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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5/2021_2022__E6_96_BD_E

5_B7_A5_E4_BC_81_E4_c41_65784.htm 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

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精神，推

动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有必要在坚持“三个有

利于”标准和“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原则的前提下

，从发展和战略上调整和改组现有国有施工企业，推动国有

资产流动和重组。本文拟就国有施工企业国有资本退出竞争

性领域问题作一探讨。 一、施工企业国有资产及其结构的主

要特点 1.股权结构不合理，国有股权比例过大。由于计划经

济影响，目前国有施工企业国有资本占较大比重，而国有资

本中不良资产又占有相当比重，给国有施工企业经营带来一

定困难，使国有资本运作效能难以发挥，形成无序的竞争，

也使法人治理结构运作不规范，难以按照《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规范运作。 2.经营性国有资产总量呈逐年下降趋势。这

几年国有施工企业效益逐年下降，很多企业亏损增大，潜亏

挂账较多，有60%企业资产负债率在 90%以上，净资产利润

率为负数。 以上情况表明，国有资产在大多数国有施工企业

无效运作，使资产大量流失，债务难以清偿，职工下岗待岗

等，对整个经济发展带来较大不利影响。 二、国有资本结构

调整的意义和作用 1.有利于较好地发挥国有资本的社会效益

和进行经济效益。对国有施工企业国有资本进行结构调整，

使国有资本从企业中退出，就可以把投资重点转向环保、供

水、电力、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和支柱

产业，使这些产业得以发展，从而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创造



更多就业机会。 2.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长

期以来，国有施工企业的所有者、经营者混为一体，产权关

系模糊，因而导致无人对国有资产损失承担责任，出现“经

理负盈、企业负亏、银行负债、政府负责、职工受害”的状

况。在现实中，国有施工企业的所有权分散在政府各部门，

各部门都有权对企业发号施令，都不对国有企业亏损和资产

流失承担具体责任。对国有资本进行结构调整，使政府及其

各部门不再以管理者身份管理企业，也可腾出人力、物力、

财力抓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以及其它有关国计民生的行

业，使政府职能由干预企业转向服务企业，为企业创造一个

良好外部环境，真正实现政企分开。 3.有利于多种所有制企

业平等竞争。由于历史原因，国有施工企业一直承担着安置

社会就业和离退休职工养老责任，包袱沉重，很难与其他企

业平等竞争。通过国有资本结构调整，一方面对企业承担办

社会职能进行剥离，另一方面大量引进非国有股东，使股权

形成多元化，建立有效法人治理结构，能够与其他企业平等

参与市场竞争。 4.有利于对国有经济实行战略性改组，提高

国有资本运行质量。一方面，通过“放小”，使国有资本从

一部分国有施工企业退出，向有市场前景效益好的企业集聚

，从无所作为的低效益领域向有所作为的高效益领域流动，

更好实现国有资产在国有施工企业的保值增值。另一方面，

在企业引入其他经济成份，做到以少量国有资本控制大量社

会资本，使国有资本对整个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得以加强。 三

、国有资本结构调整的难点 1.思想观念转变难。国有资本结

构调整，不仅是经济结构的调整，更是利益格局的调整，必

然会遇到各方面阻力，尤其思想观念方面的阻力。一些企业



职工，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了“政府包、企业养”的

思想，对国有企业职工身份很看重留恋，市场意识、风险意

思较差，不愿改革。一些企业的领导者，由于是政府部门或

上级主管部门任命，担心改革会失去职位和利益，不想改革

。一些企业主管部门担心所辖企业划出后原有职能部门利益

有损失，不愿改革。一些政府主管部门担心改革过程矛盾多

、难度大，怕管理失控，产生社会不稳定，不敢改革。 2.国

家扶持国有企业的政策环境，影响企业退出的主动性和积极

性。多年来，国家为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相继采取一

系列优惠政策，如优化资本结构的兼并、停息、挂账政策，

贴息、补亏政策等。这些政策是国有企业独享的，能有效减

轻企业负担，帮助企业走出困境。因此，一些企业担心从国

有经济退出后，国家不再扶持，不能享受这些政策，退出的

主动性就差。 3.具体实施后实际操作难度大。目前很大一部

分国有施工企业有效资产少、潜亏多，资产负债率高，相当

部分企业已资不抵债。这些企业进行资产重组的难度较大。

过去，在国有企业产权转让时，往往是政府包办，行政干预

，难以发挥市场导向作用，不利于调动职工、经营者和外来

资本参与的积极性。加上我国大部分省市对企业产权交易的

资产处置、股权流动、人员安置、债务剥离等尚未形成较为

规范可行的操作办法，缺乏一套完备的企业出售、拍卖、购

并机制，影响着国有资本结构的调整。 4.宏观投资环境的影

响。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正处于结构调整时期，新一轮投资

热潮尚未形成，许多企业对外投资扩张热情不高。除沿海城

市外，很多内地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投资环境影响，吸纳

民营资本、外来资本参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整体优势不明



显。因此，短时期内，国家宏观经济环境和地方经济发展小

环境都会影响国有资本结构的调整。 5.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

善。我国很多地区，社会保障制度处于初级阶段。一方面受

地方财力限制，总的水平较低，保障功能有限，养老、失业

保险覆盖面还不够广，企业欠缴统筹金、用工不规范现象较

为严重，下岗职工分流安置、再就业难度大，社会就业矛盾

突出。另一方面，职工医疗保障制度改革还在试行中，职工

普遍有后顾之忧。社会保障机制不够完善，直接影响着职工

向其他所在制企业流动，也制约着国有资本结构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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