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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工业现代化一直是我国追求的目标。新中国

成立之初，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奋

斗目标之中，第一项就是工业现代化。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

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现代

化经济体系和新型工业化。

影响工业现代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国企的改革

和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是重要因素。

国资国企改革与工业现代化有着共同指向

在我国 40 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中，国有企

业、国有经济的发展概括起来主要抓的是两件大事。

其一是对国有企业的不断改革，其二是对国有经济的

战略性调整。这两件事的核心都在于提升效率，即不

断提升国有企业的微观效率，不断提升国有经济的宏

观效率。而这恰恰正是我国工业现代化进程中的主要

内容。

所谓的工业现代化，通常是指一国或一个独立的

经济体的工业建立在当代世界最新科学技术基础之

上，使整个国家的工业生产和生产技术达到当时世界

先进水平的过程。按照陈佳贵、黄群慧的观点，工业

现代化主要包括：总体效率、技术的先进性、信息化、

国际化、产业组织合理化、企业管理科学化和可持续

发展等多个方面。

对国企的不断改革在于提高其制度的“适应性效

率”。这里按照制度经济学家威廉姆森和诺斯的理论，

对企业制度的适应性效率（adaptive efficiency）做

这样的界定，即企业通过制度变革更加关注、提升获

取知识与学问（即各种信息）、引发创新、从事各种

冒险的创造性活动，以及解决随时间的推移而产生的

社会问题与瓶颈的意愿等企业的适应性，并最终改善

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

显然，国企改革的适应性效率与工业现代化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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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向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国企改革提高了其适应性

效率，就直接推动了我国工业的现代化。国有经济的

战略性调整，强调了国有经济对重大的关键产业的影

响力、控制力和带动力。通过这种方式将国有经济的

基本理念、包含的政策指向、资本、技术、信息，甚

至管理模式输出到相关产业，从而在更大范围促进我

国的工业现代化并使之带有显著的中国特色。

国企改革有效推动我国工业现代化

上面提到，国企改革在于不断提升其微观上的“适

应性效率”，并直接推动我国工业的现代化。改革开

放以来，国企改革经历了“放权让利”，“抓大放小”

与公司化，“顶层设计”等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

里，国有企业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适应效率提升。由

于国有企业是我国工业体系的基石和主力，国企效率

的提升自然带动了相关领域工业化水平的明显提升。

（一）20世纪 80年代的“放权让利”

20 世纪 80 年代的国企改革大体上可被称为“放

权让利”，其核心就是将企业的经营权让渡给企业的

经营者。具体包括不断扩大给予企业经营者经营决策

权的项目，和后续实行的承包制。这些改革调动了企

业的积极性，提高了企业的经营效率。

统计资料显示，到 1980 年 6 月，实行扩大企业

自主权试点的企业达 6600 多个，占全国预算内工业

企业数的 16% 左右，产值约占 60%，利润占 70%。

试点企业取得的经济效果十分显著。1979 年与 1978

年相比，工业总产值增长 11.6%；实现利润增长

15.9%；上缴利润增长 12.6%。一般试点企业的产量、

产值、上缴利润增长幅度都超过试点前的水平，也高

于非试点企业的水平。据 4200 多个企业的统计，试

点企业的留利水平，占全部实现利润的 8.5%。

在“放权让利”的同时，从 1986 年底开始，按

照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的理论，对国有企业

推行了多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承包后4年（1987

年—1990 年）与承包前 4 年（1983 年—1986 年）相比，

实现利税增长 27.8%；上缴利税（含“两金”）增长

26.3%；企业利润增长了 27.6%；职工人均收入增长

了 79%。

（二）“抓大放小”与国有企业“公司化”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特别是 1992 年党的十四

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国有企业是市场的基本经济单元和竞

争主体。在这一改革取向的安排下，国企加大了改革

的步伐，并集中在大型国企的“公司化”和中小国企

的“民营化”。

1.“抓大”与国有大型企业的公司化

1994 年，国家经贸委、国家体改委首先确定了

100 家大中型国有企业和 3 家控股公司进行现代企业

制度试点。各省（自治区、市）也选定了 2343 家地

方企业进行试点，允许这些企业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的改革上先行一步。

经过 10 多年的持续改革，国有大型企业的现代

企业制度试点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据国务院国资委

的数据，截至 2003 年底，全国 4223 家国有大中型

骨干企业中，有 2514 家实施了公司化改制，改制

面近 60%。截至 2006 年底，全国 1031 家国有及

国有控股企业，全年实现利润 2097.2 亿元，同比增

长 38%；上缴税金 2375.3 亿元，同比增长 20.4%。

2007 年，全国国有企业累计实现销售收入 18 万亿元，

同比增长 20.1%；实现利润 1.62 万亿元，同比增长

31.6%。另外，根据琳达·岳的实证研究，20 世纪

90 年代的公司化使得企业增值价值平均每年增加了

约 0.6 个百分点。不仅如此，公司化对中国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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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体贡献在 2000 年为 27.9%，到了 2006 年进一

步提高到 33.95%。

2.“放小”与国有中小企业的“民营化”

“放小”是我国 20 世纪 90 年代实施的国有企

业所有权制度改革的另一重要取向。到 1997 年上半

年，实行民营化的国有中小企业已占国有小企业总

数的 50% 以上。截至 1998 年 8 月，独立核算国有

中小企业改制数量达到 47631 家，占应改制企业的

64%。在这 47631 家改制企业中，采取股份合作制

形式的 10769 家，占 22.6%；采取整体出售形式的

3893 家，占 8.2%；采取租赁形式的 3470 家，占 7.3%；

采取承包形式的 2197 家，占 7.3%；采取股份制形

式的 2928 家，占 6.2%；采取兼并形式的 2098 家 , 

占 4.4%；采取破产形式的 1340 家 , 占 2.8%，其他

形式如合资嫁接等形式的 20931 家，占 43.9%。改

制后的这些中小型企业的效率都有不同程度提升。

（三）顶层设计阶段

2013 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相继发布多份相

关的政策文件，形成了国企改革顶层设计的“1+N”

政策文件体系。在相关文件的指引下，国有企业全面

落实“两个一以贯之”，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更加

成熟定型；国有企业进一步强化国有企业独立市场主

体地位，推动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更加深度融合；国

有企业加快建立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企业活力效率

明显提升。国有企业把科技创新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增强高质量发展的后劲动能。通过改革，一批体制机

制障碍得到有力破除，一批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

难题加快解决，一批传统老国企焕发新活力，世界一

流企业建设步伐明显加快。

统计显示，截至 2023 年年底，中央企业资产总

额达到 86.6 万亿元，是 2012 年底的 2.8 倍，增加值、

收入、利润与 2012 年相比翻了一番，全国国资系统

监管企业资产总额从 71.4 万亿元增长到 2023 年的

317.1 万亿元，利润总额从 2012 年的 2.0 万亿元增

长到 2023 年的 4.5 万亿元。

规模指标有效增长的同时，随着国务院国资委考

核体系的不断健全完善，效益指标也有了很好的改善。

2023 年，中央企业净资产收益率为 6.6%、股东回报

保持较好水平，全员劳动生产率达到 78.4 万元 / 人，

营业现金比率为 10.1%。

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是工业现代化的关键
因素

在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承担着带动整个国民

经济增长，并直接促进工业现代化的使命。在改革开

放初期，我们仍然试图通过提升国有企业的微观效率

来维持国企的这些功能。然而，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

的深入，国有经济在工业各领域中的份额在逐年减

少。1994 年 为 49.3%，1995 年 为 47.1%，1996 年

为 43.5%。

党的十五大以后，我们不得不开始重视国有经济

的整体实效，重视国有经济对一些重要产业的影响力

和控制力。

1997 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要从战略上

调整国有经济布局”；1999 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

明确提出，国有经济要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

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2002 年党的十六大提

出，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大型国有企业、

基础设施和重要自然资源等，由中央政府代表国家

履行出资人职责；2006 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

资委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指导意

见的通知》，明确提出推动国有资本向重要行业和

关键领域集中，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发挥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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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

业，重大基础设施和重要矿产资源，提供重要公共

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中的重要骨干企业。

2015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

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

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

重点基础设施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产业集中，向具

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企业集中。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推动国有资本向关

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

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

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

从我国进入新时代直到现在，国有经济在一些重

要行业的分布发生了明显的变动。

表 1 部分年份国有经济在一些行业的比值 单位：%

年份 重要行业 * 关键领域 * 高新产业
2011 31.28 23.18 1.29

2015 24.02 16.2 1.61

2018 19.15 12.46 1.59

2020 16.52 10.23 1.48

从表 1 很明显地看到，从 2011 年至 2020 年，

国有经济在这些重要行业、关键领域和高新产业所占

比重都呈下降趋势。但这并不表明国有经济对这些行

业的影响力和控制力的减弱。根据黄群慧等人的研究，

国有企业占比较高的煤炭、石油石化、电力、医药制

造、汽车、机床、船舶和钢铁等产业，其工业现代化

水平指数都是比较高的（参见表 2）。这说明，由于

国有经济功能的战略性调整，对以上行业的工业现代

化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力和带动力。

比如，国产大飞机、国产大邮轮、国产航母相继

面世；“华龙一号”“复兴号”走出国门；“嫦娥”“玉

兔”“鹊桥”“悟空”“墨子”等航天家族不断壮大。

中央企业的现代化步伐加快，成为带动我国工业现代

化的主引擎。

表 2 国资占比较高行业的现代化水平综合指数

行业名称
各行业现代化水

平综合指数 *
各行业现代化水
平综合指数排序

石油工业 76.2 1

船舶工业 70.3 2

钢铁工业 63.3 4

电力工业 53.6 11

医药制造业 51.3 12

汽车工业 50.1 13

煤炭工业 46.3 14

机床工业 44.4 15

结论与建议

以上分析表明，在我国工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国

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都发挥了巨大作

用。这也成就了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工业现代化过程

很不相同的中国模式。在未来我国工业现代化的进程

中，仍然需要按照我国国情，以提升制度的“适应性

效率”为出发点，继续进行国企改革和实施国有经济

的宏观战略调控；要高度重视当下科技革命的新动

向，强化信息化、数字化、人工智能和国际化在国企

中的建设；此外，要充分肯定已经壮大起来的民营企

业、民营经济在我国工业现代化过程中的突出作用，

加强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深度协作，充分发挥国

有经济的基础性引领作用。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财政年鉴》相关数据整理而得。
      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主要包括：军工国防科技、电网电力、石油石化、

电信、煤炭、民航、航运、金融和文化等 9 个行业。

      注：各行业现代化水平综合指数的数值是指各工业行业达到世界先进

水平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