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
。

没有国有企业存在的必要
。

企业的目标就是追逐利润
。

就私营企业而言
,

失业 从中国国情出发
,

深化国企改革必须循序渐进
,

政

和就业问题完全是围绕市场环珍
口企业内部资源配置

.

府和国有企业都要承担国企改革带来的社会成本
。

展开的
。

经济环境好
,

就扩大生产
,

吸纳劳动力
,

经济 对政府来说
,

首先
,

应分阶段和有步骤地加大国企

环境不好
,

就减少生产
,

裁减劳动力
。

企业不必承担任 改革的力度
。

就目前而言
,

对于那些容易导致失业率上

何社会责任
。

国有企业不同
,

如果撇开制度因素和具体 升的改革方案要谨慎实施
。

职工下岗与再就业工程配套

国情从更一般的意义上探讨国有企业的存在
,

应该说 起来
。

对于自谋职业的职工
,

政府应在政策上给予优惠
。

国有企业存在的社会意义大于其经济意义
.

在经济生 其次
,

本着
“

抓大放小
”

的原则
,

加快大型国有企业集

活中
,

作为政府调控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
,

国有企业应 团的建设
,

放开中小企业
,

处置闲置国有资产
,

将变现

比其他所有制类型的企业承担起更大的社会责任
。

这 收入作为社会保障墓金和就业培训墓金
。

再次
,

为发展

些社会责任不仅包括承担基础设施建设
、

社会公益事 非国有经济提供更为宽松的制度安排和经济环境
,

以吸

业和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
,

还包括稳定经济运行 纳国有企业的失业人员
。

再次
,

政府要加强社会保障工

和保持社会安定的责任
。

例如在国外
,

国有企业稳定经 作
,

把工作重点由片面注重效率转到效率和公平并举
。

济运行的职责十分明确
。

当物价上涨时
,

国有企业不能 对国有企业来说
,

特别是国有大型企业
,

在就业形

像私营企业那样大幅度提价
; 而当经济不景气时

,

也不 势严峻的情况下
,

应负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
。

有条件的

能像私营企业那样大量裁减工人
。

由于国有企业承担 企业自行消化下岗人员
。

需大量裁减职工 的企业要分步

了一定的社会责任
,

政府从贷款和税收等方面相应给 骤进行
,

尽量错开失业率高峰期
。

对于因此蒙受经济损

予国有
产

圣业一定的优惠
,

使其权利和义务对称起来
。

失的企业
,

政府应予以适当的补偿
。

目前我国失业率攀

当然
,

由于国情的差异
,

我们不好将国外的国有企 升
,

原因十分复杂
。

其中结构性调整占很大的比重
。

国

业的作用与我们的国有企业的作用作简单的类比
。

但 有大型企业要在产品开发
、

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上

有一条是肯定的
,

无论哪种性质的国有企业
,

他们在追 加大投入
,

以吸纳更多的劳动力
。

求经济效益的同时
,

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义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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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岗职工的命运流向

O 胡培兆

近半个世纪来
,

中国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

捧铁饭碗有大锅饭可吃
。

虽然吃的是自己劳动的饭
,

不

是谁赐给的
,

但毕竟有就业保障
,

只要一进工厂就没有

失业威胁
,

终身受益
。

只是近儿年来
,

国有企业职工下

岗才成为日见突出的社会问题
,

引起政府和各界普遍关

注
。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相继成立了旨在解决下岗

职工再就业的领导小组和服务中心
,

尽可能创造和提供

条件使下岗职工的命运有个好的新流向
,

做到老有所

终
、

壮有所用
、

幼有所养
。

下岗是不得已的亭
。

谁都不希望看到越来越多的

职工下岗
。

解决就业和再就业的根本出路是加快改

革
,

搞活国有企业
。

救活一个国有企业
,

就是救活一

个国有企业全体职工 的就业
。

国有企业问题就是职工

就业问题
。

如果 10 多万个工业企业一个个搞活
,

再就

龟气能派

阶
认飞孤



业工程就容易解决
。

我们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次序
,

应该是搞活
、

兼并
、

破产
。

搞活是上策
,

兼并是中策
,

破产是下策
。

破产一个企业比搞活一个企业所需要的

社会成本要大得多
,

不能轻易诉诸破产
。

有困难濒临破

产的企业
,

可以先交由职工转为免税的福利性生产
。

企

业搞活还是破产
,

当然不是主观意愿中的事
。

但恐怕谁

也不能否认
,

一些国有企业的破产正是与经营管理上

的主观因素有关系
。

一个明显的耳实是
:

在市场营销的

激烈竞争中
,

外商和内商的私营企业可以自觉和不自

觉地按经济规律办事
,

而我们的国有企业都只能按上

面规定办事
。

其效果差异是不言而喻的
。

再就是产业结

构调整和升级问题是客观存在的
,

但也不完全如此
。

全

行业不景气的现象绝非仅有
。

如纺织业
、

感光业
、

采矿

业等都大面积的亏损
。

在相当程度上恐怕不是产业结

构调整
,

而是所有制结构调整问题
。

同是一个工厂
,

同

是原班人马
,

换换由外商来经营就改观了
,

这样的事并

不鲜见
。

为什么外商可以采用的经营方式
,

就不容许国

有企业采用呢?这些都说明
,

有些企业的破产不是按经

济规律办事的结果
,

主观因素负有主要责任
。

我提出国

有企业在改革中
“

好的别搞坏
,

差的要搞好
” ,

不是主

观主义的无望之谈
。

总不能反其道而行之
,

差的别搞

好
,

好的要搞坏吧
。

为推进下岗职工再就业
,

不致使他们的命运盲流
,

我有这样的建议
:

一样指望国家包下来
,

要有自立自强精神
。

这些都需要

懂得一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知识
。

要教育职工转变劳动观念
,

自食其力都光荣
。

劳动分贵贱主要是奴隶社会
、

封建社会等级观念的

残余
。

当今世界越来越崇尚劳动取酬
。

只要有收入
,

任

何有益社会的劳动都被认同
,

都会有人千
。

就在发达国

家
,

总统儿子打工
,

大学生洗盆子
,

不见得就丢脸
。

现

在下岗职工多的城市里
,

就业机会
、

生产自救机会还是

有的
,

就看你愿不愿意干
。

如果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有外

来
“

打工仔
” 、 “

打工妹
”

那样的求职精神
,

重新就业就

不会太难
。

最怕高不成
,

低不就
。

下岗职工应当审时度

势
,

随遇而安
,

转变观念
,

主动配合再就业服务中心 的

安排
。

对少数一味挑肥拣瘦
、

避重就轻的下岗职工
,

可

以动用
“

自愿下岗
”

的概念
,

作自愿下岗处理
。

破产企业的领导与职工应一视同仁
,

同甘共苦
,

不能有特权特惠
。

要使职工懂一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知识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

不可能有资本主义国

家出现的那样严重的周期性经济危机
,

但存在经济景

气循环
。

在经济持续发展中有时会出现景气过热
、

偏

热
,

有时又会出现景气过冷
、

偏冷
。

这种景气波动会影

响社会就业量的涨缩
,

与此相适应
,

我国只能实行景气

就业政策
,

有时多吸收些人就业
,

有时会少容纳些人就

业
,

就有上岗下岗
.

的问题
。

虽然目前的下岗主要是国有

企业体制转型所致
,

但就是在一般情况下
,

上岗下岗都

是经济运行中的正常现象
。

只能上岗
,

不能下岗
,

是违

反经济规律的
。

究竟谁上岗下岗
,

就决定于职工 自身的

素质
,

包括文化程度
、

技术水平
、

工作能力
、

健康状况
、

道德修养等
。

在劳动力市场上就有竞争
。

职工就要进入

竞争角色
,

注重学习与提高
,

不断优化自身的素质
,

以

适应劳动力市场竞争的需要
。

所以
,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条件下
,

既不能把下岗看得过于严重
,

也不能象过去

企业破产
,

首先是企业领导的责任
,

不是官僚
,

就

是无能
。

中央领导同志早就指出
,

搞活国有企业的关键

是企业领导班子问题
。

按照权责利的原则
,

破产企业的

领导理应先职工之忧而忧
,

带头吃苦果
,

至少与职工同

甘共苦
, 一样编入下岗队伍

,

归由再就业服务中的安排
,

不能再由组织人事部门另行安排
,

名日
“

奉调
”

到淇他

企业或单位仍做领导工作
。

中国的企业家应当赏罚分

明
,

既有绩效优秀的挂勋章的明星企业家
,

也要有经营

无方的背十字架的灰色企业家
。

否则
,

企业领导作风不

会转变
,

不会把自己的命运与企业共存亡
。

与职工一视

同仁
,

同甘共苦
,

没有特权特惠
,

才有利于团结
、

安定
。

再就业服务中心的干部必须廉洁
、

勤政
、

公正
。

服务中心重在服务
,

要全心全意为下岗职工再就业

作奉献
,

广觅就业门路
。

这是关系职工生活和社会稳定

的功德事
。

机构设置要精简
,

人员挑选要精干
,

特别是

工作/、 员素质要高
。

因为他们直接面河的是多少带点情

绪的下岗职工
, 一举一动都要有利于缓解矛盾

。

任劳任

怨
,

廉洁勤政
,

公正无私
,

就特别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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