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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国企治理结构创新,并提出相关实施方案。研究表明,完善党领导下的决

策与经济治理机制、构建立体化监督体系、优化国有经济布局以及结合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策略,对国

有企业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这些创新策略不仅提高了企业治理水平,还推动了国有经济的高质量发

展。本研究为国有企业改革和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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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Innova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kuan Li 

Donghutang Overseas Chinese Farm in Ningde City 

[Abstract] Based on this,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innova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 governance structure 

from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and proposes relevant implementation plans.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improving 

the decision-making and economic governance mechanism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constructing a 

three-dimensional supervision system, optimizing the layout of the state-owned economy, and combining 

innovation 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ies have a significant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se innovative strategies not only improve the level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but 

als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state-owned economy. This study provides important 

references for the refor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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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创新的经济学分析,主要是从经济学的

视角深入研究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优化与更新。它探讨如何通

过制度创新和机制优化,提升国有企业的治理效率和经济效益。

这种分析关注治理结构创新对资源配置、激励机制、风险控制

等方面的影响,并寻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国有企业高效运

营和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这对于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增强国

有经济活力、促进经济整体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1 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一方面,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创新是推动国有企业转型升级

的重要保障。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国有企业需要

不断适应新的市场需求和发展趋势,通过治理结构创新,可以引

入更加灵活和高效的管理机制,推动企业在技术创新、产品创

新、市场创新等方面取得突破,实现企业的转型升级。另一方面,

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创新还有助于提升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和

可持续发展能力。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国有企业不仅要追求经济

效益,还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

展。通过治理结构创新,可以引导企业更加注重社会责任和可持

续发展,实现企业的长远发展和社会的共同进步。此外,国有企

业治理结构创新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意

义。国有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治理结

构的完善和创新对于推动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治理结构创新,可以推动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体系的深度

融合,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提高资源配置的效

率和公平性,推动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转型升级、改革变迁的关键时期,

在供给侧结构改革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动下,传统的经济发

展模式也正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由内向型向开放型转变。可以说,

当今市场就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市场,新闻报道经常可见某

知名国企因产品技术老化、销售渠道不畅而倒闭,诸多案例说明

故步自封、不思进取是没有出路的。这对国企的经营管理也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客观上要求国企必须对原有的经济管理思维、

模式以及制度体制进行改革创新,对生产营销策略作出调整,实

施更具创新性的经济管理措施,推动国企以更具科学性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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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快速适应经济体制的转变。 

2 经济学视角下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 

政治经济学强调了国有企业在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调

节经济周期、维护社会公平与稳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被赋予了特殊的地位与功

能,其治理结构需确保企业行为与国家战略的高度一致。这要求

治理结构不仅要实现内部权利的合理配置,还要确保国家作为

出资人的权益得到切实保障,从而确保国有企业在关键时刻能

够发挥“稳定器”和“压舱石”的作用。与此同时,西方经济学

关于产权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以及激励机制等理论,为优化国有

企业治理结构提供了重要参考。在西方经济学视角下,有效的治

理结构能够激发企业内部的创新活力,提高管理效率,进而增强

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这些

理论的应用需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既要确保国有资产的保

值增值,又要避免过度行政干预,让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引领下,国有企业治理结

构的创新还需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

关系,既要发挥政府在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方面的作用,又要尊

重市场规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二是要完善

企业内部的权利配置与制衡机制,确保企业决策的科学性和透

明度；三是要建立健全激励与约束机制,激发经营者的积极性与

创造力,同时约束其行为,防止权力滥用和道德风险；四是要强

化监督机制,包括内部监督、外部监督以及社会监督等,确保国

有企业的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 

3 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创新的策略 

3.1完善党领导下的国企决策与经济治理机制 

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创新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升国家治

理效能的重要途径。要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

核心作用。这要求国有企业将党的领导融入决策的全过程,确保

决策的政治方向正确、符合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发展规划。

同时,要建立健全科学民主的决策程序,引入市场机制和专家智

囊,提高决策的专业性和前瞻性。此外,构建有效的经济治理机

制,是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包括完善现代

企业制度,建立健全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等内部治理机构,

明确各自的职责和权力边界,形成权力制衡、决策科学、运行高

效的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深度融合,引入市

场竞争机制,深化国有企业混合制改革,激发企业活力,积极履

行社会义务,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提升社会发展效益。 

3.2构建国企治理结构立体化监督体系 

要积极构建国企治理结构立体化监督体系,坚持“三统一、

三结合”原则,将全面履行国有企业出资人职责、国有资产监管

职责、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职责三者有机统一,实现管资本与

管党建、履行出资人职责与履行国资监管职责、党内监督与出

资人监督的深度融合与相互促进。一方面,通过加强对企业重大

决策、重要人事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运作等事项

的监督,确保企业决策的科学性和合规性。同时,要加强对企业

经营业绩的考核和评价,推动企业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和盈利

能力。另一方面,建立完善的国有资产监管体系,加强对国有资

产的监督管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和损失。通过加强对企业财务

状况、资产质量、经营风险等方面的监控,及时发现和纠正企业

存在的问题,确保国有资产的安全和完整。此外,通过加强党风

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切实做到廉洁自律、公正廉明。加强对企业领导人员的选拔、

培养、考核和监督,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

队伍。 

3.3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 

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旨在推动国有资本向重

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以优化国有经济的整体配置效率和市

场竞争力,实现国有企业之间的优势互补和协同发展,提升整个

国有经济体系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

构调整的核心在于引导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

脉和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这包括但不限于能

源、交通、通信、金融、科技等领域,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

代服务业。通过优化国有资本在这些领域的配置,可以提高国有

经济的整体质量和效益,增强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同时,

稳步推进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是实现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

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这要求通过市场化、法治化的方式,推动

国有企业之间的兼并重组和资源整合,形成一批具有全球竞争

力和影响力的大型企业集团。这不仅可以提高国有企业的规模

效益和市场占有率,还可以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型,推动国

有经济向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是加快国

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的重要方向。这要求以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推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转型升级,提高供给体

系的质量和效率。通过加强创新驱动、优化产品结构、提升服

务水平等措施,增强国有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市场适应性。 

3.4将国企治理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相结合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则是推动国有企业转型升级、提升核心

竞争力的核心战略。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快速发展的背景

下,创新已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国有企业应加大研发投

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掌握核心技术和关键工艺,推动产业升

级和转型。同时,加强产学研合作,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深

度融合,形成以创新为引领的产业发展新格局。将国企治理与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相结合,意味着在优化治理结构的同时,注重发

挥创新在推动企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具体而言,可以在公司治

理机制中引入创新元素,如设立创新委员会、制定创新战略规划

等,确保创新在企业决策中得到充分体现。同时,加强内部监督,

确保创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防止创新资源的浪费和

流失。此外,还可以通过优化激励机制、完善人才培养体系等措

施,激发国有企业的创新活力。建立健全以创新为导向的考核机

制,将创新成果作为企业绩效评价的重要指标,激励企业加大创

新投入。同时,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培养一支具有创新精神和

创新能力的企业人才队伍,为企业的创新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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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完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主要措施 

通过一些数据了解到将国有企业改制成为国有独资公司,

企业在机制转换、制度创新、经营绩效上都没有达到理想的效

果。事实证明了把政府作为背景的国有股东无法成为把经济效

益当目标的股东,国有独资公司是无法建立起规范的治理结构。

所以设置合理的股权结构避免国有股东出现非正常行为,并让

企业目标是追求经济效益才是国有企业公司进行改制必须要遵

循的基本原则。引入多元股东非常有利于所有者职能到位使之

形成一个非常规范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由于多元股东的

制衡才能更好的分开政企,让企业更注重追求 大化的经济效

益。调查分析了解到在国有相对控股的企业经营业绩要比国家

绝对控股的企业要好。所以说让国有独资公司转换为国有控股

公司再转换为国有相对控股公司,才能更好的改善国有企业治

理结构并提升国有资本经营业绩。 

5 结语 

综上所述,从经济学视角出发,优化国有企业治理结构意味

着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激发市场活力、增强抵御风险能力。本

文提出的创新策略,如完善党领导下的决策机制、构建立体化监

督体系、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以及将治理与创新

驱动相结合,旨在推动国有企业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为我国经

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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