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题探讨
企业流动资金紧缺的原因及对策

牛 丽

1 990 年末，天津市国营工业企业全部流动

资 金 合 计 为 143 亿 元，比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37.7% ；银行流动资金贷款 73 亿元，比上年同

期增加了 29.8%；企业的产值、利润却分别比

上年同期减少了 1.7%、35.6%。按照历史规

律，每增加一亿元的工业流动资金贷款，工业总

产值应增长 1%，而 1990 年工业流动资金贷款

增加了 16.8亿元，工业总产值却在下降。企业

的流动资金究竟流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在银行

贷款速度远远高于产值、利润增长的情况下，企

业对流动资金的需求还在日益膨胀呢？

原因之一：流动资金紧缺不是信贷投入不

足造成的，而主要是资金占用结构不合理，没有

达到资金使用的预期效应。具体表现为：1，固定

资产投资规模偏大，流动资金供应跟不上。

1982—1988 年天津市固定资产投资率连续 7

年超过 30%，由于投资规模的惯性，1989 年固

定资产投资总额仍比上年同期增长了 2.5% ，

投资规模偏大，一方面挤占了流动资金；另一方

面加重了与之相配套的流动资金的需求。所以，

尽管从 1989 年第四季度以来，银行大量增加流

动资金贷款，流动资金仍然紧缺。2，企业流动资

金内部结构失调。一是定额流动资金比重下降，

非定额流动资金比重上升。这主要是应收及预

付货款增多，加大了非定额流动资金占用。1990

年末天津市国营工业企业仅应收及预付货款就

占用流动资金 15.6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34.8%。二是库存产成品占用定额流动资金比

例高。截至 1990年末，天津市县及县以上工业

企业产成品库存总值达 38.86 亿元，比年初增

加 7.80亿元，增长 25% ，其中地方预算内工业

企业产成品资金占用 32 亿元，比上年上升

38%。三是自有资产比

重甚微并日趋下降。天

津市国营工业企业自有

流动资金占定额流动资

金的比例已由过去的

60 — 70%降低到 1990

年的 18%。由于资金占

用结构不合理，资金占

用水平偏高，产品积压滞销，严重影响资金的正

常流动。1 990 年天津市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定

额流动资金周转天数比上年增加了 19 天，比

1988 年延缓了 36 天，致使流动资金的使用效

益明显下降。1990 年百元工业总产值占用的流

动资金为 45.81 元，比 1989 年多占用 8.17 元，

比 1988 年多 16.44 元；1988 年百元销售收入

占用的流动资金为 24 元，1989 年增加到 28.71

元，1990 年达到 34 元。

原因之二：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上涨，加大了

资金占用，造成流动资金紧缺。

原材料市场实行价格双轨制，使已经短缺

的原材料、燃料、动力价格一再提高。据统计，

1988 年天津市 220 种主要原材料平均涨价幅

度达 32%。据测算，用同样数量的原材料 1989

年比 1984 年多占用 70%的流动资金。这种状

况持续下去，不仅扩大了企业对流动资金的需

求，而且严重影响了企业自我发展能力。加之目

前价格体制改革不到位，中间环节倒买倒卖，造

成某些紧缺原材料价格失控，超过企业自我消

化能力，致使生产成本增加，库存产品价值虚

增，更加大了企业资金周转的困难。

原因之三：资金的使用、管理及体制上存在

诸多弊端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在目前财政、信贷双紧的情况下，资金的使

用和管理则显得更为重要。企业流动资金紧缺

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有限的资金未能合理有效

使用，管理不善则造成资金的多占和流失，传统

的资金管理体制又束缚着企业的发展。不少企

业把缓解资金紧张的希望寄托在财政上，或要

求减税让利，或期待冲抵亏损，或呼吁提高企业

留利比例等等。财政停止增拨企业流动资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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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弱了财政对流动资金的管理、监督和调控职

能，更造成企业资金管理的监督不严，甚至流

失。据天津市纺织、一轻、二轻、电子、建材五 个

工业局不完全统计，1988 年至 1990 年共损失

报废流动资产 1.03 亿元，扣除盘盈，净损失

7 278.4 万 元，占 全 市 工 业 企 业 年 收 入 的

17.8%。

原因之四：企 业自有流动资金补偿严重不

足。由于企业经济效益不佳，亏损严重。自补流

动资金困难较大。1 990 年天津市地方预算内国

营工业企业全年实现利税比上年下降 1 6. 1 % ；

亏损面由 上年的 1 6.1 % 扩大 为 25.1 % 。利润减

少，留成相应减少，企业为保奖金、医药福利开

支，用于发展生产的越来越少。据对部分企业留

成比例分 配情况分 析，福 利 和 奖 励 支出占

70%，只有 30% 可用 于 补 充 流动资 金 和“ 三

金”，大大低于 60%的规定比例。

原因之五：投资行为、企业行为短期化。

近年来，天津市投资结构、产品结构，同消

费结构存在着很大的不适应。一些周期短、见效

快的产品在超前消费的刺激 下迅速发展。当银

根“紧缩”，消费“降温”，行情变化后，立即表现

为资金周转紧张，经济效益下降，企业为完成承

包合同，往往用流动资金和流动资金贷款垫抵

上缴任务，造成财政虚收，职工实得，企业实亏，

进而增加了流动资金需要量中的水分。据 工商

银行典型调查推算，天津市工业贷款中各种资

金需要 量中的水份大约 3 亿元左右，占全部贷

款的 3.5%。

从以上分析 可以看出，要解决当前资金紧

缺问题，仅靠银行增加贷款是不行的，必须依靠

政府、企业、银行、财政、税收等多方面的共同配

合，进行综合治理，方能奏效。

对策之一：调整经济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

益。

（一）搞好信贷结构的调整。调整信贷结构

要以调整贷款存量、增量及企业内部资金结构

为重点，包括固定资产贷款与流动资金贷款的

比重，企业自有流动资金同银行贷款的比例，企

业不合理占用贷款等，真正把资金用在刀刃上。

固定资产投资要在控制总规模的基础上，重点

增加对基础原材料工业的投入。控制投资总规

模可以减少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加强基础工业

的投资，可以促进产业结构的良性循环，以解决

工业利润、资金大量转移的不合理状况。据国家

统计局测算分析：国民生产总值增幅为 6—8%
时，物价涨幅为 5—7%，货币增幅为 16%。据此

推算，流动资金贷款的增长应控制在 20% —

22%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应控制在 12— 1 4%。

根据历史规律，流动资产积累与固定资产积累

的协调比例应为 30% ：70%。今后，各级政府

及有关主管部门，在安排基建或拨改项目时，都

要在总投资中，备足 30%的铺底流动资金，否

则，不予立项。

（二）利用流动资金贷款的规定，促进产业

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银行在向企业发放贷

款前，应首先摸清企业的效益水准，把资金优先

贷给经济效益高的企业，以保证资金尽快回收，

从而形成流动资金的良性循环。其次，根据优化

产业结构的需要，有保有压，优先保证基础工业

改造的资金需求，新技术新产品开发和应用的

资金需求，以及出口创汇企业与产品的资金需

求，通过优化结构提高经济效益，缓解流动资金

的紧张。

（三）运用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加快企业

组织结构的调整，推动资产存量的合理流动。当

前，有相当数量的资金被一些效益差的企业占

压着，无法周转增值。如何搞活这些资金，使其

成为真正流动的资金？首先，应对所有国营企业

进行清产核资，对不合理的资产占用进行调剂，

以实现生产要素的重新优化组合。其次，切实强

化优胜劣汰，搞好企业的整顿、兼并和改组。再

次，积极创造条件，逐步推行《企业破产法》，使

无力生存的企业破产或改组，对效益差的企业

敲个警钟，促其挖潜改造增效益，促其从调整产

品结构上找出路。从而使我市工业尽快走上正

轨。

对策之二：促进企业发挥自身潜力，搞活资

金。
长期以来，企业对资金的需求，是躺在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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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温床上度日的，形成了企业对银行的依赖性，

而忽视了企业自身对流动资金资金的补充。要

尽快走出资金短缺的低谷，必须眼睛向内，充分

发挥企业内部潜力。第一，将流动资金按生产部

门和管理科室层层分解下去，实行资金目标管

理。对储备、生产、成品资金的需求和使用要严

格把关。对储备资金要坚持以产定购、严格控制

原材料的购进，避免造成积压；对生产资金坚持

以销定产，对无市场无销路、质次价高的产品决

不生产；对成品资金要加强出入库的管理，抓住

市场时机，及时销售，广拓市场，以保证资金的

及时回收。第二，抓紧处理积压产品。某些工业

库存积压较多而市场销售困难的商品，特别是

积压一年以上、价格过高的耐用消费品和生产

过剩的低档产品，以及与人民生活关系不大、越

存越贬值的商品，要尽快进行削价，以便收回资

金，使这部分资金尽快进入下一个再生产过程

中，实现资金的周转增值功能。第三，依靠科学

技术立即着手改变产品结构，使企业尽快生产

出适销对路、技术含量高、质量好的产品。这是

企业走出流动资金短缺困境的最根本、最有力

的做法。

对策之三：积极补充企业自有资金，提高企

业自我发展能力。

（一）建议修改补充流动资金办法，目前天

津市规定从企业留成中剔除奖励、福利基金以

后再补充流动资金。实行这种方法，补充的流动

资金来源太少。可否考虑从企业利润留成总额

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补充自有资金。

（二）补充流动资金应纳入企业承包合同，

恢复“增拨企业流动资金”项目，由财政和银行

共管企业流动资金。今后，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

在安排新上项目时，要把补充流动资金作为一

项硬指标来完成。企业承包时要将补充流动资

金作为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纳入企业承包合

同，如果承包单位不按规定补充流动资金，银行

可以不贷款。

对策之四：改革现行财务制度，提高流动资

金使用效益。目前，我国工商企业生产经营的流

动资金，80%以上来自银行贷款。一般情况，借

款越多，占用时间越长，利息支付越多。利率作

为调节经济的重要经济杠杆，有利于督促借款

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减少资金占用，提高资金使

用效益。但现行财务制度规定企业流动资金贷

款利息计入成本。使本应由借款企业负担的利

息大部分转嫁给国家，利率的经济杠杆作用也

大为降低。因此，应该改革现行财务制度，变利

息计入成本为由企业税后留利支付。

简讯

团 风镇注 重抓 乡镇 财 源建设

今年以来，湖北省黄州市团风镇把财源建设列入重

要的议事日程，成立了由镇长挂帅，财政、税务、银行、工

办、农办、财办等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的镇财源建设领

导小组，深入调查研究，明确了以工业、商业为主体，以

砖瓦、纺织、化工、机械和食品加工为支柱，农林特产为

后续的财源建设思路。工业方面，重点抓纺织服装、化

工、机械电子、食品加工、建筑材料、轻工等 6 大行业和

6 家重点企业的技术改造；农业方面，以科技为先导，重

点抓“1 万亩吨粮基地、1 万亩双百棉基地、1 万亩水产

水果基地、1 万亩芦苇基地”建设；商业方面，着重抓商

业网点的建设。力争奋战三年，实现财政收入过千万

元。

围绕财源建设，团风镇抓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筹措资金保重点。为了解决财源建设资金缺口，他

们积极主动向上级汇报情况，争取支持；与银行协调，适

当增加贷款；发动企业向内使劲，清资挖潜，开展增收节

支活动；发展横向联系，多渠道引进资金。目前，全镇已

筹措资金 830.5 万元，分别投入到重点厂家。二是依靠

科技兴财。他们与省内外的许多科研机构协作，已引进

新项目 1 4 个，开发新产品 18 个，部分新产品达到国内

先进水平。团风镇还制定了优惠政策，鼓励科技人员多

作贡献。三是加强管理提高效益。他们从完善经营形式

入手，实行科学管理，成立了纺织集团；调整亏损大户的

领导班子，改变产品结构，财政、银行派员驻厂协助管

理；对企业实行全员风险抵押承包，把干部职工的利益

与企业的生存发展联系起来；扎扎实实开展“质量、品

种、效益年”活动。加强经营管理后，企业经济效益明显

提高。  （汤剑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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