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题探讨

劳动者可以 用 其劳动力作价入股吗 ？

——与李德伟同志商榷

杨援朝

1988年第12期《财政》杂志，刊登了记者

对李德伟的采访，在谈到国有企业改革时，李

德伟认为，泛股制可能是适合我国国情的较为

理想的企 业 改 革 模式（见第37页）。而所谓

“泛股”的基本涵义是，在股份制企业的股权

构成中，不仅要包括现金、实物、技术（无形

资产）等生产要素，而且还包括劳动力，由此

组成较西方目前股份制股权设置范围更为广泛

的股份制形式。李德伟同志设计的泛股企业的

一个显著特点，是在泛股制企业中，劳动者可

以用其个人所有的劳动力作价入股。而恰恰是

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是根本不具备可行性的。
毫无疑问，在企业的诸多生产要素中，劳

动者是处于主动和支配地位的生产要素。没有

劳动者的创造性劳动，企业的生产经营就无从

谈起。但是，我们说劳动者是企业重要的生产

要素，并不意味着劳动者可以像其它生产要素

一样，可以在股份制企业中用其劳动力作价投

资入股。原因之一，是股份制企业所独具的企

业组织形式决定的；原因之二，是为了将人和

物区别开来，更加尊重劳动者个人的权利。
我们知道，所谓股份制，是指由多个出资

者共同出资，按出资份额（即股份）享有权益，
并承担责任的一种企业组织形式。股份是资本

的成份，每一股份必须用一定的金额来表示。可

以作为股份进行投资的必须是能够用货币计量

的财产。之所以如此，既是为了适应企业财务

管理的需要，更是为了以此为依据在法律上分

清权益、明确责任。因此，不能用货币计量的

东西，如有用的信息，优越的地理环境等，尽管

对企业经营活动有效用，但由于其或者难以计

量，或者不可预见，都不能将其作价入股。目

前国际上通常采用现金、实物财产、无形资产

作为投资，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它们或者自身

是价值尺度和支付手段，或者可以用一定的方

法加以计量。
将劳动力和其它可以作价入股的生产要素

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劳动力具有其独特的特

点。
1.劳动力是人能够从事劳动创造的一种潜

在能力。劳动是其潜能发挥的过程。一个劳动

者劳动潜能发挥得如何，既取决于劳动者的素

质（包括体力、脑力），更取决于劳动者个人

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程度，当然，还会受到一些

不可预见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因而，在劳动力

未投入使用时，对其尚未发挥的潜能及对该企

业的贡献是难以用货币加以计量的。比如，一位

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和一位虽无大学文凭却有丰

富实践经验的技工，在他们尚未用劳动创造向

社会证实自己的能力之前，我们应该依据什么

来对他们的劳动力进行计算呢？依据一纸文凭

还是经验，经验和文凭之间的量的关系怎么确

定，我们又如何来保证这种计算的公正性呢？

正因为未投入使用的劳动力是难以用货币计量

的，所以尽管劳动力是起主导作用的 生 产 要

素，却不能作为股份进行投资。
2.劳动力不同于其它可以作价投资的生产

要素的另一特点，还在于它的流动性。这不仅

表现在劳动者本人对不同职业的选择上，也表

现在企业在生产经营的各个时期对劳动力的数

量、质量有着不同的需求。劳动力的这种流动

性，决定了对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宜采用工资的

支付形式，而不能采用作价入股的形式。
也许有人认为，将劳动力作价入股并据此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参与企业的管理体现了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
其实这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为了更清楚地

说明问题，我们假设对某人的劳动力已经作价

进入企业的股本。根据企业会计核算的一般原

则，在股本增加的同时必 然要增加相应的资

产。那么，劳动力就和其它有形、无形的资产一

样，成了企业总资产的一部分。而作为资产，

必须具备三个本质特点：（1）它 表 现 为 一

种有助于形成现金流入量的能力；（2）它的

价值在创造收益的过程中逐渐转化为费用由营

业收入来补偿；（ 3）它不允许别的企业或个

人侵占。这三个特点意味着；（1）对已经作

为企业资产的劳动力将不再采用支付工资的形

式，而是和其它资产一样在其为企业创造收益

的过程中将初始投资（资产成本）逐步转化为

费用；（2）这位劳动者将和企业的其它资产

一样，不能被其它企业、单位所侵占，除非企业

不再使用他，并将其视为资产而加以处置，否则

他不能自主地决定其去向。也就是说，劳动者

是在放弃了选择职业的自由和凭借劳动领取报

酬的权利之后，才获得了按其持有的股份享有

分红权利的。这种将劳动力等同于物的理论，
与旧社会的包身工、卖身契又有什么区别呢？
所不同的是，包身工是被别人所卖，而现在是

劳动者自己卖自己。在买卖成交以后，劳动者

将丧失自由支配自己行为的权利，主人翁的地

位就根本无从谈起。

简讯
大王庄 乡加 强对村级 财务的管理

当前，一些地方的农村较为普遍地存在着村级财

务混乱，无规可循的现象。一些村干部利用公款多吃

多占，请客送礼，引起广大群众的不满，造成干群关

系紧张，这种矛盾的持续和发展，不仅导致党群关系

破裂，而且还严重影响了农村生产的发展。河南省西

华县大王庄乡党委、乡政府 为 加 强对村级财务的管

理，采取了七条措施，对治理、整顿农村经济环境和

经济秩序、促进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

作用。这七条措施是：

1.本着“村级财务乡级统管”的原则，实行帐目

分管分立，资金乡管村用的办法，各村取消主管会计

（村文书），只配一名现金会计，各村财务总帐，分

列专帐由乡财政所统一管理。实行“村财乡管”的目

的是，在大力发展农村商品经济中，严格执行党的政

策，严明财经纪律，做到农民的钱农民管，农民的事

农民办，人人知道家底，人人当家理财，彻底杜绝村

级财务管理的贪污，浪费等不合理开支问题。

2.各村收入款，必须及时存入乡财政所 本 村专

帐，无论是财政所直接收款或委托村现金会计代收，

都必须给群众开带有乡财政所公章的编号收据，否则，

农民有权拒付。

3.财政所每季度向农民书面公布一次本村收 支情

况，各村现金会计每月向全村群众书面公布一次开支

情况，做到收支公开化，把财务管理经常置于群众的

监督之下。
4.各项提留款的收缴，首先由乡政府提出具体 项

目及数额的意见，然后提交乡人代会通过，在全乡公

布。

5.乡干部下乡指导工作，凡因工作不能返回，只

准在群众家吃便饭，并向群众交纳乡印 制 的 饭 票，

（年终饭票可顶提留款）。村里不能以 任 何 理 由 招

待。凡违反规定，所花款由其个人支付。村现金帐目

不准出现任何招待费。

6.各村资金乡管村用，财政所要严 格把关。村支

书、村委主任的签字报销权利不超30元， 30元以 上 开

支需经集体讨论后方可开支。

7.农民对不合理的摊派，招待、开支及贪污浪费

行为.有权监督，有权举报，一经查实，要奖励举报

人，并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武 佳 长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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