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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水产(集团〉总公司于1994年在全市率先成为经"上海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授权的

国有控股公司，进行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公司组建至今已近三年，它对于推进国有水产企业

改革、理顺产权关系、搞活国有经济起了重要的作用。然而，作为改革中的新生事物，它在发展

中也有待于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1 对固有控股公司的认识

改革开放以来，企业改革一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政府通过一系列放宽政

策、利益机制来增强企业的活力。但是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国有企业活力不足的深层

次矛盾逐渐显露出来。企业政企不分，约束机制不力，历史包袱沉重，国有资产流失，经济效益

低下。造成这些问题存在的原因主要是，企业产权制度不清、组织制度不合理、管理制度不科

学。因此，企业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解决深层次矛盾，进行制度创新，建立"产权清晰、职责明

确、政企分开、科学管理"的现代企业制度，而其中政企分开是企业制度创新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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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企分开，指政府双重职能的分离，它是企业制度创新的前提。长期以来，政府扮演着双重

身份的角色，既是行政管理者，又是国有资产所有者，两种职能的性质行为和管理目标都是不

一致的。双重主体造成政企不分，权责不清，一方面所有权的职能受到行政权力的左右和淡化，

得不到有效保护，致使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另一方面，行政职能的过多干预，使企业束缚手脚，

难以转换经营机制。政企分开具体表现为三方面: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所有权职能分

开;国有资产管理职能和经营职能分开飞资产所有权和企业法人财产权分开。为达到这三方

面分开，有必要确立国有资产投资主体，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建立一个中间层次，它能既对企业

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进行有效的约束，又作为一种经济组织隔离政府对企业的干预飞实践

证明 建立国有控股公司作为国有资产投资主体是解决政企分开，实行国有资产有效营运的重

要保证。

2 上海水产(集团)总公司运行状况分析

上海水产(集团)总公司的建立，标志着上海水产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政企分离经营体系

的启动。运行至今证明它对明确国有资产投资主体，理顺产权关系，加快国有资产重组，盘活资

产存量，优化资摞配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1 具体转变

(1)由政府主管机关转变为国有资本出资人。上海水产(集团)总公司经上海市国有资产管

理委员会授权，成为国有资产投资主体，行使在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权力，并对国有资

产行使资产收益、重大决策、选择经营者等出资者权力。改变了其原先政府主管机关的身份，它

上只对国资委负责，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避免了政府其他部门对它的干预。

(2)由行政隶属关系转变为产权纽带关系。水产(集团)总公司在改制前是行政性主管部

门，与下属众多企业是行政隶属关系，是企业的婆婆，束缚了企业的发展。控股公司成立后，内

部产权关系得到理顺，与下属企业由行政隶属关系转变为以产权纽带的母子公司关系，同时较

好地处理母子公司之间的关系，实行重大决策在母公司，具体操作在子公司。例如，水产品小包

装配货中心，国家级批发市场的建立，及亏损企业的兼并，这些重大的决策有母公司作出，为子

公司参与市场竞争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3)由责权不清转变为责权统一。由于政企不分带来的责权不清的现象随着上海水产(集

团)总公司的建立也得到改变。尽管近几年全国国有水产企业面临比其他国有企业更严峻的困

境(近海资摞严重衰退，海洋捕捞受到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限制，渔船及渔用物资成本攀升较

快)，但还是实现了国有资产增值。主要原因是在授权初就进行了清产核资，接受国资委对其资

产经营责任考核，同时以出资人身份对下属公司进行产权约束，从而改变了先前那种责权不清

的现象。

(4)由政府机构转变为企业法人。水产(集团)总公司自身以企业法人定位，履行工商登记，

内部制定公司章程，建立法人治理结构，事有独立的民事权利，并承担民事责任，但它又不是一

①陈清泰. 1994. 现代企业制度. 北京g中国经济出版社. 11. 

②胡静林. 1995. 国有企业改革理论与途径. 北京z经济科学出版社.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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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法人，它经营的资本为国家授权，并且要对上海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负责，使国有资产保

值增值。水产(集团)总公司作为特殊的法人，与一般公司法人和企业法人的区别在前者行使的

是出资者权力，而后者行使的是经营者权力。

2. 2 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关于政企分开。前文中所提到的政企分开的三个方面要求，在实际中很难做到。首先，

国有控股公司继续代行着众多的行业和社会管理职能。水产(集团〉总公司也面临着这样的问

题。如安置就业人员，消化富裕人员，提供社会保障等，企业办小社会的现象依然存在。同时自

觉或不自觉地用行政手段实行企业兼并。例如，在企业内部把亏损企业上海绳网厂划转给上海

远洋渔业公司。其次，国有资产出资人在行使出资权时常常受到政府部门的干预，导致国有资

产真正代表的职能不到位，如资产责任的考核，产权代表的委任，经营者的任免，甚至重大投资

决策和重大资本经营项目的批准和操作常被政府部门越位取代，水产(集团)总公司至今没有

实行经营者竞争上岗机制。再次，出资人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慢淆，现代企业制度强调企业的

法人地位和法人财产权，出资人和企业之间应是一种平等的经济关系，而控股公司强调集团利

益，以产权形式将原来行政隶属关系更加固定化。例如，水产(集团)总公司成立17个处室.3个

机关通过各条线加强对子公司的控制，使子公司的自主经营积极性受到挫伤，而另一方面有的

子公司未经出资人批准截留收益，私设小金库，使出资人的权益受到侵害和损失。以上政企不

分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政府作为资产所有者代表，抱着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双重期望，一方面

政府期望深化企业改革，以取得更大的资产收益;另一方面又担心国有企业脱离行政隶属关系

后，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和经济效益下降，而期望对国有企业进行更多的帮助和控制。而且，

长期形成的行政性经济运行结构，被动服从的思维和行动方式很难一下子根除，加之社会保障

体系尚未建立，因此，政企分开还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

(2)关于规范母子公司关系。根据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国有控股公司行使

出资权包括:资产收益，重大决策，选择经营管理者等权利③。从目前来看，国有控股公司与子

公司的关系，依据出资额的大小一般分为三种: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参股子公司，目前全

资子公司占绝大部分。例如水产(集团)总公司内部子公司都属全资子公司。对于全资子公司，

国有控股公司是其唯一股东，按照这种产权关系，它享有上述《决定》所述权利。对于控股子公

司和参股子公司，因为投资主体不是一个，则可以参照公司法的规定，行使股东权利。同时，从

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的产权约束机制客观上要求母公司对下属公司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

进行公司化改造，根据具体情况将所属企业改造成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等形式。但水

产(集团)总公司对所属企业进行公司化改造仍未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母子公司关系的不规

范很难实现它们之间的产权约束关系，母子公司关系的虚化又进一步导致了政企不分。母子公

司关系紧张，或是母公司过分夸大出资人对子公司的权力，强调总公司的利益，而加强了行政

化的色彩;或是子公司过分强调法人地位，不承认产权变动收入或资产收益所有权归出资人所

有。造成以上原因主要是目前对国有控股公司在法律上尚未有确切定义。即使如《决定》所述，

也只是一种较笼统的概念，且只涉及权益问题。作为一个特殊的法人，它既不受现有企业法的

调整，也不受公司法的调整，它必须要有专门的法律来调整，明确规定国有控股公司所应有的

③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比1993. 11.14，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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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权利、义务以及运作法规，而且这方面的法规显然滞后。

(3)关于资本经营。根据国外经验，关于控股公司一般有两种类型，一类是纯粹性的控股公

司④。它指本公司不从事直接的生产经营活动，通过拥有其他公司的股份或股权对其他公司实

行控制，进行资本经营。另一类是海合性的控股公司。官指既拥有其他公司的股权，本身也进行

生产经营活动。从以上两类国有控股公司的共同点来看，国有控股公司主要都是以产权为营运

对象。且从资本收益权的要求来看，也必须以资本为纽带，盘活存量资本，进行跨行业、跨部门

资产经营和重组，达到在全国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然而，就目前水产(集团)总公司来看，这方

面工作尚在初级阶段，资产经营的形式较单一，所采用的手段也只是行政方法，例如进行土地

置换发展三产，或内部企业划转来消化亏损企业。形成这些原因，主要是部门壁垒所致。因为国

有控股公司多为原行政性公司继承而来，集团利益驱使其尚有效益就不愿别人来控股。另外，

决策层管理层长期受到条块分割的影响，存在资产流动怕流失的思想障碍，这种资产经营"不

会做 ，，"不愿做"的现象客观上影响着资产经营的步伐加快。

3 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思路

国有控股公司的建立，初步建立了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理顺了产权关系，改变了固有资

产营运主体长期"缺位"的现象，但从它运行分析中可看出它仍处于初级阶段，为适应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需要，使国有控股公司由初级阶段向成熟阶段转变，必须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健全

和完善国有资产营运体系。

(1)解放思想，强化资产经营意识。资产经营它从事产权变动和交换，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

中遇到的新课题。因此，决策层必须要思想开放，转变观念，要克服旧体制带来的影响，清除多

种思想障碍，实行真正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国企改革的精神，排除干扰，大

胆实践，使"资产有进有出，企业有死有活"⑤，优化国有资本结构，同时也尽快全面熟悉和掌握

有关资产经营的知识和运作技术。

(2)建立各项法规，促进国有控股公司有序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离不开法制建设，为促

进国有控股公司的有序发展，必须要有一系列政策法规配套措施。这些法规应包括z国有控股

公司运作法规来明确国有控股公司的定义、性质、权利、责任、义务等。国有资产委托代理制法

规:把出资人与经营管理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按市场经济规律要求加以程序化、法律化。经

营者人才职业化、市场化的法规z以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来保证法人结构中的合格人才。

(3)跨行业、跨部门、跨地区重组国有资产，构造多元投资主体。要按照产业政策和经济规

模的要求，对控股公司进行跨行业、跨部门、跨地区的大规模调整和重组，使资产流向支柱产业

和名牌龙头企业。经营好效益好的企业通过集资、融资收购、兼并等途径实现资本扩张，对债务

重、效益差的企业可采用托管、拍卖等途径进行债务重组。对一些与控股公司关联性不大的小

型企业可划转为区县。发展以兼并、收购、租赁为主要内容的产权交易市场，构造多元化投资主

体，盘活国有资产存量，推动企业制度创新。

④胡静林. 1995. 国有企业改革理论与途径. 北京z经济科学出版社. 96. 

⑤厉以宁. 1997. 中国企业股份化. 北京s兵器工业出版社.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