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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国企改革发展新征程
文  |  宋志平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企改革进入新阶段。新一轮国企改革与以往不同之

处在于，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将顶层设计与试点先行

相结合。怎么把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与市场接轨，实现国有资本和市场经济有效结合，是改革的出发点和难点所在。

经过理论和实践的大量探索，目前我们已基本解决了这个难题，办法就

是做好国企改革的三件事：体制、制度、机制。

体制就是处理好国有经济、国有资本、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建立起三

层国资监管体制，国家出资，国资委管资本，企业管股权，被投资企业开展

市场化运营。制度就是国企运作的方式，通过建设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

理顺所有者、经营者、决策者、执行者之间的关系。机制就是企业效益和经

营者、劳动者利益之间的关系。现在，国有企业在体制和制度上的改革已经

初见成效，也都有比较清晰的办法，当前改革中最欠缺的是机制，最关键的

也是机制，这是国企改革的最后一扇门，必须把它打开。

进行机制革命，只用过去的“老三样”显然是不行的，应该实施“新三

样”举措，即“员工持股、管理层股票计划、科技企业分红和超额利润分红”，

让人力资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参与财富分配，而不是过去从劳动成本上考虑，

这是根本的区别。不然的话，就可能带来两个问题，一是优秀的科技人员和

管理人才容易大量流失；二是创新能力不强，比如，现在前五大网络公司，

没有一家央企。所以这一轮改革，要从机制上取得突破。只有在机制上进行

改革，才能适应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新要求，才能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才能

有更好、更多的创新成果，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没有机制，神仙也做不好企业；有了机制，做企业不需要神仙。有了好

的体制和制度，为机制改革铺平了道路。但是能否建立良好的机制，还取决

于所有者是否有开明的态度，取决于如何理解和看待机制的作用。

机制革命的核心是承认人力资本的存在，让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共同参

与分配，要共享企业创造的财富，打造庞大的中产阶层，让社会更加公平、

更加和谐。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基石，其实就是共享，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现在到了追求共同富裕的时候。只要我们按照“三个有利于”原则：有利于

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

所做的改革就是对的。

机制并不只是存在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也可以有同样的机制。对于国

有企业来说，不发展是最大的风险，才是最大的国有资产流失。习近平总书

记曾针对国企改革指出，“要搞好就一定要改革，抱残守缺不行，改革能成功，

就能变成现代企业”。尽管前行道路会遇到艰难险阻，但我们对改革前景一

定要乐观，要有“不信东风唤不回”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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