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大限度地挖掘资源潜在的效能。其二，品种要优良 ，

除 了具备高产 、优质的条件外，还 要在市场 上具 有 竞争

力，有一定的发展前途 和 长期收 益。其三，资金投 入 要

和自 身承受能 力相适应，投入要少，产出要高。

四 、发展大宗产品 与基地建设相结合。达川地区大

宗农 业特产品很 多，发展潜 力大，在发展 大宗 产品时，

应进行成片 开发，规模经营 ，把基地建设搞好。这样便

于 规范化管理，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基地建设 可采取

两种形式：一是联 户发展，实行 户 种 户 养联营，乡或村

统一实行良种、化肥、技 术、销售等综合性服务。二是乡

或村集体开发，在自愿的基础 上，重新调整农民的种植

结构，由 乡或村组织生产和管理。

五 、改良换代与发展规划相结合。达川地区现行的

果、茶园大部分是 60 年代建成，现已 老化，部分产品滞

销，茶味苦、果质差、产量低，只 仃进行改造，才能增强

发展后劲。改造要纳入发展规划，有计划地进行劣品 淘

汰 和良种繁殖，着 重抓好 果树嫁接新技术的运用，培育

出 一批名果 名茶。

六、发展生 产 与加 工转化相结合。农业特产品有的

品种由于自 身的特殊性，仓储、运输、销 售等 存在 着很

大的困难，容易造成损失 ，影响农民收入。因此，在发展

生 产的同时，要办好各类加 工厂，初级阶段以防腐、保

鲜为 主，使其就近加 工转 化。鲜品的加工如茶叶，不仅

可以 初加 工成 毛茶 ，还 可制成精制茶再销售；蚕茧 可以

通过缫丝加工成厂丝 再销售；水果目前主要解决 好仓

储的问题，有条件的地 方可以办一些小型加 工厂，对水

果进行简单处理或 加工成罐头再外运销售。这样，产、

供 、销一体 化进行，可以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七、扩 大规模 与资金投 入相结合。农 业特产品的发

展 要靠资金的投 入，生产启动必须 要有一定的资 金 作

保 证，从 某种意 义上讲，资金的投 入决定着发展规模。

根据现行 有关政 策 规定 ，资金的筹集和投入 可以 采取

三 种办法：一是建 立股份制 企 业 ，农民投资入 股 ，入股

者 共同 参 与管理 ，这种办法能 充分调动参与 者的积极

性和责任感，提高农 业劳动生产率和上地利用率。二是

村级建 立农 业特产品发展 基金 ，发展基金 可以 从公积

金中提取一部分 和农民手中的闲散资金筹集一部分，

实行有偿使 用。三是财政部门建 立农业特产品扶持资

金 ，作为农业特产品的发展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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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资产是国家的财产，是社会全体成员

共同拥有的财富。我国宪法第十二条规定：“社

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保护社

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利用

任何手段侵占或 者破坏国家的财产。”然而，由

于诸多因素的影响，近年来我国国有资产每天

却以 1 个多亿的巨大数额在流失。到目前为止，

至少有数千亿元的国有资产通过各种形式和渠

道流入了个人、小团体和外商的腰包。

我们不禁要问 ，如此巨额的国有资产究竟

是怎样流失的呢？

途径之一：承包租赁 戴“花帽子”

近年来，绝大部分的国有企业都实行了承

包或租赁制，但由于缺乏必要的约束机制，不少

承包、租赁者在承包、租赁期间通过少提或不提

折旧、少转或不转成本等手法，压低成本，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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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致使少数承包者和部分职工得到实惠，而

使国家蒙受损失。

一是利润虚增。据统计，1980— 1988 年九

年间，全国国有企业少提折旧 2 248.8 亿元，占

应提折旧的 75% ，平均每年少提 250 亿元。这

些少提的折旧已作为利润在国家、企业、个人之

间分配，形成了三者共吃固定资产老本的状况。

某市 1 991 年在对 1 000 多户全民所有制预算

内企业调查时发现，当年企业福利基金、奖励基

金累计超支 2.39 亿元，占这些企业生产专用基

金的 35% ，也就是说预算内 1/3 的生产性专用

基金被转化为个 人消费基金。

二是企 业虚盈。据有关部门对全国 10 580

户国有企业的调查统计表明：虚盈实亏的企业

达 6 625 户，占企业总数的 62.6% ，虚盈实亏帐

实不符金额达 108.3 亿元，为企业帐面亏损的

1.72 倍。虚盈实亏已使一些企业帐面资产有帐

无物，使一些企业资不抵债。

三是国家虚收。某市在对一大型企业厂长

离任审计时发现，被优秀企业家、劳模等各种光

环笼罩着的厂 长 ，在其承包期内企业亏损达 2

亿多元，加上各种债务，该企业已成为十足的空

壳企 业，承 包期内累计上交国家的 1 亿多利税

怎么也无法弥补这巨大的亏损。

途径之二：损公肥私 吃“唐僧肉”

由于国有资产权责不清，管理不严，监管无

力，使国有资产成了“唐僧肉”，人人都想吃，一

些单位、企业和 个人蚕食国有资产花样层出不

穷，令人咋舌。

一是灰色消费。据粗略统计，全国每年用公

款请客、送礼、旅游在 1 000 亿元以上；公款私

存，全国每年由此流失利息约 30 亿元；公款购

买挂历，全国每年高达 50 亿元。全国大饭店、酒

家营业收入的 68%来自公款请客、招待和其他

项目的消费。如广州市推出的“黄金宴”，一席就

三四 千元，然而不到一个月竟售出 100 多席。重

庆某银行外汇部信贷员易某等人仅两个半月时

间就挪用公款 2 400 万元私存，鲸吞“利息差”

73.2 万元。

二是哄抢偷盗。1990 年，全国油田被盗财

产 7.5 亿元。金融系统发生特大盗窃 94 起，损

失 1 432 万元。迄今为止全国最大的国有破产

企业—— 重庆针织总厂在破产前出现这样的情

况：总厂研制的新产品还未出厂，个体作坊 早已

将产品抢先推出，占领了市场；总厂周围的 100

多家个体针织作坊，机器零件坏了，立即有 人到

厂里从正在运转的机器 上换 个好的来；原料缺

了，也马上有人从厂内运来。

三是偷税漏税。目前，作为国家母体血液的

税收正在严重流失。有资料表明，国有企业偷漏

税面为 50% ，乡镇企 业偷逃税面为 60% ，个体

税收 偷抗 面达 80% ，个 人 所 得 税偷逃 而达

90% ，全国每年流失税款近千亿元。
四是境外谋私。我国境外经营 ，极不透明，

有“灰箱”之 称，有的甚至主管部门 对其经营状

况都不知其所以 然，财产流失惊人。据初步统

计，近年来境外累计流失国有资产已不 下百亿

美元。

途径之三：移花接木 挖家底子

目前，一些企 业以经营和兴办第三产业 为

名，将一部分国有资产交给厂办集体 、劳动服 务

公司、车间、分厂无偿占用。既不交固定资产的

折旧费，也不交产权收益和管理费，设备坏了还

得用国家资金去维修。在这种企业内部化大公

为小公的转移中，使 一些国有资产堂而 皇之地

公开流失。

一是无偿占用。据有关部门对 9 4 0 1 家清

产核资试点企业核查，所办集体企 业占 川的国

有资产达 18 亿元。鞍钢和华北电管局有2.5 亿

元的国有资产被集体企业长期无偿使用，至今

没有收回。某市全民所有制企业十年来共拿出

近亿元资产开办的近 千户企业，基本属无偿使

用。

二是无偿转移。有部分集体企业，创办初期

得到了国有企业的大力支持，办公用房、设备、

原料等都是国有企业供给的，经过一段时间的

发展，羽毛逐渐丰满起来，就搞起独立核算乃至

脱离母厂。有关部门曾对 51 户国有企业做过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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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流入到集体企业钱柜中的资产达 1.6 亿元，

平均每个国有企业 300 多万元。

三是亏损转嫁。由于企业营运目标的多元

化，所以它往往和自己兴办的各类大集体、小集

体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企业往往将

购进的原材料或自己生产的产品，以低价售给

这些企业，然后再反过来以高价从这些企业购

进商品，把本由国有企业赚的钱让这些非国有

企业去赚。赚了皆大欢喜，赔了则设法转嫁到国

有企业的头上。某市一大型企业，为使厂劳服公

司经销有利可图，在钢材出厂价的基础上，再让

出 5 %的利，几年下来，所让的利已达数百万元

之巨。

途径之四 ：中外合资 被钻空子

当前，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发

展“三资”企业已成为发展国民经济，使我们走

向国际竞争舞台，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捷径

之一。但是，也有一些单位求“外”心切，不按原

则办事，致使国有资产严重流失。

一是低估国资。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为了

拉住外商，争上合资项目，往往以牺牲国有资产

为代价。据统计，1992 年全国约 1 万家中外合

资的国有企业，其中经过资产评估的仅 2900

家，评估值比帐面净值平均增加 75%。以此推

算没有评估的 7 000 多家，帐面上国有资产出

资额为 862 亿元，实际应值 1 508 亿元，仅此一

项就损失了 646 亿元国有资产。

二是高进低出。“两头在外”是“三资”企业

的显著特点 ，外商往往通过设备进口和原材料

供应抬价或产品销售压价这两个环节牟取暴

利。1990 年，“三资”企业进口价高于全国净价

的设备达 124 种，其中有 8 种价格竟高出 10 倍

以上。江苏、福建、天津、四川、云南五省市的商

检部门，自 1991 年 11 月到 1992 年共鉴定 255

批外商作价投资设备，发现全部虚报价格比实

价多报了近 30% 。外方在华投资，90%以上是

有形资产，其中仅有 1 %经过商检部门的评估

鉴定，而这 1%就使中方减少损失 3 亿多美元，

剩余的 99%全部没有经过商检部门评估鉴定，

其中“水分”可想而知。

三是以次充好。一些外方利用中方经办人

员不熟悉国际市场行情和国际惯例规定的缺

陷，以淘汰的二手设备或一些粗制滥造的产品、

甚至将国产货改装后向我国倾销。如加拿大一

公司先后为北京、苏州、常州、吉林、天津等地引

进 5 套进口设备，每套报价 240 万美元，后经商

检检验，5 套设备均系由美国、加拿大等国 70

年代的旧设备拼凑而成，总价值不超过 90 万美

元。现在，除苏州的一套设备勉强能达到十分之

一的原定产量外，其余四套均已报废。

途径之五：机关办实体 个人捞票子

据统计：截止 1992 年底，全国各类公司已

达 48.7 万户，比 1991 年净增 22 万户，这类新

增的公司，大多数是机关办的经济实体，国家决

定兴办实体的初衷是为政府机构改革和精简人

员的顺利实施创造条件，但是这一积极措施，却

被“歪嘴和尚瞎念经”，完全念走了样。

一是没有脱钩。尽管实体热如火如荼，但对

于惯于安稳轻松的机关干部却产生不了什么吸

引力，于是一些地方便采取了一系列激励措施：

凡是到实体工作的机关干部，身份职级不变、行

政关系不变、工资待遇不变等等。此令一出，果

然奏效，一些机关干部纷纷“下海”，干起了“吃

皇粮赚银两”的营生。

二是权力经商。别看不少实体，一无资金，

二无场地，三无人才，但凭着其身后机关的金字

招牌和显赫权威，一个个生意却也做得红红火

火。倒买倒卖是这些实体的拿手好戏。据有关

部门透露，近年来，全国每年价格差价流失的国

有资产也在 1 千亿元以上，其中 70% 流入了少

数人的私囊，谁能说其中没有这些实体的“功

劳”呢？

三是占用财物。一些机关在实体创办初期，

往往为实体提供铺底资金、办公设备等，而此项

付出机关本身却得不到丝毫回报，无形之中，国

有资产便化公为私了。据调查，某省有 10 个地

市直属行政事业单位，1990 年无偿占用 7 000

多万元国有资产搞创收，收入 1 367 万元，其中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半数以上以各种名目流进了私人的腰包。

途径之六：股份制改造 唱走了调子

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一些企业相

继进行了股份制改造，但在股份制改造中，有相

当部分企业为了本企业的利益，对国有资产不

评估或低评估，从而将国有资产挖到集体或个

人的腰包里。据不完全统计，仅此去年就使国有

资产流失达 5 亿元。

一是部分资产漏评或未予折股。按照规定

国有企业改造为股份制企业，应将原有企业全

部资产投入公司。而事实上，在资产评估中，考

虑到企业效益系数，土地使用权、产品专利、商

誉等无形资产未计入国家股是比较普遍的问

题。上海市审计局对 4 家企业部分资产抽查发

现漏评估资产价值达 4 125 万元，而有些属于

报废的资产却进行了评估，仅 2 家企业抽查就

发现 200 多万元报废的资产进行了评估。

二是未按重置价值折股。国有资产应按净

资产重置价值折股，但是绝大部分企业未按重

置价值折股。上海市 6 户企业帐面资产价值

8.27 亿元，评估净资产重置价值 16.88 亿元，

实际仍按原帐面价值折股 8.27 亿元入股。北京

某公司资产评估增值 4 700 万元，全部计入资

本公积金，成为全体股东享有的权益，造成国有

资产流失。

三是同股不同利。部分企业对个人股既付

股息，又分红利，而对国家股则少分或不分红

利，使国有资产收益部分流入个人腰包。1992

年，6 家在上海上市的公司对法人股、个人股和

外商送股、配股，而国家股没分，致使国家股所

占比重由 63.4%下降到 55.52% ，下降 7.88 个

百分点。武汉商场在 1988—1992 年分红中，国

家股分红 11.5%～13.7% ，社会股为 17%～

17.5% ，职工个人股为 20%。某市一公司 1992

年末只对个人股分配股利 13.8 万元，股息率达

17.13% ，超过了股本利润率，侵占了其他股本

利益。

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严峻局面，已到了非

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否则将严重影响改革进程。

经济天地

论国 家股
流 通

董 藩  关登成

国家股是我国股份制改造中出现的特有的

概念，其含义是有权代表国家的部门或机构以

国有资产向公司投资形成的股份（含现有资产

折成的股份）。这种按投资主体划分股票类型的

方式虽不太规范，却是我国特有的历史背景 下

的既成事实，只是现阶段规定国家股不准上市

流通带来了很多问题，因此有必要对此加以探

讨。

国家股上市流通的必要性

从股份经济运行规律看，股市对企业的发

展有促进作用，也有制约作用。若上市公司的大

部分股份不能在二级市场上流通，则股价涨跌

就不可能准确反映公司的经营状况。鉴于我国

股市中存在着股价涨跌往往与企业的经营状况

无关的情况，我国股民的投资意识淡薄而投机

意识过强可谓是一个必然现象。这种现象的产

生固然与部分股民金融意识不强、股市本身也

不规范不成熟等因素有关，但占上市公司股份

总额中绝大部分的国家股（一般如此）不上市却

不能不说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现在的股份制

对许多企业来说仅仅成了集中社会闲散资金的

一种途径，股票二级市场则仅仅充当了股民之

间资金转移的场所，股份经济特有的功能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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