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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與研究限制 

 

 一、研究發現 

 

本論文分析鄉鎮企業產權改制下的地方政府與鄉鎮企業之間的關係。試圖探

討如下問題： 

 

山東省鄉鎮企業產權改制的制度動力和其發展過程如何？鄉鎮企業產權改

制前後地方政府和鄉鎮企業之間的關係變化如何？鄉鎮企業改制過程中，地方政

府扮演什麼角色，企業改制前後其角色有什麼變化？改制以後利益格局─鄉鎮政

府、企業經營者和企業職工之間─有了什麼樣的變化？ 

 

鄉鎮企業推動了中國大陸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鄉鎮企業

的出現打破了計劃時期所遺留下來的意識型態束縛，憑藉勞動力成本低、政策約

束力少、政府支持等制度優勢，獲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隨著市場結構的變化、

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近幾年來，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他們缺乏如同私營企業

那樣的靈活性和競爭力，鄉鎮企業的優勢已經大大削弱了。事實上，從 1994年

開始，鄉鎮企業的發展開始急速減緩，吸收勞動力的能力降低，企業效益下降等，

鄉鎮企業突然陷入了困境。 

 

作為擺脫困境的途徑，鄉鎮企業開始了大規模的產權制度改革，也就是鄉鎮

企業改制。企業改制的目的是明確產權關係，提高企業經營者的積極性，成為自

負盈虧的市場經濟的主體。具體而言，鄉鎮企業的改制是指鄉鎮集體企業產權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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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改革，即原來的鄉鎮屬或者村屬的集體企業改成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私營

企業。 

 

早期中國大陸鄉鎮企業發展，當地政府對經濟表現、財政收入、意識型態上

的考慮，會主導產權制度改革，進而影響當地政府與鄉鎮企業的關係。產權制度

的設立和維繫與政府的利益相關，政府希望維繫一個有利於經濟表現和財政收

入，而且不違背意識型態的制度。但筆者認為，客觀上講，通過 20多年改革開

放，鄉鎮企業的主管部門管理企業的觀念與方式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目前的鄉

鎮企業改制，基本上不存在一些人所擔心的意識型態與思想觀念等方面的障礙。 

 

從山東省鄉鎮企業改制的情況看，鄉鎮企業的產權制度的改革，雖然政府倡

導股份合作制，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實行股份合作制的企業並不多，大多數企

業選擇了私營的方式，個人買斷了企業的產權。鄉鎮企業的改制，從根本上改變

了鄉鎮政府對企業直接經營和控制的局面，改變了政府和企業的關係。從企業而

言，產權的清晰，是企業建立責權分明、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基礎，使企業成

為真正的市場主體，提高了競爭力。從政府而言，鄉鎮企業的改制，使基層政府

擺脫了經營企業的困境，可以轉變職能，更好地進行公共管理，為鄉鎮企業發展

創造更好的外部環境。 

 

改制後，雖然鄉鎮企業在管理機制上已經獨立於政府，但是，鄉鎮企業與鄉

鎮政府的關係還是很複雜的。在社區內外很多事情上，特別是企業與社會其他單

位的交往方面(如與銀行、上級政府、外商，外地單位等)，企業還很需要政府的

支持，而且，從企業需要政府支持和幫助的情況看，改制企業與未改制企業並沒

有明顯的差別，改制沒有減少企業對政府的外部依賴程度。這說明，目前中國大

陸市場機制還不夠完善，各種生產要素還沒有完全依靠市場來配置，企業在日常

的經營活動中仍然需要政府出面解決各種問題，各級政府還掌握大量的政治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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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經濟資源和社會資源。在外部關係上，鄉鎮企業在很多事情上依然離不開政

府的幫助和支持。只要市場機制沒有完全建立起來，整體發展水平還較低的鄉鎮

企業，在很多事情上不得不求助政府。因此，在短期內企業還改變不了與地方政

府保持較為密切的關係。這也可能是鄉鎮政府雖然不再插手企業的管理，但是，

仍然能決定企業提留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也就是說，政府權威和資源仍然對企

業有很大的影響。 

 

改制以後，對職工的持股與否和工資、福利、就業保障與穩定性的相關關係

而言，是因為改制以後，持股者無論在工資和福利還是在就業保障與穩定性方面

比非持股者提高了或改善了的為多，因此，鄉鎮企業改制後，企業的持股者從改

制中獲得的收益比非持股者來得大。他們對改制的滿意度也相對較強，而非持股

者的相對剝奪感則是比較強烈的。改制以後，職工對企業的關心與支持反映了他

們改制中的滿意度和相對剝奪感，滿意度較大的職工會更關心企業的發展，反

之，相對剝奪感較強的職工對企業的依賴相對減弱，他們會減低對企業的關心和

支持。 

 

 

 

 二、研究限制 

 

本論文只是筆者對於中國大陸鄉鎮企業淺薄了解的一些討論，因為資料不

足、時間不夠，在地方政府和鄉鎮企業之間的關係、改制對企業經營者和職工的

影響問題上，敏感的問題不易訪談，所以無法有效推論當地政府和鄉鎮企業之間

的關係、改制對地方政府、企業經營者和職工的影響等本論文主要問題，只能透

過有限的資料做有限的描述和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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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因為缺少有關資料和訪談對象紀錄，所以無法有效推論：鄉鎮企

業改制是否對地方政府受益；改制以後，職工的持股與否和工資、福利、就業保

障與穩定性的相關關係，這仍有待更進一步的檢驗。 

 

最後，訪談過程中，是因為時間匆促、當地有關單位的安排和陪同，對於較

為敏感的話題上，無法進行下去或回答得大部分樣版文章。 

 

 

 

 

第二節 結語 

 

企業改制對於中國大陸鄉鎮企業而言，是一個劃時代的轉折點，改制的目的

是政企分開，減少政府對企業的干預，減輕企業的負擔，促進鄉鎮企業的發展。

從本研究中看，企業改制的目標有所實現，鄉鎮企業在產權歸屬明確的基礎上，

有所擺脫了政府對企業的內部事務的干預，有了自主的決策權，並且，改制以後，

提高了企業經營者和職工的積極性，企業的經營狀況也有改善。 

 

鄉鎮企業對於農村的發展很重要，農業和農村的發展依然需要鄉鎮企業。但

是，鄉鎮企業的確已經今非昔比，鄉鎮企業與農村社區的關係在新的形式下如何

定位，鄉鎮企業改制使鄉鎮企業的目標和角色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之下，鄉鎮企

業如何在農村發展中做出自己的貢獻等有待研究，並本論文沒有延伸到上述方面

問題，對利益格局分析不夠深度，是本論文最大的缺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