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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化从1992年初到1997年7月，通过“小私有化”和“大私

有化”两大阶段完成了大规模私有化改造并转入个案私有化

阶段。到2002年1月1日共有13万家国有企业实现了私有化，

占私有化之前全部国有企业总数的66%。国有成分从1990年

的88.6%下降到10.7%，私有成分从1.2%上升到75.8％，集体与

其他混合成分从10.2%变为13.4%。以非国有制为主导的多元

化所有制体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框架基本形成，美国和欧盟

已经于2002年夏秋分别承认了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

私有化奠定了新的经济增长基础。私有化迫使新的所有者适

应由国家给“米”下锅到市场找“米”下锅的经营方式转变

并培养出企业家创业精神。公司活动透明度大为提高，竞争

力显著提高。近5年俄经济走出低谷，步入稳定增长轨道。私

有化促进了新的市场调控机制的形成。私有化使治理国家的

任务变得简单，经济非官僚化、经济法制化进程加速，政府

机构不断“瘦身”并逐渐成为“小政府”，公正的、透明的

和有竞争能力的经济体制逐渐确立。制度变革改善了俄吸引

外资和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环境。私有化促进了市场竞争规

则和法律体系的建立和投资环境的改善，国际权威机构已经

将俄从适合投机国家提升为适合投资国家，并进入8大最具投

资吸引力国家之列。制度变革使俄彻底改变了前苏联的国际

形象并赢得了有利的国际竞争环境和新的国际地位。私有阶

层及新型社会价值形态基本形成。较好的物质基础、比较公



平的私有化、弱势群体及普遍享有的如免费医疗、教育、住

房及养老等社会保障的维持、贫困支持财政转移支付基金以

及大多数居民对未来的良好预期使居民减轻了对私有化的反

对并度过了私有化及转轨过程中出现的经济衰退和生活水平

下降带来的挑战，私有化并未引起深刻的社会震荡。产权制

度改革使对国家的依赖和平均主义逐渐失去市场、而尊重私

有财产、财富与社会差别、创业与创新精神、新型社会责任

感和价值观基本形成。目前自认为属于中产阶级的人群已

达40%，以私有者为代表的中产阶级的壮大将促进社会的稳

定和繁荣。无疑，由于盲目照搬国外模式和外国顾问指导设

计、忽视客观国情急功近利、准备不足、操作失当、国家疏

于调控等各方面的原因，私有化也出现了一些负面结果：私

有化企业微观经营效率并未立即显著提高。私有化初期，俄

忽视了企业产权转制之后的公司治理结构完善及市场环境改

善而使私有化企业新主人-内部人（经理与职员）无力进行新

的投资，而企业外部与外国投资者又因缺乏公开竞争和透明

而被挡在竟标之外而难以对私有化企业通过第二手交易进行

重组，加上垄断寡头的干扰和市场环境恶劣导致大量企业停

产或倒闭。因缺乏透明和竞争机制在私有化初期一些企业是

全部或部分无偿转让、或低价转让、企业经理层与官员相勾

结利用法律和管理漏洞攫取国有财产而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

失。伴随着私有化及其他一系列改革，俄经济出现了连续7年

的滑坡，虽然是诸如前苏联体制扭曲、结构失衡、经济濒入

崩溃、民族冲突、解体所致的生产链条断裂、以及国际环境

恶化（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能源价格下跌）等一系列内外因

素所致，但毕竟与私有化进程中的盲目冒进、治理失控有着



剪不断的干系。社会阶层分化加剧。私有化远没有达到预想

的让全体居民都均等获得国家财产的设想，居民收入差别和

财富鸿沟更扩大了。 二、俄罗斯私有化对中国国企产权改革

的借鉴尽管俄罗斯私有化存在种种问题和出现了一些不良后

果，但无论如何不能成为全盘否定的理由。毕竟在一个具

有70多年高度垄断、集中计划的大国进行史无前例的彻底的

制度变革，“免费午餐”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说“改革是

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邓小平），那么，通过国有企业产权

改革建立起现代产权制度则是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保证中国

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第二次“改革”。借鉴国际改革经验、

特别是与我国国有企业体制具有最深渊源的俄罗斯国有产权

改革经验教训，对于促进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趋利避害、取长

补短，无疑是块不可或缺的过河“石头”。产权改革是绕不

过的坎。目前，在我国国有企业普遍受制体制桎梏、难以走

出经营困境和社会化、民营化、私有化蔚成国际潮流的条件

下，加快国有产权改革的迫切性愈加凸显。国有经济比重太

大不利于市场自由竞争，还因迟迟不被承认为市场经济国家

而屡屡遭遇国外反倾销，使国家参与国际竞争受阻、经济安

全遭受威胁。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杜拉克提出，政府的功能

是治理（制订规则）而不是经营企业，因此，企业经营应该

民营化。应该消除对私有化的偏见，私有化实际上是非国有

化，即通过出售、拍卖等各种方式部分或全部地将国有资产

转让给个人与法人等，私有化后把国有独资改造成控股或参

股企业、私营公司、股份公司、合作公司等等多种企业形式

而非全盘私人化。俄私有化既不是把国有企业都卖给职工或

个人，相当多的是股份公司化，更不是全盘卖光。至今，俄



国有企业数量还占企业总数的1/3和还占全国资产的约40%。

应该突破先入为主地规定某种所有制为主导地位或优先地位

的传统理念和做法。抑制政府投资冲动、退出竞争性经营领

域是彻底改变裁判与球员一身兼、实现市场法制化和科学发

展观的前提条件。加快国有产权改革刻不容缓。世界银行专

家指出，应该防止在匈牙利、俄罗斯和亚洲许多国家所发生

过的影子私有化、“自发私有化”所带来的国家资产“冰棍

效应”。前苏联放权让利等微小改革没有能解决国有体制的

根本问题，后来俄罗斯派出通过以竞争方式产生的国资代表

参与国资企业管理的制度也被证明是不成功的，国有企业的

产权模糊、“委托-代理问题”和经营效率问题也难以通过任

何非人格化的主体从根本上得到化解，所以，不能流于形式

，而应该从根本上进行改革，通过股份化、出售、转让、租

赁、并购、重组等多种方式实现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产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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