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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国有企业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

确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

企业制度。国有企业改革可划分为改革的初步探索、制度创新以及纵深推进三个阶段。

国企改革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过程，是中央推动与地方实践上下结合的

产物，本质上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符合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

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一直关注国企改革方面的研究，

多次举办有关国企发展、去产能、僵尸企业处理等话题的学术活动，并于 2014 年启动

了中心重大课题《国有企业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模式选择》，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

组书记、副主任、研究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首任院长，CIDEG 理事长陈清泰；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CIDEG 学术委员会联席主席、理事，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永伟共同负责，并于 2016 年结题。课题组在几位负责人

的领导下，讨论了国有企业改革中的焦点问题和深化国有资本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问题，

创新性地提出了从“管企业”到“管资本”转变的改革模式，并引申出以国有企业资本

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举措，对国企改革《指导意见》稿也提出了

一些建议。在课题开展期间，课题的阶段性成果被多次上报中央有关部门，并得到中央

领导的批示和认可，对我国开展国有企业改革起到了重要的智力支持作用。本期研究通

讯节选了该课题的部分研究内容，同时结合 CIDEG 近期举办的“日本 PPP 项目和僵尸企

业处理经验”专题论坛讨论内容及相关工作论文，对国企改革研究提出若干观点，供读

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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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活动 
 

CIDEG 举办“日本 PPP 项目和僵尸企业处理经验”专题论坛 

 

2016年 3月 22日，由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组织的“日

本 PPP项目和僵尸企业处理经验”专题论坛在清华公管学院报告厅举行。本次论坛邀请

了日本亚洲成长研究所所长兼国家战略特区咨询会议议员八田达夫，大阪商业大学综合

经营系教授美原融，Anderson 毛利·友常律师事务所赤羽贵先生，东京工业大学特任教

授兼早稻田大学客座教授杉田定大，津上工作室主席、CIDEG 特聘研究员津上俊哉担任

主题发言嘉宾，论坛由原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CIDEG 理事德地立人主持。

前清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CIDEG 理事长陈清泰先生出

席并致辞。清华公管学院于安教授、财新智库宏观经济研究员朱鹤共同担任论坛的点评

嘉宾。CIDEG 理事、《比较》杂志副主编肖梦，CIDEG 副主任、清华公管学院副教授陈玲

以及学院教师、博士生以及来自其他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等共一百多人参加了论坛。 

陈清泰理事长首先致辞，他代表 CIDEG欢迎远道而来的日本专家团队。陈理事长强

调，城市基础设施和提供公共服务的 PPP模式，是中国政府改革的一个重要的方向，也

是扩大民营市场空间的重大途径，因此日益受到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的关注。而去产能

和妥善处理是当前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中一直困扰中国政府和企业的难题。这两个选题，

都是目前改革发展中，大家非常关注的热点。日本在 PPP方面，已经有了二十多年的历

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我们今天出现的情况有很大的相似性，他们处理这些问题的

政策和措施，对我们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相信今天的论坛，一定能够在倾听他们的

介绍和讨论交流中获得受益。 

论坛分为上午和下午两个半场。 

上半场主题为“日本 PPP 项目经验”，由八田达夫、美原融、赤羽贵、杉田定大分

别作主题发言。八田达夫首先做了题为《城市与经济增长——1974 年日本经济增速为何

下滑》的专题演讲，通过数据展示了日本在战后的经济增长情况，并指出日本在高速增

长期内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70 年代早期，日本开始实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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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均衡发展政策”，政府在农村实行公共投资、资源再分配、米价扶持等政策，造成从

低生产率区域向高生产率区域的移民浪潮停止。八田达夫认为这一政策的初衷是好的，

但结果却导致日本经济陷入慢速发展甚至停滞。 

接下来，三位来自日本的嘉宾分别就日本 PPP 项目的发展进行了精彩的演讲。美原

融做了题为《借鉴日本 PPP/PFI的成功和失败经验》的演讲，他概括指出了日本 PPP项

目的几项特征，并以一些成功的 PPP项目，包括地方监狱、仙台机场、福冈市儿童会馆

翻新为例说明 PPP项目成功的原因。美原融强调，民众不信任、政府出现财政问题、政

府和民间主体沟通不畅、项目前期判断失误、合同与现实不符是 PPP项目失败的主要原

因。因此，仅仅为了减轻财政负担而开展 PPP项目是不可取的，应当追求的是更高的附

加值，其中信息透明和问责制度、政府和民间主体信守约定、共担风险是 PPP项目成功

的关键。赤羽贵从法律的角度介绍了日本在 PPP 和 PFI方面的经验，他指出风险分担是

这些项目在合同制作的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他对于仙台机场、美弥社会回归中心等典

型的风险分担案例进行了分析，以说明民间和政府在风险承担中的不同角色。杉田定大

以《PPP最新动向以及给东亚等地区的推广策划》为主题进行了发言，他指出 PFI、PPP

不仅属于财政改革的环节，它们对于服务生产效率的提升也是很有好处的。杉田定大指

出了 PFI、PPP 项目中的七个关键点，对于在发展中国家开展这些项目提供了制度设计、

创新方面的经验。 

于安教授对上半场四位嘉宾的发言分别进行了点评，他认为日本从 90 年代后期，

通过立法引入 PPP，对于一个亚洲国家而言，是了不起的探索。日本的一些成功经验和

政策非常值得借鉴，但是从制度的角度，这个过程还没有完结。 

下半场论坛主题为“产能过剩及僵尸企业处理：日本经验”，由津上俊哉作主题演

讲。津上俊哉重点介绍了日本在产能过剩及僵尸企业处理中的经验。日本在从计划经济

到市场为主导经济的转变过程中，处理产能过剩的办法也随之改变。最初，日本以政府

为主导的企业之间以卡特尔联盟的形式去产能，但从效率而言，这不利于市场竞争。因

此，在 70 年代后，针对重点受困行业，日本通过制定相关法律、规定对下岗职工或陷

入困难的地区中小企业采取了一系列的支援行动，定制失业人员的救助措施，合理安置

下岗员工。面对僵尸企业的再生，津上先生认为应根据“选择与集中”的方针进行业务

重组、员工裁员、招聘新的经营团队等，然后重新评估再生后的企业价值，据此推算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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