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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enterprise system is the core of perfecting the so-
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After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 China's gradual economic 
reform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the mixed ownership as an important form of the basic economic 
system of China also re-stand on the stage of the new heigh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ixed 
ownership enterprises, the control of the state economy has been further improved, but also pro-
motes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enterprise system, which provides scientific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broad space for the public sector of the econom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on-public econom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perty rights theory, vigorously develop a 
mixed sector of the economy, we must earnestly study the arrangement of property rights system 
at the present stage in China, and then explore the solution of the relevant policy suggestions and 
concrete measures. This article is from the basic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the mixed ownership 
economy development in Yunnan province, and through the typical cases of mixed ownership de-
velopment at home and abroad to analyze and bring inspiration and reference for Yunnan prov-
ince, finally uses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property right system to comprehensively analyze the 
reform path thinking of each big enterprise in Yunnan province. The author hopes that in this kind 
of thinking, to find out a mix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Yunnan ownership development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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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立和发展现代企业制度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的经

济改革逐渐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混合所有制作为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形式也重新站上了舞台新

高度。随着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快速发展，国有经济的控制地位也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同时也反向促进了

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发展和完善，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也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和广

阔的空间。从产权制度理论的角度出发，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必须认真研究我国现阶段产权制度

的安排，进而探索出相关的政策建议和切实的解决措施。本文从云南省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基本现状

和问题出发，并通过国内外典型的混合所有制发展的案例来分析带给云南省的启发和借鉴，最后采用产

权制度的相关理论，因地、因时制宜，全面分析了对于云南省各大企业改革的路径思考。笔者力求在这

种思考中，寻找出一条具有云南特色的混合所有制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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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混合所有制企业是由不同所有制性质的投资主体共同出资组建的企业，既有成功上市的股份制企业，

也包括大量的非上市股份制企业[1]。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转型期，调结构、稳增长、促

就业等成为新时期经济发展的新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

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应适时引入非国有产权主体的共同参与，构

建混合所有制经济，建立适应市场竞争要求的经营机制和管理体制[2]。同时，十八大也从顶层设计的高

度明确了混合所有制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现阶段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

实现形式，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对于云南省企业的健康快速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发展混合所有制的目的就是利用不同性质的所有制经济中的股东在公司中的合作与制衡来完善公司

的治理结构，通过配合中的取长补短来改善企业的绩效。云南省作为中国西南边陲地区的大省，由于自

然和社会等制约因素的影响，目前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水平还很低，GDP 的贡献率主要还是来源于云

南省一些大中型国有控股企业。相比较于一些发达地区，云南省在发展混合所有制中依然缺乏经济活力。

在新的历史时期，云南省一定要抓住历史机遇，贯彻落实党中央的相关政策，因地制宜的推进本地的混

合所有制经济朝着更加广阔的道路发展，这对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优化云南省资源配置，激发云南省

新的经济增长点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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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概念及文献综述 

2.1. 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含义和类型 

对于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含义，国内外学者对它的定义都有所不同，由于体制差异的影响，国内学者

研究较多。综合来讲，指的是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不同所有制资本交叉与融合的经济形

态，也即是财产权分属不同性质所有者的经济形式。具体来讲，它可以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从宏

观层次来讲，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制结构的非单一性，即在所有制结构中，既有国

有、集体等公有制经济，也有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还包括拥有国有和集体成分的合资、

合作经济；而作为微观层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指不同所有制性质的投资主体共同出资组建的企业[3]。
目前国内对于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探讨和研究还处在热点中，有些学者研究认为混合所有制是在实践中先

出现，然后才受到理论界和政府的认同和倡导；有些学者通过研究又从公司治理的视角提出了国企推进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各种构想……在当今社会，混合所有制经济对于解放国有经济生产力，打破行业垄断，

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等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混合所有制目前在我国还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因其形式的复杂性，目前还有很多问题亟需我们去发

现和解决。从我国当前发展的情况来看，混合所有制主要划分为三大类型：一是公有制和私有制联合组

成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具体而言它又包括国有经济或集体经济与外资联合而成的企业和国有经济或集体

经济同国内私营经济联合组成的企业；二是公有制与个人所有制联合组成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它又包括

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中吸收本企业职工持有部分股权的企业，以及集体经济实行股份合作制的企业中集

体所有与个人所有相结合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三是公有制内部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联合组成的混合所有

制企业，它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也开始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 

2.2. 产权制度的含义和分析的基本要素 

所谓企业产权，是建立在企业财产基础上的各种行为权利，主要包括所有权、经营权以及收益权等

[4]。在企业产权制度方面，从中国学者的理论和文献中，我们可以将其归纳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古典企

业的产权制度，另一个便是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古典企业的产权制度一般遵循着效益最大化的原则，它

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一个或几个人的自由资金，企业经营的这种高风险性使得投资人不可能将全部资产投

资于企业，而合伙制企业又因为管理成本高的特点限制了合伙人的规模，这种种因素的混合，使得古典

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必然合二为一；对于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它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当下表现出

较高的效率性，比如公司通过资本市场公开出售股票来筹集资金，不仅扩大了集资的范围，而且节约了

交易成本，又比如现代企业采取委托代理制的经营方式，从而使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发生分离，极大弥

补了企业经营方式的代理成本，这些都保证了一些企业经营的效率性。对于现阶段混合所有制经济而言，

注重现代企业产权的发展是其在改革道路上非常重要的一步。 
产权制度的建立可以降低交易成本，维护交易秩序，保证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产权制度也是对产

权结构或产权格局的制度化，是对产权加以划分、确认、界定、保护和管理的规则[5]。在分析产权制度

的框架中，我们应该主要把握所有权制度、占有权制度、收益权制度、处置权制度以及企业的治理结构

这五大基本要素，从而更好的分析出产权制度的多维结构。 

3. 云南国企发展的现状及问题研究 

3.1. 云南国企发展现状分析 

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党中央十八中全会明确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这是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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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云南省作为中国西南边陲集“民族、贫穷、山区”于一体的落后省份，混合

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水平同中国其他地区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比如从 2013 年数据来看，云南省全资、参

股和控股企业共 1279 家，其中混合所有制企业 351 家，占总数的 27.4%，与上海的 63%、重庆的 47.4%、

广东的 45.2%相比，差距还是很明显的。从目前情况来看，无论在所有制结构、国资监管、企业管理运

营，还是在政策环境方面，均存在较多制约因素，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困难多、矛盾突出，任重道远[6]。 

从 2013 年数据来看，云南省与同处西部地区的 8 省区相比，民营经济增加值绝对量为 5397.5 亿元，

仅为位列第一的四川省的三分之一左右；从民营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来看，云南省与位列第一的重庆

市相差 19.5 个百分点(见表 1)。 
截止 2016 年 9 月，云南省共有 32 家上市公司，行业分布广泛，既涉及有色、医药、建材、化建、

机械等传统工业及贸易流通行业，也有信息、农业科技等高科技行业，从侧面显示出来云南省行业集中

度不够。现阶段来说，云南省实力雄厚的企业还是集中在有色和生物医药行业。特别是生物医药产业发

展势头尤为迅猛，数据显示：2014 年，云南生物医药产业经济总量已达 1013 亿元，其中实现种植产值

218 亿元，工业总产值 348 亿元，商业销售收入 447 亿元[7]。 
截止到 2012 年底，云南省国资委实际控制的 11 户上市公司(见表 2)总股本为 93.4 亿元，总市值 1455

亿元，占全省上市公司总市值的 74.05%，净资产为 511.03 亿元，资本证券化率为 27.57% [8]。在近几年

发展过程中，为推进云南省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步伐，云南省国资委又推出了第一批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的 33 个企业项目，积极引进各种资本，大力促进了云南省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深入发展。 

3.2. 云南国企发展问题研究 

3.2.1. 生产经营效率低下 
云南省国有企业的发展也始终摆脱不了一个通病问题。国企的最高管理权一般由政府的行政管理部

门掌握，他们直接决定着企业的任免权和重大经营决策，使得政企不能分开，产权制度不清晰，严重阻

碍了国企发展的效率。有时因为国企高管的缺位和越位问题，则会更加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率。从 2016
年 7 月 19 日云南白药停牌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看出云南白药想通过混合所有制来提高企业的经

营效率，增加企业的利润率。 
 

Table 1. Table of added value of private economy in some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western China in 2013 
表 1. 2013 年西部地区部分省市民营经济增加值情况表 

地区 增加值绝对量(亿元) 排名 占 GDP 的比重(%) 排名 

四川 14336.7 1 54.6 3 

内蒙古 10562 2 62,8 2 

陕西 8376.2 3 52.2 4 

重庆 8300 4 65.6 1 

云南 5397.5 5 46.1 6 

贵州 3400 6 43 8 

甘肃 2538.5 7 40.5 7 

新疆 2297.7 8 27 9 

宁夏 1246.6 9 48.6 5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4)》整理。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7.610181


曹辉 
 

 

DOI: 10.12677/ass.2017.610181 1285 社会科学前沿 
 

Table 2. State-owned listed companies in Yunnan Province 
表 2. 云南省国有上市公司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实际控制人名称 直接控制人名称 控股比例(%) 

600096 云天化 云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3.83 

000807 云铝股份 云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云南省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9.13 

600497 驰宏锌诸 云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云南省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9.74 

000960 锡业股份 云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39.77 

002200 云投生态 云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9.86 

000538 云南白药 云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 41.52 

600725 云维股份 云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云南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58.26 

000948 南天信息 云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9.39 

600265 ST 景谷 云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云南省普洱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4.67 

002059 云南旅游 云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云南世博旅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3.81 

600459 贵研铂业 云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41.68 

600239 云南城投 云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云南建

工集团总公司 
32.86 

600792 云煤能源 云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 59.19 

资料来源：牛播坤《淘金 3.0 版国企改革之各地国资布局手册》，华创证券研究报告 2014 年 12 月 15 日。 

 

3.2.2. 国企垄断，造成企业间缺少公平竞争性 
从现阶段云南省各大企业发展情况来看，很多企业虽然资质雄厚，但是大多数还是集中于有色、医

药和建材等传统行业，比如云铝股份、云南白药和云煤能源等传统行业基本占据了云南上市公司的 74%
左右的市值。在很多生产资料领域方面，也基本都被云南省一些大型国有企业所垄断，使得一些民企因

为门槛和竞争等原因而导致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受限。云南国企的这种垄断，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公平竞

争性，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国企在发展中不思进取，创新力不足，加之与非国企相比，技术落后，生产

设备陈旧，造成市场适应能力较差，从而有可能在市场大潮中惨遭淘汰。 

3.2.3. 人才短缺，体制创新不足 
随着国企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不断深入改革，对于管理团队水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而云南地处

偏远的云贵高原，高校资源稀缺，人才匮乏，加之自然环境恶劣以及薪酬水平整体偏低等因素，很难吸

引大量高精尖专业人才的流入。另一方面，受国企体制和待遇的影响，云南国企人才发展不平衡，缺乏

适应市场经济管理的专业技术人才。一些管理者受传统体制的束缚，思想也相对保守，存在官僚作风和

形式主义，对国内外市场和资本运作不熟悉，不善经营，更没有现代化企业管理的思想和方法，从而影

响了整个企业的管理和改革[9]。 

3.2.4. 决策不健全，缺乏透明性 
一个企业的高效率运转依赖于快速的决策系统，而现阶段云南省相关国企依然普遍存在决策程序不

健全的现象。国企中的很多管理者都由云南省政府委派，而这些管理者当中，大多数对于当今云南省的

市场经济发展缺乏足够的了解，无法做出专业性的判断。而在具体的决策过程当中，很多事件又都要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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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政府繁琐和复杂的审批过程，严重违背了市场经济的效率性原则，使很多企业在发展经济过程中错失

良机，从而造成企业利益损失。而且从另一方面来看，很多时候国企的决策程序都是一种内部的决定制，

缺乏员工和社会群众等的监督，使社会参与度极低，因此云南国企决策的透明性也是现阶段存在的一个

问题，亟需我们去关注和监督，使国企的决策行使在阳光下，让更多云南人知道国企到底在为人民群众

做什么，为当地人民带来了什么。 

4. 国内外成功案例对于云南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借鉴 

4.1. 中石化的混合所有制道路 

2014 年中石化率先宣布启动混合所有制改革，董事会同意在对中国石化油品销售业务板块现有资产、

负债进行审计、评估的基础上进行重组，同时引入社会和民营资本参股，实现混合所有制经营，社会和

民营资本持股比例将根据市场情况而定[10]，民众期盼已久的国企改革正式启动。9 月中石化披露子公司

中国石化销售公司增资引进投资者的具体方案。25 家境内外投资者以现金 1070.94 亿元认购中石化销售

公司 29.99%的股权。中石化在引资中基本选择遵循产业投资者优先、国内投资者优先、惠及广大人民投

资者优先的原则，借助这个机会转变内部机制、体制，借助民营资本共同发展业务。2014 年上半年央企

数据显示，吸纳资金后的中石化再次成为最赚钱的央企，以 1.356 万亿的总收入位于上半年营收榜首。

这对于云南国企发展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要敢于迈开体制步伐，积极把民企吸纳进入国企，优势互补，

发挥出混合所有制积极的活力。 

4.2. 新加坡“淡马锡”模式的发展道路 

新加坡成立之初，产业基础薄弱，为尽快打下基础，促进产业崛起，新加坡政府建立了很多国有企

业，这些投入很快收到不错的成效。但是随着国家的产业逐步成熟，政府便开始减持产业上的股份，转

而将目光投向需要国有资本推动的一些新兴产业领域，开始推动股权多样化，其中淡马锡作为新加坡的

国企，在管理体制上的创新和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 
“淡马锡”模式和中国的混合所有制也有着很多相似之处，总体上来说由新加坡财政部 100%控股，

直接掌控 23 家企业，间接控制企业 2000 家，操纵着 900 亿新元的投资组合能力，几乎涵盖金融、通信、

航空、科技、地产等主要行业公司。在公司的治理方面，公司董事会构成有效的约束机制(见表 3)，提现

出混合所有制中的政企分开、产权明晰，同时也强调公平竞争、职业经理人管理。在这种模式下企业也

取得了良好的投资回报。融入民企机制的灵活性和创造性，这对于云南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也极具借

鉴价值。 

5. 产权制度理论下关于云南企业改革的路径思考 

5.1. 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 

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以股份制企业为实现形式，若想保证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有效运行，必须建立一个

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现阶段云南省很多改制国企虽然都基本建立了股东会、董事和监事会这三大机构，

但是他们之间却依然没有建立各司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管理机制。因此，云南省相关部门要着

重于建立一个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突出董事会的监管作用，充分发挥专业委员会的作用，并且要让各

种决策行使在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中，使决策更加透明化。在加强董事队伍建设方面，确立外部董事(独立

董事)任职条件和标准，建立外部董事(独立董事)备选库，加强对董事的年度考核、任期考核和重大事项

专项考核，完善问责制度，形成责权对等的运行机制，规范企业董事会的权责[9]。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7.610181


曹辉 
 

 

DOI: 10.12677/ass.2017.610181 1287 社会科学前沿 
 

Table 3. Temasek Board of Directors 
表 3. 淡马锡董事会构成 

董事类型 来源 薪酬 职责 

股东董事 财政部 政府负责 代表政府履行好出资人的职责 

独立董事 私营企业、跨国公司 淡马锡负责 客观地监督经理层，维护中小股东权益，防止内部人控制 

执行董事 淡马锡管理团队 淡马锡负责 执行公司具体的决定 

资料来源：冯其予《淡马锡的董事会制度》，经济日报，2007 年 5 月 23 日。 
 

5.2. 发展职业经理人市场 

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应该倾注团队力量，全心全意为企业的全方位发展贡献力量，而要想做

到这一点则要求我们云南企业积极探索和发展职业经理人制度。职业经理人目前在我国仍然是一种稀缺

的人力资源，符合“职业化、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要求的职业经理人在国内的存量明显不足，这

需要大力发展职业经理人市场，培育具有中国特色和适应国有企业改革需要的职业经理人队伍[11]。现阶

段，云南省国企包括其他民企在内的很多企业依然存在激励不足和收入公平化的问题，因此若想平衡各

方面的利益关系，加快发展职业经理人市场迫在眉睫，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建立起规范的体制机制，

解决企业的激励和薪酬制度问题，使企业中的每个人都能够各司其职，发挥出个人的最大化价值，促进

云南省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 

5.3. 建立更加完善的现代产权制度 

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制度基础。在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方面，云南国企应该坚

持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基本要求，只有如此，才能更好的优化产权结构，实现

资产的不断增值，推动云南混合所有制的良性发展。如海航所属的云南祥鹏航空结合自身发展情况，探

索并不断完善党建工作新机制充分利用混合所有制特点落实党组织建设，不断追寻更加完善的现代产权

制度，坚持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等要求，积极吸纳民企股份，取得了现在的辉煌成绩，目前，祥鹏航空

已经实现公司资产规模突破 100 亿元，年纳税额达 2 亿元，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方面为云南省其他企

业树立了典范。 

5.4. 采取委托代理的专业化经营方式 

在现代股份制公司中，存在着众多的所有者(股东)，通过选举将所有权委托给董事会行使，形成所有

权代理；董事会通过契约将经营权交由经理人员，形成经营权代理。现代企业采取的这种委托代理制经

营方式，恰如其分地将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巧妙分离，虽然不可避免地给企业带来一定的代理成本，但

却从专业化角度提高了企业的治理效率和水平。如云天化、云铝股份等云南大型国企在发展混合所有制

经济时，肯定经常会因为所有权高度分散化以及组织结构的复杂性而不知所措，此时这些大型国企应该

从专业化管理角度，充分认识委托代理制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中产生的分工协调效应，这对企业的规

模经济和对交易成本的节约都有积极的影响，从而保证了公司制企业的效率性。因此，云南其他很多企

业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时，委托代理制的路径值得我们在思考中去发展。 

5.5. 完善监督体系，提高企业发展的透明度 

加强企业监事会建设，坚持内外监督相结合，由出资人委派推荐相关人员组成监事会，实现对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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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全覆盖是完善企业监督体系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在企业发展监督方面，云南企业应该加强内部监事

会制度建设，构建母子公司监事会上下联动机制，实行全过程、全系统监管[9]，让企业的发展在阳光下

进行，使企业发展更具透明性。这种做法有利于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过程中防止徇私舞弊、失职渎职

的发生，提高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信息公开化水平。在提高企业透明度方面，企业还应提高与媒体沟通

的能力，让国民关注国企管理，国企不能对媒体敬而远之、防范回避，而必须用积极健康的心态主动调

整自己的策略，将媒体沟通、舆论监督等作为企业实现科学发展的一个战略环节，建立起健全的机构和

机制，这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中都是非常必要的。 

5.6. 加快国企改制步伐，推进国有经济战略调整 

从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角度出发，加快云南国企的改制步伐，也是笔者对于云南企业改革的路径思

考。这要求我们云南企业在改革过程中，要积极推动公有制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吸

纳非公有资本进入，积极推进股份制，优化产权结构，解决一股独大问题[5]。同时鼓励公有资本参股各

种民营企业，实现投资主体多样化，加快股份制的发展，从而使企业更好地去适应市场经济的环境。在

发展混合所有制过程中，企业也应该对混合资产进行科学的评估，合理地估算出资产价值，然后建立明

确的资本进入和退出机制，这些做法对于激发更多非国有资本参与到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都具有极其重

要的作用。加快国企的这种改制步伐，不仅扩大了集资范围，也节约了交易成本，对于强化企业的市场

主体地位也具有一定积极影响。 

6. 结语 

混合所有制改革意味着企业利益的重新分配，打破原有的分配格局，这在发展的过程中阻力还是

很大的，所以当前阶段云南省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方面还会面临很多难题。另一方面，从实际经营

角度来看，云南省一些国企虽然资本雄厚，社会公信力强，但是它却缺乏民企的灵活性和效率性，而

云南的一些非国企又在人才和国家政策方面不占优势，发展混合所有制来实现二者的结合又显得势在

必行。 
产权制度理论下，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建立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

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有利于深化国企改革，对于云南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极具现实指导作用。在现今

社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产权制度理论下如何将二者完美融入到

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当中，这是值得我们去不断探索和思考的，如果能因地制宜找到正确的路径，我想

它肯定会产生 1 + 1 > 2 的经济效应。最后笔者也在这种路径思考中祝愿云南省能够抓住当今社会的混合

所有制经济发展大潮，勇于探索和进取，实现云南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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