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川沙印染机械厂实行股份合作制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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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川沙印染机械厂是城镇乡乡办骨干企业， 1989

年初， 经县、乡领导部门批准进行股份合作制的试
点。 这个企业的基本特征是： （1）入股者必须以
合作为前提， 以共同参加本企业的劳动 为纽带，

(2)股份持有者必须是本企业在职职工， 不吸收
社会股， 股份不得随意转让和买卖， （3）资产构
成以集体和职工个人股相并举， 多余的集体资产作
为借入资金， 以资产利润率有偿使用。 其主要办法

是(1)原有乡办企业资产进行重新评估后， 一部
分进行参股，余下的转入乡联社作为借出资金，收占
用费，有偿使用， 该厂根据帐面结余资产195万元，
经有关部门、厂部和职工代表对资产进行重估， 增
值11万元。乡联社参股50万元，尚余156万元按3 年平

均资产利润率19.8％计算， 则每年按15％收取占用

费， 列入企业成本。 (2)对原有企业历年分配额
中提留的以丰补歉储备基金和在净利分成时的一部
分奖励基金， 提出大部分作为职工集体基金股列入
在职职工名下， 只享受分红权利， 退休后仍归职工
集体基金， 不得作为个人退股金额。 该厂两项基金
有26.8万元， 转入25.895万元为职工集体基金股。

具体分三档分配， 一是60％部分， 按上年底职工人

数平均分配，二是20％部分， 按职工工龄平均 分
配，三是20％由厂职代会根据职工的贡献、岗位、

责任进行分配。 (3)职工个人持币股。 根据企业
内部组织分配职工集体基金股份额， 个人一次性持
现金购足应购股份，如不购个人持币股，则其名下职

工集体基金股作自动放弃。 该厂职工个人股25.895

万元， 这笔资金既集中和动员闲散在职工手中的消
费基金转化为生产资金， 以弥补企业资金不足， 增
强发展后劲， 又能缓解企业资金紧张的矛盾， 成为
自我发展的活力。 个人购买的股份金额按银行流动
资金贷款利率计算， 股息 年终一次兑现， 并摊入企
业成本， 这样使职工放心。 由千试点， 今后有了一
定习惯和信誉，可逐步完善。 (4)企业盈利时，在提
缴各项基金、缴纳所得税后的净利中， 再提留40%

企业生产风险基金、 8 ％福利基金和7％奖励基金

气 后的部分作为红利， 红利按股共同分配， 但股息加
红利， 其额度控制在30％的股金额， 超过的部分为
股份增值或参与下 年红利分配。 企业亏损时， 其亏
损额度按股份共同分担。 这项规定对企业有自我积
累的机制， 又体现了共同投资、共担风险、共沾利
益。 (5)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后， 为维护股东利
益， 建立股东代表大会和厂董事会。 它是企业经营
的最高决策机构和监督机构。 企业严格遵守国家法
律、法令和政策， 以及享受给予的各种优惠政策和
待遇， 保障企业和持股人的合法权益， 受国家法律
保护，政府和有关部门加强检查、症督、指导和支
持生产经营发展，任何单位、部门、个人都不准非
法干预企业的正当生产经营活动， 有权拒绝乱摊
派、乱收费、乱赞助， 谋窃非法利益。 这样， 促进
了政企分开， 并有助于引导企业真正走上自 主经
营、 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道路。 政府

部门的职能则转变为加强宏观调控， 以便促进政策
的协调配套。

（二）

实行股份合作制后， 给川沙印染机械厂带来了
很大变化，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有助
于坚持产品全面质昼管理， 提高企业素质． 质盎是
企业的生命， 他们重点抓牢四个 保证： 一是制度上
保证。 组建两个 “QC"小组开展活动， 制订了 质
盘会议、 现场质量检验评审、 质虽事故分析、质虽
信息管理等内容的全面质量管理制度。 二是人员索
质保证。 采取委托大专院校培训、 电视讲座、技术

练兵和技术讲习班等形式， 生产工人 持证 上岗，
提 高管 理 人 员的 技术素 质。 三是 质蓝奖 惩
保证。 该厂有一整套完整的质盘统计、测试和奖惩

办法。 对生产操作工每天按工作8小时计算， 凡是
无次品， 每小时奖0.12元， 反之， 每小时扣减0.12

元。 并设置流动红旗， 对优胜部门予以挂旗， 并发
奖金。 四是组织上保证， 厂部成立由厂长、质检、
技术、生产科组成的质菌检查监督小组， 每月活动
1-2 次， 做到从原材料进厂到产品成台出厂， 层

层把关， 不出 一 个次品． （2）推动了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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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增双节 ” 活动。 厂里专门成立了 “双增双节”

活动领导小组， 开展全厂性竞赛活动。 主要通过工
艺改革、 技术改造， 降低零部件报废率， 减少外加
工， 修旧利废和压缩非生产性开支等途径， 实现增
收节支。 尽量降低产品成本， 建立节 约奖励制度，
回收各种废生铁、 铁创花和铁屑， 重新翻砂回炉使
用。 两年内，根据计划用料量和实际用料量的节 约叭
结算金额达134.5万元， 以12 ％为奖励， 共付奖金
16.17万元。这些奖金全都经税务部门审核批准。
(3)保证了企业各项基础工作的达标和升级。 该

厂先后制订了基础工作内部升级标准和考核细则，
落实具体措施， 使企业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明显提
高。对产品都按标准化组织生产， 覆盖率达1oe% 。

对劳动人事和工时定额进行清理整顿完善 ， 把原定

额工时削减10.25% ， 相应提高超产奖励标准。 对
企业二、三线人员实行聘任制，试行满负荷工作法，
能兼职的不搞专职， 适当拉开 分配差距， 不搞升级
工作的花架子， 扎扎实实地搞好基础管理。 1989年
该厂破评为市局级先进企业， 1990年又被评为市级
先进企业。厂长认为升级工作的基点是提高企业全
面素质， 提高企业信誉和知名度， 重点是讲实效，
尽置减少不必要的劳神伤财的周旋， 拿出过硬的
各项指标。 (4)完善了民主管理制度， 促进精神
文明建设。 该厂早已在厂长任期目标制时，广泛开
展了为办好企业出谋划策的合理化建议活动，取得
了较好成效。 实行股份合作制以来， 企 业年 度计
划和生产经营方面的重大决策事项， 均由厂长提交
董事会和职代会酝酿讨论后确定， 改变了一 人说了
算的做法， 避免可能出现的决策失误。 对企业内的
于部调动和任免， 都先与党支部汇报酝酿， 经支部
考核审查后，厂长宣布执行。厂长本人比较开
阴， 分工负责， 各司其职， 决不用行政干预使大家
缩手缩脚， 看面色办事。 在生产上、 技术革新上以
及福利上该花的钱， 从不吝惜；而不该花的钱， 连
一分钱也要斤斤计较。 因此， 该厂的福利基 金从未
有过赤字， 奖励基金还有37.8万元， 可见企业的自
我制约也搞得很出色。 (5)企业走上了自主经 如

营、 自我发展的新路子， 制止了经济滑坡9这两年
正处于治理整顿期间， 基建压缩， 资金紧缺， 原辅
材料提价，特别是纺织机械行业首当其冲，形势相当
严峻。 该厂原80 ％左右生产任务是依靠上海印机厂
提供的，由千市场变化，印机设备销势欠佳， 上海协
作厂自身难保， 当然无法顾及合作伴侣， 上印机厂
]989年哈1600万元生产任务，］ 990年只有480 万 元

任务， 开大显拖欠货款。 该厂从靠人喂饭变为自己

找饭， 及时调整生产经营决策， 花了 300 万元用于
技术改造，扩建厂房， 增添新设备，有效增强技术
开发的能力。 加强和组建了技术设计和供销两支队
伍， 进行自力研制开发新产品和千方百计增加多元
渠道，专烧 “小锅饭飞不仅在国内市场上参与竞争，

而且在国际市场上打开销路。 终于取得1989年销售
收入2455.4万元和1990年销售收入2298 万 元 的成
绩，比1988年分别增加35.95％和27.24队不仅能够挺
住， 还有所增长，是极不容易的。(6)企业有着自我
积累、 自我制约的机制。根据帐面结算净利润， 1989

年和1990年分别为61.6万元和50.05万元，两者合计
为111.65万元，按原来向乡联社上缴25％比例，则上
缴联社利润应为27.91万元， 企业留利应为83.74万

元。 现按股份合作制章程规定： 一是生产风险基 金
40 ％计算为44.78万元；二是企业福利基金为8.96万
元，三是奖励基金为7.53万元；四是红利为50.38万
元。 因此， 乡联社分得红利1989年和1990年分别为
15.56万元和13.17万元，合计28.73万元，加上缴借
出资金占用费1989年和1990年分别为 23.37 万元和
28.75万元，合计52.12万元，两者相加上缴为80.85

万元， 比原上缴利润增加值52.94万元， 增加 1.89

倍。从企业留利来看，现改为生产风险基金1989年和
1990年分别为24.64万元和20.14万元，合计 44.7 万
元， 减值36.07万元， 减少43.07% 。 但增加福利基
金和奖励基金， 两年分别为8.96万元和7.53万元，
两者 合计16.48万元。个人 红利1989年和1990年分别
为10.91万元和 9.49 万元， 其中缴纳调节税 2.7 万
元， 实分个人红利17.70万元。另加两年股息7.97万
元， 两者个人股息和红利实得25.67万元，恰巳超过
职 工持币股缴纳数， 现在持币股等于净盈利额。 由
此可见， 集体和个人共沾利益， 且1989年应每股分
31.12元， 按规定其额度控制在股额的30% ， 因此
每股还增值了1.12元。

（三）

经过两年来实践证明，股份合作制企业经受_J
市场激烈竞争、 行业生产严重滑坡的考验，取得的
成果是来之不易的， 充分说明有巨大的生命力。 值
得我们思考：

1. 股份 合作制企业的性质问题。 不论是理论
界， 或者是人 们观念上， 还有不少疑虑， 担心把公
有制（集体经济）出卖给私人是一种倒退现象， 达
种企业不笲 “公” ， 也不算 “私＂ ， 象混血儿。 我
们认为应该理直气壮的说这是公有制为主休的股份

莹， 它真正建立起了风险机制，能减少企业风伦，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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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企业从体资产实力和风险承受能力。 由于企业的

重大经营决策要由弦韦会和职代会决定， 这就真正
体现政企分开和弥补了乡镇企业承包责任制中普遍

存在石负盈不负亏的弊端， 避免由于经营者经立与

管理水平偏低和职工包生沾费向现象而导致企业

决策失误和破产的风伦。 同肘某体资产大于入股金

额心品分为借用资金， 不承担经苔风险， 即仗企业

经营状况不好， 也要优先收取占用费， 如采企业友

生亏损或破产， 则要按股份来补信， 彻底改变了从

体包下来的做法。 至千企亚提取生产风陓基金和职

工渠体基金股， 性阮还足左体经济， 仅在股份份额

上享受分红， 也决不足屈个人私有。

2. 闱动经营名和生产者两个方面积极性回

莲。 实行股份合作制， 不论经凸者和生产者都足企

业股份的灼有者， 既是土人， 又是为动者， 肋者风

险共担、 收益共享、 亏损共闭，l入」而能够做到门肉
相连， 同舟共济， 增强］职上向上人订页任感。 介

业里有了职工的个人财产， 丘业盈利可多得， L..Jj员

是股份的本金， 必然使职工自觉地行使起生产经营

管理好企业的民主权力， 从而改义了承包责任制中
职工对生产不关心， 并和承包人之间在经济利益上

布对立情绪的伏况， 大大增强f企业的凝崇力和回

心力。

3. 增强企业自找飞控能力， 克服企 业短期竹

为和承包制中的讨价还价现了，队的问跃。 义 rj股份合

作制后， 企业于部和职工在一忑程度上成为企业所
有者， 个人利益与企业的及展紧紧地捆在一起， 一

荣俱荣， 一损俱损。 他们名氐眼前利益们， 不得不

考氐企业的长远发展， 决不愿抚竭泽面渔， 拼反

备、拼消耗， 滥发钱物守众韦也就相应得到抑制，

客观上起了强化企业的自我约未仇；切的作用。 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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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过去承包基数和积消比例上争议较多， 承包基
数订得越低越好， 积消比例定得越高越好， 甚至达

不到基数或亏损时， 年终要照顾多尸些， 形成变相
“大锅板” · 而川沙印机！这方面悄况正在逐步消

失，近两年分配上控刮很严，把结余的钱放在奖励基

金里，1990年底纪余了37.8万元，真是瞻前顾后， 合

理安抖，句终再不到乡经营笸理办公室去争去要。
4． 从中和动员困散在职工手中的消费基金转

化为生产基金问题。 这里可能有些同志有意见说：
“他们入股后拿股息要比银行个人存储利率皊 ” 。

从直观上看这些同志是有道理的。 其实在试点中这

样做是为了使职上放心，有一生吸引力。 企业资金

短缺也向银行贷款同样支付利息， 不过 “章程” 中
规走股皂和分红控制在股额30%， 与乡联社股只分

红是股钡f'.J30%）己同样的。 这样说明-下， 大豕就

可削解fo

5. 行政机构由对企业的直接干祯变丿J间接干

狈的转变回匙。 乡镇企\[]'大多数是乡（镇）或村从体

经改组织且长投女或扶扽创办起来的， 因曲过多地
受到行政支配， 虽一再强调放权， 或者实行承包，

但在资广所们权反有变革的估况下， 企业实际拥有

的经牧权足仪在限的， 仍难摆脱行政机构的束缚。

企业的盈亏风陓还是压在集体经济组织上，决不

允许放任自流， 还要时刻关心承包经营者的能力，

以及生产经营的决策， 不得不进行干预。 实行股份

合作制， 改支所有权的一元主体为多元主体，作丿J

集体经硝组织从烂多元主体中的一元， 弱化-J钉政

直接十纨企业的权力。 同时企业日常亭务由鱼巾会

选聘厂长进厅日理， 与行政机构脱钩， 企业成为真

正具有从人地位的经济实休， 自利于政企分开。

（上接第42 页）限制生产， 干扰资源的合理配置，降低整个困民经济的运行效率。 第二， 价格

补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物价水平， 但补贴过多会恶化财政收支状况， 反而造成通货膨胀

压力。 第三， 从总体上看， 价格补贴弊大于利， 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和社会福利水平的

提高，应该尽可能减少价格补贴， 让价格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

当然这里还有两点要说明： 一是价格补贴在一定条件下有缩小分配差别、 刺激某些商品

的市场需求、 促进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等功能， 因此对于具体商品的价格补贴改革应作

具体分析。 有些商品的价格补贴可以在一定时期内部分地保留， 分阶段地逐步减少或取消。

二是在存在抑制性通货膨胀的条件下（货币发行过多， 通货膨胀压力存在， 但是物价因受政

府控制上涨不多）， 取消价格补贴， 放开价格， 就会使物价总水平的上涨受到两个方面的压

九货币超发性通货膨胀和价格改革性通货膨胀。 对这时的价格补贴改革应取慎重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