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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说长也长，说短也短。
再回首，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伴随着大包干、万元户、下海、股份制、国企改革、民营经济等一个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流行词

语，我们感受着30年的变迁。
这其中，政府角色的转变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
过去，企业的投资经营是由政府“一肩挑”，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政府逐步通过明晰产权、“放权让利”等一系列改革，为民

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培育发展的土壤，使其不断发展壮大。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我们享受着政府角色转变带来的实惠。

淡出经营的投资者
本报记者 卢文军

告别票证
票证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个不可或

缺的关键词，它几乎影响着百姓生活的方
方面面。

66 岁的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退休干部
孙继忠说起过去那段岁月感慨万千，“那
个年代,物质匮乏,好多生活必需品都要凭
票。可以说，日常生活中天天离不开各种
票证，吃粮食要用粮票，吃豆腐要用豆腐
票，吃油要用油票，扯几尺布做衣服要用
布票，各种各样的票达百十种。现在好
了，各种卖场商场超市随处可见，想买啥，
拿住钱随时随地都能买到。”

56 岁的郑州市经委助理调研员唐运
龙从 1982 年就到经委工作，在那里一干
就是 27年。他告诉记者，在计划经济时
期，国家作为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的代
表，既是组织者、管理者，也是经营
者。我市每年年底根据上一年生产消费
情况，对下一年度的产品生产和消费下
达数量、价格等相应指标。而在下一
年，生产部门将严格按照指标生产，供
应部门也严格按照指标供给。

现如今，票证早已淡出人们的视野，
转而成为收藏爱好者的新宠。家住紫荆
小区、60岁的赵长安就是票证收藏爱好者
之一。别看他是下岗职工，但他觉得他是
一个富有的人，因为他收藏了 5万多斤粮
票。他说，20 多年来，他收集了 2 万多张
粮票，包括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7000多
个品种，面额最大的1000斤，最小的半两，
分细粮、粗粮、豆腐票、大米票等。为了给
这些粮票分门别类，他精心用塑料纸装裱
了128册，并以年代、地域等划分区别。

赵长安说，他以前在单位从事供销工
作，当时粮票刚作废，收藏价值迅速被看
好，他便于1992年年底加入了收藏粮票的
行列。他深有感触地说：“我对粮票有一
种难以割舍的情感，现在，很多年轻人对
粮票比较陌生，但在过去的那个年代，粮
票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烙印，是能吃上饭的
象征，抛开收藏价值不说，至少也可以作
为一种回忆，这些都似乎告诉我们，要珍
惜现在的美好生活！”

两权分离
过去，国企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

国企的大锅饭。
1979 年 7 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扩

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
规定》等一系列文件，标志着以放权让利
为重点的国有企业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拉

开序幕。1984 年 5 月，国务院又发布了
《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
暂行规定》。我市开始在第二柴油机厂、
色织一厂、酒精厂进行试点。

“1984年10月，国企改革开始探索所
有权和经营权相互分离，即‘两权分离’，
并借助农村改革成功的经验，探索运用联
产承包等方法把国企搞活。”市经委助理
调研员唐运龙说，“这期间，国家从政策上
先后推出了利润留成、利改税、承包和租
赁经营等多种经济责任制形式。当时，大
批国企通过实行承包制，极大地激发了企
业职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了企业滚
动快速发展。”

1992年 7月，国务院通过《全民所有
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把国有
大中型企业推向市场。我市把此项工作
作为“一号工程”，选择嵩岳集团、一柴、粮
食机械厂、一钢、4057厂、油化厂、轮胎厂、
省五建公司、百货大楼、商业大厦等10户
企业进行了“无主管部门企业”试点。

1993 年 11 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
明确国企改革的方向——建立现代企业
制度。从此，国企真正进入市场参与竞
争。然而，由于社会负担重、历史包袱
多，企业冗员严重等诸多问题的困扰，
当改革进行到1997年，出现了国企全行
业净亏损的局面，国企改革陷入了举步
维艰的境地。

这期间，我市对郑州印染厂、啤酒
厂、二厂、五厂、六厂、灯泡厂、皮鞋
厂、制革厂、三友鞋厂等28户企业实施
了政策性破产。同时，我市还实行减员
增效、下岗分流、再就业工程、分离企
业办社会、公司制改造等一系列改革。
国有大中型企业为了成为“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
场经济主体，经历了凤凰涅槃般的改革
阵痛。

国企改革，犹如大浪淘沙。经历并
承受住改革的阵痛之后，留下来的国企
必然会迎来更多的发展机遇，也会使自
身迸发出更大的活力。

事实真切地证明了这一点。
郑州市饮食总公司在计划经济时代

的省会餐饮业独占鳌头。2003年，郑州市
饮食总公司改制为郑州市饮食有限责任
公司。郑州市改革办在对郑州市饮食总
公司改制的批复中称，“即日起，国有资本
在原郑州市饮食总公司零资产退出。”
2003 年 12 月 18 日，郑州市饮食有限责任
公司首届股东大会暨创立大会举行。

改制后仅仅一年，公司就发生了显著
变化，实现营业收入 3721.4 万元，较上年
增加731.6万元，增长24.47%；实现经济效
益 537.96 万元，增加 102.68 万元，增长
23.58%；上交税金 237万元，增加 83万元，
增长 53.89%。三年之后，又实现了“一减
少、五增加、六不欠”的可喜局面，即公司

人员减少，营业收入、经济效益、上交税
金、固定资产和职工收入增加，离退休职
工医药费、职工经济补偿金、养老保险、医
疗保险、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不欠，实现
了改制之初“一年保稳定、两年求发展、三
年见成效”的战略构想。

今年前 11 个月，公司旗下的合记、
烤鸭总店、郑州烤鸭店、德化街蔡记、
雪园酒家、西兰轩菜馆等营业收入全部
超额完成全年计划，累计已达6011.45万
元，全年将达6500万元。

这，只不过是政府淡出经营的一个
缩影。

强化监管
改革开放初期，国有企业被称为国营

企业，其实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仅
仅是一个生产单位，企业对政府高度依
赖，企业缺乏独立性和创造性。

然而，经过 30年的改革，国有企业已
经逐步成为市场竞争主体。

国企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并不意味
着政府放手不管。政府是通过各种监管
手段让企业在良性轨道上运行，最终达到
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目的。

2004年6月，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
成立郑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市政府授权市国资委代表国家
履行出资人职责，实行管资产与管人、管
事相结合。市国资委的监管范围是市直
机关、事业单位和市属企业（含国有控股、
参股企业）的国有资产。

目前，市属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资产
总额达到760亿元，从总体上看，企业资产
规模还偏小、市场竞争力不强、自主创新
能力较弱、规模效益不理想。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做大做强国有企
业，使市属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资产总额
到 2010 年增加到 1000 亿元，市国资委根
据市管企业情况，将郑州商业银行、郑州
燃气、郑州交运集团、郑州公交总公司 4
家企业确定为“加速国有资产增值”试点
活动单位。

在力争国有资产增值的同时，市国资
委也在不断完善自身监管职能。

今年 5月，市国资委向交通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郑州市商业银行等 41 家市管
国有企业派出5个监事会。

市国资委有关负责人说，在摸清企业
家底的基础上，监事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国务院国有企业监事会暂
行条例》、《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
市国有企业监事会管理暂行办法的通
知》，通过列席企业董事会会议、监事会会
议、领导班子会议等会议，加强对改革改
制、投资等重大事项的监督，使企业健康
有序地发展。

据了解，监事会经费由财政全额拨
款，与企业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监事会不
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在企业没有人事
权、财务权、经营决策权。对于外界普遍
担心的企业经营独立性问题，有关文件阐
明，监事会的核心职责是资产监督。通过
财务检查等手段，对企业的资产状况、财
务活动及企业负责人的经营管理行为进
行监督，确保国有资产良性运行。

按照相关规定，这 5个派出的监事会
一般每年对企业定期检查 1 至 2 次，并可
根据实际需要不定期对企业进行专项检
查，如果企业有重大决策，监事会负责将
情况报告给国资管理部门，从而加大对国
有企业的监管力度。

在今年 5 月 21 日我市召开的国企监
事会派出工作会议上，市委常委、常务副
市长、市国资委主任李柳身说：“政府派出
监事会，健全了监督机制，从根本上解决
了监督到位的问题。政府派出的监事会
经费由财政全额拨款，与企业没有直接利
益关系，因此，比企业内部的监事会更具
有独立性；监事会代表政府依法监督，具
有更大的强制性；监事会作为监督机构，
专门对企业的经营决策和经营业绩进行
监督，具有更强的时效性。”

2008年11月12日，市国资委赴深圳、
上海两地国资委，对其国有企业监事会工
作进行调研，学习借鉴沿海地区国资监管
工作的先进经验，为我市国资监管工作特
别是国有企业监事会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拓展思路。

市国资委有关人士表示，今后，他们
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
统筹国资监管整体工作和监事会工作的
关系，处理好出资人利益、企业利益和职
工利益，协调稳步推进我市国有企业监事
会工作。通过消化吸收深圳、上海两地国
有企业监事会工作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市
监事会工作和市属企业的实际，进一步完
善体制机制、改进工作方法，促使监事会
工作规范化、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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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浪潮中诞生的社会契
约意识和公共服务理念，使得政
府对自身功能定位更加清晰、更
加精准。

“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
府”，市场化改革深入推进，赋予
了政府全新的为政之道，促进了
机关单位公共服务职能的回归。
淡出经营后的郑州市委、市政府，
在有效监管国有资产使用处置和
运行效率的同时，大力倡导市场
化投融资体制建立完善，千方百
计加大公共财政投入改善民生，
不拘一格优化经济社会发展环
境，全力以赴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在政府的统筹谋划中，效率和公
平已不再尖锐对立，而体现为一
种久违的和谐共生。市场化在颠
覆着我们的经济生活，也在完善
着我们的人文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