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题，他随时进行纠正，甚至 不予 报销。因 此 同 志 们

说：“不怕 乡长签字，就怕老 田把 关。” 开始部分同

志不习惯，后来看老田 自己克勤克俭，从不浪 费，也

就讲不出什么了。一次 ，他和几名村干部到 市里 办事

需住旅馆， 几个村干部都以 为跟 着财政助理 员，该住

一个好一点的床铺，结果，老 田 定 了价钱最低的床铺。

由于有这样一个“老抠”财政助 理，多年来，石

洞 乡在财政经费不足的 情况下，保证了各项事业 的发

展，并做到了略 有结 余。
在今年市 财政局召开的1989年总结表彰会上，老

田说：这一切是一个 财政工作者应该做的。根据当前

的财政形势，我“抠”得还不 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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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工业企业基建、 技措贷款的

问题和对策

姜本强  攸东方

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基建、技措贷款规模越 来越

大，贷款项目经济效益很不理想。据湖北、四 川、广

东、广西四省区和武汉、青岛两个计划单列 市（以下

简称六地区）的调查，问题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贷款规模失控，贷款余额越来越大。

据六地区统计，1985—1989年 5 年累 计，预算内

国营工业企业基建、技措 贷款增 加 489.79 亿元，其

中：借入数416.32亿元，利息支出73.47亿元。分年度

看，当年借入最多的1988年达103.75亿元，比 1985年

增加52.43亿元，增长 1倍多。1989年，治理整顿初见

成效，投资规模有所控制，贷款比 1988 年 减少 15.56
亿元，下降15%。但1989年末贷款余额继续增加，达

313.32亿元，比1985年增加217.59亿元，增长 2.3倍，

平均每年递增34.5%。贷款余额最多的是轻工74.62亿
元，占全部贷款余额的23.8%。贷 款 余 额 中 逾期贷

款85.56 亿元，占全部余额的27.3%。逾期货款 最多

的 是 机械25.83亿 元，占全部逾期贷款的30.2%，占

本行业贷款余额的76%；其次是轻工25.64亿元，占全

部逾期贷款的30% ，占本行业贷款余额的34%。

据反映，贷款失控的主要原因：一是地方利益驱

动，重复上项目。财政体制 “分灶吃饭”后，各地纷

纷上了一些基建、技措项目，其中不少是重复建设。

如湖北某地区是产棉区，前几年棉纺行业效 益好，全

区11个县都上了棉纺厂，生产能力由 3 万锭猛增到 43

万锭，结果由于原棉严重短缺，大部分棉纺厂处于停

产半停产状态。二是投资来源渠道多，贷款失控。目

前企业技措贷款达10多种，除四大专业银行、各类投

资公司、企业主管部门等贷款渠道，还 有各种社会集

资、债券等。渠道多加上前几年投资过热，致使贷款

失控。据反映，银行实行事业单位管理、企业化经营

以来，各专业银行竞相扩大固定资产投资业务，在金

融政策比较宽松的情况下；有时对同一项目几家银行

都主动要求给企业贷款。如湖北某市纱厂，1985年技

改计划投资135万元，其中：自筹30万元，工 商 行贷

款105万元，市建行闻讯后又要求该厂贷款 50万元，企

业只得另上新项目。

（二）贷款增加额超过全部实现利润，产出难以

补偿投入。

六地区 5 年累计实 现 利 润（新 老 利 润 合 计）
408.52亿元，比同期贷款增加额少81.27亿元。其中：

1989年实现利润 92.88 亿 元，比 当年 贷 款 增加额少

24.27亿元（借入88.19亿元，利息 28.96 亿元）。企

业新老利润即使分文不上交、不留用，全部用于归还

贷款也不够。如按现行还 贷 制 度规定，企业只能用

项目新增利润归还，问题就更加严重。青岛市15户典

型调查企业， 5 年贷款增加4.05亿元，项目 投产后新

增效益（包括增量、产品提价及抵顶原材 料涨价等因

素） 5 年累计0.46亿元，仅为贷款增加数的 11.4% ，

只能归还贷款利息（0.43亿元）。有的行业、企 业新

增效益连归还贷款利息都不够。基建、 技措贷款项目

经济效益差的原因：

一是立项不论证或先定项目后论证。有两方面情

况：（1）立项在先，论证在后。如某电 子厂，先 议

定了引进收录机生产线，然后才补办可行性论证 和有

关手续。但由于技术、市场等原因，项目一直没有效

益，企业背上沉重包袱，1989年成为百万元 以上的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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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大户。（2）领导决策在先，项目无须论证。如某

地区，人均只有 4 分地，但领导决定上糖厂，并要求

农民种甘蔗。结果糖厂建成了，农民因地少不愿种甘

蔗，致使糖厂连年发生亏损。

二是可行性论证不充分。有的不研究当地资源 状

况，有的不预测市场长期需求，有的不顾国内现有生

产能力和市场需求已经饱和，盲目立 项。如1987年在

国际市场乳胶手套走俏时，湖北 3 个地区 就上了 5 条

生产线，1989年因市场变化，产品无销路， 5 条生产

线全部停机。

三是钓鱼项目，设备不配套，影响效 益发挥。现

行的立项审批办法是按投资额分级审批，在这种体制

下，企业为了争取项目，少报投资；决策部门 为了控

制投资规模，压低概算。这样上下钓鱼的结 果，一方

面造成投资超概算，资金缺口大，影响项目 按期完工；

另方面项目投产后，厂房、设备等不配套，达 不到设

计能力，不能正常生产，经济效益低下。

四是宏观失控、物价上涨、流动资金不配 套、利

息提高等，严重制约着企业的经济效 益。（1）宏观

失控，对部分企业效益影响较大。如武汉两家铝加工

厂，1985年从国外引进 3 条铝型材挤压生产线，年加

工能力6 600吨，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一 哄而 起，大小

铝材厂上了214家，年综合加工能力达22万吨。由于国

家宏观上失控，铝型材生产能力远远超过实际需求，

加之近年国家压缩基建投资，建筑铝型材需要量 急剧

下降，这两个企业开工率只有20%。（2）原材料大

幅度涨价，企业成本上升，效益下降。即使投资效益

较好的项目也抵消不了原材料涨价因素。如 青岛 3 户

橡胶企业，1985—1989年，交付生产的技措项目 33个，

贷款4 970万元，投产后新增利润1 840万 元，同 期 3

户企业生产用原材料涨价因素达 2 亿元，致使企 业新

老利润合计以平均每年下降7.8% 的速 度滑坡。（ 3）

银行利率提高，加重了企业负担。六地区1989年基建 、

专项贷款利息达29亿元，平均每年增长 50%。（ 4）

贷款项目投产后新增了生产能力，但没有相应增加流

动资金，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生产。六地区工业总产值

（1980年不变价），1989年比1985年增长 了 46%，平

均每年递增9.9%，但企业定额流动资金至今还停留在

1983年的水平上，致使企业生产资金周转 困难， 有的

已严重影响生产。

（三）企业税前还贷吃掉了老利润，上交财政收

入逐年下降。

1985—1989年，六地区累计用税 前 利 润还 贷108

亿元，占全部还贷额的52.6%，占实现利润的26.4 %。

其中：1989年税前利润还贷29.8亿元，占全部还贷额

的51.4%，占实现利润的32.1%。由于企业新增效益甚

微，还贷绝大部分是动用老利润。据青岛 市15户企业

调查，1985—1989年，税 前利润还贷12 218 万元，占还

贷额的78.8%，而同期企业贷款项目全部新增利润只

有4 564万元，即使全部用于还贷，仅为全部还贷利润

的37.4%。也就是说，企业还贷利润中 62.6% 是用原

有生产能力创造的老利润归还的。还贷吃 掉老利润，

相应减少了财政收入。1989年，六省市上交利润 20.52
亿元，比1985年减少4.16亿元，平均每 年下降4.5%；

上交利润占实现利润的比重由1985年的 35.2% 下降到

22.1% ，下降了13.1个百分点。六省市调查的89户典

型企业，1989年上交利润 6.91 亿元，比 1985 年 减少

5.39亿元，平均每年下降13.4 %。

税前还贷影响上交财政收入大幅度下降的原因，

主要是财政部门对企业税前还贷审批不严。现行制度

规定，企业税前利润还贷只能用贷款项目新增利 润归

还，但在实际工作中，大部分贷款项目新增利 润与企

业的老利润交织在一起，很难划分清楚。另外，有的

贷款项目本身没有新增效益，如纺织企业的危房改造

等。因此，财政部门在审批企业税前还贷时，由于 各

种主客观原因，往往掌握不严，致使企业还贷吃掉了

老利润。

上述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表明，目前贷款管理制

度需要进一步健全、完善，以加强基建、技措贷款管理，

压缩贷款，控制余额，改变投资效益差的状 况。为此，

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对策：

（一）健全和完善基建、技措项目贷 款管理制

度；建立贷款项目约束机制。具体地说，1.各地区、

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 合理安排

工业布局。所有基建、技措贷款项目，要符合国 家产

业政策和总体发展规划的要求。各地区、 各部门要在

这一前提下，确定本地区、本部门产业结构、产品结

构的调整方向和发展规划。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坚决克服盲目立项，重复建设。2.立项要事先进行充

分的可行性研究。可行性研究要具有严肃性，要实 事

求是，要尊重科学。坚决排除地方利益、长官意志、

先决策后论证等非科学因素的干扰，按规定 程序决策

立项。3.要建立贷款项目经济责任制。计委、经委、

财政、银行、设计等部门和企业，对贷款项目从可行

性研究、立项到还款，自始至终都要密切配合，加强

管理，负责到底。要建立贷款项目经济责任制，明确

各部门的经济责任。对失败项目，或效益差无还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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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项目，投资单位和用款单位都要负经 济责任，共

同负担项目损失.4.建立项目追踪反馈责任制。基建、

技措项目从开工之日直到还贷结束，企业要向有关部

门报送报表，反馈信息。反馈内容主要有：资金是否

按进度供应，项目是否按期建成，投产后是否达到设

计能力，产品质量是否达到设计要求，销售市场如何，

以及新增效益、还贷能力和还贷进度等。各部门要根

据企业反馈的信息，及时帮助企业采取 各 种有效 措

施，提高贷款项目的经济效益。

（二）整顿金融市场，理顺基建、技措贷款资金

渠道。鉴于目前各专业银行都可搞技措项目 贷款，贷

款资金来源混乱，又没有一个约束机制，给贷款管理

工作造成较大困难的状况，应进一步整顿金融 市场秩

序，理顺投资渠道，明确各专业银行的职能。我 们认

为，对工业基本建设项目贷款应由建设银行承担，技

措项目贷款应由工商银行承担。基建、技措项目的其

它贷款也必须纳入建行或工商行的统一管理。资金由

建设单位统筹安排，统一调度使用。

（三）加强还款管理工作。各级财政部门要严格

执行还贷制度，该税前还的用税前利润还，应税后利

润归还的坚决不允许动用企业税前利润归还，企 业用

税 前利润还贷，必须坚持用项目 新 增利 润归 还的原

则。对确实难以分清新老利润的技措贷款项目，应根

据项目新增能力以及效益情况，由财政部门、企业主

管部门和企业三家共同确定一个新增利润比例，财政

部门要严格按照核定的项目新增利润比例审批企业税

前利润还贷数额。

（四）认真清理企业现有各种贷款余额。鉴于目

前企业贷款余额巨大，包袱沉重，对国家财政形成了

很大威胁，应由财政部门牵头，计委、经委、银行、

企业主管部门等密切配合，认真清理企业现有各种贷

款余额。根据贷款项目效益情况和企业还贷能 力，分

别采取不同措施，帮助企业卸掉 包 袱。

工作研究

当前清欠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龚 宗

清理 “三角债”是扭转当前工业生产滑坡的一 项

重要措施。从前阶段的清欠情况看，效果不理想，前

清后欠现象比较严重。如某汽车制造厂，4 月末人欠

11.4亿元，5 月末增加到13.67亿元；某钢铁公司，4

月末人欠12.3亿元，5 月末上升到 16.2 亿 元。各 地

区、各部门普遍反映，4 月份全国各地大规模的清理

拖欠工作只在一定时期内起了作用，当 前，巨额 “三

角债”仍然是困扰企业的一大问题。

一、清欠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对清理 “三角债”工作认识不足。有些地

区和企业，对清欠工作缺乏应有的认识和信心，认为

“三角债”是难治之症，抱有等待观望的思想，把 清

欠工作寄托于国家财政、金融政策的松动上。

（二）前阶段清理 “三角债”范围不够全面，清

理拖欠金额起点高。目前清理拖欠的规定范围，不包

括商业企业、基本建设单位及亏损企 业，清欠的金额

起点规定在10万元以上。因此，清欠工作出现“死角”，

影响了清欠工作的全面展开。

（三）恢复托收承付结算方式遇到了困难，效果

不明显。恢复银行托收承 付结算 方式 是解 决 “三角

债”的一个重要措施，但从目前情况看效果 不明显。

一是由于市场销售结构性疲软，企业大部分资金已经

“滞死”，形成了盘 根错 节的 “债 务链”，在大的

“债务链”尚未解开之前，只改变结算方式收效不 会

好。二是实行托收承付结算方式的重要内容是有70%

的结算贷款，而目前由于资金较为紧张，加上受贷 款

规模的限制，银行拿不出结算贷款。三是受地区 和部

门利益的驱使，有的承付方银行怕把本地区银行的资

金划给外地区和其它专业银行，加上发放结算贷款的

利率低，银行对办理托收承付不积极，有的银行竟代

企业填发拒付理由书，拒付货款。四是企业多头 开户

给托收承付结算方式的恢复带来了很大难度。五是银

行将企业分为四类，一些亏损企业被列为四类企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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