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文摘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可见实效

《 世界经济导报》 1985年 7 月15日发表戴安的文

章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

工业发展速度过高，消费基金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太

快。这又相互联系，互为因果，影响我国经 济走上良

性循环的轨道。如何解决这一问 题？种种情况表明，

压缩固定资产投资 规模，既是 突破口，也是关键所

在。

首先，它可大量减少货币 投放。 据有 关部门分

析，因投资规模扩大而增加的 现金支出，要占1984年

增发货币的38%。显而易见，如果今年能把它控制在

计划内，就这一项，就可使国 家减少100亿 元左 右的

货币投放。

其次，可减缓工业发展速度。据匡算，每亿元固

定资产投资需1.2亿元重 工业产值来 保证其实现。如

果今年能将它控制在比计划指标少 超100亿 元，即可

减少重工业总产值120亿元。

再次，可压缩消费基金与提高投资效益。据有关

部门分析，现固定资产投资约有三分之一通过工资、

奖金等各种形式转为消费基金。显然，如今年能减少

100亿元投资，亦即等于压缩3 0亿余元 消费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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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行长周道

炯同志在 7 月22日《人民日报》

上发表文章指出：当前，固定资

产投资规模偏大，主要是预算外

资金失控。加强资金的 宏 观 控

制，主要是要把预算外资金控制

住。财政、 税务、银行和企业财

务部门，应当按照自筹资金的规

定来源，严格把关，堵塞国家资

金不应有的流失。

（一）生产资料实行产量递

增包干，允许超产部分自销所得

的差价收入，应当以完成国家调

拨计划为前提，不能容许在调拨

计划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去搞议价

自销。

（二）使用企业生产发展基金搞固定资产投

资，应当按照规定，补充相应的流动资金。决不

能把自有资金全部用于固定资产投资，而把需要

的流动资金全部躺在国家银行身上，造成固定资

产积累和流动资金积累比例失调。

（三）在当前设备更新欠帐，企业折旧率又

偏低的情况下，企业折旧基金只能用于 更 新 改

造，不能用于新建、 扩建工程以及其他属于基建

性质的费用。今年国家提高企业的折旧率，只是

在少数大型骨干企业、 重点机械行业、列入三年

出口规划的一千一百多个轻纺企业和除上海、 天

津外的沿海开放城市的部分工业企业中进行，调

整的范围不能扩大。

（四）企业的大修理基金是固定资产的维持

费用，而不是补偿基金（通过局部更新实现整体

更新的除外），不能象目前一些地区和企业没有

前提、不分条件地把大修理基金同折旧基金捆在

一起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国务院规定，只有大修

理结合技术改造进行，并在保证正常大修理的前

提下，大修理基金才能同折旧基金结合使用。

（五）对一些符合规定条件的企业和产品减

免调节税、产品税、 所得税、增殖税和银行发放

低息、贴息贷款、豁免还本付息等，都要按政策

办理，既不缩小，也不能任意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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