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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有企业改革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上。首先，由于国有企业的存在，美国拒绝承认中

国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的指责大量是针对中国的国有企业。其次，国

有企业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效益低下，不适合市场经济：如果某个国有企业发展良好，利润超

群，那它一定被认为是受到了政府的保护和特殊照顾。第三，许多民营企业目前也确实遇到了

诸如贷款难等问题，而国内的个别学者又令人吃惊的抛出了“私营经济撤离”等奇谈怪论，使

得人们开始担心所谓的“国进民退”。 

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首先必须明确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到底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厘清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和方向。然而，在对此问题进行讨论之前，我们

仍需要回答如下两个问题：1）国有企业的存在是否就意味着中国就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吗？

2）市场经济有缺陷吗？ 

中国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吗？ 

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基本上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去进行甄别：一是它的经济运行机制，或

者说是经济资源的分配和调节机制；二是企业制度。就经济运行机制而言，主要有市场经济和

计划经济之分；就企业制度而言，有所谓的不同所有制形式，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分。 

由此可见，所有制形式与经济的运行机制是构成经济体制两个不同的层面。因此，即使参

与市场的企业包括不同形式的所有制（如国有企业等），从学理上讲，经济体仍然可以是市场

经济，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市场经济。邓小平同志 1979 年时就多次反复强调：“说市场

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也

能搞市场经济。” 

就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经过前三十年的艰苦奋斗，中国通过计划经济和城乡分治，

走出了贫困陷阱——尽管其中经历了许多曲折，走过了许多弯路。1978 年，当一切尘埃落定

之后，中国进行了史无前例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仅放弃了之前的计划经济，

同时也伴随对民（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的开放，使它们成长为中国经济中最为主要的成份之

一。 

必须说明的是，中国对计划经济的放弃不能说不彻底：中国撤销了之前专门制定计划的政

府部门——国家计划委员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其基本的经济活动，如生产什么、

生产多少、为谁生产等都是由企业根据市场的状况自行决定。中国企业的这些基本的经济活动

也使得中国经济变量的波动与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如美国等）完全相符。例如，中国也存在着

商业周期；在商业周期中，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也存在着类似菲利普斯曲线的关系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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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样一个几乎找不到任何计划经济的痕迹，并且市场经济特征又如此明显的经济体，

怎么能说是非市场经济呢？ 

市场经济有缺陷吗？ 

由于传统上国有企业与计划经济相结合，私有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因此，人们会很容

易产生某种错觉，认为市场经济不需要国有企业的参与。然而，这样一种认识实际上是建立在

“完美市场经济”的假设基础上：如果市场经济确实是完美的，那么，市场经济将不需要国有

企业，甚至不需要政府。 

与计划经济相比，市场经济无疑更具有魅力。然而，市场经济的魅力到底何在？相信绝大

多数的经济学人会异口同声：作为经济资源的调剂机制，市场经济能更有效地调剂着资源的分

配！ 

然而，我想说：错了，全错了！与计划经济相比，市场经济的魅力并不在于它能更有效地

调剂着资源的分配，而在于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更为高效的激励：市场为我们提供了机会，调

动了我们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市场让我们更加勤奋，让我们更加富有创造力；市场使个人

更具活力，而不是沦为工具；市场也使企业更勇于创新，而不是完成计划的单位；它使技术更

容易进步，生产力更容易提高。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所取得的成就离不开市场，离不开市场给与

我们的激励。 

需要说明的是，经济学对于这样一种激励机制却很少进行研究：也许是出于一种不言自明

的默认，从而无需进行讨论；但更有可能是无法用漂亮的数学模型对其进行描述。因此，经济

学家们在对市场经济的研究上就不得不集中在：市场作为一种资源分配的调节机制是否有效上。

出于对市场经济的赞美和崇拜，经济学家们由此而创造出了“完全竞争市场”和“帕累托最优”

等描述市场经济在资源分配上的最优之理论。 

再次强调，如果市场经济确实如亚当∙斯密所设想的那样，如瓦尔拉斯、阿罗和德布罗等

在其高深和复杂的数学模型中所证明的那样，如经济学教科书所精心描述的那样，那么国有企

业确实无需存在，政府的干预更是多余。 

然而，市场经济绝非是完全竞争型的，垄断和垄断竞争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一般的市场类型。

正因为如此，市场作为一种资源的调剂机制往往是失灵的，由此会带来无休无止的波动、萧条、

危机和高通膨等，最后，不得不由政府出面干预，收拾残局。市场经济的失灵同时也体现在大

量的经济活动所体现出的外部性和在一些新开拓的未知领域所存在的巨大风险。 

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的作用 

当我们认识到市场经济本身是有缺陷时，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的作用就会自然而生。除一

般所讨论的弥补外部性之外，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至少还发挥着如下两大作用。 

第一，国有企业是宏观稳定的基石。必须说明的是，民营经济在参与经济活动时，通常是

顺周期的，即当经济出现萧条时，会主动退出市场；而当经济好转时，又会潮涌而上。民营经

济的这种顺周期行为通常会加剧经济的不稳定。因此，要使经济得以恢复稳定，通常需要其它

企业通过逆周期的经济行为来稳定经济。由于逆周期的经济行为通常意味着风险或失去盈利的

机会，财务上得不偿失，因此，唯有国有企业才能担当政府稳定经济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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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国有企业担负着执行国家战略的重任。中国目前所推行的国家战略，如对外“一带

一路”，对内重大项目的攻关和创新等，都存在着巨大的风险。民营企业既无能力也不可能愿

意承担风险。这些国家战略的推动只能由国有企业承担。习近平主席在 2016 年 11月召开的全

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要使国有企业成为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成

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力量，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

成为实施‘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战略的重要力量，成为壮大综合国力、促

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成为我们党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

斗争胜利的重要力量。”习近平的“六个力量”很好地阐释了新常态下国有企业的作用。 

 
总之，国有企业的作用就在于弥补市场的缺陷，在那些存在着巨大风险、民营企业不可为

的情况下，勇于承担责任，挑战困难，完成国家所给予的使命。美国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指责本

身就意味着美国对中国国有企业的焦虑：在与美国的竞争当中，中国的国有企业必将起到关键

性的加分作用。而当国有企业的作用主要集中在弥补市场缺陷时，国有企业才能真正做到与民

营企业共存、不与民营企业争利和成为民营企业强大的后盾。 

最后，必须说明的是，当前国有企业的行为并没有完全体现出弥补市场的失灵。也正因为

如此，国有企业还存在着大量的与民（营企业）争利的行为。要使国有企业发挥好上述作用，

国有企业必须做到如下三点： 

1）坚持党的领导。唯有如此，才能坚决执行国家交给的任务； 

2）在对国有企业的考核中，必须坚持以国家利益为重，不以利润挂帅。唯有如此，国有

企业才愿意去承担风险，才不会去与民争利； 

3）必须做强做大。唯有如此，国有企业才能抵抗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