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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企业

反映资金紧张

当前有不少地区、不少企业反映

资金紧张，原因何在？高稚光同志在

《经济导刊》1996 年第 4 期上撰文认为，

主要原因有 5 个方面。
（1）粗放型增长方式，拉动对资金

的高需求。其主要特征是，依靠上新项

目、铺新摊子，大量增加生产要素投入，

以实现经济增长。发达国家如美国是

20 % 依靠投入，80 % 依靠集约经济。我

国几乎主要依靠投入，是一种高投入、

高消耗、低产出、低质量的经济增长方

式。这种粗放型增长方式，一方面造成

产出少、效益低、技术进步缓慢、产业结

构不合理；另一方面造成资源的大量

损失浪费，拉动资金的大量需求。
（2）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资金

投放结构不合理。每年在安排工业企

业流动资金贷款计划时，由于先保证

中长期贷款，倒挤短期贷款，虽然贷款

总规模是增长的，而用于工业企业流

动资金的规模同生产发展的需求相差

甚远。再加上贷款进度不均衡，进一步

加剧资金的紧张形势。
（3）企业自有经营资金少，债务包

袱沉重。多年来，由于国家不再核定和

拨付企业流动资金，企业又缺乏自补

机制，致使企业自有经营资金占流动

资产的比重逐年下降。1983 年国有预

算内企业自有流动资金比重为 33 % 左

右，到 1994 年下降到 6.9 % 。由于自有

流动资金不足，企业基建、技改资金有

缺口，所需铺底流动资金不落实，大量

的用于生产周转的资金被釜底抽薪用

于固定资产投资。
（4）经济效益不好，资金周转迟缓。

1995 年，全国统计的 38 万户乡及乡以

上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比上

年下降 2 .7 % ，亏损企业亏损额比上年

增长 34% 。利润下降，亏损大幅度增

加，相当一部分资金被吃掉了。同时，

货款拖欠严重，企业间资金流动梗阻，

也压死了大量资金。
（石 摘）

文摘

陈锦华对重复建设

顽症开出五条药方

“大而全、小而全”和盲目重复

建设的顽症被国家计委主任陈锦华总

结为“最大的粗放经营”。为此，他开出

五条药方要求彻底根治。
一要切实把好项目审批关。凡属

全国生产能力过剩和低水平的重复建

设项目，一律不再批准。对“八五”期间

已经建成和结转到“九五”时期的在建

项目，进行一次认真清理。对那些由于

生产不配套、市场发生变化 、工艺落后

等原因不能正常投产的项目，要逐 个

研究解决办法，分别做出新的处理。对

那些规模不经济、技术落后，投产后必

然出现严重亏损的在建项目，要坚决

停下来。
二要加强和改善投资计划管理。

对国 家产业政策鼓励发展的建设项

目，在加强全国统一 布局规划的前提

下，合理界定地方的审批权限。对国家

产业政策限制的建设项目，要适当集

中投资审批权限。结合合理经济规模

的制定，重新修订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大中小型及限额划分标准。对一些没

有特定地点要求的热门投资项目，要

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生产能力发展总

量规划，通过招标方式，确定项目布点。
加快制定《投资法》，依法实施投资计划

管理，规范各类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

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三要完善国家产业政策。制定全

国重点行业的生产力布局政策，引导

各地按照发展全国统一市场的要求和

自身条件，发展优势产业，形成特色经

济。重点抓好汽车、钢铁、石化、电子等

行业经济规模标准的制定和落实工

作，对达不到经济规模的项目不予批

准。加强产业政策实施情况的监督检

查，提高产业政策的权威性、有效性。
四要通过增量调整带动和促进存

量调整。结合国有企业改革，通过跨地

区、跨部门的投资、联合、兼并带动国有

资产存量优化重组，逐步解决存量“大

而全、小而全”问题。加强老工业城市、

老工业基地的调整改造。在基础产业

和支柱产业中，以 现有骨干企业或国

家重点项目为核心，有选择地注入资

金，重点扶持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企业集团，兼并和淘汰落后企业。
五要加强固定资产投资信息导向

工作。搞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信息

的收集、整理、分析，及时向社会发布重

要行业产品的市场供需趋势、现有和

在建生产能力状况等信息，引导投资

行 为，减少投资决策的盲目性。
（摘自《中国经济导报》1997 年 1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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