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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王元璋 彭晓峰

论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表决权

股份合作制是一项重要的企业制度创新。 对于这一 崭新的企业制度的性质、作用、股权结

构、收益分配等问题，理论界讨论较多。 但对于股份合作制企业表决权这个有关企业股份合作

性质的具体实现形式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却探索不够深入。本文试图展开对表决权的性质

和经济学内涵的探讨，并对实践中可能会遇到的一 些问题给予回答。

一、表决权是股份合作制企业根本性质的实现形式

1． 表决权从根本上讲是一种支配、控制权力。

表决权从根本上讲是一 种对企业的支配和控制权，是企业的最高权力和各项权力的核心。

有关企业的重大事项如生产决策、新项目投资、固定资产更新、发行股票或债券以及合并、分

立、解散均由之作出决定；企业的最高领导人和管理层由它选出；关系职工切身利益的工资、福

利以及股利分配由占多数的表决权通过。

2. 表决权体现了生产关系，是生产关系在企业的具体实现形式之一。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生产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产关

系由生产条件的所有关系决定，最终表现为收益的分配和控制管理权的分配。“消费资料的任

何 一 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j)生产条件的所有关系是社会生产关系的

基础。 在商品经济中生产条件就是指资本和劳动。 生产条件的所有，就表现为资本的所有和劳

动的所有。在股份制企业里，生产关系的收益分配的直接结果表现为：股东按资分配得到利润，

职工按劳动分配得到工资；另 一 方面，生产关系还表现为控制管理权分配；按照 一 股一票原则，

大股东或中小股东联合起来通过控制董事会表决权来行使对公司的管理和控制权。 控制管理

权分配是由资本生产要素决定的，这样，表决权成为生产关系在企业里的具体实现形式之一 。

股份合作制企业表决权同样如此。 一 方面，它必须维护资本的权力，另一方面又必须维护劳动

的权力。因此，表决权深刻地反映了生产关系，深深地打上了生产关系的烙印，直接关系着股东

和职工的切身利益，决定着企业的生产、投资、福利等重大事项。 任何忽视、无视表决权这一重

要经济学范畴载体的思路和做法都是错误的，其根本原因在于未能准确把握掩藏在表决权后

面的生产关系。
3. 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根本性质与当前的两种权利表决方式。

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根本性质在于它既是劳动的联合，又是资本的联合。劳动者具有双重身

份：既是股东，又是企业职工。股份合作制既具有股份制企业制度的某些特征，又具有合作制企

业制度的某些特征，是集股份制和合作制的某些特点于 一体，股份制和合作制兼容的企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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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作为股份制的特点，企业要求实现按资分配和一股 一 票的表决权；作为合作制的特点，企

业要求实现按劳分配和一 人一 票的表决权。对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收益分配，理论界基本取得

共识；对于表决权上却有较大分歧： 一部分赞成一 股一 票，一 部分赞成一 人一 票。又据国家科委

软课题组的调查报告（以山东省作为样本地区），目前股份合作制企业大多数实行一股一票制，

小部分实行一人一票制。应该说，单纯的一股一票或一人一 票都未能体现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根

本性质。 无论是一股一票制或一人一票制都不能体现股份合作制的兼容性质。

股份制强调资本的权利，实行一股一票的表决权；合作制企业强调劳动的权利，劳动起支

配作用，主张一人一票的表决权。而股份合作制企业是同时以股份资本的联合和劳动者的联合

为基础的，资本和劳动同为企业两种最重要的生产要素。 因此，在企业控制、管理权上，必须兼

顾资本和劳动各自的权利。表决权因此关系到职工的民主管理、控制权和资本的控制、支配、管

理权，它集中体现了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性质。

4.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收益分配方式要求与控制管理权分配方式相统一。

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收益分配方式为：职工以劳动者身份得到工资，税后利润 一部分按资分

配，一部分按劳分红，资本和劳动获得了各自的收益。 而如果只实行单一的一人一 票制或一股
一 票制，则在控制管理权分配上，或者劳动单方面享受权利，或者资本单方面享受权利，控制管

理权分配与收益分配不能统一，控制管理权分配和收益分配就会产生悖论和逻辑的混乱。 因

此，必须兼顾资本和劳动的表决权，以便于控制管理权分配和收益分配相匹配。

5. 股份合作制企业实际运行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决定了必须兼顾资本和劳动的表决权。

＠理论上股份合作制企业待股差异应不是很大，然而实际运行中，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职

工持股有一定差异。无视、否定这一差异，实际上就是否定投资较多的职工的资本权利，这将抑

制职工向企业提供更多的投资，从而导致企业缺乏发展所需的足够的资本金。

＠如果企业单纯强调劳动权利，主张职工一人一 票制，从而可能导致
“

内部人控制”，导致

企业很难吸收外部投资，因为外部投资者未能同等享受管理企业的权利，不利于企业广泛开辟

融资渠道和扩大投资规模。 股份合作制企业应是发展的，而不可能是永恒不变的。过分强调一

人一 票，企业资产重组就会遇到困难，企业实际上成为一个停滞不前的小社会。

＠如果企业强调一股一 票制，会造成职工在企业管理中地位下降；而职工又很难象股份制

企业的股东那样可以任意转让股权，股份合作制企业职工股东一 旦投入企业资金，根据规定，

不能任意抽回，只能在离开企业时转让给本企业其他职工。 职工持股者因此很难实施
“用脚投

票”的权利，“用手投票”的权利也被大大削弱。

6.由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否定了表决权，就否定了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性质。 坚持什么

样的表决权，就是坚待什么样的企业制度。如果坚待一 股一 票，企业就演变为股份制；如果坚持
一人一票，企业就演变为合作制。要坚待股份合作制，就要兼顾资本和劳动的权利，实行资本和

劳动相结合的资本劳动复合表决权。

二、资本劳动复合表决权及其票数确定的基本思路

要兼顾资本和劳动对企业的控制、管理权，就不能实行单纯的一股一 票或一 人一票的表决

方式，而要实行兼顾两者权利的资本劳动复合表决权方式。 实践中，资本的权利是比较容易确

定的，即以全体职工认购的股份总额（即企业净资产）为基础计算资本表决权总票数，每个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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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认购的股份代表着该职工对企业的资本表决权，其所拥有的资本表决权票数就代表着该

职工所拥有的资本对企业的控制、管理权。劳动的表决权票数如何计算呢？为了清楚地阐明这

个问题，以下举例说明。

设某厂欲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改制时，经职工股东协商 一致决定 该企业设立后的劳动

表决权票数与资本表决权票数之比为8 : 10，即劳动表决权票数与资本表决权票数的比率为

80%。该比率也可以是10:10或5 : 10等等，但最终以 该职工股东大会协商 一致意见为准。且

该比率一经确定，不得任意改变。其他企业表决权票数的比率确定与此类同。 该厂全体职工共

20人认购全部企业净资产50万元。 为便于理解和计算，规定1万元为1资本表决权，共有50

票资本表决权。职工最低认购股份1万元，最高认购股份6万元。认购股份额为1万元的整数

倍。 共有3人认购1万元股份，10人认购2万元股份，依此类推。 具体情况如下表：

＠认购股份额 1 2 3 4 5 6 \ 
（单位：万元）

`， 

＠购相同股份额职工 3 10 4 1 1 1 
（单位：人） 合计：20人

＠购相同股份额职工持股额合计
3 20 12 4 5 6 

（单位：万元） 合计：50万元

＠人均劳动表决权票数 2 2 2 2 2 2 
（单位：票）

＠单个职工所拥有资本劳动复合表 3 4 5 6 7 8 
决权票数（单位：票） － 0＋@

＠购相同股份职工资本劳动复合表 9 40 20 6 7 8 
决权票数 － ＠x@合计：90票

注： 1． 假定劳动表决权票数与资本表决权票数的比率为80%，该比率为职工股东大会通过，各企业该比
率可能不同。

2. 每个职工的劳动 资本表决权 劳动表决权票数与资本 职工总X + ＝50X80%+20=2票
表决权票数 总票数 表决权票数的比率 人数

劳动表决权票数如何计算呢？由千劳动不能像资本那样有一 个很明确的量，因此不能直接

给劳动规定一个票数。 但资本是一个固定的量，可考虑以资本表决权票数为基数，乘以劳动表

决权票数与资本表决权票数的比率为80%，即劳动表决权总票数为50票X80%=40票。将劳

动表决权总票数除以职工总人数，得出人均劳动表决权票数。每个职工所拥有的资本表决权票

数加上人均劳动表决权票数即为职工股东最后所得的资本劳动复合表决权票数。 如上表投资

2万元股份的职工拥有2票资本表决权，2票劳动表决权，最终该职工拥有4票资本劳动表决

权；投资 6 万元股份的职工拥有 6 票资本表决权，2 票劳动表决权，最终该职工拥有 8 票资本

劳动表决权。 该企业股份合作制 改造后，净资产仍为50万元，资本劳动复合表决权总票数为

90票，其中资本表决权票数为50票，劳动表决权票数为40票。

三、资本劳动复合表决权可作为按资派利、按劳分红的依据

按资分派股利很容易确定，但按劳分红却一直未有一 个较明确的分红依据，以致在理论上

提出按劳分红后，实践上却不便于操作。 实践中按劳分红相当程度上是模糊分红，分红依据不

确切，也容易引起纠纷。资本劳动复合表决权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资本按资本表决权票数

得到股利，劳动根据劳动表决权票数分红，同票同利，界限清晰，分利分红依据明确，举下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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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资本表决权票数，劳动表决权票数可分别作为按资分配股利、按劳分红的依据，接上表资

料，企业今年实现净利润20万元，扣除提取盈余公积等后发放股利9万元，则每票代表股利为

9万元--;-(50资本表决权票＋40劳动表决权票）＝o. 1万元，具体计算结果如下：

认购股份额
1 2 3 4 5 6 

（单位：万元）

购相同股份额人数
3 10 4 1 1 1 

（单位：人）

单个职工资本股利
o. 1 o. 2 o. 3 o. 4 o. 5 o. 6

（单位：万元）

人均劳动股利
0.2 o. 2 o. 2 o. 2 o. 2 0.2 

（单位：万元）

单个职工资本股利与劳动
0.3 o. 4 o. 5 0.6 o. 7 o. 8

股利合计（单位：万元）

9万元股利＝ O. 3X 3+0. 4XlO+O. 5X4+0. 6Xl+O. 7Xl+O. 8Xl 

9万元股利最终按资派利5万元，按劳分红4万元，每票分利均为 o. 1万元，其中人均劳

动表决2票，即人均劳动分红 o.2万元。

由此可知，资本劳动复合表决权不仅解决了控制管理权分配的问题，也从根本上解决了收

益分配问题。

四、有关资本劳动复合表决权票数的几个问题

L劳动表决权与资本表决权的比率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数字，它取决于各个股份合作

制企业职工股东的意见。如大部分职工认为应提高劳动表决权票数与资本表决权票数的比率，

则该比率可适当提高， 但最高不得超过100%。劳动表决权票数与资本表决权票数比率应绝对

大于零。如等于零，则企业实际上未考虑劳动的股权，企业实质为股份制企业；如不计算资本表

决权票数，则企业实质为合作制企业。

2. 劳动表决权票数与资本表决权票数的比率一经确定，不能改变。 任意变化是违背股份

合作制企业性质的。但股份合作制企业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职工可能调进调出，融资、投资渠道

也可能发生变化。在股份合作制未演变为股份制企业前，劳动表决权票数与资本表决权票数的

比率是不变的，所能改变的，只能是单位资本和每个劳动者应分享的票数。

3. 职工离开企业时资本股不能带走，必须在企业内部转让，其他职工有优先受让权。这符

合企业投资者不能随意抽走所投资金的规定。 劳动股表决权随职工调离而消灭。 新进职工依

劳动表决权总票数除以劳动者总人数享有劳动表决权份额，未投资入股的不能拥有资本表决

权。相反的，少量只投资入股而未从事生产经营的股东，不得享有劳动表决权，其拥有资本表决

权票数＝资本表决权总票数＋股东投入企业资金总额 X该股东投入企业资金额。

注：

(D《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96年版，306页。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学院；邮编：43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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