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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IC 数据库显示，自 2009 年以来，非国

有部门的经济增速已经超越国有部门。2016 年

国资监管系统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43.6 万

亿元 , 同比增长 4%，低于 2016 年 6.7% 的全国

GDP 增速水平，就对中国经济增速而言，非国

有部门也是占据大头。这是不是说明国有企业

在整个经济体中的重要性正在下降呢？

并非如此。看一组数据，2016 年《财富》

杂志评选的世界 500 大市值企业中，中国上榜

企业达 110家，其中国有企业占比在 90%左右，

且多集中在能源、电信、金融等核心产业。近

90% 的占比反映出国有企业仍然是中国整个经

济体中庞大的存在，并掌控着经济发展的关键

领域，加之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

目前我国宏观经济呈现上游产业国企垄断，下游产业民企自由竞争的垂直结构
特征。当前上游国有企业要改变目前低效的运转模式以降低下游企业生产用料
成本，选择性地在一些产业降低甚至取消行政准入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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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垂直结构看国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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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美欧发达经济体对中国国国有企业的关

注越来越多，所以国有企业的重要性并没有下

降，对国有企业的改革不仅事关中国经济发展，

也牵动着世界经济的神经。

垂直产业结构视角
在探讨国企改革之前，先看一个有意思的

现象：将中国企业分为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

2000 年之前，国有企业利润率普遍低于民营企

业；2001~2007 年，国有企业利润率高于民营

企业；2008 年至今，民营企业利润率再次反超

国有企业。

要理解这种现象，需要结合中国宏观经济

的三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中国产业构成中垂直结构明

显。将产业划分为上下游，上游产业是指能源、

金融、电信等生产中间产品和中间服务业的产

业，下游产业主要是指生产衣服、鞋子等消费

品以及提供酒店、宾馆、电影等消费服务的产

业。20 世纪 90 年代国有企业大规模改革，主

要是下游产业的国退民进，上游产业的能源、

金融、电信等领域依旧为国有企业所主导，有

一定的进入壁垒。所以在 2000 年之后，中国经

济呈现出上游产业为国有企业垄断，下游产业

为民营企业自由竞争的垂直结构特征。

第二个特征是劳动力充足和结构转型。结

构转型这个词在经济学里面含义明确，指的是

一个国家的农业、工业、服务业三大产业的构

成不断发生变化。随着一国人均GDP的提高，

农业占比不断下降，工业占比呈倒 U 型先升后

降，服务业占比不断攀升。中国正处于经济结

构转型期，大量的劳动力在城镇化进程中从农

业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

第三个特征是贸易自由化。2001年12月份，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积极参与世界贸易，

如今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出口国。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国有企业改革后，不同

所有制企业、不同市场结构在上下游产业非对

称分布，在这种独特的垂直经济结构中，下游

民营企业充分利用比较充足和廉价的劳动力，

借着中国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契机，在

工业化和贸易全球化过程中不断壮大，从而带

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

这就能比较清楚地解释前面提到的企业利

润率变化的现象：国企改革后，下游民营企业

在扩张发展的过程中带动了对上游金融、能源、

电信等中间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在上游产业占

据核心地位的国有企业借此有了很大的利润空

间；当全球金融危机来袭，世界经济陷入低迷

时，外部需求和内部需求减弱，降低了下游民

营企业生产规模，对上游产业能源等需求也相

继减少，遂有煤炭、钢铁等产能过剩，国有企

业利润率下降的现象。这也说明，国有企业利

润的增长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现象而非原

因，国有企业曾经空前的繁荣是市场化改革不

彻底的结果。

单纯混改效果甚微
在上游产业国有企业垄断，下游产业民营

企业自由竞争的垂直结构中，国有企业要获取

高额利润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劳动力成本足够

便宜。

上游产业基本为国有企业掌握，金融、能

源、电信等成本不低，只有当劳动力足够便宜，

下游的民企才能承受住所支付的比较昂贵的金

融、能源与电信成本，在国际市场上还能够与

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但是，随着工业化进程

的加快，中国经济结构已经过了刘易斯拐点，

劳动力成本也随着经济结构转型不断攀升，加

之土地价格上涨，下游民营企业的生产成本越

来越高，国际竞争力减弱。而下游民营企业如

果衰败，对上游产业的中间产品需求大幅降低，

国有企业利润的
增长是中国经济
高速发展的现象
而非原因，国有
企业曾经空前的
繁荣是市场化改
革不彻底的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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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上游产业的国有企业日子会更加难过。目

前我们就处在这样一种窘境中，这就倒逼上游

国有企业降低垄断价格和提高成产率，以降低

下游民营企业生产用料成本。

目前正在进行的国企改革，就是要解决这

一窘境。但我们看到最多的改革方式是混合所

有制，即对国有企业进行股权改革，引入民间

资本。这种从内部进行改革的方式可能收效不

大。因为从外部看，即使上游产业当中国企变

成私企或者通过混改成为国有控股企业，若这

些企业依然享受行政垄断的保护，它的垄断与

低效依然会对产业升级、结构转型与经济增长

产生瓶颈遏制作用。

国有企业改革，关键并不是要改变其姓

“公”或者姓“私”，在认识到国有企业在整

个产业垂直结构中的位置，理清了国有企业在

整个宏观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结构性作用，我

们就能更加明确国有企业改革应该遵循的方

向——降低准入门槛，让更多企业进入到上游

产业中来，形成相互竞争的态势。

有鉴于此，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是要打破

上游产业的行政垄断。对于上游现有的国有企

业，即使不改制，也应该尽量剥离本不该由企

业承担的社会性负担，同时取消政府补贴，让

上游产业中的国有企业与新进入的民营企业真

正参与公平的市场竞争，实现优胜劣汰，这样

才能真正促进上游产业技术进步与升级，为下

游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更好的中间产品与中间

服务。也只有这样，整个经济的产业升级才可

能全面推进，使得中国经济避免掉入中等收入

陷阱。

当然国有企业改革也要区别对待、防止一

刀切，涉及国防安全以及涉密的企业要慎重对

待。对于国有企业的区分，可以采用反向思考

法，假如这个产业完全放开会产生什么样的结

果，若没有什么不可承受的结果，这个产业的

准入门槛就可以放开。比如美国的电信产业完

全私有化也并未出现什么问题。用这种反向思

考法决定国有企业放开与否，在能够放开的领

域，可以降低甚至完全取消进入壁垒，让更多

民营企业参与其中。

从产业垂直结构来看待国有企业的位置，

我们知道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要降低准入

门槛，破垄断促竞争。但改革从来都不是易事，

国有企业改革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分产业、

分阶段、分先后、分主次地进行改革。国有企

业改革不是孤立的，它关乎整个经济调结构、

去产能、降成本，关乎供给侧，甚至与医疗改

革也是紧密相连。所以对于国有企业改革，必

须有全局眼光，要与其他相关制度改革互相配

套，在不断的渐进改革中引发一轮接一轮的对

其他制度与政策的改革。

（作者系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博
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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