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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经济发展迈向了新的高峰。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内，我国国有企

业面临着三项重大任务：（1）与时俱进的根据发展的需要来调整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和布局。在当前经济

和科技同时高水平发展状况下，国有企业的生产率水平要想提高，就需要重点关注数字技术创新应用发展

以及产业链、供应链变动带来的深层影响。（2）数字化转型推进的过程中，要确立国有企业的发展形式。

具体可以归纳为：“试点先行，上下结合，协同推进、治理改革以及市场的调节功能改革”等。（3）制定并

完善一套好的国有企业管理理念，从而为企业的数字化高效运行奠定好基础。按照企业的功能进行定位，

对于不同功能的国企分别建立不同的公司治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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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

y of China，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reached a new peak. In this new historical perio

d，China'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re facing three major tasks：（1）adjusting the functional

positioning and layout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eeds of developme

nt and keeping pace with the times.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high-level economic and tech

nological development，in order to improve the productivity level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t is necessary to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application，

as well as the deep impact brought by changes in the industrial chain and supply chain.（2）I

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the developme

nt 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pecifically，it can be summarized as "pilot first，top-d

own integration，collaborative promotion，governance reform，and market regulation function r

eform".（3）Develop and improve a sound management philosophy for state-owned enterprises，la

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ir digital and efficient operation. Based on the functions of

the enterprise，establish different corporate governance mechanisms for state-owned enterpri

ses with different functions.

[Keywo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Productivity growth；Industrial chain；Supply chain；State owned

economic reform.

一、新时期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和布局

使命是一个企业奋斗的价值取向。一个使命不明确的企

业或个体势必将会造成企业的运营混乱，因此，完成国家使

命是国企存在的价值。在新时期内，国家使命被赋予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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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运营好现有的国有资产的存量，而更应该放眼于世

界，着眼于未来。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国企应该从可持

续的角度出发来更好的配置国有资本。让国企的各个部门更

好的发挥出其职能，为整个国家的经济健康发展，为国有企

业在市场竞争中更具有活力性、竞争性，为实现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而贡献出积极的力量。

就当前中国经济的运营情况而言，数字技术创新与应用

的广泛使用为企业生产率的增长和产业供应链的提升创造了

有利条件。然而，许多国有企业将重点放在内部的数字化建

设上，而忽视了对外部的影响。特别是由于产业链、供应链

的韧性不足，上下游之间的传导和协同不够，导致数字化转

型在产业链、供应链层面的效果低于预期。在这样的背景下，

国有企业有必要考虑数字化建设的外部影响，从产业链、供

应链溢出效应的角度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及

其内在机制，以指导政策优化和引导企业行为。

二、数字化转型推进的过程中国有企业要确立自身的发

展形式

为了避免国有资产使用效率的低下，同时又能够达到改

革所预期的目标，在推进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国企要做到试

点先行、上下结合、协同推进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做到

改革的进度疾蹄而步稳。通过 10 多年改革推行，得出的经验

是改革路径都是通过自下而上实施的。即通过积极的尝试、

发现问题、思考问题、总结经验等流程从而得出一套符合现

实情况的改革策略，从而再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科学指

导。具体包括：确定国企数字化转型的改革的方向和试点，

并制定出具体的改革规则、对国企数字化转型的改革的路径

进行全面的推进。这个从上到下和从下到上的过程往往是反

反复复多次运行的。这种上下结合的改革模式即保证了改革

的积极性，又保障了改革过程的规范性，从而避免了在改革

的过程中一拥而散的局面，是改革得以成功进行的保障。并

且要在自下而上的基础上总结经验，进一步的探索细则来保

证所制定的细则能在混合所有制这个大的制度下实施。依据

现实情况，来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并通过对经验的总结，

形成一套规范的处理问题的方法。在开展试点的过程中，要

注意加强各地之间、各部门之间的交流和促进。探索出一条

适应本地区发展模式的新形式。

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现有文献重点考察了企业

数字化转型对内部影响。例如：戚聿东、肖旭（2020）、陈德

球、胡晴（2022）等学者认为数字化转型推动企业组织结构

趋向网络化、扁平化，对以委托代理成本和信息不对称为支

柱的传统公司治理理论产生冲击。Abouzeedan（2013）、

Verhoef（2021）等学者认为数字化转型促使企业创新网络展

现更开放协同的特点，挑战传统封闭创新模式；数字技术打

破了时空距离的限制，改变了以供给方为主导的传统商业模

式，促进了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的生产过程的形成。

然而，上述学者的这些研究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国有企业

数字化转型可能带来的外部溢出效应，特别是国有企业供应

链垂直关系中的溢出效应。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

字技术被视为一种新的通用技术，具有渗透性、协同性和外

部性特征，因此，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可通过关联效应引起

产业链或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投入产出规模和结构的变化，并

影响企业的生产率。尤其是在数字时代的产业链或供应链中，

"需求驱动、订单导向"的特征更加明显，下游企业的数字化

转型可能通过产业链或供应链关联性影响上游企业的行为和

效率。

三、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要制定并完善一套好的国企管理

制度

由于数字化转型的后向溢出效应存在一定的异质性，因

此国企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必须建立一套差异化的分层治理机

制，要根据不同的国企的功能定位和布局分别制定出不同的

企业治理机制。

（1）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来看，首先我们要完善现存的法

律及管理制度体系，从而能够帮助国有企业发挥市场空间广

阔的优势。首先把公司法中关于国有独资的部分专门的独立

出来，形成一套规范的国企独资法规。主要试用的对象是公

共政策性国企以及特定功能性国企。如果有这个必要的话，

还可以专门为国企单独立法。针对对自然资源具有垄断性的

企业，可以专门制定法规，这样的法规可以对相应的国企具

有一定的制约和作用。

（2）从考核的角度来看。一般商业性国有企业考核的重

点侧重于国有资本的收益。公共政策性国企在考核的过程中，

要站在对社会的公益的角度来考虑。特定功能性国企的功能

定位应该站在两者之间，可以从盈利的角度和社会使命的角

度两方面来进行考量。要大力扶持规模虽小但有发展潜力的

国有供应商企业，尤其是数字化转型的创新型企业。同时也

要扶持民营企业。政府可以加大对此类企业的补贴与优惠，

解决民营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的“不想转、不敢转、不会转”

的问题。

（3）建立完善的工资薪酬制度。以国企高管为例，具体

来说可以分三种情况。首先是对于公共政策性企业的高管薪

酬可以与同级别的公务员看齐，甚至在薪酬上还可以略微的

高于同级别的公务员，但绝对不能采用股份激励制的手段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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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高管动力，可以用晋升职位的方式来激励国企高管。一

般商业性国有企业除了董事长和党委书记外，其管理人员都

是通过市场聘用，并通过董事会来提名的。对于特定功能型

企业应该根据高管的市场化聘用程度，如果高管市场化聘用

的比例越高，则高管薪酬与企业的业绩相关程度就越高。如

果市场化比例越低，则高薪酬与企业相关程度就越低。

（4）关于国企利润上缴的比例。一般商业性国企应该按

照市场的规范来向国家上缴利润。公共政策性国企例如中储

油、中储粮等企业可以不用向国家上缴所得利润。特定功能

性国企根据其垄断程度来决定向国家上缴的收益比重。其垄

断程度越高，则需要上缴的比重越高，反之，则上缴的比重

就越低。

（5）关于企业的监管和内部信息披露的制度。关于一般

商业性国有企业，当企业发展到非常成熟的地步时，可以依

靠市场同行业之间资源的竞争作为监督管理手段，从而使得

政府的监管部门逐渐的从国有企业中退出，来预防政府部门

对国企的过度干预。同时，通过市场的竞争约束和企业信息

监管制度的完善还可以提高企业信息的质量，降低政府的监

督成本。关于特定功能型国有企业的监督，要采取政府干预

与市场竞争相结合的手段，具体可以采用政府监督、企业的

自愿性披露以及强制性披露等方式。再结合的同时，还要加

快以资源配置为向导的市场化监督的改革方向。然而在现实

中，某些上市公司为了避免被 ST 或者被退市，很有可能会假

借稳健盈余之名来对公司的经营业绩进行了一次大洗澡行为，

来使得来年的业绩达到增长的效果。但这种极端向下的盈余

管理行为虽然在表面上看起来更加的稳定，但在实际上不但

没有增加财务信息的透明程度，反而还有可能会再一次的令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大大的降低。因此，虽然适当的稳

健性盈余披露虽然可以对上市公司的信息不透明问题有所缓

解，但如果成为了企业进行极端向下的管理的一种工具，反

而会加剧了企业和投资人之间的不对称性，这也正是 FASB

和 IASB 等学者所一直担心的问题。因而，建议政府及社会有

关部门推行稳健性盈余管理政策的同时，还要制定出行之有

效的办法来防止某些公司假借稳健之名对企业进行极端向下

的盈余管理行为，从而使得上市公司的稳健性盈余政策保持一

个适当的度，从而使得国企的运营朝着健康良性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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