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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B5_84_E6_B3_95_E8_c46_352379.htm 历时近15年的国有资

产法终于在近日基本定稿，并将于本月正式进入全国人大常

委会的审议程序进行“一读”。而国务院国资委的定位，或

许将因这部大法的出台而重新界定。 本报多方求证获悉，国

资法草案起草组12月6日在北京召开了“一读”前的最后一次

工作会议，基本确定了国资法草案的文本。 国资法是一部针

对中国庞大的国有资产管理和保护的基本法律。其内容包括

国有资产的界定、国有资产的经营及转让的规则以及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等。其中，对于国资委的职能定位，一直是草案

最具争议的难题之一。 据参与起草组人士透露，按照起草组

计划和立法惯例，在本月下旬“一审”之后，草案还将继续

修改共经至少三审后，方可获得通过。 中国政法大学经济与

法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是起草组专家成员之一。上周，刘纪

鹏接受本报专访，表达了他对国资法一些核心问题的意见。

刘纪鹏认为，国资委希望能同时身兼出资人与监管者双重身

份的意愿不太现实。以下为访谈内容： 经济观察报：能否介

绍下国资法草案的立法宗旨、框架以及主要内容？ 刘纪鹏：

起草组不允许对外透露与此有关的内容。但我可以说的是，

国资法必须尽快推出，时间已经非常紧迫。 《物权法》推出

之后，有了保护私有产权的一部根本大法。但是，对于国有

资产，在中国这样一个奉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

这部国有资本的根本大法必须要尽快推出。 今年已经是国资

法起草工作走过的第15个年头。对于这部重要的法律，我们



到底是继续搁置下去，还是尽快推出？从目前看来，尽快推

出国资法的时机已经迫在眉睫，并被立法单位提上日程。 经

济观察报：国资法起草最主要的难点是什么？ 刘纪鹏：国资

法当前的关键，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取决于国资委的定

位。国资委的定位有三种可能：第一是国资委只做出资人；

第二是国资委只做监管者；第三种是国资委既做出资人，又

做监管者。国资法围绕着这个关键问题。 从三种可能比较来

看，国资委还是希望能够既当监管者，又履行出资人义务。

但是在现实中，可能难度会比较大。 国务院国资委今后的定

位，如果主要的职能是履行出资人的职责，而国资委的出资

仅仅是对现有的152家中央企业而言，那么其他的国有资本应

该怎么办？还需不需要在国务院系统，或者在全国人大系统

，再建立一个新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这恐怕是绕不过去的

问题。 经济观察报：那么您觉得这三种可能哪种比较现实？ 

刘纪鹏：我的观点是：第一，中国需要一个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部门；第二，中国的中央和国务院系统只能有一个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部门；第三，我是希望现在的国资委能够担负起

，在中央和国务院系统唯一的，能够对所有从事经营的国有

资本进行监管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 但是从目前来看，如果

国资委坚持当出资人，而且坚持做直接的出资人，我也不反

对。那么国资委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叫“委”，但是从事国有

资本经营管理的“公司”；而中投公司(指中国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则有可能成为一个叫“公司”的“国资委”。 那么，

今后可能还会再产生其他类型的国资管理部门。比如：财政

部门还承担着铁路、邮政、烟草等垄断行业部门的国有资产

管理的职责。 我们还有80多个部委，5000多个国有企业。这



些企业，现在有的在财政部门下面，有的在党的宣传部门下

面，还都有各种各样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在这样分散的体

制背景下，是否就可以不要一个统一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呢

？ 我看，恐怕还是要有。如果有的话，这个部门从哪里设立

？ 如果国资委坚持当出资人，它有自己主管的企业，那么它

再去履行全国系统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职能，恐怕就很难了

。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可能就需要重新构建一个国有资产管

理部门。 这个部门应该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

的需要，必要的时候可以考虑在全国人大系统设立一个国有

资产委，来真正履行对全民资产的监督管理职能，来真正的

做到政企分开，也真正的做到我们的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监管

，以及人大国有资产委对全民资产在所有基础上的监管，能

够并行不悖。 经济观察报：《物权法》历经8次审议才获得

通过，国资法单是起草就历经了15年，您认为国资法能在三

审后获得通过吗？ 刘纪鹏：中国的事情不要一蹴而就，需要

一步一步来。 目前，对国资法最难决策的，说来说去就是国

资管理到底采取哪种模式的问题，这是当前的关键之所在。

而这个环节，首先就是关于国资委的定位。这也是下届政府

所关注的最重要的话题之一。无论是在十七大报告，还是在

前不久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都把转变政府职能提到

一个相当高的高度上。 所以，我想新一届政府可能会在2008

年，把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型和改革，提到相当高的高度上。

这就决定了，新国资体制本身的创新，已经绕不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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