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了新功。

为了“大家”舍“小家”，心底无私亦无畏

雨涝给全市人民造成了惨重损失，家在农

村的财政所人员同样也未能幸免。据初步统计，

全市 33 个乡镇财政所 180多名乡财政干部中，

家庭房屋进水受淹的有 61 户，房屋倒塌的有

16 户，淹没责任田 571 亩，沉没鱼池 23 亩，死

亡畜禽 15 000 多只，直接经济损失达 51 万元。

尽管家庭遭受这么严重的灾害，但乡镇财政干

部首先想到的是抗洪排涝的大局，想到的是群

众的利益，顾大家舍小家，全心全意为灾民。川

青镇财政所所长房启田虽年近花甲，仍自告奋

勇要求到地势最低，水养殖面积最大的渔业村

抗洪排涝，参加该村的保圩战斗，在驻村保圩的

第 13天夜间，他家住的临东圩破圩了，家里房

屋财产淹在水中，年逾花甲的老伴一人在家，

3 000斤粮食和家具没有来得及转移。从对讲机

里得知这一消息后，渔业村的干部群众要他回

家料理一下，可他想到渔业村圩内 500 多户人

家的生命财产，继续带领渔业村干部群众投入

保圩战斗，广大群众无不交口称赞，龙奔乡财政

所总预算会计郑汉光，是个才工作三年的中专

生，家住高邮湖西郭集乡，家中 4 间房屋受淹，6

亩责任田遭灾，母亲和弟弟被困，可小郑为了龙

奔乡群众的生命财产，一直没有离开过抢险突

击队。

接收安置灾民，送上党的温暖

洪涝灾害是无情的，但经过党和人民培育

的广大乡镇财政干部却是有情的，在这次洪涝

灾害中，不少乡镇财政所在乡镇政府统一安排

下，承担了接收安置灾民的任务，成了党和政府

的后勤部，灾区群众的“贴心人”。天山乡财政所

4 个同志在所长唐桂铭的带领下，全力以赴负

责灾民转移、接收、安置的具体工作，洪涝期间，

共接收安置两省（江苏、安徽）4 县 15 个乡镇的

灾民 2 628 户，11 268 人，按照乡党委和乡政府

的布置，他们动员企事业单位腾让房屋，财政所

也让出了仅有的几间办公及生活用房，千方百

计安排好灾民的吃、住、穿、用，他们还为灾民防

疫治病，排忧解难，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每一

个灾民的心坎上。

抗灾救灾
增加水利投入

刻不容缓
——特大洪灾留下的启 示

李 燕中央财政金融学院

今年入夏以来，我国 20 多个省市发生了洪

涝灾害，其中安徽、江苏的特大水灾属百年未

遇。洪涝灾害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和整个国民经

济造成巨大的损失。截至 8 月 1 日民政部的不

完全统计，受灾人口已达 2.2 亿，农作物受灾面

积 2 100多万公顷，其中减产 30%以上的1 300

多万公顷，绝收面积 360 多万公顷，倒塌及损坏

房屋 900多万间。灾区的交通、通讯、水利设施

和工矿企业、机关、学校、商店、医院也遭到不同

程度的破坏。各项直接经济损失近 700 亿元。从

造成的实际损失来看，今年水灾是建国以来最

重的一年。

洪涝固然是天灾，但损失如此惨重有无其

它因素呢？一些水利专家指出，我国在防汛抗洪

方面确实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其中农业基本建

设投入不稳定，水利设施失修老化，抵御自然灾

害的能力减弱，这个客观事实不容忽视。

毫无疑问，建国以来我们年复一年投入修

建的各种水利设施在抗击今年的特大洪涝灾害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拦洪、蓄洪、分洪、泄洪

等措施减轻了洪水造成的损失。但是应该看到，

我们对水利的投入在各个时期是不稳定的。据

统计，国家对农林水利气象等农业基础设施的

投资比重，从“一五”到“五五”期间，基本呈上升

趋势，其投资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比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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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 10.6%，但“六五”以后开始下降，“六五”

时期此比重由“五五”时期的 1 0.5%下降到

5.1%，“七五”时期继续下降到 3.4 %。

从国家财政投资来看，在国家财政支出中

直接用于水利的开支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即国

家财政基本建设支出中用于水利的基建费用，

财政支农资金中用于小型农田水利和水土保持

补助费和农林水利气象部门的事业费。近些年

来，我国财政直接用于水利的上述投资每年维

持在 100 多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平均为

6%。这 100多亿元的财政水利投资，相对于我

国 15 亿亩耕地来说，平均每亩不足 10 元钱，的

确是少了些。

用于水利投资比例下降，既有主观因素，也

有客观原因。

从主观来看，是指导思想与政策上的原因。

在 1984 年我国粮棉总产分别超过8 000亿斤与

8 000万担后，对农业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认

为我国的粮棉已过关，随之采取了压缩农业投

资等一些不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的政策措施，削

弱了农业的发展后劲。一些地方在我国几十年

没有出现大洪水的情况下，不是未雨绸缪，而是

放松警惕，围湖造田，拦河筑坝，使一些河湖的

蓄水面积大大缩小，排水沟渠不畅，泄洪能力降

低。

从客观上看，改革开放之前，农业基础设施

的投资渠道比较单一，大中型水利工程主要靠

国家财政投资。“六五”以来，实行了农林联产承

包和一系列放权包干的改革措施，国民收入分

配格局发生了变化，国家财政集中的资金比重

下降，其它社会资金比重上升，农业投资形成渠

道多元化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投资比重

下降是必然的。而与此同时，由于农业生产的比

较利益低，造成增长迅速的社会其它资金的投

向向非农产业转移。如农村集体投资中用于工

业方面的投资比重，由 1982 年的 30.4%上升

到 1988 年的 60%以上，而用于农业方面的投

资比重，却由 1982 年的 39.61%下降到 1988

年的 9.4%；乡镇企业用于支援农业生产的资

金，由 1978 年的 41.9 亿元减少到 1988 年的

1 1.6 亿元；至于农民，由于是分散的、小规模的

农户经营，尚缺乏有力的组织协调，加上农业生

产与务工、经商相比收益低及农民对国家政策

稳定性的疑虑，导致农民个人的投资行为短期

化及过多地向生活方面倾斜。在各项农业投资

中，由于水利建设投资大，且效益滞后，因此更

不能吸引各方的投资。另外，在财政实行中央与

地方“分灶吃饭”体制后，一些地方从局部利益

出发，愿意将资金投向急功近利的产业，而在农

业基础设施的投资上，则靠吃“老本”，吃中央的

“大锅饭”。

由于国家农业基础设施资金投入的减少，

农民又基本上不投入 ，使得新的水利设施难以

增加，而过去多年投资形成的一些水利设施，也

由于缺少更新资金来源，造成老化失修。在全国

8 万多座大中小型水库中，有相当部分需除险

加固，一些水库被泥沙淤塞，容量减少，削弱以

至丧失了涝时蓄水防洪和旱时放水灌溉的功

能；一些排灌机械也年久失修，使有效灌溉面积

减少，1979 年我国有效灌溉面积为 67 505万

亩，1988年减到 66 564 万亩。1985 年以来，农业

每年成灾面积都在 3 亿亩以上，在成灾面积和

绝收面积中 80%以上是水旱灾害造成的。这些

由水旱灾害造成的减产和绝收使农业生产蒙受

了巨大的损失。导致这种状况当然有自然条件

等因素的影响，但由于农业基础设施投入的减

少，使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被削弱也是重

要原因之一。

那么，在目前的资金分配格局下，如何增加

投入？我认为，不能把眼睛只盯着中央，各级政

府都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从国家、集体、个人等

多方面筹措资金，把水利建设搞上去。

首先，应适当提高国家投资的比重。在农业

投 入上实行农民“自力更生为主，国家支援为

辅”是对的，但是在目前农业积累水平比较低的

情况下，完全靠农村集体和农民个人去进行耗

资巨大的水利建设也是不现实的。只有国家对

这种社会效益、生态效益都远远高于眼前经济

效益的农业基础设施实行投资倾斜政策，才能

起到导向和带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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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各级地方政府应增加对水利的投资。

在财政包干后，一些地方的财力增加比较快，国

家要求地方的机动财力应主要用于发展农业。

因此，对于量大面广的地方水利设施的投资应

以地方为主，中央的投资应主要用于跨省区的

大江大河的治理及骨干水利工程的建设。

第三，应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农村集体和农

民个人增加对水利的投入。要使农村集体积累

和乡镇企业税后利润中能有固定份额用于水利

这个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对农民个人，有条件

的地方可以 用集资的办法进行投资，也可以采

取以工代赈，投工投劳。

第四，在江海河湖周围及低洼地域的企事

业单位，对水利建设责无旁贷，也应投入一定的

资金及人力到水利建设中去。

第五，可以适当利用外资用于水利建设。

这样，集各方之力量，使水利建设能有一个

比较固定的资金投入和劳动力投入，成为一项

坚持不懈的事业。与其灾时投巨资重建家园，不

如用于平时防患于未然。

工 作 研究

潜亏：经济发展的严重隐患

财政部工交司企业潜亏问题课题组

最近，我们组织对九省市 257 户国营工业

企业的潜亏问题进行了调查，发现企业潜亏面

大，数额惊人，增长快，已构成今后国民经济健

康发展和体制改革深入的严重隐患。

一、情况与问题

（一）企业亏损面大，数额惊人。在调查中发

现，各类企业普遍存在潜亏问题。被调查的 257

户工业企业，有潜亏的为 202 户，占调查总户数

的78.6%；1990 年末累计潜亏总额为13.65亿

元，为同期帐面亏损 7.5 亿元的 1.8 倍。按此估

算，1990 年全国国营工业企业共有潜亏 500 多

亿元。

（二）企业管理混乱。在查出的 1990 年

13.65亿元潜亏额中，各种损失为 6.92 亿元，占

50.7%，（其中存货盘亏损失 2.58 亿元，应收帐

款呆帐损失 0.34 亿元，待处理挂帐损失 3.99

亿元）；少摊少提费用为 3.47 亿元，占 25.4%；

库 存商品 成本高于 现 价 为 3. 26 亿 元，占

23.9%。

（三）潜亏主要发生在承包以后。被调查的

257 户企业，承包前一年的 1986 年潜亏额累计

1.16 亿元，实行承包后的第二年 1988 年增加

到 3.52 亿元，1989 年上升到 6.32 亿元，到

1990年末高达 13.65亿元。

企业潜亏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很不正

常的现象，具有隐蔽性，其危害是极为严重的。

一是掩盖了经济生活中的矛盾，给领导决

策提供错误的经济信息。帐面上看，257 户工业

企业 1986 年至 1988 年利润是年年增加的，年

平均递增 12.7% ，只是 1989 年实行紧缩政策

后，才出现利润下降问题。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如把潜亏额剔除后，1986 年至 1988 年企业实

现利润平均年递增率实际只有 0.4%，1988 年

利润就已开始下降，1989 年利润为 2.82 亿元，

而不是帐面盈利 5.61 亿元， 1 990 年盈亏相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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