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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资金严重短缺，是

当前我国经济活动中的一个

突出矛盾。其中由“投资饥

饿症”引起的流动资金向固

定资产投资渗漏，又是导致

这种短缺的 重 要 因 素。目

前，流动资金向固定资产投

资渗漏的形式多种多样，有

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有经

过投资单位的，也有经过银

行部门的。为了引起人们的

重视，便于采取有效措施解

决这个问题，现将流动资金

向固定资产投资渗漏的种种

形式及其对策介绍如下：

一、经投资单位渗漏的

有些基本建设、更新改

造或固定资产大修理项目，

从概（预）算起 就 留 有 缺

口。投资单位为争取主管部

门的资助和审批 单 位 的 同

意，以低估工程造价来获准

主体工程上马， 然后放长线

钓鱼。所留的缺口有：①造

价标准更换，低标准概算高

标准施工。②配套设备、辅

助设施回避或少列。③价格

上涨因素不计或低估。④忽

略期前或收尾工程支出。⑤

投产后所需要的流动资金不

计或少计等等。由于工程项

目从概（预）算起 就 留 有 缺

口，使得项目上马后预算一

再突破，需要不 断 追 加 资

金，于是投资单位便用各种

方式来弥补项目 投资 的 不

足。

第一种：成本资金向固

定资产投资渗漏。目前，有

些企业基本建设资金不足，

便去抽调更新改造资金；更

改资金不足，又去抽调大修

理基金；更改、 大修资金不

足，再将更新改 造项目、固定资产大修理 项目降 格

为小型技措、中小修理。由于它们之间没有明确的界

限划分，有时限上、限下仅一元之差，很容易突破，

而政策上往往又允许把不同来源的专项资金捆起来使

用。固定资产投资就这样一级一级地，逐渐挤进产品

成本中。当前成本上涨太快，除了原 材 料价格调整等

因素以外，这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第二种：动用生产储备物资，来弥补基本建设、

更新改造和固定资产大修理等专 项储备物资的亏空和

不足。在一个企业里，生产用储备物资和基本建设等

专项储备物资，由于使用价值的广泛 性、通用性，往

往从采购到保管就没有严格分开，或者也无法分开。

这在客观上给挪用生产物资提供 了 机会。“投资饥饿

症”不可能守着一口锅里的佳肴忍饥 不吃，而这样做

的结果必然引起流动资金短缺。

第三种；企业使用补偿贸易这种信用工具，提前

获取其他单位的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这些资金当

然大部分是流动资金。这样做，实际上是 用流动资金

从事固定资产投资。

第四种：拖欠货款。无论是专项物资或生产储备

物资，在结算之前对于供货方来说，都是未 实现的销

售收入，属于流动资金。需求方 以 拖欠货款来弥补投

资缺口，是向固定资产投资渗漏的又一形式。

第五种：将国家规定用于增加流动资金的利润留

成等自有资金，去弥补投资缺口；或者将已经参与流

动资金周转的留成资金，抽调回来弥补投资缺口。

此外，有些企业借允许各金融机构 业务交叉，允

许银行选择企业、 企业选择银行和相互竞争之机，从

几家银行获取不同贷款，用于固定资产 投资。有的贷

款总金额，已远远超过自身偿还能力。有的商业、粮

食部门截留国家农村产品收购贷款，去搞固定资产投

资或弥补投资缺口。还有的企 业用租赁费、 房租费等

允许由成本项目中列支的经费，以分期 付款的形式购

置固定资产等。

二、经银行部门渗漏的

银行是管理流动资金的重要部门，但目 前信贷资

金松软的管理制度，还对付不了 “投资饥饿症”强大

的汲取力，造成信贷资金大量地流向固 定资产投资。

第一种：有的专业银行直接开办信托投资业务，

将流动资金贷款用于支持企事业单 位 搞 固 定资产投

资。有的专业银行则成立信托投资公司，将应该用于流

动资金贷款的信贷基金，无偿拨付给所属的信托投资

机构，作为它的资本金。这部分资本金，大部分用于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企事业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有的以合股形式搞工商

企业投资。

第二种：专业银行将同业拆借来的流动资金，或

从短期金融市场筹措到的资金，用于长期的固定资产

投放。当投资放款收不上来时，则从中央银行获取再

贷款，以此弥补短期信贷资 金的不足。
第三种：银行自身的“投资饥饿症”。某些基层

专业银行在利润留成等自有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为了

搞基建，利用直接管钱的方便条件，以预提下个年度

利润留成的名义，将国家信贷基 金划出一块，转入建

设银行搞基建。

第四种：基层银行以暂付款科目 非法透支国家信

贷基金搞基建，不付分文 利息，可谓 “偷鸡下蛋”。
有的上级银行发觉后，不令其纠正，却给予拨款补助

加以弥补。

第五种：应由发展基金、折旧基金列支的固定资

产投资，有的基层银行以化整为 零或摊提方式，改由

房租、低值易耗品等成本项目列支，以达 到购置固定

资产的目的。

上述种种渗漏形式，不论是投资单位渗 漏的，还是

银行方面渗漏的，都造成了流动资金的大量流失。由于

“投资饥饿症” 对于流动资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而

流动资金宽松的管理现 状，又 给“投资饥饿症”以滋

生的土壤。因此，不能采取简单的紧缩银 根的办法。
紧缩政策固然对投资膨胀有所 控 制，但不是治根的办

法。往往会形成三个人的饭匀给了五个 人吃，谁也吃

不饱，谁也饿不死，可谁也干不动活的局面。运用差

别利率、 高额罚息这种经济杠杆，能给 那些盲目决策

者一些约束，但也不能彻底 奏效， 因为他们总有办法

将增加的支出转嫁给购买者或财政。而采取硬性控制

投资规模，每年给各地区、 各部门下达控制指标的办

法， 也不能解决工程预算留 有缺口的问题。
如何防止流动资金向固定资产投资渗漏，我们认

为，一方面要彻底根治“投资 饥饿症” ，必须建立健

全包括更新改造、 固定资产大修理、 生产发 展以及合

资、 集资、外资等预算 外资金 在 内 的 固定资产投资

法，以投资法制止 “投资饥饿症”。另一方面要管好

信贷 “笼子” ，防止流动资金以种种方式向固定资产

投资渗漏，这要靠建立健全管理流动资金和固定资金

放贷的银行法。

制定固定资产投资法及其实施 细则，应该明确资

金来源的正当性，投资结构的合理性，工艺 技术的先

进性，最佳方案的可选性，预期效果的可行性，工程

概算的真实性，资金及物资的充 足性、施工队伍素质

的可靠性等等。要规定审批程序，明确各有关部门的

职责权限，特别要规定不可缺少评估程序，评估过程

不受任何部门干涉。要明 确投 资（经营）者、设计

者、概算者、评估者、审查者、批准者、施工者、审

计者、监督者和各级领导者应负的责任和权限，依据

各自的责任和权限，建立健全一整套指标体 系。根据

指标体系，规定奖罚条例和处分 条例。该条例要注意

到固定资产投资周期长、效果显示迟缓 的特点，防止

因当事者的更换而使得责任考核中 断。

制定银行法及其实施 细则首先要保护信贷资金的

完整性，不允许财政 部门或银 行 自 身 以各种形式透

支、坐支信贷资金，不允许任何部门截留 挪用发放给

农牧业及贫困地区的信贷基金。要规定短期资金和长

期资金的来源渠道和使用方向，严格使 用界限，不允

许将短期资金用于长期投放。要规定放款原 则和审批

程序，杜绝一切违反原则的行政干涉；要规定专业银

行实行企业化管理，行使自主经营的权力，明确承担

放款风险的责任，切实做到自负盈亏，打破 支行吃分

行、分行吃总行、 总行吃财政的 大锅饭，打破财政是

各部门、 各企业的大保险公司的格局。要规定结算纪

律，防止一家 拖欠引起百家相欠的链锁反应，保证资

金正常运转。要规定 差 别 利 率、 浮动 利率、 优惠利

率、免息，贴息、 奖息、罚息等利息杠杆的使 用原则

和权限，使投资者和经营者对利息这个 经 济杠杆有足

够的重视，并改革财务 法规从成本或税前利润中付息

的规定，防止将惩罚性的利息支出 转嫁给购买者或财

政。破产法实施后，信贷投放出去呆帐损失 将不可避

免，要明确呆帐准备金提取和使 用的原则，发生呆帐

损失后银行所应承担的责任，防止对不负责任的投放

予以草率地核销，造成信贷资金毁损短缺；要建立一

整套管理信贷资金的指标体系，根 据各项指标明确应

负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特别是对于长期投放出去

的资金效果，责任者要一包到底。

固定资产投资法和银行法的建立和实 施，还应与

其他经济、政治法规相配合，只有这样，才能使固定

资产投资、 生产经营、信贷收支等 经 济活动，在各种

经济法规和政治法规的控制之下，正常合理的进行。

这样流动资金向固定资产投资渗漏的问题也迎刃而解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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