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会是共商国是的平台。代表
委员积极履职少不了观点的交锋，
唯有“当面锣、对面鼓”，把问题摆
明，把观点说透，才能保证决策的
民主化和科学化。在观点交锋的同
时，也有观点的交融，使各方意愿
的最大公约数逐渐呈现。当然，还
有一些重要但暂时又找不到观点
交集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就需要以

“有事好商量”的态度，强化全局观
念和系统思维，避免交锋进入“牛
角尖”。

每年两会都会汇集很多具体
问题，养老、教育、住房、就业等问
题几乎都是年年必谈的。正是以这
些民众普遍关心的问题为导向，改
革才不断深入。与往年相比，两会
关于住房问题的讨论已经降温，这
说明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破局，两
会议题越来越多元化。与此同时，
更多热点问题浮现，比如环保、国
企改革等。得益于改革，这些年民
众生活不断改善，对全面深改革也
都满怀期待，可是一旦涉及到具体
问题，仍然会出现不同的声音。从

表面上看，这是观点的交锋，而背
后也多有利益的博弈，比如京津冀
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虽然相关各
方都认为一体化是发展的良机，但
是在目前的磨合阶段还是暴露出
了一些不适应。一些地方的官员和
民众在面对交通一体化、生态环
保、产业转移等区域合作问题时，
仍会不自觉地从本地利益最大化
的角度去审视，这就很难形成共
识。在两会上也会有类似问题等待
讨论，比如谈论国企改革不可避免
地要涉及到薪酬领域，而薪酬的蛋
糕无论怎么切分恐怕都很难做到
人人满意。

两会围绕具体问题出现争议，

其实表明代表委员在据理力争，无
论是赞成还是反对，都是在行使法
定权力和履行自身职责。但是，观点
的交锋能否尽快实现观点的交融，
关键还要看各方能否超越利益的藩
篱和本位局限，把国家和人民利益
放在第一位，多考虑改革的全局性
和系统性。“有事好商量”的交流不
仅两会需要，在会外更是值得提倡。
当前，围绕一些舆论热点，社会上经
常出现“鸡同鸭讲”、各说各话的现
象，把原本可以有话好好说的问题
搞成了不能碰触的敏感点。两会被
公认为民主的课堂和操练场，我们
关注两会不仅要从中学习民主之
风，还要学习妥协之道。

“有事好商量”才能找共识
观点的交锋能否尽快实现观点的交融，关键还要看各方能否超越利益的藩篱和

本位局限，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多考虑改革的全局性和系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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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A02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大家谈

“前车之鉴”令民营资本观望混改

□刘瑞明

国企改革是今年两会的一大热
点，而其中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更是备
受关注。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
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毅中表示，许
多民营企业家仍然在等待观望。

这种观望态度反映了非国有资
本对国企混改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为
国家逐步放开过去被国有经济控制
的垄断领域而感到兴奋；另一方面则
为混合所有制背后的种种隐患和制
度障碍而颇感担忧。

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当中，非国有
资本普遍关心政府干预是否真正可
以消除。因为如果政企、政资不能够真

正分开，运营当中就会存在政府干预，
企业依然会被要求承担政策性负担
和社会性负担。并且，政府部门和国有
股权具有天然的联系，一旦发生利益
纠纷，难免会产生偏袒国有股权及其
代理人的现象。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
绩效难以得到真正的改进，非国有资
本的权益也有可能受到侵犯。

混合所有制经济究竟是以何种
方式展开的，同样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是仅仅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还是在
一定条件下也允许其控股？如果非国
有资本作为小股东存在，那么在不完
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下就会产生大股
东侵蚀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另外，非国
有资本究竟是被允许进入到哪些领
域，承担核心业务还是“鸡肋业务”？比
如率先进行混改的中石化，仅仅对处
于产业链下游的油品销售进行了改

革，即使非国有资本进入这一领域，仍
是处在行业从属的地位。

除此之外，非国有资本也在担心，
保障其利益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能
否构建起来。例如，非国有资本代理人
能否参与构建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能否有效避免“同股不同权”的问题，
能否参与和监督公司的重大决策来
维护其利益？更进一步，一旦非国有资
本进入以后，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绩效
变好，政府是否会将企业重新收归国
有？由于缺乏来自政府的可置信性承
诺，非国有资本自然犹豫不前。

需要指出的是，混合所有制经济
并不是一个新概念，从上个世纪的80

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我国理论界和
实务界就已经开始探索，但是由于既
有体制的种种约束，并没有取得理想
效果。尽管很多国有企业已经改造成

为混合所有制，但是政府干预依然无
处不在、现代公司治理结构难以构建、
核心经济领域依然存在准入壁垒和
行政垄断等问题。在一系列“前车之
鉴”下，非国有资本自然就难以真正投
身到经济体制改革中来。

因此，要真正推动国企混改，不
能停留在喊口号或推行某一单项政
策，而是必须从制度上破除体制障
碍，进行一系列的配套改革，在法律
上保障非国有资本的基本产权等各
类权益，同时赋予多种所有制经济
参与决策、监督的权力。只有这样才
能够真正地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和
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作者为西北
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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