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限，对被委派公 司的财务、资产及其相关经济活动实施监

管，堵塞国资流失的漏洞 ，确保资产保值增值，维护投资者

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三是要正确处理好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投资

公 司作为 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当 然是要考虑经

济效益的，这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但其经营活动同时

又具有明显的社会性和公 众性，经营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体

现在社会效益上。因此 ，公 司从项目决策到 实施 ，既要深思

经济效益，还要熟虑社会效益，争取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的统 一。在出现 两种利益不可兼得的情况时，国 家要采取

扶持政策，同时减少政府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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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我国企业股票期权

机制须因地制宜

宋 茹

股票期权机制把期望值理论的 “努力——绩效——奖

励 ”关 系中的“绩效”变为 长期绩效 ，约束了 企 业的短期行

为。作为一种制度的创新，它已经得到我国政府和企业界的

重视。但是，股票期权机制是西方企业制度下的一种激励机

制，而我国的现代企业是在一个特殊的社会经济背景下产

生与发展起来的，并且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也未完全实现，

这就 决 定 了 在我国 实施 股票期权机制要在实践中因地制

宜。

一是要建立规 范的公 司治理结构。应建立健全相互制

衡、分工明确的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和监事会，建立健全

法人治理结构，使 所有者真正能行使监督权；尽可能实行公

司股权多元化 ，并依 法保障全体股东，尤其是小股东的权

益；加 快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明确国有资产的所有者，

避免国有股东的权利与责任 不到位或被肢解；加 快政府职

能转变和政府机构改革，实现政企分开，使改 制后的公 司真

正成为 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为经营者制定科学的薪酬制

度，结合实际合理确定股票期权在经营者薪酬中的比例和

数量；改革传统的行政选拔机制，建立通过市场公 开招聘企

业家的选拔机制。

四 是加 强监管力度，优化投资环境。国有投资公 司要根

据国 家有关规定，自觉接 受财政、审计、工 商等部门的监管，

按规定向财政机关报送经注册会计师审计过的年度会计报

表和审计报告；有条件的公 司可以 建立内部审计机构，并配

备必要的专业人员开展内审工 作。财政部门要定期对投资

公 司的会计信息质量进行抽查，并作出评价，防止会计信息

失真和国资流失。通过提高监管力度，优 化投资环境，引进

激励 机制，加 大招商引资和政策扶持，确保国资营运机构在

良好的内外部环境中健康、有序、稳步运行。
（作者单位：江山市财政局 江山浩然会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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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要规范股票市场。股票期权制度是以 完备的股票

市场为外部条件的。由于我国资本 市场还不规 范，我们目

前可以 选择与证券市场无 关的企业净资产作为衡量经 营

者业绩的标准。企业净资产是否增值取决于经营者工 作状

况 ，而与股市涨跌 关系不大。因此 对于上市公 司，经营者可

在分公 司贷款资助 下按任 职初 时每股净资产价值购 买一

定数量的股份，以 后行权时再按每股净资产价值将股份回

售给公 司 ，其价差即为经营者的收入。对于非上市公 司，可

以 采用虚拟 股票期权的 方式，即：任 职初期给 予经营者一

定数量的名 义股份 ，期末经营者按 公 式[（每股净资产期末

值-每股净资产期初值）×虚拟股份数 ]确定激励 收入。由于

这种方式不需要进行股票买 卖，经营者也就 不存在购 买股

票的资本来源问题。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逐渐健全，可逐

步转而采用股票价值衡量经营者业绩。
三是要修改《公 司 法》，放 宽对增发新股和股票回 购的

限制。目前可以 利用国有股减持的契机，进行制度创新来解

决股票来源问题。可以 从拟减持国有股中拿出一部分用 于

实施股票期权制度，允许行权后即拥有相应数量股票的所

有权，且持有股票可上市买卖。
四 是要逐步拓宽股票期权激励 范围。不仅要对经营者

进行期权激励，对技术人员 、有重大贡献的员工 也要采取期

权激励 ，并探索管理股、技术股等多重期权激励 的 形式，以

鼓励 管理、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

五是要在税收和会计制度方面进行改革。首先在税收

上对股票期权给 予优惠，加 强和增进股票期权的激励作用。
其次在会计方面，由于理论界对在我国建立股票期权机制

还没有比较全面、系统 和成功的研究成果，试点中的做 法差

别也很 大。所以 ，我们应 当借鉴国外通行的做法，并深入了

解我国企业股票期权试点中的基本做 法，从实际情况 出发，

研究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股票期权会计处理 办法。
（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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