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讯  文摘

文
摘

  股份制经营方式

的积极作用

我国的股份制企业试点时间

虽不长，试点企业的数量也不很

多，但几年来的试点情况表明，股

份制经营方式已经在发展社会生

产力、推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

中，显示出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

一、有利于筹集重点经济建设

项目资金，开辟了新的融资渠道。

几年来，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 89

家试点企业，将 8.3 亿元的消费基

金转化为生产建设资金，解决了发

展资金不足的问题。

二、有利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

殖。因为来自股东的压力使企业经

营者必须时刻不忘其资产增殖的

使命。从这几年试点情况来看，吸

收多种经济成份的资金到以公有

制为主体的股份制企业中来，更有

利于发挥公有制经济的主导作用，

通过控股，引导资金的使用流向，

就巩固公有制主体地位而言，可能

比在国有企业之外发展私营企业

更为有利。

三、有利于协调地方、部门、企

业之间的利益关系，促进产业结构

的调整和企业集团的发展。股份制

作为一种企业财产的组织形式，使

企业的全部财产不仅有明确的归

属，而且可以划分为便于转让的较

小份额，这样就为这些企业的产权

在全社会范围流动，发展企业集团

和调整产业结构创造了良好的条

件。

四、有利于促进企业转换经营

机制。试点情况表明，股份制企业

的自我约束机制普遍有所改进，这

种约束一是来自股东对企业生产

经营情况的监督；二是来自股票在

市场上价格涨落的反映；三是公

司必须接受独立于企业之外的国

家认可的注册会计事务所对企业

财务帐目的公证审核。试点企业的

经理们反映，由国营企业改组为股

份公司后，产权的约束成为一种切

实的压力。尤其公司股票上市后，

财务情况要向社会公布，接受“股

民”的监督，这方面的压力比过去

只向政府主管机关负责时要大得

多，对企业提高投入产出效益是一

种有力的鞭策。

（摘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1992年第 5期  作者：国家体改委

生产体制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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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顺国家与企业的

分配关系的根本出路

1992 年第 6 期《财政研究》刊

登了叶振鹏、柯小星的署名文章，

文章认为企业经营机制之所以尚

不完善，主要是因为国家与企业的

分配关系没有理顺，其根本出路在

于实行规范化的税利分流，使国营

企业对国家负有双重上交任务

——税、利单列化、明晰化和规范

化，消除承包制的“以 利代税”缺

陷。规范化的税利分流要求是：一

方面国家作为社会管理者，凭借政

治权力，强制、无偿、公平地从所有

企业取得税收；另一方面国家作为

国有资产所有者，凭借所有权，从

国营企业公平、合理地收取利润。

从目前我国一些城市进行税利分

流的试点来看，都不是规范化的税

利分流，而是带有承包制成份的

“税利分流、税后承包”。虽然改进

了原承包制“以利代税、税利合一”

的弊端，恢复了税收的公平、规范

性质，但国营企业税后向国家上交

的利润方式仍不规范，企业向国家

讨价还价的联系还未割断。要使这

种方式规范化，必须革除“税后承

包”的做法，科学地确立企业上交

利润的比例。为了体现公平合理性

和贯彻国家产业政策，企业向国家

税后上交利润的比例应由国家视

地区、行业差别来确定，企业没有

讨价还价的余地。具体到单个企业

来说，究竟税后应该向国家上交多

少利润，在完善配套改革措施、理

顺价格的条件下，国家可以根据同

地区、同行业企业的平均利润率确

定上交比例。这样既规范了国家与

企业的分配关系，有利于建立完善

企业经营机制，又贯彻了国家的产

业政策，使企业向国家上交的利润

不仅是国家财政取得收入的一条

渠道，同时又是国家有效地调节产

业结构的有力手段。

（木子  摘） 简讯  文摘

1992 年经济发展预测

1.生产，按不变 价 格计算，

1992 年社会总产值增长率将达到

12.3% ，国民收入（生产额）增长率

将达 到 9.2% ，国 民 生 产 总 值

（G N P）增长率将达到 9.1%，五大

物质生产部门的总产值增长率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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