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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大胆采用股份合作制这种企业组织形式。股份合作制是公有制的一种有效实现形式。

在计划经济为特征的模式下,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较为单-,各企业虽一视同仁享受
“
大锅饭

”

的公平,但整体效益差,国有资产难以保值增值,人 民生活质量难以迅速提高。在市场经济为特

征的模式下,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有不同的选择,选择何种实现形式,应遵循市场经济法则,按

照
“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
的原则。对优势企业和劣势企业而言,都会有自己发展的模式。优势企

业可通过获取银行信贷增量资金,进一步盘活存量资金,广泛招商引资,实施企业控股、参股、联

合、收购战略,实现国有与非国有、公有与非公有经济的相互交融,改变单一的公有状况,实现企

业效益的增长。劣势企业可通过兼并、破产、非生产资金剥离、优化组合、增资减债,实现企业的

转机。

对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这一问题的芷确与否有没有科学令人信服的认定呢?江泽民

在 1997年 5月 ⒛ 日的一次讲话中有这样精辟的论述 :“要坚持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

水平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

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
·
实现形式。

”
以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定标准,探讨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性

才具有现实的意义。

·文史拾零·

《史姓韵编》指误

寒 星

汪龙庄撰《史姓韵编〉一书,为学者检阅史传人名而作。因姓觅卷,最为简便,使读史者获益良多。惜诸史中

附见之人,或录或否,尚未赅备。倘得承学之士,于 纪传表志中诸人,逐一补遗,凡有姓名者,悉数标举,毫无漏

佚,俾考古者皆可依姓寻求,知其出处,岂非尽善哉?

史传中纪载诸人,固有职位不赫、影响不广、无足轻重者,每 为人所忽略,然亦有资考证。若一经标列,则举

其姓氏,便可于某卷中得之,实亦有裨史学。

此书排纂经年,具见良工苦心,第卷帙既富,其中疏舛之处,自 所不免。如《隋书》之吐万绪,本属复姓,雨《韵

编》则列为吐姓。《明史》之《何孟春传)中所称慎元正,本为杨慎、王元正二人。杨慎字用修,明正德六年殿试第

一,工诗文,著有《二十一史弹词》等。王元正官至检讨,为政清廉,与慎皆受同僚称誉。而《韵编》以为元正姓慎 ,

列入慎姓中。崔桐、叶桂章,二人。一为姓崔名桐,一为姓叶名桂章,皆 明正德丁丑进士。而《韵编》则以崔桐叶

为一人,桂章为一人 ,列入桂姓。均属讹误。又户部郎中栗登,实为粟登,四 川人,正德辛未进士。今《明史》中

误粟为栗 ,《韵编》因之,亦是失考。按《续通志·氏族略》以粟登列入栗姓,又注中释为明弘治进士,亦误。

姓谱传纪之类工具书,此类鱼鲁亥豕之误,举书可见,治史者不可不察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