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题探讨
投资不宜超越国力

陈绮霞

我国的改革，结束了 封闭和停滞的局面，开辟了

新的历史时期。十年来改革促使国民经济产 生强大的

活力，生产和社会 持续发展，人 民 生 活 水平普遍提

高，但在前进中也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1988年，通

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就是一个大家普遍感受

到的问题。为此，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确定今明 两年

改革和建设的重点是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

治理经济环境，主要是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

胀。其中首要的一项是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要压缩500亿元，大体上相当于 1988年实际固定资产

投资规模的20%，只能多压，不能少压。从目前固定

资产投资压缩的情况来看，全国在建工程项目总数约

有20万个，总投资规模在13 000亿元左右，到1988年

底统计，已决定停建、缓建的项目14 400多个 ，可压

缩今后几年的投资442亿元，虽已取得一些成效，但很

不理想，而且一面压缩，一面突击施工的现象仍然存

在。由此可见，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是一项非常艰

巨的工作，必须花大力气。要做好这项工作，首先是

要统一认识，就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不宜超越国力。

我国是一个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生

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础上建

设社会主义的大国，人口多、底子薄，社会主义建设

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

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也就是说，固定资产投资

规模不宜超越国力。前三十多年的历史经验证明：当

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适当的时候，财 政、信贷、 外汇收

支和物资供求就比较容易 做到平衡，生产 就发展，市

场就比较稳定，人民生活就得到改善。如“一五”时

期，积 累率 最 高 的 一年为 25.5% ，最 低的 一 年为

22.9% ，平均为24.2% ，同国力比 较适应，因而工业

总产值平均每年 递增18 %，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

4.5% ，市场繁荣，人民高兴。1963年—1965年调整时

期，积累率平均为22.7%，也比较适应，工农业生产

迅速恢复，产品质量不断提高。1965年许多部门和企

业的一些经济技术指标到现在仍然是历史最好记录。
但是，当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超过国力的时候，必然导

致财政、信贷、外汇收支和物资供求的紧张，国民经

济发生困难。如1958年—1960年三年大跃进时期，年

积累率分别 高达33.9% 、 43.8% 、 39.6% ，而且大部

分投资用于以钢铁为主的重工 业方面，挤了 农业和轻

工业的投资，结果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严重失调，

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1960年 农 业总 产 值下降 到

1957年的69% ，粮食、副食品供应紧张，轻工、日用

品奇缺，人民生活 十分困难。

1988年的物价高涨是多年累积的结果。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生活 欠帐要还、行政费用增加，而

投资压缩不够，因此1979年财政赤 字达170亿元，1980

年赤字127亿元，导致货币投放过多，物价上涨。1981
年坚决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积累率降到28.5% ，同时

压缩行政费用，严格金融、物价管理，使财政收支基

本平衡，市场物价 大体稳定下 来。但 是，从1982年

起，连续四年，全社会固定资产平均每年以24.9%的

速度增长，1985年比上年增长 38.8% ，大大超过了同

期按现价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23.2%的幅度，积

累率超过3396。经济过热现象再度出现，社会总供给

与总需求的矛盾日益突出。1986、 1987年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仍为3 020亿元和3 641亿元，零售 物价 指数

1987年比1986年上涨13.7%。到1988年，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4 314亿元，突破计划1 314亿元，零售物价指数

不断上升，六、七、八月上升幅度更大，以至出现全

国范围的市场抢购风 潮.
上述情况说明，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抑制通

货膨胀，已到了非下决心不可的时候了，否则，不但

改革无法深入，整个建设的发展也会受到严重影响，

甚至会损害十年改革所取得的成果。在商品经济和国

内市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不乏稳定发展的例子，但

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超越国力也行不通。“适度通货膨

胀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是凯因斯的经济理论。从实践

看，靠通货膨胀外贸逆差支持短期高速度、最终要付

出更为惨重的代价，在整个西方没有获 得长 久的 成

功，对于商品短缺而 不是商 品过 剩的我 国，更不适

用。所以，美国密执安 大 学 中国研究中心诺顿教授

说：高速度、高物价最终会导致滞涨，实行双高政策

的国家无不遭到失败。

应当指出，当前我国正处在新旧 体制转换，全面

深化改革的关键时刻，不能贪图过快的发展速度。因

为发展，特别是能源、交通材料的 发展，必须支付大

量的投资；改革，特别是物价、工资改革，必须付出

巨额代价。我们的人均国 民收入只 有300美元，排列

在世界上44个低收入国家当中，国家的财力物力是有

限的，我们一定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确定必要和可

能的目标与程序，使固 定资 产投资规 模同 国力 相适

应，在改革中稳步前进。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问题探讨
	投资不宜超越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