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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行合理监管，要增加透明度，增加信息披露，做到阳光下的监管，这是最核心的问题，而不是像原来那样在微观层面，这个也要审批，那个也要审批





 

陈志武：国企扮演经济主角将使权力更加猖狂

（搜狐财经讯：刘宇翔 4月1日-3日，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在海南博鳌举行，主题为：“变革世界中的亚洲：迈向健康与可持续发展”。 搜狐财经在博鳌现场专访了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

 

不要让40岁以下的人做官

 

搜狐财经：近年来关于上调退休年龄的呼声不断，您对此有何看法？

 

陈志武：其实退休年龄在美国不是一个问题。在美国，不管是政府、企业还是大学，都是根据自愿，想什么时候退休就什么时候退休。我在耶鲁有同事80多岁了还没有退休，如果大学逼他们退休的话，他们会去起诉学校说是年龄歧视。对于政府官员，他们恋权咋办呢？是靠民主选举把他们换掉，而不是他们愿不愿意退休。这解决了一部分人赖着权、恋着权不退的问题。

 

前段时间在法国，有些人要求提高退休年龄而上街游行，但这个主要是针对公务员和政府企业的雇员。对于私营企业，没有退休年龄上限问题。

 

其实在中国也是这样。中国私营企业，要是你不愿意退休，甚至从政府部门以公务员或官员身份退休后，自己还可以创办企业，你自己企业的人什么时候退休，其他人管不着。

 

所以，一方面，如果退休年龄上调，公务员在位时间更长，会给年轻人的上升通道增加障碍；但从另一方面，这么多人60岁被强行退下去，他们还身强力壮，思维很活跃，人力资本还很旺盛的时候就被强令退休，这不仅仅残忍，也是社会资源的浪费。

 

搜狐财经：在您看来，上调退休年龄是否有助于解决中国现在的用工荒问题？

 

陈志武：我相信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很多经济学家和专家都在担忧中国老龄化问题，以后老年人越来越多，每个身强力壮的劳动者需要支持的人数会上升很多，完全可以把太早退休的人留下，间接增加劳动力供应。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不排除在适当时候把退休年龄上调，尤其是考虑到人均寿命在过去的50年上升了这么多。退休年龄上调，也可以说是与时俱进的一种表现吧。虽然退休年龄不一定立刻上调，但未来几年可以往这方面去考虑。现在就业挑战还是非常大的问题，中国劳动力的供应还是非常多的。至少目前来看还是。

 

除了上调退休年龄，读书时间也可以考虑延长。在中国，过去家长都喜欢让子女跳级，尽快完成学习，走出学校，走入社会去工作。其实这些父母不应该这么做。现在回过头看，一个人一辈子可以工作的时间多的是，因为寿命延长了这么多，完全没有必要跳级呀什么的，尤其是像少年班这样的，都应该废除。

 

搜狐财经：您在论坛发言时曾说，最好不要让40岁以下的人做官。这句话应该如何理解？

 

陈志武：我当时是半开玩笑的，但如果这样做，也有一定的道理，至少在退休年龄上调的同时，做官的年龄也有一个下限，这样可避免太多人掌权当官太久，从而产生恋权心理。

 

对社会来说，最好的局面是一个人做官掌权之前，先在企业界、商界干些年头，积累一些经验，知道什么叫效率、如何减少成本、如何决策、做决策的时候会面临哪些方面的困惑，这样让他们对真实的社会有更多了解，然后再进入体制里去做官。一辈子只在体制里工作的人，不容易体会真实社会。

 

美国有很多人都是这样。一般的大学里都没有什么公共管理学院，只有商学院。因为在美国社会看来，你首先要知道怎么管理一个企业、首先要经商，然后你才有成本意识、效率意识，然后你再竞选去政府里做官，这样你至少有了效率意识和关注成本的意识，进入政府做官，也不会增加一些不当的开支，从而造成浪费并导致权力的无限扩展。

 

国企的存在让权力更加猖狂

 

搜狐财经：2月底，世界银行在《2030年的中国》报告中，对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与此同时，国企私有化的呼声日益高涨。您认为，是不是一定要等到监督机制完善以后再推进国企私有化呢？

 

陈志武：没这个必要，因为这本身就是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问题。只要国有企业还继续是中国经济的主体，就不太可能让国有经济体系出现非常完善的市场化管理体系。世界银行的报告里谈到了要加快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但问题是，只要国有企业还是国有企业，就不可能完全市场化。你想让国有企业完全按市场化的方式去经营，首要的前提就是让国有企业民营化，变成非国营企业，只有那样才可能让国企真正的市场化。

 

搜狐财经：很多人担心国企私有化会导致内部人廉价购买。您认为这个问题有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吗？

 

陈志武：不一定非得这样。我一直有一个建议，就是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国民权益基金，把国有企业的股权和国有资产，除了转移一部分到社保体系以外，其他的都注入到国民权益基金里，然后把这些基金股份均分到十三亿多中国公民手上。这样一来，国有企业就不需要卖给谁，也不会出现管理层收购弊端。如果国民权益基金管理公司认为有些企业应该卖掉，完全可以通过公司治理的安排去做这样的事，而不是像原来那样通过管理层并购来实现国有企业民营化、私有化的转型。那样做是不应该的，也因此造成了很多暗箱操作。

 

从根本上讲，只要国有企业还大量存在，还在中国经济里面唱主角，包括监管和相应的法治建设也没办法真正发展。一旦面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和私人之间的法律诉讼，法院不可能平等对待。所以，国有经济是不是继续存在、国有企业是不是继续唱主角，不仅是经济效率损失的问题，不仅是银行烂账问题，不仅是中国很多资源错误配置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监管没办法健全，法治也没办法发展，因为只要国企、民企、私人、个人在法律面前不能平等，就已经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法治的核心原则。只要有国有企业的存在，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型会变得非常艰难，因为国有企业给那些掌权者提供了太多完全由他们控制的资源、财富和收入，让权力变得更加猖狂，更加傲慢。

 

民间金融需要阳光化监管

 

搜狐财经：您怎么看待民间金融和民间借贷？

 

陈志武：肯定是要放开，早就该放开了。我很高兴看到，从王岐山副总理到其他的监管部门官员，都基本上认同了推动民间金融、允许民间金融有更大发展空间。

 

搜狐财经：那您认为，应该采取哪些措施防止民间信贷再次变成投机潮？

 

陈志武：最关键的是监管部门不要去封杀民间金融，更多的是要侧重监管。这并不意味着加强监管，而是要进行合理监管，要增加透明度，增加信息披露，做到阳光下的监管，这是最核心的问题，而不是像原来那样在微观层面，这个也要审批，那个也要审批，其结果只会使得腐败更加盛行，同时金融市场上交易的金融品种（包括股票），也不见得会好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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