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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有企业及国有资产问题，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争论最多和最难改革的领域。
甚至到现在对于一些深层问题还未有定论，估计还会争论下去。
    旭红，作为一位长期关注国资的传媒人，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每周不间断地写评论，艰苦创作，
及时反映现实，回答人们正在思考并迫切想了解的国资问题。
她始终坚持独立思考、独立观察，在舆论争论中保持独有的冷静和理性。
这种独立思考的精神确实令人敬佩。
    人们已习惯性地将国有企业与垄断、国有企业与低效率相提并论，而被称为“中国的脊梁”或“共
和国长子”的中央企业更是矗立于风口浪尖，在众多的关注者当中，批评甚多，表扬甚少。
    那么，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为什么还要研究国有企业？
研究国资的意义何在？
在庞杂混乱的信息中又该如何研究国资？
    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上看，国有企业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都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其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也不尽相同。
    随着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崛起，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国有企业经历了“有进有退”的发展
阶段，今日之国企已非昔日之国企也。
研究中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新课题。
倘若再以老眼光来看新问题，则与与时俱进的要求严重不符。
    在一个生活被快速碎片化的社会当中，长篇大论未必会为人所接受，零散的思想火花却可以借助传
媒迅速传播。
作者正是适应这种新时期的特点，将自己的思想火花以短文的形式传播。
    从本书收集到的文章可以看出，作者从国企改革的路径选择到国有企业的制度思考，从宏观经济政
策到微观企业策略，从世界500强到中国500强，逐一分析探讨，并力求在客观、真实、理性的思考中
总结和找寻中国国有企业发展的内在逻辑、规律、新经验、新路子，具有更广泛的社会价值。
    这一百多篇评论文章，内容涉及国资改革、国际格局、国有企业的薪酬制度改革、董事会制度建设
、人才培养、科技进步创新等十个方面，其中不乏尖锐的批评和中肯的建议。
    写评论是件常做常新的事情，辛苦煎熬，甚至全盘否定或彻底抛弃亦或有之。
加之每周一篇的频率，这大概是一个苦中作乐、苦中有乐的过程．甘苦自有笔耕者自知。
所以，旭红的这些短论，是用辛苦与汗水浇灌出来的，令我读起来对作者充满敬意。
    希望作者的辛勤能为国有企业及国资改革添砖加瓦，为国资与国企改革助力，希望作者有更好的评
论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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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作为一伴长期关注国资的传媒人，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每周不间断地写评论，艰苦创作，
及时反映现实，回答人们正在思考并近切想要了解的国资问题。

　　她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打了十个大大的问号，即从国资体制改革、央企改制重组、央
企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央企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央企增进国家经济活力、央企上市、央企公司治理、
央企处理公共关系、央企参与国际竞争和建立国际合作新格局十个方面总结和找寻中国国有企业发展
的内在逻辑、规律、新经验和新路子。

　　我们相信本书的出版必将引起全社会对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更多的关注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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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旭红：资深传媒人，华中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中国企业研究院副院长，长期研究企业战略、管理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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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国家就像。
个企业、一个家庭，必须通过人类的劳动、生产获得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从广义上说，可以将属于国家的一切财产定义为国资，它是国家以各种形式投资及其收益、拨款、接
受馈赠、凭借国家权力取得、或者依据法律认定的各种类型的财产或财产权利。
    显而易见，财富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生存的筹码。
    进入新世纪以来，不少新兴国家都在加强对资源和战略性产业的国家控制，并在国内市场上形成控
制地位，从而站在整个社会生存发展的立场上，研究、分析、规划真实的国家财富：如生产能力、资
源匹配、国民素质、学术能力、生态环境、国际信用、国防能力等。
    希腊债务危机使希腊的国家财富遭遇毁灭性的打击。
同样，可以追溯到1991年，俄罗斯经济崩溃使前苏联人民积累了70年的国家巨额财富消失殆尽。
究其原因，其实，在当时的超级通货膨胀中，国家财富并未蒸发，只是发生了转移。
整个国家遭到外部势力疯狂与彻底的洗劫，导致国家解体和经济长期衰败。
    显然，谁也承受不起国家财富消失殆尽的责任，国家财富的创造需要政府有整合世界资源，并合理
投向所需领域的能力。
首要任务是合理分配生存资源，保障社会成员基本生存的权利；其次是从社会整体的角度判断“短板
”之所在，并具有作出应对方略的能力；最后就是动员资源以实施此方略。
    中国的应对方略是确定国有经济对于国家财富积累的基础性作用，依托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核
心地位，合理配置、整合资源，促进社会生存、发展和进步。
    观察人士认为，国资对国家及其上层建筑的存在与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从“体制下放”到“放权让利”，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到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调整，可以说，国资
对我国改革和发展的大局、对国家财富的积累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在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逐步从行政机构的附属物成长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其宏观经济效益和市场
化程度整体、快速提高。
    那么，国资在奠定国家财富的基石方面到底起着怎样的作用？
    作为中国经济发展骨干力量的国有企业，不仅是国家发挥经济职能以弥补市场缺陷、实现社会公平
、调控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而且还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是国家引导、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
，是国家财富的基石。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工业企业的产品销售税率和上缴所得税占实现利润的比例，都远远高于其他所
有制企业。
    国有企业是国家财政的主要供体。
在国家财富的积累过程中，以2010年数据为例，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央企的资产总额已增加到24万亿
元；营业收入增加到16．78万亿元。
截至2010年年底，资产总额超过千亿元的央企有57家，实现营业收入超过千亿元的央企有43家。
    同时，国有企业还是社会基础设施、能源、原材料的主要提供者和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担者。
历史上国有企业较多地承担了指令性计划任务和不合理价格的负担，保证了各项改革政策的顺利实施
，促进了其他经济成分企业的发展，有力地支援了农业。
可以说，没有国企的承担和支持，是难以取得我国改革和发展的成就的。
    未来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过程中，国家财富是实力较量的根本。
大型跨国公司经济体的活动，已经危及在国际政治经济结构中较弱的围家的生存。
    新兴国家在与发达国家的产业竞争过程中，如果不走以国家政策扶持、培育国际化大企业的道路，
不仅国家资源与产业有被外来资本控制的危险，而且本围的产业升级也难以完成，并难以提升国力以
应对国际竞争，显然，国资作为围家财富基石的作用也将成为空谈。
    从近年来发达国家公司发展的新趋势来看，可以发现，多数发达国家在很多重要产业上存在着集中
化趋势。
它们的公司强强联手，形成了大公司越来越大、对市场的操纵能力越来越强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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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各个国家都热衷于培育产业“巨头”？
政府为什么要控制大企业？
国资在新的时期如何实现对国家财富的积累？
    韩国与日本在当年推动经济腾飞时，不懈地以政府力量介入企业成长，并由此催生了不少超大型公
司。
俄罗斯在普京主政期间，政府与石油寡头之间的斗争激烈，最终使国有化的石油公司成为新的市场主
宰者。
    作为一种推动全球化的力量，现代经济总是倾向于依托国家财富与国家力量共同形成强大的控制力
。
中国已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参与国际竞争事务上，国资始终保持着中坚主
力的角色。
中国国资已遍及世界五大洲18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中国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的形
成打下良好的发展基础。
    为创造国家财富，国资必将继续给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带来更为深远的变革。
P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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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如何确保一个社会最有价值的资源年复一年地进入更有生产效率的企业组织？
    一个形象的比喻是：如果要使每一代的树苗都比上一代的好得多，就必须找到一个办法，每年都能
栽种很多新树苗，以创造性的破坏，保持高品质和活力，这样才能促进新老企业之间的积极竞争，提
高后续产出和综合效应。
    在这样一片经济的森林中，国资是什么树种？
国资又可以改变什么？
    多年来，国资一直是舆论的焦点，但大体被贴上了垄断、暴利等标签。
这不单是表述上的便利，因为无法控制其中的尺度，民众只好一律排斥。
然而对围资问题简单化的理解，让我们对其缺乏应有的真实与客观的了解，批判因此大多是应激式的
反应，而难以对国资产生全面系统的认识和评价。
    写评论始于2008年，正是金融危机肆虐全球的时候。
三年多时间，我关注着同资，希望理解国资在经济结构中的变化，摸清国资发展和改革的趋势、重点
，或是理顺中国国资未来的发展脉络，它需要正确的规则和合理的制度。
    国有企业在今天的中国经济中始终保持着控制地位．源于政府的政策，有其历史的原因。
    作为共和国工业化建设重任的承担者，新中国国有企业自产生以来，在体制与机制方面已经历4个阶
段，即计划体制、双轨制体制、多部门管理体制、出资人监管体制。
不断探索建立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时代的需要。
    国资始终维持着对七大“战略”行业的绝对控制：国防、电力电网、石油化工、电信、煤炭、民航
和航运；同时，它还保持对基础性和支柱性产业领域的较强控制力，包括机械、汽车、信息技术、建
筑、钢铁、冶金和化工等。
    谁也无法预知决定的对与错，重要的是，要有突破性的创新思考。
我们期望以熟知的路径，找到复杂系统的支架，简化到抓住几个核心元素来理解它们的相互关系，找
到一再重复的基本模式进行分析。
    福特的T型车让距离在每个人面前变得平等，伊士曼发明了胶片和便宜的照相机，记录影像成为每
个人都可以享受的事情。
    在每一轮改革带来增长率的爆发后，人们会很容易满足，会忽略给新观念让路，不再创新。
     要驾驭一个年度GDP已过5万亿美元的巨型经济体，并实现发展方式的合理转变，如果没有一套基
于中国国情与经济改革实践，而又不乏国际普适性的转型经济理论的指导，如果没有一套基于上述理
论体系形成的前瞻性配套政策体系的指导，仅靠过去那种运动式、应急式的转型之举，大体只能解决
表面问题，很难给出适应中国经济转型的可行路径，并构建一个使经济保持持续活力的增长机制。
    从国资系统的改革来看，它的每一次变革，所带来的变化不亚于蝴蝶效应。
“神七”、“嫦娥奔月”、大飞机、高铁等等已成为国家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源泉，亦成为中国立
足世界的强大的经济力量。
    然而中国要想从一个经济大国成为一个经济强国，需要有一批世界一流企业的支撑。
我国虽然已有30多家央企进入了世界500强行列，但它们仍称不上世界一流企业。
    我国大型国有企业与国外大企业相比，在内在品质上还有着很大的差距。
大型国有企业数量并不少，但产业集中程度低，平均规模小，真正的联合体、企业集团少。
世界一流企业的标准很高，其主要特征为主业突出，治理结构优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知名
品牌，综合指标在同行业中保持先进、形象好、有影响力等。
未来央企将成为与世界一流企业不断缩短差距的中坚力量。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中国将对全球经济平衡和人类福祉产牛不可估量的影响。
经济学理论表明，通过监管、竞争政策和市场激励等手段，政府往往能更有效地引导战略产业和重点
企业的发展。
政府未必需要在某个产业领域掌握很大的所有权才能引导该产业的发展，事实是政府也一直强调不同
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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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无论是引导企业承接世界产业结构与技术转移，还是加大对战略领域的关键技术投资，乃至合
理整合研发与制造能力，瞄准世界前沿水平的关键技术，进而以高水平的自主创新引领产业结构升级
，都需要发挥国资的重要作用。
    当然，国资更需要以创造性的破坏，来带动整个经济森林的树种更换，形成新的转型后更有竞争力
的树林。
而近十年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事实已足以证明国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股强大力量，遭受了金融危
机冲击的中国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一枝独秀，充分显示出国有大型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
的中流砥柱作用。
    非常高兴能把近几年来对国资的关注整理成书，与读者们分享心得，希望能在此基础上对国资有更
深入地解析，藉此作为新一轮探讨的开始。
    谨此对本书提供支持的所有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得到了国资委研究局彭华岗局长、宣传局卢卫东局长及部分央企企业家的悉心指导，国资委新闻
中心副主任苏桂峰也提出了综合指导意见。
感谢《中国企业报》对本人的栽培和大力协助，感谢山西教育出版社对本书的准备、执行及推广提供
了全方位的组织、协调和支持工作。
最后深深地感谢家人给予我的最温暖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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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目前70％的央企已经实现股份制改造，而且是在美国、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等地上市。
所以现在央企的资产不仅属于我们国家13亿人民，还有一部分属于国外和国内的战略投资者、广大的
股民。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王勇  2010 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颁奖典礼讲话    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资产管
理问题，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争论最多和最难改革的领域。
今日之国企已非旧日之国企。
研究中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课题。
——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魏杰    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是一个从
单一老国有企业形态向各种类型的国有企业“分化”的过程，国企“分化”并没有使整个国有经济停
滞发展。
相反，“新国企”、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三驾马车”的共同快速发展，成就了中国经济的奇迹和“
中国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    对高瞻远瞩的公司而言，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明天
怎样做得比今天更好？
”他们把这个问题看成牛活方式，变成思考和行动的习惯。
——吉姆柯林斯(《基业长青》和《从优秀到卓越》作者)    在网络时代，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信息渠道
，都可能成为意见表达的主体。
有个形象的比喻，就是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个麦克风。
——2009年6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政府如何应对“麦克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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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徐旭红编著的《十问国资》从国企改革的路径选择到国有企业的制度思考，从宏观经济政策到微观企
业策略，从世界500强到中国500强，逐一分析探讨，并力求在客观、真实、理性的思考中总结和找寻
中国国有企业发展的内在逻辑、规律、新经验、新路子，具有更广泛的社会价值。
本书内容涉及国资改革、国际格局、国有企业的薪酬制度改革、董事会制度建设、人才培养、科技进
步创新等十个方面，其中不乏尖锐的批评和中肯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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