面可以发展和搞活吉

林经济
,

另一方面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

减轻老

工业基地国企改造过程中的富余劳动力的下 岗分流

压力
。

这是一个一举两得的好办法
。

况且
,

单纯依靠

大型国企吸收就业至少从目前看是不现实的
。

搞活

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
,

能增加更多的就业机会
,

是国

企改造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

3
、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实现我省老工业基地国

企改造的根本出路
。

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

江

泽民同志概括了十六个字
,

即
“

产权清晰
、

权责明确
、

政企分开
、

管理科学
” 。

毋庸讳言
,

目前老工业基地的

大型 国有企业距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还有相 当距

离
,

这也是 目前一些 国有企业陷入困境的根本所

在
。

不解决这一 问题
,

国有企业就不会适应市场经济

要求
,

国企改造也不会成功
。

4
、

财政的支持
。

老工业基地的改造一定涉及精

简人员
,

下岗分流
,

必然在短期内形成下岗
、

失业人

员增多的现象
。

财政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就会相

应增多
,

财政支持必不可少
。

总之
,

国有大中型企业改制分流应遵循
: 正确处

理改革
、

发展
、

稳定的关系
,

充分考虑企业
、

职工和社

会的承受能力 ;实施改制分流要与企业的结构调整
、

改制重组和做强主业相结合
,

有利于加快企业发展
,

促进企业资产结构
、

组织结构
、

人员结构的优化 ; 实

施改制分流要依法进行
,

规范操作
,

坚持
“

公开
、

公

平
、

公正
”

的原则
,

维护国家
、

企业及职工的合法权

益
。

我们一定要抓住时机
,

充分利用好当前的有利形

势
,

实现老工业基地国企改造的成功
,

打好这场攻坚

战
。

(作者系吉林大学商学院数且经济学博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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