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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4 股份合作企业的股权传构

林善浪

一、股份合作企业的产权结构

股份合作企业形成于两条途径，一是原有集体企业引入股份制因素；二是个体、私营经济

的联合。前者要解决的是集体企业产权不明确及由此带来的财产关系、管理方式和分配方式方

面的问题；后者要解决的是如何引导这些非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向合作经济方面发展。由于形成

途径和目的不同，股份合作企业的股权结构也有所不同。

l．农村企业型股份合作企业的股权结构

由原来农村集体企业改制为股份合作制的，多数以公有股权为主；由个体、私营经济发展

而形成的股份合作制，多数以个人股权为主。

以公有股权为主的股份合作企业，根据其投资的特点，一般设置了国家股、乡村集体股、集

体企业股、职工股和社会股。(1)由国家对乡镇企业减免税照顾和税前还贷部分少交的所得税

形成的国家扶持乡镇企业基金，以及国家全民所有制单位无偿支待的资金，这些资金被认为应

属国家所有，设立国家股。 (2)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将其积累直接投向企业，形成乡村投资基金，

这些基金属于乡村集体所有，设立集体股。 集体股归社区全体成员所有。(3)企业靠自身历年

利润留成形成的资产划为企业股。 企业股归企业全体职工所有。 集体股和企业股的划分，各地

有不同的做法。有的企业仅仅把乡村经济组织投入到股份合作企业的那部分资金作为集体股；

有的企业把自有资产一分为二， 一部分作为乡村集体股，另 一部分作为企业股。 (4) 把企业股的

一部分或全部按照经营者和职工的工龄、岗位、职务量化到个人，作为分红和扩股的依据，但不

提取、不继承、不抵押、不转让，职工离开企业时即自动放弃股权，股份所有权仍属千企业。 此

外，吸收本企业职工的现金投入，形成职工现金股。有的地方把前者叫做职工基本股，后者称为

职工风险股，并根据每个入基本股的数釐规定必须投入风险股的数量。(5)吸收本企业以外的

其他法人和个人的资金，形成社会股。 在这种股权中，乡村集体股和企业股一般占整个企业股

权的60％以上。

以个人股权为主的股份合作企业，其股权结构有四种类型：（1）企业内部职工人人入股，认

股数量差别不大，比较均衡。 (2)企业内部职工人人投资入股，但认股数量差别比较大，少数股

东掌握多数股份。 (3)企业内部少数人持股，一般管理人员和职工个人不持股。 (4)外单位和个

人持有部分股份，但股权主要控制在本企业少数经营者和职工手中。在以上四种类型中，第二、
三种类型最为普遍，并有继续发展的趋势。以个入股权为主的股份合作企业多数是由私人企业

和家庭手工工厂以及联户企业演化而形成的。它是在原有个人股权的基础上，通过直接吸收社

会法入和个人投资入股，或通过以劳带资、以资带劳的方式形成的股份合作企业。
2．社区型股份合作企业的股权结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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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对村或乡镇的集体财产进行评估，清产核资，然后根据社区内部劳动者对集体财富积
累的贡献大小，将集体资产以股份形式分配到人，以股权证明书明确个人占有股份和股值数
批，称为社员分配股。量化到人的具体依据各地不尽相同，有的地方设置人头股（按人口平均分
配股份）和农龄股（按从事农业的时间分配）；有的地方还设置了农田股和福利股。 量化的程度

也不相同，有的地方把所有的集体资产都量化到个人；有的则保留部分股份由乡村集体组织代

表全体社员共同持有，称为集体股（或集体积累股）。 但这种扯化到人的股权是不完整的，有的
称之为“ 虚股”、“ 影子股“，因为持股人仅以此作为分红的依据，不能赠与、转让、抵押、继承。

(2)将土地的价值折股，其中，一部分作为集体股，由自然村掌握，一部分（如 40% ）在本社
区内按人均分配，每人一股，作为集体土地股份，发给土地股权证书。土地股权证书是农户承包

土地的凭证，在进行土地经营期间，农户拥有土地股权不参与分红。当承包户从事本社区内非

农业生产时，其土地股份应参与分红。 土地股权证书可以继承或有偿转让给本社社员。

(3)社区股份合作经济组织吸收企业职工、本社社员及外界的投资，形成个人现金股。
3．农业中股份合作企业的股权结构

衣业中的股份合作制以林业最为普遍。一般做法是：对现有林木折价作股，设山地股（山权

股）、基本股和投资股三种股份。山地股是集体的山地投股，作为集体山地的有偿使用费，占总

股份的 20-30% ，每年由村委会代表集体分红；基本股是按人口均分股份，每年分红，但不转

让、不继承、不抵押、不退股；投资股是村民投入资金、技术、劳力营造的林木折价入股形成的股
份。

4．城镇股份合作企业的股权结构

城镇集体企业试行股份合作制以后，其股权设四分为：国家股、集体企业股、联社股、联营

股、个人股等股份。 各地股权结构的差别在于对国家股和集体企业股如何量化上。
企业存抵资产的划分，归纳起来有三种情况。(1)福建省南平建匝的做法，设公股和集体企

业股。 公股由国家历年给予企业的减免税金构成；集体企业股由企业历年积累的资产构成。
(2) 江苏盐城的做法，设公股、集体企业股和联营股。这里的公股由历年来上级部门无偿下拨或
投资的资金构成；联营股为社会其他企事业单位或外商投资构成。(3)江苏扬州的做法，设联社

股、公股、集体企业股。联社股由联社资金构成。

集体企业股的蜇化大体上也有三种情况。一是盐城的做法，全部集体企业股按工龄和表现

批化到个人；二是扬州的做法，将集体企业股划出 一部分(16%）作为职工个人资产名义股；三

是南平、建匝的做法，将企业历年积累的资金提留一定的公积金后，按工龄和人身以 57 : 43 的
比例划分到职工名下，工龄以在本厂的工龄为主。集体企业股盘化到个人，仅作为年终参与部
分分红的依据，不退股、不转让、不继承、不抵押、不馈赠，职工一 旦退休或调离企业时，由企业

收回归为生产发展基金，集体企业股的产权仍归企业全体职工共同所有。

个人股分为基本股和自由股两种。基本股是全厂职工均应认购的股份；自由股是职工自愿

超额的投资。个入股除了职工退休或调离外，一般不能退股。把职工入股作为职工上岗的条件，
一旦企业亏损，个人股和其他股份一起按比例冲抵。

二、国有产权的确认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个地区的城乡集体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都程度不同地享受到了政府

减免税或税前还贷的政策优惠。 于是，在股份合作制改革过程中，有人主张集体企业因国家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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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税而形成的资产应归属国有。 1993 年末国家《关千国有资产产权界定和产权纠纷管理暂行
办法的通知》第九条规定： “集体企业依据国家规定享受税前还贷形成的资产，其中关于国家税
收应收未税的税款部分，界定为国有资产＂ 。在实践中，有的企业将税收优惠和税前还贷形成的
资产列为“国家基金”、“国家股＂ 、“公股”等。 对此笔者有不同的看法。

1．税前还贷的产权归屈。 税前还贷减轻了企业负担，增强了企业的积累功能，由此形成的

资产产权属千企业，而不能归属国家。 首先，税前还贷是一种税收优惠，是减免部分所得税，即

巳减免，就谈不上“应收未收＂。 其次，集体企业与国有企业不同，对国有企业实行税收优惠，由
此增加的企业资产，理所当然归国家所有。但是集体企业财产的初始投资来源千本企业的劳动
群众或联合经济组织范围内的劳动群众。税收优惠带给企业的利益从来归受惠者所有，即归企

业财产所有者所有。再次，税前还贷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一种手段。国家对集体企业税前还

贷的政策，表明了国家依据法律和政策对纳税人实行了减免，解除了纳税人应交纳这部分税金

的义务。 若把集体企业执行税前还贷政策形成的资产，界定为国有资产，意味着过去已经解除
了纳税人的义务，现又追索回去。 从结果上看，税前还贷的优惠政策，不仅没有减少国家税收，

反而涵养了税源，为财政收入开辟了财源。
2．减免税的产权归属。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新办集体企业投资于国家鼓励发展的行业和项

目，在一定的时期内可以享受减免税的优惠政策。 由这种减免税形成的资产，也不能作为政府

对集体企业提出产权要求的依据。 这里关键是要分清国家两种不同职能和分占国民收入的依
据。一是国家以政权的身份，执行经济管理职能，以赋税形式占有国民收入； 一是以所有者的身
份，执行所有者职能，以利润形式占有国民收入。 减免税收是国家以政权的身份采取的一种宏
观调控政策，是在一定时期内 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对不同所有制不同类型企业采取的一种

倾斜政策，其性质与国家以所有者身份进行的投资完全不同。不仅集体企业享受过减免税的优

惠政策，而且还包括私营企业、＂三资“企业、以及不同时期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下的国有企业。

如果减免税收的行为作为投资行为，享受“三免二减 ”所得税的＂ 三资 “企业岂不都变成了政府
入股的合资企业吗？因此，以减免税收的理由提出产权要求显然是荒谬的。

3．有的集体企业有政府或国有企业的投资，甚至原始投资者本来就是政府或国有企业，对

这类企业的国有产权，应实事求是地予以确认，不能由千股份合作制改造而否定国有产权。

4．对 一些集体企业，地方政府从培植地方财源出发，进行了程度不同的缓收，即将企业应
当上交地方政府的利润或税收，暂时留在企业。由此而形成的资产应归实行缓收的地方政府所

有。 但在实践中，由于缓收的情况过千复杂，可由地方政府与企业协商解决。
此外，目前不少地方在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革过程中，国家扶持资金虽然不作为国家股进入

企业，但以“免税基金”形式挂帐。 这种办法也是不可取的。

理由之一，将国家扶持基金以“免税基金”形式挂帐，不进入企业股本总额。 这种做法是不

规范的。 首先这种做法没有界定这项基金的权属关系，并为将来 最终明确产权归属留下后遗

症。 其次，挂帐处理的实际效果是认可其所有权归国家，而这项基金却没有与其他基金一样的
收益，造成事实上的相互权益侵蚀。最后，如果挂帐免税基金所有权不归国家，那么挂帐本身就

没有意义。

理由之二，将国家扶持基金的所有权划归国家，不进入企业股本总额，而全部视同企业对

国家的长期负债。 这种做法侵犯了企业利益。 首先，乡镇企业资金平衡表中单列“国家扶持资

金”项目，只是近年来修订会计制度之后才实行的，企业目前该项目的帐面余额，并不全是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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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扶持结果的反映，由此作为长期负债而付息，造成企业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其次，债权债
务关系涉及双方的意愿，单方面地把以前的非债务关系确定为今天的债务关系，侵犯了作为债
务入的企业的权益。 最后，这种做法对千推进股份合作制改革是不利的，因为它必然使国家扶
持基金余额较大的企业又多了一项重负，因而不愿参与改革。

三、集体股和企业股的产权界定

设狸集体股是各地农村实行股份合作制过程中的普遍做法。 集体股是股份合作企业的主
要股份，在企业总股本中占50％以上的比重，有些地方达到80%。 集体股股权掌握在乡、村集

体经济组织，实际上也就是在乡、村政府手里，集体股分红收入归乡、村政府支配，用于乡村社

区性的公共开支。 对千要不要设这样的集体股，争论比较大。

集体股本来的含义是全体乡民、村民作为一个整体所拥有的股份，股权大家共同拥有，股

份分红收入分配给大家。 我国衣村中的集体经济是社区性集体经济，集体也就是全体乡民、村
民的集合体。这么大的集合体，必须要有一个机构来行使其职能，这个机构就是乡、村集体经济
组织，或乡、村政府领导下的乡、村经济组织。这样，集体经济的收入在分配时必须一分为二，一

部分分给集体成员，另 一部分留作乡、村政府行政开支和社区公共开支。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农村生产收入的统一分配根本不存在了。衣村生产收入首先归农

户，乡、村公共开支由事先扣留变成了事后提留，即从衣户已经取得的收入中提留。集体兴办的

乡镇企业的收入还是交乡、村统一 分配，但由千统一 工分制被取消，乡镇企业的收入失去了分
给广大集体成员的渠道，因此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这一部分的农村集体企业的收入只用千一

方，即乡、村行政开支和社区性公共开支，而没有分给另 一方即广大的集体成员。实行股份合作

制就是对这种不合理作法的改革，改革的实质是把集体企业收入重新分作两块，一块归乡、村
用作行政和社区公共开支，另 一块归广大乡民、村民个人。 由千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收入分配采
取股金分红形式，这样，乡、村政府与广大的乡民、村民个入必须各占 一部分收入。 这样就要求

把乡、村公共积累的资产一分为二，一部分公共积累的资产按劳动贡献量化到乡民、村民个人，

以进一步明确产权，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另 一部分公共积累的资产作为集体股，由乡、村政府代

表全体乡民、村民行使产权，保证乡、村政府获得稳定收入。 从这个角度看，目前集体股的存在

是必要的，不管名称上怎么定，集体企业的收入分配中必须有一块归乡、村政府，用千公共开

支，否则，基层政权和集体经济组织都会瘫痪。 西方国家的乡镇基层政权收入来自对乡镇范围

内的企业征收的地方税。 从长远看，随着分税制的实行，我国也应为乡、村政府设立 一种地方

税，以保证基层财政收入。 目前股份合作制企业中的集体股的分红部分，尽管与地方税的性质

不同，但它们的目的和作用是一样的，都是用千地方公共开支，包括行政、治安、福利、教育、文

化和支援农业生产开支。 所以，在目前条件下，农村集体企业中还有保留集体股的必要性。 以

集体股分红形式取代原集体企业向乡、村政府上交利润形式，这已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它将集
体企业与乡、村政府之间的分配关系纳入了规范化轨道，解决了长期以来乡、村政府毫无约束

地向企业索取利润和转嫁开支这两个问题，加强了企业自身的发展能力。
集体股采取什么形式，是优先股还是普通股，实际上是乡、村政府对企业经营决策起多大

作用的间题。现阶段，各地应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决定，不能一刀切。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
企业素质比较差，在规范了集体企业与乡、村政府的分配关系之后，让乡、村政府对企业经营决

策发挥作用，还是有积极意义的。改造以后的股份合作企业，由于股东分散，企业经营者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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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这就需要乡、村政府起监肾、制衡作用，也需要乡、村政府帮助企业建立信誉，开拓市场。

在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市场体系比较完善，乡、村政府的作用应主要集中在保护公平竞争，维护

市场秩序，搞好基础设施，支拔科教文卫建设，支持衣业生产等方面，应逐步减少对企业生产经

营的直接干预。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集体股，集体股的比重不宜过大。集体股在股份合作企业中的比重实际

上涉及乡、村政府和乡民、村民在企业收入分配中的比例问题。集体股的比重太大，乡、村政府

在收入分配中所占的份额太多，会降低乡民、村民个入收入的比例。 集体股的比重应以保证公

共开支需要为限瘦。

但从长远看，集体股只是一种过渡的产权形式 3 随着分税制的实行和完善，集体股应当取

消，堕不应占总股本的50％以上。目前社区型股份合作企业多数诞生千城市郊区或经济比较

发达的乡村，随着农村人口城市化，就会产生 一个问题，行政村消亡之后，集体股的
“

集体”

到底

指谁？谁代表集体行使权力？若居委会代表集体，不妥。 因为居委会是以行政管辖区为单位的

自治组织，其所辖居民已远远超出了原村民的范围。若把集体股归属股份合作企业，也不妥。因

为任何财产、权益都有最冬所有者和承受者，而且企业内的劳动者是流动的。显然，集体股的产

权关系并没有明确。

股份合作企业股权的另 一个特点是设企业股。在有的城镇股份合作企业中也称为集体股，

但其含义与社区型股份合作企业里的集体股不同，我们认为，设置企业股弊大千利。

从法律上讲，股份合作企业是独立于其所有者之外的法人，企业本身不应对企业拥有资产

所有权。 从产权明晰化上讲，全体职工集体持有企业股，与过去集体企业那种
“

集体所有，人人

没有 ＂的产权关系没有任何差别，产权归属仍然不明确，也和股份合作制改造的目的相矛盾。从

企业收益的用途看，企业股收益多数用千管理费用开支和扩大再生产，这样既与企业管理费用

重复，也和企业发展球金重复。 从决策角度看、如果经理、厂长行使企业股的股权，则与集体股

和乡民村民个人股分庭抗札，出现决策权多元化的局面，破坏了厂长、经理向董事会、股东大

会和职工（代表）大会负赏的管坪体制。因此，企业股没有存在的理由，不仅如此，设置企业股在

实践中还会产生 一 系列新的问题

(1)不利千实行职尸能进能出
＂

的劳动管理体制。 现有职工流动，其拥有的一份企业股如

何测算和处罚？另外，新增职工会迷成现有职工边际收入降低，企业对此会持排斥的态度，这样

就会使劳动力合珅流动受阻，与推行合同制相悖。

(2)不利千克服企业行为啎期化。 抽象的职工集体所有，会使企业和职工片面追求近期利

益和收入般大化，忽视利润目标和社会效益。

(3)不利千拙向必济联合的深入，走规模经营的道路。 当几家性质不同或企业股份额不一

的企业实行紧密联 ，

r乒合并为一个企业时，企业股产权主体非人格化造成的产权不清会使职工

舆体的股份无法确定归屈·也使原有职工渠体和合并企业的职工集体在财产占有上形成较大

差异，最终带斗不同职工菜休之间的矛盾｀致使横向经济联合难以探入展开。

四、集体公共积累呈化到人

在实跺中，羊千生体正业公共积累能否址化到人的问题，乡镇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的情况

有些不同前者争讫的焦 占、在于拭化到个人以后要不要规定几个
“

不准
”

，后者争论的焦点还在

千能不能航化到人、怎样址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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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城镇集体企业公共积累能否量化到职工个人的问题
有人认为，将集体企业职工多年积累形成的资产扯化到个人等千私人占有，就是私分了集

体财产，削弱了集体经济。产生这种认识的根本原因有：首先，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我国手工业
合作社曾非常明确地规定个人生产资料入股、集体劳动，年终按劳动和股金的比例分红，只是
到了1958年以后，由千受“共产风 ”的影响，·｀升级过渡 ＂，退还股金，随后又取消股金分红，把合

作经济看作“二全民”。 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克服“ 左 ”的思想影响，恢复合作经济的本来面目，
把集体企业的公共积累址化到个人、明确产权关系就是恢复合作经济的那种“个人入股，按股
分红”的本质。 其次，把所有制关系简单地理解为所有权。 所有制是一个内容十分丰富的概念，
所有制关系体现在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整个再生产过程中，所有权并不一定能体现所有
制关系的性质，集体企业公共积累批化到个人，但个人股份通过股份合作制联合起来以后，在
生产过程、交换过程和分配过程按合作经济的一般原则加以组织，这与个人合伙企业完全不
同，与股份制企业也不一样，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只有把集体企业公共积累批化到人，才能使集体经济体制改革获得突破性进展，推动集体
经济的发展壮大。首先，公共积累址化到个人，才能实现产权明晰化、人格化。在认真清理集体
企业产权的基础上，明确产权主体及其权益，把企业的公共积累和自然增值按一定的分配比
例，分别批化到投资者和职工个人。 在此基础上吸收职工个入入股，按合作经济原则改革企业
制度。 这样，职工与企业财产重新挂钩，就能真正地恢复职工既是所有者又是劳动者的主人翁
地位。其次，把公共积累批化到个人，才能有效地芳集社会资金，壮大集体经济。群众集资办企
业，如果把它的增值部分归属千企业集体共同所有，而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这个集体里的
个人又是不断流动的，那么还有谁愿意投资兴办集体企业呢？特别是随着机构改革的深入，有
些地方集体企业的主管部门将转变职能，有的转变为服务性质的机构，有的转变为经济实体。
如果不明确产权关系及其权益，集体经济就不可能有效地筹集社会资金。

公共积累批化的前提是科学确定产权主体。集体企业产权主体的确认，主要涉及到原始投
资者、公共积累的创造者以及企业运行中经济责任的实际承担者这三个方面的利益。对公共积
累拭化到入，通常有两种方法： 一是按“谁投资，谁受益 ”的原则，将企业的公共积累量化给原始
投资者；二是根据劳动价值论的原则，按“谁积累、谁所有＂的原则，将企业的公共积累按劳动贡
献大小址化给职工。前一种方法被认为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后一种方法被认为符合集体经济
的要求。 我国的法律包括宪法仍然把集体企业定性为合作经济，城乡不少集体企业也是从50
年代合作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50年代初期，我国合作社的分配方式与国外合作社大体
一致。 如1955年《衣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第63、64条规定， 对社员的土地和生产资
料支付合理报酬，公积金和公益金占实际收入的 6%，其余按劳动日分配给社员。1951年中共
中央《关千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规定，社员退社时有带走所投资金和所纳公积金
的自由。 这种分配方式只是到50年代后期在“左＂的思想干扰下才逐步改变的。 因此，集体企
业在改造为股份合作制时应当恢复合作经济的做法，按照合作社合理的资本报酬与盈余返还
相结合的原则，将企业历年形成的公共积累批化给原始投资者和劳动者，并在职工离开企业时
可带走。由于不少集体企业由乡镇或村集体经济组织创办的，按资本分配的部分应先归属乡镇
或村集体经济组织，把乡镇或村集体经济组织共同所有的资产折股批化给社区内所有的乡民、
村民。 其中，乡镇集体经济组织共同所有的资产可先折股批化给村集体经济组织，由此形成层
层待股关系。 由于企业历次变迁和职工病故、调离等原因造成无法明确归屈的公共积累不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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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可作为企业生产发展基金。 对新增加的公共积累，也应按照合作社的分配方式进行蜇化。
由千不少集体企业是单纯依靠银行贷款创建并发展起来的，企业的经营风险和民事责任

实际上不是由劳动者承担，而主要由贷款的担保者承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企业经营成功，归

还贷款后的净资产折股批化到职工；如果企业经营失败，偿还贷款的责任便集中于担保者。 显

然这是不合理的，也是目前股份合作制改革的主要阻力之 一 。 在我国的特定历史时期内，集体

企业的担保者多为其主管部门或主办单位，担保贷款的利益体现在收取一定的管理费。在股份

合作制改革过程中，公共积累址化应适当考虑这些主管部门或主办单位的权屈要求，以取代管

理费。 在机构改革中，不少地方的企业主管部门改制为总公司，这部分股份可作为总公司对原

来所辖企业的资产纽带；主管部门被撤销的，这部分股份可划归“总会 ”、“联社”所有。
2.量化个人股的转让问题

各地把企业公共积累址化到个人以后，都规定桩化个人股权不准继承、不准转让、不准抵
• 押、不准陪送，将来持股者户口变动或自然死亡之后，股权由企业收回。 由千这几个不准，股权

的分配与调整变成了一种经常性工作。 目前在股份合作制搞得早的地区，出现了一种呼声，要
求允许个入股可以自由地继承、转让、抵押和赠送。 由千批化个人股是对职工过去劳动贡献的

确认，是对投资者过去资本增值的确认，其产权归屑千个人，当然应允许继承、转让、抵押和赠

与。址化个人股份，凭股权参与企业分红，已经在实践中确认了个人对股权拥有完全的所有权。

因此，不允许继承、转让、抵押和赠与已经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了。相反，允许个人股权转让、出售
还可以优化资源的配罚，从外部给企业的经营管理施加压力，加强对企业经营者的监督。 因为

企业经营管理好，经济效益显著，股金分红的比例较高，则个人股权转让的频率低，股权转让的
价格高；相反经营管理差，经济效益差，股金分红比例低，甚至有可能亏本，则个人股转让频率

高，股权转让价格低。

总之，实践中的股份合作制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集体经济的产权所属，这就决定了它只能

作为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的一种过渡形式。只有在巳有的基础上，按照市场经济对产权制度
的要求，进 一步明确产权关系，才能促进股份合作企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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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两岸证券市场管理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沪举行

由上海财经大学主办，台湾东吴大学、台 计师界的有关学者和专家，共80多人，递交的

湾工商会计文教基金会、台湾公司组织研究发 论文近30篇。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汤云为教授

展协会协办的两岸证券市场管理理论与实践 参加了研讨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并分别发了

研讨会于9月19日至20日在上海新锦江饭 言。中国会计学会副会长杨纪碗教授和中国证

店举行。该研讨会主要研讨关千证券交易的有 监会首席会计师、国际业务部主任汪建照在会

关法规与监管间题、股票上市管理的理论与实 上作了专题演讲。 在整个研讨会期间，发言踊

务间题、会计信息披霹与监管问题。 参加研讨 跃，气氛热烈。

会的主要有台沔海峡两岸学术界、证券界、会 （一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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