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沃顿商学院的教授指出，中国的全⾯经济改⾰在短短四分之⼀世纪的时间内就为中国赢得了在全球经济

圈中举⾜轻重的地位；相对于其他国家⽽⾔，在中国的经济改⾰中公司从国有化向私有化转变的这⼀过程

更加平稳。与此同时，⼀个充满活⼒的富于企业家精神的私有经济部门正伴随着国有企业在中国⼤地异军

突起。 

 

   “尽管私有化在中国的发展⼗分迅速，但同时也刻有⼤量政府影响的烙印，”沃顿的管理学
教授马歇尔·迈尔（Marshall Meyer
(http://www.wharton.upenn.edu/faculty/meyer.html)）说道，“在中国，决不能低估政府
的作⽤”。

 

在中国等国的经济历经⼏⼗年的政府控制之后，各国政府于⼆⼗世纪七⼗年代后期纷纷掀起私有化浪潮。

这些政府常常受到来⾃美国的政治压⼒，他们开始意识到以政府利益为驱动的产业经济在全球经济圈中已

⽇渐衰落。经济的增长受到限制，⼈民的⽣活⽔平⽆法得到改善。

 

这⼀次私有化浪潮发端于智利和英国，并随着前苏联、东欧、拉丁美洲和印度的改⾰项⽬在
全球范围内扩展开来。

正在中国上演的私有化之路

2006年05⽉10⽇

http://www.wharton.upenn.edu/faculty/meyer.html


 

 

 

 

 

 

 

 

 

 

 

中国私有化的发展相对缓慢，原因在于重组臃肿的国有企业势必引起⼤规模的裁员，政府官
员对于这⼀后果慎之又慎。同时，私有化也遭遇来⾃⼿握重权的公司管理⼈员的阻⼒，许多
公司管理⼈员都是中国共产党官员。

 

⽬前，国有企业的数量已经削减⾄仅占各⾏业公司总数的15％——从1996年的114,000家到
2003年的34,000家——其中约50%的削减数量归因于公司的私有化。然⽽，根据世界银⾏
（World Bank）下属的国际⾦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IFC）2005年
发布的《中国的所有制转型报告》（China’s Ownership Transformation）显⽰，现存的国
有企业都是规模最⼤的公司，其资产总额达到中国⼯业资产总额的⼀半以上。

 

沃顿商学院的法学教授菲利普·尼科尔斯（Philip Nichols
(http://www.wharton.upenn.edu/faculty/nicholsp.html)）指出，追求利润最⼤化并不⼀
定是中国政府⽬前私有化举措的唯⼀⽬的。“中国政府的⽬标之⼀是维护执政党⾄⾼⽆上的
地位。显然，这⼀点与市场经济存在冲突，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在民众中普及权⼒的民主过
程。”

 

尼科尔斯说道，在经历私有化过程的国家中，中国显得与众不同，⼀⽅⾯中国允许众多国有企业继续存

在，另⼀⽅⾯，新兴的私有经济⽩⼿起家创建了许多新公司。他还补充说道：“私有化进程具有各种各样

的模式。中国模式便是在维持国有企业的同时发展私有经济。如果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竞争，那么这

些国有企业将被允许退出。”

 

混合模式

 

http://www.wharton.upenn.edu/faculty/nicholsp.html


 

 

 

 

 

 

 

 

 

 

 

沃顿营销学教授张忠（John Zhang
(http://www.wharton.upenn.edu/faculty/zhang.html)）指出，中国政府采取了⼀系列不同
的模式剥离国有企业。其中⼀种⽅式便是通过⼆⼗世纪九⼗年代初期创⽴的证券交易所出售
国有企业的股份。然⽽，中国股市在经历⼀阵疯狂的上涨之后，股价便开始长期⾛熊，其中
的主要原因是上市公司的⼤部分股份依旧掌握在政府⼿中。

 

中国政府所采⽤的另⼀种模式是管理者持股。IFC的调查报告发现，在抽样调查的企业中，
公司内部⼈⼠在1996年持有被私有化公司5％的股份，⽽在2002年内部持股⽐例已经上升
⾄32％。

 

然⽽在许多关键性⾏业中，政府仍继续占有主导地位。张教授说道，“从最初开始，中国政
府就明确声称将控制战略性产业部门，能源、交通、基础商品——所有的资源产业”。他又
补充说道，中国政府最后仍将保持对经济和中国民众的控制。

 

据迈尔估计，由于中国政府决⼼在关键⾏业中保持控股地位，私有经济部门将从占
GDP30％最多上升到介于40％和60％之间。他认为，中国政府将⼀直掌控规模位居前100
位的企业。

 

与此同时，私有化进程在去年放缓脚步，原因在于政府因企图使具有政治影响⼒的内部⼈⼠
受益⽽饱受舆论压⼒。“这⼀问题引起诸多争议，”张教授说道。“⼈们担⼼有⼈利⽤私有化
⽽中饱私囊。”

 

http://www.wharton.upenn.edu/faculty/zhang.html


 

 

 

 

 

 

 

 

 

 

争论的焦点涉及政府在增发股份造成原有股东股份稀释时是否需要对现有股东提供额外补偿
的问题，许多这⼀类别的股东中都是颇具影响⼒的家族和政治家。迈尔说道，“这⼀点颇具
争议，并且许多西⽅⼈⼠对此表⽰强烈反对。” “现⾏的做法是中国政府在⾮流通股上市时
对现有股东提供补偿。”

 

沃顿管理学教授杰拉德·麦克德默（Gerald McDermott
(http://www.wharton.upenn.edu/faculty/mcdermott.html)）指出，私有化进程中的另⼀
个过渡步骤是中央政府将国有资产转让给地⽅政府管辖，地⽅政府所辖的这些企业通常被称
为乡镇企业（TVEs）。“显⽽易见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主要是受中央政府掌控的重⼯业企
业，这些企业的经营都不尽如⼈意，但是乡镇企业的表现却⾮常不错。”

 

迈尔还说道，中国政府正试图采⽤新加坡模式；在新加坡，淡马锡控股公司（Temasek
Holding Pte. Ltd.）作为政府的国有控股公司负责国有资产的投资和管理。在马来语中淡马
锡⼀词就是指新加坡。该公司现在持有新加坡航空公司（Singapore Airlines），新加坡电
信（Singapore Telecommunications），星展银⾏（DBS Bank，新加坡最⼤的银⾏），以
及经营顶级酒店的莱佛⼠控股有限公司（Raffles Holdings）的股份。除此之外，该公司还
在境外投资印度的印度⼯业信贷投资银⾏（ICICI Bank），中国的建设银⾏（China
Construction Bank），以及美国的昆泰跨国公司（Quintiles Transnational Corp.）等。

 

业绩不佳的公司

 

中国于2003年3⽉成⽴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the State-Owned Assets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Commission，SASAC，简称国资委），负责管理⼤型公司的国有资
产，⽬前正逐渐成为政府投资的控股公司。

 

http://www.wharton.upenn.edu/faculty/mcdermott.html


 

 

 

 

 

 

 

 

 

 

其他中国公司的私有化道路所⾯临的主要障碍是，其中许多政府所掌控的公司经营状况都不
佳。国际⾦融公司的研究发现，40％的国有公司不能实现盈利，相⽐较⽽⾔，仅有18%的
私有经济部门的公司发⽣亏损。“中国必须为国有资产打造⼀个好的基础，”迈尔说道。“否
则这部分资产将因被政府耗尽。”迈尔指出，根据政府的统计数据显⽰，国有企业总体是盈
利的，但是事实上，⼤多数的利润来⾃少数⼏家企业，尤其是享有垄断市场地位的电信企
业。

 

同时，私有经济在规模相对较⼩且资本要求不⾼的⾏业⾥茁壮成长，例如汽车配件⽣产和服
装⾏业。迈尔以TCL公司为例指出，这家最初⽣产风扇和家⽤电器的公司成⽴于1981年，⽬
前的收⼊已达66亿美元。“形形⾊⾊的私有企业正不断涌现。他们所⾯临的难题是很难获得
银⾏贷款或者进⼊资本市场。”

 

迈尔指出，事实上这种情况难以得到改善，原因在于中国股市在⼆⼗世纪九⼗年代初期经历
了初期的⽜市之后便长期⾛熊。⾃2002年以来中国股市已经下跌15％——这使得中国成为
全球25⼤股票市场中表现最差的⼀家，也是在这⼀期间唯⼀市值贬值的股票市场。出于对
弱势的中国本地资本市场的顾虑，中国排⾏居前的企业在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后纷纷赴海外
上市，其中以⾹港居多。迈尔认为，私有经济主体的扩张仍将受到限制，因为私有财产并不
受中国宪法的保护。

 

俄罗斯的前车之鉴

 

中国的私有化进程有别于俄罗斯以及东欧许多国家的私有化进程。这些国家在⼆⼗世纪九⼗
年代采取快速“休克疗法”式的私有化进程，通过⼤规模股票出售计划向公众分配国有资产。

 



 

 

 

 

 

 

 

 

 

 

沃顿⾦融学教授布伦特·居尔特⾦（Bulent Gultekin
(http://www.wharton.upenn.edu/faculty/gultekin.html)）曾研究过⼟⽿其和波兰政府私有
化的改⾰过程。他认为中国曾⽬睹前苏联的前车之鉴，从⽽采取⽐其他国家更慢的节奏来推
⾏私有化进程；⽽前苏联在共产主义制度和国有经济崩溃之后其经济便陷⼊泥潭之中。

 

   居尔特⾦说道，“苏联曾经是⼀个强⼤的帝国。现在俄罗斯则是拥有核武器的⼆流或三流
的强国。” “休克疗法在俄罗斯社会并不奏效，这对于中国领导⼈是⼀个很好的借鉴。”

 

居尔特⾦说道，长久以来，社会崩溃以及引发内战的威胁⼀直困扰着中国的领导⼈，⽽当今
的共产党领导⼈也不例外。因此，他们更愿意以渐进的⽅式实现国有资产私有化的转变过
程。

 

中国官⽅的数据表明，国有企业下岗⼯⼈⼈数已达3000万，其中800万⼈尚未找到新的⼯
作。“中国政府试图通过政治途径妥善解决这⼀问题。在我看来这种做法是⼗分明智的，因
为中国的⼈⼜数量要⽐前苏联的⼈⼜数量多得多，”居尔特⾦说道。“⽽管理好这⼀变⾰本⾝
也是⼀个挑战。前苏联就未能成功。”

 

根据居尔特⾦的观点，中国私有经济部门的双轨制发展对中国⽽⾔是⼀个很成功的模式。
“它就像是⾃发产⽣的。中国成功地建⽴起⼀个市场经济体系，它看上去很象市场经济，同
时包含⼀些国有经济部门，⽽这些国有经济部门最终可能会退出。”

 

迈尔认为，早在共产党执政之前，中国就早已存在着私有经济和公有经济实体并存的现象，
这也是亚洲其他⽔稻种植国家的相同传统；因为如果要种植⽔稻，农民需要依靠对⽔资源进
⾏集中控制以及梯⽥体系。迈尔说，“中国有着深厚的官僚资本主义传统，” “它有着上千年
的历史渊源。”

http://www.wharton.upenn.edu/faculty/gulteki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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