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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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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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别 达 到：农 业 3. 8% ；工 业

1 4.9% ，其中重工业 15.4 % ，轻 工

业 1 4.4 %；建筑业 8.5% ；运输邮

电业 7.3% ；商业 4.5%。

2.投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将达到 6 150 亿元，按现价计算比

1 991 年增加 16.5% ，按不变价格

计 算 比 1 99 1 年增 加 9. 2% ，比

1 988 年实际投资量增加 6%左右。

3.消费。按现价计算，1 992 年

的全社会总消费将增加 15.3% ，其

中社会消费增长率为 20.3% ，居民

消费增长为 1 4.5%。社会商品零售

额将突破 1 万亿元，达到 1 0 837 亿

元，比 1 99 1 年增加 1 5.1 %。

4.财政。报预测，1992 年财政

收入和财政支出将分别达到 3 932

亿元和 4 207 亿元，增长率分别为

9.7%和 1 0.9%，均可能超过当年

财政计划。财政赤字约为 275 亿

元，也将大于计划数字。

5.金融。与前几年相比，居民

存款增长幅度将继续有所降低，城

镇居民存款储蓄余额预计将增长

25% 左右。银行各项贷款余额将达

到 2 1 048 亿元。当年新增 3 005 亿

元，增加 16.6%，其中固定资产贷

款新增 760 亿元，增加 25%；流动

资金 贷款新增 2 245 亿元，增 加

15%。新增货币发行预计需 587 亿

元，流通中货币将达到 3 765 亿元。

6.价格。如果不出意外情况，

1992 年全国零售价格指数上涨幅

度大约在 5.5- 6.5%之间。城市居

民生活费指数，由于住房改革等原

因，将上涨 9% ，或更高些。G N P 平

减指数预计为 6.1 %左右。

（摘自 1992 年第 6 期《经济研

究》作者：中国社科院经济学科片

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  国家统

计局综合司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

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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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处理制约经济

增长的各种因素
1.采取多种途径筹集资金，扩

大固定资产投资，是当前应当着重

解决的问题。

目前制约国民经济正常发展

的最大障碍是生产、流通、分配、消

费的经济大循环不畅。这直接影响

着企业经营机制的改革和经济效

益的提高。如果我们能加大固定资

产投资，增加最终需求，就会疏通

国民经济的大循环。增加固定资产

投资，有三个作用：一是增加了生

产资料的需求，使企业有进一步扩

大再生产的能力；二是可以增加生

活资料的需求；三是通过增量调整

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

总之，增加投资是加快经济发

展和调整产业结构的决定性因素。

为此，我们建议把投资率从近三年

平均 26%的水平迅速恢复到 1989

年 前的 32% ，再 进 一步提高 到

35%。唯其如此，才能保证 90 年代

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 8% -
1 0% ，并使经济结构得到明显改

善。第三产业占 G N P 比重由目前

的 27%提高到 34 %，第一产业占

G N P 比重由 28%下降到 21 %。

2.深化以 企业改革为中心的

整个经济体制改革

从根本上讲，经济能否高速增

长，取决于占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

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是否充满生机

和活力。现在我国的国有企业经济

效益下降已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明亏、潜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 2/3。

因此，深化企业改革必须有突破性

的措施，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国

有企业效益下滑的态势。我们建

议，应从转变政府职能，扩大企 业

自主权入 手，把投资权、融资权、外

贸权下放给有条件的大中型企

业，使企业有自我发展的动力、压

力和权力。

（摘自 1992 年 6 月 20 日《经

济日报》  作者：李忠凡）

简讯  文摘还是称三项制度

改革为好

要推进企业改革，转换和完善

经营机制，就要改革企业劳动人事

制度、工资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

度。这是深化改革的必然趋势，是

解放生产力非闯不可的一关。康永

和在《经济管理》1 992 年第 6 期撰

文认为，现在全国各地进行的破

“三铁”活动，主要靠行政命令，自

上而 下地硬 砸，以“三铁”破“三

铁”，即以“铁心肠”破“铁交椅”，以

“铁面孔”破“铁饭碗”，以“铁手腕”

破“铁工资”，实际上奏效不大。对

待与群众利益密切有关的问题，绝

对不能用“铁手腕”等来解决。所以

还是称 三项制度改革为好。搞三项

制度改革，要做到水到渠成，先开

渠，后放水。 三项制度改革要走群

众路线，相信群众能自己解放自

己，要支持广大职工发扬主人翁精

神，用自己的双手自觉自愿地搞改

革；要以今天实行改革是为了明天

获得“金饭碗”的思想教育广大职

工，使大家懂得不改革的危害；要

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用对比的方

法和职工一起计算利害得失；要使

广大职工认识到，不实行三项改

革，生产力就不能迅速发展，就难

以取得好的经济效益，甚至会造成

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严重亏损，削弱

全民经济的主导地位，直接损害社

会主义。“大锅饭”再继续吃下去，

就会越吃越少，越做越稀，直至最

后没有饭吃。这对国家、企业和个

人都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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