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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我国第一本系统、全面剖析混合所有制企业的专著，对于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兴起的原因、混
合所有制的普及程度和混合度、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公司治理、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绩效等方面都做了开
创性的研究，是一部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的权威著作。
本书作者张文魁同志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他在企业研究方面有着丰富的研究成
果和广泛的影响力，相信他的这部最新著作无论对于学术研究领域还是对于政策研究领域都具有重要
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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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种实际现象，所以我们在研究促使中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兴起的主要因素时，首先进行实际观察
和归纳分析。
我们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混合所有制开始发轫于横向经济联合之中，国有企业的资源优势和非国
有企业的机制优势通过混合所有制而得到有机结合，实现了优势互补，产生了协同效应。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当国有企业进人大规模的所有权改革阶段，由于意识形态约束和非国有资本
短缺约束，以及对国有股东资源优势的持续利用、管理层对资产形成贡献的股份化，许多国有企业选
择了混合所有制方式的改革。
同时，政府也愿意保留一些国有股以“留一手”。
民营企业不能享受与国有企业同等的国民待遇，也促成了混合所有制的形成。
在此基础上，我们进行了理论探讨。
我们认为，在上述因素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一些令人尴尬、发人深省的问题。
与国有企业相比，.中国的民营企业不但获得资源更加困难，而且获得政府信任、民众信任、银行信任
、客户信任也更加困难。
中国目前还不是一个成熟的法治国家，民营企业对于获得保护有时缺乏信心。
中国政府迄今为止仍然非常强势，它不但直接和间接掌握了许多资源，同时还习惯于保持对经济事务
的控制力、对经济局面的掌控力，但它又并不熟悉、并不习惯去管理和引导纯粹的私有制企业。
“国有而不倒”，以及中国文化中的中庸之道，都促成了中国混合所有制的形成。
　　我们对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公司治理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方面基于经验观察，另一方面基于我国对公司治理的理解，我们提出了研究混合所有制企业公司治
理的基本框架，即SCORE，这个框架包括股权结构、约定条款、核心官员职位分配、特别规制和职工
的雇用关系等五个方面。
我们用这个框架对中国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公司治理进行了分析，发现中国的混合所有制当中国有控
股的情况仍然占多数，而且许多混合所有制企业都存在股东间及股东与政府间的约定条款。
在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控制权体系中，内部人占有很大优势，他们即使在非国有股东进入后仍然能在很
大程度上保留权力，不过，新进入的非国有股东也会一步步地向核心官员的职位渗透。
政府常常对混合所有制企业设立一些特别规制，以保障企业稳定运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不过，这
些特别规制并不是非常有效。
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职工雇用关系处于巨大的矛盾和变动之中，一些职工仍然保留“铁饭碗”，而一些
职工已经改变了身份端起了“瓷饭碗”。
同时，有不少职工也持有本企业的股份，他们既是“老板”，又是“雇员”，所以他们的行为有时陷
入自相矛盾的境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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