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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有企业监管效率问题是我国现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近年来有关这

一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实际操作办法都有一些成果, 特别是在微观层面上针对具体国有企业资产的监管指标体系已

基本形成。然而,从公司治理角度出发的有关区域层面的国有企业治理效率指标体系研究显得相对滞后。根据国

有企业的目标与功能,提出了山东省国有企业治理效率指标体系构建目标与原则, 然后在此基础上选择指标和确

定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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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监管效率问题是我国现阶段国有企业

改革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近年来, 有关这

一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实际操作办法都有一些成果。

特别是在微观层面上针对具体国有企业资产的监管

指标体系已基本形成。然而, 从公司治理角度出发

的有关区域层面的国有企业治理效率指标体系研究

显得相对滞后。本文试图在这一领域有所创新, 建

立山东省(区域)国有企业治理效率的指标体系, 并

进行比较分析。

一、国有企业治理效率的界定

治理效率是现代公司治理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的

概念。刘汉民( 2002)认为, 治理效率包括结构性效

率和适应性效率两层含义, 结构性效率是治理制度

的基础性效率, 是因整体协调而产生的制度效率; 适

应性效率是一种动态性效率。陈宏辉、贾生华

( 2002)认为公司治理效率是指公司董事会在治理时

决策效率,包括适用性和公正性两个方面。周清杰

( 2003)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公司治理效率的

因素,探讨了公司治理成本即治理交易成本、代理成

本、组织成本和遵循成本的性质及对治理效率的影

响。 公司法 中的治理效率是指投资者作为股东,

在充分利用证券市场中有关信息的情况下,实现了

与管理者的激励相容, 即管理者不会在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况下获得自身利益的改善。

以上对治理效率的界定基本是从比较微观的角

度去阐释的。本文认为, 针对国有企业这一特殊类

型的企业,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更为宏观的角

度来分析国有企业的治理效率是切实可行的。下面

我们将从国有企业的目标和功能的角度来推导国有

企业的治理效率。

图 1 国有企业的目标、功能及治理效率关系示意图

如图所示, 国有企业的目标是双重性的, 除了具

有一般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中间目标)之

外,还具有社会公共目标(最终目标) ,包括为社会提

供就业机会, 为其他性质经济提供稳定器(雎国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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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保持社会稳定, 提供社会保障等多方面的目

标。国有企业的目标对应着它的功能, 中间目标对

应着其承担的微观经济发展的功能;最终目标对应

着国有企业所承担的宏观经济保障的功能, 例如提

供就业、社会保障、税收等。

在考察了国有企业的目标和功能之后, 我们认

为国有企业的治理效率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与微观

经济发展功能相对应的运行效率,这种效率是国有

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细胞身分为实现中间目标而形成

的效率;二是与宏观经济保障功能相对应的功能效

率,这种效率是企业作为国家(政府)身分为实现最

终目标而形成的效率。

二、构建国有企业治理效率指标体系的基本原则

1. 突出国有企业治理效率的主要方面。国有企

业治理效率内容繁多复杂, 主要包括运行效率和功

能效率,但核心内容是提高国有资产的质量, 保障国

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乃至发挥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

中的关键作用。

2. 区分工业企业与非工业企业两种不同类型的

国有企业。工业企业和非工业企业的主要区别是前

者参与经营生产活动, 运营的目的是实现资产的保

值增值,后者不参与生产活动。对这两种不同类型

的国有企业,应设置不同的指标体系和具体指标。

3. 注重效率指标的可操作性。充分考虑当前国

有企业治理的现状,坚持从企业实际出发,充分利用

现有的财务和统计资料, 使各项指标可测可得。这

样指标体系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三、指标体系的构建过程

指标体系的构建过程是一个从具体到抽象再到

具体的辩证逻辑思维过程,是人们对现象总体数量

特征的认识逐步深化、逐步求精、逐步完善、逐步系

统化的过程。过程如图 2:

图 2 指标体系构建过程图

四、建立山东省国有企业治理制度效率评价指

标体系

表 1 山东省国有独资企业治理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山东省国

有独资企

业治理效

率指数

1.运行效率

资金利税率( X1)
利润税金总额/ (固定资产净值平均余额+

全部流动资金平均余额) ∀ 100%

产值利税率( X2) 利润税金总额/工业总产值∀ 100%

流动资金周转率( X3) 销售收入 流动资产平均占用额∀ 100%

成本费用利润率( X4) 利润总额 成本费用总额∀ 100%

全员劳动生产率( X5) 工业总产值/全部职工平均人数

2.功能效率

工业增加值( X6) 工业总产值- 工业中间投入+ 本期应交增值税

资产合计( X7) 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对外投资

利税总额( X8) 产品销售税金+ 教育费附加+ 资源税+ 利润总额

就业人数( X9) 企业吸纳就业的人口,包括企业正式职工以及吸纳的社会人员等

在对企业治理制度效率充分认识的基础上, 按

照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 选择山东省规模以上

国有独资工业企业为考察样本, 样本容量为 1999-

2005年 6年的数据, 并借鉴已有的指标体系的研究

成果,采用分析法和频度统计法构建了初选指标体

系,并经过优化最终建立了一套国有企业治理效率

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创新性地提出了国有企

业治理制度的两大治理效率:运行效率及功能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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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 山东统计年鉴 为依据, 结合我们的分析和

研究方向,选取了资金利税率、产值利税、资金周转

率、成本费用利润率和全员劳动生产率作为衡量国

有企业功能效率的指标; 而把工业增加值、资产合

计、利税总额和就业人数总额为衡量评估国有企业

功能效率的指标。如表 1:

五、山东省国有独资企业治理效率的评价模型

和方法

我们假定山东省国有独资企业治理效率的两个

组成因素为线性组合,并以A代表运行效率, B代表

治理效率, 以T 代表影响国有企业治理效率的其他

随机变量。那么,国有独资企业治理效率的评估可

以用一个复合函数表述为: F= f ( A, B, T )。式中 F

表示国有企业治理效率综合指数。

按照A, B两者对治理效率相对重要性的大小,

我们设定其相应的权重W( #Wi= 1) ,于是函数值 F

就等于2个变量因子加权满意度之和, 即: F= W1A+

W2B (随机变量因子T 忽略不计)。

有了这样的假定,我们就可以对山东省国有独

资工业企业治理效率进行定量评估,具体的评估方

法如下:

第一步,确定基准数据。基准数据主要来源于

以下几个渠道: 一是历史数据的积累;二是参考样本

区域的同类评价指标; 三是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规

定要求。

第二步,定量类因素评估。计算方式为: 利用社

会统计分析软件 SPSS对样本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

主成分分析是设法将原来众多具有一定相关性的指

标(比如 P个指标) , 重新组合成一组新的互相无关

的综合指标来代替原来的指标。通常数学上的处理

就是将原来P 个指标作线性组合,作为新的综合指

标。然后根据主成分对应的特征值大于 1的原则提

取主成分, 所提取的主成分是可以基本反映全部指

标的信息, 所以决定用两个变量来代替运行效率中

的六个变量,功能效率同理。然后用主成分载荷矩

阵得出的特征向量于标准化的数据进行相乘, 得到

各主成分得分。

Fi= Z ∀ ti=

Z11t1i+ Z12 t2i+ ∃+ Z1p tpi

Z21t1i+ Z22 t2i+ ∃+ Z2p tpi

∃∃∃∃∃∃∃∃∃

Zn1 t1i+ Zn2t2i+ ∃+ Znpt pi

其中Fi表示第 i主成分得分, t pi为特征向量

znp标准化后的数据。

最后, 以每个主成分所对应的特征值占所提取

主成分总的特征值之和的比例作为权重计算主成分

综合模型:

Yk= #Fi #

第三步,定性类因素评价。一种可行的办法是

评价者按各个因素的影响国有企业治理效率的实际

程度划分等级及相应赋值,利用计算公式求出各因

素的实际分值,以此确定权重。

第四步,国有独资企业治理效率综合指数。按

照两因素相对重要性的大小, 确定其相应的权重

( W) , 再将两类因素所得的指数分支加以汇总, 则可

计算历年国有企业治理效率综合指数。计算公式为

F= W1A+ W2B。

第五步,评价分级。为将历年国有企业治理效

率综合指数应用于监测和综合评价, 有必要根据综

合指数对历年国有企业治理效率等级进行粗分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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