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群众投劳来治理江河，弥补资金不足。双流县和眉山

县还分别建立了岷江防洪基金，主要用于岷江河道、堤

防的治理、加固维修、防洪抢险的补助及奖励以及用于

沿江乡镇救灾及恢复生产。

有效的资金投入，取得了显著的防洪效益。江河两

岸修建堤防后，不仅增加了经济效益，而且使耕地不再

流失，地力不断增强，增加了可利用的河滩耕地，提高

了粮食产量。如乐山市某区，处于青衣江下游出口段右

岸，有 5 万多人，3 万余亩耕地。1975 年洪灾以后开始

修建河堤，现已形成 13.44 公里的防御规模，总投资为

775 万元。建堤后，青衣江超过 1 万个流量以上的大洪

水发生过 5 次，除堤坝未连接处有部分耕地被淹外，保

护区内人民的生命财产安然无恙，共减少损失 3 000 多

万元，此外，还增加可利用耕地 4 600 亩，粮食亩产增加

200 斤。1991 年发展乡镇企业 67 个，产值 1.7 亿元，比

1975 年的 100 万元增长 170 倍；财政总收入 659.7 万

元，比 1975 年的 64.37 万元增长 1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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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股份制
试点企业问题调查

牛丽
随着全国股份制试点的进行，天津市的股份制试

点工作正在逐步展开。截至 1992 年 8 月底，正式批准股

份制试点企业 22 户，其中，工业企业 11 户，商业和非工

企业 11 户；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发行股票的 20

户，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不发行股票的 2 户。内部发

行股票的 20 户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本总额为 38.36 亿

元，其中：国家股 24.05 亿元，占股本总额的 62.7% ；法

人股和职工个人股占 37.3%。这 20 个股份有限公司成

立后，通过招股增资，对解决企业资金紧缺，促进企业

扩大再生产，推动企业转换内部经营机制等都将起到

积极作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股份制试点企业还很

不规范，存在着种种问题，亟待解决。

第一，要求用一周左右的时间将全部资产评估完，

要求过急、过紧。由于种种原因，多年来国营企业的基

础管理工作比较薄弱。进行股份制试点要对企业的资

产、债权、债务做彻底清查，并对企业实际资产的现价

做出评估，这是一项工作量很大的工作，一周左右时间

根本无法对企业的实物资产价值做出准确的评价，因

此资产评估失去了其解决价值不实的作用。

第二，测算国家股的标准不统一。根据财政部、国

家体改委《股份制试点企业财务管理若干问题的暂行

规定》、《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及天津市财政局、

国有资产管理局《股份制试点企业国有资产和国家股

股权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由国营企业改组为股份制企

业，应按资产评估确认的价值调整原企业的帐面价值

和国家资金，并按调整后的净资产及股票票面价值折

算国家股本。鉴于天津市国营工业企业经济效益不太

理想，资金利润率较低，为了照顾试点企业，在实际测

算中采取了一些变通办法，即对困难较大的企业，在核

定国家股时，可略低于评估值，也可按企业原帐面净资

产价值核定，不搞一刀切。但工业的 11 户股份制试点

企业大都按企业原帐面资产价值核定国家股，且核定

的国家股又大都低于原帐面净资产价值。经核定，这 11

户企业原帐面净资产价值为 21.18 亿元，而核定的国

家股为 16.20 亿元，相差 4.98 亿元。

究其原因，一是国家规定可将部分非经营性国有

资产不折价入股。二是一些企业为减少国家股数额，将

非经营性资产范围扩大。根据《天津市股份制试点企业

国有资产和国家股股权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企业的

非经营性资产可折价入股也可不投入股份制运营，而

采取委托股份制企业或其他单位进行专项管理。现在

工业 11 户试点企业中大部分非经营性资产没有投入

股份制试点企业，并且也无委托专项管理的办法，有的

企业甚至把不应列入非经营性资产的也划进去，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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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减少国家股数额。如把未使用、封存的经营性资产划

为非经营性资产；把厂内的食堂、浴室、保健站划为非

经营性资产等。三是福利基金超支。试点企业中福利基

金大部分都有超支问题，其超支数额已将原国有资产

冲抵。按《天津市股份制试点企业国有资产和国家股股

权管理暂行办法》规定：试点企业福利基金超支占用生

产发展基金或其他生产性基金垫付的，经财政部门审

核批准，可将垫付福利基金赤字的生产发展基金或其

他生产性基金转为福利。这是指将评估后的资产作为

一个整体，即将资产评估值全部折作国家股的处理办

法。如按原帐面资产净值折算国家股，则应将这部分超

支所占用的基金予以还原，福利基金超支应在资产评

估后的升值中冲减，即冲抵升值进入资本公积金部分。

有些试点企业已将垫付福利基金赤字的生产性资金冲

抵了原帐面价值。这种状况将会给今后企业的生产经

营和国有资产管理工作带来许多问题和困难。由于扩

大了工业企业国有资产不入股的变通范围，出现了同

是国有企业，但在国家股的核定问题上，造成工业与商

业及非工企业间的不平衡。

第三，对国家股分红的原则掌握不严。市里一再明

确对国家股分红要按下列原则，即对原企业利润分配

实际税负低于 33%的，国家股应得红利可暂留企业有

偿使用，待扩股时，增扩为国家股；实际税负高于 33%
的，国家股分红则不能坐留。但天津市工业试点企业均

未按上述原则办理，几乎全部将国家股应分红利留给

企业有偿使用，极大地损害了国家利益。

第四，对国有企业试行股份制的目的、意义不甚清

楚。通过试点，发现相当一部分要求试点或已经试点的

企业甚至一些主管部门的领导，并没有搞清楚股份制

是什么东西，更没有明确试行股份制的目的、意义，对

投入股份制企业的资产范围也不够清楚，往往是从集

资角度考虑较多。似乎将企业的国家股核定的越低，才

对其他股份（包括法人股和个人股）越有吸引力。从政

府股份制改革的意向来看，仅仅选择效益好的企业进

行试点，从产业优化、企业经营机制转换方面考虑较

少，人为地造成了股票投资风险降低，刺激了股票投资

需求膨胀，在一定程度上把股份制改革的意义局限于

筹集资金。这已成为股份制企业组建和试点工作进行

规范操作和继续深化的主要障碍。

第五，政府行政干预仍然存在。在国家目前宏观调

控职能弱化的情况下，行政干预就成了宏观管理的一

种手段。因此，尽管股份制企业财产自有，但并没有完

全自主权。靠政府领导人的指示、意见、谈话办事总免

不了变化多、摇摆大，不仅刺激了企业的短期行为，弱

化了企业与股东的联系，也直接削弱了股票对居民的

吸引力。因此，急需制定较为健全的法规，否则必然造

成无序混乱。

要解决以上种种问题，当务之急，应尽快建立健全

全国统一的《股份公司法》、《证券交易法》，严格对股份

制企业进行资产评估、验资核资，着眼于产业结构优化

和企业经管机制的转换，同时，应着手清理不规范的股

票发行，扩大合格股票的供应量，推进股份制改革的健

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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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界定
预算外资金范畴

  实施简洁有效的
财政管理

王荣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

深入，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各种预算外资金规模逐年

扩大，形成了与预算内资金并驾齐驱的态势。应当肯

定，预算外资金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但从

近几年的情况看，预算外资金管理还存在不少问题，对

行政事业单位的预算外资金实行“专户储存”和对企业

及主管部门的预算外资金实行“计划管理，政策引导”

的管理办法，实际上流于形式，预算外资金的流向和使

用不尽合理。当前对预算外资金的管理应该而且必须

从改革上寻求出路，在改革中求得完善提高。我认为，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预算外资金的管理，要在明确指

导思想的基础上，对预算外资金的收支范畴、管理范围

进行再认识，并在此基础上采取新的行之有效的管理

方法，以求发挥其最大经济和社会效益。

重新界定预算外资金范畴，缩减财政对预算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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