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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企业与地方企业的社会互动与西部发展

一
一

对包头地区考察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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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问题的提出

西部地区占有我国三分之二的国土
,

蕴藏着丰富的能源及各种矿产资源
,

解放后通过国

家的巨大投资也形成了初步的物质技术基础和生产能力
,

但它同时仍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
,

即缺乏经济的 自增长能力
。

三十多年来
,

国家在西部地区投资累计 2 2 00 多亿元 ( 1 9 5 2一 19 8 2年 )
,

使西部地区现有

的工业固定资产达到 1
、

3 17 亿元 ( 1 9 6 2年统计数 )
。

这些外来输入式的投资造就了一批 具 有

较高技术装备和较强技术力量的大型中央企业与军工企业— 其中一些企业具有全国第一流

的水平
,

形成了西部工业的精华
。

但是
,

由于体制上 的原因和我们政策上的失误
,

造成了这

些大企业极强的自我封闭性 , 与地方工业互不配套
。

这样
,

一方面压抑
、

窒息了中央企业与

军工企业能量的释放
,

限制了它们雄厚的设备
、

技术
、

人才优势的发挥
,

降低了劳动生产率

和资金产出率 , 另一方面也使地方工业的发展失去了强有力的依托
,

从而影响了西部地区中

央企业与地方企业之间正常的社会互动
,
限制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与地方资源优势的结合

,

阻

砚了酉部地区经济的自我发展
。

. 一

、

历史的经验表明
,

以国家大量财政补贴为形式支撑西部的发展
, 只能徒然地造成西部对

中央财政补贴的持续依赖
。

在现实的条件下
,

西部的发展已面临着新的形势和选择
:
或是以

外引为主— 即引进本部地区的资金
、

技术
、

人材
,

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 , 或是以内联为主

-
即在联合开发地区资源的前提下

,

形成多种形式 的经济联合体
,

以充分发挥中央企业与

地方企业各自的优势
,

加强地区经济的自增长能力
。

我们认为
,

一个地区只有具备了较好的投资环境和较高的投资效益
,

才能对外部资源具有

更强的吸引力 ,只有实现了区域内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经济内部的良性循环
,

经济系统才能

将外部的输入转化为自身的造血功能
,

而不致仅成为外部输入的受体
。

因此
,

目前对西部的发

展来说
,

内联比外引更为重要
。

只有在内部联合发展的基础上
,

才能使外引发挥更大的效益
。

要搞好西部地区各企业的内部联合
,

首要的问题是重新调整中央企业与地方企业 的关系
,

加强两者的社会互动
,

充分发挥中央企业的作用
,

坚决扩散中央企业的现代经济和文化要素
,

带动地方企业的发展
,

进而全面启动西部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内在发展机制
。

因此
,

探讨西部

地区中央企业与地方企业间正常的社会互动
,

就成为当前振兴西部地区经济与社会所面临的

一个重要而迫切的向题
。

为此
,

我们选择了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作为这次调查研究的基地
。

包头是随着国家重点



项 目的建设而发展起来的一个新型的重工业城市
,

这里
,

.

中央企业与地方企业的矛盾集中
,

因而具有较大的典型性
。

在反复多次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
我们提出了这份研究报告

,

目的在

于通过对包头市经济社会发展历史的回顾和现状的分析 f 力求揭示出在西部地区的中央企业

与地方企业社会互动的一般规律与机制
,

研究制约二者之间社会互动的社会
、

经济
、

文化因

素
,

探讨实现二者之间正常社会互动所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实际对策
。

二
、

历史的回顾— 探讨企业互动的机制

包头是我国重要的钢铁基地之一
。

五十年代初期
,

国家为 了加快西部发展
,

实现国民经

济的合理布局
,

以重点项 目的形式在包头建设了包钢
,

以期合理开戈
, 利用当地丰富的矿产

资源 , 带动整个地区经济的发展
。

另外
,

国家在这里兴建的重点项目还有象一机厂
、

二机厂

这样的大型军工企业
。

随着这些企业的建设
,

遂产生了中央企业与地方企业间的社会互动
。

、 (一 ) 初创期企业间正常的社会互动
_

在包钢建设的初期
,

包头地方政府提出了
“
全市支援包钢

,

包钢带动全市
”
的口 号

。

在

这个口号的带动下
,

一批与包钢建设相配套的地方企业纷纷上马
,

如建材厂
、

纺织厂
、

食品

厂
、 “
小包钢

”
等等

,

同时还吸引了一批外地大
、

中企业向包头的迁移
。

当时厂在共产主义大

协作和平均主义大锅饭的政治背景下
,

中央企业与地方企业实现了目标与利益的整合
。

同时
,

包钢对建材及一些配套产品低水平的需要与地方企业的生产能力互相吻合
,

从而使双方的优

势形成叫股很强的合力
,

使包钢的建设与地方工业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

包钢在短短五

年内建成
,

包头地区也由原来的皮毛集散地发展成为以包钢
、

一机厂
、

二机厂为中心
,

同时

具有化工
、

冶金
、

机械
、

建材
、

纺织等行业的新兴重工业城市
。

然而
,

在轰轰烈烈的跃进形势中
,

,

人们却忽略了这种仅以共产主义大协作精神调节经济

关系与企业关系的有限性
,

忽略了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
,

一

导致了严重的效益危机
。

据包头市

统计局统计
,

从包钢建成投产到 19 7 7年的 19 年中
,

有 16 年亏损
,

最严重的是 19 7 6年
,

亏损极

竟达 .1 18 亿元
。

地方企业
,

如东风钢铁厂
,

卜

19 5 8年投产
,
当年就亏损84

·

7万元
。

.

一

事实证明
,

仅仅以伦理原则作为企业间资源交换的前提
,

会使企业陷入效益危机
,

并最

终使初创期低层次上正常的企业互动趋于消亡
。

(二 ) 条块分创给正常的企业互动带来陇感
_

在初创期
,

由于伦理原则的维系以及双方低层次上的依赖和需要 (包钢为地方企业的发

展提供机会和市场
,

地方企业为包钢的建设提供所需要岭建筑材料及配套产品 )
,

从而掩盖

了行政隶属关系不同所带来的在企业利益与目标上可能发生的冲突
。

随着包钢的建成投产
,

包钢所隶属的中央冶金部对其生产上的投入与产出
, ` 、

组织上干部的任命和配备等方面影响的

逐步加强
,

包钢与地方企业社会互动赖以
.

进行的共同需要和利益开始退化和消失
,

而与上级

主管部日的钵同感和归属感却 日益强烈起来
。

这样
,

在初期所蕴藏的
,

`

因条块分割而导致的

中央企亚与地方企业利益和目标上的分离气冲突林以越来越强的势头不容阻挡地悄然而至
,

使双方正常的社会互动失去了最根本的内在趋动力
。

· `

(三 ) 政府与企业功能的偏转加速了企业盛必的形成
· 、

随着包钢建成后发展速度的加快
,

其 自身逐渐生长出叙的生产配套的需求
,

而地方企业

由于种种原因越来越不能适应和满足这种旦益增长的需冬 在这种清况下
,

地方政府理应充

, 去5 嗯



分发挥其行政组织的功能
,

不失时机地提高地方企业的素质
,

使其在依托中央企业配套发展

的过程中
,

逐步生长出自身的增长能力
,

同时建立起以中央企业为核心的企业群落
。

但是
,

地方政府却没有抓住这个转折中的时机
,
仍然片面地强调

“
包钢带动全市

” ,

并以强化行政

千预的手段来维系正在消失的企业互动关系
。

另外
,

随着包钢的建成
,

地方政府本应逐步加强其服务和协调功能
,

指挥兴建住宅
,

完

善生活设施
,

配备学校
、

医院
、

商业网点
、

娱乐场所等等
。

但是
,

在当时
“
先生产

、

后生活
,

重积

累
、

轻消费
” 的思想指导下

,

地方政府仅仅考虑到与中央企业生产资源的配置与交换问题
,

而

没有对整个社区的人文生态环境作通盘的考察与规划
,

忽略了理应加强的服务与协调职能
。

与此同时
,

包头地区的中央企业不是设法扶持地方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
,

而是采取 了

功能变态性的自我膨胀故略
,

’

使企业 自身不仅具有生产经营的功能
,

同时还兼有社会服务
、

劳动就业
、

社会福利与保障
、

教育
、

文化与娱乐等社会功能
,

并逐步向自给自足的封闭的企

业社区发展
。

这种功能偏转的原因是早 已隐含在中央企业
、

地方企业
、

地方政府之间的
、

孕育在早期

企业行为互动之中的条块分割与条块利益
。

它所导致的后果是
:

桩大地恶化了当地本来就很

慈劣的人文生态环境
,

加快了企业壁垒与地方壁璧的形成
,

为中央企业与地方企业社会互动

的行为变态埋下了契机
。 :

- 一

”
一 “

-

’ 」

厂
( 四 ) 企业互劝中资派女续杆为的变态

一

在中央企业
、 ·

地方企亚和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品种超乎于经济关系之外的地缘关系
。

这

种地缘关系制约着欢方的经济行为
,

使他们
、

特别是 中央企业示能完全按照 自己的意志行事
,

韶必须同时兼顾双方的需婪
,

从而柱社会互动过程中始终保证一种微妙的关系
,

以达到在利益

分离状态下的平衡
。

因此
,

企亚利盎写目标的不一致以及各 自壁垒的形成
,

并没有使中央企

童与地方企亚向的社会互动莞全甲止亡而是使它转花为一种新的资源交换的变态行为
。

:

, ;
一

、

致时
,

企业向的矍动禾再以伦理原则为前提
,

而是以各省的利益为前提
,

实现一种内耗

式的资源交换言其具体过穆是
,

中央企业以自己全产的原料资源以及拥有的人力
、 ;

财力 i 物
力上的优势

,
换取地分政府权力支配卞如那二部分至产写笙居所必斋的社会资源 (包括水

`

电
、

交通
、

地产亏能源
、 二

招土措标的审批哮等 )
,

为其自身的社区利益服务 f 地方政府则利用对
地方社会资源的支配权力换取由中央企业生产 ; 属上级中央全管部内统一调配的那部分生产
资料 (如钢材

、

焦炭等 )
,

借以维持地方企亚的生存与岌展
。 ”

一 1 “

这种以地方政府为中齐的企业间资源交换的行为变态
,

带来了二系列产重的社会后果
。

首先
,

它使中央企业的发展受到限制` 以包钢为例
,

从投产以来
,

包钢生产的产品始终处

于一种市场短缺的状况
。

这时广苞钢与地方企业及政府之间本应 以各自的资源优势
,

’

相互取

长补短
,
形成` 干对外的强有力的俐铁生产的竞争者

。

与此相反
,

他们却出于各自的利益
,

利用已有资凉进行一杯内耗式的交换; 其结果既影响了包钢对子资源开发利用及对产 品深度

加工的能力
,

使它始终处子品种低永平的初级加工的生产状态
,

成本高
、

效益低
,

限制了企
_

业的活力
,

同时又造成了整干地区冶金行业生产能力的短缺
,

延缓了内蒙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的速度
。

其次
,

它使地方企业的发展受到约束
,

使它总是处子依顿某干中央企业的廉价原料供应

而生存的状况
,

堵塞了冉己发展的道路
。

一

一 再次
,

它便整个社区利盛受到损害
` 上述资源交换过程中的行为变态

,

不仅损害了中央

`
妥6

·



企业与地方企业的利益
,

限制了各自优势的发挥
,

而且由于中央企业与地方企业的相互封锁

及在某种程度上的相互竞争
,

造成了整个地区工业布局中某些产品的重复投资
,

形成了一种

完全分散化的市场
,

而这种完全分散化的市场只会产生外部的不经济
。

(五 ) 历史的启示
-

通过历史的回顾
,

我们看到中央企业与地方企业的社会互动是在其社会资源交换的过程

中实现的
。

这种资源交换实际上是一种对企业间互动行为的自发调节
,

但它同时又受企业拥

有的社会资源结构的控制及一定社会思想的制约
。

因此
,

这种自发调节与控制的统一
,

也就

构成了中央企业与地方企业社会互动的完整的协调机制
,

从而决定着双方的互动行为按照一

定的方式进行
。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

单纯以低层次的伦理原则为前提的互动行为
,

必然带乘效益危机
。

而单纯以利益原则为前提的互动行为
,

必然产生内耗式的资源交换
,

最终导致互动行为的变

态
,

引起一系列危及整个社区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后果
。

通过调查我们感到
,

在 目前改革
、

开放的新时期中
,
应当该效益原则和社会主义论理原

则相结合为前提条件
,

倡导一种互利互惠
、

扬长避短
、

共同开发的新型的增殖式资源交换行

为
,

以促进整个社区的发展
。

三
、

现状的分析— 寻找制约企业互动的因素

通过历史的回顾
, ~

我们对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社会互动的机制有了一个较全面的认识
。

在现状的分析中
,

我们则要进一步探讨新的发展时期中各种矛盾的交叉对中央企业与地方企

业社会互动的制约
。

( 一 ) 断格局与旧休翻
· _ .

目前
,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新形势下
,

包头 以及整个西部地区出现 了一种企业间以多种形

式从事联合生产的新格局石它有力地推动了企业祠的社会互动
。

但是
,

这种新格局却遇到 了

旧体制的挑战
。

在今天的包头
,

一

条块分割的坚冰虽已融动
,

但远未打破 , 行政性经济体制仍
严重地制约着企业的经济活动 , 企业远未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

。

这种旧体制严鱼束缚着企

业的手脚
,

阻碍着企业间正常社会互动的发生
。 ·

-

(二 ) 政府行为的靳功 能与旧摸式

联合发展的新格局
,

要求政府能够担当起组织联合生产的新任务
,

充分发挥它的组织功
能

,

以适应新的形势
。

但是
,

政府在组缤联合生产的过程中
,

却摆脱不 了旧有的行为棋式
,

喜欢搞一刀切
、

一阵风
,

习惯于以行政手段对企业实行强拉硬配式的联合
。

结果
,

往往使许

多企业的联合流于形式
。

( 三 ) 区城的盆体规划与松做 的组级结构

联合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

是调动社区内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
,

.

进行合理的配

里
。

这就要求整个社区必须有一个权威性的协调组织
,

从整体的角度统筹规划区域的发展
。

然而
,

目前包头市恰恰缺乏这样一个权威机构
,

对于联合
,

政府各部门自搞一摊
,
宜不通气

,

给果
,

.

使金触部 门在众多的联合体面前难拼真伪
,

因怕投资风险而无法给真企具有增殖意义

的联合体以资金上的支持多 又使税收部门因判断困难
,

而无法以减免税收的方法支持有经济

效抵
·

以新产品开发为龙头的经济联合体
,

以致造成企业经济行为互动的棍乱
。



一 丈四 )理代经济与传统文化

联合发展的新格局体现的是丫种现代经济
,

它要求确立企业独立商品生产者的社会地位
,

建立商品意识和现代经济伦理
,

并对联合发展有一个科学的认识
。

但是
,

这种现代经济的联

合发展却遇到了来自传统文化的阻力
。

在包头的社区文化中
,

人们从自给自足经济中生耸出来的小农意识和家族观念还相当严

重
,

以致造成企业成为职工大包大揽的衣食父母 , 大企业在联合中总想吞掉小企业
,

使对方

成为自己的子系统 ; 一些小企业始终抱着
“
宁为鸡首

,

不为牛后
”
的思想

,

宁可搞重复投资
,

也不愿与大企业搞联合
。

这些都严重干拢着现代经济中正常的企业互动的发生
。

( 五 ) 中央企业与地方企业生产能力的差距

中央企业拥有雄厚的人力
、

物力和财力资源
,

而地方企业却是既缺技术又缺资金与设备
。

见下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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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为市属全民企业
。

.t 仅为包钢和一
、

二机厂
。

目前
,
中央企业与地方企业在生产能力上存在的相当大的差距

,

给两者的联合常带来一

定的困难
。

- .
、

一
、

- · 一

’

(六 ) 改苹的 目标徽式与区谊的其体破攘
一

’

从包头市目前发展状况看
,

阻碍企业间正常互动行为时因素
,
一

除了旧体制
、 旧文化的影

响外 , 还有区域内具体薄策与改革目标的不一致
。

.

—
以包头为中心城市的内蒙西部地区

,
`

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
、

皮毛资源等
。

因此决定

了它的经济技术联合体在很大程度上是企业间围绕资坏开发和逐级加工而组成的统一体
。

但

是
,

由于价格体制的改革没有配套进行 , 致使资源产地为了一时的既得利益
,

`

放弃了对资源

的保护和开发
,

而将精力转入对资杯的初级加工
,

因为后者比前者有着明显的经济效益
。

结

果
,
一方面出现了如前所述的地区资源璧鞍

, 以自己低水平的加工损害了社区整体的经济效

益
。

另一个重要的方面
,

是在一些地区出现了矿产的乱开乱探
,

造成草原沙化
,

牲畜品种退化
,

河滩盐碱化等资源破坏的严重后果
。

舟
、 一

、
`

i ;
_ r

.

— 在改革中
,

中央提出辣励知识分子人才流动的精神
,

但是
,

没有具体措施以保证知识

分子的合理流向
。

特别是在西都落后地区
,

由于没有区域的优惠政策
,

结果出现的
`

“
孔雀东南

飞分 、 “
文姬归汉” 式的人才逆向流动

。

同样
,

、

由于对知识分子业余时间从事额外收入问题

没有政策性规定
,

致使一方面中央企业大批科技人员无事可乍
、

另” 方面中小企业技术力量

却相当薄弱
`

· -
「

:

二
、

.
」

,

_

— 在经济
、

技术联合体中 , 没有一定的经济法规制约企业向正常的合理的资源交换行

, 译8 君



为
,

没有对技术商品价值的科学计算法
,

致使某些单位在技术转让过程中漫天要价
,

影响了
-

科学技术对区域经济的振兴作用
。

目前
,

能否正确处理上述这些矛盾
,

将直接关系到中央企业与地方企业卓有成效的社会
-

互动的发生以及包头乃至整个西部地区内在发展机制的启动
。

四
、

未来的发展

从上述分析中
,

我们看到了影响企业间合理社会互动的各种制约因素
。

因此
,

要实现中

央企业与地方企业间正常的社会互动
,

形成二者之间互利互惠
,

、

共同开发的新型的增值式资

源交换
,

重组区域内的工业群落
,

振兴区域经济与社会
,

必须具备以下三个基本的前提条件
:

(一 ) 政府行为与企业行为的转变 ; (二 ) 社区经济环境的重塑 ; (三 ) 社区文化环境的优

化
。

此外
,

在这些前提条件的形成过程中
,

还必须采取一系列实际措施
,

以保证企业间正常
,

互动行为的发生及上述三个前提条件的实现
,

最终达到振兴区域经济与社会的目的
。

(一 ) 三个签本的前提条件

l
,

政府行为与企业行为的转变
`

.( 1 ) 政府行为的转变

— 分解经济功能
。

政府行为经济功能的分解主要是指经济功能逐步从政府行为的结梅
中分离出来

,
一部分交给政府的经济职能部门

,

如计委 、 经委 , 一部分返还企业 , 一部分转
-

移到介乎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具有双重性质的经济中间体
,

如行业公司二 协会
、

董事会等
。

分解政府行为经济功能的意义在于
:
政府从繁重的经济责任中解脱出来

,

从而把更大的力量

投入到维持和改善企业经济活动所依赖的环境和秩序上
,

— 加强服务
、

协调功能
。

加强政府行为的服务
、

协调功能
,

既是政府行为功能上的一

种重要转变
,

又是对政府行为经济功能分解的一种补充
。

这主要意昧着
,

政府行为的重点应

毫不犹豫地转向旨在改善区域性人文生态坏境的服务与协调工作上
。

这包括调整轻重工业比

重
,

加强第三产业
,

协调条块关系
,

改善生活条件
,
丰富文化生活等等

。
-

`

— 控制功能间接化
。

政府行为控制功能的间接化主要是指政府的行为不再对企业行为

与企业行为互动的经济后果负责
,

而主要是对企业行为互动软以进行的环境和秩序负责
,

、

这包括两方面的意义
: 一方面

,

政府必须逐步摆脱对企业的直接控制和直接经营的状况
,

并把这方面的职能逐步移交给企业
、

经济职能部门和经济中间体 , 另一方面
,

政府行为对企
-

业行为的影响
,

,

应该主要局限在政策投入
、

经济立法
、

’

经济计划
、

,

经济杠杆是伦理调节五个

方面
,

从总体上把握和影响企业行为和企业行为互动
,

对于企业具体的生产经营与社会互动

行为
,

则应该完全
“
放开

、

搞活
” 。 ,

( 2 ) 企业行为的转变
’

一
`

,
-

— 强化生产经营功能
。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
,

企业应逐步恢复独立商品生产者的

社会地位
,

并作为这样的一种社会角色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中行为
。

企业生产经营功能的强化意味着企业的政治功能
、

非经营性的服务功能的强化和萎缩
,

它要求企业在生产活动中的行为专一化
。

企业生产经营功能强化所要求的结构性适应是
,
一

大量行政性机构以及非生产性组织从企

业中分离出来
。

`



— 管理功能专业化
。

与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相适应
,

企业管理应逐步从行政管理走向专

业管理
。

其标志是在企业领导者的行为目标结构中
,

经济目标逐渐占主导地位
。

2一 社区经济环境的重塑

重塑包头地区的宏观经济环境
,

必须从调整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入手
。

— 产业结构的轻型化是要改变包头地区 目前这种轻重比例失调的状况
,

充分利用轻工

业积累快
,

资金周转迅速的特点
,

坚定不移地采取替代战略
,

改变外地轻工产品占领包头市

场的状况
,

为加强包头的经济实力提供坚实基础
。

它的微观社会经济意义在于
,

它有利于资

金迅速重新回流生产系统
,

形成对当地生产的有效推动
,

为先进生产要素的注入创造了条件
,

使包头经济的 自增长能力得到提高
。

它的宏观社会经济意义是
,

能够大大增强包头作为区域
一

性中心城市社会
、

经济的辐射能力
,
改善包头的综合经济能力和宏观经济环境

,

活跃和开拓

包头乃至整个西部地区的商品市场
,

并为尔后大踏步地进入东部市场创造条件
。

在这种良好

的社区经济环境影响下
,

中央企业与地方企业的社会互动才会充满生机和活力
。

— 在经济结构上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

改变目前的落后状况
。

为了重塑社区经济环境
,

包头乃至整个西部地区的发展必须采取较之其他地区完全不同的发展棋式
,

这就是在发展第

一
、

第二产业的同时
,

同
.

步或优先发展第三产业
。

这种发展模式的依据是
,

包头乃 至西部地

区的经济社会通过几十年来的建设有了一定的基础
,

那里的发展
,

又有东部沿海与中部内地
一

经济的依托
,

.

在那些地区的中央企业中积累了大批人才
,
这就为第二

、

第三产业高起点的跃

进打下 了
`

良好基础
。

这种发展模式的意义就在于
,

它首先优化了企业乃至区域经济活动赖以

进行
、

企业职工乃至社区群众赖以生存的社会生态环境
,

加强 了人们的地域感和社区的凝聚

力
、

吸引力
,

为企业
、

职工
、

社区的相互整合
,
为中央企业的西部化

、

地方化创造了一个良

好的物质条件
。

在这种状态下
。

企」匕之间的行为互动就会 自
、

然和谐地发生
。

一

.37 社区文化环境的优化
: 。

:
一

。
一 ”

一

实现了社区经济环境的重塑以后
,

」

还必须优化社区的文化环境
,

这主要是指
:

一
社区文化整合

。

要有意识地使中央企班与社区文化整合在一起
,

使中央企业在事实
_

上成为地方的一部分 ,
,

为二者之间在社会福
’
L

级济功能力的相互依换与交换创造条件
。

在整合

的社会过程中犷关有幸识地扩散和注入中决现代文化的要素
,

更新社区文化中的旧的价值观
一

念和行为规戴袱造就新的经济价班犷形成衡的焦活方式 `
、 _

_

一
_

一一抽强地域观念 ` 随着欢病行为协侧
、
服务功能的加强

,
政府要大力帮助中央企业解

决一些实际的问题补 如生活服务设施补交通 、 住房
、

予女就业等
。

在解决这些问题的社会过

程中
,

使中来伞业从有身逐渐生长脚对雄方社区亲近的感情
。

在逐步改变目前这种行政隶属

关系以后
,

’

要使二者之间的行为互动受其政治伦理影响的因紊大大减少
,

从而使共同的社区
·

利益作为维系二者关系的主体
。

一 `

厂
一 ` ’

— 强化参与意识
。

要大大加强中央企业对地方社区的政治参与
、

决策参与
、

经济参与

和生活参与
,
便中央企业在参与的社会过程中

,

不断强化认同感和归属感
,
不断培养他们对

地方社区的感情
。

L `

(二 ) 实 . 对策

合理的企业互动的希望寄托于上述三大前提的具备
,
而前提的创造则又依较于一系列具

体的实际对策的制定
。

这些实际对策包括
:

( 1 ) 一个宗旨
,

多种形式的联合发 展 道 路 ,

( 2) 一个中心
、

三个市场的战略设想
,

( 3 ) 特殊区域政策的具体保证
。



1
.

一个宗旨
、

多种形式的联合发展道路
,

一
, `

西部地 区联合发展的意义在于发挥中央企业与地方企业各台的优
,
势共同开发本地资探

,

促成合理的企业间增值式资源交换行为的发生
,

形成地区优势
, 以降低区域优势的内耗

,

增

强在外部市场上的竞争能丸
,

重塑自己在全国经济社会中的动态形象
。

为实现这一目标
,

西

部地区必须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
,

探讨一条有特色的联合发展的道路
。

( 1 ) 以联合开发为宗旨

目前包头市以及整个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乃处于不发达阶段
。

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

调
,

经济结构不合理
,

文教卫生水平相对落后
,

工业产品中多粗
、

笨的初加工产品
,

几乎没有获

国家优质产品奖
、

占有广阔市场的拳头产品
。

同时
,

这里各种矿产
、

皮毛等资源丰富
,

且拥

有一批大型中央企业
,

特别是一些军工企业的技术优势
。

由此决定了西部地区不能追随发达

地区以拳头产品为龙头的联合发展道路
,

而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具有西部特色的 以联合开发为

宗旨的发展道路
。

这是西部地区人民在联合发展的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不容置疑的经验
,
它已

为越来越多的西部企业所接受
。

联合开发
:

一是联合开发新产品
,

并在开发新产品的同时形成有增值效益的经济联合体 .

二是联合开发资源
,

在对本地资源深度开发的基础上
,

形成互利互惠
,

有着内在经济联系的

t’# 物链
”
型的企业联合群体

。
.

一
_ .

; -

二包头市经济联合发展的实践表明
,

凡是以本地资源租技术优势为依托的大型经济联合体
,

都是具有远大前途和极强生命左的
二 如以包钢为龙头的北方稀土集团和即将上马的以二机厂

的技术力量为依托的开发产奔驰 , 汽车的经济联合体
,

就是很有发展前途的项 目
,
它们的形

一

成将对整个内蒙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

( 2 ) 多种形式的联合体及未来发展趋势
.

在现阶段
,

西部地区在联合开发的宗旨下
,

必然会坦现多种形式的联合体
,
这恰恰是由西

部地区工业结构的特征所决定的
。

从组织形式上对联合体进行划分
,

可 以有兰种联合方式 ,

— 紧密型联合
。

即以公司或董事会为组织形式
,

以产业内部有扒联系为纽带
,

在利润

率内部调整平衡前提下进行的各
.

自独立核算的联合体
。

如在不改变行政隶属茉系
、

所有制形

式和财政上缴渠道的前提下
,

以包钢为核心
,

·

组织工业公司
,
将地方上属于冶金行业的企业

在独立核算的前提下实行统一管理
。

对地方企业进行经济技术改造
,

在改造和管理过程中
,

扩散现代文化要素
,

改善地方企业各方面的素质
,

使之不但在利燕上
,

而且在技术
、

观念和

经营作风上与包钢趋同
,

一

在公司的组织形式中将两者融为一体
·

、

— 松散型联合
。

即毋有一个固定的组织形式将各企业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

而是靠攀济

合同的方式及共同的经济利益将企业联结起来
。

如就某一资源开发为龙头组成的联合体 , 用

利润逐级返还的合同形式将各企业的利益整合在一起
。 ,

,

— 综合型联合
。

即在联合开发某一资源的过程中
,

由于体制上的限制
,

卜

不可能将所有
一

企业都统在一个公司下面
,

而是围统着资源的深度开发
,

采取紧密型联合与松散型联合同时

并存的组织形式
,

这就是西部人民总结的多层次 , 多梯度
、

全方位的综合型联合体
。

实际上

它是前两种联合形式的派生物
。

·

…
’

“
` ’ 一

1 ·

耳前
,
对联合体组织形式上的划分加娜详细的阐述是至关重要的

·

因为
,
在联合的过程

中
,

一肇企业不理解联合的实际意又
,

或者认为联合就是
,

“
吃掉”

_

,

就是
“
吞并

”
·

,
一

或者认

为麟合就是
“ 以大帮小

,

以强帮弱
” 。

以至在联合的组织形式上经常发生矛盾
,

影响了企业



间正常社会互动的发生
。

因此
,

能否正确理解联合体组织形式上的划分
,

及在不 同阶段上的

不同表规形式
,

一

将对西部地 区的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
。

· _

月俞包头市乃至整个西部地区各企业的生产能力极不平衡
,

因此在联合发展的过程中将

会呈规出明显的阶段性
。 一

在现断段护由于生产能力的差距 ; 中央企业与地区企业间在经济资源

的配置上是极不适宜的
,

因此护在联合的组织形式上必然以松散型的联合体为主
,

兼有在
“

三

不变
”
前提下类似

“
吞并

”
的处于低层次上的紧密型联合体

。

然而应当指出
,

随着地方企业

的发展
, 区域经济优势的形成

,

这种联合的组织形式将逐渐由松散型为主向紧密型为主 过渡
。

这时的紧密型联合应是处子更高层次上
、

在公司或董事会等组织的统一领导下
、

各企业处于

同等地位的联合体
,

而不再是 目前这种以某个大企业为公司首脑
,

对地方小企业实行类似吞

并式的紧密联合护这是未来发展木可阻档的趋势
。

但即使到那时
,

仍会有大量的松散型联合
体存在

。

“
.

了
一

:
’

一
’

:

2
.

一个中心
、 .

三个市场的战略设想
,

`

在联合发展的道路上
,

组织新的经济协调中心和建立多元区域市场
,

形成更高境界的区

域利盔护对于打破由行政隶属关萦木同
,

条块分葡派生出的企业壁垒
,

将西部土地上的企业
-

凝雍在一起
,

形成共生群体
,
是` 个强有力的措施

。
一

这种格局的形成将宣告企业间互动的变

态行为的消亡
,

并顺理成章地导 出良性企业互动的新形式和新机制
。

一 因此我们慎重地设想
:
在目前行政体制不变的情况下

,

率先在包头市及其地域连片
,

经

济联系较强的内蒙西部地区
,

`

翅立 “ 个具有权威性的区域经济联合发展的领导机构; 即以中

心城市为核心的区域经济
、

社会协询发雇战略委员会 (现包头市己有类似的组织存在
,

只是

还不完备 )
。

这个协调 中心可考虑由经委 ; 计委
、

中央大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及金融
、

物资
、

潺粼薰兹拼燕}巡赘鹭
央企亚供销部门和地方物资部门为核芯的杨赞供应写夯配市场

, 以银行为控制枢纽的资金信
贸市场 ;

似中央企业和地方销售稀内鱼织集散的商品市场言
` :

“

三个市场在形成过程中、
“ 、

应遂步由示完全的向尧全的商品化市场过渡
,

_

国家对企业的指

令性计划可转换为区域市场的需求 ;乡娜币荡的映求状况也应根据区域市场的情况进行转换
。

根据区域特点
,
通过利息

、

税率
、 ·

场的童要职责
。

…
; 厂

、

` 、

价格万
’

资像夯配对企业实行经济约束或刺激扩将是区域市
打心

`

患

三个市场形成之后
,

企业的产
、

供
、

梢渠道将逐步放开
,

`

其生产经营在经济协调中心的调
度和弓}导卞

,

同三平市场的妻录相吻合
,

迭充疑会促使企业冲破行政隶属关系的束缚
,

使 自

身利益逐步与社区利益整合在二起
, 气

秀整手区域的振兴奠定塞础
。

、 几

一

这里应特别强肩抬出的是
,

一

目前丧想的协调中心与兰个市场及与企业间的关系
,

在西部

地区发展的进程中只是一个过渡阶段
,

但却是不可缺少的阶段
。

因为
,

现阶段西部地区的企
业缺乏作为独立商品生产者的塞本素质

,

离开了上坡主音部门
,

一时还无法适应市场的变化
。

所以
,
一个中心

、

兰千市疡的战略丧想恰恰是使各企业在直接步入市场之前
,

有一个适应阶
段

。

在这干阶段里
,

’

企业将不断强化商品生严者的意识
, `

奠定其在更大范围内独立与自治的

·

活活 `



社会地位
,

为最终脱离一切条条与块块的束缚
,

以一个崭新的姿态参与商品市场的竞争作准

备
,

当过渡阶段的任务基本完成时
,

股份公司
、

董事会一类的纯经济行业组织将逐步取代现

阶段协调中心的位置
,

·

企业将彻底从条块中解脱困来
,

直接下放到受计划调节的市场中去
,

区域经济也将完全按其内在规律发展
。

- .

3
.

特殊的区域政策

所谓特殊的区域政策
,

主要是指能够吸引东部和国外技术
、

设备
、

资金
、

管理人才等现

代经济生产要素大规模的有效流动
,

形成区域内企业间正常的社会互动
,

保证西部地区联合

发展的道路畅通无阻
,

变一个中心
、

三个市场的战略设想为现实的优惠的产业政策
、

税收政

策
、

管理政策
、

金融政策
、

技术政策和人才政策等等
。

投入新的区域政策可根据区域发展的状况分两步走
,

一一一第一阶段
,

主要围统区域经济联合体的形成及~ 个中心
、 .

三个市场的建立
,

投入一

些与之相适应的新政策
。

这些政策应包括
:

、

( 1) 将一些可以下放中央企业或省级大企业下放到中心城市
,

同时松解对这些大企业

的束缚
,

减少其产品指令性计划的比例
,

使企业能够放开搞活
,

从企业生产发展的需要上生

出一种与地方企业互动的内在驱动力
。

,

( 2 ) 要制定具体的政策
,
保证军工企业的产品生产纳入区域内行业发展的规划中

,
杜

绝那种将军工企业产品生产排斥在外的现象
,

以增强军工企业的地域感
,

发挥军工企业的技

术优势
,

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

同时
,

促进军转民工作的顺利进行
。

( 3 ) 金融部门
、

物资部门
、

供销部门要从地方行政部门中分离出来
,

实现上述部门的

企业化
,

经营商业化
,

并逐步走向市场化
。

( 4 ) 实行价格政策的改革
,

重点解决原材料
、

能源及其它自然资源计划价格偏低的问

题
,

以调动人们对资源保护的积极性
,

促进对资源的合理开发
。

( 5 ) 改革税收政策
,

对一些由协调 中心鉴定
,

确属新产品开发和资源开发的联合项目

应给予减免一年税收的优惠待遇
,

以鼓励西部地区走从联合开发中求发展的道路
。

( 6 ) 银行在发放贷款时
,

要首先照顾那些确属本 区域内联合开发资源或新产品的有增

值效益的经济联合体
。

( 7 ) 对西部地区实行优惠的人才政策
,

如增加科技人员的工资
,

提高各种待遇
, 以此

造成人才的合理流动
,

阻止目前
“
孔雀东南飞

”
式的人才逆向流动

。

( 8 ) 应当从政策上明确规定
,

允许科技人员从事第二职业
、

业余研究并为经济服务
。

防止一些大企业对从事业余研究的科技人员打击报复
,

以促进科学技术的扩散
。

另外
,

一切

应用技术成果都可进入市场
,

但协调中心应对科技成果所带来的经济社会效益及时作出科学

的价
,

促使双方通过协议鉴订合同
,

加速科技成果的转让
。

( 的 政府在组织成区域协调中心的同时
,

将趁步撤销
、

合并各专业局
,

建立行业组织
,

加强协调中心和监督检查部门
,

形成适应间接控制需要的管理组织系统
。

同时制定一套在经

济联合中必须遵循的经济法规
,

以此来约束各企业在社会互动中的行为
。

( 1 0 ) 要制定一系列政策
,

以调动地方政府创办社会保险
、

社会服务
、

教育
、

卫生
、

文

化娱乐等方面的积极性
,

以减轻企业的负担
,

为最终解决企业办社会的间题打下基础
。

一
第二阶段

,

主要是在区域行业组织已基本形成
,

企业已具备作为相对独立的经营开

发者的基本素质的基础上
,

投入相应的区域政案
,

促进改革的顺利进行
。

这些政策的基本内

2 3
.



容包括
:

( 1 )应彻底取消指令性计划
,

使企业从
“
条块

”
中解脱出来

,

直接下放到受计划调节

的市场
。

在这里
,

计划的主要内容应改为对发展战略和相应的政策体系的制定
,

用以指导资

源的合理配置与有效开发
,

调节投资结构
,

使区域经济与全国经济的发展协调一致
,

实现 区

域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
。

( 2 ) 取消价格管制
,

市场价格完全随供求变化
。

( 3) 完善各种股份公司
、

董事会
、

工业公司等行业组织
,

实现 由协调 中心向行业组织

管理的过渡
。

( 4) 通过一系列政策
,

「

彻底解决企业办社会的问题
,

实现退休
、

子女就业
、

就医
、

社

会福利和保险
、

文化娱乐
、

教育等方面的社会化
。

显然
,

在现阶段制定未来的 区域政策
,

只能是一种意向性的建议
,

但这种带有明确方向

性的建议对现阶段政策的制定又是必不可少 的
,

因为这是两个具有内在联系的不同发展阶段
。

当然
,

在这里我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第一阶段特殊区域政策的制定和实行
。

一

目前
,

各种新的区域政策及配套的形式率先在西部地区投入
,

成功能够为全国性的经济

体制改革提供新经验
,

失败也不至于引起全局性的政治
、

经济与社会的震荡
。

从全国发展的

角度通盘考虑
,

这样做在总体的战略和策峰上也具有很大的回旋余地
。

目前
,

历史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

赋予了我们这样的责任和选择
,

我们就应该不失时机地

大胆地对西部地区一些不合理的体制进行改革
,

探索新的发展道路
,

采取特殊的区域政策
,

促进中央企业
一

与地方企业正常的社会互动
, ;

发挥联合开发的优势
,

形成振兴西部地区经济社

会的合力
,

开创西部经济腾飞的新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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