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险.有人主张将股票分为优先股和普通股。主张国

有资产作为普通股，只分红不取息，并承 担风险；优

先股则只取息不分红。企业破产或结业清算时，优先

股应在普通股之前，优先分得企业的剩余财产。这种

做法，实际上是优先股只负盈，不负亏，只分红利，

而风险让国家承担。另外，某些企业只 顾发行债券、

集资和带资进厂（店）等形式吸收资金，而对本企业

的国有资产既不清产核资，又不进行评估，就盲目许

诺投资者除可取得高额利息外，还可参与企业分红。

这种做法，既混淆了股票与债券的界限，又混淆了国

有资产的所有制关系，应立即予以纠正。
五、国有企业试行股份制，应注意正确处理利润

的分配关系。股份制企业同其他任何企业一样，都要

照章纳税。股份制企业在交纳流通环节的税款后，我

设想，实行“税利分流，降低所得税率，税后还贷后

的利润，首先应交纳交通能源重点建设基金和国家调

节基金，偿还到期的基建、专项借款。然后由董事会

自主分配，但必须提留一定比例的 公 积 金和公益金

（含职工福利、奖励基金），再按照股份制企业的章

程按股分红。股份制企业发生亏损时，国家应该允许

企业在以后三年内的利润中抵补；三年内仍然亏损无

法抵补者，应以历年的公积金抵补。
企业结业或破产时，应清理企业的资产和债权债

务。清理回来的资金应先交纳欠交国家的税款，然后

归还银行借款和偿还其他债权人的债务，之后的净资

产价值，可按照股票份额退给股东。

工作研究
将企业结余的工资、 奖金

量化到个人的做法值得研究

杨援朝

目前，在进行股份制试点的过程中，有不 少企业

采取将历年结余的工资、奖金量化到个人的做法，即

将企业结余的奖励基金、工资基金，不用现金，而用

股票的形式发给职工，职工可以凭发到的股票（或股

票证明）领取股息和红 利。有的同志认为，这种做

法，使企业的消费基金转化为生产基金，值得提倡。

还有同志建议，由于将奖励基金和工资基金量化到个

人，职工并没有拿到现金，因此，对量化到个人的结

余奖金和工资.不应再计征奖金税和工资调节税.我

认为，这种说法和做法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为了搞清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对企 业帐面上为

什么会有结余的工资、奖金作一探讨。

为了从宏观上控制企业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有

计划地逐步地提高职工的收入水平。1984、1985年国

务院先后发布了《国营企业奖金税暂行规定》 和《国

营企业工资调节税暂行规定》 。在这两个文件中，规

定了实行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浮动的国营企 业，

当年增发的工资总额超过国家核定的上年工资总额的

7 % 以上时，要计征工资调节税，未实行工资总额与

经济效益挂钩浮动试点的企业，当年所发奖金超过 4

个月标准工资时，应 按 规定 交纳奖金税。工资调节

税、奖金税的税率随超过的数额（率）累进递增。奖

金税和工资调节税的征收，加强了企业的自我约束机

制， 较有效地控制了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目前.国

营企业的工资基金、奖励基金的余额，一般都是为了

避免达到征收两税的额度而结余下来的。

企业结余下来的工资基金、奖励基金，如果不采

取向职工发股票的形式，能 不能 将其用于生产发展

呢？我认为是可以的。这是因为.在企业的会计核算

上，资金的取得是按资金的来源区分的。但在资金的

使用上，却不必过于拘泥，各帐户之间的资金是可以

调剂串换使用的。过去我们在资金管理上采取“买酱

油的钱不能打醋”的管理方法，是不利于充分发挥资

金的使用效益的。因此，企 业 会 计帐户上结余的工

资、奖金能不能用于发展生产，关键的问题，不在于

是否用股票的形式发给职工，而首先在于国营企业资

金管理方法的改变。

企业将结余的工资、奖金的余额量化到个人，其

实质就是企业用结余的奖金、工资代替职工购买了企

业的股票。这与职工个人出资购买在性质上是完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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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所不同的是，如果将结余的工资、奖金余额先

用现金发给职工，而后让职工购买，那么发给职工的

工资、奖金，应该照章纳税，这是不言而喻的。不用

现金而用股票的形式发给职工，可能会使很多人感到

困惑，职工得到的是股票，并不是现金（控制了消费

基金），而这部分本应用作消费的基金又实实在在、

名正言顺地转变成了生产发展基金，所以，对这笔钱

不再征收奖金税、工资调 节 税 也 就成为顺理成章的

了！

也许还有人会用西 方 国 家 推行的 “职工持股计

划”来进行辩解。他们认为，目前在西方国家推行的

职工持股计划中，不也是将企业税后的一部分 利润转

化成了职工手持的股票了吗？其实， 这种类比是不够

全面的。

第一，我国国营企业的职工已经直接参与了企业

税后利润的分配。企业的奖励基金很大一部分都是在

企业税后留利中按比例提取和支付的。如果一定要仿

照西方企业职工的持股计划，完全可以将现在发给职

工的奖金、工资 变 成股 票， 这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

情。

第二，由于我国 国 营 企 业的经营机制还不够健

全，特别是企业的自我约束机制很差，为了控制消费

基金的过快增长，我国 才 开 征了奖金税和工资调节

税，而这两个税种完全是适应我国的具体情 况而开征

的.在西方国家是没有先例的。

第三，我国目前实行的股份制还很不规范，股份

制企业的内部、外部的约束机 制还没有真正建立起

来，由于没有股票交易市场，因此，职工对股票支付

高股息、高红利的压力很大。在当前如果采用将企业

结余的工资、奖金量化到个人的做法.不仅一方面造

成奖金、 工资的过量发放，而且还会因股息、红利的

压力进一步导致消费基金的膨胀。因此. 我认为，这

种方法是不宜普遍推开的。

那么，对企业帐面上工资、奖金余额应该如何处

理呢？我认为：

1.取消企业内部结余资金必须专款专用的做法，

允许企业统筹安排， 自主调配使用资金，使企业内部

结余的消费基金能够 根 据需 要转化为用于生产的资

金，

2.对结余的工资、奖励基金应规定用途，专门用

作企业工资、奖金的负亏资金。据调查.有些地区，

今年约有40%的企业，无法完成与工资总额挂钩的利

税基数，即使今年经济效益较好的企业，也面临着市

场激烈的竞争，可能出现效益下降的局 面。因此，将

企业效益好的时候结余的工资、奖金留存 起来，以丰

补歉是十分必要的。

3.如果有的企业一定要采用将结 余的工资、奖金

余额用股票形式发给个人的作法，那么应视同企业代

职工出资购买股票，按奖金税和工资调节税的有关条

款，照章缴纳奖金税和工资调节税。

意见与建议

应当加强对收据的管理

（单体荣  柳燕书）目前，有的企业对收据的使用管理重视不够，主

要表现在：没有建立健全收 据的 领 用 和缴销登记手

续；对开票人开出的收据不复核，不检查；收据的签

发日期和入帐日期不一致；收 据的 “抬头”、日期、

内容摘要、金额有涂改现象等。这样容易给一些不法

分子钻空子。对此，提出几点加强收据管理的意见：

1、收据应由企业的财务部门统一印购，统一编号，

统一发放使用，并设册登记，建立领用和缴销管理制

度。根据收入业务的繁简，按月、季、年审核、缴销。

管理收据的人员，应经常检查其号码是否衔接. 有没

有发生意外现象。对已用完的收据存根联，应按顺序

号，按月、季、 年度装订成册，编号登记归档。 2 、

指定专人填写收据和办理收款手续，收 款人不得填写

收款凭证。一般不准以白条代替收据，向对方收款。
收据的填写一定要符合填制规则；收据凭证是一式几

联的，要规定各联的用途，不能相互混淆。只能以一

联作为对方的报销凭证。

意见与建议核定利税基数宜采用求平均数法

（张绍福）

据了解，有很多主管部门在核定下属企业的利税

基数时，是将企业某一年度的 利 税 实 现数做为基数

的。由于这种办法过于简单，基 数 的确定 也不够合

理。如将企业近几年的平均年实现利税额作为利税基

数，可消除或减少企业因某一年度提 前或拖后结帐，

自行调节年度利润，及其它非正常因素对利税基数的

影响，避免竞争起点的不平等.有利于企业在同一个

起跑线上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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