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厲
以
寧
從19世紀晚期開始，西方國家就已經在試用職業經理人制度，20世紀30年代經濟

大危機的爆發加快了這一進程，而中國現在最缺的就是職業經理人市場。全國政協常

委、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見上圖）在近日出席第十七屆北大光華新年論壇時表示，

企業要給總經理獨立權力，讓其獨立承擔責任，經營者的產生需要經董事會聘任，

「董事長直接指揮、干預企業是不合法的」。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馬曉芳北京報道

董事長直接指揮企業不合法

■國企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工作之一。圖為中石化存儲罐。 網上圖片

吳曉青：明年起對省級黨政部門開展環保巡視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王頔綜合報道）
有消息稱，「十三五」期間我國擬研製30個左右的重大
創新藥，中國生
物醫藥及高性能
醫療器械產業有
望得到發展。談
及醫藥產業未來
的發展，全國政
協常委、副秘書
長，農工黨中央
專職副主席何維
（見圖）近日撰
文提出，作為最
易受國家政策影
響的行業之一，
醫藥產業完善相
關體制機制和創
新發展至關重
要。
何維表示，由於與發展經濟和保障民生的兩大國家目標
密切相關，醫藥產業的發展格局、質量和水平以及對經濟
社會的貢獻度，在相當大程度上受國家經濟、衛生保障等
相關政策制約。作為一個系統問題，醫藥產業發展需要用
統籌的方法加以解決，同時，應注意抓主要矛盾，關注矛
盾的主要方面。

僅靠簡政放權不能解決問題
據悉，為支持新藥研發，國務院今年8月以來已發出藥

品註冊審評制度改革、仿製藥一致性評價、藥品上市許可

持有人制度試點等三道「金牌」，力圖為新藥研發掃清審
評審批障礙。
何維認為，對醫藥產業而言，不論是創製具有源頭創新

特徵的重大新藥，還是要研發「me too，me better」的優
質仿製藥，都需要提升其中創造性勞動的比例，並在應用
時體現創新的價值權重，如知識產權、市場准入、政府公
共產品的購買服務等。
他認為，目前制約醫藥產業創新發展的主要障礙是體制

機制問題。這並非靠簡單的簡政放權就能夠解決，而是要
靠科學的頂層設計和系統的制度建設，來建立完善相關體
制機制，從而產生各種政策的協同配合，形成有力的政策
合力。醫改的醫保、醫藥、醫療「三醫聯動」就是解決相
關體制機制障礙的改革方向。

政策仍有較大改革調整空間
基於政策的導向和槓桿作用對藥物的全研發鏈和產業鏈

均有重要影響，何維認為，在所有的政策中，應優先考慮
制定醫藥產業相關產品的使用政策，他指出，目前國家醫
療保障政策、藥品招標採購政策均在藥品使用政策的範疇
內，仍有較大的改革調整空間。
他說，應加強醫藥產品供給端改革，在原創研究、應用

轉化等環節中強化安全保障、療效更佳、使用便利等產品
種類更新與功能優化等原則。
談及醫藥產品的研發，何維指出，基礎性原始創新研究

體系與市場化技術產品轉化體系既要有聯繫渠道，又要適
度分離，以不同的價值指標系統去評估。側重某種或某類
產品研發的中小型創新創業公司與大型製藥企業，要在市
場條件下做好分工，加強相互之間的技術交易、項目合作
及企業間併購重組。

厲以寧指出：「企業的主要經營管理人是總經
理，而不是董事長。」董事長和董事會作為股

東的代理人，均負責企業的戰略決策和對經理層的監
督，董事長只是董事會的召集人，是企業的監督者，
而不是干預者，「這個關係一定要明確。」同時，要
加快建設職業經理人市場，通過職業經理人市場來選
聘經理人。
他指出，根據《公司法》，股東，包括控股股東都
沒有選擇以總經理為代表的經理層的權力，「選擇總
經理的權力在董事會。」他說，經營者要經董事會聘
任，「董事長直接指揮、干預企業是不合法的。」選
擇經理人，包括總經理，是董事會的責任、是董事長
的責任。
他表示，從民營企業家中選擇國有企業的經理人，在
國外已有先例，法國的國有企業可以選民營企業家作為

經理人，並把民營企業家經理人叫做總經理。「因為你
來之後，就不是私人企業家了，而是以聘任者的身份從
事自己的職業，這對法國國有企業的管理起了一定作
用。」

一定要取消企業行政級別
厲以寧強調，要把競爭性行業和非競爭性行業區別

開，因為非競爭性行業有它的特殊性。如果是競爭性行
業，完全有可能由董事會在市場上找到合適的、懂業務
的、能夠認真負責的人做總經理。「還應該講明的是，
不管你從哪裡聘人，從民營企業家隊伍裡聘人，或者自
己聘人，一定要取消企業的行政級別。因為行政級別實
際上妨礙選拔有用的、有責任感的人才來從事混合所有
制企業的管理。」
他說，最近國務院公佈的《關於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

意見》中，就包括競爭性行業可改為混合所有制企業，
且國有資本沒有界限，只有在非競爭性行業，在那些要
害行業中，國家才要控股，競爭性行業國家不一定控
股，沒有資本的界限。

把職業經理人變成合夥人
厲以寧指出，為職業經理人市場做準備需要三個條

件：一是所有願意擔任職業經理人的現有國企高管辭去
自己的職務，不再用自己的行政級別參與職業經理人的
競爭。二是現在企業中的經營人員可提出申請，通過請
諮詢公司或者其他機構幫忙介紹經理人工作，一旦成
功，便辭去原來的職務，不再使用原來的行政級別，這
樣可以使更多人參與進來。第三，要培養大量年輕人加
入職業經理人市場。
厲以寧表示，加快職業經理人市場的形成，中國需要

發展企業諮詢公司，「能夠做一個企業高管的人，有面
子、有身份，他不會帶着自己的簡歷到處跑、到處找
人。」在國外有專門的企業諮詢公司來幫這些人做諮
詢。他強調，對過去業績的考核是重要基礎，「今後凡
是在簡歷上造假的人不能進入職業經理人市場，以信義
為準、誠信為本，這是職業經理人市場最後能夠成功的
原因」。
他表示，應仿照國外經驗，對工作一定時間的職業經

理人採取產權激勵制度，把職業經理人變成合夥人，但
是不搞平均主義，「平均主義會帶來各種各樣的問題，
中央的政策有一條叫做『崗變股變』，你的崗位變了，
股也在變，不是終身制的。」社會財富利潤是物質資本
的投入者和人力資本的投入者共同創造的，二者都應該
參與紅利的分配，這樣才合理，才能調動人力資本投入
者的積極性。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馬曉芳北京報
道）11月以來，中國東北地區、京津冀及周邊地區連續
出現大範圍霧霾天氣，引起國內外關注。全國政協常
委、環保部副部長吳曉青（見圖）近日指出，國家已陸
續出台了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和生態環境損害責
任追究、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環境保護督察、生態環境
監測網絡建設等6個配套方案，明年開始，國家將對省
級黨委和政府及其有關部門開展環保督察巡視，以中央
巡視組的方式推動地方政府落實保護環境的主體責任。

數十城市空氣污染達重度以上
吳曉青表示，11月以來北方大範圍霧霾天氣持續時間
長、影響範圍廣、污染程度重。東北地區36個城市
中，28個空氣污染達重度及以上，灰霾面積超26萬平
方公里。京津冀及周邊地區70個城市中，空氣質量達

重度及以上污染的城市達到39個，面積超53萬平方公
里。許多城市PM2.5的日均濃度值連續超過250，部分
城市超過500，個別城市PM2.5小時濃度值甚至達到
1000。
他指出，嚴峻的環境污染事實反映出，中國面臨的環

境形勢依然嚴峻，生態環境質量改善的速度、幅度與公
眾預期仍存在相當差距，生態環境惡化的趨勢尚未得到
根本扭轉。「2014年我國74個重點城市中僅有8個城市
的空氣質量達標，31個省會城市中僅有兩個達標。328
個地級以上城市中，有123個城市的PM10濃度不降反
升，大範圍灰霾天氣不斷發生。」
「資源能源的過度消耗和污染物排放量巨大的現狀還

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他說，2014年中國經濟總量佔
全球的13%，但消耗了全球23%的能源、46%的鋼、接
近60%的鐵礦石和水泥，煤炭消費總量超過了世界上其

他國家的總和。污染物排放量處於高位，主要污染物二
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排放量分別為1900多萬噸和2000
多萬噸，居世界第一位。

生態環境無法支撐粗放式發展
吳曉青認為，中國是世界環境壓力最大、環境矛盾最

多、環境受害最深的國家之一，生態環境的現狀再也無
法支撐粗放式的發展需求。面對如此嚴峻的形勢和挑
戰，加快綠色發展、改善生態環境質量的要求比以往任
何時候都要迫切。
他指出，應增強綠色發展的定力，加大環境治理力

度，加快工業的綠色化升級，推動綠色消費的革命，積
極倡導環境友好型的消費，實現能耗和環保績效的領跑
者制度，推動引導公眾向節約、綠色、低碳、文明、健
康的生產方式轉變。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記者 馬玉潔 北京報道）全國
政協常委、副秘書長、民進中央
副主席、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朱
永新（見圖）近日在中國教育三
十人論壇（2016）上表示，未來
的教育變革首先要建立以學生為
中心的教育社區，同時也需要國
家力量整合教育資源，建立起免
費、優質的資源平台。
朱永新說，從信息技術產生以

來，人們一直努力地探索教育變革，這種探
索經歷了幾個重要階段：第一階段是工具與
技術的變革，第二階段是教學模式的變革，
出現了「慕課（MOOC，一種在線課程開發
模式）」和「翻轉課堂（重新調整課堂內外
時間，將學習的決定權交給學生）」等，但
並未對教育產生根本性影響，一個重要的原
因是沒有進入到第三個層次——學校形態的
轉變。

倡定制化個性化教育
「美國前教育部長鄧肯曾經說過，我們在

教育上的投入不能算不多，包括教育信息化
的投入，但是遠遠沒有產生像在生產和流通
領域那樣的效果，根本原因在於教育沒有發
生結構性的變革。」朱永新指出，未來基於
「互聯網+」的教育變革，首先要建立真正
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社區，學生不必每天按
時到校學習，在形成最初的知識結構後，學
生將通過自主學習，建構起能夠滿足自己個

性化學習的知識結構，標準化的教育將會轉
向定制化和個性化的教育。

倡建國家教育資源共享平台
在朱永新看來，學習方式的變革會對學習

內容提出更高的要求。他指出，現在國內有
很多公開課，但沒有一個國家層面的、免費
的、能夠把全世界最好的教育資源集合在一
起的資源平台。「現在我們每個縣、每個學
校都去建自己的教育平台，自己的資源中
心，那麼多的投入，太浪費了。國家用先進
的網絡技術把資源整合起來，能夠使『死資
源』變成『活資源』，把靜態的課程變成動
態的課程。」
他同時表示，評價和考試是教育改革發展

的風向標，現在的評價體系過於落後，未來
的評價將着眼於用大數據自動記錄學生的學
習過程，在記錄的同時發現學生的知識點缺
陷，及時幫他改進，文憑的重要性也會逐漸
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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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