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发展的最有效形式。
3. 股份制能够广泛而迅速地集中贲全，实现规模经济效益。 股份制能够在短期内将杜

会上分散的货币资源集中起来， 达到大规模经营所需的巨额资金措， 适应了社会化大生产的

需要， 同时又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化大生产的迅速发展。 在这个方面， 股份制占据着绝对的优

势。 然而在我们目前情况下， 是否利用股份制集中资金、形成规模则需要作进一步考察。 首

先应该注意到， 利用股份制从国外吸收资金与从国内吸收资金是不同的。 前者可以增加我国

可供利用资金的总量；后者只是资金的转移， 国内资金总最不会发生变化。 因此， 利用特种

股票的发行组建股份公司， 以直接从国外吸收资金、 缓和我国资金短缺的困难是条可取的途

径，但若从国内吸收资金， 则存在 一个如何利用有限资金的问题。 由此出发， 我认为， 在目

前情况下， 不宜大力实行单个企业的股份制， 而应推广企业之间相互参股、持股形成的股份
制。 理由是： 第 一，单个企业的股份制筹集的资金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居民的储蓄，而这些储

蓄已经作为间接融资由银行投入使用。 向个人筹集资金不过是将国家可集中利用的资金拿出

一部分来， 不需还本地投到股份制企业里去， 这对于实行股份制试点的企业和地方来说只有

好处，但它却加剧了整个国家的资金困难， 也使非股份制企业和股份制成份少的地方所处宏

观环境更加不利。 另外， 我国银行长期处于 “短存长贷 ” 的不合理负债结构中， 银行贷款大

蜇被企业占用， 偿还困难， 个人的大量投资可能迫使中央银行发行货币， 带来支付危机。 企

业之间组成的股份公司则不同， 如果掌握企业用自有资金进行参股、持股的原则， 那么它对

于宏观的间接融资并未产生不利的影响。 同时它又解决了单个企业资金不足、 规模不经济的

问题。第二， 企业较个人更能充分地掌握信息， 更能了解企业的经营状况， 因此， 企业参

股、持股进行的投资会比个人的直接投资带来更好的资金使用效益。第三， 在形成规模经济
的同时， 企业之间组成的股份公司还有利于企业之间专业化分工协作的发展、 有利于企业的
改组， 单个企业的股份制不能做到这一 点。 因此， 虽然股份制具有迅速集中资金、形成规模

经济的功能，但在我国目前情况下， 对于股份制的不同形式应区别对待， 不该搞 “一刀
切 ” 。

4. 股份制有利于分散风险。股份制企业集中起的巨额资金如果只被一个或儿个投资者
承担， 那么风险很大， 一旦企业经营不善， 就会使投资者损失惨重， 甚至倾家荡产。 股份制
企业将这笔资金细分到每个投资者都可承担的程度。 每一个投资者， 一是他可以将自己的资

金分投到不同的企业， 二是他对某个企业所负的责任仅以其出资额为限， 三是他可以在市场

上自由转让和买卖股票， 使投资变得迅速、灵活和方便， 因此， 他的风险大大减小。这是股

份制能够迅速集资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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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讯·

郑德如教授主编的《统计学〉〉出版

我校统计学系教授、 博土研究生导师郑德如主
编的（（统计学〉〉 一书， 最近已由立新会计图书用品
社列为«上海财经大学丛书〉〉正式出版。 该书是作
者在统计专业基础课程教学改革基础上编茗的， 分

为描述统计与推断统计两大部分。 全书约20万字，

分别阐述了统计学的发生、发展， 其性质、 内容和
研究方法， 统订负料的搜操和整理、 梊中趋势与谄

散趋势、 相对指标和指数、时间序列、 概率龙的基
本概念和方法、 随机变虽与概率分布、参数估计和
假设检验、抽样设计、回归分析和相关分析、拟合
优度检验和非参数方法、决策分析等。 本书对国外
的一些统计学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也作了较全面的
研究和阐述。

（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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