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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杂志1982

年第 2 期刊载的程曾泽

同志“怎样计算建设项

目的贷款总额和贷款期

限”的文章中，关于贷款

期限、还款期和贷款总

额的计算公式符合有关

规定的要求，简便易行。
但是，在谈到投产以后

偿还贷款问题时，所列

表、例，将 建 设 期 间

（即用款期）的贷款利

息放在还款期 后 期 归

还，则是不对的。根据

财政部《 关于试行基本

建设贷款会计处理的几

项规定（试行草案）》

第三项第 8条，偿还贷

款时，应尽先冲转“利

息”明细科目，然后再冲转“本金”明细科目。

所以，在偿还基建投资贷款时应当先还利息。
现仍用程文举例数据，即：某建设项目贷

款总额为1，075万元，其中本金1，000万元，用

款期利息75万元。如果投产后第一年的还款先

归还用款期的利息75万元，那么，投产以后，

各年还本付息的情况应如下表：

第一年还款150万元，其中付用款期利息75

万元，付本年利息30万元，付本金45万元，则

当年本金余额为955万元（1，075 - 75 - 45）。
这样，投产后第一年末的贷款余额与本金余额

相等。从第二年起，以后各年还款中归还本金

的数额为：

还款金额 - 年初本金余额 ×利率（ 3 %）

这样，需要到第 7 年 3 月底才可还完全部

贷款本金。因此，还款期为 6 年 3 个月，而不

是程文中算出的 6 年 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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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发展淡水养鱼

措施好、效益高

赵 勇

积极发展淡水养鱼，是解决城市居民和工

矿区职工吃鱼难的重要途径。江苏省无锡市从

1978年以来，认真发展淡水养鱼事业，狠抓商

品鱼基地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1981年无锡

市建成商品鱼基地7，095亩，投产4，331亩，产

鱼272万斤，全市居民鱼的供应量由 1 977 年平

均每人4 .6斤提高到 14 斤。无锡市发展淡水养

鱼的经验是：

一、领导重视，保障资金安排。无锡市党

政领导对发展淡水养鱼，逐步解决城市人民吃

鱼难的问题很重视。他们根据无锡市的实际情

况，把发展淡水养鱼作为为城市服务和为旅游

事业服务的一个重要内容纳入议事日程，并指

定一位市委书记负责抓淡水养殖生产。市 里明

确规定郊区农村都要建好淡水商品鱼基地，同

时，对养鱼基地的建设作了全面 规 划，从 人

力、物力、财力各方面支持基地建设。在建设

养鱼基地中，他们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国家

支持为辅的方针，保障养鱼事业的资金需要。
近四年来（不包括1982年），除国家财政补助

136.5 万 元外，他们通过多种渠道 自 筹 资 金

1，000万元用于基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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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地制宜建立商品鱼基地。在新建渔

场和开挖鱼池的过程中，他们注意因地制宜、

因水制宜，做到四个结合。一是开挖新鱼池同

农田水利建设相结合，新鱼池一般开在低洼地

和围垦地区，既有利于扩大基地，又有利于解

决好这些地区的涝渍危害，实现农渔双丰收。
二是产销相结合，合理布局，这样做便于水产

品就近上市，提高鲜活鱼供应 比 例，群 众 满

意，渔场也可以减少损耗，增加经济收入。三

是全面发展同适当集中相结合，新渔区的鱼池

片一般要求在50亩以上，以利于专业专管，尽

快形成商品鱼基地。四是养鱼同饲养畜禽相结

合，新渔场尽可能建在原有的 畜 禽 场、淀 粉

厂、酿酒厂、丝棉加工场和水生作物地区，以

利于解决养鱼的饵肥料问题。
三、建立健全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抓

好技术指导工作。为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提高养鱼产量，该市所有渔场都实行了专业承

包、联产计酬、划片到组、责任到劳等多种形

式的生产责任制，并取得了显著效果。如该市

解放公社刘沄大队渔场实行生产责任制办场两

年，现已达到亩产千斤鱼，人平收入超千元。
该市还建立了一支专业技术队伍和一套管

理班子，对各渔场的科学养鱼进行具体指导，

帮助他们提高养鱼单产、降低成本。
四、坚持以渔为主，积极开展多种经营。

该市各渔场在认真发展养鱼事业的同时，根据

渔场的实际情况积极开展多种经营，不断提高

经济效益。如该市有一个公社的渔 场有 鱼 池

1，155亩，他们在养好鱼的同时，办起了猪场、

鸭场、奶牛场和皮蛋加工厂。1981年，这个渔

场亩产鱼超过千斤，每个劳力平均 产 值一 万

元、分配一千元、上交利润一千元。
无锡市积极发展淡水养鱼的经 验充 分 说

明，只要党政领导重视，摆正渔业位置，脚踏

实地，采取有力措施，切实解决有关问题，城

市居民吃鱼难的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的时间内，100多个纳税企业健全了一整套细致的成本

核算制度。同时，各企业之间还制 定了 各 种会计互

查、互审制度，并按地区划分了 5 个互查组。在财务

互查互审的日子里，老李总是风雨无阻，到20华里外

的各片集中点进行监督检查。去年一 月初的一天， 正

是队办企业纳税和财务互审期，老李的慢性肠胃炎发

作了，肚子疼得很厉害，额上的汗顺着脸颊向下流，

所里的同志劝他休息，可 他说：“小毛病，过一会儿就

好了。”他吃了药，又骑车赶到25里外的九灶大队。

挂钩搭桥  增加税源

老李在做好征税工作的同时，积极为纳税企业献

计献策，挂钩搭桥。富安公社制线厂生产的丝线，销

路好，成本低，利润高，但该厂 生产设备缺乏。老李

发现这个情况后，主动与浮州财政局联系，帮助解决

了 3 台K 051型络丝机，使该厂扩大 了 生产，这一年

为国家多缴税款3.2 万 元。富安染织厂想安排待业青

年，缺少织布机，老李知道后，立即赶到无锡市财政

局，与有关单位联系，买到了 5 台1511型织布机。使

这个厂既安排了待业青年，又发展了生产，还为国家

增加了税收。

多一分不要  少一分不行

老李执行党的税收政策严肃认真，从不含糊。去

年 2 月底，在富安农具厂查帐期间，老 李在检查核实

工商税时，发 现该 厂把加工修理、修配的收入，误作

为机械产品销售收入，多 缴 税 款170元。老李把多收

的税款，及时退给了农具厂。农具厂 财 务人员深受感

动，他们说： “过 去我们认为，你们不是要税，就是

来查帐，没想到你们执行国 家的税收法规是这样严肃

认真，多一分也不要。”

多一分不要，可少一

分也不行。一次，老李在

检查富安镇个体经营情况

时，发现八鲜摊有家个体

户几个月的商品零售额逐

步下降，于是，他同所里

的同志对这家个体户所购

的商品仔细进行了盘点，

并与进货登记簿核对，发

现有1200多种商品，货已

售完，但未向税务所申报

纳税。老李对这个个体户

进行了批评教育，并按税

法规定补了税，罚了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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