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会之窗

国家对粮食财务挂帐亮出红牌

巨额粮食财务挂帐，一直是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

革的最大障碍之 一。近年来，粮食财务挂帐猛增的势头

虽已得到有效的遏止，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问题并未

得到根本解决。为此，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将于近期陆

续出台解决粮食财务挂帐、国有粮食企业政策性补贴

及关于粮食购销体制和财务管理实行政策性和商业性

分开的一系列办法和措施，标本兼治，逐步消化老挂

帐，并从根本上彻底解决粮食财务挂帐问题，建立起放

而有序、管而不死、购销方便、调度灵活的现代化粮食

市场。

一是帮助地方尽快解决粮食财务挂帐问题，改善

粮食企业外部经营条件。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对粮食主

产区和贫困地区的老的粮食财务政策性挂帐实行挂帐

停息政策的规定，财政部与审计署、中国人民银行和国

内贸易部于 1994 年 5 月联合下发了《关于认真清理粮

食财务挂帐问题的通知》，要求各地对截至 1992 年 3

月末的粮食财务挂帐严格审核，划清政策性挂帐和粮

食企业自补挂帐，于 6 月 30 日前上报清理结果。到目

前为止，各地清理工作已基本结束，国务院“清理粮食

财务挂帐”联合工作小组已派人到各地核查。联合工作

小组将对报送的政策性挂帐进行审核，对经审核后的

粮食生产区和贫困地区的粮食财务政策性挂帐，国家

将给予落实挂帐停息政策。但此前，各地省级人民政府

必须与中央签 订在 5 年内消化政策性老挂帐的责任

书，对企业自补挂帐和其他挂帐也必须在 5 年内加以

消化。

二是建立规范的政策性亏损补贴办法，将粮食企

业推向市场，从根本上杜绝粮食财务挂帐的发生。针对

粮食企业政企分开，人员分流，建立政策性 业务与商业

性经营业务两条线运行机制的新形势，财政部及有关

部门正抓紧制订国有粮食企业政策性补贴办法，及粮

食购销体制和财务管理实行两条线运行的具体实施办

法，规范国家对国有粮食企业承担掌握粮源、吞吐调

节、稳定市场、救灾等政策性经营任务的财政补贴，并

尽快建立触角广泛，反应灵敏，产、供、销一体化，机制

灵活，规模适度的商业性经营体系。

（摘自 1994 年 7 月 12 日《中国财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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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财产权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石

法人财产权是一项具有特定含义的权利，它的主

体必须是依法取得法人资格的企业，其客体是股东分

别出资形成的法人财产。法人财产权属于财产所有权

的范畴，拥有法人财产权的企业虽也享有占有、使用、

收益和处分的权能，而且还具有财产所有权的排他性，

因而能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但是，它的各项

权能是受到一定限制的，所以它又有别于一般意义的

财产所有权。按《公司法》规定，享有法人财产权的企

业，在财产方面要承担以下主要责任：1.要实现资产保

值增值，并按期向股东支付股息和红利；2.其经营方

针、投资计划要由股东大会决定；3.资本发生变化要报

请股东会决议；4.要向股东会报告工作，接受审议、监

督；5.企业解散，经结算后，要退还股东出资等。总之，

它不能像享有一般财产所有权的所有者那样，充分行

使自己的所有权。就出资者——股东的财产所有权而

言，当他将自己的财产投入企业，形成企业法人财产

后，这部分财产所有权也相对发生了变化，受到了一定

的限制。按规定，他可以享有资产受益权、对企业的重

大决策权和选择管理者的权利，但却不能抽回自己的

投资，自己支配自己的这部分财产。为了确保法人财产

权的正确实施，按《公司法》规定，企业必须建立一套完

善的科学管理制度，要建立和完善股东会、董事会、监

事会和经理等组织机构，各司其职，形成有效的制约机

制。

（筱 芫摘自 1994 年 7 月 25 日《经济 日 报》洪继明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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