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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合作制：民营经济改制的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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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民营经济面临着第二次创业，这是杜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要求'也 是民 

营经济适应两个转变，上台阶大发展的内在冲动。在第二次创业中，我国民营经济将逐步告别 

作坊式的生产方式和家长式的经营管理办法 ，向现代化企业 的方向发展 。在这一过程中，我国 

民营经济纷纷采取了股份合作制形式。为什么民营经济这样青睐于股份合作制呢?这值得我 

们深入研究 。 

第一，股份合作制产权明晰，能有效地调动民营企业职工的积极性。我国民营经济中的乡 

镇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由于创办时乡镇社区组织或城镇社区组织投了资．有的在发展过程中 

叉吸取了职工集资，经过几十年的滚动发展 ，现在家产厚了。这里面既有资金的积累．又有劳动 

的积累 但是，目前虽说企业自主经营，但实际上还是乡镇社区组织或城镇社区组织的负责人 

在进行经营决策。乡镇社区组织和城镇社区组织既是企业财产的所有者，又是企业的直接经营 

者 。如同国有企业一样 ．乡镇企业、集体企业也存在政企不分的现象。这种企业产权的错位，使 

企业名为独立接算，自负盈亏，实际上是负盈不负亏，造成集体资产大量流失和损失，职工的积 

极性也因此受到严重挫折。可见，我国乡镇企业的改制已越来越迫切。在改制中，要适应市场 

经济需要，就必须 以明晰产权为前提 ，以政企分开为条件 ，使错位 的产权主体到位 。在这个方 

面，股份合作制就以自身明晰的产权组织形式，适应了我国当前生产力水平下的乡镇企业和集 

无形资产折价人股的形式，这一形式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因为它使 人力资本等无形要素股本化 

了。这一类股份合作制就转变成了“泛股制 ，与国外的利润共享制有共同特点。股份合作制实 

行“投资共筹、收益共享、风险共担 的原则，在 自愿互利 的基础上把资金、技术、劳动力 管理、 

信息等联合起来，进而打破了地域、亲缘关系的界限，资产由借贷、集资转向风险投资，由短期 

投资转向长期共同经营。因而股份合作制大大地优越于合作制．其实质并不是合作制。 

综合上述，我们必须全面理解、认识股份合作制，它是吸收了股份制的运作机理和合作制 

的合理内按综合而形成的一种新型的微观经济组织形式。它融资金联合与劳动联合于一体，使 

企业职工融劳动者、经营者和股东于一体，既联合劳动、按劳分配，又联合投资、按资分红、利益 

共享、风险共担，并以企业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其基本特征有：①企业职工是主要出资者和 

劳动者。企业实行按劳动合作和资本合作相结合，其中劳动合作是基础。②企业实行民主管理 

制度，其决策要体现大多数职工的意愿。职工具有重大决策的表决权，采取“一人一票”，而不是 

股份制的“一股一票”制。外部股东采用优先股的形式，无投票表决权，可优先取得股息，股息率 

高于银行同期利率。⑧在按劳分配的基础上实行按股分红和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原则 @ 

企业 内部建立了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因而股份合作制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微观经济 

组织形式，它既不同于私有经济组织 ，也不同于我 国计 划经济体制下 的单一集体组织．既不同 

于股份制，也不同于我国初期的合作制经济组织，它是一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型 

公有制经济组织制度。 (责任编辑 姚德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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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企业机制改革对明晰产权的要求。它兼具股份制和合作制的特点，具有“资合性 和“人合 

性”，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的一种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制度。就股份制特点而言，企业是 

由财产关系组织起来的，如同股份制一样，全部企业财产分成等额的股份。其股权的设置大体 

上是按出资主体来划分，可分为：国家股、社区股、乡镇集体股、社会法人股，职工个人股、外资 

股等。因此，股份合作制企业由于设立股权，使财产的所有关系十分清晰 。在股权 中，职工有以 

个人合法财产出资形成的股份和原有企业改制时界定为职工共同共有的财产形成的股份。这 

样，使企业职工既是劳动者，又是出资者，企业资产落实到职工个人，从而有效地调动了职工关 

心企业资产保值增值和办好企业的积极性。可见，股份合作制企业实现了产权多元化，产权明 

晰化，产权所有者可按照企业财产份额获得利益，行使权利，承担义务，同时也实现了政企分 

开，使企业成为法人，落实了经营自主权。由此，能调动企业所有者、经营者和职工多方面的积 

扳性 

第二，股份合作制能有效地聚集资金，有利于民营企业实现集约经营。在我国当前生产力 

水平下 ，资金始终是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也是民营企业发展中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一般民 

营企业很难在银行获得贷款。股份合作制在这方面最适于民营企业获得融资渠道，广泛聚集大 

量资金。因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吸取了股份制的特点，具有独特的融资功能，垒业可通过扩股，吸 

收社会闲散资金和法人资金以及外资，在短期内实现企业规模的扩大和技术结构的提升。股份 

合作制企业扩股筹资 ，对于推动民营企业集约化生产经营具有 巨大功效。 

第三，股份合作制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相结合，有刺于调动民营企业所有者、经营者 

和劳动者的积极·I生。我国民营经济中的乡镇企业和集体企业，其分配机制虽活于国有企业，但 

由于计划体制的影响，也存在平均主义、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现象，由此抑制了职工积极性 

的发挥。个体私营企业职工感到自己受雇佣出卖劳动力，企业是老板的，给多少钱干多少事，职 

工也不可能发挥当家作主的积扳性。但是，股份合作制能在利益机制上较好地解决这两个方面 

的问题。由于股份合作制实行按劳分红和按股分红相结合，这种利益机制体现了资本与劳动对 

剩余分配的相应权利，使企业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通过联股联心，个人命运与企业命运紧 

紧地结合在一起，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调动了劳动者参与企业管理，增产节约的自 

觉性与积极性。企业的财产人人有份，职工真正当家作主，有利于防止集体资产的流失，使集体 

资本 能有效地保值和增值。 

第四，股份合作制吸取了股份制和合作制治理结构的优点，有利于民营企业实行科学决策 

和民主管理。由于股份合作制实现了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职工既是企业的生产者，又 

是企业的出资者。因此，使股份合作制企业实现科学决策和民主管理成为可能。对于一般的股 

份合作制企业，其组织机构有职工股东大会、理事会和监事会。职工股东大会是企业最高权力 

机构 ，职工具有重大决策的表决权 。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理事会和监事会，由理事会聘用经理等 

主要管理人员 经理为企业的经营者，负责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监事会为企业 的监督机构 。 

股东大会的表决实行一人一票制，这样更能体现企业的合作性。可见，股份合作制的治理机构， 

既吸取了股份制的优点，又吸取了合作制的优点；既简化又有效率，较好地克服了乡镇企业、集 

体企业的政企不分，又克服了个体私营企业的家长式经营管理的弊病。有利于民营企业在现代 

市场经济激烈竞争中．实行科学决策。同时，由于职工又是民营企业的所有者，他们从关心 自己 

的利益出发，以主人翁的态度，参与企业管理，关心企业的生产经营，监督集体资产的保值增 

值 这样 ，又有利于民营企业实现 民主管理。职工的积扳性是企业发展的动力源，科学决策和 

民主管理有利于保护和调动职工积极性，这是民营企业走向辉煌的有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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