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对社会主义 国有经济理论的坚守和创新

宋方敏

【 内 容提要 】
习 近 平总 书 记 坚 持马 克 思 主义 政治 经济 学 的 基本原 理 和方 法 ，

总 结 和

ｔｍ汲 取 我 国 国 企改 革 的经验教 训
，

对捍 卫 和 发展 社会主 义 国 有 经 济 提供 了 正 确 的 工 作 指

导
，
也作 出 了 重■ 理论 贡 献 。 ｓ 前 ，

我 们 要綠 解 决 影 响 ＠ 企发肋 深 层次 矛 盾
，

还 需在 实 践 中进一 步 完善 所有 制 结构 理论 ，
解 决在 宏观 层 面分清 主辅 、

公平 对待 、
确

保 国有 经济地位和作 用 的 问题
；
完善 国有 经济产 权制 度理论

，
解决 全 民所 有权 的 实现

形 式 与 真 正 的 所有者对接 的 问 题
；
完 善 中 国 特 色 现代 企业 制 度 理论

，
解决 国企 法 人 治

３结构 既适 应市场运行
，
又能 发挥社会 主义优势 的 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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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 时指 出 ，
要学习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
立足我 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

，
揭示新特点新规律

，
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

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 ， 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 ，
不断开拓当代 中 国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新境界 。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 ， 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
也有深远的战略考虑 。

理论在继承中发展 ，
真理靠实践验证 。 经验与教训 ，

政策与 问题 ，
提示着理论坚守与创新的方

向 。
回顾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前期 ， 党中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改革 目标以后 ，

全军统编

的第一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教材是笔者主编的？
，
当时着力解决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基本原理与现代市场经济
一般机理的有机结合问题。 现在看来 ，

我们党提 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

论 ， 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创新的 重要成果 ， 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
不容否定 。 改革开

放中 出现的
一些不尽如人意的情况 ，

不能证明社会主义与 市场经济势不两立 ， 公有制与市场机制不

可兼容
，

而正反两方面的教训只能说明
，
背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基

，
脱离 中 国社会主义基

本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实际
，
照搬照抄西方那一套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学说 ，

中 国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 的发展必然误人歧途 ，
遭受经济规律的惩罚 。

国有企业 ， 在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中看起来只是
一

个微观经济问题 。 但从今天我 国发展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来看
，
它涉及的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会不会动摇

，
整个国 民经济的命

脉和支柱依靠谁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 由谁主导
，
国家的经济基础乃至上层建筑的性质会不会根

① 参见宋方敏主编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
，

北京 ： 国防大学出 版社 ，
１ ９９５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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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改变 ， 这绝非仅仅是原来所说的
一个打造微观市场主体的问题 ，

而是
一

个事关社会主义国 民经济

宏观全局 的根本性问题 ，
甚至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提性、 先决性的问题。 没有国有企业 ，

就没

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因此可以说 ，
国有企业及国有经济理论是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一

个核心理论 。

一

、
习 攻平对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国 有鋟洚理抡的軒 贡畎

在国企改革问题上 ，
习 近平总书记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

总结吸取我

国 国企改革的经验教训 ，
正本清源 ， 继承创新 ，

对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 国有经济不仅提供了正确 的

工作指导 ，

也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

１ ． 从
“

支柱
”

的离度定位国有企业的地位和作用 ？

坚持
“
三做 、 四力

”

的国企改革 目标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
国家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 的基本或主要形式。 马

克思恩格斯认为 ，
社会主义不仅要解决生产资料既归社会 ， 即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国家所有的

问题
，
又要解决劳动人民的实际 占有问题 ， 即劳动者与公有生产资料的结合问题 。 倘若没有国有企

业
，
国家所有制就是空 的 ， 社会主义也就不存在 。 后来 ，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 ，

虽然国有企业

不是公有制经济的唯
一形式

，
但始终是主要形式 。 中 国改革开放初期 ，

邓小平说我们的社会主义不

合格 ， 主要是指生产力水平不合格 。 现在实际上已转变为主要是在生产关系方面存在不足 。 我 国社

会生产力发展很快 ，
经济总量为世界第二 ， 但在所有制结构 中公有制主体不主 ，

私资 、 外资经济 占

大头
，
现存集体经济极为薄弱 ，

国有经济在全国总资产中所占 比重降至比不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

低的程度 。 这种所有制结构现状 ，
与我国宪法规定的 以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是不相符的 ，
与现阶段建设现代化强 国的生产力社会化发展要求也不

相适应 。 要扭转所有制结构危机 ， 只有依靠国有经济 ， 否则改革必然走 向反面 ，
这也是国 内外敌对

势力处心积虑要绞杀中国 国企的原 因 。

在这种情况下 ，
习 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通过深化改革 ，

“

国有企业不仅不能削弱 ，
而且还要

加强
” ①

，
特别是他在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指出 ，

我 国国企
“

是国 民经济的重要

支柱 ， 在我们党执政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 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 ，
必须搞好

”

。 这是

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史上 ，
第一次从国民经济发展 、 共产党执政与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

相统
一

的髙度 ，
全面准确地定位我国国有企业的支柱作用 。 从

“

主导
”

到
“

支柱
”

，
在定义上不仅

有质的 内涵 ，
而且还有量的要求 ；

在定域上不仅指经济领域 ，
而且上升到政治领域 ，

这是对社会主

义国有经济理论的
一个重大发展和完善 ，

与一些人竭力鼓吹照搬西方国企的
“

辅助性原则
”

划清了

界限。 习近平总书记还在有关批示中 ， 用
“

命门
”
一

词比喻国企对于党和 国家的重要性
②

。

“

命门
”

者 ，
生命之根本也 。 国企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命根所在 ， 是我们党 、 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所系 。 改革必

须确保强我命门 ，

而不是灭我命门 ，
或衰我命门 ， 这是国企改革设计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 。 在此基

础上
，
他明确提出要

“

把 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
”

，

“

增强国有经济活力 、 控制力 、 影响力 、 抗风险

能力
” ③

。

“

三做 、 四力
”

国企改革总 目标的确立 ， 是确保国企支柱地位的必然逻辑 ， 在 《 中共中央 、

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 《指导意见》 ） 中得到了体现 。 这可谓
“
一语

① 缪毅容 、 谈燕 ：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侧记＞ ， 《
解放 日报》 ２０ １４ 年 ３ 月 ６ 曰 。

② 昆仑岩 ： 《 国企改革必须确保强我
“

命门
”

》 ， 《企业观察报 ＞２０ １４年 ９ 月 １ ５ 曰 。

③ 《习近平吉林调研如何定调 国企改革》 ，
ｈｔｔ

ｐ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ｐ
ｅｏ

ｐ
ｌｅ ，ｃｏｍ ．ｃｎ／ ｎ／２０ １５／０７ ３０／ ｃ ｌ

００４ － ２７３８２ １９５ ．ｈｔｒａ 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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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对社会主义 国 有经济理论 的 坚守 和创新

定乾坤
”

， 从大方向 、 大根基上将我 国国有企业立于不可撼动的国鼎之位 。

２
． 从

“

问题
＂

导向上探索国有企业与市场机制的结合方式
，
确立和坚持

“
三个有利于

”

的国

企改革标准

在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过程中 ，
我 国国有企业面临的最大课题 ，

就是如何适

应市场资源配置机制的运行 ， 改革优化 自身的产权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机制 ， 将 自 己打造成为能够

自主经营 、 自主竞争 、 自我发展 、 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 。 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

市场主体 ，
国企如果不是市场主体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确立 。 改革开放以来

，
我们做

过一系列尝试 ，
从扩大企业 自主权 、 实行厂长负责制 、 内部经营承包制 ， 到实行公司制 、 股份制改

造等 ，
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 ，

但也伴随着一系列 问题。 其中 ， 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切实际地刮风 ， 出

现借改制名义侵吞国有资产 ， 出卖国企并将其私有化的现象 ，
习近平总书记愤批

“

国有企业改制
，

又肥了多少人？

”① 如果国企改革就是产权私有化 ，
那就不是改革 ， 而是毁灭 。

“

混合所有制
”

改革

则有可能被当作新一轮出卖国有企业的借 口
， 再次刮风 ， 推动全盘私有化 。 其实 ， 混合所有制不是

什么新东西 ， 新中 国成立后就搞过公私合营 ， 股份制也就是混合所有制 。 所以 ， 解决国企与市场机

制对接的实现方式
，
不能千篇

一

律搞一混了之 ，
更不能走私有化道路 ，

搞一卖了之 。

习近平总书记从实际出发 ，
提出

“

推进国企改革要奔着 问题去 ，
以增强企业活力 、 提高效率为

中心 ， 提高国企核心竞争力
”② 的要求 。 国企不是没有问题 ，

改革就是为了解决问题 ， 但
“

国企存

在的问题
”

与
“

国企存在就是问题
”

完全是两码事 ！
不是国企只要存在就不合理 ，

私企、 外企天然

合理
， 要为私企 、 外企的发展扫除国企障碍 ；

不是什么国资多 了 、 地盘大了 ，
要给私资 、 外资让权

让利 ；
也不是拿国 资当

“

癌细胞
”

， 用私资 、 外资救国企 ，
把

“

混合
”

当成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

要把国资稀释掉 、 消化掉 。 国企改革
，
应当解决为国企实现

“

三做、 四力
”

的 目 标排除发展障碍 、

开辟更好前景的问题 ，
不能

“

种他人的田 ，
荒 自 己的地

”

，
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 正是基于问题导 向 ，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

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 要有利于 国有野本保值增值 ，
有利 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

力 ， 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
”③

。 这
“

三个有利于
”

是指＿国企深化改革 、 打造适应市场的产权组

织形式和经营管理机制的基本准则 ，
同时也是检验国企改革成功与否的基本标准 ，

必须用
“

三个有

利于
”

标准来倒逼改革方案的设计和操作过程 ，
防止离经叛道 。

以
“

三个有利于
”

为标准 ， 党中央提出 了 一系列切合实际 、 扶正纠偏的 国企改革政策指导？
。

一

是坚持国企在公益类和商业类领域都要发展的原则 ，
否定了把国企看作

“

与 民争利
”

，
要让国企

退 出完全竞争领域 ，
向私资 、 外资卖权让利的主张

；

二是把构建国资监管机制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作为改革的重点 ，
否定了把混合所有制当作改革的主要任务的片面倾向 ；

三是强调
“

混改
”

要从实

际出发 ，

“

因地施策 、 因业施策 、 因企施策 ， 宜独则独 、 宜控则控 、 宜参则参
，
不搞拉郎配 ，

不搞

全覆盖
，
不设时间表

，
成熟

一

个推进
一

个
”

的指导方针 ，
否定了 为混而混

，

一

刀切 、

一

股风 ， 搞
“

混改
”

大跃进的错误做法 ；
四是既鼓励非 国有资本

“

混进来
”

，
又鼓励国有资本

“

混出去
”

，
否定

了 只要求国企向私资 、 外资敞开大门
，

用
“

单向混国资
”

使
“

交叉持股
”

沦为空话的倾向
；
五是在

产权多元化中
，
明确 国企根据不同功能定位把握不同力度的控股要求 ，

否定了
“

只混不控
”“

不设

①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 》 （
六 ）

，

ｈ ｔｔ
ｐ ：／／ｃｐｃ ．ｐ

ｅｏ
ｐ

ｌｅ ，ｃ ｏｍ ．ｃｎ／ｎ／２０１ ４／０ ８０６／ ｃｌ ６４ １ １３
＿

２５４ １ ３２４７
－

３ ．ｈ
ｔ
ｍｌ

。

② 《习近平提出 ２０ １ ５ 年经济工作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 ，

ｈ ｔｔ
ｐ ：／／ ｎｅｗｓ ， ｅｎｏｒｔｈ ．ｃ ｏｍ ．ｃｎ／ ｓ

ｙ
ｓｔｅｍ／２０１ ４／ １２／ｌ ｌ ／０ １２ ３２ １８４５

＿０１ ．

ｓｈ ｔｍ ｌ ０

③ 《习近平吉林调研如何定调 国企改革》 ，
ｈｔｔ

ｐ ：／／ｆｉ ｎａｎｃｅ ，ｐｅｏｐ
ｌ ｅ，ｃｏｍ ．ｃｎ／ ｎ／２０ １ ５／０７３０／ ｃ

ｌ００４
－

２７３８２ １９５ ．ｈ
ｔ
ｍｌ 。

④ 参见 《
中共中央 、

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 指导意见》 ， ｈ ｔ ｔｐ ：／／ ｆｉｎａｎｃ ｅ ，ｐ
ｅｏ
ｐ

ｌｅ ，ｃｏｍ．ｃｎ／ ｎ／２０ １ ５Ａ）９ １ ３／ｃ ｌ００４
－

２７５ ７７７２７ ．ｈ ｔｍ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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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线
”

的私有化危险倾向等等 。 这些都是对国企理论的重要完善 。

３ ． 以
＂

底线
”

思维设计国有企业制度
，
确立和坚持

“

制度 自信
”

的国企改革原则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我国 国企改革讲了２０ 年的话题。 改革中存在的
一

个具有普遍性的教训 ，
就

是照搬西方公司制那一套 ，
不讲中国特色 ，

不讲社会主义原则 。 这些年暴露出 的 国企高管腐败 、 内

部人控制 、 利益输送 、 国有资产流失严重等问题 ，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企业改制过程 中食洋不化 、

机制脱节带来的后遗症 。 在现实管理中
，
党委集体领导的作用被边缘化

，
职工代表大会等民主管理

制度也被严重削弱
，
所谓 民主参与 、 民主管理 、 民主监督名存实亡 。 从中纪委查处的情况看 ， 问题

触 目惊心
，
达到不可思议的程度 ！

有的人侵吞国有资产似探囊取物 ，
如人无人之境 。 此类现象在传

统国企管理制度下是很难发生的 ， 而改制后权力集中 、 监督落空 ， 如
“

火 山喷发
”

而无法 自 我约

束 。 这说明 ， 从西方照搬的那套服从私人资本利益及其代理人意志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

不可能 自

动适应公有财产维护 、 经营和管理的要求 ，
相反 ，

一旦与官僚利益集团 、 私有资本利益集团相结合 ，

极易变成一种
“

公权私用
”

的制度工具
，
为财产的

“

化公为私
”

提供便捷之径 。 铁的事实说明 ： 国

企改革不能脱离中 国实际 ， 简单照搬西方企业模式
，
放弃 自 己经过长期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企业

制度法宝 。 如果在这轮改革中继续削足适履 、 自废武功 ，
只会重蹈覆辙 ， 问题越来越严重 。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关头把握要津 ，
明确提出

：

“

对国有企业要有制度 自信
”

，

“

要沿着符合国

情的道路去改
”①

。 这就是说 ，

“

制度 自信
”

要落实到企业制度这个微观基础上
，
走切合中 国实际的

路子
，
绝不能照搬西方模式 。 具体地说

，
要用

“

底线
”

思 维规范国企制度设计 ， 防止颠覆性失误
，

要突出抓住两方面的问题 ：

一

方面是抓
“

不变质
”

，
即坚持党的领导

，
加强党的建设。 提出

“

两个

同步
”

（党的建设与 国有企业改革同步谋划 、 党的组织及工作机构同步设置 ） 、

“

四个对接
”

（ 体制对

接 、
机制对接 、 制度对接 、 工作对接 ） 的部署？ ，

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
，
明确

国有企业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中的法定地位 。 可以想象
，
被外资 、 私资控制 的企业是无法实

现党的领导的
，
所以这实际上是给国企定性 ， 是保证国企改革不改变国有性质 、 不走私有化道路的

根本之策 。 另一方面是抓
“

不流失
”

， 即加强对国有资产的监督 ， 防止国 资流失 。 建立包括企业党

委监督 、 职工民主监督 、 全民
“

出 资人
”

监督审计 、 党的纪检部 门巡视监督机制 ，
以及来 自公众 、

媒体等的社会监督在内 的国企法人治理监督机制 。 抓住这方面 ， 就抓住了关键 。 这些都写入了 《指

导意见 》 中
，

让人们对前景充满希望。

二
、 在與戏 中 进

一

夕採余免善 闼 有 经齐理论

我国 国企改革发展到今天
，
由于不同程度地存在头痛 医头 、 脚痛医脚的问题 ，

积累了很多矛盾。

要系统解决影响国企发展的深层次、 实质性矛盾
，
应当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的建立和完善中 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这个总 目标 、 总框架 ，
下决心理顺关系

，

完善制度机制安排 ， 系统重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经济治理体系 。 这就需要探索和完善
一

系列相

关理论 。

１ ． 完善所有制结构理论
，
解决在宏观层面分清主辅 、 确保国有经济地位和作用的问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 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和起支柱主导作用的国有经济 ， 与处于

① 《习近平 ：
对国有企业要有制 度 自信 》 ，

ｈｔｔ
ｐ ：／／ ｎｅｗｓ ．ｃｎｒ ．ｃｎ／ｎａ ｔｉＶｅ／ｇｄ／２０ １ ５０７ １７／ｔ２０ １ ５０７ １ ７＿５ １９２４３６９１

．ｓ ｈｔｍｌ 。

② 《深改组 ：
深化国企改革要坚持党 的领导》

，

ｈ
ｔ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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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对社会 主义 国 有经济理 论的 坚守 和创 新

补充地位 、 起辅助性作用 的私资 、 外资经济 ，
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 。 即便是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 ，

在所有制结构中区分主辅也是天经地义 ， 这与各类市场主体参与竞争一视同仁 、 条件公平是两码事 。

而今 ， 我国的官方理论表述存在着
“

有主体无补充
，
有主导无随从

”

的明显缺陷 ， 改革开放以来
，

在国家政策导向上也长期存在着私资 、 外资经济受优待 、 公有经济受冷遇 、 国有经济受压抑 的状况 。

我们应肖理直气壮地讲清楚 ， 在我国现阶段国有经济 、 集体经济与非公经济之间是四种关系
：
主辅

关系 、 导从关系 、 竞争关系和共进关系
，
以利于从根本上纠正被扭曲 的政策取向 ， 构建与基本经济

制度相适应的有利于巩固公有制主体地位 、 加强 国有经济主导和支柱作用的法律政策体系 。

２ ． 完善国有经济产权制度理论
，
解决全 民所有权的实现形式与真正的所有者对接的问题

多年来
，

“

国企产权不明晰
”

的说法总是被当作舆论
“

大刀
”

向 国企砍去 ， 好像只有产权私有

才算明晰 。 其实 ， 国企产权属于全民 ，
不存在不明晰的 问题 ，

只不过是
“

全民
”

由谁代表被搞混沌

了
， 使得全民产权的实现形式长期处于不合理 、 不稳定且被扭曲 的状态 。 按理说

，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体公民是国企的
“

集体股东
”

，
他们的意志 只能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代表

，
而不是政府部门 。

正是由于全民所有者 的财产权利长期被政府包办代替
，
才造成政资不分 、 政企不分 。 市场经济的

“

裁判员
”

与
“

运动员
”

不能
一

身二任 ， 政府作为市场经济的调控者 ，
既不能替代企业经营者的权

力 ， 更不能取代全民所有者的权利 。 产权明晰 ， 首先要保证全民财产所有权不受侵犯 。 这个问题 目

前并没有解决 。 笔者建议
，
要按照

“

大集体
”

式的新型股份经济思维
，
探索和完善全民所有户权的

实现形式
， 包括 ： 国有资产作为全民共有资产 ，

所有者作为
“

集体股东
”

要有知情权、 监督权和收

益分红权 ；
资产处置决定权委托其法定代表机构 即全国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代理 ； 国资经营管理权

要同政府脱钩 ， 向所有者负责 ，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设立专 门 的 国资监管委员会及其下属的经营管

理机构履行相应职责
；
在社会公开选聘 ， 建立全民股权代表任期履职制度等？

。 全民所有权实现形

式只有真正与全民所有者对接 ，
老百姓才能真正把国企看成 自 己 的企业。

目前的改革 ，
政府没有 向人大交权 ，

却向 市场交权
，
提出政府职能 由 主要管

“

企业
”

变为管
“

资本
”

。

一些舆论把这条引 申为今后 国家就不管 国企了 ，
还说这是本轮改革最具实质意义的关键

点 。 其实 ， 这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 ， 在实践中也是极其危险的 ！
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抓好国企

，
抓

好实体经济 ， 怎么能不管企业呢？ 衡量
一

个国家的经济实力
，
关键在于实体经济

，
不能光看资本增

值数量
，
更要看资产的实际质量 。 只重资本的价值形态

，
不顾实物形态 ，

一

个大国 的经济也就成为

建立在虚拟世界的空中楼阁 。 在市场经济 中
， 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从来都是相对的 ， 任何国家 、

任何企业都不可能绝对分开 。 身为主要股东 ， 对企业经营不管不 问 ，
恐怕全世界也没有 。 如果政府

一面取代全民所有者的财产权 ，

一面又不负责任 ， 只管资本运作
，
不管企业实体

，
而放权给新组建

的国资运营管理公司 ，
后者却并不具备全民所有权代表资格

，
只会加重真正所有者的缺位

， 这就很

难避免行政权绑架和侵吞全民财产权的危险后果 。

３ ． 完善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理论 ， 解决国企法人治理结构既适应市场运行又发挥社会主义

优势的问题

我们要全面汲取过去国企改制中存在的生搬硬套 、 食洋不化 ， 为腐败和低效提供制度性漏洞 的

教训
，
不仅对于加强企业党的领导和完善资产监督机制需要细化落实 ，

还应依法坚持以职工代表大

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
，
将其仍然作为国企权力机构的组成部分 ，

以及 国企用工制度 、

按劳分配的薪酬制度 、 职工持股分配制度等都需要完善设计 ，
使反映社会主义制度 （

下转第 ３４ 页
）

① 参见宋方敏
： 《深化国企改革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国有经济治理体系 》 ， 《红旗文稿 》 ２０ １４ 年第 ２３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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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 克思主义研 究 》 ２０ １６ 年第 ６ 期

期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紧密联系在一起 ，
始终与党的 自身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今天强调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 ， 其本质就是为了维护党中央权威 、 维护党 内团结统一 、 重塑党组织的纪律性和约束力 ，

净化党的政治生态 。

明确的纪律要求是保证行为有所遵循的重要条件 。
政治纪律的要求是无条件的 ， 不允许讨价还

价
，
党员不能在这点上和组织讲条件 。 但是 ， 制度是由人制定出来的 ， 最终还靠人去执行 。 党员干

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只有从内心深处敬畏和认同政治纪律 ， 形成思想 自觉 ， 才能真正落实到行动

上 。 政治规矩是党员干部在政治生活 中对党的事业 、 利益 、 组织的根本态度和观点
，
归根到底就是

党员的世界观 、 人生观和价值观 。 正是靠这些未成文的规矩 ，
支撑着和保证了党章等成文规矩的贯

彻执行 。 理论上的清醒是政治上坚定的基础 ！ 这就要求党员要将政治纪律内化于心 、 外化于行
，
并

以更强 的党性意识 、 政治觉悟和组织观念要求 自 己 ， 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 ，
始终保持党的先进

性和纯洁性 ，
努力提髙党的凝聚力 和战斗力 ， 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 把政治纪律和政

治规矩并列强调 ， 就在强调全党要在言论和行动上必须遵循有关政治规范的同时
，
突出强调 了全党

在党的领导、 理想信念 、 宗旨 目标 、 立场方向 、 组织原则 、 重大考验等重大政治问题上所应该具有

的不诉诸文字的党性修养和行为 自觉 。

参考文献 ：

［
１
］ 《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一组论述 》 ， 《党的文献》 ２０ １ ６ 年第 １ 期 。

［ ２ ］ 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 ： 《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作用 、 成功实践和宝贵经验》
， 《求是》 ２０１ ６ 第 ２ 期 。

［
３ ］ 李慎明 ： 《关于

“

依法治国
”

十个理论问题的思考》
，
《马克思主义研究》 ２０ １ ５ 年第 ５ 、

６ 期 。

［４ ］ 邓纯东 ： 《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家的基本思想 》 ， 《党建研究》 ２〇 １５ 年第 ６ 期 。

（ 编辑 ： 张 晓敏 ）

（ 上接第 ９ 页
）
优势的元素全面有机地纳人国企法人治理体系之中 。 说到底 ， 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

和积极性 ， 是共产党的执政之本 、 立国之本 ， 也是兴企之本 。 国企法人治理制度还必须保证在出 现

突发事件的情况下
，
能够坚决听从党和国家的召唤

，
迅速调集资源

，
高效协同地发挥支援保障作用 ，

救国济民于危难 。 国企改革 ， 要适应这种社会责任担当的需要 ，
而不能本末倒置 ，

以改变社会责任

担当来服从西方模式的企业制度 。 应树立雄心壮志
，
走 自 己 的路

，
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现代企业制度 ，
在中国经济强盛发展的过程中影响世界 。

参考文献 ：

［ １
］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３ 卷

，
北京 ： 人民 出版社

，

１９９５ 年 。

［ ２ ］
马克思 ： 《资本论》 第 １ 卷 、 第 ３ 卷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２００４ 年 。

［
３

］
程恩富 ： 《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混合所有制一兼论主要发展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 ， 中国社会科

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编 ： 《４２位著名学者纵论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 》 ，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２０１ ５ 年 。

［ ４ ］ 本刊记者 ： 《拨开迷雾 ： 深化国企改革根本出发点分析——访昆仑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宋方敏 》 ， 《马克思

主义研究 》 ２０ １５ 年第 １ ２ 期 。

［
５

］
周新城 ： 《坚定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
《人民 日报 》 ２０ １ ６ 年 ５ 月 ２６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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