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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国家采取

了一些措施控制固定资

产投资规模，使投资过

份膨胀的 势 头 有 所缓

解，但是还没有从根本

上解决问题，目前在建

项目投资规模偏大，投

资结构失调，仍然是影

响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发

展的重要因素。因此，

压缩基建投资规模，调

整投资结构，是当前和

今后经济工作中一项长

期艰巨的任务。

这几年的投资规模

失控和过去相比有个明

显的特征，就是在国家

预算内投资得以控制的

情况下，预算外投资特

别是自筹基建投资增加

过猛，从而导致整个基

建规模的失控。自筹基

建投资失控的原因，主

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预算外资金

的大幅 度 增 长。近 几

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

的深入发展，国民收入

分配结构发生了新的变

化，目前国家集中的财

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

重，由1979年的31.9%
下降到1986年的25% ，

预算外资金占国民收入

的比重由13.5% 上升到

21.4%。我们吉林省预

算内财政收入占国民收

入的比重 由 1979 年 的

18 % 上 升 到 19 8 6 年

20.4 %；预算外资金由

13.5% 上升为24.9 % ，

大大高于预 算 内 资 金

增 长 幅度。从 绝对量

上看， 1986年吉林省预

算 外 资金 38.9亿元（企业占70%），为预算内收入的

121.9%。预算 外 资金增长过快，尤其企业预算外资

金大幅度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为自筹基建投资的过快

增长提供了客观可能性。

（二）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在计划、投资和企业

财务体制等方面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使高 度集中的计

划体制和以政府投资为主体的单一投资体制发生了变

化，出现了计划、财政、银行等部门和企事业单位都

有权经办基建资金，都可以上项目的投资主体多元化

的格局，但由于宏观调控机制未能同时建立 起来，各

部门职责范围不明确，相互之间 又缺乏联系和配合，

致使投资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管理，自筹基建投资增长

过快过猛。

（三）投资单位弄虚作假。从 1983年以来，国家

陆续规定了16种项目投资不列投资计划。一些地方、

部门和单位就出现了弄虚作假的情况，即在计划上化

整为零，将应列入投资计划的项目挤入不纳入计划考

核项目之内，在资金上以零凑整。如我 省某局以 7 个

工厂的名义，以零凑整，修建了一栋300m 2 的 住宅。某

厂大修项目， 翻修面积4 000m 2，实际搞了8 800m 2
，

超额一倍多。

还有的地方、单位不认真执行自筹基建资金必须

存足半年才能动用的规定，据统计，在1986年审查的

省直单位自筹投资中，没有存足半年的资金占40%左

右。还有一些单位为了提前半年把资金存入银行，就

挪用其他用途的专用基金和挤占流动资金。据调查，

某公司新建的职工宿 舍12 200m 2
，投 资225万元，其

中挪用的生产性基金就占了125万元。甚至有的 企业

还以技术改造措施的名义，向其他银行贷款存入建设

银行，以达到上项目的目的。

另外，在自筹投资建设中存在的追求高标准装修

的问题也很突出，这也是自筹基建投资增长过快的原

因之一。据有关部门调查， 我 省1987年在建楼堂馆所

总投资19 615万元，其中超标准投资为7 630万 元；住

宅投资18 439万元，超标准投资37.3万元。

鉴于自筹基建投资失控，并存在不少问题，对控

制自筹基建投资规模的对策，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树立正确的指导思想，克 服和纠正投资观

念上的偏差。

投资者必须端正投资指导思想，要从国 家利益、

宏观效益和社会效益出发，克服本位 主义倾向，树立

新型投资观念：1.要树立投入产出观念。投资者要利

用有限的资金创造出尽可能多的财富。2.树立科学决

策观念。一项决策应有几个预选方案，对方案的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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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技术性和经济效益作出 科 学 鉴 定， 通过 权衡择

优， 选出最佳方案，从而减少投资失误。3.树立规模

经济观念。投资者要认识到投资资金的使 用只有相对

集中， 在几种规模中选择最佳规模， 才能获 得较好的

经济效果。

（二）进一步清理基本 建 设 特 别是自筹基建项

目，这是压缩投资规模的有效途径。去年国家有关部

门组织力量对基本建设在建项目进行了检查 清理，停

建、 缓建了一些项口，对控制基建 规 模起到了一定的

作用。今后要以清理自筹项口特别是楼堂馆所为主，

并与更新改造项目的清理结合进行，严禁以更 改名义

变相扩大基建规模。通过清理检查，对在建项目按轻

重缓急分类排队。同时，要 严格控制 新上项目，确保

国家重点建设的资金需要，促 进 国 民经 济的 良性循

环。

（三）进一步加强对预算外资金和自筹基建的管

理。

（ 1）完善预算外资金专户储存工作，研究探索

对企业专用基金的管理办法。实行专户储 存是管好行

政事业单位预算外资金的重要手段，它对控制乱收乱

支，提高资金使用效果起到了重要作用。今后要把专

户储存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宏观控制方面。继续发挥其

在引导资金流向，控制基建投资规模，防止消费基金

过快增长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同时，配合健全、完善

企业经营机制和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研究制定企业

专用基金的管理办法，即可通过实行基金预算和专户

管理等方式，对这部分资金实施有效的管理， 以达到

控制投资规模和提高投资效益的目的。

（ 2 ）改进自筹基建资金的审查管理办法。控制

资金投入是控制基建规模的重要一环，资金投入量控

制住了， “大兴土木”之风也就刮不起来 了。因此，

就要针对目前对自筹基建项目和资金的审批办法中存

在的问题，将分批存款、分批审查资金、 分批下达计

划的办法，改为存足投资、 一 次审批、一次下达计划

的办法。

（四）深化投资管理体制的改革， 建立投资风险

机制。

（ 1）建立一个统一的固定资产 投资管理机构。

在目前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决策分散 化，投资来源

和投资方式多样化的体制下，必须建 立一个统一的、

权威的机构来管理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这个机构

通过制定产业政策和投资计划，加强对投资的宏观管

理和综合平衡。今后，对政府投资、企业投资、个人

投资以及各金融组织的投资， 应统统纳入总体投资规

模。并学会运用法律的、经济的配合以行政的手段进

行综合调控。

（ 2）在微观投资活动中建 立投资风险机制。在

商品经济的条件下，投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在我国

投资者的这个风险，实际上都是国家承担了。建立投

资风险机制就是要将投资 风险 与投 资决策者、经营

者、直接执行者的利益联系起来，实行责、 权、利相

结合的责任制。

工作研究
关于改进财政退库

工作的建议

顾岳良

所谓财政退库，是指财政部门根据年度预算指标，

按预算收支进度，直接从国 家金库中拨出资金，用于

弥补预算内亏损企业或盈利企业中的政 策 性 亏 损补

贴。做好这项工作，将有利于 企业强化经济核算，提

高经济效益， 减少国家财政亏损补贴。

在实际工作中，财政退库存在一些 不足之处。如

为了追求当月预算收支的账面平衡，机械 地按预算收

入进度定额办理退库：根据领导批示办理退库；企业

亏多少，财政退多少：由于工作中的拖拉、 扯皮，时

常出现迟退或欠退现象， 等等。由此便带来 了不良后

果。比如：因为财政退库不及时（迟退 或欠退），而

造成企业贷款增多，利息支出增加。当企业不能及时

归还贷款时，罚息支出又增加了企业负担。

因此，改进现行的财政退库工作已经刻不容缓。

笔者认为，可以将现行的隔月退库办法 改 为 当 月预

退、年终清退的办法，即 一月份的退库额度按照全年

核定的退库总指标除以十二， 在当月先行退库；二月

份的退库额度可以参照企业上月的 亏损实绩和财政预

算收入进度进行预退，依次类推， 年终 清算。这样改

的好处是：（一）有利于企业加速资金周转，减少贷

款利息支出；（二）能够正确反映出财政收入的 “质”

和 “量”，避免由于迟退、 欠退或超退，造 成人为的

财政收入 “水份”：（三）杜 绝财政 与企业（或主管

部门）之间的扯皮现象， 有利于改进财 政部门的工作

作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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