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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工作一直在进行，但是，前进的步伐比较

其它行业要慢许多，这其中除了行业、地区、企业等具体情

况外，对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认识，对于国有经济和国有

资产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指导思想理解不够

深有直接关系。十六届三中全会为国有企业改革指出了方向

，第一次提出“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使股份制成为公

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样的提法，使我们可以更明确国

有建筑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改革方向，通过切实可行

的措施，实现建筑行业的大发展。 一、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

是国有资本有进有退的体现。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

都提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问题，强调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

中的主导作用。而这种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国有经济控制力

上，而不是数量上，是针对国有经济分布过宽、整体素质不

高、资源配置不合理的问题而提出来的，是为了更好地发挥

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国有经济，具体为国有

资本的进与退、为与不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进”和“有

所为”是发展，“退”和“有所不为”也是为了更好地发展

，目的都是为了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提高国有经济的质

量，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发展股

份制经济，探索通过国有控股和参股企业来实现对国有企业

进行规范的股份制改革，可以使国有资本吸引、调动和组织

更多的社会资本，放大国有资本的功能。近些年的改革实践



中，出现了民间资本进入、外资并购、管理层收购、全体员

工持股等多种国有建筑企业改造的方式，由于实际操作过程

中有时发生国有资产贱卖的问题，因此，有关部门有过一些

限制性措施，影响了一些企业改制的决心。我们认为，作为

一个国有建筑企业的领导班子，首先要深刻理解党和国家的

宏观经济政策，正确的把握宏观经济的发展趋势，这样才能

敢于创造、敢于突破、敢于创新，才能带领企业实现快速发

展。到了“不得不改”之时，是被动的改、落后的改、失去

机会的改，往往使企业难以走到市场前列，难于摆脱困境。

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要适应经济市场化不断发展的趋势

，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

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

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是再次

明确，国有企业要以股份制的方式实现公有制之路。对于建

筑业这个完全竞争性行业，“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

流动的机制，”更是要通过国有建筑企业改造、民营经济发

展来完成全行业的改革。 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应主要通

过“民进”来实现。发展股份制，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

影响力和带动力，这是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重要途径

。股份制企业应由各股东共同出资设立，但对现有国有建筑

企业，则应通过转让股权或者吸引资金进入实现。实际上，

由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不到位，大量的国有资本还不可

能实现有效的进退，特别是国有资本退出国有企业，其去向

问题、操作问题都有相当的难度。为此，解决国有企业产权

多元化，主要应通过引进民间资本、外资，包括个人资本，

以民进的方式改造国有企业，实现混合所有制的企业，从而



完成国有企业的改制。混合所有制有多种实现途径：有的国

有企业通过上市，如上海建工、上海隧道公司、北京城建、

中铁二局等国有建筑施工企业以优良资产上市的方式完成了

所有制改造；有的引进民间资本，如重庆一建、北京二建等

大型国有企业被民营企业浙江广厦集团收购的方式完成了所

有制改造；还有的引入外资，如中建二局以一公司引进香港

两家公司部分股权，将一公司改制为了与两家港商合资的有

限责任公司。一些中小企业则被拍卖或零资产转让。随着所

有制改革的深化，还会有更多的所有制改造形式出现，使建

筑业这个完全竞争性行业彻底完成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任务

，企业具有更加适应市场的动力和活力。 三、发展混合所有

制经济应重点解决下属企业的国有资本退出。国有大中型企

业多是有多个层级的法人企业（以下简称上级企业），原因

有多种，那些由建工局等主管部门转成总公司的企业，下属

公司原本就是法人企业，只是转成总公司的下属企业。一些

企业在原有体制下不得不建立的下属或附属单位，很多都办

理了法人登记手续，但仍是作为公司的下属企业管理。再有

一些则是在企业多元化发展中建立起来的下属企业。当然，

有些下属企业再设了三级企业、四级企业也并不鲜见，可谓

儿孙满堂。由于下属企业多数并非上级企业出于战略部署而

建立的企业，所以，真正盈利或效益好的不多，一些单位甚

至成为上级企业的包袱。所以，在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造

中，解决下属企业的去向是无法绕开的课题。下属企业改制

，上级企业有很大的发言权，甚至决策权。所以，国有企业

改制，首先是在企业总体发展战略上确定国有资产的进和退

。对于企业整体发展有推动作用，特别是涉及企业发展方向



的下属企业，应坚持控股、甚至绝对控股。对于一般企业，

则应彻底退出。这其中，衡量进与退，效益问题应不在考虑

重点，否则，暂时的利益可能影响企业总体发展的决策和管

理，也可能将来成为包袱。其次是是对国有资产退出的下属

企业，应妥善解决扶持与合作问题。尽管下属企业改制后，

特别是国有资产全部退出后，上级企业与下属企业已经没有

从属关系，但历史背景和员工来源，使得下属企业在相当长

的时间里，都会对上级企业的稳定和发展产生影响。因此，

采取适当的扶持措施，加强与之在市场中的合作是非常必要

的。尤其是对于独立的专业施工企业和劳务企业，上级企业

更应在工程分包任务上实行政策倾斜。 四、人事制度改革是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核心。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造，企

业员工就要从国有身份转成雇工身份。由于这些年来，企业

普遍实行了合同制，员工的全民所有制身份的观念在逐步淡

化，因此，人事制度改革相应容易许多。但是，仍然有三个

问题是职工关注的，一是人员分流问题，二是企业长期稳定

问题，三是社会统筹问题。人员分流问题，关键要有一个友

情操作的态度，采用多种措施，妥善解决分流职工的实际困

难。有些单位采用退休、退养一批，自谋职业一批，采用借

用工一批等办法，既最大限度分流了人员，精干了队伍，又

化解了改革分流的主要矛盾，是十分成功的经验。实际上，

社会统筹解决了，职工没有了后顾之忧，企业长期稳定和下

岗分流问题，经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绝大多数职工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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