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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

高校后勤服务面临的主要矛盾集中

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一是计划是配工高校后

劫资源的主要方式
，

计划机制和行政干预机制

与市场经济体制与机制形成了明显的不和谐
。

二是高等教育迅速发展对后勤服务提出了更商

的要求
，

高校后勤服务实体不但不能满足高教

发展的要求
，

在某些方面还成为制约高校改革

与发展的
“
瓶颐

’ 。

三是由于高校后勤服务实体

自身的管理和运行落后状态
，

已无法适应服务

市场的竞争和发展
，

面临在市场竞争中失败和

被淘汰的危险
。
为此

，

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规律的高校后勤现代企业制度
，

成为一个非

常迫切和现实的问题
。

一
、

离校后抽服务社会化改革
，
为离校后抽

服务实体班立现代企业翻度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现阶段的高校后勒服务具有了商品的墓本

属性
。
这种商品自然而然地便有了使用价值和

变换价值
。

就其服务过程来讲
，
一切都要通过市

场方式来实现
，

它本来就是一个有供求双方参

与的市场化行为
，

在交换中始终得遵循价值规

律 � 在这种情况下便促使高校后勤服务实体必

须进行社会化的改革
，
以适应市场化的需要

。

这

种社会化的改革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
�
一

是对消费主体高校来讲
，

要求社会提供社会化

的后勤服务市场�完全竞争市场��二是对作为

具有
“
经济人

”
属性的高校后勤服务实体来讲

，

必须符合市场准人制度的墓本要求 �为此
，

高校

后勒服务社会化改革便成为必然
。

从高校后幼服务实体的性质来看
，

它已经

发展成为一个服务性质的准企业
。
因为

，

它已经

荃本实现了独立核算和自负盈亏
，

具备了集体

服务企业的墓本特点
，

它是一个事业单位的准

企业
。

从高校后勤服务实体的经营方式来看
，

它也在

模拟市场行为
，

参与企业间的竞争
。

从高校后勤服务实体的管理来看
，

它已经发展

成为具有一定实力的
“
现代企业

”
的雏形

。
一方面

，

它

在近年来也积爪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和管理经验
。

另

一方面
，

它在其内部也形成了产权相对清晰
、

权责相

��

对明确
、

事企相对分开的模拟市场性的现代

管理制度 �同时
，

也体会到自身发展中的体

制
�

瓶颈
”
和身份障碍

。

现在我们可以来描述一下市场化的高

校后勤服务市场
�
在一个提供后勤服务的大

市场背景下
，

市场上既有个体户或独资企

业
、

又有集体服务企业
、

也有国有服务企业
、

还有混合制的服务企业
，

高校后勤服务部门

也算是一个具有服务性质的企业单位
。

高校

作为一个选择后勤服务的消费组织
，

它既可

选择本校的后勤服务实体
，

也可选择社会上

提供后勤服务的后勤服务企业为其提供服

务 �高校的后勤服务实体作为市场上的服务

资源
，

也可以由市场发挥资源配里作用为社

会其它消费者提供后勤服务
，

也就是说高校

后勤服务实体作为一个市场主体必须接受

市场选择与竟争
。

它必须并具备符合社会主

义市场准入制度的基本条件
，

所以说高校后

勤服务的实体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市场经

济的客观要求 �同时
，

也是后勤服务实体自

身发展与竞争的需要
。

近年来
，

政府为了推动高校后勤服务实

体事业发展
，

在人事安排
、

干部待遇
、

工商注

册与管理
、

税收
、

财政
、

融资等方面都有了明

确的优惠政策
，

客观上形成了很好的外部环

境
。
因此

，

不论从高校后勤服务实体 自身还

是从它外部的政策软环境
，

在市场经济和后

勤社会化改革的大形势下
，

后勤服务实体转

制成为现代企业具有了现实可能性和必要

性
。

二
、

趁立现代企业侧度是离校后肠服务

实体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

现代企业制度是反映社会化大生产特点的
、

适

应市场经济需要的
、

产权明晰
、

权责清晰
、

事企分开
、

管理科学的企业制度
，

是以企业法人制度为主体
、

以

有限责任制度为核心
、

以职业经理经营为特征的新

型的企业制度
。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社会化大生产

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基础
。
在高校后勒服务实体中建立现代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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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是高校后勤服务实体实行社会化的必然要求和

重要保证
。

首先
，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
�“
建立

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
” 。

高校后勤服

务实体作为我国国有或集体经济的组成部分
，

它的

社会化的主要组织形式应是企业化
，

现代企业制度

适应于国有企业
，

当然也适应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产生的和国有企业情况相似的高校后勤服务实体
。

其次
，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高校后勤服务实体

与市场经济接轨的主要途径
。

高校后勤社会化要求

后勤部门首先要走企业化
、

市场化的道路
，

市场化是

社会化的前提
，

没有市场化就没有真正愈义上的社

会化
。

高校后勤服务实体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

就是要

从根本上解决后勤服务实体市场准入的问题
，
只有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

使后勤服务实体成为自主经营
、

自负盈亏的法人化经济组织
，

高校后勤服务实体才

能进入市场
，

才能纳人市场经济体制有效地参与市

场竟争
，

使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在高校后

勒中发挥作用
，

从而使高校后勤服务更好地满足教

学需要
。

再次
，

高校后勤服务实体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

就

可以使学校和后勤服务实体的关系发生实质性的变

化
，

即由原来的管理和被管理
、

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

变成经济关系
，

既股东和企业的关系或者说变为出

资人和经营者的关系
。

如何转变和理顺这种关系�建

立现代后勤企业制度是唯一 的出路
。

这是因为
�
第

一
，

可以理顺产权关系
。

产权关系是最基本的经济关

系
，

产权制度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
，

产权明晰是现

代企业制度的根本要求
，

高校后勤服务实体建立现

代企业制度首要的是界定产权
，

即学校的资产所有

权 和后勤服务实体法人财产权
，

使二者分离
，
除了建

立现代企业制度之外再没有更好的办法理顺这种产

权关系
。

第二
，

高校后勤服务实体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也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事企不分的问题
。

第三
，

高校后

勤服务实体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可 以很好地界定学校

和后勤服务实体的权利
、

责任
、

义务
，

做到权责清晰
，

事企分开
，

改变原来学校只有权利
、

后勤只有义务的

局面
，

使后勤服务实体有充分的 自主权
。

最后
，

只有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

才能真正地发展后勤生产力
，

壮

大后勤服务实体实力
，

更好地满足学校办学的需要
。

三
、

具有现代企业制度特点的离校后曲服务实

体的模式选择

现代企业制度的模式主要有有限责任公司和股

份有限公司两种
。
目前比较适合高校后勤服务实体

特点的是有限责任公司
，

既可以按照国有大中型企

业改制模式
，

选择国有独资公司形式
，

也可以实行股

权多元化的有限责任公司形式
。

其相 比较
�

第一
、

性质和地位的变化
。

以前的后勤部门要么

是一个行政部门
，

要么是一个非独立核算的服务单

位
，

与学校是隶属关系 �改制后的高校后勒服务实体

在提供后勤服务时与学校法律地位平等
，

高校是典

型的事业法人
，

后勤服务实体是企业法人
。

两者在法

律上都具有完全的民事权利能力和 民事责任能力
，

只不过两者注册的性质不同而已
。

第二
、

资产所有权的变化
。
以前后勤的财产所有

权统归于学校
，

改制过的高校后勤服务实体不论投

资主体是学校还是其它投资主体
，

它们只具有出资

者的所有权
，

而高校后勤服务实体则拥有法人财产

权
，

也就是说
，

高校后勤服务实体对其所拥有的全部

法人财产具有占有
、

使用
、

支配
、

依法处置等权利
。

第三
、

权责利的变化
。
以前后勤的权责利最后都

统归到学校
，

改制后的对各出资人
、

经营者和劳动者

权利和职责都有明确规定
。

高校后勤服务实体的出

资人按投人实体的资本享有所有者权益
，

对实体的

债务承担有限责任 � 高校后勤服务实体依法 自主经

营
，

自负盈亏
，

出资者及其它方面不 直接千预实体经

营活动
。

第四
、

服务范围及领域的变化
。

与以往不同的有

以下的变化
，

是改制后的除了服务本校之外
�

还可 以

服务更多的单位和领域
，

也可以 在激烈的市场竟争

中
，

选择多元化经营战略
。

第五
、

管理方式的变化
。

与以往不同的是改制后

的高校后勤服务实体在市场配里资源理念下
，

一般

都会建立各负其责
、

协调运转
、

有效制衡的管理组织

制度
，

通称法人治理结构
，

克服了盲目的行政指挥
。

总之
，

必须抓紧抓早开展高校后勤服务市场化

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工作
，

并切实用好 目前的各

项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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