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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资产流失的表现形式

邵学峰

　　国有资产流失的渠道以及表现形式是非常

复杂的 ,可以说是名目繁多、渠道广泛。通过归

纳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种类型 :

11地方政府决策失误而造成的国有资产

流失。一是“拉郎配 ”,即地方政府为促进地方

经济的迅速发展 ,强行进行重组 ,对控股权的放

弃不够慎重 ,甚至过于盲目草率 ,导致新进入的

大股东轻易获得控股权 ;更有甚者 ,如果重组过

程中夹杂着权钱交易和内幕交易 ,新进入的企

业管理者为尽快获得投资回报以补偿其额外

“灰色成本 ”,更有可能大举侵占国有资产获取

转移利益。二是自买自卖 ,即一些政府领导和

国企管理层在改制中一面高调改革 ,一面千方

百计损公肥私 ,中饱私囊 ,大搞“看守者交易 ”,

自己定价自己买 ,一夜暴富。三是运动式改制 ,

地方政府对于国有企业改制认识不到位 ,把改

制当作甩包袱 ,认为只要国资退出 ,劳动合同解

除 ,职工得到相应补偿 ,改制就算成功 ,从此与

政府再无干系 ,于是出现了行政命令主导下的

“运动式改制 ”,热衷于追求“改制政绩 ”,不详

细制定改革方案 ,盲目扩大改制面 ,造成了国有

资产的白白流失。

21企业改制过程中的国有资产流失。一

是“蛇吞象 ”,即规模较小的企业 ,通过种种关

系和手段超常规地吞并或者以很小的成本掌控

无论规模实力都远大于自身的企业 ,由于法律、

法规的疏漏 ,一旦监管不力就极有可能发生大

股东侵占国有资产的行为。二是合并报表 ,即

一些企业通过财务处理技术 ,搞合并报表式的

虚假重组 ,并致使大量国有资产流入个人腰包。

三是虚假评估 ,低估贱卖 ,即在出售国有资产过

程中 ,一些企业经营者不经过评估 ,而是收受贿

赂 ,暗箱操作 ,内部定价 ,或者买通评估机构 ,协

助造假 ,采取转移资产、低估经营利润、把职工

经济补偿金等费用从转让国有净资产的价款中

预先扣除以压低产权转让价格等手段 ,内外勾

结 ,低价出售国有资产 ,暗中分利 ,导致“肥水

流入外人田 ”。

31大股东或管理层出于自身利益的考

虑 ,采取非经营手段“内控 ”而造成的国有资

产流失。一是非相关产业重组 ,即在国有资产

改革中 ,若控股股东实力不强又不能进行相关

产业的内涵式扩大重组改制 ,仅仅进行“非相

关产业 ”式的重组 ,就会导致被重组企业的核

心竞争力无法得到提升 ,企业不能创造不断增

长的利润和现金流 ,大股东侵占的动机就会大

大加强 ,最后当企业濒临困境的时候 ,往往会

发生大股东侵占、非法转移国有资产以达到

“全身而退 ”的目的。二是零成本购买 ,我国

MBO高管存在强烈的机会主义倾向 ,有些地

方在管理层收购过程中大搞“零成本购买 ”,

一些国有企业管理层通过操纵财务报表压低

股价、操纵利润分配以及隐匿扭曲应披露信息

等手法 ,人为压低出售价格 ,由原企业管理者

低价收购 ,将国有企业搞到手 ,使国有资产成

了管理层的私产。

41企业非正当经营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

一是体外循环变私有 ,一些企事业单位故意将

部分国有资金不存放在银行 ,而是私自将资金

高息借给一些企业和个人 ,利息列为账外资产 ,

伺机瓜分 ,若蚀本则由国家资本抵亏。二是寄

生公司 ,有些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行业、高利润

企业 ,把主营业务中的高收益部分独立出来 ,由

企业领导、员工私人投资成立公司经营 ,获取的

高额利润成为职工特别是中高层管理人员的

“福利 ”。

　　(徐摘自《经济与管理研究 》2007年第 4期

《国有资产流失与所有者主体缺位 :“公地经

济 ”引发的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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