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营企业产权必须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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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厉以宁一直关注着中国的“三农”问题。
“将来，谁来搞中国的农业？谁来种田是一个大
问题。”厉以宁最近在浙江省龙泉市调研的时
候发现，农民的土地确权了，那山林怎么办？
“山林的情况跟我原来预想的不一样。我当初
以为，林子的产权都定了，承包权是 !"年不
变，这样子农民就会爱惜自己的土地了，实际

上的调查结果不是这样。”
在调研过程中，厉以宁碰到一个奇怪的现

象：山上森林发生火灾，林农不去救，任由火烧。
而且，林子着火了，对这些林农还有好处：过一
会儿火就灭了，树可以名正言顺地砍掉，卖钱后
再种。因此，土地的利用很有问题。这个问题需
要进一步研究，涉及到将来谁来种林子的问题。

现在有一些林农搞“林下经济”。“有些农民不管
林子了，但林下的地是他的，在那里养鸡、种蘑
菇和木耳，但这个需要金融的帮助。”
厉以宁说，现在已有林业企业上山去，它

们有资本投入，如何利用竹子、木头开发，它们
是行家。所以，不愁没人参与，还是需要政策进
一步明朗化。厉以宁相信林农会把山搞好，包
括农民也会把自己的田地搞好。“因为在户口
一元化以后，农民会继续存在，但农民将是一
种职业而不是身份。这才是中国将来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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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 杰

! ! ! !厉以宁认为，“国进民退”和
“国退民进”都不是我们的目标，我
们的目标是希望在中国的经济发
展过程中，国企跟民企能够共赢、
双赢。但这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
企业必须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如
果企业不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像
现在国有企业这样是做不到的。
第一个问题，国有企业改革分

两个层次：高层次的是国有资本配
置机制的改革，低层次的是国有企
业管理体制的改革。

什么叫国有资本配置体制的
改革？厉以宁直言，高层次的国资
委作为一个领导机构，不是去直接
管每个国有企业。企业是市场主
体，已经股份制了，已经是上市公
司了，自然有法律对它制约。“根据
股份公司、上市公司的有关规定，
有法人治理结构，股东大会、董事
会、监事会和聘任的总经理来管，
国资委管那些干吗？你就管好资
本的进进出出，这才是主要的。”

他认为，资源的配置、资本的
配置，首先要解决一个认识问题，

就是过去只强调生产效率。生产效率就是
投入跟产出之间的关系，一定量的投入下
产出越多越好，生产效率高；一定的产出
下投入越少越好，也表明生产效率高。但
是在 #"世纪 $%年代时，人们开始注意到
另一个效率，叫做资源配置效率。资源配
置效率跟生产效率是不一样的。“所以，十
八届三中全会提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
决定性作用，它所着眼的正是资源配置效
率。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了，对宏观、对微观
都有好处。”
厉以宁认为，国资委应当存在，但是它

下面要建立若干个行业性的或者混合型的
投资基金公司，管国有资本在某一个企业
中的升还是降，比例增还是减。“新兴产业，
应该增加国有资本的就增加，产能过剩、效
益不好的，国有资本该撤走就撤走，把钱
用在更有用的地方，这样你就站得高，就
灵活了。”

! ! ! !为了避免使人产生“民营经济国有化”的
误解，厉以宁把民营企业的改革称为体制转
型，它的意义包括四个方面：首先，观念的转变
要从小业主的思想变为现代企业家的思想；第
二，发展方式的转轨 从重数量、重扩张，向重
效益、重质量转轨；第三，营销方式的转轨 现
在的世界经济两大发展趋势已经很明显：工业
化和信息化的融合；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
一个民营企业要赶上形势，在制造业和服务业

的融合上下功夫，就涉及到营销方式的转变。
营销方式转变了，才有更大的前途；第四个是
管理体制的转轨。因为民营企业初创时多半是
家庭制、家族制、家长制。但是规模渐渐扩大以
后，就遇到了问题：产权是不是清楚？
厉以宁讲起一个例子：他在广东调研时，

一个企业主诉苦说，企业当初是自己跟三个
儿子一起干，从几百万做到几千万、上亿的规
模。之后，二儿子死了，他的几个孩子就要求

把他们应该有的股份退还，想搞别的。可是，
产权从来没有界定过，对每个人的股份也没
有一个界定。怎么处理呢？接着，大儿子和三
儿子的孩子也说自己曾经出过力，要求退股，
如果不退出来的话也行，就是要知道自己到
底有多少股。
“这样，企业就乱了，我刚好在调研，他参

加我们的座谈会，问我怎么办？没有别的办法，
当机立断，从现在开始清理产权，每人该得多
少得多少，这样才行，越往后拖问题越大。所以
产权要清楚，规模大了以后，家长制不行。应该
按照现代企业制度，产权必须清晰。”

! ! ! !刚结束不久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厉以宁认
为有一个新的突破，就是混合所有制经济。“这
是我们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在理论
上打破了过去非公有即私有的观念。而且《中
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中还提到了允许国有企业向混合所有制方
向发展，其中包括领域开放、门槛降低、民营经
济准入，这就是走向混合所有制经济。”
《决定》还提到，企业员工持股是将来的混

合所有制形式之一。厉以宁坦言：“这里面有几
个问题要讲清楚。一个问题是资本力量的大
小，不在于资本存量的多少，而在于利用这些
资本存量能够控制多少资本。假定 &%%%亿元
资本，百分之百都是国有的，那就是控制 &%%%

亿元。如果占股 '%(能够控股，那控制的是
)%%%亿元，因为其他股份是分散的。这是资本
的壮大，而不是资本的削弱，所以这个观念一

定要搞清楚。”
另一个需要搞清楚的问题，厉以宁觉得是

在发展过程中，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物
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共同创造财富。“既然财富
是物质资本投入者和人力资本投入者共同创
造的，那么为什么利润要归物质资本投入者所
有，人力资本的投入只能够从工资部分取得自
己的报酬，这不合理。”
“所以，出现了共享经济，共享经济实际上

就是分享利润的问题，那有什么办法吗？第一
是股权激励制度，股权激励制度无非分两个，
一个功劳，一个苦劳。譬如说，有重大贡献、突
出成就的，就应该根据一定的规则给予股权奖
励，这是论功劳。论苦劳，在本企业工资，工人
从进厂起，连续工作若干年，你就可以得到一
笔股权奖励，这就是股权激励制度。”
厉以宁说，无论是国企、民企都要走混合所

有制的道路，这样三种形式就出来了：国有企
业、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三分天下。而三
分天下的同时，混合所有制经济还有四大好处：

好处一 把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优势集中

到一起!相互取长补短% 国有企业的优势在于资

本雄厚(设备齐全而且比较精良(人才济济%民营

企业的优势是机制灵活(自负盈亏(敢于冒险%

好处二 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有好处% #我

在其他国家看到!别人看到你是国家控股公司

都怕!怕你收购人家的产业!于是用各种原因

来限制你(阻拦你%而单个民营企业出去呢!因

为你力量小!成不了气候!人家不怕你%假如混

合所有制中还有外资的参与就更好了!对我们

走出去有好处% $

好处三 凡是混合所有制经济! 都是法人

治理结构最有效的! 企业根本就不需要什么

#婆婆$!有法人治理结构管就好了%

好处四 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国有资本和民

间资本合作的场所%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可以

实现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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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2日，CCTV第十四届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获奖名
单揭晓，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教授荣获中
国经济年度人物“终身成就奖”。

从“厉股份”、“厉民营”，到“厉土地”、“厉城镇”，再到中国
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厉以宁教授的思想和理论对中国

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一生治学当如此 ,只计
耕耘莫问收”，是他58年前留下的自勉。在中国经济年度人物
“终身成就奖”颁奖现场，厉以宁发表获奖感言时说：“我最大
的心愿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年轻人要记得：第一，要有自己
的梦想；第二，要有坚持的力量，不能半途而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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