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 题探讨

栏
目
主
持

：
李

颖

建立 国 有资 本收益 管 理 制 度 的

思考
赖永添  郑庆华

国有资本收益是国家以资产所

有者的身份从企业取得的收益，属

于财政的一种非税收入，主要包括

企业分配的税后利润和企业国有产

权转让收益。按照现行的企业利润

分配体制，国有企业不需向国家上

交利润，国有产权转让收益往往一

事一议地决定，缺乏有效的管理法

规。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

结构调整战略的实施，以及财政预

算改革的深入，迫切需要改革现行

的国有企业利润分配体制，建立国

有资本收益管理制度，把国有资本

收 益纳入预算管理 ，集中必要财

力，对国有资本经营支出严格实行

预算约束。

建立国有资本收益

管理制度的可行性

（一）理论有依据。在市场经济

中，资源配置的公平性体现在资本

成本上，企业取得资本必须支付成

本，公平对待所有的出资人。政府投

资以 后，如果国有企业不上 缴利

润，其资本成本为零，非国有企业就

会处于劣势地位，不能与之公平竞

争，从而使非国有资本出资人受到

伤害。如果投资主体多元化的企业

在红利分配时，不需要支付国有资

本分享的红利，就不能贯彻 “同股同

利” 的公平原则，从而损害国有权

益。在资本配置上的不公平，必然导

致国有资本使用中不讲求“效率”的

弊端，企业以及持有国有资本的各

种机构对国有资本存在扩张占有的

倾向，在低效率的领域缺乏退出来

的动力，在高效率的领域缺乏流动

的压力，不能尽快实行优胜劣汰，不

利于创造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

环境。国有资本属于全民所有的财

产，也是前辈老职工劳动积累的成

果，将其增量部分和变现部分收归

财政统筹安排，用于必要的社会保

障性支出和国有资本再投资，可以

有效改变全民所有的财产由少数人

控制、现有新职工坐享其成的不合

理状况。因此，将国有资本收益纳入

财政预算，按照“收支两条线”原则

管理，是市场经济下贯彻 “公平原

则”的必然要求，对于创造企业公平

竞争的市场环境，完善与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企业基本经济制

度，提高国有资本整体竞争力，具有

积极的作用。
（二）法律有规定。在市场经济条

件下，各级财政部门依法行政，就是

要依法理财。按照《预算法》规定，

预算收入包括税收收 入 与非税收

入，必须完整纳入预算，应收尽收。
国有资本收益是非税收入的一项重

要组成内容，应纳入国家财政预算

管理，同时贯彻政府宏观调控的政

策，依照法定程序编制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经过人大批准，接受人大监

督。这样，在国有资本运营中，可以

避免国有资本收益管理中产生 “坐

支” 行为，确保财政资金按照透明度

要求和法律规范运行。
（三）政策有要求。在国有经济结

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中，稳定与

发展是各级政府的两大要务。一方

面，分流安置富余人员，实现下岗职

工再就业，解决困难企业职工基本

生 活 ，提供离退休人员的社会保

障，需要各级财政多方筹措资金。另

一方面，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和高新

技术产业化，实施西部大开发和“走

出去”的战略，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

地，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需要大

量的财政资金。从长远看，增强政府

的财政调控手段，发行国债恐怕不

是唯一的途径，而把国有资本收益

纳入财政管理，可以建立、健全长期

有效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的财政机

制。对于确保社会稳定与企业发展

两大要务，实现国有经济结构调整

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战略方针，具有

重要意义。
（四）现实上可行。我国从 1994 年

1 月 1 日起，对 1993 年以前注册的多

数国有全资老企业实行税后利润不

上交的办法，有利于国有企业资本

积累，增强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的

自 我发展能力。经过十几 年的改

革，特别是 1998 年实行企业与党政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机关、军警系统脱钩以来，多数老企

业已经改组、改制，按照投资主体多

元化要求改造为新的企业。据资料

反映，从 1997年 -2003 年，全国国有

及国有控股企业从 25.4 万户减少为

14.6 万户，平均每年减少 1.8 万户。
90 年代国务院确定的 5 14 户国有及

国有控股重点企业中，已有 430 户进

行了公司制改革，占 83.7%。因此，

从现实情况看，国有全资老企业实

行税后利润不上交的政策，已经完

成阶段性目标。在国有全资老企业

多数已经改革的情况下，由财政收

取国有资本收益是可行的。

国有资本收益上

缴比例的确定

建立国有资本收益管理制度，

主要难题在于如何确定国有企业税

后利润上交水平。从 1999 年 -2003

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所有

者权益从 5.38 万亿元增长到 7.10 万

亿元，平均每年增长 7.1 % ，并表现

出 n 个特 点，大 型 企 业增长 高 干中

小型企业；中央企业增长快于地方

企业；东部沿海地区企业增长高于

中西部地区企业；投资主体多元化

企业增长高于纯国有企业。国家收

缴的国有资本收益，实际上将主要

由盈利能力较强的中央企业 、国有

控股的大型企业和东部沿海地区企

业承担。鉴于以上情况，可以采取以

下办法确定国有企业税后利润的上

交水平：

（一）按照 1982 年开征 15% 国家能

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的水平确定。
如果按照 15% 上缴利润，从 2003 年

度全国国有企业实现利润情况看，

可上缴利润大约 300 亿元，相当于提

取法定盈余公积金的 68.46 % ，国有

资本增长幅度将减为 6.32% ，少增长

0.45 个百分点，企业在总体上是可以

承受的。由于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存

在差异，按照国有资产分级行使所

有权 的体制 ， 可允许各地适 当浮

动。
（二）按照企业注册的国有资本的

一定比例核定。资本具有追求增值

与 投资 回 报的特性 按 照 出 资 比 例

核定利润上交水平，既可以消除行

业、企业的差别，避免 “鞭打快牛”

的弊端，又符合资本流动和逐利的

特性，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三）按照国有企业扣除法定提留

后的余额核定。企业实现的净利润

全部归出资人所有。但是，为了维护

企业再生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了

企业法定提留的项目和比例。企业

税后可供分配利润的分配，股份制

企业由股东大会决定，国有企业由

国家财政决定，充分体现了出资人

的权利，也符合法律规范。
由于国有资本分布广泛，地区

之间、行业之间 、企业之间差别很

大，制定统一的比例不大现实。上述

第三种办法可以充分体现国家的资

本权益要求以 及财政在经济结构调

整中的调控功能 ， 因而是比较科

学、合理的确定国有企业税后利润

分配体制的办法。
（作者单位：财政部企业司 北

京化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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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山东省邹平县财政局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管理的新路子，在

县直行政事业单位中实行了固定资产由机关核算中心与国资管理办公室双

重核算的长效管理机制，大大规范了固定资产的有序核算。
长期以来，行政事业单位的资产管理，大部分单位核算不及时，或有

的单位长期不记固定资产明细账，使财与物脱节，反映的单位资产不实，
“家底”不清，不能真实反映单位的资产价值及其使用状况。鉴于以上情
况，该局从今年 4 月份在全县开展了行政事业单位的清产核资工作，进一

步地核实了单位的资产占有及使用情况，并以此为契机，建立起了各单位
的固定资产明细账，实现了固定资产由国资部门直接管理的新模式。在此

基础上，形成了机关核算中心核算单位资产的总分类账，国资管理部门核

算单位资产的明细分类账的格局。这一机制的建立，使县直行政事业单位

的资产，在发生增加或减少时，都要经过国资管理部门审核、批复后，单

位才能增加或减少固定资产明细账，同时，机关核算中心按照批复记入单

位的资产账，改变了单位不按时记固定资产账的状况。
截至目前，县直7 8 户行政事业单位的固定资产明细已纳入该局国资

管理部门进行动态管理，时时反映单位固定资产的变化情况，为管好单位

的固定资产奠定了基础。
（赵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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