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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制度改革中技术股份化问题研究》

内容概要

　　产权制度改革中的技术股份化问题，国外已实行多年，有了一批著述，但是传入的不很多。国内
有人尝试，也写了一批文章，但是系统成书的尚属罕见。孙月平教授先后担任工商管理教研部副主任
和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近年来已有多篇专论问世，并进行过多次调查。《产权制度改革中技术股份化
问题研究》具有以下优点和特色：　　一是理论阐发比较深透。从概念、观点到铺陈，广征博引，加
上自己的心得，构成系统，使读者一目了然，对此问题获得准确、全面的认知。比如对技术股份化的
内涵，讲得清晰易懂。　　二是结合实际有所开拓。《产权制度改革中技术股份化问题研究》以中国
、江苏和南京为研究客体，从实际出发，有数据，有案例，读来感到亲切。如提到南京10个企业，试
行后都有一定收获，给人以可信度，并且证明其是可行的。后附法规政策，便于稽查。　　三是结构
合理，层次分明，论证充分，分寸适度。全书有总论，突出研究重点，深入浅出，其后又有五章，逐
步演释，井然有序，体现了技术与经济、当前与长远、面与点的结合，事与理的相通。如第六章指出
现阶段技术股份化存在难点，接着提出对策建议，堪供有关部门参考。　　应当看到，对这个新课题
，理论和实践都在途中，没有尽其极致。我们的希望，寄托在孙月平等一群年轻学者们的肩上。他们
朝气蓬勃，勤奋敬业，敢于创新，善于攻坚，既有比较深厚的理论功底，又有比较踏实的调查习惯，
目前已经达到相当水平，相信今后更能百尺竿头再上一层。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前途似
锦；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这门显学，也必然会催生一批大理论家和大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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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股份化法规政策摘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节录）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国家经
贸委《关于鼓励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节录）关于资产评估报告书的规范意见（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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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技术股股权设计要考虑的因素　　1.模式选择。上述各种股权形式各有其优点和缺点，其内
在的价值、权益、风险、流动性、激励力度等均有所不同，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科技人员
的技术存在形态及该项技术在企业整个技术体系中所占的地位，以及激励目标，采用合适的模式，亦
可多种模式混用。比如，技术已形成专利且能较合理定价，可采用买断形式；若技术在公司技术体系
中占有长远的重要的地位，可采用技术所有权入股和优先股模式；若地位相对次要或带有短期性，可
采用分红股或分红还本股模式。如果技术以专有技术形式存在并不能较准确地测定能给公司带来多少
收益时，可采用期股或股票期权模式；也可在技术产生实际功效后，或科技人员在任职期间有重大发
明，可向科技人员奖励现股。科技人员人力资本人股，一般宜采用干股、分红还本股、分红股、期股
、股票期权等形式，而且对其转让应有一定的限制。　　2.购股规定。即对科技人员购买股权的相关
规定，包括购买价格、期限、数量及是否允许放弃购股等。在购买现股时，上市公司的购股价格一般
参照签约当时的股票市场价格确定，其他公司的购股价格则参照当时股权价值确定。购股期限包括即
期和远期，期股、股票期权的价格确定比较复杂。购股数量的大小影响股权激励的力度，一般根据具
体情况而定。在技术密集型企业中，应鼓励科技人员通过各种形式获得股份控股或相对控股；在一般
资本密集型企业中，也应灵活运用股权激励手段，鼓励科技人员参股持股，以稳定科技人才队伍，提
高企业科技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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