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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私有化如何减少来自民间的阻力  

http://www.crifs.org.cn  2006年2月15日  叶檀 

近日对市场化改革的反思有加剧之势，反思主要围绕国企市场化改革的路径选择，其着眼点是

如何化解益愈增大的改革阻力。这一反思应与行政对市场的干预、改革中谁应成为新的获利益群体

等判断相辅而行。 

在大多数情况下，改革总是出于不得已。  

如英国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的著名的私有化改革，其背景就是经济濒临破产窘境：从1949年到

1979年，英镑购买力下降了85%。 

私有化因此成为不得不然之举，一场大规模的涉及近百万国企员工切身利益的国企私有化改革

应运而生。 

为减少私有化改革的阻力，撒切尔夫人提出“个人资本主义”的概念，简言之，使国有资产的

私有化最终成为国民分享国有资产的盛宴，并使民众从开始对私有化的顾忌怀疑，转而成为主动维

护私有化成果的力量。 

其关键举措之一，就是在私有化的过程中，坚决保证公平、公开、公正、科学与合理。无论是

在方案设计、具体操作过程、国有企业股票的定价和发行方法以及私有化的过程中的审计，都有一

系列的法律程序和完整细致的计划。这些环环相扣的步骤，为私有化减少了众多的批评之声。 

在决策阶段，先由民间中立研究机构、商业银行和管理顾问对即将私有化的公司进行可行性研

究；而后进入立法过程：由政府以投标的方式选择一家或几家商业银行做顾问，建立管理和销售班

子，向社会公众宣传和解释私有化方案，雇佣中立的民间中介机构对企业财务进行审计；在立法阶

段制订有关法律和相关的行政条例，获得议会和有关政府部门通过，以取得改制的合法性依据。转

入实施阶段后，银行与企业签订股票出售合同，股票正式上市。最后是审计，议会要求英国国家审

计署对私有化之前和之后都进行审计，确保国有企业私有化过程“三公”，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为

此，英国审计署专门设立了国有资产私有化绩效审计司，负责对国有资产私有化进行绩效审计。 

另一个举措，是在私有化过程中大力保障本国国民、尤其是被私有化国企中原有员工的利益。

私有化的主要手段就是公开发售国企股票，英国政府首先满足国内的普通投资者。如1986年，英国

煤气公司在私有化的过程中，股票认购量超过发行量的4倍，为满足国内普通大众，金融机构和外国

投资者的认购数量被削减。 

为避免国有企业职工的反对，英国政府还制定了特别政策以鼓励职工购买本企业股票，这些人



购买股票时，可以按认购比例享受免费股，甚至无偿赠予一定的股票。如英国煤气公司私有化时，

送股比例达99%，配股比例达85%，优惠率为48%，最终使得99%的职工成为本企业股东。 

据英国官方统计，在私有化的过程中，持有股票的成年人由1979年的7%上升到1991年的25%，小

股份持有者的数量相应从300万人猛增至1100万人。由于股票定价较低，大多数股票持有者在较短的

时间内，因股票猛涨而获得较大的收益。这些获益者自然而然成为市场化改革的支持者，因为他们

的利益与私有化的前景密切相关。理论上的国企国民产权论，就这样在利益转换过程中通过市场交

易落到实处。 

目前我国对于国企产权的争议大多处于空对空阶段，国民对于国企产权的拥有权，迟迟无法通

过市场得到体现。当国企以上市融资、再融资、配股、回购等种种方式，成为某些利益群体的圈钱

工具时，当国企产权名义上为全体国民所有而收益权仅仅属于某个部门时，国企市场化的反对之声

大涨，也就可以预料。 

悲剧在于，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一市场化过程中的非市场化之处，反而迁怒于市场化本身，并因

此同意加强行政集权式的各种监管，所谓南辕而北辙，莫此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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