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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进行股份制改造？为了在以公有制为主体条件下实现产权

关系的明晰化，我们主张选择国有资产的四层授权经营模式

，以完成大型竞争性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使之成为真正

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第一层授权经营要解

决的问题是，构造出政企分开的制度性条件，使代理国家行

使竞争性国有企业所有术的主体行为资本化。即以国有资产

的保值和增值为目标，并建立起能有效监控所有权行为主体

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为法人资产制度的建立创造必要的条件

。第二层授权经营要解决的问题是，建立一批竞争必控股公

司，实现国有股的收益权与控股相分离，即国有资产管理委

员会作为委托人拥有国有股的收益权，控股公司作为代理人

拥有国有股的控股权，从而在保持国家拥有企业剩余索取权

的前提下，实现国有资产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的经营职能相

分离，使国有股权事实上分散化，为企业产权独立化创造必

要的条件。第三层次授权经营要解决的问题是，公司产权独

立化。国有股的收益权与控股权分离后，国有股事实上具有

可转让性，同时引入多元化持股主体，其中包括非国有持股

主体。公司产权独立化后，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股份公司拥

有法人财产权，从而可为现代企业制度的确立创造出基本的

条件。第四层授权经营的目的在于，通过委托人为代理人设

置最优化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完善股份公司的治理结构，提

高资产的营运效率。13、试述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按劳分配原



则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经济中个人消费品分配的基本原则。

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在社会主义公有制

的条件下，一方面，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人们在生产资料

的占有上处于平等地位，任何人都不能凭借对生产资料的龙

断占有获得特殊的经济利益，劳动成为他们获得社会产品的

惟一依据；另一方面，由于存在社会分工，劳动还主要是一

种谋生的手段，脑力与体力、简单与复杂等不同劳动之间存

在着差别，劳动能力还是一种个人的“天赋”权利。因此，

劳动者所创造的产品在作了必要的各项社会扣除后，还必须

以各自付出的劳动量为基础分配个人消费品。按劳分配体现

的经济关系对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它

用劳动代替了资本，使劳动成为占有社会产品和获得收益的

惟一依据。它体现了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中人们在占有生产资

料上的平等关系，从而为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实现共

同富裕奠定了制度基础。（2）它用劳动的尺度代替了需要的

尺度，承认个人能力和与此相关的利益差别是个人天然的权

利，从而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有效运行提供了有效的激励和约

束机制。（3）按劳分配中体现的劳动者之间的等量劳动相交

换的关系与商品等价交换具有形式上的一致性，反映了劳动

者之间经济利益以及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差别。（4）

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按劳分配要求不同的个人和不同的企业之

间具有明确的利益边界和产权边界，要求企业实行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这为公有企业产权关系的明晰化和经营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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