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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重要内容，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是经济

体制改革的客观要求，也是建立现代企

业制度的客观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投资体制从宏观管理到微观运行的各

个方面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在投资领

域形成了以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方式

多样化、建设实施市场化、投资资金多渠

道、项目决策分层次为特征的新格局。
调动了各类投资主体的积极性，为我国

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市场的繁荣奠定了基

础。但是，投资体制在国家宏观调控下

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还没有充分发

挥出来，甚至在某些方面有一些深层次

的矛盾还相当突出。这些深层次矛盾所

反映出来的问题，集中表现为投资总量

膨胀、投资规模宏观调控困难、投资结构

不合理、重复建设、盲目建设和投资效益

低下。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尽快解决，

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

的进程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应引起

我们的高度重视。

一、“八五”时期投产的 81 个国家重

点项目基本建设资金来源情况和投资效

益情况

（一）资金来源情况。“八五”期间投

产的81个国家重点项目的投资总额为

1 442.7 亿元，其中，非经营性基金（国家

预算内拨款）72.63 亿元，占 5% ；经营性

基金（国家预算内有偿使用）84.37 亿元，

占 6% ；国家开发银行和建设银行贷款

586.17 亿元，占 41% ；利用外资 307.69

亿元，占 21 % ；企业自筹 124.84 亿元，占

9% ；其它投资 267 亿元，占 18% 。
（二）投资效益情况。从对 81 个项

目调查的情况来看，总体的投资效益（包

括建设期和生产期）不太理想。主要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超概算面大，超概算幅度高。81

个国家重点项目立项时批准概算总投资

为 917.58 亿元，实际总投资为 1 442.7

亿元，比批准概算总投资超出 525.12 亿

元，超概算幅度为 57.2% 。81 个项目

中，实际总投资超过批准概算总投资的

项目有 75 个，占 93% ；超概算幅度在

50% 以上的项目有 51 个，占 63% ；超概

算幅度在一倍以上的项目有 27 个，占

33% ；超概算幅度最大的达到了 14.7 倍

之多。
2.工期延长项目多。81 个已投产

的项目中，按计划竣工的项目 30 个，占

37% ；提前竣工的项目 5个，占 6% ；实际

竣工日期超过计划竣工日期的项目 46

个，占 57% 。平均每个项目拖延工期

16.7 个月，工期延长时间最长的达 5 年

之久。

3.达到设计生产能力的项目少。81

个项目中，实际生产能力达到设计能力

的 43 个，占 53%（其中，超过设计能力的

6个，占 7% ）；未达到设计生产能力的 38

个，占 47% 。

4.亏损项目多。81 个项目中除 11

个项目因为在 1995 年底竣工投产，其当

前的生产效益并不能说明该项目整体

的、长远的投资效益而没有进行统计外，

70个项目中目前处于亏损局面的有 28

个，占 40% 。

5.资产负债率高。81 个项目的平

均资产负债率为 75% 。资产负债率达

到 80% 以上的项目 35 个（其中，资产负

债率超过了 100% 的项目有 10 个），占

43% 。
6.平均投资利税率偏低。从对 62

个项目的统计情况来看，平均投资利税

率为 8% ，投资利税率为负数的项目 16

个，占 26% 。

7.投资回收期较长。81 个项目的

投资回收期平均为 15年，较短的一般也

在 5 年左右。有一些项目因资产负债率

较高，利息负担和社会负担重，尽管社会

效益好，但自身经济效益却很差，根本谈

不上回收投资。

二、影响投资效益的原因

从对 81 个重点项目投资效益调查

的情况来看，影响投资效益的原因是多

方面的，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

面的原因：

（一）政策方面的原因。
1.产品价格没有完全理顺，严重影

响了企业的经济效益。如兖州矿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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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所属东滩矿井洗煤厂，二期工程于

1993 年 12 月投产，1994 年和 1995 年每

吨煤的成本分别为 169.08 元和 174.38

元，而售价分别为 165.44 元和 156.43

元，1996 年 1—6 月份洗混煤每吨成本为

290 元，而售价才 250 元，单位成本高于

售价，形成亏损局面。
2.汇率政策的变化，使项目投资加

大，企业债务负担加重。如北京乙烯工

程于 1984 年立项，最初批准概算总投资

为 38.78 亿元，实际总投资为 64.15 亿

元，超出概算 25.37 亿元，其中，因外汇

体制改革，实行“双轨制”，汇率大幅度上

升而增加的投资为 10.9亿元，占超概算

部分的 43% 。

3.建设期贷款利息由挂息改为计

息，当年结息，增加了总投资。按 1991

年以前的政策，建设期借款利息作挂帐

处理，待项目建成投产后再分期归还借

款利息。从 1991 年起，银行对建设期利

息作了新的规定，由挂息改为按季结息，

使投资增加。从电力系统来看，这种因

利息政策的变化而增加的投资占总投资

增长的 12.99% 。

4.税收政策对投资规模和企业生产

效益也有一定影响。从电力系统来看，

因税收而增加投资约占总投资增长部分

的 4.42% 左右。
（二）客观方面的原因。
1.贷款利率的逐年提高，既扩大了

投资，又严重影响了项目建成后的经济

效益。据统计，基本建设贷款（以三年至

五年的贷款期限为例）的年利率“八五”

末期比“八 五”初期增加了 5.58 个百分

点，大大加重了建设资金的成本，扩大了

投资，造成了投资缺口。从投产项目来

看，建设期的利息大大加大了企业负担。
如金川公司二期工程总投资 26.7亿元，

资产负债率为 99.8% ，几乎全部由贷款

建成，如果按贷款利率平均上升 3% 计

算，因利率上升而增加的利息支出就达

8 640 万元。

2.物价上涨，投资加大。据统计，固

定资产投资（包括建筑安装投资、设备和

工器具投资、其它费用三项）价格在“八

五”末期比“七五”末期增长 86.87% 。从

中国石油天然气系统来看，“八五”期间

竣工的三个项目共超概算 19.9 亿元，其

中因物价上涨而超概算 9.3亿元，占超

概算总额的 46.73%。
3.资产负债率过高，债务包袱过重。

由于银行贷款和外资贷款占总投资的比

重较大，项目建成投产后给企业带来了

很大的债务负担。即便投资效益好的企

业，往往也是用高债务来支撑的。如河

北矾山磷矿项目到 1995 年底时，资产负

债率高达 98% ，投产后平均每年基建借

款利息达 4 300万元，使企业背上了沉重

的债务包袱。
4.实际生产能力与设计能力差距较

大。如山西铝厂二期工程的设计生产能

力为年产氧化铝 100 万吨，于 1994 年底

全面建成后，1995 年全年生产能力只达

到 66.8 万吨，为设计能力的 66.8% ，这

算是比较理想的生产效益了。到了 1996

年上半年氧化铝的产量仅为 27.9 万吨，

平均月产量为 4.65 万吨，实际生产能力

下降到设计能力的 55.8% 。究其原因主

要有三：一是管理没有跟上，导致事故发

生；二是销售渠道不畅，大量产品积压，

致使资金回笼慢；三是资金短缺，拖欠款

严重。
5.因外部环境不配套，有些项目投

产之时便是停产之日。如煤炭行业，“八

五”期间建成投产的 3个矿井项目，因外

部环境不配套投产不久即停产。
（三）主观方面的原因。
1.决策失误或者对项目的可行性研

究未达到应有的深度和力度。有些项目

由于在可行性研究阶段的工作做得不充

分，问题考虑得不全面，造成设计变更，

甚至决策失误，使工程投资增加，工期延

长，投产后生产能力得不到充分实现，从

而使企业生产达不到预期的经济效益。
如宁波港北仑二期工程 1 # 、2 # 泊位原

设计能力为年进口 115 万吨木材货源，

由于对项目的可行性考虑得不够全面，

致使该码头 1992 年投产后无事可做，

1992年仅完成吞吐量 12.7 万吨，为设计

能力的 11.04%。
2.施工准备不足，仓促开工。如潞

安矿务局常村煤矿是我国煤炭系统首次

部分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兴建的一座年产

400万吨原煤的特大型矿井。因准备工

作未就绪就宣布开工，边准备，边施工，

图快而且又不切实际地压缩建设工期，

导致很多管理和技术上的问题不断发

生，不仅建设速度没有促上去，反而比计

划工期延长了 5 年之久。
3.项目建设条件不落实、引进技术

不成熟就开工建设。主要表现为：资金

不落实；有些项目引进合同未签订就仓

促开工；有的项目引进技术不可靠，建成

后不能正常投入生产；有的项目各项装

置没有同步安排建设等等。如有色金属

系统的白银公司西北铅锌冶炼厂引进德

国的 QSL纯氧低吹直接炼铅技术，投资

近 4亿元，因该项技术在国外也属试验

阶段，建成近 5 年之久，该项技术的利用

目前尚未过关，不仅不能发挥效益，反而

导致人、财、物的大量投入，形成了一种

负效应，造成不良后果。
4.地方配套资金到位差，影响了项

目的整体建设速度和投资效益。中央、

地方“拼盘”项目中，中央投资部分一般

都能按期到位，但地方的配套资金却不

能按时到位，影响了建设工期，从而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投资效益的发挥。如双

辽电厂一期工程，到 1995 年底止，国家

总计下达地方投资计划 14.35 亿元，占

总计划的 55% ，国 家资金 到 位 已 达

100% ，而地方资金只到位 9.14 亿元，仅

达到投资计划的 63.7% ，因地方资金的

缺口，致使工程建设停滞不前，严重影响

投资效益。
5.铺底流动资金不到位，造成企业

生产流动资金困难。如平果铝厂一期工

程最后批准的概算总投资为 43.86 亿

元，实际到位资金为 40.77 亿元，资金缺

口 3.09亿元，其中，铺底流动资金缺口

1.05亿元。

三、提高基建投资效益的思考

投资的根本目的在于取得经济效

益，这是投资活动的铁的规律。没有效

益的投资就是一种浪费，就是对国家和

人民的不负责任，甚至是一种犯罪。长

期以来 ，投资效益问题并没有引起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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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者的足够重视。投资决策和投资管

理在一定程度上还没有完全建立在科学

化、法制化的基础之上，基本建设投资领

域中“权、责、利”三者的关系还没有科学

的界定，投资的风险约束机制没有真正

建立起来。个别领导的“地方主义”、“本

位主义”和片面追求“形象工程”的思想

依然存在。这些都是导致投资效益低下

的重要因素，必须通过进一步深化投资

体制改革加以解决。
（一）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

立投资决策行为责任机制和投资风险自

我约束机制。首先，要理顺财产关系，科

学确立国有资产的委托人与授权经营国

有资产的代理人（法人）的主体地位，从

制度上、政策上、法律上规范委托人和代

理人（法人）的投资管理行为。其次，要

硬化投资决策行为的责任追究。对因投

资决策失误而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盲目

建设、重复建设、建设项目迟迟不能竣工

和投资效益低下的有关责任人员追究刑

事和法律责任，杜绝领导干部把争投资、

上项目作为任职奋斗目标。第三，按“管

理科学”的要求，加强对建设项目实施全

过程的管理，加强对项目设计和概、预算

的管理。
（二）提高项目决策的科学性。任何

一个项目在立项之前，都要进行深入、细

致的调查研究，要从国家利益出发，科学

分析项目的可行性，特别要注重项目投

产后的效益分析，为项目决策提供科学

依据。
（三）制定固定资产投资法。通过制

定固定资产投资法，使基本建设投资活

动在法律的约束下进行，最大限度地防

止人为因素而给国家造成损失，做到固

定资产投资有法可依。
（责任编辑  何杰平）

财政纵横

管 理 漫 谈 （一）

段景泉

[笔者道白]今年 7 月，全国财政工

作会议以财政管理为主题，要求全国财

政系统把财政管理作为兴财之道常抓不

懈。财政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加强财政管理既要遵循人类管理实践的

一般规律，又要努力把握自身的特殊规

律性。对此，笔者结合学习全国财政工

作会议精神，作了一些思考，产生一些感

想，笔录下来，形成不尽成熟的几则漫

谈，就教于财政界的朋友们。

浅议管理 ABC

管理是在社会实践中产生并随着社

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人们对管

理的理解和认识也是不断深化和发展

的。纵观人类管理思想的发展演进，特

别是 19世纪后期和 20 世纪初管理在西

方发达国家被作为一门科学得以系统研

究以来，管理学派星罗棋布，管理学理论

蓬勃发展，对“管理”这一概念的认识和

解释也众说不一。目前，比较通行的看

法，认为管理就是对社会或生产活动的

决策、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监督。
所谓“决策”，不是草率的“抉择”或

“拍板”，而是科学决策或决策科学，是人

们为了达到特定目的，运用科学理论和

方法提出若干预选方案，并从中选择最

佳方案的行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赫伯

特·西蒙认为“决策是管理的心脏”。所

谓“计划”，不是盲目的制定数字指标，而

是为了实现决策所设定的目标而制定实

施纲要和工作规划。所谓“组织”，不是

粗放的“组合”或“编配”，而是对人们活

动的科学分工，对资源的科学配备，对人

际关系的科学处理。所谓“指挥”，不是

简单的“发号施令”，而是运用科学方法

对各级和各类人员的领导、沟通与督促。
所谓“协调”，不是随意的“调和”或“斡

旋”，而是对内部、外部的各环节、各方面

的科学安排、有机调度、紧密衔接和合理

调节。所谓“监督”，不是浅层的“监视”

或“审查”，而是为及时发现和矫正偏差

采取一系列科学的检查和控制措施。总

之，管理是一门科学。科学渗透到管理

的各个环节才能使管理成为科学的管

理。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这项工程的

各个环节都组织科学施工才能使之成为

优质的综合工程。
人类活动是纷繁复杂的，管理活动

也是无所不在和多层面的。你从不同角

度或不同侧面观察，就会发现不同定义

的“管理”。比如，基础管理、中观管理、

宏观管理；再如，家庭管理、行业管理、政

府管理；又如，物业管理、财务管理、人事

管理、等等，不一 而足。小到一个车间、

小店的日常琐事，大到政府部门的公务

活动乃至党和国家的治国方略，都可觅

到“管理”的踪迹。如果夸张一点说，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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