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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股份制值得研究

殷 丽 华

自1988年以来， 各地有不少企业试行了股份制，

有的省份已有700多户企业试行了股份制。今年我们对

试行股份制的企 业，进行了调查。在调查中发现，有

一些企业试行的股份制，很不规范，难以称得上是股

份制。这一些所谓股份制企业，大都是在企业内部搞

职工集资或在企业间搞横向联合，在股权、 分配 等方

面都存在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就这一些企 业的股份

制形式来看，大体可分为三类：

一、以企业股为主要特征的 “股份制”。这类股

份制企业，国家股和企业股的设置及利润的分配情况

是：以第二步利改税前企业所有的固定资产、国拨流

动资金、各项专用基金的结余做为国家股；以第二步

利改税后，用企业留利形成的固定资产和结余的生产

发展资金、新产品试制基金和后备基金做为企业股。

对税前还贷形成的固定资产价值，其55%作为国家股

金，45%为企业股金。在利润分配上，因已与国家签

订了承包合同，所以国家股不是依据股权的大小取得

相应的利润，而是以承包合同订死的上交基数取得固

定收益。即在实现利润后，首先福利基 金、新产品试

制基金和后备基金各提 6 %，留 给企业；余下部分做

为分红基金。国家股所分红利超过承包上缴部分，用

于还贷，还贷金额作为国有 股的新增股金。企业股红

利的再分配，首先是用于偿还专项贷款，而后交纳能

源交通基金。企业股红利所偿专项贷款及其余额，则

做为新增企业股金。

二、以劳动股为主要特征的泛股份制。所谓泛股

份制，即将企业现有资产、资金作价 入 股后，还将劳

动力作价入股。实行泛股份制的企业，大多数为集体

企业，由于对集体企业的原有资产难以划分清楚，而

这部分资产所占比重 又大，所以这 类企业将原有资产

“挂”起来，不入股，一律视为企业借款，而在税后

利润中提取 3 %—15%的资产

占用费用以补偿企业借款。但

因其企业借款没有法人代表，

故所提资产占用费又全部成为

企业留利用于生产发展费用，

而没有上交产权归属部门。这

类企业设有基本股、期限股、

劳动股和技术股。基本股一般

必须认购规定数 量 的 记 名股

票。期限股为定期若干年不限

数量的不记名股票，期满后退

还本金。劳动股和技术股，则

为一年一定，即在严格的考核

下， 以上年收入的多 少为依据，确定其劳动能力的大

小，折合成劳动股，一股为100元。社会集团和个人的

新技术发明 等可根据其价值大小，经审核评估后折合

成技术股，在有限期内按股分红。

三、 以厂内新建、扩建项目向职工集资的 “项目

股份制”。有些企业，由于新建、 扩建及技 术改造项

目缺乏足够的资金来源，因此，便采用厂内职工集资

的办法解决。如某企业，因其技术改造项目所需资金

数额大，因此采用厂内集资办法，发放固定股和自由

股。固定股，即实行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 挂钩的企业

将企业历年来的结余工资量化到个人，50元为一股。

自由股，由职工每人至少认购两 股。固定股和自由股

采取不同的分配办法，固定股只分红，不 计息，企业

如发生亏损股金按亏损比例下浮，三 年期满后还给职

工。自由股，则保本付息又分 红，并享受保值贴补率

的贴补，三年期满后还本付息。

从以上三类股份制的股权设 置和利润分配情况可

以看出， 这些所谓的 股份制企业， 存在 以 下 几 个问

题。

一、 企业股侵占了国家财 产。企业股的设立，是

将属于全民所有的国有资产无偿地转移为 企业或集体

所有，这是化大公为小公， 削 弱全民所有制的一种做

法。如前所述，国家股部分不是按 收 益 数 额 取得红

利，而是按承包合同所订死的 上交基数获得红利，这

也损害了国家的产权 收益。因此，设置企业股，其发

展方向必然将全民所有制转变为集体所有制， 这是不

利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发展方向的。此外，股份是股东

出资取得的企业权益的 份额，设置企业股，企业成为

本企业的 股东，在理论上也实在有些不伦不类。

二、劳动股重复参与了分配。所谓劳动股，是按

企业职工劳动收入的多少，确定其劳动能力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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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以此为依据，在年终考核 评定后，折合成劳动股。

劳动股的设置，使企业职工参 与 了 两次 分 配。即企

业职工在按劳取得工资后（包括奖金、 福利），再以

劳动股取得一次税后利润。这种做法， 无 论是在理论

上，还是在实际工作中，都是不对的。它不仅违背了

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劳动者是生产资料的主人这

一原则，还违背了股份制出资取得股份的基本要求。

三、固定股逃避了工资调 节税。将企业结余的工

资（包括奖金）量化 给个人， 做为固定股，职工凭着

这部分股票，不仅可以分红，期满后，还可 以分到股

金。这种做法，实际上是 实行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

钩的企业，将结余下来的工资总额以股份形式发给了

职工，并以消费基金转化成生产基金为由，申请免征

工资调节税的一种形式。设置固 定股，不仅没有使消

费资金转化，相反是使 消费资金潜在地增长。同时，

也违背了财务制度中有关 “工资余额可以 作 为企业工

资负亏的资金来源，以丰补歉” 的 规定，是一种逃避

缴纳工资调节税的手段。

四、不同股权之间分配不平 等。这些试行股份制

的企业，在分配上，具有倾斜性质.有的对个人股既

分红又计息，且股息进成本。有的股票期满后，保本、

保息、分红，但不负亏，不承担风险。这种股票实际

上是一种集债券、股票好处于一身的特殊 “股票”。

这种股票，只能使国家利益受到 损害，使经营者及职

工个人的收入得到不应有的增长。

鉴于上述问题的存在，我建议：有关部门对现有

一些股份制企业进行一次清理，纠正一些有损于国家

利益的所谓股份制做法。同时，抓紧制定一整套企业

试行股份制的法规及国营企 业股份制试 点的 具 体办

法，成立专门 审批股份制企业的机构，并由专门机构

对其资产 进行评估审核，以便逐渐使企业的股份制走

向规范化。

世界之窗
瑞典在财政税收方面的一些做法

许 文 清

最近，我们对瑞典的财政税收方面的一些做法进

行了考察，现简要介绍如下。

一、财政体制分为三级，各级财政收支范围都有

明确的 划分。瑞典是 王国，政权 分为 三级，即中央

（联邦）、州（省）、地方（市、区）。财政体制也

相应分为三级。财政收入按税种划分，税源 大的主要

税收归中央，税源小的比 较分 散的 税收归地 方。例

如，瑞典规定只有中央才能向公司征税，各地方一律

不得征公司税。财政支出同各级政权的职能相适应。

国防、外交、偿还国债、社会 福利（包 括退休、 养老

和失业救济）等支出由中央负责。省级政 府负责医院

和交通支出，市政府负责教育和市政建设开支。

二、财政的集中程度比较高。1988年瑞典财政收

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是65% ，为了增加中央政府

的财力，瑞典80年代以来曾采取了以下 几 条 措 施：

（ 1）减少中央对 地方拨款；（2）强迫年利润超过

100万克朗的企 业把利 润的20%无息存入中央银行，

作为特别投资基金；（ 3）把原属地方的某些税收改

由中央征收；（4）对保险公 司一次性征税 150 亿克

朗，拿到政府手里。国家手中强大的财力，保证了政

府的开支，加强了中央政府对于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

能力。

从中央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 比 重 来 说，

1988年瑞典全国财政支出为6 490亿克朗，其 中 中 央

政府支出3 640亿克朗，占56%；地方政府 支 出2 850

亿克朗，占 44 %。地方政府的收入中，有四分之一是

来自中央政 府的拨款，如考虑到这一因素，则中央财

政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为67% ， 地方财政占全国财

政 支出的比重为33%。

三、税负较高，运用税收调节收入和消费。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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