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讯·文摘
文摘  关于资金问题

当前各方面反映资金紧张的呼

声较高。 尤其是部分 企 业生产还比

较困难，资金紧张 ，产销不衔接，相

互拖 欠严重，等等。这些问题，有些

是 前一时期经济 运 行中 某些“过

乱”、“过热”现象的“后遗症”，有些

是深化改 革中的“ 阵痛”，但如 果 处

理不 当，也 可能影响到宏观经济总

体的稳定。

流动资金紧张的浅层原因：一

是生产建设发展速度仍较高，对资

金的需求增加：二是新投产项目铺

底资金不足：三是物价 上涨，货币实

际购买力下降：四是 企 业互相拖 欠

严 重；五是工 业 企业产品产销率降

低，资金沉淀增加。流动资金紧张的

深层原因：一 是利率体系不合理（负

利率与贷款利率低 ），助长 了各方面

资金需求的盲目扩张。二是企 业体

制的弊端，在碰到资金困难时，缺乏

自我调节解脱的能力。

解决资金紧张问题，从操作看

一般有两种思路：一是进一步 松动

银根，大量注入资金；二是着重调整

资金投向，适当活跃资金市场，加速

资金流动。前者势必进一步加大通

货膨胀压 力，不 利于稳定物价，所

以，选择后者才是可取的，即有针对

性地适当增加资金供应，保持固定

资产投资的适度增长，千 方 百计提

高资金使用效益。从改革看，要完善

资金结算制度，严肃结算纪律，坚决

改变拖 欠有理 有利的“赖帐”状况：

加快利率体系的改 革步伐，逐步 加

大利率的市场 化改革力度，抑制低

效企业的需求。

（ 摘自《中国国情国 力》1994 年

第 9 期 作者：张 塞）

简讯·文摘
文摘  鞍钢推出缓解

债务链良方

受债 务链困扰严 重、资金吃紧

的鞍山钢铁公 司眼睛向内想对策，

采取 12 条措施缓解资金紧张的局

面，收到 了较好的效果。这十二条措

施具体是：清（清欠 ）：各企 业都把清

欠摆在生产 、销售同等位置，根据需

要组织一定数量的 专业队伍，专职

专责抓清欠，并落实目标责任制，定

人、定向、定 量搞清欠，公 司落实奖

惩制度。顶（ 顶帐）：对 欠外部的原燃

材料款、国 有企 业的 设 备和备品件

款、重点技术改造项目的 工程费用，

在相互拖 欠的情况 下实行抵帐。换

（实物 交换）：利用鞍钢产品交换生

产和改造物资，实行以物易钢，确保

生产经营和技术改造的 正常运行。

转（ 集资转帐）：对在鞍钢有集资款

并欠鞍钢货款的 单位，实行债务结

转。收（促进现款收购 ）：利用国家组

织国营流通 企 业物资收 购的新政

策，采取优惠担风险的促销 手段，争

取国家物资部门多收购钢钢材。代

（实行优惠代销）：对愿意代销的国

有企 业实行优惠 代销 ，可以 先交款

50 % ，享受优惠政策，其余待销售后

还款。 调（调整结构 ）：适应 市场发

展，满足用户需求，争取实现现款 交

易。自（自用保产 ）：为保 证 生产 运

行，补偿设备失修 欠帐，自 用部分钢

材，搞好风、水、油、汽的管道更换维

修，既解决市场问题 ，又 补偿设备欠

帐。出（增加出口 ）：不断扩大产品市

场占 有率，在稳定国内市场的同时，

大 力组织产品出 口创汇。卖（现款卖

货 ）。贷（争取贷款）。压（ 压缩费用 支

出，资金占用、节约开 支）：大 力压缩

库存，严格控制非生产性 支出，凡 与

生产经营无关的费用一律不 支付。
（摘自 1 994 年 10 月 9日《经济

参考报》 陈光明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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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承受能力”是一个

很模糊的概念

《经济学动态》第 9 期刊载前些

日子在北京召开的一次物价问题研

讨会纪要。 文中说，在研讨会上，不

少同志分析了所谓群众承受能力的

问题，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估计过高，

也是 导致物价上 涨过快的一 个因

素。人大计划系教授叶善蓬认为，承

受能力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什么

叫能够承受，什么叫不能承受？应该

有一个数 量标准。建国以 来物价涨

幅只有 五年达到两位数，今年达到

20% 多。按此计算，银行一、二年定

期存款利率都是负数；实际工资一

部分人增长了，而不少人下降。有的

城市 50%的人 生活 水平下降。所

以，对于物价上涨，有的城市一半以

上的人没有承受能力。而且有无承

受能力也不能再用传统方式考察。

过去工资低，但后顾之忧少，生活水

平还 可以，现在的后顾之忧比过 去

增多，诸如托儿费用、上学费 用、医

疗费用、住房费用，也开始变老百姓

自己负担，只这几项，人们实际是承

受不了的。考察承受能力问题，不能

以平均收入水平 与物价水平比作为

唯一依据，还需将低收入水 平 与物

价水平相比。目前相当 部分退休职

工、大中 专学生、低工资职 工、开 工

不足或 亏损企 业的职工收入较低，

对于物价上涨已难以承受。因此必

须对群众承受能力有一个正确的估

计。  （边 吉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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